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無立錐地籲訂最低居住面積

萬 之源高樓價

2
地產成為最賺錢產業，其他行
業凋零，令經濟結構單一化，
損害香港競爭力

4 香港人透支父母長輩資金買樓
供樓，部分家庭負債高企

6
難捱貴租，不少家庭走投無
路，被逼要住天台屋以及工廠
大廈內的劏房

3
不少年輕人因高樓價而未能結
婚或要遲婚，即使有幸上車，
供樓支出壓力亦影響夫妻生兒
育女，加劇人口老化

7
影響營商環境，住宅及寫字樓
售價及租金高昂，影響外企來
港意慾

1
高樓價扭曲社會價值，不少人
的目標是盡量賺錢買樓供樓，
青年人選科和擇業都要向錢
看，不利香港培育及儲備人才

5
居住面積越來越細，生活空間
擠迫，容易影響情緒及產生家
庭問題

8
舖位租金高昂，趕絕民生舖，
小商戶難以經營，打擊市民創
業意慾

9 政府財政依賴房地產收入，削
弱香港抗風險能力

10
在港難以置業安居，令市民對
社會不滿情緒加劇，影響社會
穩定

高樓價貴租金禍港

香港樓價冠絕全球，代價之一是人均居住面積全球數一數二的細。近年多個新盤均推出大量納米單

位、劏房則等等，近日有三口家庭於新盤售樓處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欣喜地稱已買入180方呎開放

式單位自住。目前本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僅161方呎，僅約一個標準車位大小，在全球大都市中包尾。劏

房、籠屋等人間悲劇不時曝光，令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之名蒙羞。高昂的地產成本不僅窒礙營商創業，

也扭曲社會價值觀，磨蝕青年人的資本及事業心志，令戾氣積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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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部分地方統計用中位數、部分用平均數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團結香港基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顏倫
樂）「納米單位」的泛濫，可
說是高樓價的「衍生物」。香
港樓價有幾貴呢？根據美國顧
問公司Demographia今年初公
佈的《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
告》，香港已連續8年登上全
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之首，樓
價對入息比率由2016年的18.1
倍惡化至2017年的19.4倍，意
即全家人要不吃不用19.4年才
足夠置業，數值是調查歷來最
高。相比之下，排第二的澳洲
悉尼，樓價對入息比率為12.9
倍，與香港相差甚遠。

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之首
翻查歷年報告，2010年香港

首次登上《全球樓價負擔能力
報告》的榜首，該年平均住宅
樓價相當於家庭稅前收入中位
數為11.4倍，當時平均住宅樓
價僅258萬元，家庭入息中位
數為22.54萬元。但8年間平均
樓價急升1.4倍至619.2萬元，
同期家庭入息中位數卻只升
41.5%至31.9萬元，家庭收入
明顯追不上樓價的升幅。不少
人要靠「父母幹」才能上車，
金管局今年7月的數字顯示，
按揭人士的平均還款年期為

320 個月，即 26.7 年，換言
之，若一個年輕人25歲開始供
樓，供完樓已經51歲有多，一
生最黃金的年歲都在供樓。
至於與香港同樣地少人多的

新加坡及日本東京，樓價對入
息比率於2017年同樣只錄得
4.8倍，置業較香港容易得多。
不過，英國經濟學人智庫

（EIU）今年8月發表的2018
年全球最宜居城市排行榜，評
估了 140 個城市的社會穩定

性、醫療服務、文化與環境、
教育及基礎建設。香港由2017
年的第45位，升至今年的35
位，而新加坡排名則由去年的
35位，下跌2名至37位。
香港排名上升，原因是香港

過去一年社會穩定性範疇的評
分回升，使香港整體得分上
升。但有評論笑稱，上述宜居
城市並未把買樓負擔計算在
內，如果計及高樓價問題，香
港宜居城市的排名或會暴跌。

平均還款26.7年 一世做樓奴
全球最難負擔樓價城市排行榜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註：2017年第3季數據，調查包括9個國家、92個人口在100萬
以上的大都會 資料來源：《全球樓價負擔能力報告》

國家

中國

澳洲

加拿大

美國

澳洲

美國

美國

美國

新西蘭

英國

城市

香港

悉尼

溫哥華

聖荷西

墨爾本

洛杉機

檀香山

三藩市

奧克蘭

倫敦

樓價入息比率

19.4倍

12.9倍

12.6倍

10.3倍

9.9倍

9.4倍

9.2倍

9.1倍

8.8倍

8.5倍

最近屯門新盤弦海開賣，當中六成單位屬開放式
戶型，實用面積僅由162方呎至232方呎，但

令人無奈的是單位越細越搶手，項目上周首推175
伙，首日售出63伙，而當中竟然有50伙或近80%屬
開放式戶型。一組買家接受訪問時，稱太太已懷
孕，所以在父母協助下，斥資近400萬元購入一個
面積180方呎開放式單位，打算承造九成按揭，將
來一家三口自住。

基層逼住天台屋工廈劏房
一家三口居住於180方呎單位，換言之人均居住面

積只得60方呎，情況與劏房無異，然而這在香港卻已
足以引以為榮，因為更多人連住上這樣劏房盤的資格
也沒有，只能入住天台屋、工廈劏房，甚至籠屋。更
令人感到心理不平衡的，是當香港仍停留在討論「百
多呎納米單位」之際，那邊廂新加坡卻在10月中公
佈，中央區外的私人住宅樓宇平均單位面積不得少於
85平方米（約915方呎），兩地房策相差何止毫釐。
立法會議員謝偉銓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

單純在住屋方面，新加坡於近20至30年做得相當
好，由過往較香港差，到今天大幅優於香港。他在
5年前已提倡香港應訂立人均居住面積的長遠目
標，但至今仍無寸進，坦言對此感到失望。

倡10年內面積增至200呎
根據政府統計處去年底公佈的中期人口統計，首次

披露全港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為161方呎，在全球大
都市中包尾，謝偉銓建議政府在10年內把目標提高逾
20%到200方呎。他說：「最重要有一個目標，再計
算需要多少土地去滿足目標，希望先改善供應量，然
後才能有生活質素。」他表示，政府之前一直不願訂
立人均居住面積，是指土地供應不足，未有條件增大
面積，但若連願景都沒有，香港永遠不會進步。
有意見認為若政府訂立最低人均居住面積，發展

商因要遷就市場購買力而須興建實而不華的單位，
會起到倒逼樓價下跌的效果。城大建築科技學部高
級講師潘永祥擔心私樓面積變大，會增加上車難
度，但建議可以先於公營房屋試行，因為由政府定
價，即使增加面積，市民仍然有能力負擔。

不能單靠私人市場解決
潘永祥認為，政府將原來公營房屋與私人住宅的

比例由「六四比」，改為「七三比」，部分原因是
亦想透過公營房屋主動幫人上車，「因為高樓價下
已經不能靠私營房屋滿足一般住屋需求。」
香港是否有條件做得更好呢？謝偉銓認為是有的，但

今天社會討論增加土地供應時經常遇到不同持份者的阻
力，許多人為反而反，沒有設身處地，將社會問題的優
次去做一個平衡，「太多人將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
坊間常問地從何來？謝氏說，香港土地問題嚴峻，

施政報告提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可以快速增加供
應，長遠就靠填海造地。他認為政府於土地供應方面
應該要扮演一個更大的角色，但一直以來，十年長遠
房屋策略只討論單位數量，並沒有涉及如何提高居住
面積，這樣對於提高香港居住質素並無幫助。

■香港居住面
積細，除新盤
大 推 納 米 戶
外，不少人更
只能入住天台
屋 、 工 廈 劏
房 ， 甚 至 籠
屋。 資料圖片

2018年全球宜居城市排名
排名

1

2

3

4

5

6

7

7

9

10

3535

37

59

74

75

77

78

81

82

資料來源：《經濟學人》

所屬國家

奧地利

澳洲

日本

加拿大

澳洲

加拿大

加拿大

日本

丹麥

澳洲

中國中國

新加坡

韓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馬來西亞

中國

中國

城市

維也納

墨爾本

大阪

卡爾加里

悉尼

溫哥華

多倫多

東京

哥本哈根

阿德萊德

香港香港

新加坡

首爾

蘇州

北京

天津

吉隆坡

上海

深圳

總分(滿分100)

99.1

98.4

97.7

97.5

97.4

97.3

97.2

97.2

96.8

96.6

9191..33

91.2

84.9

75

74.9

74.2

73.6

72.6

72.2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顏倫樂顏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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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跑馬地的服務式住宅位於跑馬地的服務式住宅，，為用盡空間為用盡空間，，單位內的睡床與廁單位內的睡床與廁
所僅以一塊玻璃相隔所僅以一塊玻璃相隔。。 官網圖片官網圖片

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僅較香港的人均居住面積僅較
標準私家車車位面積標準私家車車位面積（（約約
135135方呎方呎））大大2626方呎方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