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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簡介 

政府在 2022 年 8 月 14 日啟動為期三個月的「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着力清理

全港 600 多個衞生和街道管理黑點，致力提升香港市容及保持環境清潔。截至 2022

年 12 月，政府為期三個月「打擊衞生黑點計劃」已經完成，本研究了解市民對於

「所居住區域」環境衛生的觀感以及對於「打擊衞生黑點計劃」整體計劃的意見。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香港市民對於政府在 2022 年 8 月至 12 月展開「政府打擊衞生黑點

計劃」市民觀感，其中包括居民對於「所居住區域」的衛生隱患、衛生清潔成效、

執法力度及政府提升店舖阻街罰款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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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時間及訪問方式 

本研究數據收集時間為於 2023 年 1 月 4 日至 1 月 27 日，透過地區網絡收集問卷。

超過 90%數據為親身訪問，10%數據來自線上收集。訪問員已受過訓練，減少人為

干擾，保持調查結果高可信性。 

研究樣本 

本研究為問卷形式，目標群體為居住於香港 18 區居民(街坊)，共取得 482 份有效樣本。 

 

 性別 

其中女性受訪者 310 名、男性受訪者 172 名，分別佔總受訪人數 64.3%及 35.7%。 

 

 

 

 

 

 

 

 

 

 

 

 

 

 

 

 

 

 年齡組別 

受訪者以 46-69 歲年齡組別最多，佔 43.8%，其次為 70 歲以上年齡組別，佔 30.9%。18-

45 歲及 18 歲以下年齡組別佔受訪者人數較少，分別為 18.9%及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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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地區 

本研究以全港 18 區為劃分單位，最多受訪者居住區域為：葵青區（24.3%）、元朗區 

（22.2%）及大埔區（19.3%）。其次為深水埗區（12.2%）、九龍城（12%）及沙田區

（6.4%）。 

   
 住房類型 

受訪者分布為 39.3%居於公屋，22.2%居於居屋，38.5%居於私人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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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政府衛生黑點清理成效（使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量度） 

44%受訪者認為成效一般，16.4%受訪者不認同衛生清潔行動成效理想。39.6%受訪者認

同或非常認同政府衛生清潔行動成效理想。 

 

 香港環境衛生隱患 

最多受訪者認為亂拋垃圾問題最為嚴重，其次為鼠患、後巷衛生及棄置單車和電單車。

選擇亂拋垃圾選項人數為 307 人，鼠患 265 人，後巷衛生 239 人，店鋪阻街為 232 人，

棄置單車及電單車為 149 人。部分受訪者在其他選項中補充，亂拋垃圾包括棄置建築廢

料、寵物糞便、食物飯盒等。 

 

環境衛生隱患 選項人數 佔總受訪者比例 

亂拋垃圾 307 63.7% 

鼠患 265 55.0% 

後巷衛生 239 49.6% 

店鋪阻街 232 48.1% 

棄置單車和電單車 149 30.9% 

其他 7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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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黑點源頭 

受訪者認為蔬果類店鋪、食肆、肉類店舖最為嚴重，分別佔 41.9%、58.5%及 55.8%。藥

房、日用品、糕點佔比較少，分別為 12.2%、9.96%及 9.96%，反映情況並不嚴重。 

 

環境衛生源頭 選項人數 佔總受訪者比例 

蔬果類店鋪 202 41.9% 

食肆 282 58.5% 

肉類 269 55.8% 

藥房 59 12.2% 

日用品 48 9.96% 

糕點 48 9.96% 

無 17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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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部門執法效果 

35.3%受訪者認為有效程度一般，22.4%受訪者不認同或非常不認同現時執法有效。42.4%

受訪者認同或非常認同現時政府執法有效。 

 

 

 

 

 

 提高店舖阻街罰款至 6000 元 

87%受訪者支持政府提高店舖阻街罰款，11%受訪者認為一般，2%受訪者不支持政府提

高店舖阻街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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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 

受訪者認為衛生安全隱患依次為「亂拋垃圾」、「鼠患」、「後巷衛生」、「店舖阻

街」。 

 

首先，就「亂拋垃圾」問題，經民聯建議政府應適時檢討現行罰則，在可承受範圍內調

高「罰則」以增加阻嚇力度。政府亦應進一步培養市民的公共衛生意識，可考慮在學校

教育中進一步強化相關元素，例如在《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中加入公共衛生內容，讓

學童從小一開始培養公共衛生意識。 

 

其次，「鼠患問題」亦較為嚴重，根據立法會文件 2021 年食物環境衛生署接獲鼠患總投

訴高達 11,102 宗，主要集中於油尖旺、九龍城、深水埗、元朗區等。除食環署外，房委

會、康文署及其他相關部門接獲 1,003 宗鼠患相關投訴，部分來自觀塘、葵青和黃大仙。

「鼠患」問題困擾香港多年，影響市民健康及居住環境， 經民聯早前就建議政府投入 15

億設滅鼠基金以期抒緩「鼠患」問題。經民聯建議政府應對症下藥，研究在不同環境下

的治鼠良方，例如在街市、食肆外等食物選擇較多的環境採用多元化的鼠餌。另外，現

時食環署並不參與私人地方的「滅鼠」工作，僅提供指導意見，經民聯建議食環署在個

別「鼠患」嚴重的私人地方主動與管理者共同制定「滅鼠」計劃及更積極地提供協助。

同時政府亦應更新「鼠患參考指數」的計算方式，現時「鼠患參考指數」僅由監察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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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餌被老鼠咬囓的數字所產生，在一些食物選擇豐富的環境未必能夠反映出當區「鼠患」

情況。政府應更新「指數」的計算方式，以讓其貼近真實情況。 

 

最後，「後巷衛生」及「店舖阻街」問題存在已久，人手巡查面臨歸屬地權責限制和執

法人員安全考慮。因此，經民聯建議當局應考慮增加「智慧型監控系統」配合 AI 科技，

實時掌握各個衛生黑點的改善情況，增強衛生黑點清潔行動持續性和有效性。針對「店

舖阻街」，受訪者表示「蔬果類」店舖阻街主要為發泡膠箱擺放問題，在政府衛生黑點

清潔行動後確有所改善。大部分受訪者贊成增加店舖阻街罰款，但擔心商家將罰款成本

轉介予消費者。部分受訪者提出，政府應考慮「累進式罰款」針對屢勸不改商戶進行處

罰，避免小商戶因位置擺放問題承受高額罰款。 

 

根據研究數據，多數受訪者認為肉類、蔬果、食肆為環境衛生問題源頭，部分受訪者表

示，商戶擺放食物不當令鼠患問題愈加嚴重。食環署的防治鼠患工作其中一項重點為

「務求斷絕食物來源」。因此，經民聯建議當局加強相關衛生黑點巡查，加強宣傳教育，

促請商戶將食物正確擺放，積極考慮政府帶頭進行廚餘回收。 

 

綜合調查結果，約四成受訪者認同或非常認同政府衛生清潔行動成效理想，可見行動有

一定成效，然而亦有四成四受訪者認為成效一般，約一成六受訪者不認同衛生清潔行動

成效理想，可見行動仍未達市民要求。針對執法方面，四成二受訪者認同或非常認同現

時政府執法方式有效，但亦有三成五受訪者認為有效程度一般，兩成二受訪者不認同或

非常不認同現時執法方式有效，顯示市民認為政府有更積極執法的空間。因此經民聯敦

促政府吸納民意，加強行動，進一步優化香港的環境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