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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身輪公屋 首超家庭長者
逾半擁大專或以上學歷 王坤倡入息資產一年一檢

張炳良昨日表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公屋輪候冊有
約243,000宗申請，當中一般申請者（家庭及長

者）有121,100 宗；非長者單身人士則達122,200宗，
首次超越一般申請者。有消息人士透露，非長者單身
人士申請中，67.3%為35歲以下的申請者，達82,200
宗，當中42%申請時是學生；56%申請者的教育程度
達專上或以上。

張炳良：認真檢討配額計分制
身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主席的張炳良強調，
長策會亦留意到非長者單身人士的申請有上升趨勢，
當局在參考早前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一號報告書
後，已對有關充分和合理運用公屋資源提出建議，並
得到公眾支持，有關建議將會提交房委會跟進，認真
檢討配額及計分制、富戶政策和寬敞戶政策，並加強
打擊濫用公屋資源。

房委會初步構思3年內一檢
消息人士更指，鑑於有為數不少的非長者單身人士

申請時是學生，社會上有強烈建議要定期對輪候冊的

非長者單身人士作入息資產審查。該人士續說，雖然
長策會所提交的諮詢報告書中，沒有具體建議定期即
是多少年一次，但房委會已初步認為一定要在3年以
下。至於學歷高的申請者會否被扣分，該人士重申，
這個建議並不是由政府提出，強調房委會調整配額及
計分制的首要考慮是效率及成本。

平均等2.9年上樓 近年新高
另外，過去12個月的上樓人士平均輪候時間達2.9

年，亦是近年來的新高。消息人士指，政府會繼續堅
持3年上樓的原則，「現時若有人做不到（3年上樓的
原則），是受到好多因素影響，如家庭人數的變
化」。消息人士強調在目前情況下，還要求提前至兩

年、甚至一年上樓是不實際。
長策會委員、公屋聯會主席王坤表示，非長者單身

人士申請超越一般申請顯示單身人士的住屋需求很
大，但認為申請數目再多，都不會對房屋供應造成影
響，因為政府規定每年最多只會提供2,000個單位配
額。他強調，只有增加單身人士的住屋供應，如興建
單身青年宿舍等，才能有效解決問題。
至於對輪候冊45歲以上人士加分，王坤認為效用不

大，「45歲以上人士的分數本來已經較高，再加分有
甚麼用途呢？」他建議對輪候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一
年一檢，才能抽走當中的「水分」。他又批評政府在
發售新居屋時，預留某個比例予合資格的單身申請
者，認為這個做法是與公屋輪候冊的意念背道而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單身年輕
人士申請公屋人數越來越多。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表示，截至去年12月底，公
屋輪候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有122,200
宗，首次超越一般申請者（家庭及長者）
的數目；有消息更透露，在非長者單身人
士申請中，35歲以下申請者佔67.3%，當
中42%申請時更是學生。另外，過去12個
月的上樓人士平均輪候時間達2.9年，亦是
近年的新高。消息人士指， 政府會繼續堅
持3年「上樓」的原則，強調在目前情況
下，還要求提前至兩年、甚至一年上樓是
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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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長遠房
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昨日向政府提交諮詢報
告書，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說，社會
普遍認同長策會提出的政策總方針，以供
應為主導，包括新增單位供應以公營房屋
佔多，未來10年公私營房屋47萬個單位
供應，維持新增公私營房屋比例為6：4，
是合理平衡。據消息指，政府希望盡快完
成參考諮詢報告書，並於今年內提出未來
10年的長遠房屋策略。
張炳良表示，長策會的諮詢報告書維持

新增公私營房屋比例為6：4，是要回應社
會大眾的一個清晰訴求，即在目前供不應
求、樓價及租金水平與市民負擔能力脫節
的情況下，政府要牽頭增加公營房屋的供
應，來扭轉供求失衡的累積劣勢，但同時
要維持私人物業市場的穩健發展，因此不
能一面倒壓低私營房屋供應。

平衡建屋環保 非「盲搶地」
他強調，長策會認為土地及房屋的發

展，與維持環境生態之間，不應「零和」
式對立，應尋求合理平衡。在諮詢期間，
地區人士也有表達同樣的呼聲，房屋建設
不應抽離於社區建設，因此，必須做好規
劃和交通及社區設施的配套。若要改善市
民的居住環境，就不能不力求釋放和善用
土地資源，社會不應把這些努力動輒譏為
「盲搶地」。
長策會的諮詢報告書同時歸納出六大共

識，包括在解決房屋供應不足的過程中，
應優先照顧居住環境欠佳住戶的需要；增
建居屋單位，以回應年輕人和首次置業者
的需求；公屋輪候冊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
候時間應維持在3年左右；採取更多措施

去確保珍貴的公屋資源得以善用；更好地借助私營機
構的力量，參與發展資助房屋；以及政府應該同時致
力精簡房屋發展流程和加強建造業人力資源，以回應
社會的迫切房屋需要。
長策會於去年9月至12月就今次的諮詢報告書，進

行了3個月公眾諮詢。期間長策會的成員和運輸及房
屋局團隊共出席了50次不同的會議和論壇、6場公眾
諮詢會，並收到800份書面報告。

劏房發牌租管 爭議大待共識

加辣嚴減辣快 張炳良盼議員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
會昨午公布諮詢報告書，如何解決分間樓宇單位（劏房）
的問題備受關注。然而，報告卻認為實施租金管制、租金
援助、劏房發牌、興建過渡性房屋等措施，社會上仍有爭
議，要先取得共識才可考慮推出。有關注劏房的團體及劏
房住戶批評，長策會的報告沒有顧及住戶需要，亦沒有解
決租金高昂及劏房的問題。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昨午公布長遠房屋策略公眾
諮詢報告時表示，公眾、長策會以至政府一致認同劏房
的安全及居住條件不應忽視，但向劏房引入發牌或業主
登記制度，社會上仍有不少反對的聲音，所以長策會認
為政府必須謹慎行事，小心評估利弊風險。他強調，政
府會繼續採取措施，去加強取締工業樓宇內的劏房。至
於住宅樓宇和綜合用途樓宇內的劏房，政府也會針對違
反樓宇和消防安全規定的情況，加強執法。

租金援助恐誘業主加租
對於有意見要求政府以公帑為劏房住戶提供租金援助，
張炳良表示，有意見擔心在供應偏緊的情況下推出任何租
金援助，效果或會適得其反，因為租金援助很可能誘使業
主加租，抵消了租戶可能得到的部分甚至全部益處，變相
輸送利益到業主手上。他續說，長策會也十分憂慮一旦實
施租務管制會造成的影響，包括即時推高租金水平以及減

少單位供應的可能性，所以長策會認為
政府必須小心分析利害，在考慮推出任
何形式的租務管制之前，一定要先取得
明確的社會共識。

過渡房屋無地建難分配
消息人士透露，長策會更認為興建

過渡性房屋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為
現時根本找不到土地興建過渡性房
屋，「就算找到一幅土地可以興建
2,000個單位，這些單位根本沒法滿足
所有劏房住戶，屆時應如何分配，又
是另一個問題」。對於有意見指以重
建房屋作為過渡性房屋，消息人士指
重建的租戶多數在最後半年才遷出，
所以還是不行。
張炳良表示，長策會建議多建公屋

是回應合資格分間樓宇單位住戶住屋需要的根本出路，
但需要給予一定的時間去循此途徑解決問題。政府亦會
參考社會各方面的意見，研究不同的方法，以期多管齊
下解決居住環境惡劣家庭的住屋問題。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組織幹事陳凱姿批評，政府根本沒

有認真想過市民住屋權利，「公眾的意見中，有七成人

是支持要重推租務管制，所以我們並不認同他所說沒有
社會共識的這一點。在租金貴、沒有管制之下，劏房住
戶中止租約後可能不能再住同一區，他們只有越住越
遠，越住越細，甚至住貨櫃」。劏房住戶葉生亦認為，
這份報告根本完全沒有實質的承諾或對基層市民的保
障，只是一堆「空中樓閣」的言論。

馬頭角重建收23意向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市建局就馬頭角區新山道/炮仗街

住宅及商業發展項目，邀請提交合作發展意向書的期限於昨日屆
滿，共收到23份意向書。市建局轄下一個遴選小組將挑選合資格
的機構，邀請他們提交合作發展標書，預計招標工作將在短期內
展開。
項目地盤位於新山道及炮仗街交界，面積約1,170平方米，項目
完成後可提供總樓面面積約10,534平方米，興建約144個住宅單
位，並附設約1,756平方米的商業樓面面積；所提供的住宅，其中
不少於一半數目的單位，每戶實用面積設定於46.5米（即約500
平方呎）或以下。

將軍澳跨灣連接路5月申撥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周
五討論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工程。根據運輸及房屋局提交立法會的
文件，政府建議將工程的詳細設計、相關工地勘測工程和監督工
作、以及建造連接工程的招標文件和評審標書等，提升至甲級。
運房局預計，以付款當日價格計等，相關費用為6,870萬元。而
有關項目若獲交通事務委員會支持，當局將於今年5月向財委會申
請相關撥款。當局表示，若撥款獲財委會通過，最快可於今年8月
展開詳細設計和相關工地勘測工程，並預計於2016年底完成。
長約1.8公里將軍澳跨灣連接路，是連接擬建的將軍澳—藍田隧
道和將軍澳86區附近的環保大道，以應付將軍澳長遠交通需要。
為適時應付將軍澳新發展項目的新增交通流量，當局期望連接路
通車時間可配合最早可於2020年啟用的將軍澳—藍田隧道，而連
接路工程計劃所需費用約為22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立法會後日恢復
二讀俗稱「辣招」的印花稅修訂條例草案。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表示，政府願意作出正式
承諾，將來有需要「加辣」（調高額外印花稅或
買家印花稅稅率），會以條例草案方式修改，讓
立法會審議，只會在「減辣」（下調或撤回有關
稅率）時，才以「先訂立、後審議」機制，令措
施即時生效，以迅速回應市場變化。立法會議員
涂謹申質疑，政府建議作出口頭承諾，但究竟有
甚麼法律效力，有需要作出澄清及諮詢法律意
見。

「先訂後議」防「衝底線散貨」
張炳良昨日再三強調，「減辣」要以「先訂立、

後審議」機制，令措施即時生效是因為要迅速回應
市場變化。他解釋，房地產市場特別敏感，時間十
分重要，「先訂立、後審議」的機制可以免除了審
議期間的不明朗性，令賣家無法「衝底線散貨」，
保持市場穩定。他補充，政府今次提出的建議並非
新方法，過往在汽車首次登記稅時亦曾使用過，所
以沒有架空立法會的意思。

正式承諾 現屆政府遵守
張炳良又重申，政府現時願意作出正式承諾是

回應議員關注，並非暗示未來只會「減辣」。他
強調，口頭承諾是由他代現屆政府作出，現屆政
府無論由哪位擔任局長，都會遵守這個承諾。至
於下屆是否繼續履行，張炳良說，不能代下屆政

府回答。他又說，目前政府仍未確定是否有足夠
議員支持法案通過，呼籲大家支持，但強調不會
收回法案或押後二讀。
至於立法會議員廖長江提交的修訂指，政府若

要修訂稅項，建議由財政司司長先提議案令稅項
立即生效，然後再由立法會審議法例，日後若有
任何變化都有追溯效力。張炳良認為這建議並不
可取，因為內容過於複雜，追溯亦難以實行。
涂謹申批評，政府在立法會恢復二讀樓巿雙辣

招草案前數天才提出重大建議，要求法案委員會
召開緊急會議交代，又質疑只用口頭承諾的約束
力。他說，若承諾沒有法律約束力，何以要相信
政府。他又指曾諮詢法律顧問，而顧問認為這沒
有法律約束力。

曾德成：邀具經驗者營運體育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本港運動員在

國際賽事屢創佳績，惟本港體育設施卻不敷應
用。民政事務局計劃成立專責小組，籌劃啟德體
育園區發展。園區佔地約28公頃，計劃設有3個
大型體育場地，包括一個有50,000個座位、可開
合上蓋的體育館。不過，有立法會議員擔心園區
使用率低，最後淪為「大白象」。民政事務局局
長曾德成表示，會考慮邀請有經驗的機構參與營
運。
曾德成昨在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指

出，本港存在公共體育設施不足的問題，及至
2021年，單是東九龍仍欠3個體育館及1個標準運
動場。他表示，體育界對啟德興建大型體育館有
強烈渴求，以舉辦國際級盛事，相信園區落成後
可紓解有關問題，以提供更多設施作比賽及培訓
之用。
當局計劃在2016年中開始動工興建體育園區，

預計4年內完工，工程費估計約為230億元，前期
工程則耗資約4,000萬元。出席議員普遍支持園區
的規劃工作，但擔心最終使用率不達標，浪費公

帑。工聯會王國興則指出，當年大球場由私人營
運最終管理失敗收場，期望當局不要重複大球場
的失敗經驗。

留足夠時段予本地運動員
曾德成表示，體育園區會舉辦大型文娛活動，

但主要用於體育方面，園區會預留足夠時段予本
地體育運動使用。他指出，私營模式未必符合本
地運動發展目標，當局會邀請有經驗的機構參與
營運。至於有關使用率的問題，他回應指，「體
育場地無可能每日舉辦很多賽事，這是世界上場
館普遍規律」。當局稍後會將方案提交公務小組
尋求支持。

▲張炳良表示，社會普遍認同長策會提出的
「供應主導」政策總方針。 潘達文 攝

◀公屋輪候冊的非長者單身人士申請首次超
越一般申請者（家庭及長者）的數目。圖為
葵涌邨。 資料圖片

■長策會諮詢報告認為劏房發牌在社會上仍有爭議。圖為一劏房戶。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