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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帆：放寬首置助上車非「托市」
政策盼幫高收入青年 籲社會勿亂猜背後動機

陳帆解釋，政府推出該措施，是見到現
今社會中，有不少年輕人雖然收入不

錯，但卻因無法負擔首期難以上車；而按
揭證券公司亦根據他們的專業判斷和考慮
相關風險，認為新的按揭限制屬可接受範
圍，而且買家還要通過壓力測試，故不存
在政府「托市」問題，呼籲社會毋須猜度
政府背後動機。

按揭成數非樓價升跌主因
不過，在措施公佈後，的確有業主隨即
封盤加價，陳帆回應稱：「無人會有水晶
球預知樓市走向，樓價受不同因素影響，
包括經濟、就業及供求等，相信按揭成數
只是一小部分。」他又強調，現時樓價高

企，市民要量力而為。
對於政府將過渡性房屋交由民間團體營

運，政府被指是「不肯落水」。陳帆反
駁：「政府已經落水，直情浸到上心
口。」他表示，政府已設兩名總監負責統
籌過渡性房屋項目，跨部門會議已開會6
次，至今已有1,2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進行
規劃或入住，未來會增加多8,000個單位，
包括在錦田設大型過渡性屋邨，提供500
個至700個單位。

收地與否看規劃非擁有人
另外，施政報告亦提出更積極運用《收

回土地條例》收地建屋，包括具發展潛
力、但未納入新發展區或其他發展項目的

新界棕地，料涉450公頃，規劃署會優先
檢視當中160公頃，目標於今年年底公佈
位置，相信明年會陸續完成其餘部分。黃
偉綸強調，收棕地建屋已有共識，收地與
否不在於土地擁有人是誰，而是視乎城市
規劃，以規劃行先，若土地合適，通過土
地規管，就會去收地用作建屋，但他稱基
於各種限制，若期望450公頃全部用作建
公營房屋，將「不切實際」。
黃偉綸續說，政府今次收地「最大分
別」及「大膽地方」是在於速度及幅度，
但相信只要確立土地是用作公共用途，即
使面對司法覆核，勝訴機會大。對於有指
現時農地賠償金額太少，他稱因收地作公
營房屋發展，有關價值不高，無意改變相

關收地賠償政策。
就土地共享計劃中負責審視申請的顧問小

組，成員會否與發展商關係千絲萬縷，黃偉
綸指傾向邀請已退休、與發展商無利益關係
的專業人士或土地政策相關學者參與，詳情
會在11月26日諮詢立法會時公佈。

「明嶼」待審批向公眾講解
至於「明日大嶼」計劃，黃偉綸強調從

來無放棄過人工島填海項目，上年度是在
立法會財委員會排到尾，政府相信未必能
於未來幾個月完成審批，未來會與專業團
體溝通，讓公眾了解人工島填海對香港及
港人有利，政府會花費3年至4年進行研
究，而非立即填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新一份施政報告放寬首置人士購

買樓價1,000萬元或以下物業的按揭成數限制，消息一出各區樓盤

成交明顯增加。特區政府發展局與運房局昨日舉行記者會講解施政

細節，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強調，該政策並非為「托市」，政策

原意是有見高收入青年無首期上車，故放寬按揭成數限制方便市

民，呼籲社會毋須猜度背後的動機。對於政府會否增加收地賠償，

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明確表示，無意改變相關收地賠償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根茂）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劉國勳昨日在行政
長官答問大會表示，有
市民想購回自己的公
屋，促特區政府把租置
擴展到其他屋邨。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回應指，
自己對重置租置並無異
議，亦明白市民隨着入
息增加、經濟情況改善
想購回自己的公屋單
位，但現在公屋輪候時
間已達5.4年，故暫時無
法擴展至其他屋邨。
林鄭月娥並承諾，在特

區政府對公營房屋的供應
「更有把握」時，她會要
求房委會認真研究這個議
題，更積極回應到這些租
戶的置業訴求，「但作為
一個短暫措施，我們至少
會把 39 條已經出售的
『租置』屋邨中的42,000
個單位，請房委會加快推
出給其他有意置業的公屋
租戶，透過這途徑滿足他
們置業的願望。」
她進一步解釋，所謂

「更有把握」，牽涉到土
地供應的問題，「如果我
們今次在施政報告中提出
多方面增加房屋用地供應
方面能給我們有足夠信
心，接下來一段短、中、
長期的時間，這些供應到
位，當然我們是樂意檢視
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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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帆和黃偉綸等出席施政報告相關措施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放寬首置
措 施 公 佈
後，有業主
隨即封盤加
價。圖為有
物業代理貼
出 措 施 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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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新一份施政報告出爐後，各界評
價各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昨日
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香港經歷4
個多月的不穩定，正處於十字路
口，是時候好好反思，要正面面
對房屋等長期問題，不能再迴
避。他形容，今份施政報告用新
思維找出路，一些以前認為可行
性成疑的政策，例如動用《收回
土地條例》收地等，也大膽地在
今份施政報告中提出。

施政報告跳出傳統框框

張建宗表示，政府在編制該份施
政報告時「痛定思痛」，「面對社
會不穩定環境，一定要先停止暴
力，同時拿出決心和勇氣，處理長
時間積累的深層次矛盾，例如是房
屋土地及貧富差距問題，不再隔靴
搔癢。」
他形容，政府用新思維推出多項

以往不會做、過往覺得不可行的措
施，「以往傳統心態覺得不應該做
的事，今次正正就要挑戰『心
魔』，跳出框框去處理問題，包括
土地、房屋，例如動用《收回土地
條例》的做法，是不尋常的決

定。」
張建宗表示，受反對派議員搗

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前日只宣讀
報告的重點，因為篇幅短，公眾或
有誤解，以為施政報告只重視土地
房屋，令外界的評價各異，但他強
調，「今年政府推出220項新政
策，特首只是讀出重點政策，不代
表其他政策不重要，政府亦以附篇
交代安老服務、青年發展等其他政
策。」
有聽眾烽煙批評施政報告未為社

會問題及訴求對症下藥。張建宗
指，解決目前社會狀況，首先要停

止暴力，政府會虛心面對問題，鋪
墊香港未來出路，政府亦會加大力
度與巿民對話。他認為，施政報告
是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第一步。

未提警民緊張非不重要
對於施政報告沒有拋出政策解決

警民關係緊張的問題，張建宗表
示，施政報告主要是談及民生問
題，警民關係不是着眼點，但不等
如不重要。
他重申，投訴警察課會處理有關

警員投訴，而監警會亦已全面展開
工作，年底會向特首提交首份報
告。張建宗又指，警方在處理暴力
示威時行動在電光火石間，警方只
是回應暴力場面，市民沒有暴力，
警方便不用執法。

張建宗：屋荒不能避 收地尋出路

■張建宗（左）表示，要正面回應房屋問題。

特首林鄭月娥在新出爐的施政報告提
出放寬按揭保險計劃，助用家以較低首
期上車，首置人士9成按保計劃的樓價
上限，由原來 400 萬元提升至 800 萬
元，而 8 成按保計劃樓價上限，則由
600 萬元提升至 1,000 萬元；更吸引的
是，如果首置人士未能符合「加3厘」
的壓力測試，仍可申請承造最高8成或
9成按揭貸款，只是保費會因應風險因
素作額外調整。對於首次置業者而言，
雖然首期減少，但要捱高樓價、每月供
款激增及更長期的供款負擔。一成首期
可以「上車」，但也意味樓價跌一成就
可能變成「負資產」，市民置業更需量
力而為，根據個人負擔能力及對經濟大
勢變化的預判，審慎把握置業時機。

不少年輕專業人士和中產一族對置業
有殷切需求，放寬按保樓價上限，無疑
有助解決首期不足問題。但針無兩頭
利，施政報告宣佈放寬按揭措施後，市
場即有反應，有物業代理表示，有放盤
業主即時封盤，有報道指有新界業主將
放盤價提高100萬，未來樓價可能重拾
升軌。市場對政策措施有即時反應，是
意料之內的。

在新措施下，一名首置業主可借盡9
成按揭，未計算其他費用下，以800萬
的物業為例，只需 80 萬首期即可上
車，相信有利更多中產一族圓「上車」
夢。假設該首置業主以 2.625 厘利率，

分30年還款的條件申請9成按揭，在未
計算保費的情況下，每月要還款2.8919
萬元，故他的家庭月入要超過5.7838萬
元，始能通過最基本的供款及入息比率
條款獲得貸款，但要通過較高要求的壓
力測試，即假設利率再上升3厘，家庭
月入則要超過6.9079萬元。如果樓價隨
經濟轉差而下跌，「負資產」問題將嚴
重打擊這個群體，作為買家自然應該謹
慎。

前車之覆，後車之鑒。香港經歷過金
融風暴和沙士蹂躪，期間樓價插水，由
高位下跌最多7成，一度錄得逾10萬宗
「負資產」，當年每 10 個供樓人士便
有兩個是「負資產」， 這段痛苦經
歷，港人刻骨銘心。

新措施雖然降低上車或換樓門檻，但
在目前本港樓價仍處高位的情況下，準
置業者應充分評估風險。首先是由於首
置借貸額增加，每月供款亦會大增，其
次是繳交15%額外保費，變相增加供樓
開支。更不能忽視的是，在中美貿易戰
及本港暴亂的環境下，本港經濟受到內
外夾擊，陷入衰退的風險越來越高，裁
員失業潮的「冷風」隨時颳起。經濟繼
續惡化，樓市逆轉，必然加大「負資
產」的風險。希望付出低首期而「上
車」的市民，此時更要注意風險，量力
而行。

放寬首置按揭 置業需量力而為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大

會，因反對派議員語言暴力和搗亂而兩度暫停會
議。反對派政客濫用權力癱瘓議會運作，刻意利用
議事廳上演醜陋政治騷，罔顧議員責任，毫無民主
素養。議會暴力氾濫升級，進一步激化當前的社會
暴力，對年輕人作出極其負面的示範，令本港的亂
局更加難以收拾，政府施政、經濟民生發展更加寸
步難行，普羅大眾無可避免淪為受害者。廣大市民
應看清反對派施暴縱暴的惡行，更堅決支持政府止
暴制亂，以強大民意恢復議會和社會的正常秩序。

剛過去的周三，立法會新年度首次大會因不斷遭
反對派議員打斷，特首林鄭月娥首次需要透過視像
發表施政報告；昨日的施政報告答問大會，反對派
變本加厲，多名反對派議員七情上面，在議事廳內
作違規表演，聲嘶力竭高呼口號，完全不顧基本禮
儀指駡特首林鄭月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先後驅逐
13名反對派議員離場。1個半小時的答問大會，林鄭
月娥僅回應了3條問題，情況之混亂前所未見。

《基本法》64條規定，特區政府定期向立法會作
施政報告、答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基本法》第
73條則規定，立法會行使的職權中，一項是「聽取
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特首在立法會
宣讀施政報告，並就報告中社會關心的土地房屋、
扶貧紓困問題，與議員進行坦誠交流，本來是行政
立法良性互動的應有之義，有利盡快落實利民紓因
政策，解決困擾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但是，反對派
議員無所不用其極，搗亂議會，不讓特首在議會內
宣讀施政報告、回應議員提問，明顯違反《基本

法》的規定，根本沒有盡到作為立法會議員
的憲制責任，暴露他

們根本無意改善民生，不理民間疾苦，一味沉迷糾
纏政爭。

民主自由的一項公認原則，是「我不同意你的說
法，但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反對派奉為圭
臬的西方民主運作，即使政爭分歧再激烈，也不會
出現不讓行政長官發表施政報告、發表言論的情
況。本港反對派議員明目張膽癱瘓議會，剝奪行政
長官在議會發言的權利，是對民主自由的最大諷
刺。反對派議員的行為已經不是正常合法的表達不
同意見，而是赤裸裸地行使議會暴力、民主霸權，
對法治、道德造成的傷害與行動暴力沒有任何區
別。

借反修例發動的暴亂曠日持久，難以平息，反對
派議員知法犯法、濫用暴力難辭其咎。反對派議員
一方面始終不與暴力切割，肆意包庇縱容暴徒，為
暴力升級煽風點火；另一方面更親自披掛上陣，在
議會內胡作非為，惡毒詛咒侮辱特首和官員，不斷
上演暴力搗亂鬧劇，加劇議會內外的分化撕裂。議
員是民意代表，一言一行對支持者和受眾有重大影
響。目前本港的暴力氣焰仍然囂張，反對派把街頭
暴力的醜劇搬到立法會內，與暴徒互為助力、裡應
外合，加深部分已被誤導的市民、尤其是年輕人
「沒有暴徒、只有暴政」的錯覺，社會的是非對錯
觀念進一步被顛倒，香港法治、管治要撥亂反正更
加困難，社會秩序持續動盪、民生之困持續深化，
對香港和廣大市民而言，都是切膚之痛。

香港不能再亂，要止暴制亂、恢復法治安定，重
整議會秩序與打擊街頭暴力同樣重要，廣大市民必
須以強烈的求穩定、謀發展聲音，抵制影響極壞的
議會暴力，令香港早日回復正常。

制止議會暴力是止暴制亂的重要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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