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共同購買小組成立前後的一些資料 

2000 年前後，嘉道理農場及香港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分別大力推動有機種植，香港的有機農

民人數激增，但有機蔬菜銷售的市場仍未建立起來，農民的產出苦無出路。 

2002 年嘉道理農場開始舉辦有機大使課程，及其他消費者教育活動 

2003 年 4 月，香港政府成立可持續發展基金 

2003 年 9 月，幾個有機大使在太和婦女中心辦共同購買，後因與中心有路線分歧，暫時停止 

2003 年 11 月，嘉道理農場舉行第一次的社區支持農業研討會 

2004 年開始，很多 NGO 向可持續發展基金申請撥款，讓屬下機構搞 共同購 買項目 

2004 年 11 月，有機大使終於在大埔找到新的落腳點，由一個 NGO 借出地方（仁愛堂在大埔

運頭塘邨的青少年服務中心），於是正式名命為大埔共同購買小組 

2005 年，嘉道理農場與一個 NGO 及一個半官方機構合辦全港第一個定期的農墟 

2006 年，嘉道理農場出版【從三斤半菜開始】，介紹本地 11 個共同購買的故事 

2009 年，嘉道理農場與幾個 NGO 聯合舉行「香港共同購買何去何從研討會」（當時應邀出席

交流的 CSA 有 12 個） 

2006-2010 年，不同類型的 CSA 最蓬勃的時期（高峰期有二十多個） 

2012 年，全港 CSA 數目大約是 7、8 個；定期的農墟有 6 個  

從 2000 年至今，大陸來港蔬菜出現農藥殘留問題間歇地出現 

近年來 CSA 數目減少的原因很多，包括(1) NGO 領導人更替後改變對 CSA 的支持、(2) 負責的職

員離職後後繼無人、(3) 可持續發展基金資助結束後（一般是 2-3 年）沒有資金或人手繼續等。

大埔共同購買沒有任何資金支持，不從屬任何 NGO，全靠義工維持的一個共同購買，為甚麼

可以持續 8 年？ 

 

大埔共同購買小組的基本情況（每周訂菜一次） 

組員:           約 700 人  (8 年來累積數字) 

現今活躍組員: 50-60 人 

今周訂菜人數: 30 人  (一般是 20-60 人) 

今周訂菜重量: 300 斤  (最少約 150 斤，最多約 450 斤)   一斤=16 兩=0.454 克 

義工人數:  15 人  (8 年來前後約 50 人) 

場地：  大埔運頭塘邨鄰里社區中心（場地屬政府民政署，但由一個 NGO 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