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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分享一下，他指學會並不鼓勵「黑

廁」及「黑廚」（即廁所及廚房都沒有

窗）等的設計，物業建築應以人為

本，需 重用家感受。

樓宇生命看維修方便度

鄺正煒昨表示，物業是否稱得上優

質建築需要從數方面來看，除樓宇設

計是否具有特色、用料之外，還要看

當中的理念，是否以人為本、對環境

的影響、環保、用家的感受，以及樓

宇的生命周期。而生命周期意指，樓

宇是否方便容易進行維修及保養。

本地住宅物業而言，他不認為建築

技術有所倒退，因每個地盤都有建築

限制，視乎建築師及工程師可否克服

這些困難。他指，現時於住宅中普遍

出現的「黑廁」及「黑廚」，甚至是特

大窗台的發水樓，都是學會不鼓勵的

樓宇設計，學會都是較偏向可持續發展的物業。

但他補充，以上的設計要視乎發展商、買家的想

法及市場導向，亦要看用家的接受程度，如果這些設

計是不被用家接受的，相信發展商及建築師亦會因而

調整樓宇設計。

發展商大前提善用空間

至於一手新例實施後，將傳統上以建築面積改為由

實用面積定價，鄺氏表示，樓宇建築方面發展商應會

以善用空間為大前提，而每個地盤的定位都有所不

同，如豪宅的設計及單幢樓的設計都有所不同，對樓

宇的建築設計影響不大。

另外，有測量師學會預期建築成本今年已有約8%至

10%按年升幅，估計未來二年至三年，建築成本仍會

維持每年8%至10%升幅，當中原因為建築業人手長期

不足，需要調高薪酬留人，令人工支出增加。鄺氏

指，人手短缺這個情況在很多很行業都有出現，如物

業管理；而政府及業界已經在商討解決方案，政府方

面亦有推行培訓等計劃吸引年輕人入行。

「2014年度優質建築大獎」接受2010年1月1日至

2013年6月30日期內竣工的樓宇提名，截止日期為今

年11月1日，結果預計於

2014年6月至7月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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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子慢）英皇系日前公佈業
績截至本月3月底止全年業績，英皇國際(0163)執行
董事張炳強昨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2至3年，集團
出租物業的複合租金升幅達15%至20%，但預期今年
零售出租物業增長會放緩至個位數。而公司擁有投
資物業及經由英皇娛樂(0296)所持有的澳門酒店收
入，每年均有不俗增長，可令公司提供穩定派息。

張炳強指，預計今年續租的租金增幅將有所放
緩，當中以零售出租物業有較大影響，但以現時來

說仍有一定的升幅，而公司位於尖沙咀、銅鑼灣等
核心地區的舖租相信仍有可觀的升幅。

英皇國際董事總經理范敏嫦亦表示，近期零售市
道有回升跡象，受自由行持續的消費帶動，故中長
線仍看好本地零售市道。

一手新例增負面氣氛

被問及一手新例影響時，張炳強指新例實施後，
發展商於賣樓的工序及責任上會無可避免地增加，

難免對推售氣氛有負面影響。
張氏又指，樓價升跌有一定定律，因此即使政府

沒有推出樓控措施，樓價經過一段時間的上升，總
會回落，調整3成至4成亦不為過。至於將於2015年
落成的屯門豪宅項目，他表示，雖措施雖短期內會
影響豪宅市場，但長遠來說仍然樂觀。

年內公司盈利大增主要因為來自期內物業收入增
長3.7倍，惟公司物業需於落成交樓後才入賬，而
2014年度只有淺水灣收租物業The Pulse落成，就此

范敏嫦指，隨 物業發展項目的出售情況，不排除
業績表現會因而有波動，但相信租金及酒店的經營
可為公司業績帶來支持，同時可減少物業發展收入
波動對公司盈利的影響。

積極物色合適投資物業

張氏補充，未來仍會積極於市場上物色合適的投
資物業，主要會以交通及市區逐步成熟的區域。

英皇國際截至三月底止純利增長38.1%至61.56億
元，收入按年增加92.7%至57.03億元，每股盈利1.68
元。末期息5.6仙；全年共派息10.9仙，增6.7%。英皇
娛樂酒店全年業績，錄得純利增長17.9%至5.49億元，
每股盈利42仙。末期息派7.2仙，全年共派息12.5仙。

昨 日會議共有30多人參與，包括地
產商代表及局方專員等，雙方會

面時間長達4小時。一手住宅物業銷售
監管局專員馮建業於會後向記者表示，
局方主要繼續釐清條文內容，令發展商
更容易了解其細節，重申條例已實施，
地產商必須遵守。為讓地產商更了解條
例細節，之後會就一些問題，再設常見
問答的形式向業界公布。

允另印書補充資料

馮建業又指，相信業界於了解如何符
合條例已掌握基本技巧，又指以往樓書
內有太多不需要的資料，日後發展商可
於樓書外印製自己的刊物，刊載該些資
料，但前提是任何資料必須正確，不可
以有失實誤導，相信業界於討論後會更
明白條例要求，並會在準備好的情況下
陸續推售新盤。

對於條例實施至今，只得4個新盤符
合條件賣樓，馮建業說，部分未符合條

件的新盤，主要涉及技術上的錯誤，局
方已經作出善意的提醒，相信發展商會
吸收經驗，「香港發展商適應力好
強」。他表示，局方與地產商將定期開
會，若地產商日後在實踐中再有疑問會
亦會再會面了解，以解決一些無謂的誤
解。

維修保養期可以加長

地產建設商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梁志堅
表示，昨日雙方會面情況融洽，主要達
成四方面的共識，包括樓書內規定顯示
250米範圍內的建築物用途，要求列出
43項資料，只要地產商盡力達到30至40
項就可以，畢竟一些私人地方不可隨便
進入。其次，發展商在新例前，原提供
1年至2年的維修保養期給買家，現因新
例樓書要求只可以半年，雙方亦達共
識，可以提供1年至2年的維修保養期。

第三，管理費、部分用料等資料現時
無法於樓書內刊列，局方亦解釋地產商

可以在樓書外另外出刊物，刊載相關資
料。第四，賣樓前7日內派樓書，必須
24小時提供樓書，亦可在售樓處外的地
方提供，但要清晰向買家說明新的索取
地點。梁志堅說，尚有其他細節問題，
但影響不大，局方承諾會在2至3日內回
覆。

被問到現時新例下卻不多新盤賣，是
否發展商「鬧情緒」？梁志堅說，地產
商不會與樓市「鬥氣」，每個地產商都

擔心新例下會負刑責、甚至亦不希望罰
錢，因為會影響聲譽，故此大家初期會
小心審視，再加上多個新盤未批預售樓
花同意書，一些貨尾盤又未急於售賣，
令現時新盤推出較慢。

梁志堅否認業界「鬥氣」

對於實用面積於新例實施後，有所不
同的情況，梁志堅認為發展商與政府都
分別作出澄清，影響輕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樓價自年初至今下跌
4%後開始回穩，萊坊預計，全年樓價跌幅可達一
成，即下半年仍有6%下跌空間，當中供應較充足的

將軍澳及元朗區樓價全年則可能跌一成至一成半，而
今年住宅成交量將跌至少一成，約7萬宗至7.5萬宗。
萊坊又認為，本港樓價至少回落兩成，政府才撤招，
若樓價持續上升，政府或將推更多調控措施。

萊坊董事及大中華研究及諮詢部主管林浩文昨表
示，政府推出連番辣招下，上半年住宅銷售淡靜，樓
價年初至今已下跌4%，料全年跌幅達一成，而港島
區樓價抗跌力強，跌幅不多於5%，將軍澳及元朗區
樓價則可能跌一成至一成半，豪宅今年以來已跌
2%，全年則料跌5%。

居屋有排升 新高續現

「白居二」效應使居屋價急升，個別屋苑價格甚至
高於私樓。林浩文分析指，除非政府能於短期內推出
新居屋供應，或該5,000個免補地價名額已全部消化，
否則未來兩至三年居屋價格將繼續上升，或繼續有天

價成交。此外，政府預計在未來3至4年將有67,000個
單位投入市場，但相信住宅供應難以在短期內滿足市
場需求。

對於4月底推出的一手新例之見解，林浩文認為，
措施令大部分發展商暫緩推售新盤，目前可供出售的
一手單位僅得900伙，若發展商無法推盤，市場上將
缺乏一手單位。

九龍東甲廈前景勝港島

商廈市場方面，萊坊商業物業代理部董事林護祥表
示，5月本港甲級寫樓銷售持續淡靜，租賃則保持平
穩。中環甲級寫字樓現時的租金已近見底，空置率約
5%，估計中區有個別商廈租金有下調機會，但跌幅
有限。九龍東甲級寫字樓今年該區租金將上升一成至
一成半，相信至2017年多個寫字樓項目落成前，甲級
寫字樓供求失衡的情況難改善。

香港文匯報訊 白表居屋交投熾熱，
買賣風更一直蔓延至綠表市場，準買
家繼續搶盤，繼續肥了原業主，其中
屯門富健花園創出新高個案，將軍澳
煜明苑出現4組買家同時爭奪情況。

祥益地產吳永豪表示，屯門富健花
園10座高層C室，以220萬元(居二市場)
沽出，屬稍高市場價成交，成交平均
呎價(實用面積及建築面積)及售價均創
同類型單位新高，實用面積計算平均
呎價高達4545元，建築面積計算平均
呎價高達3866元。

其他個案方面，美聯物業林振聲表
示，將軍澳居屋煜明苑焜明閣中層13
室，吸引4組買家同時爭奪，物業最終
由區內綠表客斥資294萬元成交，折合
實用面積平均呎價約5,434元。原業主
賬面獲利約191萬元，物業期內升值約
1.85倍。

祥益地產陳秀春表示，屯門建生
單位為6座高層18室「白居二」成交，
以115萬元(居二市場) 購入上址作上車
自住之用，實用面積計算呎價為2,897
元，屬於市場價成交。是次該單位原
業主於1998年05月以12.42萬元(居二市
場)購入，原業主一手樓持貨至今，轉
手賬面獲利102.6萬元。

海富苑業主賺163萬

家天下地產黎振傑表示，日前該行
促成大角咀海富苑高於市價的交投，
買家為免補地價白表客，單位位於高
層，間隔為兩房兩廳，可欣賞開揚景
觀，遂以267.8萬元(綠表價)購入單位，
實用面積呎價為6,361元，其成交價略
高於市價水平。

原業主帳面獲利163.8萬元，單位升
值逾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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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有港島區住宅發展用地招標出售，涉及
薄扶林道86A-D號樸園逾八成業權，7月24日截標。物業現
址為兩座四層高住宅及一層停車場，地盤面積28,514方
呎，並提供16個住宅單位及16個車位。

代理招標工作的第一太平戴維斯周德輝指出，於今年財
政年度，政府推出位於港島區的住宅用地只有兩幅，故是
次標售的薄扶林道地皮實屬市場罕有。與此同時，如作重
建用途，按現時地積比率1倍計，這幅地皮更可興建獨立
屋，市值料約6.8億元。

南邊圍地皮延期截標

另一幅招標中的西貢南邊圍路南面獨立屋地皮，現因法
律條款審閱需時，項目截標日期延至7月18日。高力國際麥
子興表示，項目受到很多發展商青睞，有些更是首次來港
投地發展之內地發展商。

香港文匯報訊 中原地產研究部指出，5月已知業主買入價
的二手私人住宅買賣合約登記錄得1,828宗，當中1,782宗錄得
帳面獲利，比例為97.5%，較4月的97.8%下跌0.3個百分點。

獲利比例連跌三個月

二手私宅轉售獲利宗數比例連跌三個月，累積跌幅達1.3
個百分點，創八個月新低。該行認為，數據反映受政府打
擊措施影響，樓價持續調整，樓市成交放緩，阻礙業主轉
售物業圖利，拖累二手私人住宅帳面獲利宗數比率回落。

轉售獲利最多個案的是天水圍嘉湖山莊，錄61宗。沙田
第一城以50宗居次。馬灣珀麗灣錄17宗，位列第三。在12
個獲利宗數較多的屋苑中，9個屋苑獲利比例100%，包括
沙田第一城、珀麗灣、將軍澳中心、映灣園、荃灣中心、
康怡花園、翠怡花園、維景灣畔及新都城。荃灣中心平均
買賣帳面獲利幅度是12個屋苑最高，每宗獲利幅度錄1.47
倍。其次是將軍澳中心，幅度1.08倍。翠怡花園排名第三
位，平均每宗獲利幅度1.05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趁
近期上車盤吃香，一手住宅物業銷
售條例實施後個半月，首度有發展
商加推單位，根據一手住宅物業銷
售資訊網顯示，香港小輪加推粉嶺
逸 95伙，平均實用面積呎價9,493
元，入場費420.8萬元，於本周六以
先到先得形式開賣。

單位入場費420萬

負責銷售代理的 基地產營業部
總經理林達民昨表示，逸 新加推
95伙是根據新例下第二批推售單位
須佔單位總數10%比例推出，並以

原價加推。根據價單顯示，此95伙
主要分布於第2座、3座及5座單
位，實用面積由453方呎至616方呎
，售價由420.8萬元至609.7萬元，實
用呎價由8,681元至10,388元。發展
商提供即供付款(照訂價減6%)、最
高25%第二按揭(照訂價減4%，只
限私人名義買家)及建築期付款(照
訂價)。

據了解，逸 為新例下首個無縫
交接賣樓的樓盤，首度重推時推出
146伙，據一手住宅物業銷售資訊
網顯示，至昨日為止售出63伙，佔
推售單位比例4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

長實於上海普陀區真如副中心
的「高．尚領域」首批行政公
館快將推售，首批單位均價將
低於每平米3萬元人民幣。長實
地產投資董事郭子威昨表示，
該盤售樓處將於周六(22日)首度
全面開放，而首批行政公館早
前舉行三場路演推廣，吸引逾3
萬人次參觀。

薄扶林道地招標出售

97.5%私宅易手獲利

處處「白居二」居屋繼續搶 逸 原價加推95伙

長實滬盤每米低於3萬

萊坊：將軍澳元朗樓跌一成

地產商見銷監局 融洽中釐清新例

樓書可不放售樓處

英皇：零售物業加租個位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一手銷售新例實施已個半月，但不

少發展商仍然對條例細節存疑問。一手樓銷售監管局昨與地產建設商

會昨開會，雙方就大部分問題達成共識，一些未准許刊載入樓書的樓

盤資料，如管理費、樓盤用料等，日後可以另外出一本刊物詳列資

料，就條例規定發展商需24小時提供樓書，亦容許可於其他地方提

供，不一定要在售樓處。

其他居屋成交列表
單位 實用面積 成交價 實用呎價

黃大仙天馬苑D座高層12室 363方呎 300萬元（自由市場） 8,264元

將軍澳茵怡花園1座高層G室 399方呎 313.8萬元（自由市場） 7,865元

屯門兆康苑J座高層3室 431方呎 253萬元（自由市場） 5,870元

屯門兆麟苑D座高層1室 401方呎 168.8萬元（居二市場） 4,209元

資料來源：中原、美聯、祥益、世紀21富山

■一手樓銷售監管局昨與地產建設商會昨開會，共有30多人參與，會面時間長達4

小時。 記者顏倫樂 攝

■萊坊林浩文(右)表示，港島區樓價抗跌力強，跌幅

不多於5%。旁為林護祥。 記者黃嘉銘 攝

■長實郭子威表示，上海「高．尚領域」

售樓處於本周六首度全面開放。

■香港工程師學會理事

鄺正煒。

記者黃子慢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