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本地街市食物捐贈狀況調查 

 

 

1. 引言 

現時坊間有不少社福機構、團體以及自發組織收集剩食，當中到地區街市收集剩餘食物再

分發給社區人士的模式十分普遍。這類項目近年不斷發展，然而剩食棄置量仍然高企，除

了源頭減廢以外，社會亦值得檢示是否仍有空間回收更多街市製造的剩食，並重新思考這

種模式的意義。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於 2017 年進行了一項調查，透過訪問地區街市商戶捐贈食物的情況以及

食物回收隊員工收集食物的狀況，檢視街市剩食回收的狀況和其意義，並尋找有效促進食

物回收的政策措施。 

 

2. 目的 

是次研究目的為 

- 探討本地街市商戶捐贈及棄置尚可食用剩食的情況 

- 了解街市商戶就捐贈剩食的考慮或困難 

- 尋找能推動商戶捐贈剩食的政策及措施 

- 重新檢示街市剩食收集模式的意義 

 

3. 調查方法 

3.1. 研究對象 

本調查的研究對象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街市內的商戶，第二種是社福機構或團體的食物

回收隊員工。 

 

街市商戶： 

由於是次研究主要探討街市剩食狀況及其處理方法，因此所訪問的街市商戶是指在香

港街市內售賣食物的店舖，商戶所售賣的食物類別包括肉類、魚類、水果蔬菜類、熟

食麵包類、乾貨或其他濕貨類，店舖所屬街市的持有者不限。 

 

回收隊員工： 

食物回收隊員工，是指現時有營運食物回收再分發給社區人士食用的營運單位，所聘

用以親自收集、篩選或及分發食物的前線職員。 

 

  



3.2. 抽樣方法 

本調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訪問街市內的商戶，第二部分則訪問社福機構或團體的

食物回收隊員工。調查最終合共訪問了 191 個街市內的商戶，以及 44 位食物回收隊的職

員接受訪問。 

 

本調查在訪問街市商戶的部分，由於街市具地區特色，而且不同的街市持有者有不同的

街市管理方法，為確保不同地區及不同街市持有者的街市能有足夠的樣本代表性，本研

究按地區及街市持有者進行分層抽樣(stratified sampling)，在 213 個街市當中抽出 43 個街

市的商戶接受訪問。 

 

街市商戶的抽樣方式是先列出香港所有街市，再按五區劃分
1
，每區會到訪 20%的街市進

行訪問。每區街市抽樣的方法，則按照街市持有者
2
的比例抽取，即在同區內每 4 個相同

街市持有者的街市中會隨機抽出 1 個街市，並在該街市內随機抽出 4 個售賣食物的商戶接

受訪問，接受訪問者為正在店內營運商戶的店主或店員。 

 

至於在訪問社福機構或團體的食物回收隊員工的部分，則以便利抽樣方式(convenient 

sampling)進行。調查邀請營運街市食物回收服務的機構參與，有意參與的機構安排期聘用

的員工接受訪問。 

 

3.3. 問卷內容 

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進行，分為訪問街市商戶及訪問社福機構/團體的食物回收隊員工兩

份問卷。 

 

訪問街市商戶的問卷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商戶的背景資料，第二部分為了解他們就食

物捐贈的狀況及意見。第二部分的問卷有兩個版本，分別供有參與及沒有參與食物捐贈

的商戶作答。 

 

至於訪問社福機構或團體的食物回收隊員工的問卷則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員工與工

作相關的資料及意見，第二部分則為員工的個人背景資料。  

                                                      
1
 5 區包括新界東、新界西、九龍東、九龍西、港島區 

2
 持有者包括食物環境衞生署、領展、香港房屋委員會，以及其他私人公司。 



4. 受訪商戶的背景資料 

調查合共訪問了 191 個街市內的商戶，以下部分是受訪商戶的背景資料。 

 

4.1. 受訪商戶所屬街市的資料 

在街市地區方面，受訪的商戶分別有 25.7%及 36.1%的鋪位於新界東及新界西，另有分別

13.1%及 10.5%受訪商戶位於九龍東及九龍西，有 14.7%商戶則位於香港島(圖表一)。 

 

街市的規模方面，在受訪的商戶之中，有 53.4%商戶的鋪位在大型街市內(有 40 檔以上)，

37.7%在中型街市(有 20 至 40 檔)，另有 8.9%商戶的鋪位在小型街市(有 20 檔以下)內(圖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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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一：所屬街市地區 (N=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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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二：所屬街市持有者 (N=191)



街市持有者方面，接近一半(54.5%)商戶的鋪位在食物環境衞生署持有的街市內，另有超

過 3 成(34.0%)受訪商戶的鋪位在領展持有的街市內。餘下分別有 9.4%及 2.1%商戶的鋪位

在 37.7%在香港房屋委員會以及其他私人公司持有的街市內(圖表二)。 

 

 

 

 

 

 

 

 

 

 

 

 

 

 

 

 

 

4.2. 商戶的資料 

商戶的鋪位規模方面，有 43.8%商戶佔 1 個鋪位，36.4%佔 2 個鋪位，另有 19.8%商戶佔 3

個鋪位(圖表四)。 

 

 

 

 

 

 

 

 

 

 

 

 

 

 

  

小型

8.9%

中型

37.7%

大型

53.4%

圖表三：所屬街市的規模 (N=191)

佔1個鋪位

43.8%

佔2個鋪位

36.4%

佔3個鋪位

19.8%

圖表四：商戶的鋪位規模 (N=162)



 

5. 商戶的剩食及處理狀況 

5.1. 商戶剩餘食物的狀況 

所有受訪商戶之中，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會剩餘 47916.4 克不可再出售的可食用食物(圖表

五)。 

 

商戶主要透過棄置(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會棄置 18641.6 克)及捐贈予社區人士食用(平均每

個商戶每星期會捐贈 24590.1 克)兩種方式處理不可再出售的可食用食物，另外亦有小部分

商戶會用其他方式處理，包括捐贈予慈善機構「轉廢為能」、分發給親友、自行食用等。 

 

 

圖表五：商戶剩食及處理剩食 

 

 

 

5.2. 商戶捐贈食物的狀況 

所有受訪商戶之中，55.6%會捐贈可食用剩食供社區人士食用，44.4%則不會(圖表六)。平

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會捐贈 24590.1 克可食用食物
3
；如只計算有捐贈的商戶，平均每個商戶

每星期會捐贈 30849.6 克可食用食物予社區人士(圖表五)。 

 

有捐贈剩食的商戶之中，32.7%平均每星期捐贈少於 5000 克剩食予社區人士食用，37.8%

捐贈 5000 至少於 30000 克，15.3%捐贈 30000 至少於 55000 克，14.3%捐贈等於或多於 55000

克可食用剩食(圖表七)。 

 

 

 

 

 

 

 

                                                      
3
 包括沒有參與捐贈（即捐贈量為 0）的商戶。 

 平均每個商戶每星

期剩餘不可再出售

的食物(克) 

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

捐贈予社區人士食用

的食物(克) 

平均每個商戶每

星期棄置可食用

的食物(克) 

有捐贈食物予社區人士食用的商戶 72588.5 30849.6 21599.3 

沒有捐贈予社區人士食用的商戶 20917.8 -- 14459.0 

所有商戶 47916.4 24590.1 18641.6 



 

 

 

 

 

 

 

 

 

 

 

 

 

 

 

 

每星期捐贈次數的中位數為 3 次，當中每星期捐贈少於 3 次的佔 31.6%，3 至 5 次的佔 49.5%，

有 18.9%每星期捐超過 5 次(圖表八)。 

 

這些商戶已持續捐贈年期的中位數為 1.5 年(18 個月)，當中持續捐贈少於 1 年的佔 27.6%，持續

1 年至少於 2 年的佔 23.0%，2 年至少於 3 年的佔 23.0%，己持續捐贈 3 年或以上的佔 26.4%(圖

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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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六：有沒有捐贈可食用剩

食供社區人士食用 (N=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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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七：有參與捐贈的商戶的平均

每星期的食物捐贈量 (N=98)

少於3次

31.6%

3至5次

49.5%

多於5次

18.9%

圖表八：參與捐贈的商戶平均

每星期捐贈次數 (N=95)

少於1年

27.6%

1年至少於2年

23.0%

2年至少於3年

23.0%

3年或以上

26.4%

圖表九：參與捐贈的商戶

持續捐贈時期 (N=87)



 

5.3. 商戶棄置食物的狀況 

在棄置食物方面，所有受訪商戶之中，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會棄置 18641.6 克可食用食物。 

在所有商戶之中，76.9%平均每星期棄置少於 5000 克可食用剩食，15.6%棄置 5000 至少於

30000 克，2.9%棄置 30000 至少於 55000 克，4.6%棄置等於或多於 55000 克可食用剩食(圖

表十)。 

 

如以有參與及沒有參與捐贈的類別劃分，有捐贈的商戶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棄置 21599.3

克可食用食物，沒有捐贈的商戶則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棄置14459.0克可食用食物(圖表五)。

街市回收在丟棄剩食以外，提供多一個選擇予商戶處理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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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9%

5000至<30000克

15.6%

30000至<55000克

2.9%

≧55000克

4.6%

圖表十：有參與捐贈的商戶的平均每星期的

食物捐贈量 (N=98)



6. 捐贈與不捐贈食物的考慮 

以上數據反映商戶捐贈食物予社區人士食用，是丟棄剩食以外，可選擇的處理剩食的主要

方法。然而，不少回收機構及團體反映，並不是很多商戶願意捐贈剩食，提及的原因包括

未有回收團隊定期協助收集、商戶空間不足、擔心會因食物安全而引起法津責任等。因此，

本調查亦會在此部分求證這三個範疇是否會影響商戶捐贈與否的考慮。 

 

6.1. 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 

在有捐贈的商戶之中，100%受訪者表示現時區內有食物回收團隊(圖表十一)，當中有大部

分受訪者(86.3%)表示有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圖表十二)。相反在沒有捐贈的商戶之中，

大部分(72.2%)則表示現時區內並沒有食物回收團隊，其餘 27.8%表示區內有回收團隊(圖

表十三)。以上數據反映，商戶知悉區內有食物回收團隊，而且能可穩定合作，與商戶會

否參與食物捐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同意

86.3%

不同意

6.3%
一般

7.4%

圖表十二：有捐贈的商戶有穩定

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 (N=95)

有

27.8%

沒有

72.2%

圖表十三：沒有捐贈的商戶所知，區內

有沒有回收團隊 (N=90)

有

100.0%

圖表十一：有捐贈的商戶所知，區內

有沒有回收團隊 (N=90)



 

若再仔細觀察沒有捐贈的商戶，那些表示區內有回收團隊但卻沒有捐贈的商戶之中(圖表

十四)，有 80.0%表示回收團隊從未接觸過該商戶邀請其參與食物捐贈。此外，分別有 58.8%

及 29.4%表示擔心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及沒有足夠空間及設施存放將捐贈的

剩食。其餘有 18.8%及 5.9%表示捐贈食物不會得到員工的支持及擔心免費派發食物會影響

生意額。 

 

至於那些表示區內沒有回收團隊而沒有捐贈的商戶之中(圖表十五)，有 42.9%商戶在同一

街市內有其他受訪商戶正在捐贈食物與回收團隊。由此可見，這批商戶或因為缺乏資訊

而未知同一街市內有回收團隊。 

 

 

圖表十四：表示區內有回收團隊但沒有捐款的商戶的意見 

 

 

 

 

 

 

 

 

 

 

 

 

  

商戶表示 百分比 

回收團隊從未接觸過該商戶 80.0% 

擔心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 58.8% 

沒有足夠空間及設施存放將捐贈的剩食 29.4% 

捐贈食物不會得到員工的支持 18.8% 

擔心免費派發食物會影響生意額 5.9% 

有

42.9%

沒有

57.1%

圖表十五：表示區內沒有回收團隊而沒有捐贈的商戶之中，

在同一街市內有沒有其他受訪商戶正在捐贈食物予回收團隊

(N=56)



 

6.2. 存放即將捐贈的剩食的空間及設施 

不同大小的鋪位在平均剩食量(F(2,150)=1.402, p=0.249)上沒有顯著的分别，但在平均捐贈

食物量上則有顯著的分别(F(2,147)=5.016, p=0.008)。在捐贈量上，佔 1 至 2 個鋪位的商戶

平均每星期捐贈少於 15000 克食物，佔 3 個鋪位的商戶雖然賣剩的食物量不是顯著的高，

其平均每星期捐贈超過 80000 克食物，從客觀數據反映空間有可能影響捐贈狀況(圖表十

六)。 

 

同樣地在訪問商戶的意見時，受訪者的主觀數據亦反映，存放即將捐贈的剩食的空間及

設施亦可能是商戶決定是否捐贈的考慮。超過七成(76.6%)有捐贈食物的商戶同意有足夠

空間及設施存放將捐贈的剩食，但只有接近一半(54.3%)沒有捐贈食物的商戶同意有足夠

空間及設施(圖表十七)。 

 

 

 

 

 

 

 

 

 

 

 

 

 

 

 

  

平均剩食量 (N=177) 平均捐贈量 (N=175)

佔1個鋪位 29642.3 14522.8

佔2個鋪位 82250.6 12646.6

佔3個鋪位以上 45580.3 857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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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十六：鋪位大小與捐贈量的關係



 

 

 

 

 

 

 

 

 

 

 

 

 

 

 

 

6.3. 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的擔憂 

不少商戶考慮捐贈食物時亦會擔心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沒有捐贈食物的商

戶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7.5%)表示「如商戶捐贈食物，會擔心因食物安全問

題而引致法律責任」，相對於有捐贈食物的商戶，較少受訪者(13.8%)表示會擔心因食物安

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圖表十八)。 

 

 

 

 

 

 

 

 

 

 

 

 

 

 

  

54.3%

76.6%

17.3%

11.7%28.4%
11.7%

沒有捐的商戶 有捐的商戶

圖表十七：商戶有足夠空間及設施

存放剩食(N=175)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37.5%

13.8%

13.8%

10.6%

48.8%

75.5%

沒有捐的商戶 有捐的商戶

圖表十八：商戶擔心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

致法律責任 (N=175)

同意 一般 不同意



 

7. 不同措施的重要性 

為了解社會及政府如何共同促進街食捐贈，減少丟棄剩食，調查亦訪問了商戶認為社會及

政府應如何處理剩食，以及可推行什麼措施或政策促進剩食捐贈。 

 

 

7.1. 社會處理剩食的方向 

受訪商戶就政府應採取什麼方向處理剩食排優先次序，當中有 87.4%的受訪者認為捐贈予

非牟利機構供社區人士食用應為最優先處理剩食的方向，另外有 12.6%認為回收廚餘並轉

化為肥料或能源為最優先處理剩食的方向，最後有 4.0%認為棄置於堆填區為最優先處理

剩食的方向(圖表十九)。 

 

 

 

  

4.0%

87.4%

12.6%6.9%

10.3%

81.7%89.1%

2.3% 5.7%

圖表十九：應採取處理剩食的方向的優次 (N=174)

首選 次選 第三選擇



7.2. 有效促進食物捐贈的措施 

在沒有捐贈食物的商戶之中，有超過一半(58.0%)受訪者認為如「有可信任及穩定合作的

食物回收團隊」便會捐贈可食用的剩食。其次有超過 4 成受訪者認為，如「在商戶附近

提供共用空間收集剩食」(44.4%)、「為商戶提供收集剩食的雪櫃」(44.1%)、「政府提供稅

務優惠或現金津貼」(43.8%)及「免除捐贈者因食物安全而引發的法律責任」(43.2%)便會

參與剩食捐贈。另外也分別有 36.1%及 18.6%的受訪者認為如「食物回收團隊能接受更多

種類的食物」及「為商戶提供相關知識及培訓」便會捐贈可食用的剩食(圖表二十)。 

 

在有捐贈食物的商戶之中，同樣地有超過一半(56.8%)受訪者認為「有可信任及穩定合作

的食物回收團隊」有效促使商戶捐贈更多可食用的剩食。其次有超過 3 成受訪者認為「政

府提供稅務優惠或現金津貼」有效促使商戶捐贈更多。另外分別有接近 2 成受訪者認為

「為商戶提供收集剩食的雪櫃」(22.8%)、「在商戶附近提供共用空間收集剩食」(22.1%)、

「免除捐贈者因食物安全而引發的法律責任」(19.0%)及「食物回收團隊能接受更多種類

的食物」(18.4%)有效促使商戶捐贈更多。最後有 10.2%受訪者認為「為商戶提供相關知識

及培訓」便會增加食物捐贈。 

 

 

 

 

 

 

 

 

 

 

 

 

 

 

 

 

 

 

 

 

 

 

 

44.4% 44.1% 43.8%

36.1%

18.6%

58.0%

43.2%

22.1% 22.8%

31.4%

18.4%

10.2%

56.8%

19.0%

圖表二十：有效促進食物捐贈的措施 (N=175)

原本沒有捐的商戶會捐贈剩食 有捐的商戶捐贈更多剩食



若實施以上所有措施，有60.2%正參與食物捐贈的商戶表示會捐贈更多剩食(圖表二十二)；

另有 84.5%原本沒有參與食物捐贈的商戶表示會捐贈剩食(圖表二十一)。 

 

 

 

 

 

 

 

 

 

 

 

 

 

 

 

 

 

 

 

 

 

 

 

 

 

 

7.3. 估算實施多項措施後的食物捐贈量 

調查中有 80 間沒有參與食物捐贈的受訪商戶中，近 68 間(84.5%)若實施以上措施後會參與

捐贈。根據圖表五，現時平均每個沒有捐贈剩食予社區人士食用的受訪商戶，每星期剩

餘 20917.8 克不可再出售的食物，按有捐贈的受訪商戶的捐贈比例作推算(即每 72588.5 的

剩餘食物會捐贈 30849.6 克食物，捐贈比例為 42.5%)，若實施以上措施，平均每個沒有參

與捐贈的受訪商戶會捐贈 8890.1 克可食用剩食，粗略估算 68 個商戶合共會每星期捐贈

604526.8 克食物，此外還未計算若實施以上措施正參與食物捐贈的商戶將增加的食物捐贈

量。從此可見以上能有效增加食物捐贈量。 

 

 

會捐

84.5%

不會捐

15.5%

圖表二十二：若實施以上全部措施，

有多少原本沒有捐的商戶會捐贈剩食 (N=71)

會捐更多

60.2%

不會捐更多

39.8%

圖表二十一：若實施以上全部措施，

有多少有捐的商戶會捐贈更多剩食 (N=93)



 

 

8. 商戶調查小結 

從以上訪問商戶的調查之中，是否有回收團隊、空間、法津責任等因素會影響商戶會否捐

贈剩食，而促成有可信任及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提供空間及雪櫃、提供津貼或優惠、

免除捐贈者的法津責任等措施則有助促進捐贈。 

 

以上統計亦顯示街市回收在丟棄剩食以外，提供多一個選擇予商戶處理剩食。除此以外，

本研究亦訪問了回收隊的職員，從中探討在回收隊的角度此類計劃有何意義。 

 

  



 

9. 受訪回收隊員工的背景資料 

9.1. 員工的個人資料 

本調查合共邀請了 44 位回收隊員工接受訪問，當中男性、女性各佔一半(圖表十五)。 

 

年齡方面，接近一半受訪者為 50 歲以上(45.0%)，其餘 31 歲以下、31 至 40 歲及 41 至 50

歲分別有 22.5%、20.0%及 12.5%(圖表十六)。受訪者年齡中位數為 45 歲。 

 

住屋類型方面，有接近一半(48.8%)受訪者居住在公屋、39.0%居住在私樓獨立單位
4
、7.3%

住在居屋，及 4.9%住在其他類型的住房
5
(圖表十七)。 

 

 

 

 

 

 

 

  

                                                      
4
 有獨立大門的私樓獨立單位。 

5
 其他類型的住房包括沒有獨立大門的私樓獨立單位、私人臨時房屋、非作住宅用途的地方（如皮間房、

梗房、床位閣仔、宿舍宿位、木屋、天台屋、工廈及街道）。 

男

50.0%

女

50.0%

圖表十五：性別 (N=44)

31歲以下

22.5%

31-40歲

20.0%

41-50歲

12.5%

50歲以上

45.0%

圖表十六：年齡 (N=40)

私樓獨立單

位

39.0%

居屋

7.3%

公屋

48.8%

其他

4.9%

圖表十七：住屋類型 (N=41)



 

9.2. 員工的工作內容 

受訪員工之中，大部分主要的工作內容為收集(97.7%)、篩選(93.0%)及分發(85.7%)食物。

此外亦有部分受訪者需要遊說商戶(15.9%)及組織街坊(14.6%)。有小部分(均有 9.1%)受訪者

亦會負責統籌計劃及招攬服務使用者(圖表十八)。 

 

10. 街市回收對回收隊員工的意義 

10.1. 工作意義 

調查訪問回收隊隊員做這份工作的原因，當中最多人認為做這份工作是因為能夠減少食

物浪費(97.7%)及能夠服務社區中有需要的人(97.7%)，反映食物回收工作能夠提供一個具

特別意義的工作機會予回收隊的職員(圖表十九)。  

 

9.1% 15.9% 9.1%

97.7% 93.0% 85.7%

14.6%

圖表十八：受訪者的工作內容 (N=44)

受訪者的工作內容 (N=44)

97.7% 97.7%

65.0%
47.5% 42.9%

31.6% 24.3%
2.9%

2.3% 2.3%

17.5%
32.5% 38.1%

39.5%

24.3%

17.1%

0.0% 0.0%
17.5% 20.0% 19.0%

28.9%

51.4%

80.0%

圖表十九：回收隊隊員做這份工作的原因 (N=44)

同意 一半半 不同意



 

10.2. 交通方便 

其次分別有超過一半(65.0%)受訪者因為交通方便而做這份工作(圖表十九)。受訪職員由居

所到工作地區需時中位數為 20 分鐘，並只有 46.5%需要跨區工作
6
(圖表二十)，遠較全港

跨區工作的工作人口比例低(77.1%)
7
。 

 

 

 

 

 

 

 

 

 

 

 

 

 

10.3. 工作時間較有彈性 

接著有接近一半(47.5%)受訪者因為工作時間較有彈性而做這份工作(圖表十九)。大部分受

訪職員 (85.0%)為兼職(每星期工作 30 小時以下)，只有 15.0%為全職(每星期工作 30 小時

或以上) 職員(圖表二十一)。受訪者每周平均工作時數為 15.8 小時。 

 

 

 

 

 

 

 

 

 

 

 

 

 

 

                                                      
6
 即由住所與工作的地點屬不同的區議會分區。 

7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2016 年中期人口統計，不包括無固定地點及在家工作的工作人口。 

同區工作

53.5%

跨區工作

46.5%

圖表二十：由居所到工作地區是否要跨區 (N=43)

全職

15.0%

兼職

85.0%

圖表二十一：工作時數 (N=40)



10.4. 賺取收入 

另外亦有 42.9%受訪者為了賺取收入而做這份工作(圖十九)。受訪者每小時薪
8
金中位數為

$46，當中有 14.7%受訪者每月薪金少於$1001，55.9%受訪者每月薪金為$1001 至$3000，另

外分別有 8.8%、8.8%及 11.8%受訪者每月薪金為$3001 至$5000、$5001 至$7000 及多於

$7000(圖表二十二)。 

 

 

 

 

 

 

 

 

 

 

 

 

 

 

 

 

 

11. 食物回收隊員工調查小結 

食物回收工作提供一種就業機會供社區人士選擇，尤其中年人士。食物回收作為其中一種

工種選擇，其特色在於其工作意義，此外這類工作具工時彈性的特質，也適合部分人士選

擇。其次，食物回收工作也能為員工提供賺取收入的機會。 

 

 

  

                                                      
8
 大部分受訪者(92.7%)以時薪方式計算薪金。 

少於$1001

14.7%

$1001至

$3000
55.9%

$3001至

$5000
8.8%

$5001至

$7000
8.8%

多於$7000

11.8%

圖表二十二：平均每月薪金 (N=33)



12. 總結及建議 

現時社會有不少到地區街市收集剩餘食物再分發給社區人士的項目，然而剩食棄置量仍維

持在非常高的水平。為檢示是地區街市仍有多少剩食回收的空間，並探討食物回收的意義，

社聯透過訪問地區街市商戶及食物回收隊的員工了解剩食回收的狀況及其意見，並尋找有

效促進食物回收的政策措施。 

 

是次研究主要發現： 

- 街市商戶的剩食捐贈與棄置量 

街市回收在丟棄剩食以外，提供多一個選擇予商戶處理剩食。調查中平均每個受訪商

戶每星期會剩餘 47916.4 克不可再出售的可食用食物。受訪商戶中有 55.6%會捐贈可食

用剩食供社區人士食用，44.4%則不會。平均每個商戶每星期會棄置 18641.6 克剩食，

以及平均捐贈 24590.1 克不可再出售的可食用食物予社區人士食用。 

 

- 商戶是否參與剩食捐贈會有不同的考慮： 

- 是否有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 

商戶知悉區內有食物回收團隊，與商戶會否參與食物捐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在

有捐贈的商戶之中，100%受訪者表示現時區內有食物回收團隊，當中 86.3%受訪

者表示有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然而有 72.2%沒有捐贈的商戶表示區內並沒

有食物回收團隊。 

- 是否有足夠的空間及設施存放即將捐贈的剩食 

存放即將捐贈的剩食的空間及設施亦可能是商戶決定是否捐贈的考慮。在捐贈量

上，佔 1 至 2 個鋪位的商戶平均每星期捐贈少於 15000 克食物，佔 3 個鋪位的商

戶雖然賣剩的食物量不是顯著的高，其平均每星期捐贈則超過 80000 克食物。 

- 會否有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的擔憂 

不少商戶考慮捐贈食物時亦會擔心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沒有捐贈食

物的商戶之中，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37.5%)表示「如商戶捐贈食物，會擔心

因食物安全問題而引致法律責任」，較少有捐贈食物的商戶(13.8%)表示會擔心。 

 

- 有效促進食物捐贈的措施 

不同措施均有效促進食物捐贈，包括「有可信任及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在商

戶附近提供共用空間收集剩食」、「為商戶提供收集剩食的雪櫃」、「政府提供稅務優惠

或現金津貼」、「免除捐贈者因食物安全而引發的法律責任」、「食物回收團隊能接受更

多種類的食物」及「為商戶提供相關知識及培訓」。若實施以上所有措施，有 60.2%正

參與食物捐贈的商戶表示會捐贈更多剩食， 84.5%原本沒有參與食物捐贈的商戶則表示

會捐贈剩食。 

  



 

- 食物回收工作的特色 

食物回收工作尤其為中年人士(受訪者隊員工的年齡中位數為 45 歲)提供就業機。食物

回收工的特色在於其工作意義、工時彈性的特質及提供賺取收入的機會。調查訪問回

收隊隊員做這份工作的原因，最多基於其工作意義(各有 97.7%認為工作能夠減少食物

浪費及服務社區中有需要的人)，其次有 47.5%受訪者因為工作時間較有彈性，另有 42.9%

受訪者為了賺取收入而做這份工作。 

 

街市回收在丟棄剩食以外，提供多一個選擇予商戶處理剩食。街市回收的意義，在於一方

面能減少堆田區的負荷，亦同時提供一種特別的就業機會予社區人士選擇。然而地區中因

未知悉或沒有回收團隊、缺乏空間、擔心有法津責任等因素會影響商戶捐贈剩食的意欲，

因此政府可考慮： 

 

- 促成有可信任及穩定合作的食物回收團隊 

為社區團體提供支援(例如在資金、地方設施、聯繫等方面)，以在地區中建立更多食物

回收團隊，並支援地區團體的持續運作，與商戶建立持久穩定的合作關係，並協助其

擴闊可收集食物的類別． 

 

- 支援商戶以鼓勵食物捐贈 

考慮為街市商戶提供各類的支援，包括軟件(如提供相關知識及培訓)及硬件上，建議在

街市內提供空間或設施(例如雪櫃)，以支援因空間或設施不足而難以捐贈食物的商戶，

或可研究提供津貼或優惠予商戶以鼓勵捐贈的可能性。 

 

- 立法免除捐贈者的法津責任 

參考海外經驗，如美國的「Bill Emerson 好撒瑪利亞人食品捐贈法案」，訂立法例免除捐

贈者和非牟利機構因為所捐出食物的性質、出產時間、包裝和狀態而引起的民事和刑

事責任。加拿大、意大利，澳洲部分省份亦有類似法案。當局需認真研究及考慮制定

食物捐贈者及慈善機構免責條款的法例，釐清食物安全責任以鼓勵商戶安心捐贈食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