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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推選工作小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工作小組成員一致通過由余漢坤議員及黃秋萍議員分別擔任

工作小組的召集人及副召集人。 

 

 

II. 通過 2021 年 11 月 29 日的會議紀錄 

 

2. 工作小組成員沒有修訂建議，並一致通過上述會議紀錄。 

 

 

III. 討論東涌臨時街市最新情況 

 

3.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代表簡介東涌臨時街市的最新情況

如下： 

 

 (a) 臨時街市的建造工程仍在進行中，預計在 2022 年的第四

季落成啓用。 

 

 (b) 署方早前以招標形式聘請管理服務承辦商，為東涌臨時街

市提供管理、推廣、發展及街市運作等相關服務，有關合

約服務期由 2022 年 8 月開始。服務承辦商將於合約開始

的首四個月提供前期的支援服務，並於臨時街市啓用後提

供管理、推廣、發展及街市運作等相關服務，為期 36 個

月。 

 

 (c) 署方在會議上派發東涌臨時街市的平面圖，展示 36 個攤

檔的分布情況，包括 12 個大檔及 24 個小檔，當中兩個小

檔將分配作售賣小食，其餘 22 個小檔將分配作售賣蔬果、

蔬菜、食物類乾貨、食物類濕貨，以及非食物類乾貨等。

12 個大檔及 2 個售賣小食的小檔，必須分別向食環署申

領相關牌照。平面圖上詳細列出各行業分類、攤檔數目及

各類攤檔的准售貨品供小組成員參閱，並邀請成員就攤檔

數目的分配、位置及貨品種類等給予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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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由於東涌臨時街市的性質與天水圍天幕街市相同，因此署

方將參考天幕街市於 2020 年的攤檔編配模式，即採用電

腦抽籤形式編配攤檔予中籤者。至於攤檔的編配機制，署

方現正積極擬訂，詳情容後公布。 

 

4.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署方訂立抽籤準則時，應該考慮讓東涌居民優先租用攤

檔，透過營運生意賺取收入，從而改善生活。 

 

 (b) 小組成員建議署方與攤檔中籤者在訂立營運條件時，加入

中籤者必須親自營運攤檔的要求。他解釋如果租戶只聘請

員工營運，員工薪金會增加經營成本，因此租戶將提高貨

品價格以轉嫁成本予消費者。 

 

 (c) 現時很多街市商戶沒有標明貨品價格，並向不同顧客收取

不同價格，因此建議署方規定租戶必須標明價格，公平對

待顧客，避免在交易過程中發生爭拗。 

 

  (d) 現時東涌區內新鮮食品供應量少，而且價格昂貴。東涌居

民期望增加區內的食品供應從而令價格下調。由於非食物

類乾貨未必受居民歡迎，因此建議該類攤檔由四個減為兩

個。 

 

  (e) 署方可考慮引入監管制度，讓非政府組織或團體共同監管

街市運作。 

 

5. 副召集人提出意見如下： 

 

 (a) 署方應先向區內居民進行諮詢，再按居民需求分配攤檔的

行業種類及數目。 

 

 (b) 就加入中籤者必須親自營運攤檔的建議，她認為難以識別

中籤者是否親自營運，因此建議署方審慎考慮執行細節。 

 

 (c) 就要求租戶標明價格的建議，她認為街市商戶向經常光顧

的顧客提供優惠或折扣的做法十分普遍，署方難以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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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訂立該條件的必要性。 

 

6.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小組成員引用流動小販牌照的經營模式作例子，解釋「中

籤者必須親自營運攤檔」的意思。現時流動小販牌照的持

牌人可聘用其他人在日常營運中提供協助，惟持牌人必須

在營運時在場，當部門巡查時，持牌人須證明其檔主身分，

否則該攤檔會被視為無牌經營。他建議署方以流動小販牌

照的經營模式作例子，訂立臨時街市內攤檔的營運條件。 

 

  (b) 由於逸東邨街市租金大幅上調，商戶難免提高貨品價格以

轉嫁營運成本予消費者。逸東邨多為低收入家庭，而且居

民工時較長，下班後只能在區內購買食物，即使價格昂貴

亦只能無奈接受。他建議署方調低攤檔租金，令貨品價格

有下調空間。 

 

7.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a) 署方已要求租戶清楚標明貨品價格，以及將會在街市設置

公用磅秤給消費者於購物後，複查重量有否偏差。 

 

(b) 負責管理臨時街市的服務承辦商曾於區內的超級市場及

屋邨商鋪進行調查，認為乾貨仍有一定程度的需求，因此

署方分配四個攤檔售賣非食物類乾貨。 

 

 (c) 署方作為臨時街市的管理者，同時負責釐定攤檔的租金。

署方將根據政府一貫做法，以租戶市場的租金水平釐定攤

檔的租金。 

  

 (d) 署方將每天巡視街市攤檔的營運情況，監察管理服務承辦

商的表現，並會不時作出突擊檢查行動，確保租戶及服務

承辦商均履行合約條款的要求。若發現任何違規情況，署

方會向有關負責人發出警告信，如情況嚴重，署方可終止

相關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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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署方參考天水圍天幕街市的抽籤準則，讓當區居民優先租

用攤檔。東涌臨時街市攤檔的租用安排將採用同樣抽籤準

則處理。 

 

8. 召集人表示他曾參觀署方安排天水圍天幕街市運作的活動，

其間得悉署方計劃將該街市的運作模式套用於東涌臨時街市，包括讓

區內居民優先租用攤檔，以及署方與管理服務承辦商保持緊密聯繫，

監察各租戶標示的貨品價格。當發現貨品售價高於市場價格，承辦商

會勸諭租戶作出調整等。他認為天幕街市的優良運作模式將有助東涌

臨時街市運作更暢順，因此向署方確認該運作模式是否將套用於東涌

臨時街市。 

 

9. 食環署代表表示天幕街市有別於其他署方管理的街市，天幕

街市每天設有特價時段的推廣活動，而東涌臨時街市將會引進此項推

廣活動。 

 

10. 小組成員認為抽籤準則不應該只考慮讓東涌居民優先租用攤

檔，而應考慮讓所有大嶼山居民優先租用才最為合適。 

 

11. 副召集人表示紓緩東涌區的就業問題固然重要，但街市營運

亦須平衡附近地區的居民需要。另外，她反映一般街市的冰鮮魚檔數

目多於凍肉檔，但東涌臨時街市的分配卻是凍肉檔的數目多於冰鮮魚

檔，她建議署方應在進行諮詢後考慮調整有關安排。 

 

12. 小組成員提出意見如下： 

 

(a)  東涌臨時街市應以解決區內食品需求為首要目標，認為設

置四個非食物類乾貨的攤檔太多，應減少該類攤檔的數

目，增加食品類的攤檔。 

  

(b) 如發現租戶刻意提高貨品價格、售賣准售貨品以外的貨品

或長期空置攤檔等情況，請問署方將如何監管租戶及能否

終止有關租戶合約? 

 

(c) 署方會否考慮聯同包括區議會在內的公眾團體，組成監察

委員會，以便監察攤檔租戶的經營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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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食環署代表回覆如下： 

 

(a) 署方會參考小組成員提出的意見，考慮東涌臨時街市攤檔

的行業分配及數目是否需要調整。 

 

(b) 天水圍天幕街市的管理模式現時運作暢順，署方將參考天

幕街市的管理經驗，以類似模式管理東涌臨時街市，以及

監管攤檔的經營情況。 

 

14. 召集人認為小組成員的意見雖然值得參考，但亦應給予空間

讓署方管理街市，至於行業分配是否需要調整，可待臨時街市啓用後，

視乎攤檔的營運情況再作考慮。他相信署方吸取天幕街市的管理經驗

後，能有效管理東涌臨時街市，而工作小組仍會繼續跟進臨時街市的

運作情況。 

 

 

IV. 其他事項 

 

15. 工作小組成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V. 下次會議日期 

 

16.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3 時 50 分結束。下次會議日期將另行

通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