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

陳女士劏房
對面就是信置
的新盤 ONE
MADISON，
女兒嚷着「我
要住對面座靚
樓」。

▼

高樓價下，本港樓市變得越來越畸

形，最近有發展商更終極推出128方呎

「劏房則」，令市場嘩然。私樓面積

劏房化，大家在慨嘆之餘，其實對真

正的劏房生活又有多少了解？本報記

者最近走訪多個貧困家庭，媽媽與女

兒住在大小約50方呎的「鐵皮屋」，

無一瓦之覆；外籍女傭因種種問題無法回鄉，困居劏房。大家

聽着一個又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卻如水過鴨背，每當重大規劃

推出時只顧自身利益，要求政府付出更多，有誰想過這些社會

最低層人士，生活願望其實只為有一個安樂窩，或過得有合理

的尊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圖：張偉民

陳女士居住在長沙灣
一間「劏房」，目測只
有50方呎左右。

Amy在這個不足60方呎的劏房中住了4年。

▼

公屋輪候4.5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樂）香港房屋居住問題，無論

私樓與公屋等都十分嚴峻，房委會早前公佈截至今年9月
底，公屋輪候冊申請約有28.65萬宗，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
候時間由上季4.1年延長至4.5年。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主
席黃遠輝預期隨着未來5年將有7萬多個公屋單位供應，輪
候時間待2020年後才會逐步降低，但不會放棄3年配屋的
目標。

為了增加公屋供應，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近日討論收緊公屋富戶
政策，除通過收緊現行公屋富戶入息及資產均逾上限才須搬走的「雙軌
制」，改為其中一項超出上限即須叮走的「單軌制」，富戶入息上限亦定
為不逾公屋入息限額5倍，資產則定為不逾公屋入息上限100倍，而擁有住
宅物業的公屋戶同樣「冇得留低」，政策將於明年10月開始實行。

富戶「一換一」供應無增加
連串措施，相信會釋放不少公屋單位，但亦須留意措施並非實質增加市場房

屋供應，叮走富戶的同時，亦會釋放需求到私樓市場，即是富戶須在私樓市場
買樓或租樓，富戶騰空出一間公屋後，但又佔用了一間私樓，結果只是「一換
一」，供應量並無實質增加，對市場造成的影響仍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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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美婷）劏房和印傭聽來好像格格不入，不過曾任
家庭傭工的Amy，卻在長沙灣這個不足60方呎的劏房中住了整整4年。當
年因為家裡被債主逼婚，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逃難到香港，遇上善良的僱
主，讓她嘗到了印尼沒有的溫情，雖然沒有偌大的房子，也沒有豐足的生
活，不過卻深愛這地方，就算永遠留在這寸步難行的蝸居，亦心甘情願。

房間僅可放床褥衣櫃
當日記者探訪的時候，Amy正預備火鍋配料和男朋友一起打邊爐，食物

都是以丸類和蔬菜為主，令平價海鮮鮑魚在食物中特別耀眼，她說平時吃
得便宜，今日遇上一些開心事故慶祝一番。在2007年，她從印尼逃到香港
當傭工，當年她只有17歲，因為父親早逝，母親又身患重病，故向不少人
借了錢，最後債主臨門聲稱如果未能還錢，就要她「肉償」，成為債主的
妻子。她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與母親一併逃亡，最後選擇了香港。
Amy成功使用工作簽證在香港工作了2年，最後在未能找到其他僱主
續約的情況下，失去了工作簽證，只能領取行街紙繼續生活。輾轉間
她找到這間只需要每月1,900元的劏房，她歡天喜地住下來。房間
只可以放下一張床褥和一個衣櫃，不過她卻非常滿足，喜歡在房間
聽音樂，跟鄰居聊天，每逢夜幕低垂，她便會到街上跑步，欣賞香港
黑夜中的霓虹燈。她指，以前很怕黑夜，因為印尼的治安差，常常有打
劫、殺人、肢解等駭人傳聞，故很少夜裡獨自外出。

隨時遭遣返 留港是恩賜
唯一不習慣的就是「悶」，因為沒有工作簽證，只能領取政府每月約

3,000元的綜援，現在只能過得一天就一天，政府可以因為非法逗留的緣
故將她遣返印尼，不過她覺得能留下都是上天給她的恩賜，因為香港給
她活着的機會，也讓她尋找被愛的感覺。Amy的男朋友是香港人，29
歲，任職工程師，因為男朋友的媽媽不希望與她居住，故未能與男朋友
同居，不過戀愛已經讓她心滿意足。她坦言不敢奢望一紙婚約，不求榮
華富貴，只求曾經轟烈地愛過。
Amy的鄰居是陳女士(化名)，陳女士的女兒與她很熟，訪問的時候還跑

到她的床上玩耍，小孩子嚷着要住大屋，覺得現在的房子太小，希望長
大後能住大屋，房子裡貼滿喜歡的卡通公仔。小孩子望到窗外信置的新
式樓盤，嚷着「我要住對面座靚樓」，Amy沒有說話，抱起孩子一直玩
耍，默默接受現實生活的無奈。

逃難印傭：活着就是幸福

單位頂部石屎剝落，陳女士用膠紙擋着。

記者在
單位內用
手測量單
位大小。

▼

記者走進一個被劏成
10間房的「單位」。

▼

▼

▼

陳女士(化名)租住的劏房位於九龍長沙灣
一幢舊式唐樓，外觀及內籠都相當殘

破，沒有電梯自是必然，記者走上暗黑無光
的樓梯，推開三樓的藍色木門，進入一個被
劏成10間房的「單位」。陳女士居住在其中
一間「鐵皮屋」，目測只有50方呎左右，房
內除了一張放滿雜物的碌架床、一張小桌
子，空間已經用完，電器只有一個風扇、一
部超舊式的「大牛龜」黑白電視機及一個小
型雪櫃，這就是陳女士全部的家檔。

鐵皮屋頂 老鼠爬來爬去
房間頂部以簷篷遮蓋，部分材料為「鐵
皮」。記者採訪當日，陳女士佝僂着身
驅，有點怕生地坐在床上：「因為個頂係
鐵皮嘛，夏天真係超熱，根本瞓唔到，落
雨就飄晒入嚟，早排我擺啲膠紙來擋下，
但有時沙呀、石呀都就咁跌落嚟，越住越
驚，老鼠仲會爬來爬去，夜晚都瞓唔着，
你話火燭邊有得救。」言談間一度哽咽。
在平常人眼中看似難以想像的惡劣環
境，陳女士與女兒3年來就蝸在這裡起居生
活、讀書寫字。陳女士不知道自己單位的大
小，因為單位是前年去世的丈夫留下來，她
與女兒繼續租下去：「 如果人地問我，我
會話兩手一伸，咁闊就咁闊。」

靠綜援過活 母女相依為命
與女兒相依為命，但因為陳女士是廣西來
港的新移民，尚未能領取綜援，現時只有靠
6歲女兒每月4,000多元的綜援過活，每月劏
房租金約1,800元，已佔去陳女士收入的一

半，其餘書簿雜費300元，加上起居飲食各
項使費，所餘無幾。更令人鼻酸的是，之前
為了幫丈夫醫病及應付女兒上學的費用，陳
女士欠下老家親戚多達14萬元，在她眼中尤
如天文數字。
陳女士年紀不小，已經50歲，雖然生活艱

難，但她亦一直想做兼職幫補，奈何小學程
度的她識字不多，工種選擇少之外，又因為
要照顧女兒，上班時間及地點都要店主遷
就，更為局限，「我一直搵緊工，現時只有
靠綜援，呢幾個月我都應該攞到，但我仲要
繼續搵工。」
她現時唯一的希望只是要一間公屋，理由

極其簡單：「舊年5月已申請公屋，單親應
該可以快啲，有間公屋先可以解決安全問
題，小朋友一日一日大，但你又畀唔到好的
環境佢……」言談間數度落淚，女兒則走到
她跟前為其拭淚，場面令記者心酸。

港窮人97.1萬 每7人1個窮
香港貴為國際金融中心，但貧富懸殊卻也

是觸目驚心的。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今年10月
公佈，2015年的貧窮人口為97.1萬人，人數
是自2012年持續下跌兩年後首次反彈，上升
約9,000人，貧窮率維持在14.3%，即是每7
個港人就有一個是窮人。以上陳女士的故事
在香港並不罕見，至於一些發展商竟於新盤
內「劏出新境界」，推出128方呎的「宿舍
單位」，將港人生活質素進一步推低，生活
尊嚴不斷被磨蝕。究竟香港的居住環境還要
有多惡劣，才能讓政府正視問題，讓發展商
找回良心，讓市民軟化鐵石心腸？

樓市畸形實錄 一屋劏成10房

港貧富懸殊 全球第11
香港貴為國際金融中心，但貧富懸殊程度也是世界級的。政府統計處今年6月

公佈，香港2015年堅尼系數達到0.537，是40年來的新高。堅尼系數超過0.5代
表很高及很壞，數字越大代表收入差距越大，在全球約150多個國家及經濟體系
中，去年香港堅尼系數排第11位，即全球僅10個國家的貧富懸殊程度超過香港。
花旗銀行今年3月公佈的調查指，以香港人口732萬人計算，每124人中就

有1人是千萬富翁。但扶貧委員會高峰會今年10月公佈，2015年的貧窮人口
為97.1萬人，即約7個人就有1個窮人。

供應量水分多 盼訂人均面積目標����&&
政府近年不斷強調，指未來3

至 4 年一手市場私樓潛在供應量有 9.3 萬
伙，是歷史新高。事實內裡水分甚多，原因
是政府近年以賣地條款及稅費等手段，促使
發展商大建劏房。一個地盤，以前規劃可建
200伙，現在劏細後變成建400伙，供應量
馬上倍增。

港人均居住面積亞洲最小
這種做法的確可以於短期內「谷大」供

應量，但另一方面亦因為劏房的總銀碼

細，呎價就算訂得高過正常單位亦不難出
售，結果是，這些新增的「供應」不單無
助平抑樓市，反而因劏房越來越高的呎
價，進一步推升了樓市。

另一方面，這些劏房的存在，其實是畸型
樓市的警世異象，並不值得提倡，它是以犧
牲香港人的住屋質素作為代價，只能是非常
時期的非常手段，必須適可而止。

本報2013年前曾以專題形式報道，指出對
比歐洲、亞洲在內的8個國家/地區，本港的
人均居住面積最小，坊間自行統計僅15平米

(161方呎)，遠遜土地短缺問題更為嚴重的新
加坡的30平米，亦低於上海的18平米(194方
呎)，提議政府規限「人均居住面積」。

然而3年過去，政府一直未見回應，相信
因為此前政府仍然希望透過增加單位供應填
補之前的土地供應斷層。但面對細單位現在
越出越細的窘局，政府必須拿出政治勇氣及
承擔，設立單位面積下限，例如最細面積不
得小於20平米，再因應私樓供應量作出彈
性調整，實實在在地提高港人生活質素，還
港人生活尊嚴。 ■記者 顏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