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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塘恒安街納重建 供115中小單位
涉160戶家庭 冀呎價11000收購 料需12億或虧損

巿建局新一個「需求主導」項目未開始已預計有虧損，令人
再次質疑「需求主導」計劃的可持續性。事實上，巿建局之前
8個「需求主導」項目已虧損30多億元，局方亦因此成立專責
委員會，檢討「需求主導」計劃申請資格，並檢視計劃長遠對

市建局人力及財政資源的影響。有市建局非執行董事認為，「需求主導」計
劃「蝕住都應該做」，因為計劃原意都並非賺錢，而是要改善舊區。

早前8項目共蝕30多億
市建局早前表示，之前8個「需求主導」項目共虧損30多億元，主要因

為樓市興旺，收購呎價動輒上萬元，加上近年建築費又飆升逾一倍，市建
局是「以麵包的價值買麵粉做麵包」，並承認「需求主導」項目的可持續
性存在隱憂。不過，市建局主席蘇慶和認為，「需求主導」計劃是有需要
檢討，但不能因蝕錢就不做重建。局方最後成立專責委員會，負責檢討「需
求主導」計劃申請資格，並檢視計劃長遠對市建局人力及財政資源的影響。

調高申請門檻遏「牙籤樓」
專責委員會早前開會後，大致同意為免出現太多「牙籤樓」項目，「需

求主導」計劃申請門檻有必要調高。至於最具爭議的同區七年樓齡賠償準
則，委員會則未有詳細討論。另外，委員會又指市建局未來會擴大「促進
者」的角色，加大力度協助舊區復修；投放更多資源和人手，做舊樓業主
及發展商之間的「中介人」。
對於新一個「需求主導」項目未開始已預計有虧損，市建局非執行董事

黃國健昨日表示，雖然明知「需求主導」計劃會有虧蝕，但他認為計劃
「蝕住都應該做」，因為計劃原意都並非賺錢，而是要改善舊區。他又
說，計劃有助市建局擺脫「只識賺錢」的形象。他認為，「需求主導」計
劃要繼續進行，必須開源節流。
市建局專責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市建局主席、行政總監、執行董事以及所

有非官方非執行董事。專責委員會期望年底會定出市建局的未來去向，但
至今仍未有任何消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公
屋輪候冊申請人數屢創新高，截至今
年6月底已突破25萬大關，不少房委
會委員都表示「三年揀樓」經已不可
能，惟房屋署當時仍堅稱一般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維持在3年。然而，
「醜婦終須見家翁」，根據房屋署昨
日公布的最新數字，截至今年9月
底，公屋輪候冊申請突破26萬宗，一
般家庭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亦突破
3年至3.1年，意味「三年揀樓承諾」
正式幻滅。有房委會委員估計，輪候
時間日後應該會再次調高。

平均輪候時間調高至3.1年
房屋署最新數字顯示，截至今年9

月底，公屋輪候冊申請高達263,800
宗，較 6 月底的 255,800 宗，增加
8,000宗，上升約3%。當中非長者單
身人士申請高達133,600宗，短短3個
月增加3,200宗。一般公屋申請則約
13,200宗。而房屋署亦改口，將一般
家庭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由3年調
高至3.1年，意味「三年揀樓承諾」
正式幻滅。

房委會委員黃國健坦言，3.1年仍
是低估了公屋的輪候時間。他說，普
遍房委會委員早已感到「三年揀樓」
的說法是不可行，「我們收到很多個
案都要等5年至7年。」不過，他認
為房屋署今次將平均輪候時間調高至
3.1年已是一大突破，可以讓社會明
白署方的困境。
他又估計，署方將來可能會再調高

平均輪候時間，「房署應該唔想一次
過爆煲太多，之後應該會慢慢再調
高。」
黃國健續說，房屋署應擺脫「三

年揀樓」的心魔，不要覺得做不到
「三年揀樓」是失職，因為現時有
太多客觀因素如市民反對改劃土地
等令公屋供應不足。他又建議，署
方應將各類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分開
統計，令各類申請者都能對揀樓時
間有個預算。
另一名房委會委員文裕明亦表示，

輪候時間超過3年的情況是可以預
見，因為土地供應有限，但公屋輪候
人數不斷上升。他估計日後的輪候時
間會更長，或需要輪候4年至5年。

市建局第十個「需求主導」項目資料
地點 觀塘恒安街12號至30號（雙數）單位
地盤總面積 約865平方米
涉及業權 90個
受影響住戶 約160戶家庭及約有11個地下商舖
項目計劃 重建後可供115個中小型單位，料2021/2022年完成
涉及金額 約12億元
資料來源：市建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廣盛

巿建局昨日隨即派出約70名市建局職員在項目範圍內的協利大樓進行凍
結人口調查，以確定住戶數目和樓宇的使用狀況。

協利樓日久失修有僭建
恒安街項目地盤總面積約865平方米，涉及90個業權，項目內的協利大

樓建於1963年，樓高九層，估計重建範圍內居住了約160戶家庭及約有11
個地下商舖。市建局助理總經理（規劃及設計）區俊豪昨早在新聞簡報會
上表示，協利大樓狀況屬失修或明顯失修，有僭建物和劏房，居住環境不
理想。局方將在下星期舉行簡報會，向受影響的業主和租客講解規劃審批
程序，及「需求主導」先導計劃重建項目的物業收購和補償安排。
市建局總監（收購及遷置）黃偉權在簡報會上表示，市建局初步建議，

將恒安街項目重建為一幢逾二十層的商住樓宇，提供115個面積約540呎的
中小型單位；低層為社福設施。
他說，以目前價格初步推算，項目將涉及12億元，可能會出現虧損，
「項目現時沿用的地積比已非常高，重建後可用的剩餘地積比不多；加上
現時建築成本高昂，以及發展商投標意慾不高等因素都令項目可能會出現
虧損。」

業主需75天內決定是否接受收購
恒安街項目會沿用一貫補償政策，自住業主可獲以同區七年樓齡呎價計
算的現金補償，或選擇與正在啟德興建的一幢大廈、恒安街項目重建後的
樓宇五樓以下樓層作「樓換樓」；商舖業主可獲物業市值加上適用津貼；
租戶可有特惠金補償或獲分配公屋。市建局表示，兩個月後會盡快發出有
條件收購建議，業主需要於75天內決定是否接受收購，如果不足八成業主
同意，重建計劃就會終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巿建局昨日啟動新一個

「需求主導」重建項目及為項目進行凍結人口調查。有關項

目位於觀塘恒安街12號至30 號（雙數）單位，涉及90個業

權，估計重建範圍內居住了約160戶家庭及約有11個地下商

舖。巿建局表示，項目重建後可提供115個中小型單位，預計

可在2021/2022年完成；以目前價格初步推算，項目將涉及

12億元，可能會出現虧損。不少協利大樓居民都表示樓宇陳

舊，非常歡迎重建的安排，他們普遍希望賠償呎價能達

11,000元（見另稿）。

改善舊區「需求主導」虧損照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港人對住屋的需求殷
切，公屋輪候冊申請急增，房委會將於下星期一擬定今
年年底發售的新一期居屋樓花售價，有調查顯示，超過
六成公屋住戶表明不會考慮購買新居屋，主要的原因是
未能付首期及負擔日後樓宇供款。公屋聯會副主席文裕
明建議特區政府提供更多經濟誘因予公屋戶，吸引他們
購買居屋，令原本的公屋可騰出，令在輪候冊上的人可
以「上車」。

僅兩成六人表示會考慮
公屋聯會在今年9月至10月期間，在房委會轄下，位
於港九新界的33個公共屋邨進行問卷調查，成功訪問
1,216名公屋居民，而調查所得出的結果會交給房委會參
考。調查顯示，發現超過六成公屋住戶表明不會考慮購
買新居屋，主要的原因是未能付首期及負擔日後樓宇供
款，令他們卻步，約兩成六人則表示會考慮購買。

年紀愈大 買居屋意慾愈低
調查又顯示，購買居屋的意慾是隨受訪者的年齡增長而減少，在18歲
至35歲的組別有三成八會購買，其次是36歲至45歲組別，佔三成二，
46歲至60歲組別則有兩成四，最少的是60歲以上的組別僅一成。而且在
表示會考慮購買新居屋的受訪者中，有近七成八人指，能夠負擔二百萬
元以內樓價的居屋。
公屋聯會副主席文裕明昨日表示，今年年底預售的居屋樓花按市值七
折後，最平售價約190萬元，他認為，與公屋居民負擔能力差距甚大，

故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檢討居屋負擔能力的量度標準，將購買居屋住屋
開支佔家庭入息比率四成降低至三成半；將居屋與市值脫鈎；並向綠表
申請家庭提供購買居民的折上折優惠等。
文裕明又指，政府應透過提供多項優惠予公屋戶，以經濟誘因吸引及

鼓勵公屋戶購買居屋，推動居屋的流動性，令原本的公屋可騰出，令在
輪候冊上的人可以盡快「上車」，有助縮短輪候時間。
他又建議特區政府在申請批地建屋前，詳細考慮整體配套，如環境及

交通，減低區議會的反對聲音及縮短諮詢的時間，加快興建房屋，增加
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廣盛）市建局昨日公
布，將在觀塘恒安街12號至30 號（雙數）單位
展開「需求主導」重建計劃。市建局職員到恒安
街貼出告示，除了通知地舖商戶今次收購方案，
又上協利大樓逐戶向住客解釋。就現場所見，協
利大樓除了日久失修外，天台有懷疑僭建的搭建
物，亦有單位經營劏房，而多個單位都有天花剝
落、鋼筋外露、牆壁出現裂痕等問題。
計劃發起人、協利大樓業主立案法團義務主席

黃女士表示，於1992年以約50萬元購入8樓一
個實用面積約500多呎的單位。她說，大樓至今
已非常殘舊，有滲水、石屎剝落、鋼筋外露及瓷
磚爆裂等問題，雖然多年來曾花數十萬元進行多
次維修，但問題仍沒有改善。她指，現時天花的

牆壁一碰就塌，下雨時漏水更嚴重到浸小腿的地
步。她更指出，睡房天花更於2010年跌落一大
塊石屎，幸好她當時在客廳才避過一劫，但自此
她都只敢睡在客廳。

已有82%業主贊成重建
黃女士認為，大廈鄰近港鐵站，希望賠償的實

用面積呎價可達11,000元，然後自己再補錢，購
置同區二手單位。她說，將計劃交予市建局時，
已有82%業主贊成重建，亦有近半數地舖業主同
意售舖，有信心在市建局出價後，可集齊超過八
成業權啟動計劃。
不過，租客就有不同看法。有租客指，現時租

金昂貴，無信心可以在同區找到租金相若的單位。

除了樓上住戶，重建範圍亦包括地下約11間
店舖，在恒安街地舖經營茶餐廳兼舖位業主的楊
太表示，同意進行重建計劃，因為舖位已相當殘
舊。不過，她坦言擔心市建局會「賠唔足」，令
她不能在同區買到另一間舖繼續經營茶餐廳。她
說，現時一般舖位都值過千萬元，如果賠償金額
過低，有機會反對計劃。
而另一位地舖業主、經營文具店的林先生就直

言絕不同意重建，更指從來沒有人詢問過他的意
見，昨天才得知有這個重建計劃。他解釋，自己
在該舖位經營文具店逾40年，五六年前更購入
舖位，若重建後一定不能在附近租同類地舖，自
己就要被迫退休，會不捨得附近的街坊，所以不
希望搬走。

26萬人等上公屋「三年揀樓」難實現

漏水業主盼收購 難覓舖店東拒搬

■黃女士的單位有滲水、石屎剝落等問題。 記者梁祖彝 攝

■協利大樓
日久失修，
鋼筋外露，
牆壁出現裂
痕。
梁祖彝 攝

■黃女士表示，自己在1992年以約50萬元購入8樓一個實用面積約500多呎的單
位，至今已非常殘舊。 記者梁祖彝 攝

■林先生稱絕不同意重建，更指從來沒有人詢問過他的意見，昨天
才得知有這個重建計劃。 記者梁祖彝 攝

■經營茶餐廳的楊太表示，同意進行重建計劃，因為舖位已相當殘
舊，但她坦言擔心市建局會「賠唔足」。 記者梁祖彝 攝

■有關項目位於觀塘恒安街12號至30 號（雙數）單位，涉及90個
業權。 記者梁祖彝 攝

■公屋聯會調查顯示，發現逾六成公屋住戶表明不會考慮購買新居屋。 記者鮑旻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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