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灰龕政策檢討

意見撮要

食物及衞生局於二零一零年七月六日發表諮詢文件，就骨灰

龕政策檢討展開為期約三個月的公眾諮詢。有關諮詢於二零一零年九

月三十日結束。  

2. 是次諮詢旨在集思廣益，讓市民參與這項關乎傳統習俗及地

區設施的討論，以凝聚社會共識，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民意基礎。  

3. 諮詢文件中建議骨灰龕設施的發展主要應循以下四個方向推

進﹕  

(A) 增加骨灰龕設施供應，滿足社會的整體需要；  

(B) 鼓勵市民接受以更環保及可持續推行的方式處理先人骨灰；  

(C) 加強消費者在選購私營骨灰龕設施時的保障；以及  

(D) 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  

4. 市民普遍歡迎當局進行骨灰龕政策檢討。在諮詢期內，各項

建議措施經廣泛報道和討論，引起市民大眾對骨灰龕政策檢討的關

注。政府從不同途徑，共收到超過  500 份來自個人及團體的意見書。
此外，食物及衞生局相關官員亦積極透過多個渠道，包括出席立法會

相關事務委員會、城市規劃委員會及其他諮詢委員會 (例如土地及建
設諮詢委員會、食物及環境衞生諮詢委員會等 )和 18 區區議會會議，
並與各關注團體、業界代表和多個相關持份者會面，得到各界人士不

少具建設性的意見。 

5. 蒐集得來的意見涵蓋骨灰龕政策的多個範疇。大體而言，市

民和各界的持份者大致認同政府就增加骨灰龕設施供應、促進其可持

續發展、保障消費權益，以及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等各項建議的主要

構思。主流意見撮要如下﹕

增加骨灰龕設施供應  

6. 市民和各持份者均認為目前骨灰龕問題主要源於供求失衡，

因此贊成增加骨灰龕設施供應的方向。為盡快增加供應，社會各界大

多認同不同地區都應該承擔發展骨灰龕設施的責任，以滿足社會的整

體需要，惟具體選址應視乎選址的可行性及當區的實際情況而定。  

7. 市民和各持份者大多贊成在現有墳場及其附近擴建或加建有

關設施，以及由華人永遠墳場委員會和非牟利宗教團體擴大營運規模

的建議。



 
 

 
 

 
 

  

 
 

 
 

 
 

 
 

 
 

 
 

 
 

8. 很多提交意見的人士／團體希望政府改善骨灰龕設施的外觀

布局和管理，盡量減少對附近居民造成滋擾 (例如空氣污染和噪音 )，
並釋除他們的疑慮和不安，從而提高市民對相關設施的接受程度。此

外，亦有不少市民支持政府興建多層骨灰龕的建議。  

9. 就諮詢文件中列出分布於七個地區的  12 幅初步選址，大部分
區議會均表示原則上支持當區選址作骨灰龕發展。但亦有地區人士對

於個別選址有所保留。 

10. 有些提交意見的人士／團體支持把工業樓宇改建為骨灰龕設

施的建議。其中有意見認為，將遠離民居的工業樓宇整幢改建為骨灰

龕是較為可接受的做法。  

11. 有部分意見認為當局可以考慮在離島或遠離民居的地區興建

相關設施。與此同時，社會普遍對於相關的技術性細節 (例如當區的
基礎建設配套以及 “春秋二祭 ”的交通負荷等 )表示關注。亦有少數意
見表示可以考慮在內地興建骨灰龕設施。  

12. 就預留一定比例的骨灰龕位優先編配予當區有需要的居民，

以鼓勵當區居民支持骨灰龕設施發展計劃的建議，不同地區的看法相

異。

骨灰龕的可持續發展  

13. 就骨灰龕設施的可持續發展，市民和各持份者普遍認同政府

應加強宣傳推廣，繼續推動社會移風易俗，鼓勵市民以可持續推行的

方式處理先人骨灰 (例如將骨灰撒放於紀念花園或本港指定海域 )及
悼念先人。  

14. 由於骨灰龕設施供不應求的情況嚴重，為紓緩短缺問題及增

加龕位的流動性，諮詢文件中曾提出須考慮是否應改變現時提供永久

骨灰龕位的安排，並建議參考海外及內地一些地區為新編配的龕位訂

定放置骨灰的年期或收取管理年費的經驗。不少提交意見的人士／團

體基於中國傳統習俗，對上述建議持保留態度。

加強消費權益保障  

15. 雖然有部分意見指出政府應主導骨灰龕設施供應，但亦有不

少意見認為私營骨灰龕在市場上發揮重要作用，讓消費者有所選擇。

在加強消費權益保障方面，絕大多數提交意見的人士／團體均贊成當

局應盡快公布更多私營骨灰龕資料供市民查閱，以幫助正在考慮／即

將購買私營骨灰龕位的市民作出選擇，並提醒市民在選購龕位前須謹

慎行事。  

16. 有一些意見認為政府應向因購買違規私營骨灰龕位而蒙受損



 
 

 
 

 
 

 
 

 
 

 

失的消費者提供協助，但亦有意見擔心此舉反而有可能助長違規私營

骨灰龕發展。這樣一來，相關營辦商將可能無須為其違規行為負上相

應的責任。此外，有意見認為當局可以考慮通過要求私營骨灰龕營辦

商成立基金等方式來保障消費者權益。

加強規管私營骨灰龕  

17. 市民和各持份者普遍支持當局設立發牌制度以加強規管私營

骨灰龕，但社會各界對建議發牌制度的規管範圍及尺度，以及如何處

理新法例生效前已存在的私營骨灰龕，則持有不同看法。  

18. 有意見 (主要來自私營骨灰龕附近的居民 )反對某些私營骨灰
龕繼續營運。與此同時，有市民則擔心或須把先人骨灰遷離，有違中

國人 “入土為安 ”的傳統觀念，認為當局應給予違規私營骨灰龕一段合
理時間糾正違規的情況，甚至對於某一類私營骨灰龕酌情處理。亦有

業界代表認為應推行 “私營骨灰龕登記制度 ”等。

總結  

19. 因應上述諮詢結果，政府在構思有關私營骨灰龕發牌制度的

細則及草擬有關法律條文時，必須小心行事，以平衡不同持份者的意

見，確保發牌制度在規管範圍及尺度上寬緊得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