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眾龕位訂立可續期的編配安排

常見問題

因應立法會議員、區議員和社會上對政府推出可續期的公眾龕位建

議提出了不少意見，當中亦存在一些誤解，政府現以表列形式就一

些常見問題作出回應，希望藉此讓公眾對議題有更深入的了解和釋

除疑慮。

問題 回應 
1. 政府有責任興建公眾骨

灰安置所，應付市民的

長遠需要。政府為何不

加緊完成現時公眾骨灰

安置所的項目，或覓新

地興建新公眾骨灰安置

所，反而推出可續期安

排？ 況且現在推出可

續期安排，20 年內不見
任何成效，甚至百年也

成疑問，是否庸人自擾，

甚至是擾民，是否為再

覓新地發展公眾骨灰安

置推卸責任？

政府一直致力推動地區為本的公眾骨灰安置所計

劃，在 18區物色了 24幅地，增加公眾龕位的供應。
政府強調，即使推行了可續期龕位的安排，也會繼

續全力推展各個公眾骨灰安置所的發展項目，並不

會放軟手腳。

但整個社會必須面對事實，即使地區為本的骨灰安

置所發展計劃能排除萬難，全面落實，公眾龕位的

供應也只達約 90 萬左右。根據最新的人口數據預
測，未來 20年(2018年至 2037年)的死亡人數會不
斷上升，由現時的每年約 45 000人增加至約 70 000
人，累計火化宗數約為 110萬。換言之，目前在地
區為本的骨灰安置所發展計劃下所發展的公眾龕

位長遠而言不能滿足需求。

再下一個 10年(2038-2047年)的死亡數字預計達 84
萬，需要的骨灰安置所用地更多。為了更具體化地

表達興建骨灰安置所預計所需用地，我們嘗試以興

建小學用地作比較，推算所需用地與 88 間小學用
地相若，即 18 區平均每區要用約 5 間小學的用地
興建骨灰安置所，以後每個 10年如是，甚或更加嚴
峻，尋覓合適的土地將愈來愈困難。

正如附圖所見，假設維持永久年期骨灰龕位的供應

能追趕死亡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是不切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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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選擇一幅土地發展骨灰安置所，用作安放先人骨

灰，等同後人不能選擇使用該幅土地作其他用途(例
如醫療、教育和其他社區設施用途 )。我們這一代人，
在生時悼念上一代人之餘，也要為下一代人未來的

生活作出選擇。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今天起步走正確方向， 20年
後，收成自會陸續有來。地區為本的公眾骨灰安置

所計劃下近 90萬公眾龕位，如能全數建成，只要逐
步流轉使用，就可以長遠惠及代代港人。現時上 40
年歷史的公眾骨灰安置所，永久龕位有人拜祭的不

及一半，未來可續期龕位的預期效果，可見一斑。

假如今天原地踏步，10 年至 20 年間也未必見到不
良影響，本屆政府更不會受到任何壓力。但對生死

有期、不可避免的重大社會問題視而不見，明明可

以未雨綢繆，但拖延面對，才是不負責任。試想若

政府在 1960年代沒有下定決心，推行火葬，同時要
求土葬 6年後撿拾骨殖重葬，今天所見將會是甚麼
景況？

事實上，推出可續期龕位並非先例，社會上一直有

前瞻意見，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甚至其他地區 (例
如澳門和中國部份省份)已經推出了類似安排。 

2. 推出可續期安排會否推

高私營骨灰龕位價格？

我們必須指出，《私營骨灰安置所條例》生效後，日

後出售的龕位的年期是有限制的。例如若骨灰安置

所處所是以地契持有的，牌照持有人在出售龕位的

年期上，是無權訂定超逾該地契的年期，而將來所

有私營骨灰安置所申領的牌照有效期最長為 10年。
這些限制是未來售賣新龕位的基礎，私營骨灰安置

所有責任向消費者清楚說明。

私營骨灰龕位的價格受供求影響。公營骨灰龕位透

過續期制度善用，得以流轉，同樣數目的龕位可吸

納更多的需求，對私營骨灰龕位的需求可望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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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我們認為不會因此推高價格。 

3. 政府為何不作公眾諮

詢？是否擔心市民反

對 ？為什麼要把公營

骨灰龕用地需求與其他

公共政策(如房屋、醫療
等)用地需求對立？這是
否有分化社會之嫌？

社會上一直有前瞻建議，指政府應考慮為新編配的

公眾龕位訂立使用期限， 2015年審計署也清楚建議
政府應研究此方法的可行性，以改善公眾龕位的可

持續供應。政府除了在 2018 年 2 月 13 日和 2018
年 4 月 10 日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也陸續諮詢 
18區區議會或其轄下相關委員會。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對於大部分社區而言，骨灰

安置所並不是受歡迎的設施。沒有區議會的支持，

興建新骨灰安置所也難以提上立法會的議程以申

請撥款。所以，諮詢區議會並不代表我們不尊重民

意，而是希望把討論聚焦於對能否繼續提高公營骨

灰龕供應最有決定性的因素，即能否獲地區人士的

支持在他們的區域內興建新的骨灰安置所。而且，

我們相信沒有人會對經選舉產生的區議會是民意

代表提出質疑。

土地資源匱乏，若現在不考慮可續期的龕位安排，

覓地興建新骨灰安置所的需求將會沒完沒了，世世

代代永無止境地困擾著香港人。預計死亡人數不斷

上升，2037 年時超過 7 萬人，2057 年頂峰時超過 
10萬人。永久安放先人骨灰的政策不改，等同需要
每年需落成一間規模比現時和合石骨灰安置所  
(66,000 龕位)更大的新骨灰安置所，年年如是，越
建越大。更核心的問題是，這些骨灰安置所究竟都

應該建在哪一區呢？所以，提出其他公共政策對土

地的需求不是搞對立或分化，而是指出土地資源用

途必須面對的取捨。

我們理解立法會事務委員會已邀請了公眾和 18 個
區議會對可續期龕位建議的書面意見。由於覓地艱

難，我們呼籲對建議有保留的區議員應先審慎評估

在其區內覓地建新的骨灰安置所的困難，以及可能

遇到區內居民的強烈反對意見，因為我們必須得到

區議會的支持才能落實任何新的骨灰安置所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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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回應

並須加快覓地的步伐，以滿足大家對有關設施的需

求。 

4. 現在已存放於公眾骨灰

安置所的骨灰會否被移

走？

政府現時的建議只涉及由 2018 年年底起配售的龕
位，現在正在使用中的龕位不受影響。 

5. 社會上有一些年老無依

的老人，擔心過世後無

人安排殯葬方面事宜。

會否讓團體協助他們申

請龕位和辦理續期？

回到初衷，編配的公眾龕位的目的，是要照顧後人

追思悼念先人的需要，但我們也深深明白部份無依

老人的心境。因應議員的意見，政府正通盤考慮，

如何設立可行機制照顧無依老人的需要。我們會在

可行情況下彈性處理包括透過團體申請續期的情

況，同時避免濫用。 

6. 首個使用期 20年後，獲
編配龕位的人士的聯絡

資料可能已改變，甚至

可能不在人世。屆時存

放於龕位的骨灰會因失

聯而被處理？

首先，獲編配龕位人士的聯絡資料若有改變，他們

有責任通知食環署更新其聯絡資料。食環署會盡量

簡化更新手續。另外，食環署也會每 5年向相關人
士發手機短訊和電郵，提醒他們更新資料。

第二，食環署擬容許獲編配龕位人士提名數名代表

申請續期(須註明優先次序)。日後，若獲提名代表
有改變，獲編配龕位人士及 ⁄或獲提名代表可通知食
環署。 

7. 龕位無人拜祭，多久後

才會被收回？

整個收回無人拜祭龕位的程序，由首次提醒相關人

士續期起計(骨灰安放期屆滿前 1 年)，需時至少兩
年半(包括安放期屆滿後 1年半，即跨越春秋兩祭 )，
期間食環署會盡力聯絡相關人士。若期間相關人士

聯絡食環署，確認會為龕位續期並繳付當時的訂明

費用，有關程序會立即終止。 

8. 如果在龕位期限屆滿時

不在港，錯失了續期的

機會，能否尋回先人撒

灰的地方？

食環署會把被移走骨灰的最終處理方式和地點妥

為記錄。而且，食環署會為這些先人在“無盡思念”
網站內設立專項紀念網頁，以備存資料(包括其照
片、生死年份等 )。如有需要及環境許可，其後人或
至親可向食環署申請為先人設立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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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約300 000個龕位正進行可行性研究，由於現時沒有興建及落成的時間表，所以未有計算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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