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穎) 承接虎年旺勢，市場普遍
看好兔年樓市。美聯物業認為，兔年樓市料由於用家主
導，故會呈現較穩健的一面；而由於今年樓市將受政策
及息口走勢影響，因此市民在入市前要認真考慮市況的
變化，採用「動攻靜守、息息相關」策略，即動靜結合
的攻守兼備，在樓市急速變化之時要更快採取行動，而
在樓市淡靜時應沉㠥持貨。更重要的是面對息口變化
下，要確保自己有足夠的防守能力，以應對額外增加的
還款。

美聯：要確保防守能力
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昨日於記者會時表示，美

聯物業資料研究部預期踏入兔年，發展商將加快推盤步
伐，預計首季推盤量將超越去年第4季度，料約2,000
伙，惟仍受政策因素影響，難以達到去年第三季度的
2,904伙水平。在此情況之下，今年首季度一手住宅成交
量可望超越去年第4季度，達到約1,800宗。綜觀兔年首
季積累大批購買力及派發花紅等利好因素支持，預計首

季一手推盤量將於去年第四季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從
而帶動一手交投量向上。

被訪者7成看樓價上升
而根據該分行最新進行之兔年樓市問卷調查顯示，在

隨機訪問的148名市民中，有111名被訪者認為兔年樓價
仍然上升，所佔比率高達75%，而認為兔年樓價平穩及
下跌的分別佔21%及4%，可見大部分受訪者對於兔年樓
市表現仍然看好。而眾多影響樓市表現的因素當中，有
32%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政策將會最影響兔年樓市表現，
其次有27%的受訪者認為本港息口的變化對於兔年樓市
影響最大。通脹因素比例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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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昨日啟動撤僑行動，急遣4架包機赴

埃及接載滯留的內地旅客，同時接載受困當地的

港人，再次顯示中央「以民為本」、「外交為民」

的執政理念，在海外救援中不僅有效保護內地同

胞和中國僑民，而且惠及港人。由於香港在處理

海外救援事宜上存在不少限制，在形勢危急之

下，由中央出面解決問題是恰當而有效的做法。

近年隨㠥內地居民出國旅遊人數不斷上升，內地

的海外救援能力不斷提高，手段愈趨成熟，特區

政府應積極推進香港與內地的海外救援合作，為

海外港人提供更周全的保障。

近年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華人在海外遇襲

或受困事件屢有發生，中央政府躬行以民為本執

政理念，在保障包括港澳台同胞等中國公民和華

人在海外的權益方面，已多次展開高效、迅速、

妥善的救助行動。例如向在埃及遭遇車禍的港人

提供緊急救助，為所羅門群島受騷亂之害的僑胞

伸出援手，在泰國騷亂發生後果斷派出包機接載

國民等。這既體現出將「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

融入外交工作，也折射出在國際安全局勢複雜多變

的背景下，中國領事保護機制正日趨完善成熟。

這次埃及騷亂，有數百名港人滯留當地，有意

見認為特區政府應派出包機接回滯留港人。應看

到的是，撤僑行動涉及面廣，包機往埃及牽涉不

少國家的航空權問題，並非一時三刻可以處理。

由中央包機同時接載港人，將不必浪費時間去處

理各種航權問題，及時對受困港人拖援。而且此

舉亦符合經濟效益，在現時情況來說是合適的做

法。然而，當局也要汲取事件的經驗教訓，未來

再發生類似的騷亂時，應以寧緊莫鬆的態度發出

高級別的旅遊警示，寧願有備無患，也勝過有危

機時才急急救援。

港人人均出外公幹及旅遊的次數在全球屬前

列，但本港卻缺乏一個統籌處理旅遊危機的部門

或機制，澳門早已設立旅遊危機辦公室，在多次

事故中屢建奇功，但本港至今只有一個旅遊警示

機制，對於統籌海外救援行動往往顯得有心無

力。當局應盡快設立海外災難緊急應變機制，如

有港人在外地遇到大型天災人禍，常設緊急應變

機制即時啟動，統籌及執行應變措施。同時，當

局應加強與內地在海外救援上的協作，一旦港人

在外地遇到大型天災人禍，港府可與中國使領館

密切溝通，第一時間為受影響港人提供援助，甚

至聯手派出包機接載兩地民眾，既可及時有效地

施援，也符合經濟效益。

(相關新聞刊A1、A2及A4版)

政府昨天公布，2010年12月份財政盈餘為418

億元，本財政年度首9個月（截至12月31日）則

錄得590億元盈餘。有消息指，財政司司長曾俊

華計劃在即將公布的預算案中提供電費補貼等一

次性紓困措施，以緩解通脹飆升的影響。本港進

入通脹上升期，政府有巨額盈餘，市民要求「派

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也要看到經濟前景未

明，政府財政收入可能波動，「派糖」必須量力

而為，而且要重視有針對性地援助過往未能受惠

紓困措施的基層市民。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積

極推動經濟發展，為本港經濟帶來新增長點，藉

以創造財富，改善民生。

本港經濟迅速復甦，地產市道暢旺，特區政府

庫房豬籠入水，估計今個財政年度盈餘將高達

700億。值得留意的是，財政盈餘豐厚得益於資

產市場向好，去年12月的盈餘主要來自338億元

的財政儲備投資收入入帳。早前金管局公布，外

匯基金去年投資獲利較前年少26%，已預示今年

投資市場風險更高。今年一方面經濟不明朗因素

增加，另一方面隨㠥經濟擴張，帶動本港物價如

租金、交通費等快速上漲，全球食品和商品價格

上升帶動輸入性通脹。面對本港整體通脹很可能

持續爬升，政府更加需要保持審慎的理財原則，

不僅要有一次性的「派糖」抵消部分通脹，更要

保持足夠的財力，為應付通脹進一步升溫留有後

㠥。

過去政府的紓困措施，多採取一刀切式「派

糖」，務求人人有份，而無公屋住、無交稅、無供

樓的「三無」人士屢屢成為紓困的「漏網之魚」，

得不到任何照顧。在通脹不斷升溫下，在職貧窮

問題日趨嚴重。「三無」人士自食其力，不增加

政府的福利負擔，反而受助最少，產生獎懶罰勤

的效果。政府已經察覺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透過

提供交通津貼、設立關愛基金等措施，紓緩在職

貧窮問題。因此，財政司司長若再度「派糖」，應

考慮將幫助重點放在「三無」人士身上，發揮消

弭民怨、鼓勵就業的效果，避免「派糖」成為向

政府伸手的慣例。　

「派糖」只能解市民一時之困，要長遠紓緩通

脹，改善民生，根本之道要靠發展經濟，創造就

業，提升收入。國家的「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

提升香港競爭優勢，港府應該善用機遇，積極進

取地加強與廣東、深圳的良性合作，拓展本港的

產業發展空間，推動經濟增長及經濟轉型，讓港

人分享到更多經濟繁榮的成果。

(相關新聞刊A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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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樓價負擔率亞洲最高
RICS：3成夾心階層買不起 樓價看升1成

中環商廈呎租110元全球最貴

兔年樓市策略 動攻靜守

㞫
基
內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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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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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多間研究機構不

約而同指出本港樓價已經升至全球最貴。在低息

環境支持及供應短缺等因素夾擊下，英國皇家特

許測量師學會(RICS)昨天發表報告指出，本港樓

價的負擔比率已高達22.72，為亞洲區最高，3成

夾心階層無法買樓，但對今年樓價仍看升1成。

此外，中環核心區寫字樓租金在去年飆升5成，

呎租達110元，已躍升為全球最貴商

業租金城市。

本港私人住宅需求預測
RICS預測：基數 RICS預測：新單位總數量

(納入其他因素例如拆卸)

未來5年(至2016) 每年20,200伙 每年22,000伙

未來10年(2021) 每年19,900伙 每年22,000伙

未來20年(2031) 每年17,900伙 每年19,500伙

亞洲不同城市樓價與收入比率(PIR)
排名 城 市 PIR (2010) PIR (2009) 自有住房率

1 香　港 22.72 21.19 52%
2 上　海 20.68 18.08 80%
3 首　爾 16.29 14.35 52%
4 曼　谷 15.96 10.5 56%
5 新加坡 14.35 21.29 89%
6 東　京 11.64 19.75 45%
7 台　北 11.5 10.53 82%
8 吉隆坡 11.27 10.87 80%  

今年㞫基本港樓盤推售資料
住宅項目名稱/地段 單位數目 單位呎數

上環尚賢居 136 約488至1,954平方呎

銅鑼灣告士打道 177 約484至2,295平方呎

(前金國大廈)

粉嶺馬會道別墅 16幢 約3,000至4,300平方呎

西環保德街 135 約460至750平方呎

太子道界限街66號 39 約1,300至2,500平方呎

(前九龍麗東酒店)

馬鞍山落禾沙* 919 約650至4,500平方呎

元朗大棠路116地段* 2,582 約500至2,000平方呎

商業項目名稱/地段 單位數目 單位呎數

利眾街 26 約8,000平方呎

合共單位總數 4,030伙

註： *聯合代理項目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會昨日
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本港樓價
與收入比率(中價住宅價格除以家
庭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數)高達
22.72，冠絕亞洲區。早前美國一
間顧問公司公佈的調查數據亦指
出，香港樓價較澳洲、加拿大、
愛爾蘭、新西蘭、英國及美國主
要大城市更高，再次證實本港樓
價「冠絕全球」的「地位」。
更令人唏噓的是，RICS數據顯

示，港人自有物業比率僅約
52%，在亞太區8個主要城市中，
僅高於東京的45%，與首爾(樓價
與收入比16.29)同樣排名次低，卻
遠低於上海及吉隆坡的80%、台
北的82%、新加坡的89%。RICS更進一步指出，本港約30%家
庭收入介乎於私人住宅及公屋之間，既無資格申請公屋，亦沒
有能力購買私樓，是名副其實的夾心階層。

未來兩年住宅供求嚴峻
對於造成此一問題，協助RICS做研究報告的理大建築及房

地產學系教授許智文批評，主要由於政府03年起停建居屋，及
暫停賣地所致，使本港住宅供應一直低於需求。縱使去年增加
土地供應，但計及遷移、結婚、離婚、空置、舊樓重建等，
RICS認為未來5年，年均單位需求達2.2萬伙，但未來兩年年均
供應量卻僅11,200伙，供求失衡嚴峻。

空置3.8% 中小戶不足
另外，本港大、小單位供應亦出現嚴重失調，許智文指，目

前全港單位空置率約4.3%，但中小型單位空置率低至3.8%，
而大單位則高達10.5%，反應中小型單位嚴重不足。

建議盡快推出置安心
RICS香港分會房屋政策工作小組主席謝建華建議，政府應

盡快落實置安心計劃，並提供更多單位及降低入息門檻，以幫
助夾心階層。許智文亦稱，內地「公租房」政策亦值得本港借
鏡；另外在增加拍賣外，加快更改土地用途、換地程序及簡化
有關程序，亦是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之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趙建強) 㞫基地產在
去年本港的賣樓收入85億元，該公司計劃今
年繼續加快推盤速度，預計全年推盤量約達
1,000伙，連同約200伙尾貨單位，估計可套
現100億元。內地樓盤方面，㞫基在11個城
市會增加推出10至15個樓盤，涉及單位達1
萬伙，可望套現100億元人民幣。

涉及11城市 收益或超香港
㞫基地產營業部總經理林達民昨天表示，

㞫基今年在內地的樓盤可推出約10至15個，
視乎預售證批核速度而定，主要為二線城
市，如蘇州、南京、宜興、重慶、徐州、西
安、成都、瀋陽、鞍山、大連及長沙等，估
計可售單位近萬伙，套現可達100億元人民
幣，內地售樓收益有機會超越香港。

本港推千伙 料套現百億
農曆新年將至，㞫基昨公佈全年售樓大

計，林達民表示，今年將推出8個全新項
目，其中上環尚賢居、銅鑼灣告士打道前金
國大廈、及柴灣利眾街商業大廈預計可於今
年首季至次季推出，其餘則可於第四季應
市，估計總計涉及約1,000個單位。其中尚賢
居涉及136伙，而前金國大廈約177伙，至於
利眾街商業大廈項目，樓高26層，將全層出
售，每層面積約8,000方呎。
今年將推出而較為大型的項目有馬鞍山落

禾沙，項目涉及919伙單位，面積約650至
4,500方呎，由㞫基及新世界合作發展，預計
今年將會推出第一期約100伙單位。另外，
元朗大棠路項目，涉及2,582伙，面積由約
500至2,000方呎，預計今年內推出約500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邱婷）地產顧問公司高緯環球對亞太區主要
城市核心區甲級商廈平均租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本港中
環寫字樓租金升51%，每月平均租金呎價達110元，已超越東京及倫
敦西部成為全球寫字樓租金最昂貴的地區。高緯環球預計，今年本
港甲級寫字樓租金升幅平均可達20%至25%，港島區的升幅有機會更
高。

高緯：寫字樓嚴重求過於供
高緯香港及中國華南區總經理蕭亮輝表示，去年全港甲級商廈吸納

量達242萬平方呎，數字直逼07年高峰的270萬平方呎，現時本港寫字
樓嚴重求過於供，各區平均待租率僅為6.1%，加上未來三年新供應量
總計僅240萬平方呎，相信寫字樓租金於未來1至2年持續高企。

部分跨國企業研遷星洲內地
高緯環球商務部代理服務董事霍佐平指出，現時已有部分跨國企

業開始研究將亞太區總部或部分非核心及低增值部門遷往新加坡、
內地等租金較低的地區。他呼籲政府增加寫字樓土地供應，以免長
期高租金削弱香港在亞洲區內的競爭力。

住宅市場方面，該公司預計今年升幅將不及去年高，全年約有5-
10%升幅。董事及測量師張翹楚認為，政府應重新考慮定期推出土
地拍賣，而非僅依靠勾地方式，以增加土地供應的主導性及穩定市
民對政府土地供應的信心，政府還應考慮增加興建只租不賣的公屋
及放寬公共房屋的申請，因該措施較興建可
轉讓的居屋更有效。

商舖方面，該公司商舖部董事胡泳詩表
示，去年新落成的核心區商場總面積達100萬
平方呎，主要集中於尖沙咀區，現時出租率
接近100%，反映零售業需求殷切，預料隨㠥
訪港旅客數字增加，今年核心區的商舖租金
有機會上升10-20%。

核心區超甲級寫字樓租金排名
城市 2009租金 排名 2010租金 排名 按年變化

港元/呎 港元/呎

東京 106.3 1 107.8 2 1%

香港 92.4 2 139.5 1 51%

倫敦西 77.4 3 96.5 3 25%

去年亞太主要城市
核心區甲級商廈平均租金
排名 城市 港元

方呎

1 香港 110.3

2 東京 108

3 新加坡 54.5

4 孟買 52.2

5 新德里 43.5

6 胡志明市 38.1

7 悉尼 35.3

8 柏斯 32.9

9 布里斯班 31.1

10 墨爾本 30

11 上海 26.2

12 北京 22.3

■香港住宅負擔比率升至亞洲最高，去
年中環甲級寫字樓租金也飆升5成，呎
租達110元，貴絕全球。小圖為高緯環
球香港及中國華南區總經理蕭亮輝。

■英國皇家特許測量師學
會香港分會房屋政策工作
小組主席謝建華，呼籲港
府增加土地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建強 攝

■㞫基地產
營業部總經
理林達民披
露 售 樓 大
計。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趙建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