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重點點實實証証觀觀察察   
 

 

1. 地區墟市具經濟及社會功能，

「試行計劃」針對區內基層需

要，提供機會讓攤販(當中包括

已屆退休年齡、家庭主婦或因

健康問題而不能參與全職工作

的街坊)自力更生，合法及安全

地參與經濟活動。墟市更促進

參加者互動，建立社區網絡。

超過 8 成受訪者表示墟市可連

結居民及地區資源，創造社區

及居民發揮價值的機會； 

2. 舉辦墟市有賴參與籌備的居

民、主辦團體、區議會、專業

人士及政府部門能溝通協作，

藉「由上而下」的框架推動，

從而在現有政策框架下，成功

計劃及進行合法墟市活動； 

3. 「試行計劃」乃新嘗試，雖有

可改善之處，但為在地區推行

墟市累積營運經驗，了解墟市

在地區運作中的限制及可行模

式。參加者、居民及關注地區

墟市發展的區議員都對計劃提

出了具體改善建議。 

深水埗墟市試行計劃 

核心議題 

除推動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外，藉促進社區經濟發展的「地區為本」扶

貧策略亦十分重要，其中一個做法是善用公共空間在社區設置墟市，

為低收入居民提供價錢相宜購物選擇，及提供更多就業機會。不過現

時檔主未經申請而無牌擺檔會被驅趕及檢控。究竟於現行政策下，能

否有空間可以讓民間透過申辦墟市活動，以讓小販檔主可以合法和安

全地擺檔，同時爭取社區人士支持基層攤販透過擺檔自力更生呢？ 

研究的重要性 

是項研究就2015年8月在深水埗舉辦的「深水埗墟市試行計劃」(下

稱「試行計劃」)進行活動觀察和分析。有關研究結果及建議提交予

深水埗區議會以繼續討論墟市發展，及讓其他地區參考。 

研究目的 

 了解推行「試行計劃」的背景及目的;  

 記錄「試行計劃」的籌備工作，包括與不同部門及持份者的前

期磋商，以及申辦墟市的過程、成功因素及要點; 

 收集參加者及街坊/途人對「試行計劃」的意見，並分析「試行

計劃」的目標及社區功能；及 

 分析深水埗以至其他地區發展墟市活動時，所需的持份者協作

及政策支援。 

研究方法 

 根據深水埗區議會及主辦團體的相關文件及紀錄進行文獻回顧;  

 在墟市內進行觀察及記錄; 

 以問卷調查形式，於墟市期間在活動場地及附近地方收集參加

者、街坊/途人的意見； 

 邀請不同持份者進行個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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