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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澳街市活化的問題

公共街市在本澳歷史悠久，一直以來是民生消費的重要場所。隨著兩岸
通關效能的完善、市面超市及蔬果肉類店的競爭，以及居民生活習慣的
轉變等因素，衝擊著傳統街市買賣的經營模式。市政署表示，截至去年，
本澳九座公共街市合共有二百七十五個空置攤位，當中約四成為蔬菜類
攤位，位於祐漢街市居多，其餘為魚、肉及成衣百貨類攤位，並分佈於
不同街市。疫後本澳經濟雖然逐漸復甦，但街市的經營狀況卻大不如前，
經濟轉型已然是勢之所趨。

當局近年來持續優化街市設施以改善經營環境，隨著紅街市重開、沙梨
頭街市熟食中心對外營業，無論是商戶及顧客的體驗感都較為正面，種
種跡象反映，現時有部分街市已為升級轉型打下基礎。然而，部分老區
街市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仍有待改進。

故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雖明白推動文化創意及節慶活動是提升街市知名度與吸引力的有效途
徑，但只有單方面的行動顯然不足。請問當局會否考慮加強與周邊商戶
的聯動與合作，例如結合周邊景區、酒店或商舖，建立合作關係，為街
市帶來更多的客流與商機，還能夠活化社區，實現互利共贏？

2. 「民以食為天」，本澳社區的活化，離不開飲食推廣。沙梨頭街市美
食廣場的開幕，市場反應良好，無疑是街市活化的新試點。請問當局會
否考慮以沙梨頭街市作為藍本，推動其他街市的轉型？以及從評分標準
和租金考量等方面，優化街市攤檔的公開競投原則，吸引創業者競投街
市攤檔，從而活化街市成為推進本澳「美食文化之都」的動力？另外，
除了飲食業，當局認為傳統街市還可引入哪些經營品種？經營方法又該
如何調整？會否因應不同區份居民或旅客的消費模式，彈性規劃經營者
售賣商品的種類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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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隨著社會環境和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輕食文化」是現代人生活節
奏急促下的飲食潮流。請問當局會否借鑑鄰近地區的經驗，在傳統街市
提供食品加工之平台，讓居民和旅客能買鮮活食品到熟食中心加工；並
增加更多預先包裝的輕食及預製熟食產品以迎合大眾潮流，促進傳統街
市的與時並進及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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