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八題：發展民宿 
＊＊＊＊＊＊＊＊＊＊ 

  以下為今日（三月二十五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李慧垰議員的提問和商務及經

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的書面答覆： 
 
問題： 
 
  有旅遊業人士指出，台灣、日本和英國的經驗顯示，民宿提供另類的旅遊體

驗，對當地和境外的旅遊人士均有極大吸引力。民宿既可以在保存人文風貌和不

破壞自然環境的前提下，為偏遠地區的經濟作出貢獻，也可使旅遊資源更豐富。

反觀在香港，用作民宿的處所須遵守與持牌賓館及酒店同樣嚴格的建築物安全及

消防安全規定，以致民宿的發展受到窒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有否參考其他地方的成功經驗，並研究在香港發展民宿旅遊的可行性，以

豐富香港的旅遊資源；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二）會否考慮制定專門法例，為民宿訂立較簡單及寬鬆的發牌規定，以便村屋

只須經過簡單的改裝便可用作經營民宿；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會否把民宿旅遊列為新興行業，並制訂政策鼓勵年輕人投身該行業；若會，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理解有意見認為香港可參考海外部分國家或地區的經驗，發展以「民宿」

概念為藍本的旅客住宿設施。從旅遊角度而言，發展更多元化的旅客住宿設施有

助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旅客訪港，豐富旅客在港的體驗。然而，在地少人多的香

港，大前提是任何類型的旅客住宿設施，包括以「民宿」概念為藍本的旅客住宿

設施，都必須確保能夠為旅客提供一個安全合適的住宿環境，並受到法例的規管。 
 
  就李議員的問題，經統籌民政事務局的資料後，我現綜合回覆如下。 
 
（一）有一些海外國家或地區的「民宿」推廣把私人住所分租予旅客，在香港發

展以這類「民宿」概念為藍本的旅客住宿設施需要進一步探討。首先，不少外地

這類「民宿」位於鄉郊地方，當地的農村、漁村及山村家庭能給予旅客濃厚的鄉

土家園的感覺，是發展這類旅客住宿設施的客觀條件和優勢。就香港而言，居住



環境相對上述的外地鄉郊地方較為擠迫。從一般村屋或住宅單位騰出部分空間出

租予旅客作住宿用途有限，亦須面對消防安全、環境缳生、旅客的人身安全和第

三者風險保險等問題，因此要透過類似概念在香港給予旅客一個舒適安全的住宿

環境，實行上存在一定的難度。 
 
（二）為保障旅客安全，正如其他持牌酒店和賓館一樣，任何以「民宿」概念為

藍本的旅客住宿設施亦應受到法例監管，這亦符合旅客的合理期望。現時，在香

港經營旅館，即任何處所的佔用人、東主或租客向到臨該處所的人士提供收費的

住宿地方，均受《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規管。訂立該條例的目的是透過發

牌制度，確保擬用作旅館的處所的樓宇結構和消防安全達至法定標準，保障入住

者及公眾安全。 
 
  任何處所的營運模式符合《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下「旅館」的釋義，

都必須向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牌照處）領取旅館牌照，方可經營，

除非該處所每次出租期均為連續二十八天或以上則可獲豁免，不受條例規限。 
 
  根據現行的發牌制度，位於新界並符合《建築物條例（新界適用）條例》（第

121 章）規定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如已獲得分區地政處發出的完工證或不反對

佔用書，及符合批約條款可作住用用途，亦可申請旅館牌照。事實上，因應新界

鄉村屋的設計和鄉郊獨特的環境，牌照處一直採取靈活及務實的態度，制定了適

用於新界鄉村屋旅館的樓宇及消防安全的基本規定。若收到有關申請，該處會派

員實地視察，為個別鄉村屋進行樓宇結構及消防安全評估和審核，訂明適用於個

別申請的安全要求。現時，約一百二十間位於離島的「度假屋」便是根據以上安

排獲發旅館牌照。 
 
  據民政事務局理解，在其他司法管轄區，「民宿」或類似供旅客住宿的設施，

同樣需要符合當地法規中有關樓宇及消防安全的要求，而有關要求與香港目前適

用於「度假屋」的規定大致相若。 
 
（三）為支持青年人發展，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提出成立三億元的

「青年發展基金」，資助現有計劃未能涵蓋的創新青年發展活動，包括以資金配

對的形式，和非政府機構合作，支持青年人創業。民政事務局正就有關基金的運

作細節（例如撥款的申請資格、審批程序及分配優次等）徵詢青年事務委員會意

見。初步構思，該基金會與不同背景和類型的非政府機構合作，由有關機構負責

審批年輕創業者的申請，並為他們提供所需的支援包括配對具相關經驗的導師、

提供業務資訊及指導、協助建立營商網絡等。議員提出的建議，民政事務局會與

收集到的其他意見一併考慮。 



完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５日（星期三） 
香港時間１２時３７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