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首梁振英是香港專
業測量師，熟悉本港地

產及房屋問題，然而他的「市場」並不局
限在本港。在上世紀80年代，當梁振英年
僅30歲時，已經多次為本港及內地的土地
政策出謀獻策，包括本港回歸的新界地契
問題、上海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深圳首次
招標賣地，梁振英的建議都產生莫大影
響。就連曾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在主政
上海期間，即使當時比梁振英年長一倍，
在遇上問題時都曾虛心向梁振英請教意
見。
梁振英1974年畢業於香港工業專門學院

（理工大學前身）的建築測量系，其後負笈
英國布里斯托理工學院（現為西英格蘭大
學）進修，獲估價及地產管理學位。他曾
任香港測量師學會會長，亦是前英國皇家
測量師學會香港分會主席，並於2001年與
其他專業人士成立香港專業聯盟，擔任主
席，以推廣本港專業服務，促進兩地交
流，提升本港專業人士的整體形象及競爭
力。

29歲為《聯合聲明》獻計

早於上世紀80年代，當梁振英只是29歲
左右的時候，他就曾對《中英聯合聲明》
的內容作出貢獻。當時，英國同意於1997
年將本港交還予中國，但由於內地當時還
沒有私人房地產，中央政府對新界地契年
期屆滿問題沒有足夠認識，沒有解決辦
法。其後，中央政府委託梁振英寫意見
書，後成為《中英聯合聲明》附件三的主
要內容。

自掏腰包赴內地授課

梁振英在回歸前亦義務到內地講課，為
內地改革開放，尤其是土地政策問題上發
揮了很大的貢獻。他曾撰文表示，自己於
1970年代末加入了「專業人士促進現代化
協會」，其後就與多位專業人士自掏腰包到
內地講課，「對象全是官員，講市場經濟
中的土地利用和房屋問題，頭幾年用廣東
話講，第一次厚㠥臉皮用普通話講是在珠
海黨校」。

也因為講課出色，令他可以成為「寫下上
海的土地發展」的人。1988年國家修改憲
法，容許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有償轉讓，
上海率先賣地，當時年過六旬、任上海市市
長的朱鎔基，就虛心向梁振英請教有關問
題。梁振英提出賣地要透明、公開、公平、
公正，建議公開招標，而且標書要中英文兼
備，上海市人民政府同意，更請他和上海市
官員共同起草。此外，深圳第一次城市規劃
工作、第一次招標賣地、上海第二次招標賣
地，梁振英都為內地有關部門出謀獻策。

朱鎔基問計土地發展

過人的才能，令朱鎔基對梁振英留下了深
刻印象。當1990年梁振英再次訪滬時，就再
次獲安排與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朱鎔基會
面。朱鎔基徵詢梁振英有關住房改革問題的
建議，梁的意見獲朱鎔基大力讚揚，還建議
把上海有關部門召集起來，請梁振英做個報
告，並選派一些人到香港培訓，學習土地批
租和開發房產市場的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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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自競選行政長官
至上任以來，非常關注港人

「住屋難」的問題，故將房屋問題視為今屆
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在短短一年來，
梁振英果敢推出「雙辣招」買家印花稅、
額外印花稅等樓市調控政策，成功冷卻樓
市亢奮氣氛；又宣布「梁10招」增加短、
中期房屋土地供應。他同時有所承擔，為
本港將來的土地需要作好準備，包括推出
「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確立新一代新
市鎮的里程碑，希望「今日20多歲的年輕
人，10年後能在新界東北成家立室」，令下
一代的「置業夢」夢想成真。

本港地小人多，人均居住面積狹小，不
少市民慨嘆「安樂窩」難求。梁振英早在
特首選舉的政綱中指出，土地是一切生活
和經濟活動的根本，解決住屋問題、發展
工商百業及提供公共和社區設施，都需要
土地，而本港並不缺乏土地，欠缺的是全
局觀和長遠的規劃。

倡自置居所築安樂窩

他認為，政府自2003年以勾地政策取代定
期賣地後，土地供應持續減少，令房屋、
寫字樓、酒店、商舖的供應緊張，價格和
租金隨之急升，強調土地利用和規劃必須
具策略性和前瞻性，要突破孤島觀念，須
顧及本港在珠三角的功能和定位，同時亦
要考慮本港的國際地位。他亦深明，住屋
是市民最關注的民生問題，亦是穩定社會
的基礎。因此，他鼓勵自置居所，提升市
民的歸屬感，搭建置業階梯，促進向上流
動；同時要公平合理分配公共房屋資源，
增加流通。

5年建公屋單位近8萬

在去年上任後，梁振英馬上兌現承諾，
推出措施「搵地」及增加房屋供應(見表)。

他向房委會提供足夠土地，預計於2012/13
年度至2016/17年度的5年內，共興建79,000
個公屋單位；在2018年起的5年內，會以公
屋總供應至少10萬個單位為產量目標，回
應社會需求。同時，政府也掌握了足夠土
地，以供在2016/17年度起的4年內落成約
17,000個新居屋單位，其後每年會興建平均
約5,000個新居屋單位。

新東北發展無可取代

在中長期土地供應方面，梁振英強調，
沒有任何一塊地，沒有任何一個發展計
劃，可以取代新界東北的發展。政府在2012
年9月完成「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
研究」第三階段公眾參與活動，涉及533公
頃土地，未來亦會用最好的方法，貫徹整
個計劃的構思和規劃。此外，當局今年4月
開展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一
階段社區參與，涉及約200公頃土地；5月，
展開《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的第二階段
公眾參與活動，預計涉及189公頃土地；6
月，完成近岸填海地點、中部水域人工島
及3項政府設施搬遷往岩洞等建議的第二階
段公眾參與，並籌備進一步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梁振英在其競選中提出，自己當選後的首要工
作是「協助基層上樓，協助中產置業」。他

的競選大綱曾指出，當選後會透過制定長遠房屋
策略，為中產家庭延長置業貸款扣稅年期，並承
諾在復建居屋及增建公屋同時，每年抽出5,000名
白表居屋申請者，容許他們於第二市場購買未補
價居屋，及優化現有公屋政策與致力改善居住環
境。
上任後，梁振英不負眾望，㠥力推動房屋政策

發展，並按施政報告中的「四大房屋政策目標」，
推出一系列優先照顧港人需要的措施，包括於去
年7月即時落實「白表免補地價」計劃，9月宣布
實施「港人港地」政策，10月成立長遠房屋策略
督導委員會，同時推出樓市「雙辣招」，成功遏抑
投機活動及樓價上升的趨勢，梁振英又於今年初
宣布10項「增加短、中期房屋土地供應」措施
等，回應了港人的訴求（見下表）。

王國興：房策長遠又明確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議員王國

興昨日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讚揚，今屆政府有別於
上屆，不會單憑表面數據，就貿然認為房屋供應
量已足夠，反而下定決心策劃出「長遠又明確」
的房屋政策，其中尤以「復建居屋及增建公屋」
是他的「首選」，梁振英又承諾加上即時按市況成
立專責小組跟進房屋問題，十分可取。
他續說，梁振英團隊在爭取土地上表現進取，

相信政府可在未來日子提供更多公營房屋供應，

並希望當局面對東北發展區等較大的發展阻力
時，可多管齊下，推動民間力量共同發展，真正
做到港人「同一屋簷下」。

陳鑑林：夠膽出招治問題

一直關注房屋問題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

指出，梁振英政府在處理房屋問議題的取態，較
以往政府積極，亦「夠膽」出招，肯面對問題，
並在政策上做了很多工夫，例如推出多項「辣
招」、增加房屋供應和建屋數量，當中涉及短、
中、長期措施，尤其是在實施「辣招」後，過去
一段時間樓價飆升的情況被剎住，同時壓得住炒
風，對樓市的幫助非常明顯。
他希望，當局未來可以

加快土地供應和樓宇興建
過程，並考慮縮短程序。但由於
房屋問題是過往積累，建屋亦需
時，相信2年後可見到成果。

麥美娟：辣招抑樓市過熱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指出，從梁振英團隊
推出樓市「雙辣招」，成功壓抑樓市過熱急升的泡
沫，可見政府對操控樓市滿有決心，同時梁振英
在覓地建屋方面積極的表現，也帶動了加速建屋
的程序。她認為，本港面對地少人多的局限下，
梁振英團隊亦能在束縛中尋找發展良機，可見政
府有決心解決本港房屋不足的問題，希望當局
能再接再厲推出有效措施。

鍾劍華：「港人港地」可取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鍾劍華

則認為，「港人港地」政策十分可取，期望當局
長期實施，又指本港土地十分有限，在不能輸入
土地的情況下，應該首先針對本地住屋需要，
「縱然規定未來10年所有私人住宅土地都必須實施
『港人港地』，都只不過是約20萬個單位，並不算
多」，而政府在2002年至2009年期間曾停建公營房
屋，如今承諾增建公屋及居屋單位，是一個好
的開始，希望當局可想辦法再增加單
位數量。

測量出身深諳兩地房策
話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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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於日前觀塘論壇上支持發展新界東

北。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梁振英將土地和房屋

列為現屆政府施政「重

中之重」。

梁振英房屋土地政策成果
2012年7月 落實提供5,000個名額，讓合資格的白表人士可在居屋第

二市場購買未補價居屋。房委會已於2013年5月公布成功

申請者。成功申請者已陸續買入居屋單位。

2012年9月 宣布實施「港人港地」，市場反應良好，2013年6月成功

出售兩幅啟德發展區住宅用地以試行該措施。

2012年9月 成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並於今年第三季展開諮

詢。

2012年9月 完成「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三階段公眾

參與活動，涉及533公頃土地。

2012年10月 宣布推出「雙辣招」，加強額外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

稅。2013年2月，宣布增加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

從價印花稅一倍，以及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

稅的時間，有效遏抑投機活動，遏止樓價上升趨勢。

2013/14年度起 取消勾地機制，並計劃出售2013/14年度賣地計劃內所有

住宅用地，重掌賣地主導權，增加土地供應。

2013年1月 宣布「梁10招」，增加短、中期房屋土地供應，其中7項

已全部落實，包括把共約114公頃的各種用地改作住宅用

途、落實前鑽石山寮屋區及礦場用地的發展以提供約27

公頃住宅用地、規劃錦田南西鐵錦上路站和八鄉維修中心

佔地約33公頃作住宅發展，及積極規劃周邊土地的用

途。

2013年初 開展放寬或解除港島薄扶林和半山區行政限制措施的準備

工作，以釋放該兩區的土地發展潛力。

2013年4月 開始全面實施《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以提升一手住

宅物業銷售的透明度及公平性，以及加強對買方的保障。

2013年4月 開展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一階段社區參與。

2013年5月 展開《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

2013年6月 完成近岸填海地點、中部水域人工島及三項政府設施搬遷

往岩洞等建議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

2013年6月 實施第二階段邊境禁區範圍縮減計劃，釋出包括落馬洲河

套地區等710多公頃土地。

宣布向房委會提供足夠土地，於2012/13年度至2016/17年度內共興建

7.9萬個公屋單位。

在2018年起的5年內，以公屋總供應至少10萬個單位為產量目標，回應

社會需求。

當局已掌握足夠土地，供2016/17年度起的4年內，落成約1.7萬個新居

屋單位，其後每年興建平均約5,000個新居屋單位。

在規劃許可的情況下，陸續提高住宅土地的發展密度。

開展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第一階段社區參與，涉及約200公

頃土地。

展開《東涌新市鎮擴展研究》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活動，初步預計可提

供189公頃可發展土地。

完成近岸填海地點、中部水域人工島及3項政府設施搬遷往岩洞等建議

的第二階段公眾參與，並籌備進一步工作。

開展放寬或解除港島薄扶林和半山區行政限制措施的準備工作，以釋放

該兩區的土地發展潛力。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文森

特首勤覓地
條件困難仍見成效 有力回應港人訴求

頻出招 紓港人「住屋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