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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北
環
線
項
目

古洞古洞
落馬洲落馬洲

粉嶺北粉嶺北

牛潭尾牛潭尾

凹頭凹頭

落馬洲河套區建議位置落馬洲河套區建議位置

北環線擬建
新鐵路

現有或推展中路線

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位置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位置

古洞北新發展區古洞北新發展區
建議位置建議位置

◆政府對北環線沿線附近總面積
約90公頃的房屋用地進行研
究，即相當於4個太古城的面
積。若落實北環線，可望帶來
逾7萬個房屋單位。

新田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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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古洞古洞
落馬洲落馬洲

粉嶺北粉嶺北

牛潭尾牛潭尾

凹頭凹頭

落馬洲河套區建議位置落馬洲河套區建議位置

北環線擬建
新鐵路

現有或推展中路線

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位置粉嶺北新發展區建議位置

古洞北新發展區古洞北新發展區
建議位置建議位置

◆政府對北環線沿線附近總面積
約90公頃的房屋用地進行研
究，即相當於4個太古城的面
積。若落實北環線，可望帶來
逾7萬個房屋單位。

新田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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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覓地330公頃 建屋31.6萬伙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發表

新一份施政報告指出，房屋是

香港眾多問題的癥結，「對於

管治，房屋問題未能解決，社

會難以長治久安。」她表示，

安居對香港市民實在太重要，

故特區政府一直努力覓地建

屋，並初見成果。她透露政府

已覓得330公頃土地，足以興

建31.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是

《長遠房屋策略》推出以來首

次達標。政府消息人士強調有

關 數 字 是 實 數 ， 「 並 無 水

分」，政府還將加緊落實北環

線項目，釋出90公頃土地興建

逾7萬個房屋單位，土地面積相

當於4個太古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賓
館
變
過
渡
房

擬
明
年
首
季
推
出

重建大坑西邨 提供3300單位

長策首達標數字無灌水 加緊推北環線建7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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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芙釵）公屋輪
候時間一再攀升，截至今年9月底，一般公屋申請

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5.6年；當中長者一人申請者的
平均輪候時間亦達3.3年，其間公屋申請家庭要「捱貴
租」，生活百上加斤。對此，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
施政報告中宣布推出「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向9萬個
無領取綜援、並輪候公屋逾3年的「一般申請住戶」發
放現金津貼，最快明年7月開始派發。政府消息人士指
出，津貼金額約為綜援租金津貼金額的一半，即兩人家
庭約有2,100元。有劏房戶表示，津貼能補助生活費，
但希望政府簡化申請手續和盡快「派錢」解民困。

林鄭月娥表示，政府會以破格思維試行以現金津貼的方
式，紓緩基層家庭因長時間輪候公屋而面對的生活壓力。
該計劃將會為非居於公營房屋、非領取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綜援）而輪候公屋超過3年及未被首次編配公
屋的合資格「一般申請住戶」（即二人或以上家庭和
長者一人申請者）提供現金津貼。初步預算能惠及約9
萬個「一般申請住戶」。政府現正制訂計劃的執行細
節和詳情，目標是明年年中起接受申請，同年7月開始
派發現金津貼。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計劃試行3年，津貼金額為綜援

租金津貼的一半水平，即兩人家庭約有2,100元；3人
家庭約有2,600元；6人或以上家庭約有3,800元，整
個計劃合共預計斥資80多億元。
此外，消息人士補充，在為輪候公屋3年或以上的低

收入家庭提供現金津貼的同時，也必須照顧輪候未滿3
年，以及並無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因此「在職家庭
津貼」將為其他合資格的非公屋住戶訂定一套較寬鬆

的入息上限，詳情會盡快公布。

基層喜見「派錢」憂手續繁複
黃女士一家居住在深水埗，輪候公屋近7年，未有申

請綜援，正好符合現金津貼的申請資格。她表示，現
時每月需要負擔逾5,000元的租金及水電費用。近期第
四波疫情爆發，其從事建築業的丈夫料將面對更嚴重
的開工不足問題，「幾千蚊的津貼能夠幫補家計，減
輕租金負擔，最少可以畀細路食好啲。」故她定會申
請，但擔心屆時需要提供有僱主簽署及蓋章的證明文
件，坦言「攞政府錢唔係咁容易。」
她希望政府能夠盡快「派錢」，不要等到來年7月，

協助有需要者一解燃眉之急，否則無法幫助現時面對
經濟困境的市民。

久候公屋捱貴租 現金津貼幫輕吓

劏房租管研究 爭取明年首季完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明其道）本港公屋供應

不足，不少基層家庭被迫瑟縮在衞生環境惡劣、
租金昂貴的劏房。新一份施政報告雖提出為在輪
候公屋的劏房家庭戶提供現金津貼，但劏房租客
仍未有足夠保障，如遭濫收水電費，並面對隨時
加租等問題。特首林鄭月娥表示，劏房租務管制
研究工作小組會爭取明年首季完成有關租管的研
究。
林鄭月娥表示，今年4月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

究工作小組，該小組7月設三個專題小組委員會
探討與劏房有關的社會、經濟、法律等課題，以
及委聘顧問進行研究，工作小組目標是爭取在明
年第一季完成研究，並將報告呈交政府考慮。

麥美娟：呎租貴過豪宅冀速管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批評政府進度太慢，
指出劏房租務已脫離市場，無論樓市高低劏房租
金仍然高企，「呎租貴過豪宅」，希望政府加快

研究進度。她早前表示將提出私人條例草案，訂
明業主只可向租戶收取水務署徵收費用的水平。
多個劏房關注團體組成的全港劏房居民大聯盟

亦促港府盡快落實租管，保障市民住屋權益，令
基層租務市場健康發展。
大聯盟早前公布民間租務管制方案，建議按

「應課差餉租值」訂立起始租金，租金調整幅度按
通脹等指標調整，每年加幅上限為5%，並建議
立法規管業主濫收水電費等。

林鄭月娥表示，經過政府多年的努力，房屋供
應已初見成果，稍後發表的2020年長策報

告，政府已全數覓得興建31.6萬個公營房屋單位
所需的330公頃土地，滿足未來10年約30.1萬個
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有關土地供應主要來自東
涌填海、古洞北/粉嶺北和洪水橋/厦村等新發展
區的農地和棕地、多幅改劃作公營房屋的用地、9
幅分別位於啟德和安達臣道石礦場改撥為發展公
營房屋的用地、粉嶺高爾夫球場部分用地，以及
多幅完成檢視具房屋發展潛力的棕地群。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十年長策首次「達標」，

原因是新發展區項目陸續出爐、佔了330公頃土
地的35%；改劃土地則佔了40%，而粉嶺高爾夫
球場的32公頃土地亦會增加地積比，由3加至
6.5，預計可以興建9,000個單位，較早前估計的
4,300伙為多。有關建議會在明年下半年交城規會
審議，目標是2024年開始平整土地，2029年入
伙。
雖然暫時滿足到未來10年的公營房屋單位需
求，但政府的覓地工作未有停下來。林鄭月娥表
示，將加緊落實北環線鐵路項目，配合古洞北新

發展區公營房屋入伙，及帶動新田、牛潭尾及凹
頭一帶的發展，政府至今在沿線附近物色到總面
積約90公頃的房屋用地進行研究，即相當於4個
太古城的面積，當中包括新田/落馬洲樞紐。若落
實北環線，相關土地可望帶來逾7萬個房屋單
位。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該7萬個單位預計會按公
私營房屋七三之比分配，即粗略估算當中4.9萬個
單位屬公營房屋。至於90公頃用地中，新田/落
馬洲用地佔45公頃，料至2034年才有望入伙；
而凹頭一帶則涉及32公頃用地，預料至2030年
至2031年才可望有單位落成；至於牛潭尾所佔用
地最少，約有13公頃。

小蠔灣上蓋建屋量增至兩萬
此外，施政報告亦透露，已就港鐵小蠔灣車廠

用地上蓋發展制訂了分區計劃大綱圖，根據最新
評估可望在中長期提供約兩萬個單位，較以往公
布的1.4萬個單位有所增加。當中約一半是資助出
售房屋單位，將會是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港島線
康山發展後，40年後另一個鐵路上蓋的公營房屋

項目。
消息人士指出，單位數目增加主因是三跑更改

航道，令大廈可建高度上調，但預計項目屬本港
中長期的房屋供應，未必能應付短期需求。項目
會分階段發展，首批約6,000個單位預料最快
2024年動工，會以公私營合作方式建成，政府會
要求港鐵就私樓項目繳付十足地價。
至於整體單位中有一半可作資助出售房屋發

展，消息人士稱會以興建居屋為主，但亦不排除
部分單位可撥作興建出租公屋，若成事將會屬本
港首個鐵路上蓋公屋項目，不過消息亦稱，因為
鄰近的東涌公屋比例已高達75%，故預料小蠔灣
單位興建居屋的機會較大。

陳克勤冀有加快上樓措施
民建聯陳克勤表示，雖然施政報告宣布已覓得

未來10年興建公營房屋單位的所需用地，但實際
的可操作性有待觀察，而且報告對於如何加快公
屋上樓並無闡述，期望政府能有效落實有關承
諾，並在規劃用地方面採用新思維，以配合未來
包括大灣區的發展形勢。

年份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落成量

25.5
23.6
23.7
24.8
27.2
31.6＊

供應目標

28
28
28
31.5
30.1
30.1

相差

-2.5
-4.4
-4.3
-6.7
-2.9
+1.5

歷年長策供應量（萬伙）

公屋輪候時間(年)

＊預計未來十年
（即 2021/22 至
2030/31年）

資料來源：《長遠房
屋策略》周年進度報
告、施政報告

年份

2020年9月
2019年9月
2018年9月
2017年9月
2016年9月

長者一人申請
者輪候時間

3.3
2.9
2.9
2.6
2.4

二人或以上家庭
申請者輪候時間

5.6
5.4
5.5
4.6
4.5

資料來源：房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明其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疫情嚴重
打擊本港酒店和賓館業，部分酒店入住率偏
低，另邊廂市民輪候公屋的時間一再延長。
為解決這種「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的情
況，昨日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以先導
計劃方式，資助非政府機構租用入住率偏低
的酒店和賓館作過渡性房屋，最快明年首季
推出，目前有約10間酒店賓館有意參加計
劃。有非政府機構指出，興建組合屋作過渡
性房屋最少需一兩年，但租用酒店僅兩三個
月已可供入住，有助加快改善正輪候公屋人
士的生活環境。有賓館業者表明會考慮參
與，以解決眼前經營困境，避免執笠收場。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大力推

動的過渡性房屋計劃，在過去一年取得令人
鼓舞的進展，連同正深入研議的3,400個單
位，政府覓得的用地足以在未來3年提供
1.32萬個單位，距離1.5萬個單位的承諾僅
差12%。政府亦建議額外注資33億元支援
該計劃，令政府總承擔金額增至83億元，
至今已批出逾22億元。
與此同時，疫情令不少酒店和賓館面臨關

閉結業的危機，故政府將實施先導計劃，資
助非政府組織租用合適和入住率偏低的酒店
和賓館單位作過渡性房屋用途，並擬由「關
愛基金」資助推行。

暫10酒店賓館有興趣
政府消息人士表示，參與計劃的酒店和賓

館會被租用作過渡性房屋最少兩年，暫時已
有10間酒店賓館有興趣，包括旺角的賓館
及非旺區的大型酒店，其中一間酒店涉及過
百間房間。租用模式可以是全棟租用或分層
租用，估計每間房每月可獲數千元資助。部
分賓館或未有煮食或洗衣設施，政府會建議

非政府組織設立社區廚房及提供投幣式自助洗衣機。
社聯行政總裁蔡海偉表示，社聯過去數月曾研究若將

酒店單位用作過渡性房屋是否可行，其後認為成功的機
會大，遂向政府提出建議。「部分賓館房間面積較小，
僅可容納一至兩人家庭入住，但設備不錯。」
在尖沙咀美麗都大廈經營多家賓館的萬興隆酒店負責

人陳章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疫情打擊，早
前曾試過全部房間均是「吉房」。他對政府的建議表示
歡迎，如有關方面與他接觸，會考慮租出房間，「至少
可解決眼前困境，毋須等待尚未知的旅遊業復甦期。」
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關注賓館的牌照條款是否與計劃有牴觸，以及租用方式
詳情。但他相信不少賓館會考慮參與，「點都係有收入
好過冇收入，唔使執笠收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為紓緩房
屋短缺問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施政報
告提及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將與市區重
建局合作，推展大坑西邨拆卸重建項目，
預計重建後可提供超過3,300個單位，較現
時的1,600個單位增加約一倍。市建局早前
與香港平民屋宇有限公司已就合作的框架
達成初步共識，預計明年首季敲定各項合
作細節。
在大坑西邨居住50多年的鄭先生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邨的租金較市價
低，且地段理想，就近港鐵站；不過，樓齡
已經超過50年，而且沒有升降機，對於邨

內的老人家造成不便。他認為，大坑西邨實
在太殘舊，而邨內的人口亦都老化，沒有升
降機不利居民出入，「重建都應該，最好安
置返公屋畀我哋，但都係等政府安排啦。」
負責管理大坑西邨的平民屋宇公司表

示，首要任務是積極研究遷置、補償和住
屋選擇。市建局則表示，在為該邨居民作
妥善安置，以及履行市建局提供更多首置
單位的前提下，該邨重建後將有約1,300個
單位由平民屋宇公司用作重置現有住戶，
另外約2,000個單位由市建局提供首置住宅
單位，以市場折扣價出售。
大坑西邨已落成55年，上世紀六十年代

由政府向平民屋宇公司批出現址用地，興
建廉租屋安置受大火影響的居民，目前是
香港僅存的私人廉租屋邨。

■

責
任
編
輯
：
甄
智
曄

■黃女士一家輪候公屋近7
年，未有申請綜援，符合現
金津貼的申請資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殘舊的大坑西邨殘舊的大坑西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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