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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布行政長官處理政治委任官員涉

及潛在利益衝突的新指引，列明私人利益涵蓋

官員家人、親友及私交好友等。新指引擴闊官

員潛在利益申報涵蓋範圍，回應了民情對政治

委任官員潛在利益衝突的關注，顯示政府對官

員的操守要求更加嚴格。這可增強問責班子的

廉潔和誠信，使官員推動有關政策時避免受到

利益衝突質疑，有利於政府政策的推行和落

實。對於指引存在的灰色地帶，政府有必要盡

量釐清。不過，官員利益申報與涉及潛在利益

申報畢竟有區別，潛在利益申報涵蓋官員親友

及私交好友等，他們的私隱應得到保障，而且

潛在利益申報不可能釐清所有灰色地帶，對

此，特首需保持必要的酌情權。

新指引首次明確政治委任官員的「私人利

益」，除了該官員本人外，亦包括其家人、親屬

或私交好友、所屬會所和協會，與該官員有私

人或社交聯繫的任何群體，以及該官員曾受恩

惠或欠下人情的任何人的利益，當中儘管不涉

及經濟利益，但可左右官員在執行職務時所作

的判斷，或令人有理由相信會影響其判斷。新

指引涵蓋面較以往闊，回應了市民對廉潔政府

的期望，以期盡量避免官員捲入潛在利益衝

突，既有利於維護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又有利

於官員推動和落實涉及各種利益的敏感政策，

值得肯定。新指引亦不會影響真正有志服務市

民的社會人士加入問責班子，卻對那些有做官

謀私利之心的人加強了約束，是一件有利於提

升問責班子透明度和操守的好事。

新指引要求更嚴謹，有助釋除公眾疑慮。不

過，由於擴闊申報範圍存在不少灰色地帶，執

行時可能引發爭議，政府有必要盡量釐清。應

該看到，官員利益申報與涉及潛在利益申報畢

竟不同，官員利益申報應該而且必須公布相關

利益資料，但官員親屬或私交好友等，與官員

的潛在利益衝突在法律層面難以定義，執行亦

有難度，因此，官員潛在利益申報不可能釐清

所有灰色地帶。這些灰色地帶有待行政長官考

慮有關官員在事件中的角色，以及事件的敏感

程度，決定行使酌情權的程度，或者決定須採

取的行動。

政治委任官員要推行和落實政策，擴闊潛在

利益申報是合理的。立法會議員要辯論或批准

政府有關政策和撥款，亦應考慮相關準則同時

套用於議員。

(相關新聞刊A1版)

日本「準航母」出雲號正式下水，引起亞太

國家高度警惕。出雲號下水具有強烈的軍事、

政治意義，暴露出日本擺脫和平憲法限制、復

辟軍國主義的野心，對周邊國家和全世界和平

構成嚴重威脅。美國必須看清日本強軍備戰的

危害性，放棄借日本牽制中國崛起的錯誤做

法，以免養虎為患，害人害己。

新下水的出雲號雖然被日方稱為「護衛

艦」，但其不僅為日本現役軍艦中最大，其噸

位和性能甚至遠超英、意及西班牙的現役航

母。出雲號所具有的雷達、聲納和運輸能力

等特徵，與現代意義上的航母毫無區別，根

本就是一艘不折不扣的航母。日本和平憲法

禁止日本擁有攻擊性武器，不允許建造航

母。事實上，出雲號正式服役後，加上之前

以驅逐艦的名義裝備的另外兩艘直升機驅逐

艦，日本已擁有三艘「準航母」。而日本防衛

省表示，海上自衛隊正在建造另一艘與出雲

號同型號的護衛艦。日本當局用掩人耳目的

手法，不斷突破和平憲法的約束，暗渡陳倉

大肆擴充軍備，企圖重現昔日海上霸王的光

輝。

日本社會近年右傾化，安倍上台後更為明

顯，在修憲擴軍的問題上動作頻頻。此前提出

將自衛隊改名為自衛軍，準備為象徵軍國主義

的旭日旗「正名」，如今「準航母」出雲號下水

進一步謀求海上空間，「倒逼」修憲的政治用

意更露骨。安倍一系列帶有強烈擴軍意義的舉

措，就是要造成既成政治現實，刺激日本的民

族主義情緒，為修憲營造民意壓力，增加修憲

的成功率。

歷史上，當年日本侵華海軍旗艦也叫出雲

號，並曾參加過日俄海戰。日本最新的準航母

的命名，有 為日本軍國主義招魂之意，選擇

在廣島原爆68周年紀念日舉行下水儀式，更讓

人聯想日本不僅是對中韓俄發出挑釁，還隱藏

對美國的怨恨與仇恨。

日本一步步右傾，重新走向強軍之路，正是

美國慫恿縱容的結果。美國希望借日本重建強

大軍力，達到牽扯中國、俄羅斯的目的。但相

信美國也不會忘記，二戰中日本海軍讓美國吃

盡苦頭。日本復辟軍國主義對全世界都是一場

災難，美國不可能獨善其身，必須與國際社會

共同合作，嚴格要求日本恪守走和平發展道路

的承諾，防範日本重走軍國主義舊路。

(相關新聞刊A7版)

擴闊利益申報 特首須有酌情權 日「準航母」下水 野心昭然若揭

長策會倡供應主導紓房困
代理要求撤辣招 張炳良：需求管理有必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長遠房屋策略

督導委員會昨日召開最後1次全體會議，總結

下月發表的諮詢文件內容。身兼主席的運輸及

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會後稱，本港現時面對的房

屋問題嚴峻，包括供求緊張、超低息環境加上

外圍資金充裕令樓市波動，根治方法是增加房

屋供應。面對地產代理業要求政府「撤辣招」

的聲音，張炳良重申，政府重視樓市穩定性，

需求管理措施「有存在的必要」。另外，長策

會促請政府規管 房，包括以發牌或業主登記

制度，但不包括工廈 房。

張炳良表示，目前本港房屋問題的癥結是供求失
衡，政府未來10年的房屋策略，將突出供應主

導，而公、私營房屋比例是6比4，其中60%是公營房
屋，包括出租公屋和出售的居屋等，其餘40%是私樓，
政府在解決房屋供應問題方面將扮演更積極的角色，期
望盡快解決供求失衡的狀況。他強調，不會低估覓地建
屋的大挑戰。

引私人參建 加快建居屋

據了解，為加快興建居屋，長策會建議引入私人參建
模式，善用私人發展商的建屋能力。不過，委員李華明
關注質素和發展商的效率，「以前試過（建屋）質素相
當差，問題在於監管建樓過程」。此外，建造業的人力
及建材供應等亦會影響建屋量及速度。

促規管 房 不包括工廈

政府早前委託調查機構，推算出全港有約7萬個
房單位，長策會促請政府透過發牌或業主登記制

度規管 房。張炳良強調，規管主要針對住宅樓宇
內的分間樓宇單位，不會包括工廈內的 房戶，
「本身非法，政府不會正規化」。委員鄔滿海表示，
發牌規管 房是長遠策略，最關注 房安全的問
題，「如果是完全符合規格，比較難取締」，認為
應該研究如何正規化。據悉，多名委員均認為，
房問題難以短期內解決，而發牌或者登記制度的目
的，是要確保任何分間樓宇單位，要符合安全標
準，包括符合建築物條例及防火要求，確保結構、
走火及衛生安全。
另外，長策會亦討論了應如何照顧社會上特定群組

的住屋需求及優次，例如非長者單身人士、年輕人和
首次置業者等。長策會認為，家庭、長者及居住環境
惡劣的家庭，住屋需求逼切，應該優先照顧。消息人
士透露，長策會認為，應該優化善用公屋資源，包括
檢視現行公屋政策，例如富戶政策、公共屋 寬敞戶
政策、紓緩擠迫戶的住屋安排，以及打擊濫用公屋的
措施等。

建單幢公屋 利單身上樓

據悉，諮詢文件亦提出加快非長者單身人士上樓，包
括建議研究在現有公共屋 的空地或休憩用地，加建單
幢公屋。有委員認為建議值得探討，應選擇一些短期內
不會重建、密度較低及休憩用地較多的屋 。但委員劉
炳章對建議有保留，「好似寡佬 、剩女 ，擔心造成
社會標籤」，亦有委員擔心影響現在屋 的休憩設施，
惹來現在居民反對，認為應該小心處理。

下月 諮詢 為期3個月

長策會將於下月初發表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提及
多項公眾關注的房屋政策意見，並作出回應，至於最終
能否落實，將視乎公眾諮詢收集到的意見。公眾諮詢為
期3個月，將針對公眾、房屋政策關注團體和專業人士
舉辦多場研討會，並於今年年底提交長遠房屋策略的公
眾諮詢報告書。

加快重建谷需求 44.7萬單位再上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長策會諮詢文件推算

由2013/14年至2022/23年的10年期間的房屋需求，早
前公布的44.7萬個單位將會上調。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昨稱「會稍為上調數字」，亦會每年檢視，甚至
調整推算數字。據了解，委員認為，無論政府抑或私
人發展商，近年均加快重建步伐，加上 房問題令安
置需求增加，重建戶搬遷參數應該調整，令房屋需求
推算將略增數千至1萬個單位。

政策趨勢現變數 倡每年更新

當局早前公布，房屋需求是根據需求預測模型推算

出來，主要因應於未來10年，估計不同會導致增加房
屋需求的元素，包括人口結構變化、住戶數目淨增
長、受重建影響住戶、居住環境欠佳住戶等，亦涉及
多項經濟及社會變數，這些變數是會因應隨 時間轉
變的最新政策、措施及統計趨勢而有所改變。
此外，推算亦利用計量經濟模型得出在不同情景下

的推算結果，以反映在不同經濟和物業巿場情況下
的房屋需求。張炳良指出，推算是基於現時已知的
統計數字及趨勢，未來數年無論在社會、經濟環境
方面均可能有變化，或因應政府政策而改變，長策
會建議每年更新數字。

住戶數淨增長推算考慮多種因素

其中一項重要推算是住戶數目淨增長。該數字是以

政府統計處的家庭住戶推算作為基礎，當中已計及人

口老化、住戶人數減少、一人住戶數目增加、生育率

下降、出生時預期壽命較長等人口變化，以及其他影

響香港居民流動的因素，例如香港人在內地生活及工

作、單非及雙非嬰等。至於居住環境欠佳住戶的推

算，則參考了長策會早前委聘「政策二十一」所進行

的 房報告，以及居於臨時房屋及非住宅大廈或與其

他住戶共用同一單位的住戶數目的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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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房屋問題是現屆政府的
「重中之重」，為解決逼切問題，政府於去年10月宣布成立
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擔
任主席，廣邀多名具濃厚房策背景的人士出任委員，包括
房屋協會主席鄔滿海、房委會委員蔡涯棉、資深城市規劃
師林筱魯、資深工料測量師劉炳章、公屋聯會主席王坤，
以及經濟學者關焯照等，就房策向政府獻計。長策會共召
開了11次全體會議、2次簡報會及1次分組會議。

下月諮詢文件 探討各司其職

消息稱，將於下月公布的諮詢文件將探討參與提供房
屋的不同機構的角色，公營房屋包括房委會、房協及市
區重建局等，亦會觸及私人發展商，「私人發展商也擔
當重要角色，因為他們能否配合到社會需求、政府政策
的步伐也很重要」。長策會認為，不同機構在房屋供應
上可扮演各自的角色，「房協受限於規模，建屋量難以
大增，市建局主要做市區更新，都可在供應上發揮重要
作用」，委員期望機構之間可加強合作，探討公私營之
間的合作模式。
房屋不單是有地便可興建，須有基建、交通、其他社區

設施等配套，亦須評估對環境的影響。消息人士稱，其中
一個章節將專注土地的供應，包括深討如何平衡各方的需
要、尋找新土地，以及如何善用現有土地的空間等。

推算7萬 房戶塞17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私樓租金高

昂，不少 房環境惡劣，仍然有價有市，更
愈 愈多，有單位被發現「一 18伙」。長
策會早前委託調查機構「政策二十一」進行
「香港分間樓宇單位調查」，報告推算全港有
約7萬個 房戶，住了17.13萬人口，住戶人
均每月收入5,490元，但平均每月繳交租金卻
達約3,790元，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是
29.2%，這數值較私樓戶的25.7%更高，反映
房戶需用較多收入來應付租金。

人均「蝸居」僅67平方呎

「政策二十一」於今年1月底至4月底，於
全港訪問1,860幢樓齡超過25年的舊樓，按樓
齡、應課差餉租值、地理特徵（如鄰近港鐵
站、街市檔位等）、分層及抽選樓宇樣本。
統計報告推算全港有約6.69萬個 房戶，當
中約3萬間 房內無廚房、廁所或食水供
應，居住環境惡劣，人均「蝸居」面積僅67
平方呎。
約7萬個 房住了超過17萬人，近半 房

戶並未申請公屋，其中49%沒申請的原因是
超出入息上限。而17萬 房人口中，約48%
是15歲至44歲年輕群組，約75%人達到中學
甚至大專以上學歷，約50%人在職且有收
入。

逾4成被加租 每月增542元

調查又發現，41.7% 房戶過去一年曾被
加租，約40%租金加幅少於5%，平均月租增
幅約542元。
另外，長策會亦委託香港理工大學在今

年1月至3月期間，舉辦了24場焦點小組討
論，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供長策會委員討
論。焦點小組共有約230名參加者，分別是
隨機抽選的市民和相關團體成員，包括關注
團體、智庫組織、環保團體、區議會議員、
學者、地產發展商和與規劃、建築及地產有
關的專業學會等。討論涵蓋現時的住屋情況
和住屋需要、對援助社會上不同群組應訂的
優次、在提供房屋予滿足社會的住屋需要上
可接受的社會成本等。

長策會促請政府透過發牌或業

主登記制度規管 房。圖為一

房居民煮食。 資料圖片

▲

▲張炳良重申，政府重視樓市穩定性，

需求管理措施「有存在的必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兆東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