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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昨日在出席一午餐會時指出，今屆政府的施
政理念是在容易出現短缺的問題上，採取「港人

優先」的政策，「產科服務如此，奶粉如此，房屋亦理
應如此」，經詳細評估後，當局於去年10月推出需求管理
措施，即加強額外印花稅及引入買家印花稅，進一步遏
抑投機活動，增加交易成本，冷卻樓市，以優先照顧香
港永久性居民置業安居的需要。

堅持社會整體利益為先

他續說，今年2月，特區政府宣布新一輪的需求管理措
施，增加住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稅
率，以及提前徵收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時間。
自從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推出後，投機活動、非本
地個人及非本地公司購買住宅物業的情況均顯著減少，
並處於極低水平。但今年3月至7月間，整體樓價仍然上
升，雖然較今年首兩個月平均每月上升2.7%的升幅為
低，但每月的平均升幅仍然有0.4%。
梁振英強調，特區政府完全理解這些穩定樓市和金融體
系的政策，會對部分人士，尤其是與樓宇買賣有關的業
界人士的業務造成影響，但利率偏低和資金氾濫的環境
仍然持續，外圍環境仍然不穩，加上住宅單位的短期供
求依然偏緊，樓市的泡沫風險依然不容忽視，有關的需
求管理措施符合整體社會的最大和長遠利益。

樓泡爆破付出代價更大

他解釋，有關的需求管理措施已經有效應對物業市場的
非理性亢奮，改變了社會認為樓價只升不跌的非理性預
期，並減輕了香港金融體系承受的風險，倘當局貿然減
辣，一旦樓市泡沫化，爆破的後果波及各行各業，地產
和金融界更是首當其衝。「如果本屆政府在過去一年沒
有及時推出需求管理措施，今天的樓價會更嚴重偏離經
濟基調和市民的承受能力，當利率或其他外圍因素有
變，買樓的市民和香港社會將會為樓價大幅下跌付出沉
重的代價。」

倡「先訂後審」 靈活調整稅率

在午餐會後，梁振英主動回應有關地產界人士的「減
辣」要求，包括豁免由香港居民擁有公司繳交買家印花
稅，及豁免向非住宅物業徵收雙倍印花稅等建議。他坦
言，當局在仔細考慮後，認為不容易在不出現漏洞的情
況下滿足社會上這部分的訴求，「政府研究後認為任何
形式的豁免或退稅，均會削弱有關措施冷卻樓市及減低
樓市泡沫風險的效力，進而影響到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
的穩定性⋯⋯（特區政府）不想有任何的修訂是為想鑽
有關法例漏洞的人提供誘因，因為鑽到漏洞的話，確實
誘因是大的」。
不過，特區政府在落實有關措施的相關條例草案中已

加入條文，建議以「先訂立、後審議」的附例形式調整
有關稅率，確保可以靈活參照市況，及時調整稅率至合
適水平，在必要時可調整至零稅率。「政府會繼續密切
監察樓市，確保樓市健康平穩發展，並會繼續與立法會
緊密合作，務求盡快完成立法程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為回應香港市民「住屋難」的呼聲，特區政府推出多項被稱為

辣招的需求管理措施，但有地產界中人就「叫苦連天」，稱辣招未能令樓價下跌，但就令成交大

減，要求當局減辣。特首梁振英昨日強調，理解辣招會對部分人，尤其是與樓宇買賣有關的業界

人士的業務造成影響，但即使當局「出招」，投機活動、非本地個人及非本地公司購買住宅物業

的情況雖顯著減少，但今年3月至7月間，整體樓價每月的平均升幅仍然有0.4%，為了符合整體

社會的最大和長遠利益，當局不會撤招，也不會減辣。

近月樓價續升 措施若有漏洞將削弱效力

梁
振
英
：

辣招不減不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今屆特區
政府上任以來，積極覓地興建房屋，以回應
市民訴求。特首梁振英昨日在午餐會上特別
引述多項統計數字，證明要解決香港房屋問
題的關鍵，是要做到「地盡其用」，特區政
府內部會進一步加強協調，及爭取當地區議
會及地區人士的支持，物色更多適合發展公
屋的土地，房委會亦正與相關政府部門商
討，透過放寬公營房屋的地積比率及高度限
制，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本屆政府會認真
看待所有問題，實事求是，迎難而上，不諱
疾，不忌醫」。

置業安居利社會和諧

梁振英昨日出席一午餐會以長遠房屋策略
為題發表演說。他在講話初即明確指出，

「市民置業安居有利於社會穩定和諧」。因
此，他上任後2個月即宣布成立「長遠房屋
策略督導委員會」，希望為香港每一個家庭
提供適切而又可負擔的居所。
梁振英強調，只要有足夠的房屋產量，

不少房屋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我
們有足夠的公屋產量，我們就不必區分不
同年齡組別申請人的上樓政策⋯⋯只要我
們有足夠的私人住宅產量，我們就不必遏
抑外來需求⋯⋯只要我們有足夠的總產
量，我們也不必顧慮公私營房屋的6：4比
例，是否能夠滿足市民對公營和私人房屋
的需要。」

建公屋可「地盡其用」

為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他說，政府內部

會進一步加強協調，物色更多適合發展公
屋的土地，房委會也會本 「地盡其用」
的宗旨，在最具成本效益及可持續的原則
下興建公屋。目前，房委會正與相關政府
部門商討，通過放寬公營房屋的地積比率
及高度限制，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及按照
現行的「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 的優化
政策」，考慮重建舊公共屋 ，而為確保
公帑的合理運用，房委會會推出不同的措
施，包括「富戶政策」、打擊濫用和實施
「寬敞戶政策」。

就郊野公園能否用作發展房屋時，梁振英
強調，郊野公園既是保育場所，也為大眾市
民提供康樂和休憩地方，是香港很重要的資
產，特區政府並未就有關建議作出決定，但
認為社會應「集思廣益去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特首梁振英
不撤樓市辣招，受影響的地產業界甚至有人
揚言不惜提出司法覆核，學者則一般認為樓
市現階段風險仍高，政府不宜撤招。事實
上，受低息環境及需求熾熱影響，新政府去
年7月上台後推出的「3D辣稅」，雖遏阻了炒
家及外地客，令成交大減一半，但由於本地
首置客有豁免，在上車需求支撐下，樓價仍
反覆向上，以中原城市領先指數（CCL）

計，由去年10月底的
116.07點，反覆升4%
至上周的120.86點。
面對棘手的樓市問

題，政府去年10月26
日推出首輪需求管理
措施，包括買家印花
稅(BSD)及加強版額
外印花稅(SSD)，遏
制外地客及豪宅炒
風。但樓價經短暫調
整後重返升軌，政府
今年2月底推出雙倍
印花稅(DSD)，更涵
蓋工商舖等非住宅物

業，令交投幾乎「凍結」，3月時成交量急瀉
近30%至6,841宗，4月至8月更一直在4,387宗
至5,111宗低位徘徊，較平時每月約1萬宗成
交大減一半。

首置客獲豁免 帶動上車盤

然而，樓價卻只升不跌，尤其首置客被豁
免辣招，遂成為樓市主導，中小型物業升幅
明顯，近期細價上車新盤熱賣亦說明了這一

點。CCL於今年3月中更升至歷史新高的
123.66點，上周最新報120.86，較歷史高峰
只跌2.26%，較去年10月底的116.07點，仍升
4.13%。

學者：可微調但不宜撤招

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講座教授鄒廣榮
表示，辣招推出多時，至今仍未通過立法程
序，若突然調整會影響政府威信。3D辣招
中，他認為最有效為BSD，因能打擊外來人
士在港炒樓，由今年豪宅樓價的變化就知道
政策的成效，但SSD及DSD則有微調餘地，
如DSD的範圍延伸至工商物業，「舖位價格
低，不代表租金就會低」，對營商環境幫助
不大，反會打擊本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祥

指，如果政府未立法就先行撤招，將來樓價
再升時，政府又再推出相關印花稅，就會變
得「兒戲」，令市民不信服。
他認為，調整辣招印花稅稅率的做法，較

撤招更具靈活性。又指現時樓價升勢已大幅
放緩，但外圍環境不明朗，市民觀望加息周
期將於何時開始，預期政府一至兩年內都不
會撤銷樓市辣招。

增土地供應
須拓新發展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民主同盟」立法會
議員范國威等反對派中人，持續聲稱香港有「大量閒置
住宅單位」，質疑特區政府的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等是「盲
搶地」。特首梁振英昨日反駁，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今年
中公布的數字，香港住宅的空置量已經處於極低的水
平，特區政府有必要拓展新發展區，以供應土地，滿足
香港市民對房屋的殷切需求。
梁振英昨日在一午餐會上演說，及其網誌上撰文，點

名回應范國威及《蘋果日報》專欄作者林本利聲稱香港
有「大量住宅單位空置」的說法，批評范國威早前通過
比較政府統計處中有關全港「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和
「陸上家庭住戶」的統計數字後，得出本港有15萬個空置
單位的「結論」，但「永久性居住屋宇單位」與「陸上家
庭住戶」的涵蓋範圍不同，兩項數字不能作直接比較，
更不能以此推算本港住宅單位空置的情況。
就范國威等聲稱，只要限制內地來港定居人數就可以

「解決住屋問題」，梁振英指出，香港過去10年平均每年
增加人口比率為0.58%：「解決（房屋問題）辦法並不
在於壓低空置量，因為空置量已經處於極低的水平，更
不在於限制人口增加，因為香港的人口增長率已經處於
一個相當低的水平⋯⋯要滿足社會上對公私營房屋的需
求，大規模開發土地是刻不容緩的。」

上車需求支撐 樓價高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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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均有上車的需要，支持樓價企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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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指定刊登有關法律廣告之刊物

獲 特 許 可 在 全 國 各 地 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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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3203  今日出紙4 13張半 售7元

氣溫：27-31℃　濕度：70-90%
間有陽光 幾陣驟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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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年八月初八 十九秋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