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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 記 者 鮑 旻
珊）政府由4月
1日起取消混能
車輛首次登記稅
的稅務優惠安
排，或令市民放
棄購買混能車，
改買傳統汽車，
導致空氣質素未
能得以改善。有
汽車業界指出，
若政府不再給予
支持，會令消費
者卻步，亦違反
世界趨勢。環保
署助理署長莫偉
全解釋指，去年
底檢討相關資助
計劃時，發現混
能車在廢氣排放
方面與非混能車

並非存在很大分別，且資
助計劃涉及公帑，當局考
慮計劃是否仍有需要後決
定暫停。

25歲以下賭博求助者
近半「賭齡」逾6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葉佩
妍）賭博等於倒錢落海，然而不
少青年仍沉迷其中，引致債務、
家庭、精神健康及工作問題。明
愛展晴中心與JUST昨日聯合發
布有關青少年參與賭博的研究，
發現近半數25歲或以下的求助
者至少已有6年「賭齡」；欠債
金額甚至高達30萬元，促請政
府多做預防年輕人賭博的教育、宣傳、
研究、訓練等工作。
研究分析333名25歲或以下及4,414

名26歲或以上的求助者數據。研究發
現，兩者的男性比例分別為95.8%與
85%，反映參與賭博者仍以男性為主。
明愛展晴中心督導主任鄧耀祖表示，25
歲或以下求助者當中，39.9%「賭齡」
為6年至10年，9%更長達11年至15
年；26歲或以上的求助者，「賭齡」逾
6年者比率更高達約61%。他指不少求
助者未滿20歲已參與賭博，令人擔心他
們會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

鄧耀祖續指，25歲或以下的賭徒於16
歲至20歲開始賭博的佔66.4%；11歲至
15歲佔20.4%；相較26歲或以上的賭
徒，分別多28.2個百分點及6.7個百分
點，可見16歲至20歲是青少年接觸賭
博的「啟蒙期」及「發展期」。欠債方
面，逾半數25歲或以下的賭徒，欠債金
額達5.1萬元至30萬元；26歲或以上賭
徒則逾半數欠債5.1萬元至40萬元。他
表示，25歲或以下賭徒以參與賭波（近
80%）為主，其次為賽馬（55.3%）；
26歲或以上賭徒則較平均分布於賭場、
賽馬、賭波及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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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社聯冀政府多招助青年置業

查無門牌6年「零檢控」 差估署挨批

夏日炎炎下「歎冷氣」舒服不過，但申訴
專員公署主動調查發現，本港沒有特別

規管冷氣雪種的法例及統籌部門，牽涉的4
個政府部門（環保署、機電署、消防處及勞
工處）又以條例不同為由，各自為政互相推
卸責任，令雪種不受監管，恐引起使用風
險。

冷氣爆炸不檢控 勞處環署懶理
公署因應前年年初馬鞍山酒樓有技工更換冷

氣機雪種發生爆炸，造成多人受傷事件，遂主
動展開調查。據消防處調查報告所得，當日是
技工維修時將易燃雪種注入不可重複使用的氣
瓶引起洩漏，與空氣混合並遇到火源結果引起
爆炸所致。公署昨日表示，事後消防處雖以無
牌貯存及使用未經批准氣瓶檢控冷氣商，但卻
未有針對起火原因作出檢控。
公署發現勞工處雖已就酒樓內3台冷氣系統發

出停工令，但因使用該冷氣未有違反停工令，故
期間酒樓繼續使用其餘兩部不涉爆炸的系統，勞
工處亦沒有採取行動。
公署認為，易燃雪種在不適合的冷氣系統中

使用，具有風險卻不見部門採取相應行動：環
保署稱不掌握與環保無關的資料；機電署解釋
酒樓所用雪種因不屬石油氣雪種故《氣體安全
條例》不能規管；勞工處則指現行職安健法例
不規管不涉及工作安全事項；消防處更稱《危
險品條例》不規管雪種在冷氣系統內的使用，
公署批評有關情況「絕對荒謬」。
至於本應擔起規管及監管責任的機電署及消

防處，未有負責之餘更「互扯貓尾」。公署表
示，機電署及消防處對部分易燃雪種如R290
應由哪個部門規管意見不一，爭論4年至今未
有定論。
公署稱，機電署 2010 年前認為 R290 及

R600a易燃雪種屬該署規管，但當年就石油氣

定義尋求法律意見後，隨即改變立場，並自當
年起至2014年11月，不下4次以信件通知消防
處。但消防處卻稱只接獲最後兩次通知，更在
接獲最後一次通知後表示不能同意，現正尋求
法律意見釐清規管範圍。

政府接納意見 3部門聯合巡查
公署認為有關分歧會令準備依法進口或使用

雪種人士無所適從，加上規管出現灰色地帶，
可能有人避開應受規管，危害公眾安全。由於
市面上較環保慳電但較易燃的雪種已被冷氣商
廣泛推銷，惟部門無法掌握實況，公署認為法
例漏洞處處，加上規管機制非常不足，後果已
逐一浮現。
公署建議當局應指定一個部門規管雪種工

作，並檢討石油氣雪種及非石油氣雪種的規管
機制是否適當。申訴專員劉燕卿表示，政府原
則上已接納意見，機電署、消防處及勞工處亦

已於今年4月對可能使用易燃雪種的處所進行
聯合巡查。她建議市民更換雪種時，問清楚冷
氣商及冷氣技工是否採用易燃雪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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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專員公署發現冷氣機雪種規管問題存漏
洞。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兆東）差餉物業估價署巡查
無門牌大廈不力，即使發現違規亦只作警告而未有檢
控，被申訴專員公署批評態度輕忽，情況極不理想。公
署昨日指出，差估署於2009年至2014年內，共發出
8,540封警告或勸喻信，但「標示命令」僅得28張，有
個案牽涉3次巡查兼拖足19個月始獲解決。公署認為，
差估署在偵測違規、跟進及宣傳教育上均有不足之處，
導致簡單問題一直拖延，敦促當局制定詳細工作指引，
以及檢討執法策略。

「只巡不檢」被批態度輕忽
差餉物業估價署本應在發現樓宇沒有標示獲編配門牌

號數時，向業主發出警告及「標示命令」，若在無理辯
解下未有遵從，業主即屬違法。但申訴專員公署主動調
查時，發現差估署監管不力，多年來態度輕忽，地區巡
查散漫，更偏向「只巡不檢」，情況極不理想。

申署指無法掌握各區實況
申訴專員劉燕卿昨日表示，差估署自1992年推行全

港性「門牌號數展示運動」，但巡查欠深度，僅在7次
巡查中監察逾2,000幢樓宇，每區平均200幢至300幢，
巡查結果沒有代表性。至於地區性「展示運動」方面，
差估署亦只在2013年及2015年分別巡查灣仔區與中西
區，其餘舊區如深水埗俱被忽略，批評差估署無法掌握
各區實際情況。
差估署巡查不力，發現違規情況後，檢控亦顯得無能

為力。公署指出，差估署工作指引上未有列明發出警告
次數、跟進巡查方式、發出「標示命令」規定、採取檢
控行動準則等。公署主動審研其中3宗違規個案後，更
發現有一幢位處灣仔的樓宇，2013年7月底因沒有門牌
號碼，差估署遂於9月發出首封警告信。但大廈業主愛
理不理，差估署其後於2013年12月、2014年5月及
2015年1月再發出多封警告信，情況仍未改善；至差估
署今年2月中發出「標示命令」，大廈始換上門牌號
碼。

警告信約8500封「標示命令」僅28張
劉燕卿批評有關個案牽涉3次巡查，每封警告信逾期

兩個月至半年仍未有跟進，甚至拖足19個月始獲解
決，反映差估署缺乏程序規範，制度非常鬆散。她又批
評，差估署側重警告，過分容忍違規行為，2009年至
2014年6年內，共發出8,540封警告或勸喻信，但「標
示命令」僅得28張，比例為305:1。
差估署6年內巡查樓宇及地舖數目多達31,622間，錄

得「零檢控」「創舉」，但其實違規情況常見，公署批
評差估署巡查多數徒勞無功，遲遲不發「標示命令」。
劉燕卿批評，差估署未有責成職員監察樓宇有否標示準
確門牌號數，偵測違規、跟進及宣傳教育方面均有不足
之處，導致簡單問題一直拖延，亦甚少使用「標示命
令」等有效工具。
公署表示，製作門牌成本不高，差估署可考慮向更多

樓宇提供免費服務，規定大廈把門牌放置在大門上方或
旁邊，字樣及底色要有清晰對比，門牌號碼至少高50
毫米、闊40毫米。劉燕卿亦敦促差估署把巡查所得進
行系統記錄及分析、增加地區性巡查頻次及覆蓋範圍、
跟進樓宇執法步驟、制定詳細工作指引，以及檢討執法
策略，盡早發出「標示命令」以提升執法效率。

■公署表示，門牌字樣及底色要有清晰對比，門牌號碼
至少高50毫米、闊40毫米。 郭兆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麗娜）香
港樓市熾熱，青年置業無望怨氣
多。九龍社團聯會上月起透過電話
訪問1,001名16歲至35歲青年，發
現逾 80%受訪者認為現今樓價過
高；20%受訪者認為自己需要至少
10年方可置業。九龍社團聯會青年
事務委員會主席顏汶羽表示，不少
在職青年既無能力買樓，亦被迫面
對呎價高企的劏房租金，容易對社
會產生怨氣。他建議政府加快興建
青年宿舍，紓緩短中期住屋需要，
並持續增加房屋單位，協助市民達
致安居樂業的願景。
調查顯示，近半數受訪者認為香

港公營房屋不足；近40%受訪者則
認為無論公私營房屋俱不足夠，反
映基層青年置業需求面對着很大壓
力。顏汶羽表示，要令年輕人看到
希望，一條清晰的置業階梯非常重
要，港府除了有必要提高公共房屋
的供應量，作為長期平衡市場的槓
桿作用外，亦有必要就青年短、中
期的置業需求作更多規劃，如提供
租金補貼、壓抑樓價及考慮重推首
次置業貸款等。

增補償加快拓地 劏房發牌監管
九龍社團聯會秘書長洪錦鉉表

示，現時公屋的輪候冊上有逾28萬
人，且連年上升，以目前每年只建
16,000個公屋單位計算，完全無法滿
足市場需要。他續說，即使現屆政
府已不斷改劃用地，增加短中長期
房屋供應，但動輒遇到反對意見及
司法覆核，拖延土地修改規劃用途
的進度，期望政府展示魄力，「當

遇到反對意見時，可考慮增加更多
補償措施。」
根據2011年人口普查及「香港分
間樓宇單位調查」，全港有66,900
個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劏
房居住環境狹窄、衛生及安全問題
成疑，不少受訪者均期望當局處理
劏房問題。聯會認為向劏房實施發
牌制度，能有助規管劏房任意蔓延
的情勢，同時讓當中的居民能有最
基本的保障。

■九龍社聯調查顯示，兩成青年認為自己需要至少10年方可置業。
翁麗娜 攝

■明愛展晴中心與JUST聯合發布有關青少年參
與賭博的研究。

雪種惹火易爆無王管
機電消防「扯貓尾」4年 申署批「絕對荒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