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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金句：
「在高度競爭的國際環境中，停滯就是落後，落後就被淘汰⋯⋯解決房屋問題，是本屆政

府的首要任務⋯⋯我們必須知道問題的嚴重程度，必須踏出解決問題的第一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公屋輪候冊排長龍，
政府邀請房協增建公屋，撥出一幅位於沙頭角順興
街的土地，可提供約300個單位，房協對上一次興建
出租公屋要數到16年前的將軍澳茵怡花園。不過，
「等上樓」的市民亦可能要多捱幾年，由於建屋需
時，施政報告公布公屋供應量要到2018年，每年的
供應量才會由現時的1.5萬個新單位，增加三分之一
至2萬個，連同「回收」單位，每年可供編配的單位

約2.7萬個。

年均供2萬新單位 或一年多一年少

特首梁振英昨日公布，在保證質素的前提下，檢
討加快興建公屋進度，及研究簡化不同規管的技術
評估要求，例如前期工程等。房屋署又會加強取締
濫用公屋，加上租戶自願遷出，每年平均可淨「回
收」逾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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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8年，5年至少供應
10萬個新公屋單位，至於是否每年均供應2萬個新單
位，政府消息人士強調，需視乎土地情況，「可能
一年多、一年少，(10萬個新單位)是規劃總數」。
首批新居屋單位將於2016年落成，政府預期部分

公屋租戶以綠表申請購置居屋，可遷出以騰出公屋
單位供編配予公屋輪候冊上的申請人。長遠房屋策
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兼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房委

會理應可以應付增加公屋建屋量，但邀請房協增建
公屋亦是好事，「可集合多方努力」，又建議復推租
金水平較高的乙類單位。他續指出，現時一般家庭
申請需「5年才真正上到樓」，但未來5年公屋供應量
維持每年1.5萬個，未能幫助基層市民。長策會成員
蔡涯棉則認為，問題「非一日之寒」，政府已十分
力解決問題，認為打擊濫用公屋及綠表申購居屋，
均有助增加公屋單位流動性，可紓緩問題。

5年供應10萬新公屋單位

7招增供資助房 居屋加碼
房策務實長遠 學者讚「行對路」

學者讚規劃長遠「10年後樓價無憂」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曹晨) 施政報告強調房屋問題
是本港目前亟待解決的問題，而港府也會致力改善
市民的住屋需求。但有關注團體認為，施政報告雖
承認 房、板間房等問題的存在性，但報告不切實
際，若能將公屋政策再具體化而不是單純羅列數
字，則更顯當局的誠意及決心。有輪候公屋的 房
住戶，對施政報告中的房屋政策表示失望，認為報
告空泛，漠視基層市民的迫切需要；也有住天台屋
的市民，希望能盡快獲分配適合的居所。
領取失業綜援的阿Paul，現年52歲，獨居於大角咀

的一個50呎 房單位，月租2,400元。他說：「每個
月扣除房租只剩下900元。根本無能力做任何事」。
阿Paul與單位內其他4個 房共用廁所，及一條狹窄
的公共通道，「在公用廁所洗菜煮飯，煮出來的
都無胃口食」。

阿Paul表示，自己失業並不久，尚有能力自力更
生，並不想倚靠綜援，但以現在的狀況，根本沒有
辦法滿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有個居所，每日能乾
乾淨淨出門，這些要求並不過分」。他表示，輪候公
屋一年又一年，生活毫無保障。阿Paul認為昨日的施
政報告太空泛，沒有直接面對基層市民的住屋需
求，因此感到很失望。

天台戶無地方搬 「打風當聽音樂」
60歲的吳寶榮與妻子及一雙兒女，居於太子一個

100呎的天台單位，由於屬於僭建建築，他們已收過
律師信勸搬，但卻沒有地方搬走，「之前已獲得兩
次編配，但不想女兒辛苦跨區上學，因此放棄了。
住在天台也是沒有辦法，天熱、天冷沒得避，打風
就當聽音樂」。吳寶榮只希望下次能獲分配適合的居

所。
全港關注 房平台批評該份施政報告不切實際，

認為特首承諾未來5年的公屋建屋量，與上屆政府一
樣，而2018年後每年的公屋建屋量才有所增加，數
量仍然不足。平台認為，施政報告所提及的未來房
屋政策，僅是羅列數字，若能讓市民可清楚看到上
樓的希望，更顯當局的誠意及決心。

租 房輪公屋 綜援漢嘆苦候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特首梁振英昨日宣布
7招增加資助房屋單位供應，多管齊下推高公屋供應
量助基層「上樓」，及重點增加資助自置房屋供應助
中產「上車」。不過，市民可能多要點耐性，多等數
年才可看到措施的成效。有學者認為，土地供應彈
性低，難以「迅速地變樓」，可以理解，而今次施政
報告做好長遠規劃，為未來打好基礎，「10年後不
用再擔心樓價」。然而，現時公布的未來供應量偏
低，建議政府公屋供應增至每年2.5萬個，而居屋就
增至6,000個。

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劉國裕指出，公
屋輪候冊已累計逾21萬宗申請，即使減去被形容為
「水份」的約6萬個35歲以下單身申請者，仍有逾15

萬宗申請，加上近年輪候冊宗數每年增加數萬宗，
增幅十分大，即使5年後，每年公屋供應量大幅增加
三分之一，亦未必可應付需求，認為「(2018年的公
屋供應量)每年應不止2萬，要再多些」。

籲政府仿星「組屋」推5年樓花

他指出，市民期望政府盡快解決房屋問題，但施
政報告的措施與市民期望有「非常大落差」，建議政
府仿效新加坡「組屋」的做法，推出5年樓花，並鎖
定樓價，例如七折發售，「倘樓價跌，便計八折，
倘樓價升，便計六折」，確保供應之餘，又不會影響
買家的按揭安排，「令市民安心」。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兼公屋聯會主席王

坤指出，施政報告缺乏短期措施，建議政府推出
「市區中轉屋」等即時措施，以紓緩市民燃眉之急。
雖然2018年起的公屋供應量每年平均可達2萬個，但
王坤認為不足夠，公屋供應量應增至每年2.5萬個，
而居屋就增至6,000個。

長策會成員兼經濟學者關焯照指出，土地供應短
期彈性低，「(土地)難以即時變出來」，但認為政府
做好規劃，「中長期(供應)多了很多，10年後不用再
擔心樓價」。
至於政府將資助線劃在月入4萬元或以下的家庭，

理大建築及房地產學系教授許智文認為，任何政策
都難免令人失望，4萬元已涵蓋約28萬個私樓非業主
租戶。

7招增加短中期資助房屋供應
1 增建公屋：2018年起計5年內，最少供應10萬個公屋單位。

2 加快建屋：研究簡化技術評估要求，加快興建公屋進度。

3 打擊濫用：加強取締濫用公屋，料每年可淨「回收」約

7,000個單位。

4 居屋應市：2014年預售首批2,100個新居屋單位，分別位於

荃灣、沙田、元朗和葵青；不再推「置安心」項目，4幅原來

「置安心」選址，分別位於大埔、鑽石山、彩虹及馬鞍山，

轉為發展新居屋，可供約2,000個單位。

5 公屋流轉：新居屋推出後，部分公屋租戶購置居屋後，可

騰出公屋單位供編配。

6 房協出手：邀請房協增建資助房屋。沙田36C地交房協作

「綠悠雅苑」模式的發展，可供約700個單位；一幅沙頭角

順興街土地興建公屋，可供約300個單位。

7 增地積比：全面檢視計劃中的項目，適度增加地積比率。

資料來源：綜合《施政報告》及政府消息人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穎琪

短中期資助房屋供應量
公屋

2012至2013年度起計5年內 ■每年平均1.5萬個新單位 + 約7,000個回收單位 平均每年2.2萬個單位

2018年起計5年內 ■每年平均2萬個新單位 + 逾7,000個回收單位 平均每年2.7萬個單位

資助自置房屋

2016至2017年度起計4年內 新居屋單位總供應約1.7萬

個

■沙田36C地交房協作「綠悠雅苑」模式發展 約700個單位

白 ■白表免補地價購買二手居屋計劃 5,000個名額，分兩批

推出

■今年3月出售剩餘居屋 約830個居屋貨尾單位

■房協「綠悠雅苑」 988個單位

資料來源：綜合《施政報告》及政府消息人士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廖穎琪

■明年預售首批共2,100個新居屋單位；停推

「置安心」，原4幅「置安心」選址轉為發展

新居屋，分別位於大埔頌雅路東(450個單

位)、鑽石山豐盛街(320個單位)、彩虹彩興

路(660個單位)及馬鞍山路南段(570個單

位)，其他選址稍後公布

「置安心」變新居屋 供2,000單位

梁振英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強調要加大加快資助房屋的供
應，提出多項措施增加短、中期供應。2016至2017年度

起計4年內，共供應約1.7萬個新居屋單位，首批共2,100個單
位將於明年預售，分別位於荃灣、沙田、元朗和葵青。而最
新的資助房屋入息限額訂在家庭每月4萬元，政府認為將來居
屋的入息限額應可照顧原來合資格申請「置安心」計劃的人
士，故決定不再推出該項目，原用作發展「置安心」的4幅選
址轉為發展新居屋，分別位於大埔頌雅路東、鑽石山豐盛
街、彩虹彩興路及馬鞍山路南段，總共可提供約2,000個單
位。政府消息人士強調，其餘1.3萬個單位的用地選址「經已
到手」，詳細資料稍後公布。
由於青衣置安心項目「綠悠雅苑」反應熱烈，政府將邀請

房屋協會增建資助房屋，沙田36C地交予房協作「綠悠雅苑」
模式發展，料可供應約700個單位。政府又會全面檢視計劃中
的項目，適度增加地積比率，但政府消息人士稱，具體增加
多少須視乎個別土地的情況，例如基建配套能否應付可能增
加的人口等。

劉國裕：可看出梁解決問題決心

城大公共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劉國裕表示，特首梁振英
上任僅約半年，首份施政報告可看出他解決房屋問題的決
心，房屋政策的長遠藍圖務實，但受土地規劃限制局限，難
以短期大幅增加單位供應，可以理解。他指出，施政報告以
約4,600字的篇幅談及增加土地供應，而增加房屋供應只佔約
2,100字，反映梁振英明白難度在於覓地，是「行對了路」。

王坤對長期供應感「滿意」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兼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
現時公屋輪候冊已累積逾21萬宗申請，維持每年1.5萬個新單
位供應量的話，即使不計及新增申請宗數，供應都應付不到
需求，預料「3年上樓承諾」今年年底就會打破，他又預期公
屋輪候冊年內將達24萬宗申請。他認為「短期措施不力」，未
能幫助基層市民，坦言感到「失望」，但長期供應方面則「滿
意」。
多個已公布的新居屋選址位處新界地區，「綠悠雅苑」亦

曾被指位置偏遠，減低單位吸引力。不過，長策會成員蔡涯
棉表示，新單位供應集中新界區是大趨勢，不但擔心影響項
目吸引力。他強調，解決房屋問題除實質供應外，亦需管理
市民預期，政府現時具體列可供應的土地及房屋供應，令市
民安心，便不會「一窩蜂」買樓，谷高樓價。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解決市民居住問題，

是今屆政府首要任務。特首梁振英昨日在施政報告

中宣布7項增加資助房屋供應的措施，包括增建公

屋、加快建屋、打擊濫用、居屋應市多等。(見表)其

中為集中幫助月入少於4萬元的家庭置業，原先「置

安心」選址將改為興建新居屋，2016年起計4年供

應約1.7萬個單位。有學者認為政府的房屋政策長遠

藍圖務實，是「行對了路」，但土地供應彈性低，短

期未能大增供應，可以理解。另外，公屋供應量亦

需多等5年才可增加，由2018年起，每年平均約2萬

個新單位，較現時增加5,000個；有基層團體坦言

「失望」，預計「3年上樓承諾」年底將不能維持。

「我可以拍心口告訴大家，房屋政
策是特區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特
首梁振英昨日在出席施政報告記者
會，被傳媒連番質疑房屋措施是「遠
水不能救近火」時先後兩次以右手按
心口、斬釘截鐵地「拍心口」承

諾，特區政府會本 協助基層上樓及協助
中產置業的理念，無論是公私營房屋，只
要是政府職能範圍內都會大力去做。

房策是政府工作重中之重

梁振英昨日在宣讀其任內首份施政報
告時，重點闡釋了任內的房屋土地政
策，並提出「七大計劃」、「十大政策」
等短、中、長期策略，落實「協助基層
上樓、協助中產置業」的施政理念。在
施政報告記者會上，梁振英「拍心口」
承諾，房屋政策會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
重，針對未來7.5萬個公屋單位，政府會
竭盡所能，在不影響建屋質量下盡快建
成，又會盡快把新居屋的樓花推出供
應，務求以短期措施盡快紓解問題。
被問到5年後建屋目標未能達標，會否

「拍心口」不尋求連任？梁振英再次「拍
心口」強調，房屋政策是政府的重中之
重，過去半年在政府的工作，都與土地
和樓房有關，「否則過去6個月，大家不
會見到像綠悠雅苑一類屋苑的成效」，並
指：「政府過去6個月幾乎每日的工作都
跟土地房屋有關，但政府已經統一了相
關政策部門的認識，制定工作優次，因

此我上任以來推出了不少房屋政策，展現出政府
增加土地供應的決心及信心。」
就中產置業的問題時，他強調，倘在供應短缺的

情況下，採用補貼或利息資助等資助中產置業，往
往因加得減，因供應不夠導致需求增加及樓價上
升，但當新的供應到位，供應比較充裕，政府會考
慮多種方式資助中產置業。就農地免補地價建議，
梁振英表示，原則上歡迎任何增加房屋供應的行
動，特別是資助房屋，但想多聽社會意見，務求具
體細節能夠在陽光政策下詳細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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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基層市民關注政府的公屋政策，全神貫

注收看施政報告電視直播。右圖：到2018年，5

年至少供應10萬個新公屋單位。

黃偉邦、劉國權 攝

■阿Paul（左）及吳寶榮（右）。 黃偉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