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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佈主動調查報告，

批評房屋署在審批公共屋邨展示宣傳品申請、審批宣傳品內容的準則，

以及監察機制方面存在不足，予人不公及「黑箱作業」的感覺，建議房

署貫徹執行「先到先得」審批申請、定期更新指引協助前線人員識別具

爭議性內容等。

屋邨審批宣傳品「七國咁亂」
議員優先 標準各異 房署酌情欠原則惹不滿

根據現行做法，房署收到展示海報申請
後，會以「先到先得」方式處理。公

署發現房署審批準則混淆，例如在非辦公
時間收到多份申請，但展示位置不足，會
按「優先次序」先批核予相關選區的民選
區議員、委任或當然區議員、民選立法會
議員等，最後才批給互助委員會、居民協
會或認可慈善、非牟利機構，批評此舉令
優次較低的申請人展示海報機會受損。

公署又指，房署行使酌情權欠原則，引
致不同屋邨職員處理手法可能完全不同，
容易招致投訴和不滿，情況不理想。
審批宣傳品內容方面，公署指房署理解

不一、審批標準各異，不同屋邨職員對
「違法」或哪些內容具爭議有不同理解，
同一海報在不同屋邨可得出不同審批結
果，且有關指引自2012年起已沒有更新。
同時，房署監察機制不足，只在接獲投訴

後才跟進，效用成疑，例如立法會選舉時有
候選人獲房署批准才派發傳單至信箱，其後
被發現內容具爭議性，結果被撤銷批准。

執行租約條款過度寬鬆
申訴署又批評房署執行租約條款過度寬

鬆，對議員違反租用非住宅單位租約條款
而展示另一名議員海報的做法，僅以口頭
警告了事；對違規團體或人士並沒有制定
罰則，從未就撤銷批准、清除未經批准、
違反展示規定及超逾展示期限的宣傳品，
收取過相關行政費，也未有制定措施避免
「雙重身份」人士衍生的利益衝突，並欠
缺管理資訊系統以展示宣傳品申請資料、
審批結果和理據。

劉燕卿倡定期更新指引

申訴專員劉燕卿表示，若房署處理不
善，容易造成團體甚至居民矛盾，引發投
訴及不滿，更予人不公和「黑箱作業」感
覺。公署建議房署貫徹切實採用「先到先
得」原則審批，定期更新部門指引中「可
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宣傳品內容，並
加強巡查宣傳品防止違規情況。
另外，申訴署又公佈去年共接獲11,454

宗查詢及4,854宗投訴，過去數年平均每月
接獲約1,000宗查詢及400宗投訴。已跟進
並終結的2,903宗投訴個案當中，88.7%經
查訊後終結，7.1%經全面調查後終結，餘
下以調解方式跟進並完成。至於政府部門
或公營機構引致市民投訴三大原因，依次
分別為「出錯、意見／決定錯誤」、「監
管不力」及「延誤／沒有採取行動」。

房委會昨
日舉行公開

例會，通過 2017/18 年度機構計
劃，維持平均3年上樓公屋編配目
標，但預計公屋及資助房屋單位建
屋量將落後原訂目標。運輸及房屋
局局長張炳良承認，房屋供應追不
上需求，但公屋「三年上樓」目標
不應輕率改變，又重申推出租金制
管或租金津貼不能解決問題，反而
會導致業主加租。
房委會機構計劃指出，2016/17
年度建造1.9萬個公屋單位及3,000
個資助出售單位的目標，最終上半
年只建成4,900個公屋單位，預期
整個年度可建成1.33萬個公屋單位
及3,000個資助出售單位，仍遠落
後原訂目標。會上，有委員質疑建
屋進度過慢，並建議制定短期目
標，逐步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張炳良：平均輪候延至4.5年
張炳良指出，房屋供應追不上需

求，截至去年9月底，公屋平均輪
候時間已由目標的3年延長至4.5
年，但當局無意放寛「三年上樓」
目標，否則只是「搬龍門」及掩耳
盜鈴。他重申，收緊公屋富戶政策
可更公平分配有限房屋資源，討論
在2013已開始，並非因為公屋單位
不足突然提出。
房委會又在會上通過2016/17年

度修訂預算及2017/18年度建議預
算，預期未來5年現金和投資結餘
持續下降，由去年約570億元下降
至2021年約180億元，每年平均耗
資約80億元，主因是預計建築成本
和營運成本上升，五年期建築開支
預計達1,178億元。

■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生活壓力
大，容易患上抑鬱症。調查發現，5.5%
受訪者被評估為患有抑鬱症，應接受進
一步治療，較對上兩次同類調查高出近3
個百分點，另有9.1%受訪者屬「應關注
群組」。調查更發現，約9%受訪者指，
接受訪問前過去兩周，曾至少數天產生
自殺念頭，令人關注。調查機構負責人
指出，單身、有經濟困難的失業者、面
臨生活轉變者，均是患上抑鬱症高危一
族，建議可寫日記宣洩不滿情緒及自我
整理。
世界衛生組織預測，抑鬱症至2030年

時會成為最困擾世界的疾病之一。
為推廣抑鬱症預防，香港心理衛生會
去年10月於全港18區進行街頭隨機問卷
調查，訪問2,351名年齡介乎25歲至60
歲或以上市民。結果發現，約9%受訪者
接受訪問前兩周內，曾至少數天產生自
殺念頭。

中至嚴重抑鬱者增3%
14.6%受訪者經抑鬱測試表評估後，患

有中等至嚴重程度抑鬱，較2012年及
2014年同類調查高出近3%，情況令人關
注。調查又發現，46%受訪者指，抑鬱狀
況令其出現缺乏專注力及進食動力的影
響。
從事文職工作的梁小姐2007年接受婦

科手術後，遭逢家中巨變，情緒開始起伏
不定，易發脾氣、常常無故哭泣及睡眠質
素差，更認為自己沒有用，連做日常家務
也覺得不勝負荷。該症狀維持兩三周後，
她一度萌生自殺念頭，令家人備受擔憂，
求診下發現患上抑鬱症。
梁小姐指出，過去康復進程中曾復發3

次，但現時已懂得開始培養運動習慣及藝
術興趣，並透過做運動保持身心開朗。

講師：收入愈高 抑鬱愈低
負責調查的城大專業進修學院講師孫玉傑

指出，調查發現家庭收入與抑鬱程度呈反比，
收入愈高，抑鬱程度愈低，估計若自身擁有
較多金錢等資源，會較易處理當前困難；生
活困局則會加速抑鬱的出現。心理衛生會執
行委員會委員黎守信表示，親友應常留意觀
察家人臉部表情變化，如「人唔開心時，會
唔說話，沒有表情」，適時關心及幫助隨時
可拉患者一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近年網上罪案
數字有上升趨勢，受害者不乏年輕市民。香港
青協近日推出「青少年科技罪行防治機制」，
包括透過電話熱線8100-9669及應用程式「青
法網」與其他配套服務，提供即時求助、法律
諮詢、危機評估及專業輔導支援。青協表示，
如有需要會提供1個月至6個月的跟進及成效評
估，呼籲6歲至24歲受科技罪行影響的青少
年、其家長或老師均可求助。

青協昨日就機制舉行開幕禮，
主禮嘉賓包括署理保安局局長李
家超，近300名教師、社工及家
長等團體出席。
青協總幹事王䓪鳴致辭時表示，

科技罪行成為全球共同面對的重要
議題，而本港近年科技罪案亦有上
升趨勢。她期望透過是次研討會，
加強各界共同推動預防科技罪行的
教育、輔導和支援服務，促進健康
及正面的網絡化。

青協同場舉行「青少年科技罪行研討會」，邀
請學者及警方分享科技罪行的新趨勢及青少年誤
墮科技罪行成因等。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偵緝高級督察

黃廸奇表示，近年在整體罪案數字下跌的同時，
科技罪案卻錄得上升趨勢，損失金額亦由2011年
的1.485億元大升逾12倍至18.289億元，當中年
輕受害者較常在在網絡遊戲或是網上情緣案件被
騙取金錢，而網上買賣也是主要陷阱。

9%受訪路人
認兩周內諗過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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