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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P2

公平競爭
系列之二

私營街市管理商主宰場內的租務政策，
倘管理商純粹是管理者，就沒有身份

上的利益衝突，與商戶只是各取所需關
係；但部分管理商同時兼營菜肉檔生意，
與商戶存在競爭關係，會否利用職權之便
削弱競爭備受關注。
不少屋邨街市檔戶向本報記者表示，

過去幾年街市的管理權被外判，管理商多
數以翻新街市為由要求加租和加徵裝修
費，背後原因除了是管理商抵消裝修開
支，也令人懷疑是逼走競爭對手的手段。
有商戶質問：「如果（管理商）唔係想逼
走你，點解管理商只向舊檔戶開刀加租，
對新入場『友好』的商戶反而低價招
租？」
陳伯（化名）原本在將軍澳一個街市

經營牛肉檔多年，租約即將到期，適逢領
展將管理權外判，陳伯千方百計打探卻未
能聯絡上管理商，「好不容易聯絡到領展
於該街市的負責人，卻被告知該街市是被
外判予某公司負責，領展對租務一概不
理。」
年長的陳伯哪裏知道管理商的聯絡辦

法，無奈之下只有向西貢區區議員方國珊
求助。方國珊本已有心理準備，一定會被
收取高額租金，然而當她聯絡上該管理商
後，得到的回覆竟然是「唔得」二字。

租務機制被指不透明

據悉，該街市管理商有意經營牛肉檔
生意，陳伯是潛在競爭者。方國珊質疑，
街市管理商對有競爭關係的小商戶，斷言
拒絕提供入場機會，或削弱街市競爭。

除有人不獲入場之外，有舊租戶反映
管理商疑看中其「靚舖位」，惹來瘋狂加
租的後果。另外，巿民劉先生早年在天水
圍屋邨街市經營燒臘檔，當時月租3.4萬
元，其後街市管理權外判予一個管理商，
管理商提出續約條件是加租一倍至6.8萬
元，「我點接受得到？唯有約滿後離
場。」其後他得悉，管理商看中其舖位欲
自營肉檔生意，透過加租令他知難而退。
屋邨私營街市的租務機制亦不似食環

街市以透明、公開競投方法招租，小商戶
要承租私營街市往往沒有對口單位。經營
菜檔多年的傑哥曾一度想進入屋邨私營街
市擺檔，但苦無門路，「身邊行家或親戚
亦是靠人事關係才租到屋邨街市檔位賣
菜，根本搵唔到公開招租嘅連絡方式，我
一位親戚當年也依靠熟人關係才入到屋邨
街市。」
競委會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根據

《競爭條例》的「第一行為守則」，企業
之間不可訂立或執行具有損害香港競爭之
目的或效果的協議、決定及經協調做法。
至於「第二行為守則」，則禁止具有相當
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濫用該權勢去損害競
爭，當中包括企業運用它們在供應鏈某層

面（例如分銷層面）的市場權勢，去扭曲
另一層面（例如零售）的競爭。但個別個
案是否違反守則，取決於調查後所確立的
事實，競委會必須進行調查，方能作出結
論。作為街市業權人的領展，發言人表
示，場內個體戶數量不少，「個別街市檔
戶同時於不同街市經營。這些檔戶都是由
檔主個人承租，並非連鎖式經營。由於檔
主經營得法，可以將業務拓展至其他領展
街市。」發言人強調，領展會在退租攤檔
張貼公開招租啟事，並附有聯絡方法以供
查詢，而其網頁上亦載有相關資料，歡迎
有意者與租務部接洽。在街市管理商方
面，領展表示，不會就招租及其檔戶的商
品售價事宜制訂指引，但就商戶組合設有
指引，以確保街市檔戶提供的商品組合能
夠切合居民的生活所需。

本報昨日揭
露不少屋邨或居屋
街市內的檔位都由
管理商旗下菜肉檔品
牌承租，定價差異性

小，令人質疑管理商既是管理者又
是營運者可能有利益衝突。「他們
（管理商）一入場，（對）與其有
競爭的舊商戶連年加租，甚至拒絕
續租予有競爭關係的檔戶，一些新
進場、同他們關係密切的新租戶租
金反而較低。」有商戶向本報表
示，有管理商疑透過瘋狂加租、加
徵「裝修費」等手段逼走競爭對
手，令個體戶無法入場擺檔，損害
消費者權益。對此舉是否已違反競
爭法，競委會在回覆本報查詢時表
示，條例的「第二行為守則」禁止
具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濫用
該權勢去損害競爭，惟個別個案是
否違反守則，必須經調查後方能作
出結論。 圖 / 文：專題組

各地私人街市受政府監督
■無論是內地、台灣，還是一些境外地區，街市即使業權屬私人擁有，當地政府也會參
與監督，以確保市民生活必需品的售價按市場常規波動。

各地私營街市營運模式
地區

香港

加拿大

新加坡

台灣

內地

資料來源：網上資料

街市類型

私營街市

農夫市場

小販中心

民有市場

民營菜市場

主要管理者/營運模式
完全由業權人管理，或者外判予管理商，純粹市場主導，沒有政
府監督。
經營商需持有政府許可，攤檔租戶也需申請政府牌照，兩者均持
牌才可以租賃攤檔經營。
大部分由國家環境局管理；少數試行非牟利外判模式，由社企或
合作社管理。
營運計劃及設計圖等須獲政府批准才可興建，所有權人與攤（舖）
位使用人，共同推選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管理日常事務，並受政
府監督。
日常管理及租務由經營者負責，各省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工商局
等部門共同監管營運及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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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少
商場發展商只
容許旗下超市
品牌進駐，排
除其他競爭者
入場，這種經
營模式近年侵
入服務基層市

民的街市之中。有法律界人士認
為，香港競爭法未能發揮良好的市
場規範作用，競爭事務委員會執法
力度及頻次也明顯不足。有學者強
調，街市出售的肉、菜、米等是生
活必需品，政府有責任確保市場公
平競爭，讓市民以合理價格購買。
若管理商的競爭對手入場受阻，又
無合理解釋，競委會就必須介入調
查，長遠並應成立委員會監察街市
管理商的投標、招租等流程，以及
政府應回購已外判的街市，以及自
行管理未來新建公屋的街市。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

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接受
本報訪問時表示，屋邨街市作為服
務基層市民的零售市場，本身不應
該採用整體承租的外判制度，特別
是外判商有極大的權力來決定「誰
可以入場做生意」，自然會以自身
盈利為主要考量，就好比某財團旗
下商場，絕對不會允許競爭對手旗
下超市品牌入駐一樣。

本身是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江玉歡表示，
房委會出售屋邨物業無疑加劇了財團的壟
斷，如今政府已無法直接干預屋邨街市，唯
有依靠競爭法限制管理商行為，然而競爭法
2015年實施至今近十年，卻未能發揮良好的
市場規範作用。競委會執法力度及次數未符
預期，甚至淪為「無牙老虎」。她認為，政
府應加強反競爭公民教育。

■莊太量

個別屋邨街市管理商不單營運鮮肉零售
店舖，也參與香港活豬供應鏈，從拍賣到屠
宰高度參與。有業內人士透露，街市零售新
鮮豬肉是活豬供應鏈最下游，其上游是屠宰
批發，「愈多自己陣營的豬肉買手，愈能左
右批發價，中小型肉檔則難以跟超市、連鎖
肉檔集團抗衡。」
香港活豬市場由五豐行、廣南行和農業

專區三家公司負責代理，但競投、屠宰及批
發過程，大財團仍佔主導地位。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介紹，香

港生豬經由公開競投、以價高者得原則決定
「豬落誰家」，簡單而言就肉販委派買手在
拍賣會中，叫價投得心儀的生豬，「中小型
肉檔需要的貨量少，可能幾個肉檔夾份請一
個買手競投，但超市、大型豬肉零售集團就
不同，他們需求量大，可能請好多買手參與
競投，人多勢眾下，就主導整個競投的節奏
和形勢。」
有業內人士指出，活豬競投過程不少豬

肉買手集體行動，就像專業炒家控制股市一
樣。在供港豬數量緊張時，他們集體抬高價
格，以增加中小型肉販的經營壓力。

業內人：競投活豬
像炒家控制股市

■近年屋邨街市湧現不少連鎖菜肉檔。

■台灣街巿

狂加租徵費逼人走 拒續約吞靚舖位

街巿管理商陰招滅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