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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租未補價房 房協明年試行
允業主低價租予輪候上樓戶 緩基層住屋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上周發表的施政報告建議房協試行讓其轄

下的資助房屋業主，將未補價的單位以低於市值租金租給有需要的家庭。

房協主席鄔滿海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將在明年下半年試行讓未補價

單位的業主，以低於市價優先分租房間予正輪候公屋人士。不過，他強調

單位不能整個租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的首份施政報告中，
提出「港人首次置業上車盤」計劃，
抽出觀塘安達臣道的地皮作先導，惟
計劃的後續則未有在報告中提及。她
昨日在電視節目中透露，「首置盤」
未來將集中於發展商已改劃的新界土
地，政府願意增加地積比率，並會加
強配套及基建設施，興建後用作「首
置上車盤」。她又強調，發展商若建
私樓需「補足地價」，不存在補地價
優惠給發展商。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一電視節目時指

出，私人發展商手上有些土地已被改
劃為房屋，惟地積比率非常低，「我
們就想，可否不興建原本的樓，而要
建另一種的樓。」

林鄭重申無補地價優惠
她解釋，政府希望透過政策研究增

加地積比率，「不過建成之後你（發
展商）要分給政府，因為我們（政
府）想建『首置』，再賣給市民，這
個過程我認為是有空間可以做。想增
加地積比率，就在配套下工夫，好過
浪費這些土地。」

節目中，她強調並不存在提供補地
價優惠給私人發展商，興建後的「首
置盤」因將由政府賣給市民，故發展
商不需補地價，但興建私營房屋則需
「補足地價」。
她續指，最終地積比可以提升多

少，由城規會決定，政府不會越過城
規會，而發展商亦要補足地價。
她又提到，政府一向有「配合發展
基建」的做法，會主動為發展商加強
配套及基礎建設，「如果那處不是建
屋，便不會築路鋪水管，由於有很大
潛力可以發展項目，就要做這些基

建。」
對於施政報告中提到應以更多的「綠

置居」取代出租公屋，並要求房委會盡
快完成將綠置居恒常化的檢討，她指
出，此舉並非「強迫」市民買樓，而是
過去出租公屋供不應求，加上不少區議
員反映希望重啟「租者置其屋」計劃，
反映市民有置業的慾望，故政府有責任
處理市民的置業的問題。
至於基層市民是否有能力購買「綠

置居」，她認為是政策問題，視乎
「綠置居」的定價及政策的援助，而
她願意聽取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昨日表示，本港土地供應方面的工作漫長及具挑戰
性，但政府不會懶惰，會分別推出短、中、長期措
施。長期會開發土地，而短中期則可考慮發展棕地或
郊野公園邊陲，以及改劃部分土地用途。
陳帆昨日出席電台節目解釋土地及房屋政策，他表

示，本港現時很多住宅用地，都是靠填海得來，由
1985年至2000年，本港填海面積達3,000公頃，但隨
後15年，則只填了690公頃。他表示，本港欠缺土
地，政府未來仍然會努力開發土地，增加供應公營房
屋，包括「綠置居」單位。

陳帆：增「綠置居」釋公屋單位
陳帆續指，大量增加「綠置居」單位，可以增加市
民置業的機會，但強調置業是人生一大投資項目，屬
於個人選擇，提醒市民要量力而為。他又表示，政府
房屋政策方向及角度的轉變，是在房屋階層內多加一
層，而當局亦會適度調整政策，重申對公營房屋供應
仍然有承擔。
施政報告又建議把「綠置居」恒常化。他解釋，首

個「綠置居」項目，新蒲崗景泰苑的857個單位中，
有829個業主為公屋住戶，佔整體逾9成，可釋放位於
彩虹邨、彩德邨及華富邨等的公屋單位，供給公屋輪
候冊人士上樓。

至於政府建議推出「港人首置上車盤」，陳帆說，政府在社
會發展上有必然角色，目的是要服務市民，而不是為發展商做
事，局方會在招標過程中規範發展商，以確保公眾利益。
他表示，政府在「首置計劃」上有一套想法，但並不急於推

出政策，稍後會與民共議及諮詢持份者，確保機制公平、公
正，預計明年提出有共識的方案。
另外，被問到私家車數量上升的問題，陳帆表示，現時的年

輕一代思考模式與他的一代有所不同。他認為年輕人面對買不
到樓，但亦想有私人空間時，會轉為購買私家車。
他又指，購入私家車一事上不涉及對與錯，私家車在接載老

人家及小孩上較為便利，他希望先以柔性的方法解決問題，例
如提供公共交通的效率及舒適度，從而減低市民購車的意慾。
至於是否要檢討新的發牌制度，他說，要讓未來的私家車增

長數目更理性，會在最後才考慮增加首次登記稅。

施 政 報
告建議推
出「樓宇

更新大行動」，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
日以「樓宇更新大行動保障公眾安
全」為題撰寫網誌。他說，現時全港
有超過5,000幢私人住用或商住大廈
的樓齡達到50年或以上，施政報告建
議動用30億元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
2.0」，資助較高風險的樓宇業主進行
所需的檢驗及修葺，期望計劃可於明
年下半年推出，預期5年將惠及2,500
幢樓宇。

黃偉綸：料可惠2500樓宇

黃偉綸表示，「樓宇更新大行動
2.0」計劃主要有三大特點。包括：風
險為本、目標為本以及關愛為本。
他說，局方按風險針對處理樓齡50
年或以上、應課差餉租值較低的私人
住用或商住樓宇，上限擬定於樓宇內
住用單位的平均每年應課差餉租值為
市區162,000元及新界區124,000元，
預計全港約八成樓齡達50年或以上的
住宅樓宇業主合資格。
他又說，計劃以保障公眾安全為目

標，會更聚焦老舊大廈的安全隱患，
津貼基本會用於進行強制驗樓計劃下
訂明的檢驗及修葺工程。同時，為聚
焦資源幫助較有需要的一群，局方集

中協助較有需要的自住業主。
在津貼上限方面，資助或可達檢驗

及修葺樓宇公用部分所需費用的八
成，上限約為40,000元；而60歲或以
上的長者自住業主，或可獲全數資
助，上限約為50,000元。
黃偉綸亦提及圍標問題，指外界擔

心「樓宇更新大行動2.0」或助長維修
工程圍標的情況。他說，日後參加
「樓宇更新大行動2.0」的大廈，需使
用市建局「招標妥」樓宇復修促進服
務計劃。
他解釋，該計劃下，市建局為業主
提供指導籌組樓宇維修和保養的自助
工具手冊、安排獨立專業人士提供技

術意見及工程費用的市場估值，讓業
主掌握充分資訊，並通過「招標妥」
推行的電子招標平台，減低出現圍標
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目前房協轄下兩萬個出售單位中，約有
1.6萬個尚未補價。鄔滿海表示，分租

的對象以公屋輪候冊家庭優先，當中包括非
長者的單身家庭。他說，不少房協資助單位
的業主在早年購入單位，其子女長大後遷出
單位，只有兩名長者仍在單位居住，致出現
部分空置的房間。不過，礙於放租需要先補
地價，樓市高企下，補地價金額或高達200
萬至300萬元，令不少人卻步。

料年輕單身客佔優
他估計，業主計劃出租單位的一間至兩
間房，或會視乎家庭租客會否在租賃期內
有生育的打算，預計年輕的單身輪候者，
會較家庭輪候者有優勢，更容易獲未補地
價的單位業主接受。
鄔滿海又指，該計劃的目的是希望善用

現時的公營房屋資源，以達到房盡其用。
相反，如果允許整個單位的方式出租，或
會違背現有的資助房屋政策的宗旨。
他又說，房協會監察在計劃中簽訂的租
約，以檢視租金是否低於市價，並盼計劃
未來能拓展至房委會轄下的未補價居屋。

租期至獲公屋編配
他續指，低於市值需設定一個市值的指
標，以檢視機制分租單位的租金水平，亦
可參考差餉物業估價署及物業代理的數
據，根據機制調整租金的水平。
計劃原則上讓租客租用單位直至獲公屋

編配。若分租單位的租客在租約期內獲編
配公屋，業主亦應允許他們提早結束租
約，並租予其他有需要人士。
至於申請的資格是否包括輪候公屋的年

期在內，鄔滿海則表示，該計劃的細節仍
需留待與運輸及房屋局詳細商討。然而，
他認為或需輪候一段時間才能申請會較合
適，而實際的年期未定。
另外，租金水平考慮到輪候冊家庭收入較

低，能負擔的租金有限；但若租金水平訂得
過低，業主則未必有很大興趣參與該計劃。
他又說，目前尚未知道計劃釋放的單位
數目，但房協願意紓緩基層市民的住屋困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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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滿海預料，年輕的單身輪候者，在試行
計劃下，會較家庭輪候者有優勢。資料圖片

■房協擬在明年下半年試行讓未補價單位的業主，以低於市價優先分租房間予正輪候公屋人
士。 資料圖片

■「樓宇更新大行動2.0」料可惠及
2,500幢樓宇。 資料圖片

本港停車位長期不足，在市區更是一位難求，導
致違泊情況嚴重。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當
局正研究增加停車位，尤其是商用車位，例如研究
將工商大廈上落貨區或晚間車流較少的路段改劃為
停車位。這反映出政府願意從善用資源的角度思
考，以破格新思維解決停車位不足的老問題，值得
公眾支持。此外，政府應該將車位不足的問題與發
展智能城市結合起來，通過建設智能化的多層停車
場、地下停車場，利用移動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技術
提高車輛調配和車位使用效率，以新技術解決老問
題。

本港領牌車輛數目由2006年起的10年間增加了
35%，至今年8月登記車輛總數達83.3萬輛，當中
私家車數目增加45%，惟整體停車位的同期增幅只
有9.5%，停車位不足的問題持續惡化，造成違例
停車的情況日益嚴重。警方近年持續開展全港抄牌
行動，加強對違例停車的處罰。但處罰僅屬於「防
堵」的治標做法，如果車位持續不足，這邊抄牌，
那邊又有人再犯，因此必須結合「疏導」的做法，
一方面增加停車位供應，另一方面以新的技術和設
備來提高停車場的停車數量和效率，才能既治標又
治本。

政府提出研究將工商大廈上落貨區在晚間轉為停
車位，預留短期租約用地中的位置作為商用停車
位，亦可將晚間車流較少的路段的慢線劃為停車
區，相關建議從善用資源的角度出發，重新調整規
劃增加停車位，展現施政新思維。誠然，如何落實
好這幾個方向，既要便利司機亦不能滋擾周邊市

民，還需要好好研究，但提高現有土地和道路資源
使用效率的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本港過往有很多閒
置土地會用作臨時停車場之用，但近年隨着土地嚴
重不足，加快了相關土地興建房屋的速度，從而減
少了停車位的供應。因此，政府應重新檢視停車位
不足的情況，並配合市民的需要，增建更多停車
位。

有關專家還指出，當局考慮的另一個方向，是引
進新技術提高停車位的數量和使用效率。事實上，
停車難是全球很多大城市共同面對的問題，並非香
港獨有。台灣多年前已經建設地下多層停車場，減
少停車位對地面的佔用，東京亦早已研發出高流
量、大容量的停車設施。近年在歐洲和內地更開始
有業者將多層停車場智能化，車主只要將車輛在指
定位置停下，就有工具將車輛傳送到指定的位置安
放。將停車的任務交給智能系統，可以省卻多層停
車場內的道路，提高配置效率，更可節省車主尋找
停車位的時間。另一方面，亦可將停車位的數據聯
網，透過手機APP讓車主及時知悉區內車位的空餘
情況，提高使用效率。

香港地少人多，按道理應該很有必要引進這些新
技術。但本港對新技術的接受能力的確不高，反映
在停車問題上，香港的停車場比其他大都市來得
「原始」。特首林鄭月娥的施政報告提出發展智慧
城市，而交通、停車的智能化正是一個值得嘗試的
部分，政府應牽頭嘗試引入新技術改造公共停車
場，將發展智慧城市和解決地區停車位不足的問題
結合起來，做到一舉兩得。 （相關新聞刊A8版）

以新思維新技術應對停車位不足的老問題
颱風卡努昨天在本港旁邊掠過，天文台發出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近11個小時。其間，香
港海陸空交通皆受影響，尤其是青嶼幹線昨天
早上至中午實施臨時交通措施而導致嚴重擠
塞，有一些乘客不能及時趕到機場而影響行
程。颱風導致交通異常，市民和旅客都可以理
解，不過，香港作為區內重要的航空交通樞
紐，大嶼山又是香港下一個相當重要的發展地
區，如果過分依賴青嶼幹線連接機場與市區的
交通，其脆弱性令人擔憂。當局有必要採取相
應措施，一方面努力改善在特殊天氣等情況下
的交通安排，盡量減少堵塞，減輕對市民和旅
客的影響；另一方面，要加緊完善運輸網絡，
令到整個大嶼山的對外交通網絡能夠配合該區
乃至香港未來發展的需求。

對於昨天上午的青嶼幹線交通嚴重堵塞，運
房局局長陳帆解釋，當青馬大橋或汀九橋的風
速達到某個速限，為了保護公眾安全，需要實
施臨時措施，按機制分流，安排容易翻倒的車
輛在青馬大橋下層行駛。事實上，因惡劣天氣
採取相應措施導致交通堵塞，市民和旅客一般
都能夠理解，即使是昨天的交通堵塞令一些市
民沒能夠及時趕上航班，他們也沒有太大的抱
怨。不過，從政府應該採取的應變措施以及長
遠的交通網絡配套的角度來看，政府有關部門
也不能掉以輕心，更不宜用天氣因素來推卸政
府應有的責任。

因為，香港作為區內最重要的國際性航空交

通樞紐，位於大嶼山的香港機場航班高度密
集，影響面廣，也是香港對外形象的重要體
現，對交通網絡配套以及相關服務的要求也更
高。有關部門應該以更嚴格和更高的標準來提
升服務水平，制定出周密的應對預案，盡力改
善在特殊情況下的大嶼山對外交通。比如說，
一旦青嶼幹線因惡劣天氣或其他意外原因而實
行交通管制，當局就要通過各種方式通知市民
和旅客，或提早出門，或改乘機場快線等其他
交通工具，機場快線、東涌線也要加密班次，
以配合驟然增加的乘客量。

需要指出的是，大嶼山是香港未來的一個重
要發展地區，但目前的交通網絡未能配合將來
的發展要求。當局除了要應對惡劣天氣等特殊
情況之外，從長遠而言，還必須加快研究及落
實改善大嶼山連接市區和港珠澳大橋的運輸網
絡。早前曾有專家建議政府一方面加快建設大
嶼山與屯門相連的道路，另一方面要研究以輕
軌等大眾運輸系統方式，把港珠澳大橋、大橋
口岸人工島、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亞洲國際
博覽館、機場北商業區等重要的商業和交通建
設連接起來，打通東涌新市鎮以至日後小蠔灣
發展區的交通網絡，充分發揮大嶼山位處珠江
三角洲中心的地理優勢，發揮香港作為粵港澳
大灣區中心地帶的作用。這些專家的建議都值
得特區政府重視和採納，期待香港的交通網絡
能夠不斷完善，有關服務不斷提升，能夠配合
到經濟的發展以及市民和旅客的需要。

努力改善大嶼山對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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