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來「熱錢」流入香港樓市，早前
一名惠州「80後」少婦以3.45億元購
入凱旋門頂層成為城中熱話。地產界

人士指出，內地投資者已成為香港樓市
「常客」，約佔一手樓市場4至5成客源，
而且內地買家遠至內蒙鄂爾多斯，可見
內地人是相當熱衷於投資香港樓市。但
若要限制境外人士來港置業，無論地產
業以至法律界，均認為不太可行，姑且
不評估對香港「自由經濟市場」名聲的
影響，單是司法挑戰已是非常棘手的難
題。

富二代佔內地買家20%
香港一直以來奉行自由市場理念，本

地人及境外人士都可以自由買賣香港房
地產。據業界資料，現時香港總體樓市
交易，內地客約佔15%，一手樓更佔
40%至50%。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周
滿傑指出，目前香港部分指標性的屋
苑，成為內地人的投資目標，「特別是
一手樓市場，只要是他們熟悉的發展
商，樓價不高於2萬元一呎，他們幾乎
都會爭相購買。」
周滿傑指出，來港購買豪宅的內地人

來自全國各地，「遠至內蒙鄂爾多斯都
有。」近年更多了80後的「富二代」加
入「戰圈」，其中最近以3.45億元成交的
凱旋門頂層，買家正是一名惠州28歲少
婦，這批「富二代」佔內地買家約
20%。
但若要限制內地人來港買樓，周滿傑

認為可行性低，「香港是自由市場，不
可能限制某些人的買賣行為，其他國家
的人來港買樓又如何？要如何界定一條
清晰的分界線？」對於將香港一般住宅
市場與豪宅市場分割，只限制境外人士
買賣一般住宅的建議，周滿傑亦認為不
可行，「現在的私樓樓盤，包裝一下都
說是豪宅，如何分兩個市場？」

大律師指或牴觸基本法
大律師陸偉雄認為，限制境外人士來

港買樓是不可行，甚至會牴觸基本法，
「在香港，任何人都有自由置業，你不
可以限制買家的身份。」而且亦有違自
由經濟原則，甚至有機會被控歧視。他
指出，限制買家身份在執行上亦有困
難，境外人士可以透過代理人、信託
人，以至公司名義、基金名義⋯⋯林林
總總的方法在香港買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倡非港人買樓設限

張炳良籲穩樓市
指現行房屋政策供不應求 需不同形式復建居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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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處理僭建物一視同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申訴專員指港

府嚴厲打擊市區僭建，但在處理新界村屋僭建物
問題寬鬆，做法「厚此薄彼」，而部門執法態度
散漫，容許業主「拖字訣」，即使法例賦權可入
屋調查，勒令或代為清拆僭建物，甚至取消地
契，但當局過去4年發出721個清拆令，至今仍有
60%僭建物尚未拆除。
屋宇署及地政總署目前可對新界村屋的違例建

築工程採取執法行動，屋宇署可根據《建築物條
例》第24條發出法定命令，要求業主在指定限期
內清拆任何非法或危險的構築物，否則該署可以
代為清拆，並向業主追討費用。業主如不遵從清
拆令，即屬違反《建築物條例》，可被判處監禁
及罰款。

收2161個案 888宗未採行動
地政總署可對違反土地契約條件的違例工程採

取執法行動，可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
清拆違例構築物，亦有權重收土地及取消地契。
不過，申訴專員調查後發現，屋宇署過去4年發
出721個清拆令，只能分別清拆285僭建物；地政
總署期間收到2,161宗個案中，有888宗未有採取
行動，更從未運用取消地契權力。
申訴專員調查發現，屋宇署及地政總署自2001

年起放鬆對新界村屋的規管，僅針對「正在施工」
的違例建築工程執法，即使僭建部分仍在裝修，
只要主體結構已經落成，則不能執法。公署批評
有關做法有違常理邏輯，新界村屋的執法明顯較
其他類別樓宇寬鬆，炮轟做法「厚此薄彼」，部
門執法「拖延苟且，欠缺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領匯早前承諾改善屬
下物業的無障礙設施，惟進度備受質疑。民建聯上月
抽查85個領匯旗下商場，結果發現67%商場的無障礙
設施未有明顯改善。在各類無障礙設施中，以失明人
士引路徑、客用升降機語音報層系統及出入口處的下
斜通道最為不足。
民建聯在巡視中又發現領匯聲稱已完成改善工程的

慈雲山中心，其中最常用、連接商場及巴士總站的樓
梯尚未設置斜道，質疑領匯根本「無心做」，敷衍了
事。領匯回應指，會以「最合理可行原則」全面提升
旗下商場的無障礙設施，以達到屋宇署要求。

民建聯調查指進度緩慢
民建聯去年8月曾就領匯屬下商場的無障礙設施進行

調查，直至上月再抽查其中85個商場跟進。發現其中
57個商場的無障礙設施無顯著改善，28個商場則有不
同程度改善，如部分出入口已加設下斜通道等，但整
體改善進度仍然緩慢。
調查又發現，領匯商場對失明人士及使用輪椅人士

的無障礙設施尤其缺乏。75.3%商場欠缺失明人士引路
徑；48.6%商場的客用升降機欠缺語音報層系統；

37.6%商場的下斜通道不足。部分商場更欠缺客用升降
機(15.3%)及輪椅人士專用洗手間(11.8%)等設施。

巴士總站無斜道礙輪椅客
領匯曾承諾會斥資不少於2億元，改善轄下物業的無

障礙設施，並於今年3月對平機會建議的8個項目完成
改善工程。惟民建聯巡查聲稱已完成改善工程的慈雲
山中心時，發現商場內多處無障礙設施仍有不足處，
包括最常用、連接商場及巴士總站的樓梯尚未設置斜
道。至於其他屋 商場的改善工程進度同樣欠理想，
如屯門蝴蝶 商場內，只設有扶手電梯及貨用升降

機，輪椅人士如要前往商場內的超市及
酒樓，被迫要經過兩重防煙門才能乘搭
貨用升降機到達。

領匯：已投放2億改善

民建聯秘書長彭長緯批評，領匯雖承諾改善無障礙
設施，但改善工程無指引可循，落實時間表亦欠缺透
明度，質疑領匯未有盡力進行改善工程。民建聯稍後
將約見平機會，要求平機會敦促領匯盡快改善問題。
領匯發言人回應表示，未來5年將投放不少於2億

元，以「最合理可行原則」，全面提升旗下商場的無障
礙設施，達至屋宇署發布的《設計手冊：暢通無阻的
通道2008》及相關要求。稍後亦會在公司網頁公布未
來6個月無障礙設施提升工程時間表，並報告過去3個
月的工程進度，有關資料將定期作出更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府處理新界村
屋僭建物的政策被申訴專員批評過於寬鬆，港府隨
即與鄉議局商討「理順方案」。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
表示，基於歷史背景關係，新界村屋和市區樓宇的
規管制度不一，但絕非優待新界人，當局處理所有
僭建物時均以公眾安全為首要考慮，執法亦一視同
仁。有鄉議局理順小組成員透露，當局傾向豁免村
屋天台的玻璃屋等僭建物，並重點「理順」樓層超
出3層規定的村屋。

規管制度不同 無優待新界人
申訴專員早前批評屋宇署嚴厲打擊市區僭建物，

但在處理新界村屋僭建物問題寬鬆。發展局局長林
鄭月娥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稱，當局處理僭建物的
政策沒有優待新界人，只是新界丁屋及市區建築物
有兩套不同規管制度，前者由地契規管，若超出地
契指定的規模時，便根據《建築物條例》規管，情
況與處理市區樓宇僭建物一致。

商討理順方案 玻璃屋或豁免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僭建物數量龐大，當局在執

法時以公眾安全為首要考慮，不論在市區或新界的
僭建物，如有即時危險，屋宇署會採取執法行動，
執法亦一視同仁，不會因擁有人或業主背景而採取
不同的做法。她又稱，過去亦曾發現有村屋超出3層

的規限，被要求清拆；亦有
個案要求業主清拆違規建築
物。
港府現正與鄉議局商討新

界村屋僭建物的「理順方
案」，林鄭月娥稱雙方希望遏
止新增更多村屋僭建物，並
認同要有方法處理有關問
題。她表示，有關理順安排
亦曾用於市區建築物，「以
小型工程為例，當局未有要
求拆除市區樓已有的小型僭
建物，如冷氣機支架、晾衣
架和小型簷篷。廣告招牌規
管也有類似安排，當局為免
影響營商環境，只要商戶找
專業人士認證招牌不會構成公眾安全，核准後便不
用拆卸，但每5年須再核准」。
鄉議局理順小組成員林國昌表示，已與發展局官

員商討有關安排。他透露，當局傾向豁免天台玻璃
屋，因為其重量有限，對樓宇負荷影響有限，性質
與冷氣機及簷篷類似。另外，當局較關注樓層超出3
層規定的村屋，擬重點「理順」，但問題較複雜。屯
門鄉事委員會主席何君堯表示，居民在天台加建簷
篷和玻璃屋多數為了隔熱目的，是配合實際需要。

驗明結構安全 可批臨時准許
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表示，屋宇署目前

會就村屋個別情況作出特別安排，如獲得屋宇結構
工程師驗樓證明結構安全後，便可發出為期3年的臨
時准許。當局如要「理順」村屋僭建問題，可參考
有關做法，例如評估加建樓層會否導致樓宇負荷加
重，玻璃屋面積會否過大而影響逃生等，如證明安
全，便可批出臨時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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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府日前公布首季全港整體樓價錄得9%按

年升幅，今年3月樓價更較1997年高位再高3%。行政會議成員兼房委會資助

房屋小組主席張炳良表示，為遏止樓市升勢，港府有必要增加公營房屋供

應、探討不同形式復建居屋、增加居屋白表比例，甚至應該探討限制非本地

居民購入特定種類的房屋。他表示，當局縱然要奉行自由市場

政策，亦應在不牴觸《基本法》前提下，施加一定限制。

港府先後「出招」遏止樓價升勢，但仍無
阻樓市「炒風」，3月整體樓價更超越1997年
的高位。張炳良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稱，香
港樓價升幅遠超市民工資增長，市民負擔樓
價能力下降，加上樓市已出現結構性問題，
香港物業已成為「全國性市場」，吸引大量內
地投資者加入「戰團」，令現有房屋供應未能
滿足市場需求，港府不能漠視，有需要採取
「經濟槓桿」手段，穩定樓市。

新加坡亦限制樓宇買賣
面對內地人來港置業投資，張炳良認同對

樓宇買賣施加一定限制，包括可考慮限制非
本地居民購入特定種類的房屋，但須研究會
否牴觸《基本法》相關條文。他稱，新加坡
在國際自由市場指數中名列高位，但亦對樓
宇買賣市場施加限制，未見會影響其自由市
場地位，他認為港府可效法，並盡快制訂長
遠房屋策略。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稱，香

港可仿傚澳洲做法，把豪宅和一般住宅市場
分割，只准許境外人士購買豪宅，以限制他
們沾手本地人市場，保障本地居民的住屋供
應。他又稱，港府以本地居民的房屋需求，

制訂每年2萬個私樓單位供應目標，但內地人
來港置業已成趨勢，當局有必要制訂長遠房
屋策略，並檢討公營房屋資助的申請資格。

倡復建居屋增公屋供應
對於港府推出多項措施壓抑樓市，張炳良

認為加強規管私營市場及增加土地供應，不
一定能夠壓抑樓價，當局應加強公營房屋供
應，甚至考慮不同形式復建居屋，增加居屋
白表比例。他稱，社會早年擔心復建居屋會
拖垮樓市，但近年發現出售剩餘居屋單位對
樓市影響輕微，建議當局重新考慮復建居
屋，並以賣地收益支持公屋、居屋及置安心
發展。

市民促推措施控制樓價
市民徐先生昨日致電電台稱，港府有必要

控制樓價升勢，如限制內地人來港置業，並
徵收稅項，當局亦應同時增加土地供應，包
括在港島南填海，建造有如九龍半島般大的
填海區，用作住宅項目發展。梁先生則表
示，內地已因應樓價高企，推出「限價樓」
及保障性住房，建議港府傚法及盡快推出措
施控制樓市升勢。

港人幣存款年底料達80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陳家強昨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表示，人民幣業務
於過去一年增長凌厲，本港作為人民幣離岸中心的
雛型已現，但仍處於初期，要成為主要行業仍有大
量工作要做。截至今年3月底止，本港的人民幣存款

達至4,500億元，預料到今年底會增至近8,000億元。
陳家強指出，要保持本港的競爭力，便要提升和

鞏固現有優勢，利用本港的國際網絡及抓緊人民幣
發展機遇，增加本港在全球的影響力。

■發展局局長林鄭月娥表示，新界村屋和市區樓宇的規管制度不一，但絕
非優待新界人。 資料圖片

■彭長緯表示，民建聯發現，領匯聲稱已完成改善工程
的慈雲山中心，最常用、連接商場及巴士總站的樓梯尚
未設置斜道，質疑領匯根本「無心做」。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啟源 攝

■港樓市升幅停不了，今年3月樓價更較1997年高位再高3%。
資料圖片

■內地人熱衷投資香港樓市，每逢新樓盤銷售都吸引不少內地客捧
場。 資料圖片

領匯無障礙設施被批無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