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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不「封頂」建宅增無減
特首：「80萬」非目標 對概念遭簡化惹焦慮致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為
量度不適切居所的質素，有組織制
定十大「住屋標準」，如是否有獨
立廚廁、有窗及簽署租約等，並訪
問204位居於葵涌的私樓及工廈劏
房、僭建平台劏房、天台屋及板間
房等人，結果發現無人能同時符合
10個住屋標準，僅12%人合乎7個
標準或以上，最少受訪者符合的標
準為「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75呎的
公屋標準」、「業主以政府水平收
取水及電費」及「每年加租幅度少
於通脹」。
組織建議政府訂立住屋標準，作

為最佳執行範例，改善本港住屋素
質。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今年7

月至8月經約100位街坊討論及投
票，選出十大「住屋標準」，包
括：每年加租幅度少於通脹，以政
府水平收取水及電費，有簽署租
約，業主願意提供合理的維修服
務，人均居住面積不少於75呎的公
屋標準，有獨立廚房，有獨立廁
所，有窗，天花及牆壁無剝落、漏
水、滲水，有冷氣。
結果無人百分百符合十大「住屋

標準」，70%人符合4項至6項標
準，18%人符合2項至3項標準，

12%人符合7個標準或以上。
大聯盟表示，十大「住屋標準」

是指基本住屋要求，因此上述標準
是「一個都不能少」，即使受訪者
獲9分，仍不應被視為「適切居
所」。

蝸居濫收水電貴租「三大害」
今次結果顯示不適切居所人均居

住面積只有50呎，低於政府公屋標
準75呎，是最多人「肥佬」的選
項，只有12%人達標；其次只有
18%人符合「業主以政府水平收取
水及電費」，反映濫收水電費嚴
重；只有20%人符合「每年加租幅
度少於通脹」；只有32%人的居所
達到「天花及牆壁無剝落、漏水、
滲水」的標準。較多人符合標準為
「有冷氣」及「有獨立廁所」，分
別有94%及82%人士的居所合乎此
兩選項。
聯盟成員丘梓蕙促政府履行聯合國

的「適足住屋權」，訂立香港住屋標
準後，制定改善整體社會住屋環境的
具體目標及時間表，如人均居住面
積、室內空氣質素標準等。她亦希望
政府回應社會訴求，就租務管制，
及住屋環境的住屋標準作公眾諮
詢，配合基層市民住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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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早前接受傳媒訪問時提及，將在出
租公屋單位增至80萬個後，會將部分新建
公屋轉作「綠置居」出售，引發出租公屋
單位80萬個「封頂」疑雲。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柯創盛、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昨日到
政府總部請願，反對為整體出租公屋單位
數量「封頂」。
民建聯指出，現時有近30萬個公屋輪候
冊申請個案，而一般家庭的平均輪候時間
亦長達4.7年，若公屋單位以80萬個「封
頂」，遠不能滿足基層市民對公屋的需
求。

民建聯強調，為基層提供可負擔的出租
公屋，是政府及房屋政策的基本責任。回
歸後歷屆政府都力求在平均3年內，為公屋
輪候冊的申請家庭提供首次配屋，亦即俗
稱的「三年上樓」目標。民建聯期望新政
府能繼續以「三年上樓」為新房策的目
標，而目標未實現前，不以「80 萬」個公
屋單位「封頂」。
民建聯續指，雖「綠置居」有相當的資
助成分，但數以十萬計輪候冊的基層市民
未必均有置業能力，故出租公屋是他們
「安居」的唯一選擇。但若日後新建的公
屋單位均用作出售，必然影響輪候冊市

民。
民建聯表示，理解「綠置居」有其流轉
功能，但由原租戶購入「綠置居」到房署
收回單位再出租，過程接近半年，或會延
長現時公屋平均等候時間。民建聯認為相
關做法既不理想，亦不公道。
民建聯重申反對政府為整體出租公屋單

位數量「封頂」，並要求當局繼續興建新
出租公屋單位，以兌現公屋輪候冊申請人
平均「三年上樓」的承諾，而未達至上述
目標前，當局應致力按《長遠房屋策略》
目標，平均每年供應兩萬個新的出租公屋
單位。

民記促兌現公屋「三年上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商界聯席午餐會時表
示，為滿足市民置業的迫切需求，會致力
尋求公私合作建屋的方法，希望達至雙
贏並承諾對設計和環保方面的稅務優惠不
會「走數」。她透露，香港經濟較去年表
現好，「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無限商
機，希望大家對香港保持信心。她將逐步
落實施政報告中各項措施，令營商環境得

到進一步改善。

經濟增長3.5%無懸念
由香港總商會組織的商界聯席午餐會昨

日於會展中心大會堂舉行，匯聚兩地和海
外逾千商界人士出席。林鄭月娥致辭時表
示，本港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達4%，預
期全年增長逾3.5%「已無懸念」。她又簡
述施政報告中惠商政策，強調政府會研究

將企業首200萬元利潤的利得稅率，由她
參選時政綱所建議的 10%進一步降至
8.25%，即利得稅率的一半，其後的利潤
則繼續按標準稅率16.5%評稅，若獲立法
會通過，期望可於2018年內推行。
林鄭月娥續表示，本屆政府5年內會將

本地研發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
由目前的0.73%倍升至1.5%，促進創科業
發展，令經濟結構更為多元化。
她批評上年度立法會會期結束前，財委

會無法通過涉及710億元的公共工程項
目，令工程延誤至少半年至一年。
她又指，香港未來幾年會同時面對挑戰
及迎來機遇，「一國兩制」給香港帶來獨
有優勢，大家應對香港未來保持信心。她
強調政府有堅定的承諾，運用新的財政哲
學之餘，亦會繼續推動自由貿易，遵循自
由市場原則。

覓補價外方式讓發展商釋地
有商界代表關注林鄭月娥提出的「港人

首置上車盤」首批選址觀塘地皮，屬原本
規劃推出的地皮，變相沒有增加土地供
應，並問政府會否向發展商提供補地價優
惠，讓他們利用手上農地協助興建「港人
首置上車盤」，以達至雙贏。

林鄭月娥回應指，首個首置上車盤使用
賣地表的土地興建，只是作試驗與示範作
用。政府要優先照顧基層低收入家庭，未
來上車盤的土地來源，不會來自擬興建公
屋或居屋的土地，也不會來自興建私樓的
政府賣地計劃中的用地。
首置盤將來的土地來源是發展商手上土

地，會設法確保雙方合作建屋達至雙贏，
但不太可能是透過提供補地價優惠的方
式。
她表示，房屋政策是社會高度關注的議
題，若沒有額外土地供應，唯有先將手上
的用地改變用途。部分發展商手上持有大
量土地儲備，政府會研究如何吸引對方釋
出土地。她明白要令社會接受公私營合作
建屋是巨大挑戰，因此會持續與持份者溝
通，尋求高透明度的合作途徑。

設計環保扣稅不「走數」
另外，有商界代表問到，林鄭月娥在競

選時曾提出，稅務扣減亦適用於設計及環
保等方面的投資，相關措施何時落實？林
鄭月娥回應表示，對此持開放態度，並非
「走數」，相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與團隊
在早前的稅務新方向高峰會上，已聽取到
如何令稅制更具競爭力的意見。

尋公私合建良方 緩解住房荒

林鄭月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澄清80萬個
公屋單位這一數字並不是公屋的建屋目標，

更不是為公屋存量「封頂」，「建屋量相比《長遠房
屋策略》只會有增無減，所以完全不存在『走
數』，或不尊重《長策》早前訂定的建屋目標。」

待房策完備 增「綠置」促流轉
她表示，以目前的輪候人數和輪候時間，80萬
個出租公屋單位並不足夠，但當日後房屋政策各
個元素完備，增加「綠置居」供應為需要置業或
比較有能力的公屋住戶提供更多選擇，而每賣出
一個「綠置居」，就可以騰空一個現時有人正居
住的公屋單位，或滿足一個已經在輪候冊上很快
輪到分配單位的家庭，屆時公屋單位有一定流轉
性，出租公屋單位的數量或可以滿足基層、低收
入巿民的住屋需求。
她又重申，最終「綠置居」替代出租公屋的數

量仍然有待房屋委員會來評估，亦決定於日後公
屋居民對於出售資助房屋的反應及需求，並不存
在一個硬指標，「譬如我們去年首個『綠置居』
獲得18倍認購，那是否仍然有這強烈的公屋住戶
訴求亦是一個考慮因素。」

訪問論概念 非為建屋設限
80萬的數字掀起連串風波，林鄭月娥表示傳媒
把相對複雜的概念簡單化，甚至不幸數字化，引
起社會大眾不必要的焦慮，她對此表示歉意：
「或許我要更加敏感，知道作為行政長官在一個
那麼受社會重視的房屋議題上，一個太簡單化的
表述是令人比較難掌握。」
她又強調，在訪問中討論的是一個房屋政策概
念的問題，並非是為公屋的數量定下一個目標，
或一個上限的公佈或指標。
林鄭月娥坦言，出租公屋是為基層和低收入家
庭確立已久的安全網，而施政報告中亦清晰說明
政府會致力縮短公屋輪候時間，惟首先需要多建
房屋，而增加土地供應是房屋問題的「本」。因
此，她呼籲社會稍後應聚焦討論，由土地供應專
責小組提出有關房屋供應的來源問題，並重申房
屋是重中之重的民生議題，政府會繼續努力尋求
解決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早前有

傳媒報道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80萬

個公屋單位已經足夠，令社會以為特區

政府要為公屋數目「封頂」。她昨日再

次澄清，80萬這個數字是數年後公屋量

的一個現數，不是目標，亦不是極限。

對於有傳媒將她在訪問中一個簡化表

述，不幸數字化，而引起社會大眾不必

要的焦慮，她表示歉意。她又強調，房

屋供應方面，《長遠房屋策略》的目標

只會有增無減，最終有多少新建公營房

屋會以「綠置居」取代公屋亦決定於一

系列因素，包括房委會的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旅發局昨日
公佈，9月訪港旅客逾463萬人次，較去年
同期上升4.8%，當中內地客訪港逾357萬人
次，同比增長7.2%，佔整體旅客量77%。
非內地旅客則同比下降2.4%。過夜旅客逾
208萬人次，同比增長2.7%，當中內地客近
139萬人次，同比增長6.3%，非內地客則下

降3.7%。旅發局對今年旅客訪港情況保持
審慎樂觀，會繼續舉辦多項大型活動以吸引
更多過夜旅客訪港。

旅發局冬季加推盛事吸客
旅發局發言人表示，非內地客下跌主要因

為台灣及韓國的旅客受中秋節假期變動影響

（去年中秋節假期為 9月，今年則為 10
月）。冬季節日將至，旅發局會繼續舉辦並
宣傳多項大型活動，以及在客源巿場推出針
對性的宣傳，以吸引更多過夜旅客訪港。
今年以來受益於內地客訪港人數反彈，訪

港旅客人次持續增加，帶動零售、餐飲、酒
店等相關行業回暖。旅發局對今年旅客訪港

情況保持審慎樂觀。
旅發局稱，獲政府額外撥款7,100萬元，

在本年度推出業界支援計劃，包括資助非牟
利機構推出具本地特色、有潛質發展成具旅
遊吸引力的項目。
據旅發局公佈資料，今年1月至9月訪港
旅客人次逾4,263.5萬，同比上升2.2%，當
中內地客逾 3,249.86 萬人次，同比增長
2.5%。非內地客近1,013.66萬人次，同比增

長1.4%。過夜旅客1月至9月逾2,024.76萬
人次，同比增長 4.3%。當中內地客逾
1,354.1萬人次，同比增長5.3%。非內地客
逾670.65萬人次，同比增長2.4%。
非內地客方面，台灣、日本、韓國、美國

是本港主要海外訪客來源地，今年1月至9
月日本旅客增長顯著，同比增長15.9%，台
灣訪客則微跌0.8%，韓國訪客增長6.4%，
美國訪客增長1.8%。

上月訪港客升4.8% 內地客逾357萬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右六）、深水埗區議員鄭泳舜（右五）昨日到政府總部請願，反對為整體出租公屋單位數量「封頂」。

■團體促政府
訂立針對本港
的住屋標準，
改善整體香港
住屋素質。

■林鄭月娥澄清房屋政策不設所謂建屋「封頂」，「80萬」只是一
個估計數年內的現數，並非目標亦非上限。

■特首林鄭月娥（左四）出席商界聯席午餐會，右三為香港總商會主席吳天海，左三為廠
商會會長李秀恒。

■林鄭表示持續增加供地才是解決房屋問題之本。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