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萬人迫劏房 後生仔近三成
團體料數字被低估 憂續惡化

統計處昨日公佈，根據2016年
中期人口統計推算全港約有

9.27萬個劏房單位，較2015年估
計的8.6萬個急升7.7%。根據統計
處報告，位於九龍的劏房數量最
多，約有 5.27 萬個，佔總數
56.9%；其次是新界的2.19萬個，
佔23.6%；位於香港島的則有1.81
萬個，佔19.5%。

油尖旺深水埗劏房最多
若以十八區劃分，劏房數目最

多的是油尖旺區（21,500個），其
次是深水埗區（15,400個）、九龍
城區（9,000 個）、東區（8,400
個）及荃灣區（6,600個）。
在居住情況方面，66.9%劏房戶

的居所樓面面積為7平方米至13
平方米以下，居所樓面面積中位
數為10平方米；人均居所樓面面
積中位數為5.3平方米，低於全港
家庭住戶的15.0平方米。95.9%劏
房設有獨立廁所，72.4%設有獨立
廚房。
劏房住戶的每月收入中位數為

1.35萬元，低於全港家庭住戶的中
位數的2.5萬元。撇除免租的住
戶，劏房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為
4,500元，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
為31.8%，與所有居於私人住宅單
位的住戶的30.7%相若，當中以單
人住戶的比率中位數最高，高達
35.8%。

若按居住者的年齡組別劃分，
以兒童及青中年人士較多。2016
年20.72萬名居於劏房人士當中，
28.4%為25歲以下，39.4%為25歲
至 44歲，65歲及以上人士則佔
8.2%。

團體怕「劏上劏」促增公屋
關注綜援低收入聯盟組織幹事

李大成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本港房屋供不應求，公營房
屋建設落後長策目標，社會房屋
供應緩慢，估計情況會繼續惡
化，劏房數量將愈來愈多。
他認為統計處數字已是低估，

相信全港至少有十多萬個劏房，
擔心無良業主見有機可乘，會將
單位愈劏愈細。近年，本港劏房
租金升幅明顯，更有豪宅加入劏
房行列，建議政府推出短期措
施，推出局部性租管，為有需要
住戶提供租金津貼，並加快提供
社會房屋。
社聯對許多基層住戶持續於惡

劣環境生活甚表關注，尤其頗大
比例住戶的人均居住面積較擠迫
戶還要差，促請當局採取多元方
案解決基層住屋需要。
社聯並指，租金中位數持續上

升，情況令人憂慮，為基層家庭構
成經濟壓力，必須有更多過渡性社
會房屋供應等中短期措施，長遠必
須增建公屋始能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統計處報告指出，全港約有2.7萬個單位內有俗

稱「劏房」的分間單位，估計劏房總數多達9.27萬個，居住了近9.2萬個住戶

合共約21萬人，當中以油尖旺區及深水埗區劏房數目最多。劏房住戶每月租金

中位數為4,500元，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更高於私樓住戶。有關注基層住屋

團體認為統計處數字已是低估，預料情況會繼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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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促定外判罰則 防工友被「自願離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昨日在其facebook上載最新視頻，片中她與發展局
局長黃偉綸一起乘直升機俯瞰香港，直觀商議土地
發展計劃。她指出，自己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提
到房屋問題屬最嚴峻、最棘手、最複雜的民生議
題，增加土地供應已是急不容緩，更透露此行在土
地運用上「得到一啲靈感」。
林鄭月娥在視頻中說：「香港1,100平方公里嘅

土地應該點樣用好呢？今日我同埋發展局局長、規
劃署署長幾位同事就從直升機鳥瞰咗一次，得到一
啲靈感。」
林鄭於施政報告中道出政府在房屋政策上的應有

責任，就是還市民適切居住權，並認識到巨大住房
缺口已影響到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影響社會和諧穩
定的基礎。但拓地建屋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她也
只能盡量利用現有資源，先緩解最迫切需要的人
群，即協助夾心階層「上車」。

網民紛獻策 開發大嶼坪洲
不少網民留言表達意見。「Violet Ho」指出，

坪洲及大嶼山有不少地方可用來建屋，「偉昌歐」
指新界及深圳邊界有400公頃空地可作開發之用，
「Peter Li」建議開發邊境地區流浮山邊皮、加快
推進天水圍洪水橋發展及重新整理元朗棕地。
「Eric Law」說：「 用河套區起公屋吧！但千萬
不要起私樓，否則又會俾人攻擊。」「Leroy
Shark」則認為，「我們要建更多的家，但不能只
建家，其他配套也要同時建造。」

林鄭直升機瞰港
尋土地規劃靈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受
惠於全球經濟環境大致向好及香港經
濟持續增長，本港失業率由去年9月
至11月的3%，微跌0.1個百分點至
2.9%，為近20年來首次低於3%；就
業不足率則繼續維持於1.1%。

羅致光料勞工市場短期偏緊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指出，勞
工市場短期內將偏緊，政府會密切留
意外圍各項不明朗因素及本地勞工市
場發展。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最新勞動人口

統計數字顯示，本港總就業人數由去
年9月至11月的384萬人，上升至去
年10月至12月的385萬人，同期總勞
動人口亦由395.8萬人上升至396萬
人，失業人數減少約8,000人至10.98
萬人。
羅致光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指出，

失業率20年來首次低於3%主要是由
於香港經濟持續增長、全球經濟環境
大致向好令外部需求保持強勁，加上
內部需求亦穩健增長等因素。
而多個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 (未

經季節性調整) 與上一個期間比較均

有所下跌，其中以地產業和地基及上
蓋工程業的跌幅較為顯著。

商業復甦帶動零售服務就業
按年比較以撇除季節性因素的影

響，零售業、金融業和專業及商用服
務業 (不包括清潔及同類活動業) 受惠
於過去一年相關商業活動復甦，失業
情況有較明顯改善。
展望未來，他指整體經濟環境向

好，勞工市場短期內將偏緊，惟政府
會繼續密切留意外圍各項不明朗因素
及本地勞工市場的發展。

失業率跌至2.9% 20年來首低於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殷翔）
房委會投標小組昨日開會討論長沙灣
海麗邨外判清潔工事件。小組主席張
達棠在會後表示，房委會過去十多年
整體投標競爭激烈，在海麗邨工潮時
被質疑的兩個承辦商，分別取得25項
及34項標書，完約後只有約30%機會
可再中標，認為圍標機會很小，看不
到海麗邨新舊承辦商有「左手交右
手」的情況。

指未見承辦商有「左手交右手」
長沙灣海麗邨早前爆發清潔工罷

工，及後有傳媒揭發涉事兩間承辦商
民順與香港工商關係密切。張達棠表
示，小組在會上檢視房委會過去10多
年批出的逾300項標書，投標競爭激
烈，而該兩個承辦商分別取得25項和
34項標書，完約後只有約30%機會可
再中標，涉及該兩個承辦商「左手交
右手」的情況更少：在過往合共投得
的60次合約中，總共只有5次，圍標
機會很小。
他針對海麗邨的個案指出，有14份

標書入標競投，頭兩標只是相差一兩
分，看不到「左手交右手」及圍標情況。
張達棠表示，房委會採用的聯營公司定義較

發展局的更嚴謹，根據該標準，兩個承辦商不
屬於聯營公司，房委會亦有機制防止圍標，包
括投標數量有上限以及申報機制。
他續說，競委會收到相關投訴，已調查兩間

公司的關係，如完成調查後認為有需要改善，
小組會考慮競委會的建議，再研究是否要修改
現時對聯營公司的定義。委員會亦正研究優化
聯營公司申報機制，如要求公司申報背後控制
人。
就外判工人的待遇問題，張達棠強調，會上

亦討論如何加強勞工保障，勞工處會跟進個別
承辦商的違規行為，現時的招標機制已有4%
評分考慮工資和工時因素，認為若小組對承辦
商招聘等的商業行為設限未必合適。
他表示，如果有投訴指外判商剝削工人，房

委會會處理，亦會檢視相關團體的建議，但不
想干預商業運作，例如要求外判商聘請什麼工
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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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翔）一班工聯會成員昨
晨到房委會總部外請願，要求房委會招標外判保
安及清潔合約時，需訂明罰則，由源頭堵截外判
商強迫員工簽署「自願離職書」以逃避支付遣散
費的做法。工聯會指，房署約有3萬名外判合約
員工，其中大部分是清潔工和保安員，他們要求
房委會在標書中需列明要支付遣散費，並嚴格執
行外判服務扣分制度，保障外判員工權益。房委
會投標小組委員會主席張達棠接收了請願信。
房委會投標小組委員會昨晨開會，工聯會約10

人到房委會總部外請願，要求重視外判工被剝削
的情況。工聯會建議房署在衡量標書時，必須提
高對僱員工資水平的要求，如投標者須按有關行
業的工資中位數訂定；在合約執行期間，當局必
須嚴格執行外判服務扣分制度，包括嚴肅處理要
求工友簽署自動離職書的承辦商。

揭外判商詭計 提多招保工人
他們並要求房署嚴懲違反勞工法例的外判服務
公司，及解決工人每當3年約滿便被迫簽辭職

信，才能獲得下一個3年合約的不公平狀況。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指出，工聯會服

務業總工會兩年內收到逾900宗外判工求助，涉
款項1,400萬元。有外判商在不獲續約後，往往要
求工人簽署自願離職書，否則不推介給中標公
司，圖以此剝削工友遣散費及因年資而延長的有
薪年假。
工聯會表示，接近90%的房署外判合約工人在

僱主接獲無法續標後，便有管理層向工人發放預先
準備好的自願離職書，並要求他們簽署，有部分管
理層更會出言恐嚇，如工人不簽離職書，新中標公
司絕不會續聘他們工作。由於工人學歷水平普遍不
高，議價能力較弱，迫於生計大都無奈之下簽署文
件，忍受僱主年復一年剝削自身權益的現實。
工聯會批評僱主此舉除了逃避遣散費外，也為

了中斷工人年資，令工人的有薪年假基本只能維
持於法定最少的7天，無法累積。針對法定有薪
假期需工作滿3個月才可領取，因此不少新服務
承辦商往往在新標書開始時首三個月內，在員工
放法定假期時可拒絕支薪。

■林鄭月娥與黃偉綸乘直升機俯瞰全港。 fb截圖

■張達棠（前右）接受請願信。他認為外判清潔合約圍標機會很
小，看不到海麗邨新舊承辦商有「左手交右手」的情況。

■工聯會到房委會請願。要求房委會招標外判保安及清潔合約時，
需訂明罰則，由源頭堵截外判商強迫員工簽署「自願離職書」以逃
避支付遣散費的做法。

■有團體憂公營房屋建設落後長策目標，社會房屋供應緩慢，估計情況會繼續惡化，劏房數量將
愈來愈多。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