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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 你認為有甚麼因素，導致資料一漫畫所示的本地農業狀況？參考資料二，

解釋你的答案。(100-200 字) 

高中組: 「農業生產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這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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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組  題目一 

1A 12 湯寶恩 

其中，流動小販給香港造成不同的衛生問題。由於這些小販沒有足夠的資金營

業，所以衛生措施也相對比較簡陋。另外，這些流動小販都在街邊營業，容易

惹來蚊等昆蟲。導致衛生情況惡劣。其二，這些流動小販都集中於人多的地區

營業。但香港本來已經地少人多，流動小販再要眾集在同一地方，難道不會令

街道阻塞嗎？在這個又擠迫衛生環境惡劣的地迫，細菌自然會大幅增長，人們

也會更容易生病。 

 

1C 22 盧浩銘 

我覺得流動小販的商業活動，主要帶來的兩個影響應該是衛生問題和商舖的利

益。流動小販的衛生問題我覺得主要原因是政府監管不足，使流動小販衛生問

題未受監管，政府應該改善監管流動小販減少衛生問題。另外因為流動小販售

賣的食物比一般商舖便宜，使商舖小販有利益衝突，影響商舖收入。所以政府

應設立一個可以讓小販營運的地方。 

2A 30 黃樂榮 

根據資料一，流動小販的商業活動對香港造成衛生問題，亦有可能造成通道出

入口的阻塞。因為它們都是阻礙我們的時間及健康，首先在衛生問題方面，因

小販們的食物，都不知道是否潔淨和安全，有機會內有細菌，令我們感到不適；

另外，因有某些流動小販在隧道的出入口前做生意，這樣有機會做成通道阻

塞，阻礙人們進入或走出，也阻礙時間，對人們做成煩惱及令他們感到麻煩。

所以這兩個影響對香港帶來了很麻煩的問題。 

2B 18 黃秋燕 

流動小販的商業活動可能會阻礙道路的面積造成街道阻塞擁擠，可能影響香港

社會的市容和影響市民的生活質量。 

而且流動小販一般沒有固定的攤位，所以小販不需要向攤位地方負責那裡的衛

生、管理，令流動小販看起來很鬆散，從而令香港出現衛生問題，也令香港社

會風氣變差。 

 

 



初中組  題目一 

 

2D 03 林秀婷 

參考資料二，資料一圖片內流動小販商業活動對香港社會有不好的影響。第一

會造成地方阻塞，香港地少，路窄，小販在放置物品時會令街道更加窄，市民

更容易互相推撞，十分容易受傷。再者，小販的衛生問題可以比一般市集更為

嚴重，市民進食了可能更易受腸胃感染。 

3A 30 謝展能 

在資料二中提及販擺賣會引來衛生問題。因為小販所售賣的食品有一些也是過

夜的，因此不能保證食物的質素和安全問題，而且，小販擺賣的時候，很有可

能會霸佔了很大的空間，如果在商舖前面擺售，更會惹來「搶生意」之嫌，會

造成爭吵，令社會變得不和諧。 

3A 25 高駿軒 

我認為對香港有兩個影響。第一，流動小販令香港更有特色，魚蛋、燒賣等香

港特色小食能完全突顯了香港的形象──喧鬧中又有一點歡樂，以吸引更多遊

客，增加就業機會。 

第二，流動小販帶來的衛生問題十分棘手。小販購入的原材料滋生蚊蟲，容易

發霉，影響市容，降低吸引力，令香港受歡迎不再，長遠導致香港經濟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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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 01 陳凱彤 

我認為主要是現在的香港比較重視土地利用。政府會善用所有的土地來建造新

市鎮，大廈等等這一些建築物，反而很少預留一些土地來作農業。再加上內地

會帶來大量平價蔬菜，令到香港的農業也漸漸減少。還有，因為社會的變遷令

到香港能夠繼乏農業的人也越來越少了。所以現在要在香港發展農業是有一些

困難的。 

2D 26 黃首達 

上世紀六十年代至今，土地的租售情況大大不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土地多

數以租的形式，但至今，土地大多數都會出售。 

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出租的條文都是鼓勵種植，但現今，土地是禁止耕種。 

我認為是地價的上漲而導致的。因為土地不足而令其產生，高樓大廈的密集，

使我們不能在大廈附近耕種。 

3A 26 李文駿 

現時本港農業情況是本地農業已是十分式微。其中有幾個因素。首先，香港的

經濟於八十年代急速增長，這個增長也使香港漸漸依賴服務業和旅遊業，漁農

業開始不受重視。其次，隨著大陸貿易開放，大量廉價蔬菜供應至香港。因此，

漁農業缺乏需求，也就開始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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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22 黃煒珊 

流動小販會與商舖有利益衝突；而政府和流動小販在衞生方面產生衝突。 

 

首先，流動小販的低價錢貨物會吸引市民購物，令商舖的生意額大跌。某些小

販會售賣衣物、食物等，他們均以低成本購買較低質素的貨物，於是他們以較

低價錢出售，相比起商舖的高質素貨物，他們會以高價錢售出貨物。於是市民

會認為流動小販的物品划算，便湧向流動小販購物，令商舖蕭條，生意額大跌，

故此他們在利益上產生衝突。 

 

其次，流動熟食小販沒有在衞生上管理得井井有條，令衞生問題嚴重，影響政

府所建立的健康市容。由於熟食小販只是負責售賣食物，沒有其餘人手打理衞

生問題，只是將廚餘倒在附近的渠道，令衞生問題嚴重。然而，應執法去打擊

衞生問題，於是本港建立了一個健康的市容，這些流動小販的衞生問題會有損

市容，令政府的工作加重，於是他們在衞生問題產生衝突。 

5A 13 潘倩濤 

流動小販政策涉及不同持份者，這些持份者之間會有兩個價值衝突。 

 

首先，政府與小販會有價值衝突，前者抱有維護港式飲食文化觀念，後者則認

為政策妨礙本港飲食文化的多元性。政府認為流動熟食小販欠缺衞生，容易產

生食安問題，影響本土美食的聲譽。相反，小販則認為政策限制了路邊小食的

發展。路邊小食應是本港特色，應大力向外界推廣，不過政府卻處處妨礙。 

 

然後，政府與市民會有價值衝突，前者把有流動小販破壞經濟的觀念，後者則

認為能振興經濟。參考資料二，到訪東南亞國家的人，都一定會去當地夜市和

市集，衣食住行一應俱全且管理得井井有條。就我所知，夜市是遊客的勝地，

每年均吸引不少人慕名而來，大大刺激當地的旅遊業。對於市民而言，市集、

流動攤，是他們消費的好去處。因此在市民和遊客的消費下經濟必能蓬勃發

展。不過，政府卻以有損市容為由反對流動小販，認為小販的衞生問題會影響

市民消費慾，更加重醫療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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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16 杜卓盈 

流動小販涉及的不同持份者會造成不同衝突，現分析如下：  

 

首先，小販和政府間會造成環境問題的衝突。政府組織食物環境及衛生局致力

打擊流動小販，認為他們污染環境，如資料二所言指熟食小販有損市容，造成

衛生問題；相反小販認為適當的管理便可解決衞生問題，所以兩者存在對環境

問題的衝突。  

 

另外，小販亦和商舖店主造成經濟利益上的衝突。由於小販的種類多樣性，亦

是隨處可見，因此有可能接觸到更多客源。如資料二所指出小販與商舖爭利。

普遍商舖店主也恐怕小販會以較低價格售賣貨物，與商舖競爭，因此反對小

販。所以，可見小販和商家存在經濟利益上的衝突。  

 

最後，支持本土文化的市民和政府會造成文化差異上的衝突，就我所知，流動

小販是香港傳統時常見的事物，已流傳至今有多年歷史，當中包括本土特色和

地道風味，也包含人們對昔日香港的情懷。因此，政府欲打擊流動小販會和支

持本土文化的市民造成文化上的衝突。 

6B 13 林迪熙 

首先，小販檔主會與政府發生衝突。政府的小販政策關乎檔主的生計，檔主會

視流動小販售賣作為自己的主要收入來源。由於香港政府自七十年代停發新的

小販牌照，新的小販則有可能未能領牌而成為無牌小販，增加其被檢控的風

險。加上，如資料所示，香港政府未有如其他國家那樣，不能夠有效率管理流

動小販，只鼓勵小販的壞處。結果，這可能引致小販與政府出現利益上的衝突。 

 

其次，小販檔主亦可會與商舖的店主發生衝突。由於現今政府鼓勵流動小販影

響市面的衛生，引致不同的商舖開始逐漸取締這些小販。如資料二所示，政府

對小販進行驅趕，卻指出有一貫政策管理，結果從而引致了社區經濟及文化被

剝削的情況，而大型商店亦可能而充斥社區，出現壟斷的情況。因此，小販檔

主將會與商店有衝突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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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07 劉思蔚 

流動小販政策涉及政府、小販和市民，他們之間也有衝突。 

 

首先，政府重視城市形象，但市民重視本地文化。資料二指政府認為小販有損

市容，給人不衛生的形象，反映政府認為他們破壞城市美觀，便想驅趕小販，

實行流動小販政策。但是，市民重視本地文化，街邊小販是香港獨有文化，而

且也是集體回憶，市民想繼續保存他們，便反對政府，所以，他們有價值觀衝

突。 

 

其次，政府重視大眾利益，但小販重視個人利益。資料二指政府認為小販造成

衛生問題，加上從資料一可見，小販在街邊擺檔，街上環境惡劣，損害食物素

質，所以政府想保障大眾衛生便推行流動小販政策。但是，小販重視個人利益，

街邊小販為求謀生，養活家人，就我所知，他們通常教育程度低，難以尋找工

作，只能作街邊小販，若推行流動小販政策便打擊他們的生意，或會面臨失業

的情況，所以小販反對流動小販政策。可見，他們有價值觀衝突。 

 

4A 07 黎敖藍 

香港政府一定對流動小販持負面意見，認為他們會帶來衛生問題及會在街上阻

礙市民，並影響市容，所以政府便自七十年代起停發新的小販牌照。但有部分

市民認為流動小販在其他國家很普遍，而且管理得井井有條，亦認為政府的政

策治標不治本，沒有效用。 

 

這些持份者之間在這議題上都持極端的意見。香港政府認為隨街的流動小販會

造成各種衛生問題，繼而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所以，政府便實施各種政策去

管制流動小販，並隨時由食環署職員去抽查及驅趕。 

 

政府的做法卻引起部分市民不滿，他們認為政府政策只有阻嚇作用，但並不能

解決根本問題。另外，其他國家例如日本和台灣等國家都有流動小販，但他們

都管理得井井有條，這反映出只要小販自覺和自我管理，就算政府不實行任何

政策，流動小販這議題也不會產生太多社會問題。還有，政府的只是鴕鳥政策，

而且是破壞社區經濟，摧毀自發生長的社區網絡的幕後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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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14 雷凱瑩 

我很小程度同意上述說法，現試從土地、經濟誘因兩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並非所有城市都具有足夠的土地，可耕作土地供市民發展農業。以香港

為例，香港地少人多，土地可謂是珍貴的黃金，寸土以千甚至更貴出售。收入

與支出不成正比，難以發展農業。另一方面，並非所有土地適合耕作，更需配

合氣候，環境才可發展農業。故並非所有城市具備以上條件。所以不需必須發

展農業。 

 

其次，農業日漸衰退，經濟誘因低，難以吸納人才。農業收入往往較市區打工

工資低，人們紛紛前往市區打工求取更高的收入。可見經濟誘因的不足難以在

城市吸引人們從事農業。另一方面，城市人注重學歷、智識，並非有很多懂得

如何耕作，故此更難以在城市發展農業生產。 

 

有人認為城市要發展自給自足的環境，才是完善的城市發展。但事實即使不發

展農業，也可透過進出口以滿足更多的需求。亦促進了資金流動，帶動經濟發

展，促進全球化。使城市更多元發展，而非必須發展農業。 

5A 11 羅彥惠 

「農業生產是城市發展不可缺的一環」上，我在很大程度同意這個看法。現分

述如下： 

 

首先，農業生產是保持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農業生產保持城市的生態，並且能

為下一代提供有個良好的環境。利用耕作，能夠使香港綠化帶保持，從而使生

態永續性，令環境得以保護。同時，減低污染使環境素質佳，吸引外資，促進

經濟發展。因此，能夠利用農業而達到可持續發展。 

 

其次，發展農業能提升香港人生活素質。在資料中指，農業生產能為港提供高

質素農產品、休閒、教育功能。而香港人在其中，因為農業生產可以確保了食

物的素質，以及利用農業所帶來的綠化生活提高了居住的素質。因此，發展農

業能使港人受惠。 

 

但是，香港地少人多，沒有空間需求。香港的城市發展首要是住屋。不過，環

境的保護影響我們生活環境，而且農業可以推動生活素質。因此，城市發展也

是需要農業生產的。 

 

總而言之，農業生產是城市發展不可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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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16 楊佩韻 

我同意這說法。首先現在香港是一個亞洲國際大都會，但港人的食物來源絕大

部分是進口的。進口的國家有中國大陸和美國等國家。香港身為一個可持續發

展的大都市，雖然土地面積小，但仍然需要農業生產。加上香港農業是有機農

業仍有一番作為，應該再接再厲，不應只依賴進口食品，而不發展本地農業。 

 

此外，香港本來是一個魚米之鄉，代表著五、六十年代的農業光輝歲月。隨著

城市發展，社會的變遷，香港農業出現後繼乏人的現象。但我們不應因城市發

展而忘記我們上幾代人從事的工作。香港是由小漁村發展成現在的國際大都

會，但現在多個城市例如日本等國家皆有其自身特點，在全球版圖上亦是舉足

輕重、捨我其誰。而香港畢竟是一個城市，應該建立和結合自身的特點。例如

香港的農業尤其是有機農業可以為香港市民提供高質素農產品，休閒和教育的

功能，這亦是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 

 

總括，農業發展可以令香港建立自身特點和減少依賴外國進口食品，這是城市

發展必須的。 

6D07 李思穎 

我在大程度上同意「農業生產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環」此說法。 

 

首先，香港作為國際大都市，作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大城市，農業生產不可或

缺。根據資料二所示，農業生產提供香港一個基本糧食的自給量，透過其他城

市經驗，結合自身特點，能為香港市民有全新的有機糧食，一個能自給自足的

城市才算是成功獨立的國際都市。 

 

此外，就我所知香港人近年偏食健康飲食，農業生產有助提升市民生活素質。

香港近年出現不少有機飲食店、產品，因為近幾年港人注重健康，所以偏好一

些健康有機食物，發展農業生產有助針對此現象，為港人提供本土的有機食

品，提升生活素質。 

 

最後，農業有助提供休閒、教育功能。在香港發展農業生產能為一直處於急速

生活節奏的港人提供一個能與家人休閒放鬆的場地。而且能在務農期間教導子

女要環保，愛護花草，珍惜食物的道理，做到樂與學一身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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