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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
小組」的架構組成一直被關
注團體詬病，葵涌劏房居民
大聯盟成員吳堃廉直言，多
個劏房關注團體和基層租戶得

悉小組成員名單後均感失望。

不滿成員無基層租戶
他認為，目前該小組有成員即使

身兼社福教授的身份，惟他們並非
主力研究房屋、劏房，始終不及關
注團體和基層租戶「熟書」，又說
在公眾論壇發表意見和成為委員是
兩個不同的層次，並反問：「如果
主席覺得咁就可以，咁點解唔掉
轉，團體代表做委員，教授喺公眾
論壇表達意見就得？」

吳堃廉說，團體和基層租戶
另一個失望之處在於政府

未有打算設立劏房租
金指數，「研究租務管
制，但連租金水平、變化
都唔知，點研究呢？其實劏
房租金指數好重要，第一、
可以畀基層租戶有個參考；第
二、佢係一個客觀指標評估社
會、經濟變化；政府政策介入對
劏房租金嘅影響，唔係永遠口同
鼻拗，你（政府）話租管會令租
金上升，咁有個客觀數據睇吓係
唔係真。」
對梁永祥將劏房定義為「有

獨立廚廁的單位」，吳堃廉質
疑梁的定義與現實脫節，認
為劏房定義宜寬不宜窄，否
則與研究工作小組改善基
層租戶居住環境的本意
背道而馳。

團體倡設租金指數
定義宜寬不宜窄

特區政府研究是否重推租務管制已非首
次，對上一次於2013/14年度已進行

過，當時正因租管有不少負面影響而否決
重推。事隔6年多，政府舊事重提，背後
原因是什麼？梁永祥早前接受香港文匯報
專訪時解釋，公屋輪候時間是關鍵：「當
時（6年前）排2.7年，家排5.4年。」
梁永祥表示，「如果等2.7年，劏房租

戶咬實牙關捱幾年就上到樓喇！不過，今
時今日係等5.4年，住戶唔再係忍耐少少
啦！政府亦有充分嘅時間、理據去處理呢
個問題。」

坊間指缺租管 租津易益業主
他補充，相信政府好想幫助劏房租戶這

個弱勢社群，比如提供租津，但不少坊間
意見認為若沒有租管制度下推出援助，業
主或能通過不同的手段「掠奪」相關援
助，變相益咗業主，故研究租管是刻不容
緩。
租管涉及範圍廣泛，包括規管租金水

平、續租或終止租約安排等，小組會否建
議具體的規管範圍？梁永祥指出，要視乎

收集到的公眾意見而定：「如果大

家覺得要規管到租金升幅，我哋當然會責
無旁貸咁去處理啦！」他又說，最終報告
未必馬上公開，因租管相當敏感，任何決
定都可能會令市場有相應的反應，要聽從
政府意見。
小組首要工作就是定義「劏房」，才能鎖

定受規管的單位類別，梁永祥認為自己對劏
房有一定的理解：「（板間房與劏房）情況
差唔多，只不過你可以話現今的（劏房）仲
好啲，有個獨立廁所，但係唔係最理想嘅居
住環境？肯定唔係㗎啦！」
他個人傾向將「劏房」定義為有獨立廚

房、廁所的單位，一些共用廚廁的單位只
是分租，他說：「我哋小組英文名係Task
force for……subdivided units （ 細 分 單
位）， unit即係有設備嘅處所，同獨立拉
得上關係先算unit；如果唔係就叫subdi-
vided room啦（細分房間），板間房就係
subdivided room。」
梁永祥強調，這是他個人看法，到底板

間房、籠房、太空艙是否屬於「劏房」，
小組要不要對相關單位研究租務管制，都
要留待政府委託的研究機構就劏房作出法
律方面定義後再作討論、決定。

劏房租管小組由13人組成，
地產代理監管局主席梁永祥出
任小組主席，其他成員還包括
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
業、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成員
招國偉、理工大學建築及房地
產學系教授許智文、香港業主
會會長佘慶雲等，其中佘慶雲
曾經高調反對推行租務管制，
認為將會導致供求失衡。如此
的組合，獨欠基層租戶或團體
代表。梁永祥受訪時承諾，小
組絕不會向某一邊傾斜，但他
直言不可能有一個方案令所有
租戶、業主開心；冀小組成
員、業主、租戶和社會都有同
理心，要互相作出讓步、妥
協。
梁永祥指出，小組成員來自
各方面，部分人與基層租客有
接觸，「小組成員包括四個專
業團體嘅會長、六個教授；其
中兩個教授係社福、社會工作嘅教授，仲有一個
係直接參與社會機構嘅行政教授，佢哋會幫小組
消化租戶或者大眾嘅意見。」同時，各小組成員
都有同理心：「佢哋會喺業主嘅角度睇事，亦會
用租戶的角度表達佢哋苦處。」
由委員去表達基層租客的聲音始終是「二手意
見」，為何不直接邀請租戶代表出任小組成員參
與討論呢？梁永祥表示，關注劏房的團體太多，
不可能逐一邀請，且小組的工作計劃還包括實地
探訪、公眾論壇，相信能有效聽取市民意見。

不可能讓所有租戶業主開心
梁永祥期望，最終找出一個友善、兩利的方案，但

強調絕不可能讓所有租戶、業主開心：「呢個問題始
終係一個平衡、妥協嘅問題。如果業主覺得租金不應
該受管制，要將回報無限咁最大化；住戶又想將租金
撳到最低，呢兩種期望都唔可能同時現實嘅。」
他進一步補充，不要以為租管對業主只有害無
益：「劏房業主要面對好多問題，包括租霸、投
資穩定性問題、聲譽等，無咩人會覺得劏房業主
係投資者，只會覺得佢哋係剝削者，如果我哋有
一個大家都認可嘅方法處理劏房租務問題，業主
聲譽都好啲。如果業主永遠唔肯讓步，萬一政府
話要取締劏房，佢哋嘅投資都有問題！」相對而
言，租管管「太死」，租戶亦非只有益無害：
「管得咁死，業主咪唔將物業拎出嚟做劏房囉，
又或者揀客囉，咁市場就無劏房租得到！」

梁永祥在專訪中多番強
調，要得出能平衡各方利
益的最終方案，關鍵在於
同理心。他亦向記者分享
兒時居於板間房的經歷，
證明自己能馬首是瞻做到
同理心。

梁永祥中學前的童年都
在板間房裏度過，當時他
與父母、哥哥一家四口居
於一間不足100呎的板間
房 ： 「 那 時 是 1950 年
代，我同爸爸、媽媽、哥
哥住係一間唐樓尾房；連
頭房、中間房，同埋走廊
兩個床位，該屋有起碼20
人住係喺度，一家一個火
水爐位。我同哥哥大、小
便都係房入面，大人就外
面共用廁所，好彩嗰時我
哋喺尾房，有隻窗唞下
氣。」

他直言，住於板間房完
全無私隱，因為房與房之
間只靠木板間隔，對此他
仍然歷歷在目：「個板嘅
頂係用鐵網封住，等你偷
唔到嘢，但隔籬做咩都睇
到，聽到晒。」與現今的
劏房比較，他認為板間房
環境更惡劣，「最少（劏
房）有個獨立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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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時間增至近六年，已非劏房戶咬緊牙關便可捱到的時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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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半官方專責小組，為的就是掌
握主流民意，以便推行政策。2017年的
「土地大辯論」耗時一年半，動用電話民
調、問卷調查、實地考察，及多場公眾論
壇了解民情，反觀劏房租管小組同樣花一
年半研究，公眾意見卻主要來自小組委員
與關注團體、實地考察，及數場公眾論
壇，民調欠奉，是否有民意基礎？梁永祥
解釋，土地改革是全港市民的事，劏房則
只關乎劏房租戶與業主，故毋須效法土地
供應專責小組的規模。
梁永祥表示，小組對公眾論壇非常之重

視：「選址、時間，我哋都要好小心去
定，可能定禮拜六、日，或者唔使返工嘅

日子，希望多啲人出席到。」
小組暫定舉行兩場公眾論壇，梁永祥表

示，若發覺有太多人想發言會加場，惟相
信不會超過十場：「幾多人發言唔重要，
質素先重要。」
目前，與劏房相關的數據亦相對落後，甚或

從缺，比如「最新的」全港劏房官方統計已是
2018年，統計處根據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推
算全港約有9.27萬劏房單位，住有20.97萬
人；劏房的租金指數則一直由民間團體統計，
至今未有官方數據。梁永祥指出，政府已委託
顧問公司，研究劏房住戶的人口分布、社經特
徵、單位面積、租金等，五六個月內完成研
究，但據了解調查規模不及統計處。

公眾論壇暫兩場 首重發言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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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祥個人認為有獨立
廚廁的單位才算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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