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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犯阻街四佔其三 年均7.5次
執法人員深水埗巡而不查 判罰額竟低過定額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阻街屢禁不
止，顯示罰款阻嚇力不足。申訴專員趙慧賢
建議食環署全面檢視現行法例的罰則，包
括提高最高罰則及定額罰款金額，以及
積極研究在「定額罰款條文」中引入累
進式罰款機制；提升對設有「酌情容許
範圍」的地點的執管力度，才能減少
阻街情況；建議環保署繼續尋求進一
步提升本地回收發泡膠箱能力的可行
方案，以長遠解決發泡膠箱堆積所衍生
的環境衞生及阻塞街道問題。
對此，食環署回應指，接納申訴專員

的全部建議。環保署指，發泡膠箱回收能
力已由以往每日不足1公噸提升至12公噸，
復常通關後發泡膠箱阻街問題已得到緩解。
食環署昨日回應申訴專員有關阻街調查結果

時表示，該署和警方由去年10月開始陸續在全港
各區採取了超過500次聯合執法行動，並取得理想成
效，獲得地區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正面評價。現時，多

區的店舖阻街情況已見顯著改善，當中包括申訴專員
在報告中提及的部分阻街黑點，例如荃灣河背街和川
龍街，以及北角春秧街。環境及生態局已展開相關法
例檢討，並已就提高店舖阻街的定額罰款金額及票控
最高罰則完成公眾諮詢，局方會在法例檢討中充分考
慮申訴專員的其他法例修訂建議。

環保署：發泡膠箱陸續運回內地
環保署回應說，2022年初期因疫情關係，內地供港
蔬菜水果的發泡膠箱未能運回內地作重複使用，導致
大量發泡膠箱囤積於社區造成街道阻塞和衞生問題。
環保署、食環署和漁護署亦聯絡了數間本地回收商，
並得到其他非政府組織及私人企業的協助，加大了回
收處理發泡膠箱的能力，至今共回收了約2,500公噸發
泡膠箱，受疫情影響暫時存放於不同地點（例如副食
品批發市場及街市）的發泡膠箱都已被處理。
兩地恢復通關後，發泡膠箱已逐步恢復以往安排、

運回內地循環再用，廢物轉運站、公眾街市及副食品
批發市場所接收的廢棄發泡膠箱的數量已逐步減少。

◆ 提高票控條文（包括「阻街條文」）
的最高罰則及定額罰款金額

◆ 研究在「定額罰款條文」中引入累進
式罰款機制

◆ 提升對設有「酌情容許範圍」的地點的
執管力度

◆在規劃執管行動時，引入不同數據（包括
商戶數目╱類型及分布、投訴數字、過往的
巡查及執法行動數據等）作為參考指標並進
行通盤分析，以制定有效的巡查及執管安排

◆加強對前線人員的培訓，確保他們適當運用「妨礙
掃街條文」進行執管工作

◆加強審視現時各區環衞辦的巡查、執管以及資源運用
狀況，探究區與區之間有否重大差異，並作出相應調整

◆食環署與警方推行的聯合行動試驗計劃恒常化後，
檢視不同類型跨部門聯合行動的範圍及功能

◆研究賦權食環署人員移走、檢取和扣押非法霸佔或
阻礙街道的貨物及雜物的可行性

◆環保署繼續尋求進一步提升本地回收發泡膠箱能力
的可行方案

申訴專員九建議遏阻街申訴專員九建議遏阻街

專員倡累進式罰款 食環署願接納

店舖阻街或雜物堆放街

道，妨礙行人及交通安全。

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查阻街

執法，發現政府部門執法不

嚴。該署巡查四個阻街黑

點，包括荃灣河背街和川龍

街、北角春秧街、深水埗順

寧道和醫局街、旺角花墟，

當中深水埗順寧道及醫局街

「巡得多、告得少」，平均每天巡4次，但約10天才發出1張告

票；另一黑點旺角花墟的巡查次數比深水埗少，但檢控卻多近7

倍。2021年阻街個案共17,373宗，而重犯個案則達13,208宗，佔

76%，涉及1,760名慣犯，即每名慣犯平均違例7.5次。公署指出，

阻街的檢控個案平均罰款1,000元、定額罰款1,500元的阻嚇力不

足，建議加重刑罰（見另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民建聯促速落實加重罰則

◆◆用圍欄圈佔一條行車道用圍欄圈佔一條行車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攝

◆大批貨物阻塞半條行車道。

◆用層板、手推車霸佔半條行
車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歡迎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的
主動調查報告，認為報告指出了應對阻街黑點仍有不少改善地方，民
建聯早已倡議增加亂拋垃圾、雜物與阻街等罰則，認為當局須加快修
例落實，並必須有嚴謹的執法管理措施。
民建聯一直跟進衞生黑點與店舖阻街情況，去年8月向特區政府提
供18區逾百個衞生黑點，並提出一系列改善市容的建議。其中，不
少店舖阻街黑點，已納入為政府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公布的衞
生黑點，須着力應對。

指須有系統或嚴謹執法
政府早前公布，有意把亂拋垃圾罰則，由1,500元增至3,000元；店
舖阻街行為則由1,500元增至6,000元等，並預計今年向立法會提交修
例建議。對申訴專員公署昨日提出的倡議，民建聯食物安全及環境衞
生事務發言人何俊賢表示，增加定額或票控罰則只是其中一個遏止雜
物阻街的方法，當局必須有系統或嚴謹執法，這亦非常重要。
何俊賢認為，店舖阻街情況普遍，是多年以來形成的陋習，政府必
須有其他措施去應對，例如利用科技協助執法，仿效警方以流動車拍
攝違泊方式，授權食環署人員搜證。
立法會議員鄭泳舜則表示，一直要求政府跨部門方式處理垃圾棄置
及阻街問題，早前深水埗後巷出現個案，有市民以雜物長期霸佔，食
環署都未能處理，其後要求政府跨部門統籌協作，最後交由地政總署
作出檢控，並經「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持續監察。

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在記者會上說：「其實很多違規者
重犯，但現在食環署罰款政策，不會因應重犯者違規

情況，例如範圍和時間而增加罰款，以致嚴重違規和持續
違規的人得不到應有懲罰和阻嚇性。」

申訴專員批執法力度差異大
趙慧賢指出，由2018至2021年，食環署針對阻
街的檢控宗數由1,647宗升至2,607宗，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的宗數則由7,586宗增至14,766宗。該
署巡視四個阻街黑點，發現食環署的巡查及執法
工作未能針對違規情況對症下藥。深水埗順寧道
及醫局街一帶巡查次數頻密，但執法數字不高，
理應反映該範圍的違規情況並不嚴重，但公署人
員視察時，仍發現大量貨物和雜物佔用公眾地
方，不少商戶擴展營業範圍，環境衞生差劣，顯示
食環署的巡查似乎未能充分發揮應有的規管效能，
執法力度亦未能有效遏止違規行為。
她批評食環署在不同「阻街黑點」的巡查及執管力度
有頗大差異。以2021年為例，該署於旺角花墟一帶及荃灣
河背街及川龍街一帶採取的執管行動（包括提出檢控及發出
定額罰款通知書）最多，但巡查次數則是最少；至於北角春秧街
及深水埗順寧道及醫局街，情況剛好相反。執法數字最高的旺角花
墟，較深水埗順寧道及醫局街高出接近7倍，「如果不同人員
採取不一致的執法標準，又或個別分區因資源不足，以致巡
查及執管工作有所限制，可能會引起市民執法不公的質
疑。」

罰1500元對慣犯欠缺阻嚇力
趙慧賢說，食環署於2018至2021年引用「定額

罰款條文」的罰款宗數，佔整體執法個案八成以
上，顯示定額罰款是食環署主要執法手段。不
過，2021年每名重犯者平均違例7.5次，數目驚
人，顯示定額罰款1,500元對部分冥頑不靈的違
規人士欠缺阻嚇力。
對於造成嚴重而持續阻街的店舖，食環署會考
慮引用「阻街條文」提出檢控，但2018至 2021年
以「阻街條文」成功檢控的個案當中，平均罰款金
額約1,000元，反比定額罰款還低，而法例下最高罰
則只是5,000元。她說：「目前的懲處對嚴重的阻街個
案（如擺放貨物及雜物佔用大範圍的行人路），顯然未
能發揮足夠阻嚇作用。」
在阻街投訴處理的時間效率方面，趙慧賢表示在2018至
2021年期間，每年都有逾2,000宗市民投訴需時兩個月或以上處
理，遠遠超出各部門所訂的30天之內回覆的服務指標。
阻街涉及食環署、地政總署及路政署等部門，每年926宗至1,678宗
個案曾被部門拒收，部門之間往往出現權責爭議，要1823政府熱線充
當斡旋角色，但1823卻無權指令任何部門跟進個案，只能在整理各部
門的解釋後，上呈至所涉部門的不同職級人員重新檢視，以至處理個案
費時失事，情況並不理想。 37%僭建村屋懶理清拆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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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新界村屋
僭建問題惡化，申訴專員公署主動介入調
查，發現2021年的舉報達8,552宗，較9
年前猛增逾3倍，而屋宇署發出的清拆令
中，37.4%已屆滿仍未清拆。該署批評屋
宇署在發現正施工的僭建物後要9至18個
月後才發出清拆令，明顯不符合須採取即
時執法行動的目標。而過去10年只有972
宗成功入罪的個案，當中只有9宗判監，
其餘只判處平均不足1萬元罰款。該署提
出11項改善建議，包括訂立處理僭建個
案時間表，及加重刑罰增加阻嚇力等。
昨日在記者會上，申訴專員趙慧賢宣布

完成對新界村屋違例建築工程的主動調

查。她說：「相關部門不單未能集中資源
打擊違規情況最嚴重的個案，更會因執法
不力影響政策公信力。屋宇署應總結過去
十年經驗，全面檢討加強執法策略的政策
及資源運用，探究如何在現階段務實地將
有限的資源，聚焦在最嚴重的僭建物類別
及屢犯不改的違例者。」

命令照發數年無跟進
公署調查發現，屋宇署接獲的僭建舉報

持續上升，由2012年4月起的2,127宗增
至2021年的8,552宗。而屋宇署為辨識首
輪取締目標的大規模行動進度緩慢，過去
10年只完成巡查全港約46%的認可鄉村。
截至 2021 年年底，在屋宇署發出的

5,384 張清拆令中，有 2,016 張（約
37.4%）期限已屆滿但仍未獲遵從。公署
抽查了部分清拆令逾期多年的個案，發現
屋宇署在發出清拆令後，數年間沒有採取
任何跟進行動，容易令業主以為不遵從清
拆令也沒法律後果。
一宗個案顯示，屋宇署於2013年發出

清拆令前已知悉業主離世，但卻在2016
年才追查遺產承辦人的資料，最終直至
2021年才向遺產管理人發清拆令。另一宗

個案是，屋宇署在發出第一封警告信5年
半後才發出第二封警告信。

入罪個案僅罰款9500元
正在施工的僭建物，近四分之一清拆令

期限已屆滿但仍未獲遵從，其中近68%是
2018年或以前發出的；新建僭建物亦有類
似情況，反映屋宇署的執法行動未能有效
遏止僭建物增長。對未有遵從清拆令的業
主，過去10年共有972宗成功入罪的個
案，平均罰款只是約9,500元，被判監的
個案只有9宗（涉及3間新界村屋）。
公署認為，現時的懲處並無足夠的阻嚇

力。另一方面，屋宇署沒有為在執法行動
中發現的僭建物編制統計資料，以致難以
有系統地評估加強執法策略實施後的成效
及變化。屋宇署與地政總署需要改善資料
交換及協作機制，建議就違例情況嚴重或
持續違規的個案，向法庭反映問題的嚴重
性，以及加強對持續未有遵從清拆令的業
主的檢控，以提高阻嚇力。
公署並建議，屋宇署與地政總署成立跨

部門聯絡小組，加強協作及處理特殊個
案；簡化執法程序及為各項跟進工作制訂
清晰時間表。

◆ 申訴專員公署調查發現，37.4%僭建村屋
未有遵從清拆令。圖為一間疑似有僭建物的村
屋。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申訴專員趙慧賢（左）批評食環署針對阻街
黑點的執法力度不足。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