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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文匯報首任
董事長李濟深孫女、民革中央常委、全國政協委員
李靄君昨日到訪本報。她說，65年來，文匯報為香
港繁榮、為國家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希望文匯報越
辦越好，在愛國愛港宣傳等方面作出更多貢獻。
李靄君隨同「中華海外聯誼會港澳社會經濟研

討班」來港考察學習，昨日第一次到訪香港文匯
報總部，受到本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副社長
馮瑛冰，社長助理、文匯網行政總裁施倩等報社
領導熱情接待。李靄君向王樹成贈送了一本由民
革中央宣傳部所編書籍《李濟深與蒼梧故居》。
李靄君說，自己第一次踏足香江，親身感受到

香港經濟繁榮，社會很有秩序，而她到港後第一
件事便是到奶奶墓前祭拜，「我一直希望若有機
會去香港，一定要去奶奶墓前祭拜，這次終於得
償我此生最大的夙願」。
「到文匯報看看，這也是我來港的一大願望。」

儘管是第一次參觀文匯報總部，李靄君深情地
說，「我覺得我對香港、對文匯報一點兒也不陌
生，因為我的爺爺和奶奶與文匯報、與香港有很
深的淵源，這使我感到很熟悉，也很親切。我的
爺爺是文匯報第一任董事長，我聽說很多關於爺
爺的事蹟，感覺爺爺挺偉大的。」
今年是香港文匯報創刊65周年，李靄君說，65

年來，文匯報一直為香港繁榮、為國家發展做了
大量工作，作出很多貢獻。特別是香港回歸後，
文匯報做了很多愛國愛港的新聞報道，對促進
「一國兩制」的實踐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她表示，
有很多前輩為文匯報發展付出很多努力，令人欽
佩，希望文匯報越辦越好，在愛國愛港宣傳及促
進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民生發展等方面作出更
多貢獻。
在參觀報史館時，李靄君一見到爺爺照片和簡

介，都會馬上拿相機拍下來作為珍藏，尤其是

1949年開國大典上李濟深站在毛澤東旁的一張珍
貴舊照，更是連拍數張，「這張要拍下，很珍
貴」。最後她在題詞本上寫下：「祝文匯報越辦越
好」。

民革中央常委李靄君訪本報

■香港文匯報首任董事長李濟深孫女李靄君訪問

本報，在參觀報史館時，與王樹成社長在李濟深

舊照前合影留念。 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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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梁悅

琴）四叔李兆
基再修訂捐農地

建百萬元資助房屋
建議，願意自掏腰

包代支12.696億元的補
地價及建築費來興建，

有點似「嫁女貼大床」，
誠意十足，但業界認為，最

終能否成事還看其他條款能
否與政府其他資助房屋看齊，
否則容易出現社會分化局面。

需周詳考慮轉售問題

測量師陳東岳表示，四叔的一番好意，值得肯定，
但當中涉及資助條款要再仔細考慮，似如即使政府肯
以每伙300方呎單位計，每伙只收30萬元補地價，每
呎地價只為1,000元，與現時區內地價約3,000元至
3,500元一方呎，折讓66%至71%，因此，日後轉售
時，是否有規定買家類別、是否要按市值補足地價、
及一手買入時是否有轉售時間限制，這些方案都要作
出詳細考慮。

不宜搞兩套資助制度

他相信，此類資助房屋的出售及轉售條件，最好與
目前政府推出的資助房屋條件如居屋等相若，否則會
出現兩種資助房屋制度，反而容易出現社會分化。他
估計，若果此等條件得以清晰界定，成事的機會將大
增。

四叔捐農地新舊方案對比
舊方案　 新方案

補地價　 不用補價　 願意接受每戶補價30萬

建築　 交由政府負責 先支付建築費

受惠人士 年輕人　 由房協決定

出售價格　每戶100萬　 建議每戶12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政府去年至今兩度推
出辣招，包括買家印花稅(BSD)及雙倍印花稅(DSD)，但
遲遲未過立法會，民間阻力相信是一大原因。上月組織
地產代理遊行的「辣招苦主大聯盟」，昨表示會再發起
簽名運動，目標收集20萬個簽名，再轉交運房局及立法
會議員。更揚言政府不理會業界意見，會有進一步行

動，不排除靜坐，甚至絕食，意圖逼令政府改變初衷。
中原創辦人施永青昨稱，業界現時的要求只是撤銷

DSD，形容訴求是「為保飯碗」，因為BSD針對外來熱
錢炒樓、SSD（額外印花稅）亦打擊炒家等，情有可
原，但DSD則對所有物業均有影響，連同商業物業一併
繳稅，會影響外來資金投資香港的信心。聯盟發言人昨

亦重申，最重要訴求是取消「DSD」，若政府不肯撤
銷，亦希望能夠作出修訂，例如將換樓期由6個月延長
至12個月等。

料逾萬名代理將失業

美聯集團董事總經理黃子華表示，因為交投減少，行
業或收縮至僅三分一代理行可留低，「而家最少5至6成
代理㟊緊最低工資，呢班人會有幾多興趣留㝋行內？行
業流失情況只會上升。」施永青估計，中原集團的人手

流失相對年初已減少約5至10%，「而家交投量支持唔
到個規模，調整係必然的事，如非必要亦不會請新
人。」
中小型代理行代表、地產代理聯會主席郭德亮相信，

未來2至3個月內還會有2成業界縮規模，約2,000間公司
會倒閉，逾萬名代理失業。他透露，聯盟於8月18日將
約見自由黨代表，稍後亦會聯絡民建聯等，若政府不理
會業界訴求，9月、10月會再有兩輪更激烈行動，不排
除靜坐，甚至絕食，直至政府進行修訂為止。

代理收集20萬簽名促撤DSD

據四叔在昨日出版的《東周刊》訪問中指
出，有關農地位於元朗十八鄉路，旁為

禮修村及龍田村，佔地63,501呎，計劃以5倍
地積比率興建，可建總樓面面積317,508呎，
按四叔心中構思，每個住宅單位面積300呎，
總共可建1,058伙，初步建築計劃是興建2幢住
宅大廈，每幢樓高24層，每層24伙，2座建築
會呈L形設計，務求實用為主。農地旁一幅較
細土地亦屬四叔所有，但該地已劃作其他用
途，按規劃將興建油站。

擬捐元朗馬田壆農地

四叔表示，之前與政府商討時，其中一個大
爭拗點是他原想為幫助年輕人上車，並非牟
利，理應毋須補地價，惟政府立場堅持要補地
價而令計劃拉倒。保守計算，每呎補地價
1,500元，另加建築費每呎3,000元，即每呎總
成本4,500元，每伙的成本135萬元，四叔稱，
「我看這個價格較高，年輕人較難負擔，若能
將每方呎補價壓低至1,000元，每呎總成本約
4,000元，一個單位賣價就是120萬元。」
但四叔願接受有限度補價:「我希望政府索

取補價別太高，若每個單位（補地價）在30萬
元水平，那勉強可以接受，虧蝕少許我不介
意，倘若真的每方呎要1,500元，補價太高，
就難以承受。」

房協代理保證不會蝕錢

另外，四叔指，最初他是希望由政府負責興
建，但政府有太多考慮，現時由房協跟進，他
深明房協也有許多掣肘，為免房協擔心蝕本而
令計劃再度受挫，他願意一力承擔建築費用，
房協只作為一個代理人，協助出售建成後的房

屋。四叔透露，房協方面稱可考慮做代理人，
但最重要的是保證他們不會有虧蝕，同時房協
亦強調賣價不能太廉宜，否則會影響以後政府
推售公屋及居屋。四叔補充，日後以何模
式發售，雙方仍在商討，預計需要幾個月
協商，才可定出一個初步方案。
至於一直堅持要賣給年輕人的想

法，四叔也願修訂立場。「在我
立場，做慈善要如投資，要講
效益，以最少資源達到最大成
效，我認為建成房屋分配予
年輕人，對社會的幫助最
大。他們年紀細，還要
在社會打拚數十年，
未來社會的推動與發
展要靠他們，讓年輕人安居，無後顧之憂，會
努力貢獻社會，相反，若建屋予老年人，發揮
的效用遠遠未如年輕人」。不過，四叔明白政
府及房協角度要講公平，不光是年輕人，低下
收入家庭等，都要均等分配，故願交由有關方
面決定銷售對象。

其餘6幅地要3年才成熟

倘若這次農地成功，他手上還有多幅土地
願意捐出，早前給予政府過目的其餘6幅農
地，暫因為配套未盡完善，一時三刻較難發
展。土地既要補水又要補電，看要2至3年才成
熟。
環保觸覺昨晚發表聲明指，馬田壆農地一直

由一戶陳姓花農使用，養活一家六口，現正用為
耕地，並非棄耕農地，並不適宜作捐地之用，若
四叔強行要求農戶遷離，將掀起極大爭議，有
違四叔「以和為貴」減少社會爭議的理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人稱「四叔」的㞫地主席李兆基捐農地興建百

萬元資助房屋計劃有新進展，李兆基已初步與房協接觸，大幅修改捐地計劃細

節，並已鎖定捐出元朗馬田壆逾6萬呎農地，興建面積300方呎的住宅1,058伙。

由於政府堅持要補地價，及要免除房協蝕本的顧慮，四叔願意自行墊支建築費及

補地價，但他指最多只能接受每伙補地價30萬元，另加90萬建築費，即四叔全數

要墊支12.696億元，每伙將以成本價120萬元出售。四叔坦言，「虧蝕少許我不

介意」，為玉成其事，願意由房協決定銷售對象，不再局限年輕人。房協昨日回

應指，雙方正商討有關計劃。

料可建住宅逾千伙
房協：正商討捐地計劃

四叔墊12億 樓上助

成事關鍵：出售條款看齊居屋
李兆基擬捐元朗農地位置李兆基擬捐元朗農地位置李兆基擬捐元朗農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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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叔擬捐農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㞫地主席李兆基早前
捐地予政府興建資助房屋被拒，有傳媒報道李兆基計劃
與房協合作，並在初步接觸後修改捐地計劃細節，包括
願意先掏腰包補地價及建築費，房協只作為代理人，協
助出售建成後的資助房屋。報道指李兆基引述房協指
出，擔心會否要承擔費用，以及出售時會否有虧蝕；又
認為日後售價不能太便宜，否則會對政府推售公屋及居
屋有所影響。房協昨日回應指，雙方正商討有關計劃。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指出，擁有

土地業權持有人願意捐出閒置土地，興建資助房屋予首
次置業者，可有助紓緩本港的住屋問題，又認為李兆基
改變捐地細節將有助「成事」，「不論由政府或房協興
建都一樣，要與其他資助房屋政策有連貫性，難以將受
惠對象只限定於年輕人。」

可待單位出售時補價

至於補地價方面，鍾劍華認為是必須的，但當局可考
慮出售單位時才收取補地價費用。他又指出，自從政府
於1978年推售第1期居屋單位到近日出售剩餘單位，定
價某程度上都與市價掛㢕，「由落實到興建及發售，相
信至少都要5至6年時間，好難現時便指定一個價格。」
他認為，建築費由哪方承擔，反而不是重點，「房協目
前有200億元現金，亦絕對有能力承擔。」
雖然李兆基改變了捐地形式，但鍾劍華指出，李兆基

在新界擁有太多地皮，多年來都是基於補地價及更改用
途問題而未曾發展，一旦因捐地而加快審批程度，難免
會被人懷疑此舉只是「拋磚引玉」的招數。他指出，未
來可能亦會有其他人捐出土地，建議當局應討論如何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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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和計劃生
育委員會網站消
息，衛計委決定實

施「服務百姓健康行
動」，並提出將完善生育
政策，適時出台調整方
案。消息引發民眾對
「單獨二胎」政策有望近
期重啟的關注。詳刊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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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民連成員、寶血
會培靈學校教師林
慧思早前以粗口辱

罵警員，引起公憤。根
據傳媒一項網上調查發
現，有92%市民不認同
「粗口教師」林慧思爆
粗罵警。

詳刊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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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間航海家翟
墨駕駛「姜太公」
號帆船抵達福建省

廈門市。翟墨稱，曾有
登島想法，但因為各方
面因素最終未能成行。
他表示，「最壞的打算
就是『船沉了，人留在
釣魚島』。」 詳刊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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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家傳戶曉的
大報《華盛頓郵
報》，因經營困難

宣布賣盤。網購網站亞
馬遜創辦人貝索斯斥資
2.5億美元(約19.4億港元)
收購，將成為《華郵》
及多份地方報的持有
人。 詳刊A11

國
際19

億
購
︽
華
郵
︾

亞
馬
遜
創
辦
人

渣打公布今年上半
年業績，純利錄得
21.31億美元，按

年倒退24%，遠遜於市
場預期的倒退1%，是連
續十年創半年盈利新高
後首現倒退，該行料今
年收入無法繼續維持雙
位數增長。 詳刊B1

財
經

十
年
首
倒
退

渣
打
少
賺
24
%

版面導讀

下次攪珠日期：8月8日

8月6日(第13/090期) 攪珠結果

頭獎：無人中

二獎：$875,200 (2注中)

三獎：$102,580 (45.5注中)

多寶：$8,000,000

4 11 15 19 32 44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