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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慶和掌市建局 各界歡迎
陳茂波信賴經驗豐 黃國健料能勝任 謝偉銓讚「老行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姚寶、鄭治祖）政府昨日公布委任

前房協執行總幹事及前領匯行政總裁蘇慶和，出任市區重建

局主席，接替因商品交易所財務違規事件辭職的張震遠。蘇

慶和表示，期待與各方緊密合作，解決香港的市區老化問

題。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期望蘇慶和憑 他在專業領域的豐富

經驗，帶領市建局繼續在市區更新工作上取得成就。各界對

他的委任均表歡迎，市建局非執行董事黃國健指，按照蘇慶

和履歷，相信他能勝任；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立法會議員

謝偉銓形容，蘇慶和是物業發展的「老行尊」，相信他出任

市建局主席會秉公辦理。

張震遠辭任市建局主席後，各界對「繼任人」有不同揣測，政府昨
日終於宣布，行政長官根據《市區重建局條例》委任蘇慶和為市

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任期由2013年6月15日起生效，為期3年。蘇慶
和對於獲得政府委任深感榮幸，並表示他過往在公共事務崗位上所累
積的經驗，有助他未來的工作，期待與市建局董事會各成員、政府、
市建局管理層及職員和各持份者緊密合作，在市區重建策略的工作方
針下，解決香港的市區老化問題。

曾任港鐵房協領匯等高層

蘇慶和的中大碩士「同窗」、發展局局長陳茂波隨即表示歡迎有關委
任，指蘇慶和在市區更新、公共及私營發展方面具豐富經驗。他在超
過40年的專業服務中，曾任職港鐵、房協、領匯及不同上市地產公
司，除受薪職位外，蘇慶和在規劃和房屋範疇的政府委員會，長時間
擔任公職，貢獻良多，深信憑 他在專業領域的豐富經驗，將帶領市
建局繼續在市區更新工作上取得成就。

市建局肯定蘇助市區重建

市建局指蘇慶和在土地及房屋事務具豐富經驗，過去任職大型公私
營機構期間先後出任多項要職，他的廣泛公共行政及機構管治經驗，
肯定有助市建局推行市區重建策略的新猷，又認為他熟識市區更新的
工作，其任命會有助市建局迎戰香港的市區老化問題。

立法會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議員謝偉銓形容，蘇慶和是物業發展
的「老行尊」，相信他出任市建局主席會秉公辦理，不會與地產界有利
益衝突。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坦言，他對蘇慶和並不熟悉，從其履歷來
看，對方十分熟悉市建工作，當日在領匯時更十分關心小商戶，其後
更因此而離開領匯。不過，由於對方退休離開房協後曾為兩大地產商
服務，有「隱藏性問題」。

市建局非執董、民主黨涂謹申則稱，自己於1990年至2002年曾和蘇
慶和「交手」，「印象十分差」，「社區組織協會何喜華當年向他請
願，在房協等了他2個小時，但他卻從後門走了」，又稱其為「極端保
守人士」，不關心基層市民的福祉，並質疑他曾為地產商服務，關係密
切。同為市建局非執董的公民黨議員郭榮鏗則關注蘇慶和與地產業界
的關係密切，可能會影響市建局的獨立性，又認為蘇慶和在保育及可
持續發展方面的工作未有突出表現，對他出任主席表示擔憂。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曾和蘇慶和共事，與他相識，但委
任屬市建局內部問題，不便多作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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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任市建局主席的蘇慶和，
曾擔任多項房屋公職和地產工作，
時間最長的是由1990年起，擔任了

12年房屋協會執行總幹事；2004年至2007年，他擔任領匯行政
總裁及執行董事。蘇慶和亦先後於新鴻基地產及嘉里建設工
作。

66歲的蘇慶和在房地產方面經驗豐富，他曾於1990年至
2002年擔任房協執行總幹事，與2001年成立的市區重建局促
成合作協議，由房協推動7個市區重建項目，剛銷售成功的住
宅喜雅便是其中之一。當年他又在政府委託下發展「夾心階
層」住屋計劃，對資助房屋政策認識深厚。

離開房協後，他曾出任地產商新鴻基和嘉里建設的執行董
事，其後在2004年至2007年擔任領匯行政總裁，其間領匯被
商戶多次投訴大幅加租，管理層又傳出被大股東施壓，一直
希望溫和加租的蘇慶和，在2007年以健康理由不續約。之後
加入嘉里建設任執行董事及顧問，自2010年離開嘉里退休至
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根
據《市區重建策略》，市區重建局身
兼多職，例如重建、樓宇復修、文物
保育和舊區活化等，現時該局正進行
超過40個重建及活化項目，包括馬頭
圍道塌樓重建、觀塘市中心重建、活
化中環街市，以及黃大仙衙前圍村項
目等，亦會逐步全面接手與房協合作
的「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新主
席蘇慶和上任後亦會參與制訂市建局
下年度的工作計劃，包括甄選重建舊
樓及數量。

裕民坊項目涉資數百億

市建局的重建項目遍佈各區，例如
中西區、灣仔、筲箕灣、觀塘、紅
磡、尖沙咀、大角咀、旺角、油麻
地、深水 、長沙灣和黃大仙等，當
中以地盤面積達57萬平方呎的觀塘裕
民坊重建項目的規模最大，涉及近

1,700個業權及影響約5,000人，估計
總發展成本達數百億元。除由市建局
主導的重建項目，市建局去年亦推出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模式，接受舊樓業
主主動申請重建，已經啟動兩輪，涉
及5個重建項目。為配合政府的活化
工廈政策，市建局於去年開展位於堅
尼地城士美菲路的工業樓宇重建先導
計劃。

保育工作方面，市建局上月已向城
市規劃委員會提交中環街市活化項目
的規劃許可申請，最終設計「飄浮綠
洲」亦於早前揭盅，倘圖則獲批，工
程會隨即展開。此外，市建局之前與
房協合作推展「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
劃」，為舊樓業主提供維修資助，亦
會向業主立案法團提供免息貸款，但
市建局早前宣布會逐步接手，將其服
務範圍擴至整個九龍、葵青及荃灣
區，至2015年負責全港各區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中資發展商中國海外前日「爆
冷」以45.4億元高價「連吞」兩幅啟德「港人港地」，市場擔心
項目落成後售價會偏貴，令港人難以置業。 地主席李兆基（四
叔）昨認為，中標價的確「貴少少」，較將軍澳及荃灣的地皮還
要高，落成後呎價過萬元，認為高價投地不划算，更坦言地皮是
否「港人港地」「都唔差得好多錢」。而九倉主席吳光正則認為，

「任何人拍到的地就已經是市價」，指政府未來仍會推出多塊土
地，故應將眼界放遠。

地專注舊樓重建

本地各大孖沙於首次「港人港地」的投標競賽中不敵中資，其
中近期以捐農地成為樓市焦點人物的李兆基繼續成為傳媒追訪的
對象，但四叔昨日於美麗華股東會後的態度明顯比日前內斂，其
幼子、美麗華行政總裁李家誠亦不下一次在旁輕聲提醒父親「不
用講太多」。四叔表示，由於目前投地價錢過高，故興趣不大，
集團未來續專注舊樓重建項目，加上土地儲備多，並不急於投
地，除非地價便宜。

對於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考慮推出更多「港人港地」，但是
次成交價高，未來會否進一步推高地價。四叔回應指，目前作價
已相當高，料地價再推高的機會不大。至於首兩幅「港人港地」
由中資機構投得，會否違反「港人港地」原意，他指出，買家印
花稅(BSD)推出後，不只是內地買家，所有外來買家皆大幅減
少，認為「港人港地」的意義不太重要，坦言地皮是否「港人港
地」「都唔差得好多錢」。但他拒絕回應兩地皮落成後售價高，會
否令港人難以置業。

捐農地方面，四叔昨拒絕作進一步透露，只強調單方面冀捐地
助青年上樓，但要落實非想像中容易，要經過城規及與環保團體
對話，最終可否落實，有待政府決定。

吳稱應將眼界放遠

另一邊廂，九倉主席吳光正在股東周年大會後表示，對於前日
中海外投得兩幅「港人港地」，他認為「任何人拍到的地就已經
是市價」，認為由中資投得地皮並非壞事，並指本身與中國海外
在內地有合作，雙方多年來一直合作愉快。此外，他認為，政府
未來仍會推出多塊土地，不可單一地看每一幅地，應將眼界放
遠。

吳光正又認為，「港人港地」政策但試無妨，亦吸引不少發展
商參與投地，價位會否拉高是由市場決定。

另外，被問及四叔願意捐出農地興建住屋助年輕人「上車」，
初步構思是免首期及月供約5,000元。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表示，
對任何可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都持開放態度，但要研究有關土地
是否適合做住宅、附近的基建是否涉及政府要額外支出、附近土
地是否由同一地產商擁有、以及有關地區是否屬優先發展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中國海外以45.4億元投得兩幅
「港人港地」地皮，市場估計落成後呎價達1萬元。發展局局
長陳茂波指投標價和市場情況有關，而有份構思「港人港地」
的房協主席鄔滿海就指標價高和原意沒有抵觸。至於 地主
席李兆基（四叔）捐農地的問題，陳茂波表示，當局會研究
有關土地是否適合等。

市場焦點首2幅啟德發展區「港人港地」，招標結果揭盅，
由中資發展商中國海外以高價45.4億元，力壓十多家大型港資
發展商投得。陳茂波在昨日早上離港前往台北時表示，明白
市民想置業安居的需求大，因此當局正在研究就「港人港地」
進行立法；他又說，注意到境外人士對本港物業仍有投資意
慾，長遠來說認為「港人港地」措施，有可能要在更闊的範
圍內多做點事，他亦會在立法工作上吸納更多意見。

市場估計該幅「港人港地」落成後，呎價達1萬元，擔心難
以惠及港人，陳茂波強調，買的人仍然要是香港人，香港人
始終是優先的，又指要解決房屋問題，最終需要從供應
手。他表示，政府會推出短中長期措施，增加土地供應，包
括新界東北，會在未來一兩個月公布發展方案。

四叔捐地待研配套

至於 地主席李兆基捐農地的問題，陳茂波指出，當局會
研究有關土地是否適合、交通及相關設施配套，以及有沒有
其他發展商在附近發展土地等，又表示現時政府已有多項計
劃協助市民置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每
逢颱風吹襲，電力設施容易受損，
從而導致大規模停電。為防患於未
然，中電制定超強颱風應變措施，
模擬當強風吹倒電塔時，可快速地
在1周至2周內建成臨時電塔，暫時
替代傳統電塔。中電表示，安裝臨
時電塔所需時間，較重建傳統電塔
所需的幾個月時間快逾10倍，能有
效加快恢復供電系統，進一步減低
颱風對電網運作的影響。

明年底完成電塔加固

近年全球各地不斷受到超級颱風
吹襲，電力基礎設施承受如電塔倒
塌、電塔附近斜坡下陷及變電站水
浸等不同風險，影響供電可靠度及
公眾安全。而本港平均每年有6個
至7個颱風，當中10%為八號風球，
亦同樣面臨受超強颱風吹襲的危
機。有見及此，中電制訂超強颱風
防禦及應急措施，將151個較高風
險的400千伏電塔及74個斜坡進行
加固工程，目前已完成一半，預料
可於明年底完成所有工程。

1周建成快維修10倍
為進一步減低電塔受損對供電系

統的影響，中電引入緊急復電系
統，可在發生電塔倒塌時，以1周
至2周時間搭建臨時電塔，以加快
恢復供電。

中電輸電及供電業務部總監周騰
輝說，臨時電塔由輕便元件組成，
能抵擋時速140公里、即第4級的風
力。重建現有電塔需時逾數月，而
透過安裝臨時電塔，將恢復架空線
系統所需的時間減至1周至2周，較
維修現有電塔的時間快逾10倍。

「雖然距離上次發生電塔倒塌的
情況，已是（上世紀）60年代的事
情，但本港仍存在一定風險，需要
防患於未然。」周騰輝表示，中電
自1990年至今總共耗資近1,000萬購
入5組臨時電塔，相信能夠應付3個
輸電塔同時倒塌下的供電需要。

中電亦會每3年定期舉行一次演
習，使施工人員熟悉臨時電塔的組
裝方式，以減低超強颱風對供電設
施所造成的影響。

■周騰輝身後左邊的是臨時電塔，右邊的是傳統電塔。 莫雪芝 攝■李兆基認為中標價「貴少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嘉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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