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本港共有12個公營新鮮副
食品批發市場，然而新一份審計報告發現，所供應的鮮活食
品市場佔有率十年間下跌15個百分點，與總消耗量的增幅不
成正比；其中大埔魚類批發市場的批銷量在11年間下跌
93%，84%為閒置交易場地。報告又指出，目前活家禽業式
微，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批銷量大跌兼空置高，惟該
地佔用面積達2.6萬平方米，政府必須盡快處理。
審計署昨日發表新一份衡工量值報告，指出於過去十年，
公營批發市場的鮮活食品批銷量下跌了14%，而5類鮮活食
品的本地總消耗量卻增加35%，顯示12個公營市場供應的鮮
活食品所佔的比率下跌，按統計由2005/06年度的58%下跌
至2014/15年度的37%。

大埔魚市場跌幅93%冠全港
漁護署與食衛局上一次檢討批發市場及其運作效率是在
2003年，審計署發現，檢討至今12個公營新鮮副食品批發市
場的批銷量整體下跌，只有5個錄得正增長，另以大埔魚類批
發市場的跌幅最高，達93%，其閒置的交易場地達84%。報告
指出，由於近年市場的批銷量下跌以及一個主要販商結業，導
致該市場有大量閒置的交易場地，有需要即時採取補救措施。
漁護署回應審計署查詢時表示，有見西貢魚類批發市場去

年推行的周末漁民市集試驗計劃取得成功，魚統處正考慮在
大埔魚類批發市場推出類似措施，魚統處亦將該地交易範圍
重新編配，並進行招標。審計署要求漁護署需確保有關措施
得以落實推行。

長沙灣家禽市場使用率27%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的批銷量亦於11年間下跌84%，

市場的86個檔位中，只有23個(27%)由販商使用，另外48個
（56%）空置至少5年，其中38個(79%)的空置年期達7年，5
個更達10年。報告又指出，該家禽批發市場的結構過時，檔
位並無外牆及間隔，污染物或會被風吹到遠處。

政府重要收入 追數要肉緊
審計署昨日發表最新一份報告，批評

差餉物業估價署「追數不力」。審計署
指出，截至去年9月底，差估署未能成
功追回1.72億元的欠繳差餉及地租，當
中有5,400萬元更是拖欠兩年或以上。

審計署更揭發差估署在8年內仍未能成功追討欠款，欠
款人由2007年起拖欠16個物業的差餉及地租。雖然差估
署早於2010年已取得部分物業的押記令，但差估署直至去
年底才把16個物業轉交給地政總署，讓地政總署考慮重收

或轉歸物業。
上述個案顯示差估署的工作效率緩慢，既然差估署早於

2010年已取得部分物業的押記令，便應立即把物業轉交給
地政總署，好讓地政總署妥善處理有關物業。雖然1.72億
元並非大數目，但「小數怕長計」，如差估署能夠加緊跟
進，相信這筆錢早已納入庫房之中；更何況繳付差餉及地
租是政府的重要收入，也是間接稅之一，如有市民欠款，
差估署應着緊處理，以免白白浪費時間及金錢。

■記者 文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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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

剛）審計署昨發表新一份衡工量

值報告，批評差餉物業估價署追

數不力、追討速度緩慢，截至去

年底欠交差餉金額達 1.72 億

元，當中逾三成即5,400萬元已

拖欠長達兩年，部分個案拖欠超過 9

年，仍未能成功追討。報告更指差估署

每年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資料正確

比率只有七成，亦有近兩成人沒有交回

資料，白白流失一筆可觀的庫房收益。

審計署轟追數不力 最嚴重個案拖9年欠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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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底欠交差餉金額達1.72億元，當
中31%即5,400萬元已拖欠長達兩年

■過去五年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後租金核
實，資料正確無誤個案的平均比率只有
71%，與事實不符者佔28%

■分間物業表格回收率低，發出逾3,000份
表格中，只有44份載有申報分間樓宇單位
及租金資料

■差估署跟進可評估違例建築物清拆通報時
有不足，不少違例建築物沒有經過差餉估
值，無法追討相應的差餉款項

■發現100個選定的廣告招牌中，有41個未
經評估差餉，差估署需加倍努力找出未經
評估的廣告招牌估價

■差估署轉介「無主物業」個案需時，其中
10宗個案需時7.5年或以上才轉介地政總
署

■差估署沒有制訂措施查核和確保鄉村區
內 / 外獲豁免的村屋，是否符合訂明的
豁免差餉準則

資料來源：審計署署長第六十六號報告書

製表：岑志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差餉條
例》豁免鄉村區內的新界村屋評估差餉，條
件是村屋不可高過3層，目前全港有多達1.6
萬間丁屋獲得豁免。不過，審計署巡查兩條
鄉村共千多間村屋，目測發現有58間丁屋違
規建成4層至5層高，但仍獲豁免差餉，批評
差餉物業估價署沒有制訂措施查核指定鄉村
區內的村屋，以確保這些村屋符合訂明的準
則。署方認為差估署應從速採取行動，撤銷
不合資格物業豁免。
審計署又檢視9個指定鄉村區內12條選定鄉
村的228間村屋在差估署的地租記錄，發現當

中有18間村屋以4層或5層村屋標準予以評估
作徵收地租用途，但差估署亦無採取行動，撤
銷其獲豁免評估差餉的資格。
審計署又審查了3宗有關農地違例構築物的

個案，發現有關構築物用途已經改變，主要用
作貯存物品用途，但其中兩宗個案仍獲豁免評
估差餉。
審計署建議差估署需要制訂措施，查核指

定鄉村區內外獲豁免差餉的村屋，審視指定
鄉村區內村屋的地租記錄，找出不符合豁免
資格的個案，並從速撤銷不符合資格村屋的
差餉豁免。

本港業主每季都要繳交差餉、地租，審計報告指出，截
至2015年9月30日，欠繳的差餉及地租總額為1.72億

元，相當於全年約330億元徵收款額的0.5%，其中31%即
5,400萬元已拖欠兩年或以上，拖欠1年至2年都有15%；而
在2014—15年度，因無法追討而須撇帳的差餉及地租總額
為63萬元。

力促採取更嚴厲執法行動
審計署抽查9宗拖欠個案，其中一宗欠款人自2007年起，
拖欠16個物業的差餉及地租，差估署已於2010年5月就該些
物業取得押記令並要求他還款，但超過5年仍未能成功追討
欠款，終於在2015年12月轉介地政總署考慮是否採取重收或
轉歸的行動，而當時的拖欠款額已增至100萬元。
同時，差估署每次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後，會選出約
240宗個案進行租金核實，確定申報資料是否準確，但審計
署調查發現過去5年，資料正確無誤個案的平均比率只有
71%，與事實不符者佔28%。
差估署為全面重估應課差餉租值，過去六年平均每年共發出
約30.7萬份表格，但約有5.6萬名(18%)差餉繳納人沒有填妥並
交回表格，即使作出檢控行動或發警告信，連續3年沒有交回
表格的人數，仍由2010—11年度的6,100人，增加至上年度

7,417人，增幅多達22%，但檢控個案數目，至上年度只有52
個。審計署認為，差估署有必要採取更嚴厲的執法行動。

三成違例建築不遵清拆令
審計署又分析了5萬多宗涉及屋宇署在2001年至2015年期

間，就可評估違例建築物發出清拆令的個案，當中三成，約
1.6萬宗個案至去年底前仍未獲遵從，其中1萬宗長達兩年未獲
遵從。審計署認為，差估署要提出不同改善措施，包括加強與
屋宇署或地政總署等部門，在執法與物業資料上的通報合作。

元朗85%招牌未評估差餉
報告又特別提到，截至去年4月，已經獨立評估的廣告招牌

共有9,368個，應課差餉租值合共18億元，但審計署去年底在
6個地區進行調查，發現100個選定的廣告招牌中，有41個未
經評估差餉，以元朗區最多，有85%招牌未經評估。審計署建
議，差估署需加倍努力找出未經評估的廣告招牌估價。
審計署又發現，截至去年9月30日，共有14宗「無主物
業」個案，拖欠的差餉或地租總額達130萬元。該批物業原本
由公司持有，在公司解散後成無主物業，應在1997年至2010
年期間已歸屬政府，地政總署只接管了9宗個案的物業；而其
中10宗個案，差估署需時7.5年或以上才轉介地政總署接管。

違規丁屋濫豁免差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重置油麻地果欄已談論多年，審計署於
昨日發表的新一份審計報告批評當局拖足47年，仍未有確實重置時間表。
報告指出，各政府部門在過去6年間收到逾1,500宗針對果欄的投訴，審計
署人員實地視察後亦發現果欄造成的滋擾問題持續；而長沙灣蔬菜批發市
場的重置工作亦已拖延22年，要求各相關部門緊密合作，加快重置步伐。

果欄人車爭路滋擾居民險象環生
油麻地果欄屬私營市場，用地面積約1.4萬平方米，早於1913年初設立，

果欄早已變得過時。新一份審計報告指出，1969年行政局已決定搬遷果
欄，至今47年卻仍未有搬遷時間表。2011年政府曾表示計劃將果欄搬往長
沙灣的一幅用地，但其後決定將該用地發展住宅，並在葵涌物色到另一幅
土地。惟至今年1月，政府決定將該幅葵涌用地用作其他用途，並考慮將果
欄遷往青衣一幅用地，至今未有搬遷時間表。報告又指出，2007至2013年
間，各政府部門共接獲1,533宗針對果欄的投訴，包括阻塞及發出噪音。
審計署人員今年1月曾到果欄視察，證實果欄造成的滋擾問題持續，日間

有販商在街上作零售擺賣，並在公眾地方擺手推車和木貨盤，阻塞行人
路，部分地方有衛生問題；夜間亦有貨車阻塞果欄旁邊的道路，盛載水果
的紙箱堆放在路上等候上落貨。工人推着滿載紙箱的手推車，不遵守交通
規則和交通燈號橫過馬路。
食衛局及漁護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自2012年起不時舉行跨部門

會議，商討緩減滋擾的措施，並採用短期租約應付業界的運作需要。規劃
署亦回應，會協助食衛局物色長遠搬遷地點。

長沙灣蔬菜市場重置歎慢板22載
曾於1994年被規劃署評為「不當使用珍貴土地」的長沙灣蔬菜批發市場，
重置工作亦拖延至今無甚進展。漁護署早年提出要求新地方面積最少達 2.5

萬平方米，較現址多出
32%，惟市場的批銷量
在 2005/06 至 2014/15
年度期間卻大幅下跌
40%，審計署認為漁護
署須仔細檢討選址要
求，確保要求合理。

審計署轟差估署「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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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麻地果欄重置計劃拖足油麻地果欄重置計劃拖足4747年年，，
迄今未有啟動時間表迄今未有啟動時間表。。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長沙灣臨時家禽批發市場攤位使用率只有27%。

■長沙灣蔬菜市場重置
拖延22年，至今毫無進
展。 曾慶威 攝

■審計署批評差餉物業估價署追討欠交差餉不力。

■■審計署昨日發表報告指出審計署昨日發表報告指出，，截至截至20152015年年99月底月底，，
全港欠繳差餉及地租總額為全港欠繳差餉及地租總額為11..7272億元億元。。 岑志剛岑志剛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