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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醫管局上月與公立醫院支援職系
工會就加薪達成共識，支援服務
職系員工獲加薪8%，惟同一工
種的舊制員工未能受惠。昨日約
百名舊制員工發起靜坐，要求同
工同酬，工會發出「最後通牒」要
求醫管局於一星期內答應訴求，
否則不排除發動罷工行動。
約百名舊制員工昨日在醫管局
大樓靜坐，他們高舉寫有「憤
怒」二字的標語，批評局方未有
讓約2,000名舊制支援服務職系
員工，與新制員工一併加薪
8%。

劉國勳促局方正視訴求
協助這班員工的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劉國勳批評，醫管局以檢討

為由，迴避舊制員工的訴求，
「不能接受局方不作出加薪承
諾！」他要求醫管局本月起即時
向舊制員工加薪 8%。勞方代
表、醫務衛生華員會主席梁美勝
促請局方於一星期內答應訴求，
否則會將行動升級至罷工。
醫管局發言人回應指，該局會
盡快約見員工代表商討，希望員
工的任何行動不會影響病人服
務。發言人表示，不同時期入職
員工的聘用條款和薪酬配套有所
不同。
舊制的支援職系已於2001年
起不再作招聘用途，現時仍約有
2,000多名舊制支援職系員工按
該局「一般職系薪級表」或「標
準薪級表支薪」，並與「政府總
薪級表」或「第一標準薪級表」

掛鈎，相關職級的整體薪酬配套
將跟隨公務員制度調整。
由於舊制支援職系員工的薪酬

組合較為複雜，包括基本薪金、
津貼及公積金等，與以薪幅制度
支薪及按強積金計劃供款的新制
病人服務助理、運作助理及行政

助理有所不同。任何薪酬改動將
對政府及醫管局按薪級表支薪的
支援職系員工產生相關影響，並
須與政府商討相關的影響。就員
工所表達的意見，該局將納入第
二階段的顧問研究作可行性改善
方案，預計今年9月完成。

百舊制員工靜坐 促醫局劃一加薪8%

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新一期土地及房屋政策倡議報告。
報告指出，自2013年起政府公佈215幅有潛力改劃為住

宅用途的土地，惟截至今年1月，仍有69幅用地尚未啟動法
定改劃程序。基金會經過調研後，認為當中25幅用地較易改
劃，政府應優先處理，其中包括葵涌石排街地盤、柴灣游泳
池後方等地。
基金會同時指出，改劃土地耗時漫長，就2018年度成功改

劃的土地而言，僅完成整個改劃流程的土地平均需時已達4年
至5年，仍未計房屋建造工程用時。其中大量時間用於相關準
備工作，包括各類技術評估和與主要持份者協商，這部分平
均耗時41個月。基金會選出的25幅優先用地相對爭議較小，
如可較快進入法定改劃程序，則一般11個月可完成改劃成為
「熟地」。

十四鄉可供逾兩萬單位
基金會並建議政府認真考慮發展西貢十四鄉兩幅合共64公
頃的「未劃分山坡地」。基金會去年曾發表倡議，建議發展
「未劃分山坡地」，該兩幅山坡地總面積達64公頃，因屬政
府所有，且位於郊野公園及綠化帶以外，可作中短期公營房
屋發展，提供約2萬個至3萬個住宅單位，望政府採納建議，
以解燃眉之急。
基金會指出，政府早前雖採納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關於開發
棕地和私人農地的建議，但仍未公佈110公頃「棕地」及150
公頃私人新界農地的詳細工作計劃時間表，基金會希望政府
能夠坐言起行，盡快實施。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黃元山同時提
醒，香港棕地有別於世界其他地區，並非單純閒置或棄置土
地，有許多用於貨運或露天倉。棕地是香港物流和貿易行業
的重要經濟後勤地，這兩個行業佔本港GDP總值的20%至
25%，亦承擔相若數值的港人就業比例。對於工業棕地的改
劃要慎重進行，望政府組成跨部門委員會，全面評估檢討香
港對於經濟後勤地的需求。

改劃屬權宜 明日靠填海
黃元山表示，改劃土地用途只屬「左手交右手」的權宜之
策，長遠仍需「做大個餅」，用填海等方式大規模造地和建
設房屋，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以往填海投資高達當時三
成GDP水平，現時「明日大嶼」計劃所需6,000億港元，佔
GDP比率約為20%，他認為這個成本「香港負擔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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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港土地供應問

題嚴峻，公私營房屋供應將面臨斷崖式下跌。團

結香港基金估計，私人住宅供應量在2023年將較

去年大跌近四成，公屋輪候時間亦將由現時5.5年

延長至突破6年大關。為緩解當前房屋困局，團

結香港基金向政府提出三項建議，以解短中期需

要，包括加速發展25幅「改劃地」、考慮發展西

貢十四鄉兩幅合共64公頃的「未劃分山坡地」，

以及盡快開展110公頃「棕地」及150公頃私人

新界農地改劃工作。長遠而言，需用填海等方式

大規模造地，多管齊下增加土地供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報告
指，政府《長遠房屋策略》將新落成公私營房屋單位目標改為
七比三，公營房屋目標由每年28,000個單位上調至31,500個
單位，但基金會預計在改劃土地進度緩慢及工程延誤等影響
下，未來五年內，公營房屋年落成量平均僅為18,300個單位，
低於長策供應目標42%，到2023年更將呈斷崖式下跌至
14,500個單位，三年內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亦將突破6年。
基金會批評政府不調高房屋單位供應目標總量，只修改公私

營比例是玩拆東補西的零和遊戲，《長策》將私人住宅的單位
供應目標，由年均的18,000個降至13,500個。由於去年上蓋
工程動工量下降，加上熟地供應大幅減少，預計未來五年，年
均私樓落成量約有18,500個單位，到2023年更會減至13,300
個，比2018年度下跌四成。

未來十年缺房「八萬五」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指出，政府在過往

每年均未能達到《長策》供應目標，以2013年為例，《長
策》年均供應目標為47,000個單位，但該年僅有22,300個單
位落成，過去十年間，政府公營房屋累計落成量與目標相比欠
13萬個單位之多，私營房屋短缺亦有約5萬個單位。
基金會預計未來十年，至2028年，公營房屋累計短缺將達

到85,000個。葉文祺續指，《長策》目標每年落成31,500個
公營單位，但在政府官方的最新預測顯示，即使所有交付準時
的情況下，未來十年亦僅有248,000個公營房屋單位供應，即
年落成量為24,800，遠少於《長策》目標。
基金會表示，香港人均居住面積狹小，比照新加坡亦低
60%。要改善市民生活，首先要解決土地問題，即使香港人口
維持現狀無增長，政府亦需在現有基礎上增加六成土地供應才
可改善居住質素。

公屋供應臨斷崖
上樓起碼等6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由九龍城樂
善堂小學改建、全港首間原作為校舍的過
渡性社會房屋項目，將於下月接受申請。
該處提供超過50個面積約180平方呎至
240平方呎的3人至4人單位，有獨立廁
所、廚房，大窗通風，供輪候公屋最少3
年並育有18歲以下小孩的家庭申請。項目
預料9月動工，2020年首季入伙。
樂善堂早前宣佈，擬將約70年歷史、位

於41名校網的九龍城龍崗道63號九龍城樂
善堂小學的22間課室改建作「過渡性社會
房屋」，並命名為「樂屋」。樂善堂昨日
介紹項目進展，指已制訂初步圖則，計劃
提供逾50個3人至4人家庭單位，料約200
人受惠。

人均面積不少於60平方呎
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指出，該校舍兩層

連地下共有22個課室，大部分班房可「一
開二」分成兩個3人家庭單位，同時亦會
設置6個4人單位，地下還會預留兩個無障
礙單位，人均使用面積不少於60平方呎，

每個單位設獨立廚廁，並利用課室現有的
兩邊窗戶，幫助通風和採光。
劉愛詩續指，為善用空間，現正研究將

原來廁所改建成單位，校內的籃球場會保
留作社區活動，並設共享空間，而以環保
為原則，不會設電梯，考慮到學校是具有
歷史性的建築，包括當中過百年歷史的龍
津牌匾、禮堂對聯、舊相片等，都會繼續
保留。
負責處理項目的建築師袁國章補充指，

為加強隔音效果，單位間會以磚牆間隔，
課室原有的門會保留，而同一課室分出的
單位會在門口窗戶位置一方重新設置，每
個單位不再分房，但會以大衣櫃間隔出吃
飯和睡覺的空間，床則擺放在靠近窗戶的
位置。
袁國章又指，校舍課室的樓底高，窗戶

多採光較好，校舍的承載力較住宅高，方
便改作住屋用途，只需加裝水電污水井等
設備，而不涉及結構工程。
位於相關校舍的小學將於8月底停辦，
現時校舍的土地用途仍是學校，樂善堂已

於2月向地政署申請五年豁免期，讓項目
得以推行。劉愛詩指，由於項目尚未招
標，故暫時未知改裝成本。

須輪公屋3年 囝囡未大
相關單位料下月可接受申請，只考慮有

18歲以下小孩的3人至4人家庭，且輪候公
屋需3年或以上及收入低於家庭月入中位
數的55%。而正輪候其他樂善堂社會房屋
項目的約400個3人至4人家庭，在再檢視
有否已上公屋，及搬入意願等後，原則上
會獲優先考慮，租期不少於兩年，租金將
會以綜援家庭的每月租金津貼或市價擬
定，目前同類單位月租金為4,755港元，預
料會作輕微調整。改建工程最快今年9月
啟動，料可於半年完成，2020年入伙。
樂善堂主席楊小玲表示，項目除提供住

屋需要，亦會為家庭內的小朋友提供補
習、託管等服務，照顧基層家庭需要。此
外，劉愛詩又說，現時樂善堂尚有兩個潛
在市區選址可作過渡性房屋，詳情日後公
佈。

「樂屋」料惠200人 下月接受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公營醫
院醫生不足，社會亦有共識認為要吸引更
多具資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惟醫委
會早前否決放寬海外醫生實習安排的4個方
案。
民建聯擬提私人條例草案，修訂現行

《醫生註冊條例》，吸引海外醫生來港執
業，建議在現行有限度註冊安排下，容許
在醫管局工作不少於5年，並由醫管局證明
工作令人滿意的非本地醫生，即有資格根
據《醫生註冊條例》第十四條獲得「全面
註冊」，毋須考執業試和實習。
民建聯衛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蔣

麗芸昨日表示，現行透過有限度註冊安排
來港執業的醫生，雖然有限度註冊期已由
一年延長至三年，但吸引非本地培訓醫生
來港的成效未見顯著。她指，擬提出修訂
現行《醫生註冊條例》，海外醫生毋須考
執業試和實習，相信有關安排可以增加誘

因，吸引更多具資歷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
港服務。她續說，透過必須服務醫管局至
少5年的規定，相信可為公營醫院提供穩定
服務年期的醫生。
她強調，建議不改變現有審批有限度註
冊醫生安排，仍然維持由醫管局、醫委會
雙重把關的審批機制及審批標準，確保獲
批的有限度註冊醫生符合香港醫療專業的
水平。
蔣麗芸並認為，建議令有關醫生必須獲

醫管局續約，同時亦再經醫委會審批延續
有限度註冊的申請，讓醫管局及醫委會有
另一次機會審核有關非本地培訓醫生的專
業表現及工作表現；而在該醫生服務醫管
局滿5年後，申請全面註冊的時候，也要醫
管局提供證明該醫生服務令人滿意，相信
有關安排已充分保障該醫生的專業水平。
她並指，由於審批權力仍然由醫委會負
責，認為修訂與專業自主並沒有抵觸。

外援醫服務醫局5年 民記倡免試全面註冊

■■盡快開展盡快開展110110公公
頃頃「「棕地棕地」」及及
150150公頃私人新公頃私人新
界農地改劃工作界農地改劃工作

烏溪沙方向烏溪沙方向

→→

■■樂善堂小學樂善堂小學
的的2222間課室間課室
改建作過渡性改建作過渡性
社會房屋社會房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醫管局約醫管局約100100名舊制員工舉行靜坐名舊制員工舉行靜坐
行動行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新一期土地及房屋
政策倡議報告，剖析公私營房屋
供應將面臨的斷崖式下跌，
以及如何火速解決短中
期燃眉之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課室會被一分為二改建成兩個單位課室會被一分為二改建成兩個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團結基金預計
未來公屋供應
嚴峻情況及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