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会八题：发展民宿 
＊＊＊＊＊＊＊＊＊＊ 

  以下为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商务及经

济发展局局长苏锦梁的书面答覆： 
 
问题： 
 
  有旅游业人士指出，台湾、日本和英国的经验显示，民宿提供另类的旅游体

验，对当地和境外的旅游人士均有极大吸引力。民宿既可以在保存人文风貌和不

破坏自然环境的前提下，为偏远地区的经济作出贡献，也可使旅游资源更丰富。

反观在香港，用作民宿的处所须遵守与持牌宾馆及酒店同样严格的建筑物安全及

消防安全规定，以致民宿的发展受到窒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参考其他地方的成功经验，并研究在香港发展民宿旅游的可行性，以

丰富香港的旅游资源；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会否考虑制定专门法例，为民宿订立较简单及宽松的发牌规定，以便村屋

只须经过简单的改装便可用作经营民宿；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会否把民宿旅游列为新兴行业，并制订政策鼓励年轻人投身该行业；若会，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理解有意见认为香港可参考海外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发展以「民宿」

概念为蓝本的旅客住宿设施。从旅游角度而言，发展更多元化的旅客住宿设施有

助吸引更多不同类型的旅客访港，丰富旅客在港的体验。然而，在地少人多的香

港，大前提是任何类型的旅客住宿设施，包括以「民宿」概念为蓝本的旅客住宿

设施，都必须确保能够为旅客提供一个安全合适的住宿环境，并受到法例的规管。 
 
  就李议员的问题，经统筹民政事务局的资料后，我现综合回覆如下。 
 
（一）有一些海外国家或地区的「民宿」推广把私人住所分租予旅客，在香港发

展以这类「民宿」概念为蓝本的旅客住宿设施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不少外地

这类「民宿」位於乡郊地方，当地的农村、渔村及山村家庭能给予旅客浓厚的乡

土家园的感觉，是发展这类旅客住宿设施的客观条件和优势。就香港而言，居住



环境相对上述的外地乡郊地方较为挤迫。从一般村屋或住宅单位腾出部分空间出

租予旅客作住宿用途有限，亦须面对消防安全、环境卫生、旅客的人身安全和第

三者风险保险等问题，因此要透过类似概念在香港给予旅客一个舒适安全的住宿

环境，实行上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为保障旅客安全，正如其他持牌酒店和宾馆一样，任何以「民宿」概念为

蓝本的旅客住宿设施亦应受到法例监管，这亦符合旅客的合理期望。现时，在香

港经营旅馆，即任何处所的占用人、东主或租客向到临该处所的人士提供收费的

住宿地方，均受《旅馆业条例》（第 349 章）规管。订立该条例的目的是透过发

牌制度，确保拟用作旅馆的处所的楼宇结构和消防安全达至法定标准，保障入住

者及公众安全。 
 
  任何处所的营运模式符合《旅馆业条例》（第 349 章）下「旅馆」的释义，

都必须向民政事务总署辖下的牌照事务处（牌照处）领取旅馆牌照，方可经营，

除非该处所每次出租期均为连续二十八天或以上则可获豁免，不受条例规限。 
 
  根据现行的发牌制度，位於新界并符合《建筑物条例（新界适用）条例》（第

121 章）规定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如已获得分区地政处发出的完工证或不反对

占用书，及符合批约条款可作住用用途，亦可申请旅馆牌照。事实上，因应新界

乡村屋的设计和乡郊独特的环境，牌照处一直采取灵活及务实的态度，制定了适

用於新界乡村屋旅馆的楼宇及消防安全的基本规定。若收到有关申请，该处会派

员实地视察，为个别乡村屋进行楼宇结构及消防安全评估和审核，订明适用於个

别申请的安全要求。现时，约一百二十间位於离岛的「度假屋」便是根据以上安

排获发旅馆牌照。 
 
  据民政事务局理解，在其他司法管辖区，「民宿」或类似供旅客住宿的设施，

同样需要符合当地法规中有关楼宇及消防安全的要求，而有关要求与香港目前适

用於「度假屋」的规定大致相若。 
 
（三）为支持青年人发展，行政长官在今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成立三亿元的

「青年发展基金」，资助现有计划未能涵盖的创新青年发展活动，包括以资金配

对的形式，和非政府机构合作，支持青年人创业。民政事务局正就有关基金的运

作细节（例如拨款的申请资格、审批程序及分配优次等）征询青年事务委员会意

见。初步构思，该基金会与不同背景和类型的非政府机构合作，由有关机构负责

审批年轻创业者的申请，并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支援包括配对具相关经验的导师、

提供业务资讯及指导、协助建立营商网络等。议员提出的建议，民政事务局会与

收集到的其他意见一并考虑。 



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２时３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