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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供應作於房屋政策實施的「基礎」，梁振英於
施政報告中用了頗大的篇幅來闡述日後供應的來

源，將透過10項措施來釋放土地潛力，短中期可提供作
房屋用途的土地已超過300公頃，預計可供興建的單位
數目是12.87萬個。業內人士指，雖然十項措施中不少
都已經在實施，但也從側面告訴市場政府對增加土地供
應的決心，並有把握至2020年，能夠維持土地供應穩
定。

未來8年可穩定土地供應

「十招」措施，包括將「政府、機構或社區」
(GIC)、「綠化地帶」、工業用地三類地皮改劃土地建
屋，其中36幅合共27公頃的GIC及其他政府用地，預計
可興建約11,900個住宅單位，10幅已經劃為或正進行城
規程序改劃作住宅用途，其餘26幅預計可於2016年完
成。梁振英指，這些工作需要相關地區人士的支持，並
已取得一定進展，會繼續做好諮詢區議會的工作。
梁振英在之後的記者會上，展示一幅地圖，點出在施

政報告內提及的一些短、中、長期土地供應的位置，以
示決心。其中地圖粉紅色位置為潛在長期土地供應，包
括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等，而藍圈是可
以考慮的填海選址，包括大嶼山北、屯門龍鼓灘等。他
說，「有一個說法指我們現在要全民覓地，我們要寸土
必爭、分秒必爭，確實我們現在是這樣一個狀態，我們
亦應該這樣做，我們全民覓地、分秒必爭、寸土必爭去
做。」

儲備量將超過目前需要

他表示，在增加單位供應上，新一屆政府上場之後，
做了不少工作，他自己也主持了兩個地政部門和地產商
開會的會議，檢視如何通過雙方的努力，可以加快預售
樓花向社會供應。由7月到12月，已經批了7,885個預售
樓花的單位申請，再加上之前的12,009個單位，手上有
的和過去半年已經批的總數是19,894個，差不多20,000
個，比過去5年每年的平均數字多一倍。未來5年的公私
營住宅單位總供應量，明顯比過去5年為多。
特首又指，在長遠方面，政府更是不遺餘力，全方位

以多種方式和措施增加土地供應：包括推展一系列新發
展區項目、在盡量減少對環境和海洋生態影響的大前提
下，積極研究於維港以外填海、並逐步建立土地儲備，
使日後能更及時滿足社會各方面的土地需要。「這是我
們政策上一個大的突破，意思是我們不是為了眼前和短
期需要開發土地，亦不是一開發了土地之後便推出市
面，而是我們會有一個儲備的機制，而且儲備裡面的儲
備量是會超過目前的需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面對土地供應

長期不足窘境，特首梁振英決定用「全民覓

地、分秒必爭、寸土必爭」，及移山填海的氣

概，籌劃未來10年增加44.58萬伙公私營房屋

供應，其中公屋佔逾24.5萬伙。施政報告昨公

布將透過「十招」為未來短中期的住屋需求

「鋪路」，包括改劃政府用途土地、綠化地帶、

放寬限制等等，料可為市場釋放至少300公頃

住宅用地，提供逾12.87萬個單位；長遠則發展

新界東北、洪水橋及填海建人工島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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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有人認為要住樓，可以租，不必買。我認為：『中產置業』是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因

此，政府會堅持『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的施政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港府為增加土地供應
費煞思量，昨日就於「十招」中提出，可於4個不涉
收地的大型發展項目內，考慮透過私人發展商興建
公私營住宅，提供基建及配套設施，以加快房屋及
配套的落成速度；另亦打算放寬或解除薄扶林和半
山區，限制出售新土地或修訂契約的延期履行權行
政措施，解除兩區發展限制，藉此增加單位供應。

4個不涉收地項目可建萬五伙

為加快前鑽石山大磡村寮屋區、前茶果嶺高嶺
土礦場、前南丫島石礦場，以及安達臣道石礦場
這4個不涉收地的發展項目，港府昨日表示，會積
極考慮利用私人發展商的開發能力，提供基建及
配套設施，興建公私營住宅。這4個項目合共可提

供約27公頃住宅用地，預計可供興建約15,000個
單位。
政府消息人士指，由於之前的大型項目都是以

「斬件」式推出市場，例如居屋交由房協興建、公屋
由房委會興建、康樂設施由其他部門負責等，興建
時會較緩慢，交由私人發展商興建就可以加快，而
發展商日後除私樓外，公屋及配套需交還政府；他
又指，目前研究仍在初步階段，需要考慮的範圍包
括日後是否由單一發展商發展，目前未有落實時間
表。
另外，根據政府資料，基於交通運輸的政策考

慮，行政機關於70年代實施 一項名為「薄扶林延期
履行權」的行政措施，以免加深對該區交通所造成
的負荷，除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另有命令，否

則地政總署會自動拒絕該等於延期履行權實施區域
內的申請。

放寬薄扶林半山區發展限制

延期履行權是因應交通問題而實施，政府1985年
亦曾經因為有急切需要的發展，認為薄扶林區內的
土地可作公共房屋發展，經評估交通影響可以接受
後，部分解除延履行權，發展成今日的華貴村。
政府消息指，今次放寬涉及薄扶林和半山，但主

要包括華富及置富一帶的多幅地盤，例如薄扶林村
等。
測量師彭兆基表示，放寬發展限制，該區的重建

價值有機會上升，但亦要注意會否對該區環境有影
響。業界指，措施或會引起地區人士不滿。 ■安達臣道石礦場項目將加快發展。

新模式加快供應 發展商參與起公屋

組合拳10招 增短中期供應
釋放至少300公頃住地 提供近13萬伙

研大嶼山新界西填海造地
7項短中期增加資助房屋供應計劃

■ 2018年起的5年內，目標最少新增10萬個公

屋單位；

■ 在保證質素的前提下，檢討加快興建公屋

進度；

■ 邀請房協增建與「綠悠雅苑」同類的資助

房屋；

■ 全面檢視所有計劃中的項目，適度增加地

積比率；

■ 加強取締濫用公屋，加上租戶自願遷出，

每年平均淨「回收」約7,000多個單位，加

上約1.5萬個新單位，每年可供編配的單位

超過2.2萬個；

■ 增加居屋供應，明年預售第一批共2,100個

新居屋單位；

■ 不再推出「置安心」項目，把原來用作

「置安心」計劃的4幅位於大埔、鑽石山、

彩虹及馬鞍山的土地改為發展新居屋，讓

原來「置安心」計劃的合資格人士申請。

10項措施增房屋土地供應
■ 36幅合共27公頃的「政府、機構或社區」

及其他政府用地改作房屋發展，預計可供

興建約1.19萬個住宅單位；

■ 展開城規程序，把13幅合共57公頃沒有植

被、荒廢或已平整的「綠化地帶」改作住

宅用途，將供應2.3萬個單位；

■ 通過工業用地檢討釋出60公頃非工業用

地，其中16幅合共30公頃適宜改作住宅用

途，可提供2.04萬個單位；

■ 適度提高未批出或撥用的住宅土地的發展

密度；

■ 善用土地，將原來用途未能落實的土地，

盡快改作房屋和其他社會有更逼切需要的

用途；

■ 研究放寬或解除適用於港島薄扶林和半山

區的發展限制；

■ 落實在西鐵錦上路站和八鄉維修中心共約

33公頃土地發展住宅的規劃，預計提供約

8,700個單位；

■ 未來4年，市建局的物業發展項目共提供約

4.9公頃土地，預計可提供約4,700個單位；

■ 加快「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行政審批程序

及作出其他配套，使單位能盡早推出；

■ 加快前鑽石山大磡村寮屋區、前茶果嶺高

嶺土礦場、前南丫島石礦場，以及安達臣

道石礦場這4個不涉收地的發展項目，預計

可供興建約1.5萬個單位。

房屋土地的長遠供應
■ 開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預計可提供約533

公頃可發展土地，可建5.38萬個單位；

■ 洪水橋新發展區是繼新界東北新發展區後

下一個重要項目，研究範圍有790公頃，初

步估計可提供超過400公頃可發展土地；

■ 檢討北區和元朗主要用作工業用途、臨時

倉庫或荒廢的農地，冀將257公頃土地釋放

作房屋發展用途；

■ 就維港以外填海選址盡快展開第二階段諮

詢，冀提供2,000至3,000公頃土地，初步考

慮選址包括大嶼山北、屯門龍鼓灘、青衣

西南和馬料水近城門河河口一帶，土地面

積共約600公頃；

■ 研究把沙田污水處理廠遷往岩洞，騰出原

址作房屋或其他用途，並進行岩洞發展長

遠策略研究，另會進一步探討香港發展城

市地下空間的潛力；

■ 政府推動和協調將現有中環及灣仔政府辦

公樓及GIC用地轉為商業用地的工作，加快

機場島的北商業區發展；

■ 研究增加啟德發展區內寫字樓及房屋供

應。

短中期可提供土地建屋數量
措施內容 涉及土地面積 單位數量

(公頃) (伙)

「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改住宅 27 11,900

綠化地帶改住宅 57 23,000

工業用地改住宅 30 20,400

運輸與住宅結合發展* 33 8,700

市建局物業發展項目 4.9 4,700

城規會批准發展住宅項目 130 4,5000

加快不涉及收地的住宅項目** 27 15,000

總數 308.9 128,700

*包括錦田南西鐵錦上路站和八鄉維修中心

**包括前鑽石山大磡村寮屋區、前茶果嶺高嶺土礦場、前南丫島石

礦場、安達臣石礦場 製表：記者 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顏倫樂) 除詳細提及短中期土地供應外，施政
報告亦透露長遠土地供應的詳情，其中最大的「造地計劃」，是在
維港以外適度填海，提供總面積約2,000至3,000公頃土地，初步選址
包括大嶼山北、屯門龍鼓灘、青衣西南和馬料水近城門河河口一
帶，土地面積共約600公頃；其餘1,400至2,400公頃土地可能建人工
島，島上會包括基建及商業用途，今季會展開第二階段諮詢。
除填海外，當局亦積極探討大嶼山及新界西沿交通幹線地帶的發

展潛力。政府消息指，包括港珠澳大橋連接香港的一段屯門赤 角
連接路以及屯門西繞道，沿線亦會物色地皮建屋。梁振英亦責成規
劃署加快檢討北區和元朗主要用作工業用途、臨時倉庫或荒廢的農
地，希望可以將257公頃研究範圍內的合適土地，盡快釋放作房屋
發展用途。

新界東北發展區料上半年定案

同時，政府繼續開展已在研究的533公頃新界東北新發展區，預
料上半年會有定案；洪水橋新發展區為東北發展後下一個重要項
目，研究範圍790公頃，當中可提供逾400公頃可發展土地。其他計
劃包括擴展東涌新市鎮，由8萬至9萬人口擴至20萬人口，新界北部
會建設一個規模與粉嶺、上水新市鎮相若的現代化新市鎮。目前粉
嶺、上水的人口約26萬人。

施政報告土地房屋政策重點

■前鑽石山大磡村寮屋

區項目將加快發展。

■將落實西鐵錦上路站和八鄉維

修中心土地發展住宅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