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骨灰龛政策检讨公众谘询  
 

 
(一 ) 引言  

   

 失去挚爱诚然令人痛苦，但哀伤之余，我们向先人告

别时仍要确保殡葬安排细致而庄严。同时，殓葬安排亦必须

确保家人和亲友日后可继续向先人致祭。这对离世和健在者

都同样重要。  

 

2 .  政府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已鼓励市民以火化代替

传 统 的 土 葬 。 因 此 ， 在 过 去 30 多 年 ， 火 化 宗 数 和 比 率 由

1975 年的约 7 300 宗 (35%)，大幅增加至 2009 年的 36 500 宗

(89%)。现时，普遍的做法是把火化后的骨灰存放在骨灰龛设

施内。这个趋势大概会持续下去，而我们整个社会则须考虑

如何在中长期提供可持续推行的处理骨灰方式。食物及卫生

局已于 2009 年年底，在政府内部成立专责小组，检讨和研究

在需求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公众和私营骨灰龛设施的发展路

向。根据专责小组的研究，并鉴于有迫切需要提供可持续推

行的解决方法，以及因应市民日益关注私营骨灰龛 (其中一些

未获认可 )数目增加的情况，政府决定就这关乎习俗及个人情

感的重要事情，谘询市民大众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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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目前，我们面对的挑战有以下几项：香港地少人多，

全港可供设置骨灰龛设施的用地十分有限，以及区内居民反

对和抗拒在区内设置有关设施。此外，我们亦要考虑技术可

行性，包括地理环境、与附近土地用途是否协调、规划、建

筑管制、消防安全、宗教信仰、供奉、个人选择、基础设施

配套和交通负荷 (特别是在传统节日拜祭先人期间 )等问题。  

 

4 .   就骨灰龛设施而言，不论是由政府还是华人永远坟场

管理委员会、东华三院或宗教团体等公共机构管理，由于管

理得宜，相对较少引起关注。可惜，一些由私人拥有或管理

的骨灰龛设施却未必如此。在这方面，政府相信解决方法在

于推行发牌制度，以规管私营骨灰龛，确保未获认可的私营

骨灰龛设施不会增加。为了整个社会的福祉，我们必须着手

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  

 

5 .   同时，政府会继续采取所有可行措施，增加骨灰龛设

施的供应。政府初步已物色到 12 幅可供发展骨灰龛的用地。

此外，政府会鼓励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和宗教团体在合

适土地发展更多骨灰龛设施或扩充现有设施。私人营办商亦

可考虑改建工业楼宇作骨灰龛之用。  

 

6 .   专责小组认为，要寻求符合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解决方

法，社会大众必须正视上述的关键事项，并就最合适也最为

社会接受的方案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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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我们欢迎市民特别就以下问题表达意见：  

 
I. 增加骨灰龛设施的供应，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  

 

(1) 骨灰龛是社区的必要设施。不过，香港地少人多，

而且区内居民大多反对在其居所附近兴建骨灰龛，

因此发展骨灰龛绝非易事。你是否同意各个地区都

应该承担发展骨灰龛的责任，以增加骨灰龛设施供

应，满足居民的需要？你认为有何措施可以减少区

内居民对兴建骨灰龛设施的抗拒？ (详见文件第 16

至 18 段 ) 

 

(2) 鉴于现有坟场已具备基础设施和交通配套，你是否

同意应尽量扩建现有坟场或在现有坟场内增建骨灰

龛设施，以加快骨灰龛的供应？ (详见文件第 17 段 ) 

 

(3) 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及宗教团体在提供骨灰龛

设施方面，亦担当重要角色。为尽快增加骨灰龛设

施的供应，你是否同意应鼓励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

员会及宗教团体扩建现有骨灰龛设施或在其他地方

扩展设施？ (详见文件第 20 段 ) 

 

II. 鼓励市民接受以更环保及可持续推行的方式处理先

人骨灰  

 

(4) 社会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推动骨灰龛设

施的可持续发展，你是否同意应鼓励市民接受以更

环保及可持续推行的方式处理先人骨灰？政府一直

致力鼓勵市民把先人骨灰撒放于纪念花园或本港指

定海域，你是否同意政府应进一步推广这两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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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骨灰的方式？除此以外，对于处理先人骨灰的

方式，你有没有其他建议？ (详见文件第 21 至 25

段 ) 

 

(5) 现时，公众骨灰龛是永久编配给孝子贤孙的。不

过，由于适合兴建骨灰龛的土地有限，你认为继续

提供永久安放骨灰的龛位是否最佳安排？有建议认

为公众骨灰龛设施 (包括金塔设施 )应订定使用年限

／征收管理年费，以确保这些设施继续发挥其作为

孝子贤孙供奉先人地点的功用，亦可促进可持续发

展，令骨灰龛位更能用得其所。你认为这建议可行

吗？ (详见文件第 28 至 30 段 ) 

 

(6) 政府可考虑向交还公众骨灰龛位以供重新使用的人

士发放特惠津贴。你是否同意政府推行这自愿交还

骨灰龛位计划？ (详见文件第 31 段 ) 

 

III. 加强消费权益保障  

 
(7) 为帮助正在考虑／将要购买私营骨灰龛位的市民作

出选择，政府会公布已知的私营骨灰龛资料。你对

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教育有何建议？ (详见文件第 41

至 45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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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加强规管私营骨灰龛  

 

(8) 当局认为，长远而言应推行发牌制度，以更有效规

管私营骨灰龛发展。发牌制度的初步构思亦已制

订，并罗列于本谘询文件供各界讨论。你认为建议

中的发牌制度对于加强规管私营骨灰龛是否合适？

(详见文件第 46 至 51 段 ) 

 

(9) 有市民不欢迎区内现有的私营骨灰龛设施。与此同

时，已经购买该等私营骨灰龛位的市民，则忧虑骨

灰龛属违规发展或基于其他原因未能在新的发牌制

度下继续经营。事实上，在骨灰龛位供应不足的情

况下，如何安置须迁离的骨灰不易解决。面对这两

难局面，你认为政府应如何处理现时未获认可的私

营骨灰龛？ (详见文件第 52 至 58 段 ) 

 

8.  请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搜集意见后，我们会作出分

析，并制订适切的措施以增加骨灰龛设施供应，落实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以及加强对私营骨灰龛的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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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骨灰龛发展的现况  

 
9.  随着香港人口日渐增加，死亡人數和火葬數目逐年递

增，市民对骨灰龛的需求也相应增加。根据过往的数据，估计未

来 20年 (即 2010年至 2029年 )每年平均死亡及火葬数目分别约为

52 600人及49 200宗。  

 

2010年至 2029年的预计死亡及火葬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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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前，食物环境卫生署 (食环署 )辖下共有八个公众骨灰

龛，合共提供约 167 900个公众骨灰龛位，并已全数配售。食环署

每年约有 300多个可重用的骨灰龛位供配售予轮候申请人士。轮

候时间视乎各场地所腾出的骨灰龛位数目和轮候人数而定，一般

为两年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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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环署辖下公众骨灰龛位数目  

 

  公众骨灰龛  落成年份  加建龛位年份

(数目 ) 

龛位  

数目  

1 歌连臣角  1963-1994 2006 (2 088) 61 615 

2 钻石山  1979-1992 2009 (18 501) 61 811 

3 富山  1985 - 9 625 

4 葵涌  1979 2006 (2 394) 

2008 (3 374) 

9 276 

5 和合石  1975 2006 (2 520) 22 290 

6 长洲  1991 2004 (210) 

2007 (1 026) 

2 335 

7 南丫岛  1991 - 490 

8 坪洲  1991 - 490 

总数  167 932 

 
11.  为提供更多公众骨灰龛设施，食环署已于 2009年先后推

出位于葵涌及钻石山的公众骨灰龛位，总数达 21 875个，共可摆

放约47 100个骨灰瓮。此外，立法会财务委员会于2009年7月同意

拨款在和合石坟场内兴建一座新的公众骨灰龛，该设施于 2012年

启用后可提供约 41 000个新骨灰龛位，共可摆放约 80 000多个骨

灰瓮。在此期间，政府会继续积极物色合适的地点，以发展新的

公众骨灰龛设施。然而，根据以往的经验，每当政府就这类发展

计划作地区谘询时，不少区内居民和有关区议会均会提出反对。

过去数年，因此而搁置的公众骨灰龛发展项目，涉及超过 240 000

个骨灰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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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除了公众骨灰龛之外，《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第132章 )

附表 5所指明的私营坟场内亦设有共 14座骨灰龛，主要由宗教或

族裔团体管理，属非牟利性质。其中，非政府的华人永远坟场管

理委员会根据《华人永远坟场条例》 (第 1112章 )成立，为在香港

永久居住并有华人血统的人士提供及管理坟场设施。华人永远坟

场管理委员会现时管理四个坟场连骨灰龛，提供约208 700个骨灰

龛位，除小量可重用的骨灰龛位外，已经全数配售。华人永远坟

场管理委员会预计在未来两年会多提供约 50 000个新建成骨灰龛

位。此外，天主教、基督教和佛教等宗教团体营办的坟场，合共

提供约 119 300个骨灰龛位，现时约有35 400个尚未配售，预计在

未来两年会多提供约8 000个新建成骨灰龛位。  

 

13.  过去十年 (即 2000年至 2009年 )，由政府提供的公众骨灰

龛位只占同期火葬宗数约 14%。连同华人永远坟场管理委员会的

骨灰龛位在内，共占约40%。  

 
2000年至 2009年的处理骨灰方式  

 

 

 

 

 

 

 

 

 

 注﹕  其他处理骨灰方式包括将骨灰安放在私营坟场以外的私营骨灰龛位、安放

  家中、撒放于纪念花园或本港指定海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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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建议方案及措施  

 

14.  现时，以骨灰龛永久存放先人骨灰是社会普遍的做法。

由于移风易俗需时，我们认为现阶段骨灰龛设施的发展主要应循

以下几个方向推进﹕  

 

(1) 增加骨灰龛设施供应，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  

 

(2) 鼓励市民接受以更环保及可持续推行的方式处理先

人骨灰；  

 

(3) 加强消费者在选购私营骨灰龛设施时的保障；以及  

 

(4) 加强规管私营骨灰龛，以期更有效处理违规情况。  

 

 
(四 ) 增加骨灰龛设施的供应  

 

15.  政府会继续采取各样可行方法，增加骨灰龛设施的供

应。  

 
地区为本的骨灰龛发展计划  

 
16.  骨灰龛是社区的必要设施，但如前文所述，要发展骨灰

龛设施并不容易。为尽快增加供应，不同地区 (18 区 )及／或区域

(五个立法会选区 )都应该承担发展骨灰龛设施的责任。政府会采

取多管齐下的方式，积极推动骨灰龛发展计划。  

 

17.  首先，政府会积极研究进一步在现有坟场内增建骨灰龛

设施的可行性。由于现有坟场已具备基础设施和交通配套，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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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的选址而言，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进行扩建，以便尽早增加骨

灰龛位供应。我们正在现有坟场 (例如和合石和沙岭坟场 )内物色

一些空置的土地，用作发展层数较少的骨灰龛或露天骨灰龛位

(包括「树葬」龛位 )。我们也会研究通过园林和建筑设计减低视

觉影响，同时考虑采取方法，改善现有坟场周边地区在节日繁忙

时间的行人和交通流量，当中可优先考虑兴建环形道路或扩阔现

有道路。  

 

露天骨灰龛位设计图  

 

 

 

 

 

 

 

 

 

 

 

 

 

18.  同时，政府会在全港各区积极物色合适的地点发展骨灰

龛设施，目前，政府已初步选定分布在七个地区的 12 幅用地研

究发展骨灰龛是否可行及合适 (详情载于附件 )。研究会考虑选址

的地理环境及基础设施配套，亦会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 (例如交

通影响评估及环境影响评估等 )。遇上选址已有现行用途，我们

亦会研究搬迁的可行性。一旦确定选址适合作骨灰龛发展，便会

正式谘询当区区议会的意见。为鼓励当区居民支持骨灰龛设施的

发展计划，我们可以考虑采取一些灵活的措施，例如预留一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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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的骨灰龛位优先编配予当区有需要的居民。政府也会透过灵活

设计，改善拟建骨灰龛的外观布局，尽量释除附近居民的疑虑和

不安。可考虑的措施包括注入园林元素、统一碑石设计、免除镶

相，以及集中处理场内焚烧冥镪衣纸活动等。当局会继续在全港

各区寻找适合的用地，作骨灰龛发展之用。其中，兴建多层骨灰

龛大厦或把大厦改建为多层骨灰龛的做法亦在考虑之列。这类大

厦占地不多，而市民亦不用长途跋涉，到偏远地区拜祭先人。以

多层大厦设置骨灰龛的做法，在海外国家 (例如日本 )亦有成功经

验。政府会继续努力与区议会和当区居民沟通，争取支持。  

 

日本多层大厦骨灰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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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建工业楼宇为骨灰龛设施  

 

19.  日本的经验显示，设计妥善的多层骨灰龛可以设置于人

烟稠密的社区，而不会对邻近居民造成不良的视觉影响和滋扰。

在香港，发展商现时可按既定机制，向城市规划委员会 (城规会 )

申请规划许可，并改变土地契约的条款作此用途。因此，合适工

业楼宇 (例如邻近现有坟场的工业楼宇 )的业主，可以考虑循此途

径发展骨灰龛设施。  

 
鼓励华人永远坟场管理委员会及宗教团体扩展营运规模  

 
20 .   华人永远坟场管理委员会及宗教团体在提供骨灰龛设

施 方 面 ， 亦 担 当 重 要 的 角 色 。 为 尽 快 增 加 骨 灰 龛 设 施 的 供

应，满足社会的需求，我们鼓励华人永远坟场管理委员会和

宗教团体在合适的用地发展更多骨灰龛设施，或扩充现有设

施。我们亦鼓励宗教团体增建纪念花园，进一步推广在纪念

花园撒放骨灰的处理骨灰方式。由于骨灰龛设施短缺，宗教

团体可考虑将其营办的骨灰龛设施开放予非宗教人士申请使

用。  

 

 

其他处理骨灰方式  

 
21.  除了兴建新的公众骨灰龛之外，政府一直致力鼓勵市民

把骨灰撒于纪念花园或指定海域。这两种方式既庄严，又有利可

持续发展，而费用亦全免或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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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花园  

 

22.  食环署设有八个纪念花园供市民撒放先人骨灰，分别位

于歌连臣角、钻石山、富山、葵涌、和合石、长洲、坪洲及南丫

岛。  

食环署辖下的部分纪念花园  

 

 
歌连臣角纪念花园  

 

 
钻石山纪念花园  

   
富山纪念花园  

 

 
葵涌纪念花园  

 

 
和合石纪念花园  

 

 
长洲纪念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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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食环署于 2007 年、2008 年和 2009 年分别处理约 170

宗、380 宗和 650 宗在纪念花园撒放骨灰的申请，而在 2007 年之

前，每年平均只有少于 30 宗申请。虽然选择撒放骨灰于纪念花

园的数字有上升趋势，但为纾缓永久骨灰龛位的不足，这方面仍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食环署刚完成和合石纪念花园的美化工程，

现计划在钻石山坟场加建纪念花园。  

 

骨灰撒海  

 
24.  除了撒放骨灰于纪念花园之外，市民亦可选择将先人骨

灰撒放在本港指定海域。现时，海上撒灰可在塔门以东、东龙洲

以东，以及西博寮海峡以南这三个指定海域内进行。  

 
25.  食环署于 2007 年实施简化程序，方便市民申请在指定

海域撒放骨灰。截至 2010 年 5 月，该署已处理近 1 000 宗申请，

与新申请制度实施前多年来只有共 44 宗申请比较，增幅显著。

为了鼓励市民选用较环保的葬仪及推广海上撒灰的风气，食环署

已推出先导计划，于 2010 年 1 月起开始提供渡船服务，方便市

民将先人骨灰撒海。现时，渡船逢星期六从西湾河公众码头出

发，免费接载市民前往东龙洲以东海域进行撒灰仪式。渡船每次

可为不多于十个申请人服务，而每个申请人可带同最多七名家属

／亲友出席仪式。渡船上有礼仪师协助市民举行简单悼念仪式。

由于公众反应踊跃，食环署已增加班次，目的是令市民使用这项

服务的轮候时间缩减至不超过八星期。除了食环署之外，亦有非

政府机构及私营公司提供这类渡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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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人骨灰撒海程序  

 

 
乘搭渡船  

 
 

 
礼仪师  进行简单悼念仪式  

 
撒放骨灰  

 
撒放骨灰  撒放鲜花瓣  

 
网上追思  

 

26.  此外，食环署已于 2010 年第二季推出网上追思服务，

市民只要曾使用该署的火化、骨灰龛、纪念花园、海上撒灰、土

葬等服务，便可在「无尽思念」网页 (http://www.memorial.gov.hk)

上载文字、照片，甚至录影片段等，悼念先人。网上追思由于方

便快捷，而且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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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市民一定程度的欢迎。欧美国家和中国内地亦有网页提供网

上追思服务。  

 

 
(五 ) 骨灰龛设施的可持续发展  

 

27.  骨灰龛设施可否持续发展，备受关注。为满足市民需

求，政府会继续竭尽所能兴建更多新的骨灰龛设施。同时，我们

亦会致力推动社会移风易俗，鼓励市民采用在纪念花园或本港指

定海域撒放骨灰等其他方式处理先人骨灰。我们欢迎公众提出其

他创新及可持续推行的方式处理骨灰及悼念先人。  

 

28.  以下构思旨在引发讨论，以鼓励各方提出更多崭新可行

的建议。  

 
善用现有的骨灰龛位  

 

29.  我们会继续透过多种途径，鼓励市民善用现有的骨灰龛

位，例如提醒孝子贤孙，只要先人为其家人或亲属，一个标准龛

位可放置两个骨灰瓮，而一个家庭龛位则可放置四个骨灰瓮。  

 
使用年限  

 

30.  骨灰龛设施乃凭吊先人的地方，应该用得其所。现时，

公众骨灰龛位／金塔设施是永久编配的。不过，由于供不应求的

情况日趋严重，为纾缓短缺问题及增加供应，我们须考虑是否应

该改变现行提供永久的骨灰龛位／金塔设施的安排。一些地区已

为新编配的公众骨灰龛位订定放置骨灰的年期 (例如以 20 年为

限 )，期满后家人须定期为龛位续期。另外，收取管理年费的建

议也值得考虑﹕凡于限期内无人续期的龛位，或先人家属／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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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多年 (例如六年 )欠交管理年费，而当局又未能联络上的个

案，骨灰龛位可腾空转予他人使用。原先安放的骨灰则会移往设

计妥善的公共储存库，或撒放在纪念花园内。海外及内地的经验

显示，征收管理年费并非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要令有限的骨

灰龛资源获得妥善使用。无论如何，这些新安排只会适用于新的

骨灰龛位／金塔设施，现有骨灰龛位／金塔设施不受影响。  

 

自愿交还骨灰龛位计划  

 

31.  此外，我们亦可研究推行自愿交还骨灰龛位计划，对向

政府交还公众骨灰龛位以供重用的人士发放特惠津贴。在交还骨

灰龛位后，先人骨灰会交还家属／亲友。  

 

 
(六 ) 现行私营骨灰龛发展的规管  

 

32.  私营骨灰龛在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除了有助满足龛位

的需求外，更重要的是让消费者有所选择。市民选择私营骨灰

龛，主要因为其个人化服务，例如可在生前购买及可安排每日供

奉等。  

 

33.  本港各行各业的经营，均须符合法例或政府的其他规

定。提供私营骨灰龛设施存放骨灰，虽然并不构成公共健康及卫

生问题，但仍须符合土地契约及法定地政、城市规划和建筑规

定。有关政府部门会根据其权限及相关的法例和行政措施，处理

涉及私营骨灰龛的查询、投诉及问题。  

 

34.  在规划方面，根据《城市规划条例》 (第 131 章 )，一如

其他发展用途，「骨灰龛」必须符合相关的法定图则的要求。在

一般情况下，如果土地的用途地带属「其他指定用途」注明「坟



   18

场」或「灵灰安置所」，则「骨灰龛」为经常准许的用途，无须

向城规会提出规划申请。在大部分的法定图则的「政府、机构或

社区」地带及／或「绿化地带」的注释中，「骨灰龛」属第二栏

用途，即表示如要在该土地作「骨灰龛」用途，必须根据《城市

规划条例》第 16 条向城规会取得规划许可。如欲于上述用途地

带以外的土地兴建「骨灰龛」，则必须根据《城市规划条例》第

12A 条向城规会提出改划用途地带的申请。城规会于审批改划用

途申请时，一般会考虑相关的规划因素，包括申请地点，与附近

土地用途是否协调，会否影响附近的交通、环境等因素，同时亦

会考虑相关政府部门的意见，并根据《城市规划条例》，就个案

谘询公众。在批出规划许可时，城规会可就个别个案的情况附加

规划条件。根据《城市规划条例》，规划事务监督只可在发展审

批地区图涵盖的地方就不符合法定图则规定的用途进行土地利用

的执管工作。  

 

35.  在地政方面，地契是政府与土地业权人签订的契约，土

地业权人作为契约一方须确保土地的使用符合地契中的所有规

定。地契的订立主要以土地使用为出发点，而非以规管个别行业

为目的。兴建及经营私营骨灰龛是否抵触地契，须视乎个别地契

条款 (在不同时间订立 )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在收到有关个别土

地用途违反地契规定的投诉时，地政总署会派人巡视现场，就实

际情况可能涉及的地契条款征询法律意见，并采取适当的跟进行

动。如土地业权人申请将已违反地契规定的情况规范化，或拟申

请修改土地契约条款以设置骨灰龛，申请会由地政总署处理。一

般而言，地政总署会要求申请人先申请及取得规划许可，并会在

处理过程中参考相关部门的意见。如申请获地政总署批准，地政

总署会加入适当的修改土地契约条款，亦可能要求补地价。  

 

36.  上述规划及地政方面的规管，主要针对的是违反规定的土

地用途，部门须先确定违规发展已经存在，方可采取相应的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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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规划事务监督的执管工作须按《城市规划条例》的程序，

主要是透过在发展审批地区图涵盖的地方发出强 制 执 行 通 知

书，及在未有遵从通知书上的规定的情况下作出检控行动。而

土地业权人如不就违反地契规定的情况作出适当的纠正行动，并

获取有关当局的批准，当局会进一步采取诉讼或其他法律行动。  

 

37.  就建筑安全而言，有关建筑物的建造须符合骨灰龛用途

所要求的建筑安全标准。按照屋宇署现行的执法政策，若骨灰龛

的处所存在对生命财产构成威胁或有迫切危险的僭建物或新建的

僭建物，该署会根据《建筑物条例》 (第 123 章 )采取执法行动。

若有关樓宇用途上作出重大更改而严重影响樓宇结构安全或楼宇

占用人的安全，屋宇署亦可引用《建筑物条例》采取行动。  

 

38.  在防火安全方面，现行的《消防条例》 (第 95 章 )及其附

属法例、《消防安全 (商业处所 )条例》 (第 502 章 )和《消防安全

(建筑物 )条例》 (第 572 章 )已就楼宇的消防安全及消防装置或设

备须时刻保持在有效操作状态作出规定。消防处会在有需要时进

行火警风险评估及巡查，以确保逃生通道畅通无阻及楼宇内的消

防装置及设备操作正常。如发现任何违反《消防条例》的事项，

消防处会立刻采取执法行动。此外，屋宇署亦会根据《1996 年提

供火警逃生途径守则》的规定评估樓宇的逃生途径是否足够。在

私营骨灰龛向城规会申请规划／改划土地用途或向地政总署申请

修改土地契约期间，消防处及屋宇署均会就相关土地／楼宇的防

火安全提供意见。  

 

39.   对于有社会人士担心骨灰龛经营所带来的街道管理问

题，不同政府部门会根据其权限处理。就食环署而言，该署会按

其权限处理阻碍街道清扫工作及弄污街道等影响环境卫生的个

案。此外，如烧衣活动引致空气污染问题，环境保护署 (环保署 )

可根据《空气污染管制条例》 (第 311章 )的规定，派员作出实地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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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如证实空气污染物构成滋扰，环保署可向进行活动的人士发

出《空气污染消减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措施，消除滋扰。至于

相关的噪音、阻碍交通等问题，警务处可按其职权范围采取适当

行动。由此可见，现行规管机制已经涵盖土地契约、规划、建筑

及消防安全等范畴。各有关政府部门会继续按其权限对私营骨灰

龛的违规情况进行执管工作。现时，未获认可的私营骨灰龛可按

既定渠道和程序向有关部门申请正规经营其设施 (例如申请相关

的规划许可及／或修订土地契约等 )。  

 

 
(七 )  加强消费权益保障  

 

40. 我们会公布地政总署及规划署已知悉的私营骨灰龛设施

资讯，以及加强消费者教育。  

 

公布私营骨灰龛资料  

 

41.  2010 年 4 月，消费者委员会在《选择》月刊刊登了有关

私营骨灰龛的专题报告，包括介绍详细的「查证两步曲」流

程  1，供消费者参考。该报告亦载有三个资料表，详列现时本港

部分符合规划用途的公私营骨灰龛。现时，各有关政府部门会按

接获的查询或投诉，发布个别个案的资料。为帮助正在考虑／即

将购买私营骨灰龛位的市民作出选择，政府将会公布地政总署及

规划署已知悉的私营骨灰龛资料，包括设施是否有非法占用政府

土地，以及是否符合土地契约和法定规划要求，以便向公众提供

这些私营骨灰龛的资讯。有关资料整理妥当后，便会上载政府网

                                                 
1  首先，消费者必须查证有关的私营骨灰龛是否符合相关的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物
标准规定。根据现行的《城市规划条例》，骨灰龛必须符合所在地带在法定分区计

划大纲图内的土地规划用途。第二，私营骨灰龛所在土地的业权人必须确保该土地

用途符合地契条款。消费者可向土地注册处查册，索取有关土地契约的批准用途资

料，亦可在有需要时寻求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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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供市民查阅，并会不时更新，以提醒市民在购买骨灰龛前须谨

慎行事。  

 

42.  我们建议发布两张私营骨灰龛名单，详情如下﹕  

 
表一：  符合土地契约及法定地政和城市规划规定的私营骨灰

龛  

   
  表一主要列出符合土地契约及法定地政和城市规划规

定的私营骨灰龛。在规划方面，表一内的骨灰龛 (i)在

相关的法定图则上属经常准许用途； (ii)取得城规会

发出的规划许可；或 (iii)已证实属于现有用途 (即在中

期发展审批地区图、发展审批地区图或分区计划大纲

图刊宪之前已存在的用途 )。在土地规定方面，表一

内骨灰龛的土地用途并无违反土地契约，亦无非法占

用政府土地。表一会开列私营骨灰龛的规划和土地的

一些资料，包括容许的骨灰龛位数目。  

 

表二︰不在表一内的其他私营骨灰龛  

 

  凡不属表一的私营骨灰龛会列入表二。但在私营骨灰

龛名单实施初期，政府难以获得一份完整无缺的名

单，因此这类私营骨灰龛将不能于表二内一一尽录。

表二除了会开列个别私营骨灰龛的基本规划及土地契

约资料外，还会根据实际情况载列其向地政总署及城

规会递交规范化申请的情况及城规会过去就相关土地

用途所作的决定。尚未被核实为符合表一要求的私营

骨灰龛，也会列入表二；当它们被核实为符合表一的

要求后，便会被移至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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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教育  

 

43.  除了发布私营骨灰龛名单外，我们亦会加强消费者教

育，使他们了解在选择私营骨灰龛时应注意的事项，以及光顾表

二所列私营骨灰龛的风险。我们亦会与消费者委员会及其他有兴

趣的非政府机构合作，提供这类公众教育。  

 

44.  现时市民在购买私营骨灰龛位前，可致电规划署的查询

热 线 2231 5000 ， 或 浏 览 城 规 会 的 法 定 规 划 综 合 网 站  

www.ozp.tpb.gov.hk，查阅私营骨灰龛是否符合《城市规划条

例》的规定，并可向土地注册处查册，取得土地契约副本。我们

同时呼吁市民，应先要求售卖者提供完备资料，以查核个别骨灰

龛是否符合法定的土地行政和规划规定，以及土地契约的规定，

并应在有需要时自行寻求法律意见。此外，市民亦应直接与经营

者联系，以了解一旦出现违反相关法例或土地契约规定的情况，

消费权益及相关事宜会如何处理，例如所缴款项能否退还。一般

而言，市民如认为提供骨灰龛位的人士违反买卖合约条款，可按

合约法追讨。  

 

45.  相信透过公布私营骨灰龛名单及加强消费者教育，准买

家的消费权益已得到相当的保障。如市民认为消费权益可透过其

他可行的方法获得进一步保障，欢迎向我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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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加强规管私营骨灰龛  

 
46.   长远而言，政府认为应立法设立发牌制度，以加强规

管私营骨灰龛。但必须指明，发牌制度过于严苛，会窒碍行业

的健康发展，减少骨灰龛设施的整体供应，以及延长骨灰龛位的

轮候时间。相反，发牌制度太过宽松，则未必能有效遏止未获认

可私营骨灰龛的发展。两者要取得一个平衡，政府须确保发牌制

度在规管范围及尺度上宽紧得宜。我们希望公众可以在这方面提

供意见。  

 

47 .  我们初步建议所有私营骨灰龛 (拟界定为存放人类骨

灰并收取费用，以及并非由食环署兴建及／或营运／经办的

处所／用地 )均须受发牌制度规管。在新法例生效日期前已经

存在的私营骨灰龛亦包括在内。受发牌制度规管的私营骨灰

龛，必须领取牌照或获临时豁免 (对现有私营骨灰龛作出的安

排详见下文第 52至 58段 )。在家中或祠堂存放骨灰 (不涉及收

费 )，不应纳入涵盖范围。不过，殡仪馆、殓葬商、宗教团体

(例如庙宇和寺院 )，以及由慈善团体以商业或非牟利方式营

运而涉及收费的骨灰龛，则须纳入规管范围。在草拟法例条

文时，我们会研究如何为私营骨灰龛下一个更完备的定义。  

 

48 .   我们建议修订《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 (第 132 章 )，

为私营骨灰龛的发牌制度订定条文。第 132 章的现行条文为

殡仪馆和殓葬商等的发牌事宜作出规定。此外，私营坟场亦

受第 132 章所规管。第 132 章已赋予当局一系列执法权力，

例如视察和进入处所的权力，并就上诉机制作出规定。我们

认为这些规定亦同样适用于私营骨灰龛的发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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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牌照／为牌照续期的条件  

 

49 .   我们建议食物环境卫生署署长出任发牌当局，获授权

在他信纳以下情况的前提下发出牌照和为牌照续期 (建议须每

五年续牌一次 )﹕  

 

(a )  申请人拥有私营骨灰龛所位于／将会位于的处所／用

地的业权；  

 

(b)  有关处所／用地符合有关规划、设计、结构、防火、

环境卫生及安全的所有法定要求及发牌当局可能根据

该新法例公布的任何实务守则；  

 

(c )  就土地用途而言，申请所涉及的处所／用地适合发展

骨灰龛，而契约条件亦容许发展；以及  

 

(d)  就有关个案的整体情况而言，批出该牌照并不违反公

众利益。这些公众利益的考虑因素可包括全港骨灰龛

位的整体供应、区内居民或团体的意见，以及购买了

在发牌制度推行前已存在的骨灰龛位人士的权益。  

 

50 .  发牌当局可行使一切所需的合理权力，例如﹕  

 

(a )  暂时或永久吊销牌照，以及准许牌照转让；  

 

(b)  施加及更改牌照条件，其中可包括就骨灰龛位备存购

买者及／或孝子贤孙的资料和联络方法的最新记录、

在当眼处张贴牌照、尽量减少对附近居民造成滋扰

(例如空气污染和噪音 )、披露有助保障消费权益的资

料，以及在实务守则内就私营骨灰龛的妥善经营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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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定规则。这些规则包括，骨灰龛如日后结业，必

须在之前与孝子贤孙沟通以妥善处理先人的骨灰；  

 

(c )  指示持牌人采取有效纠正行动，确保骨灰龛的经营及

管理情况令人满意；确保前往骨灰龛的人士的安全；

并确保符合有关法例条文和发牌条件；   

 

(d)  关闭无牌私营骨灰龛，安放在发牌当局本身或其他政

府部门的执法行动 (包括针对无牌经营、违反土地契

约条件及非法占用政府土地等的行动 )中捡获的无人

认领的骨灰。在将无人认领的骨灰放置于公众设施之

前，发牌当局会尝试联络有关的孝子贤孙及给予他们

充足时间 (例如由首次通知日期起计两年 )领回骨灰；

以及  

 

(e )   进入和视察任何私营骨灰龛，包括怀疑经营骨灰龛的

处所。  

 

51 .  无牌经营私营骨灰龛将属违法，经营者可被处罚款及

／或监禁。当局会考虑厘定较重的罚则，以收阻吓作用。此

外，须注意的是，发牌制度不能妨碍其他执法部门 (如规划事

务监督、地政总署、屋宇署、消防处 )根据各自的权限对任何

违反法例及规定的私营骨灰龛采取执法行动。  

 

对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私营骨灰龛的安排  

 

52 .   对于新 法 例 生 效 前 已 存 在 的 私 营 骨 灰 龛 应 如 何 处

置，市民或有不同意见。一方面， 有关地区的居民或会 反

对区内的某些私营骨灰龛继续营运 。另一方面，已经购 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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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营 骨 灰 龛 位 的 市 民 则 忧 虑 一 旦 证 实 属 违 规 个 案 ， 骨灰或

须迁离。  

 

53 .   我们建议在新的发牌制度下，所有新法例生效前已存

在的私营骨灰龛须向发牌当局提交证明文件申领牌照。符合

发牌条件的申请会获发牌照经营。未能符合发牌规定的私营

骨灰龛，应申请临时豁免，以容许它们在未有牌照前暂时继

续经营。  

 

54 .   具体而言，法例会规定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私营骨

灰龛经营者，应在发牌制度生效后订定的时限内，申请牌照

或临时豁免。未获认可的私营骨灰龛，若已经就其违规情况

向有关当局申请规范化并正等待结果，或不确定其能否符合

所有发牌条件，应申请临时豁免，使经营者在未有牌照前可

暂时继续经营。除非申请人能令发牌当局信纳其经营有合理

机会在合理时间内获规范化，以及所经营的设施不会构成即

时危险，否则其就私营骨灰龛提出的临时豁免申请将不会获

批。法例应赋权发牌当局在发出临时豁免时，订定严谨的条

件。这些条件包括﹕  

 

(a )  须采取措施，以确保设施符合法例规定及得到有效管

理，对邻近社区的滋扰亦必须减至最低。须采取的措

施可包括减少噪音、光害、空气污染，以及处理任何

可能涉及安全的问题 (例如人羣管理 )。此外，若骨灰

龛决定结业，必须在之前与孝子贤孙沟通以妥善处理

先人的骨灰；  

 

(b)  不遵守条件的经营者可被处罚款，严重违规者的临时

豁免可遭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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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临时豁免应设时限，有效期可为两年半；  

 

(d)  临时豁免可按个别情况获酌情延期或续期；以及   

 

(e )  发牌当局可吊销临时豁免，以处理一些紧急或突发情

况，例如一旦发现骨灰龛的经营构成即时危险 (例如

对消防及楼宇安全 )。  

 

55 .   对于已申请／获发／拒发临时豁免的私营骨灰龛，若

其对发牌当局的决定感到受屈，可以根据第 132章之下的牌照

上诉机制提出上诉。获临时豁免的私营骨灰龛须在临时豁免

的有效期内，致力尽快申请正式牌照。那些正根据现行规划

及／或土地管制制度申请规范化而未获认可的私营骨灰龛，

亦须申请临时豁免。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获临时豁免的私

营骨灰龛只是暂时获豁免遵守持牌经营的规定，并非获豁免

符合其他相关法例的要求。因此，执法部门依然可根据各自

的权限，对任何违反法例规定的私营骨灰龛采取执法行动。

这项安排可确保获临时豁免的私营骨灰龛会致力尽快取得正

式牌照。法例亦会订明，已获临时豁免的私营骨灰龛在获发

正式牌照之前，必须冻结骨灰龛位数目，并须停止出售骨灰

龛位。  

 

56 .   发牌当局会拒绝未能符合所有发牌要求的申请。不获

发牌的骨灰龛可选择结业 (并应在事前与孝子贤孙沟通以妥善

处理先人的骨灰 )，或者申请临时豁免，以便申请规范化，为

日后重新申请牌照作好准备。发牌当局可根据上文第 53至 55

段所述的框架考虑该等申请。  

 

57 .   临时豁免只会发给在新法例生效前已存在的私营骨灰

龛，发牌制度生效之后才出现的新发展设施并不适用。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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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生效后，所有没有获发牌照或临时豁免的骨灰龛，即属违

法。发牌当局会对这类非法经营的骨灰龛采取执法行动。  

 

58 .   在本港经营的所有私营骨灰龛最终均须受到牌照规

管。不过，新 法 例 生 效 前 已 存 在 的 私 营 骨 灰 龛 在 获 发 牌 照

之前，应获合理时间进行规范化， 因此有必要发出临时 豁

免。临时豁免是一项过渡措施，在 适当的时候便会逐步 取

消 。 政 府 在制订细节时会小心行事，以确保新措施能遏止违

规骨灰龛的发展，同时亦尽量减轻对已购入骨灰龛位的市民

所造成的不必要影响。未获认可的私营骨灰龛问题始终存在

已久，任何针对现有骨灰龛的执法行动，亦须考虑市面骨灰

龛位不足的现实因素。我们欢迎市民就建议的过渡安排提供

意见。  

 

 
(九 ) 公众谘询  

 

59.  此次谘询旨在集思广益，让市民参与这项关乎传统习俗

及地区设施的讨论，以凝聚社会共识，为政府制订政策提供民意

基础。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对本谘询文件载列的事宜，提出意

见。  

 

60.  如果有任何意见，请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以邮

递、电邮或传真方式把意见送交食物及卫生局：  

 

      地址﹕   香港花园道  

    美利大厦 20 楼  

    食物及卫生局食物组  

      电邮地址：  ccc@fhb.gov.hk  

      传真号码：  (852)2136 3281 



   

附件  
 

可供发展骨灰龛的用地  
 
地区  初步选址  

1 东区  柴湾歌连臣角道华人永远坟场灵灰阁对面，

毗邻环翠村公园  
 

2  黄大仙  
 

钻石山灵灰安置所扩建  
 

3  沙田  石门安兴里，毗邻沙田垃圾转运站  
 

4  沙田  富山灵灰安置所扩建  
 

5  北区  和合石坟场内的剩余棺葬墓地和其他土地  
 

6  北区  沙岭坟场未发展部分  
 

7  屯门  龙鼓滩发电厂旁曾咀煤灰湖部分土地  
 

8  葵青  葵裕街葵涌焚化炉旧址  
 

9  葵青  葵泰路葵涌焚化炉旧址东南面  
 

10  葵青  青荃路毗邻荃湾华人永远坟场  
 

11  离岛  长洲坟场扩建  
 

12  离岛  
 

梅窝礼智园扩建  

 
注﹕这些用地的发展须考虑选址的地理环境及基础设施配套，亦

会进行技术可行性研究 (例如交通影响评估及环境影响评估等 )。遇
上选址已有现行用途，我们亦会研究搬迁的可行性。一旦确定选址

适合作骨灰龛发展，便会正式谘询当区区议会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