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租住公屋一人申請者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述租住公屋一人申請者數

目不斷上升的情況，以及處理此事宜的方法。  
 
 
背景 

 
2.  公屋一人申請者泛指那些在遞交申請時，該申請

人會是唯一入住將來獲編配公屋單位的人士。他們當中有未

婚者，也有已婚者。其中大部分一人申請者在輪候編配時是

與家人同住。  
 
3.  在 1985 年之前，一人申請者不可以獨立申請入

住公屋。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於 1985 年放寬此限制，主
要為回應年長、受重建影響或居於臨時房屋區的單身人士的

房屋需求。限制放寬後，一人申請者逐漸成為公屋需求主要

來源。截至 2005 年 3 月為止，在 91 400 名輪候冊申請者中，

約有 41% 為一人申請者。至於在輪候冊新登記的申請人中，

一人申請者所佔比例由 1998/99 年 度的 21.2%，急升至
2004/05 年度的 45%，為歷來新高。  
 
4.  經深入分析新登記一人申請者的資料後，發現他

們有年輕化的趨勢。在 1998/99 年度，一人申請者的平均年

齡為 55 歲，到了 2004/05 年度已下降至 42 歲。35 歲以下的
一人申請者佔新登記一人申請者總數的比例，在 1998/99 年
度為 12.1%，到了 2004/05 年度已上升至約 42%。此外，
2004/05 年度登記的一人申請者中，居於公屋或中轉房屋的

亦佔了很大的比例（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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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慮 

 
5.  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數目急增，已廣泛引起房委會

委員和部分社會人士的關注。他們提出的問題是，較諸長者

申請人或其他一人以上的住戶，非長者一人申請者是否面對

相同的房屋需要；在公屋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應否給予非長

者一人申請者同等的優先次序。  
 
6.  房委會委員在 2005 年 5 月 23 日舉行的集思會上

討論如何有效應付非長者單身人士對公屋的需求。大部分房

委會委員均認同，當務之急是採取適當措施，重新釐定非長

者一人申請者編配公屋的優先次序。在各項初步方案當中，

大多數房委會委員支持為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

單位數量設定配額，同時訂立計分制，讓較年長和目前並未

享有房屋資助的申請者，較優先獲配公屋。此事宜的相關考

慮因素和可行方案詳情，載於附件的投影片。  
 
 
未來路向 

 
7.  我們現時仍就初步方案諮詢各關注團體的意

見。我們會在數月內向房委會提交具體建議。  
 
 
討論 

 
8.  本文件供各議員參考，並請提出意見。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  
2005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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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背景背景
租住公屋一人申請者是指那些在提交申請時，該申租住公屋一人申請者是指那些在提交申請時，該申
請人會是唯一入住將來獲編配公屋單位的人士。一請人會是唯一入住將來獲編配公屋單位的人士。一
人申請者當中有未婚者，亦有曾結婚或已婚人士。人申請者當中有未婚者，亦有曾結婚或已婚人士。
因此，有關討論與申請人的婚姻狀況並無直接關係因此，有關討論與申請人的婚姻狀況並無直接關係

在在19851985年之前，一人申請者一般不可以獨立申請入年之前，一人申請者一般不可以獨立申請入
住公屋，而受清拆影響時，他們亦只可以在與其他住公屋，而受清拆影響時，他們亦只可以在與其他
人士同住一個單位的情況下申請公屋人士同住一個單位的情況下申請公屋

為回應年長、受重建影響及居於臨時房屋區的單身為回應年長、受重建影響及居於臨時房屋區的單身
人士的房屋需求，有關限制自人士的房屋需求，有關限制自19851985年起開始放寬年起開始放寬

限制放寬後，一人申請者自此可以獨立申請輪候公限制放寬後，一人申請者自此可以獨立申請輪候公
屋。由於適合一人申請者居住的小型單位供應有屋。由於適合一人申請者居住的小型單位供應有
限，他們起初主要是被安排入住一些由較大單位改限，他們起初主要是被安排入住一些由較大單位改
建而成的「改建一人單位」建而成的「改建一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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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II) 近年趨勢近年趨勢
直至直至9090年代初，和諧式公屋開始落成，專為一年代初，和諧式公屋開始落成，專為一//二人二人
住戶而設的小型單位有較穩定的供應，令越來越多住戶而設的小型單位有較穩定的供應，令越來越多
一人申請者可獲編配獨立的公屋單位一人申請者可獲編配獨立的公屋單位

近年一人申請者的數目有大幅攀升的趨勢近年一人申請者的數目有大幅攀升的趨勢

截至截至20052005年年33月，在月，在91,40091,400名輪候冊申請人中，有名輪候冊申請人中，有
37,20037,200名為一人申請者，佔整體人數名為一人申請者，佔整體人數 41%41%。而在。而在
2004/052004/05年度的年度的 32,30032,300名新登記公屋申請人中，約名新登記公屋申請人中，約
14,40014,400名為一人申請者，佔總數名為一人申請者，佔總數45% (45% (在在1998/991998/99年年
度，有關的比率只是度，有關的比率只是21%)* 21%)* 
在這些一人申請者當中，約有在這些一人申請者當中，約有35%35%居住於公屋或中居住於公屋或中
轉屋轉屋

** 以上數字包括了一些在內地已婚或有子女的一人申請者以上數字包括了一些在內地已婚或有子女的一人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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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統計處的數據，在根據政府統計處的數據，在19851985年放寬對一人年放寬對一人
申請者的限制後，一人公屋住戶的增長率遠超申請者的限制後，一人公屋住戶的增長率遠超
居住在私人樓宇中一人住戶的增長率。一人公居住在私人樓宇中一人住戶的增長率。一人公
屋住戶的每年平均增長率為屋住戶的每年平均增長率為4.7% 4.7% ，而居住在私，而居住在私
人樓宇的一人住戶每年平均增長率只為人樓宇的一人住戶每年平均增長率只為1.0%1.0%

一人申請者亦有年輕化的趨勢。他們的平均年一人申請者亦有年輕化的趨勢。他們的平均年
齡由齡由1998/991998/99年度的年度的5555歲下降至歲下降至2004/052004/05年度的年度的4242
歲。歲。3535歲以下的一人申請者佔新登記一人申請歲以下的一人申請者佔新登記一人申請
者總數的比率由者總數的比率由1998/991998/99年度的約年度的約12%12%上升至上升至
2004/052004/05年度的約年度的約42%42%。而。而2525歲以下的一人申請歲以下的一人申請
者亦由者亦由 1998/991998/99 年度的約年度的約 3.8%3.8%大幅增長至大幅增長至
2004/052004/05年度的約年度的約20.6%20.6%



6

房屋署最近進行了一項關於公屋輪候冊申請房屋署最近進行了一項關於公屋輪候冊申請
人的調查人的調查，，其中我們留意到約其中我們留意到約10%10%的三十五的三十五
歲以下一人申請者具備大專或以上教育程歲以下一人申請者具備大專或以上教育程
度，三十五歲或以上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則度，三十五歲或以上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則
只有只有3%3%有同等學歷。另外，約有同等學歷。另外，約3%3%的三十五的三十五
歲以下一人申請者仍為學生身份歲以下一人申請者仍為學生身份

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數目近年大幅飈升的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數目近年大幅飈升的
問題已引起社會上不少人士的關注。我們特問題已引起社會上不少人士的關注。我們特
別關注到未來數年每年都有約別關注到未來數年每年都有約90,00090,000名年青人名年青人
年滿年滿1818歲，並合符申請公屋的資格。年輕一歲，並合符申請公屋的資格。年輕一
人申請者對公屋的大量需求令有限的公共房人申請者對公屋的大量需求令有限的公共房
屋資源更形緊絀，同時亦削弱房委會為其他屋資源更形緊絀，同時亦削弱房委會為其他
更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房屋資助的能力更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房屋資助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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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991998/99至至2004/052004/05年度輪候冊新登記一人申請者比例年度輪候冊新登記一人申請者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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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991998/99至至2004/052004/05年度輪候冊新登記一人申請者的年度輪候冊新登記一人申請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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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991998/99至至2004/052004/05年度輪候冊新登記年度輪候冊新登記
一人申請者年齡分佈一人申請者年齡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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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II) 考慮要點考慮要點
住屋需要住屋需要

數據顯示在數據顯示在6060歲以下一人申請者中歲以下一人申請者中，，約有約有92% 92% 
現居於有獨立設備的單位現居於有獨立設備的單位＊＊，，而約而約76%76%是自己是自己
或與家人佔住整個單位。或與家人佔住整個單位。3535歲以下一人申請者歲以下一人申請者
的有關數字為的有關數字為97%97%和和82%82%
約有約有35%35%一人申請者現居於公屋或中轉屋一人申請者現居於公屋或中轉屋

57%57%的的6060歲以下一人申請者現與家人同住，歲以下一人申請者現與家人同住，3535
歲以下則有歲以下則有70%70%。這批申請人在獲配公屋後。這批申請人在獲配公屋後，，
便會搬離與家人共住的居所便會搬離與家人共住的居所，，成為一人獨居的成為一人獨居的
住戶住戶

＊＊ 有獨立設備的單位是指單位內有獨立水厠和厨房有獨立設備的單位是指單位內有獨立水厠和厨房，，但單位內可能有多於一個住戶居住但單位內可能有多於一個住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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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現時3535歲以下一人申請者的平均居住面積約為歲以下一人申請者的平均居住面積約為
9.949.94平方米實用面積平方米實用面積，，若以室內樓面面積計若以室內樓面面積計※※

則約為則約為8.68.6平方米，比較公屋較高的編配標準平方米，比較公屋較高的編配標準
7.07.0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為高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為高

現時申請公屋的年輕一人申請者中，大部份現時申請公屋的年輕一人申請者中，大部份
是與家人居住於環境可接受的住屋，是否有迫是與家人居住於環境可接受的住屋，是否有迫
切需要透過入住公屋來改善居住環境切需要透過入住公屋來改善居住環境??

※※ 假設參考新和諧式公屋，假設參考新和諧式公屋，11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約相等於平方米室內樓面面積約相等於1.151.15平方米實用面積計算平方米實用面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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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狀況收入狀況

全港人口入息中位數顯示全港人口入息中位數顯示，，年輕人士的入息中年輕人士的入息中
位數相對而言一般是較低的位數相對而言一般是較低的，，而而3030至至4040多歲人多歲人
士的入息中位數則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因士的入息中位數則處於一個較高的水平。因
此此，，一般而言年輕人士的收入隨着年紀會有所一般而言年輕人士的收入隨着年紀會有所
增加增加

大部分年輕人士正處於事業發展期，他們可以大部分年輕人士正處於事業發展期，他們可以
通過收入的增加來改善居住環境，是否不應太通過收入的增加來改善居住環境，是否不應太
早依賴政府資助早依賴政府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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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年齡分佈的全港18歲或以上人口的入息中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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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成本效益

從成本效益的角度看，以每人所需的資源計從成本效益的角度看，以每人所需的資源計
算算，，安置一個一人申請者所需的成本遠較安置安置一個一人申請者所需的成本遠較安置
一個一個22人或以上的家庭為高，因為適合一人申請人或以上的家庭為高，因為適合一人申請
者使用的小型單位亦有提供厠所、厨房等設施者使用的小型單位亦有提供厠所、厨房等設施

若以每人平均居住室內樓面面積計算若以每人平均居住室內樓面面積計算，，在在
2001/022001/02至至2003/042003/04年度的年度的33年內年內，，房委會提供予房委會提供予
一人申請者的公屋單位平均為一人申請者的公屋單位平均為16.7616.76平方米，涉平方米，涉
及的開支約為及的開支約為150,000150,000元元，，而而22人及人及44人住戶分別人住戶分別
為為12.4112.41平方米及平方米及9.879.87平方米，涉及的開支分別平方米，涉及的開支分別
約為約為110,000110,000元及元及90,00090,000元元
在房委會現時緊絀的財政情況下，是否應更有在房委會現時緊絀的財政情況下，是否應更有
效地運用有限的公屋資源效地運用有限的公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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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IV)可行改善方案可行改善方案
為能更有效運用有限的房屋資源去幫助有真正需要的為能更有效運用有限的房屋資源去幫助有真正需要的
住戶，我們認為有需要認真審視現行對非長者一人申住戶，我們認為有需要認真審視現行對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的公屋編配政策請者的公屋編配政策

可行的改善方案包括：可行的改善方案包括：

1.1. 不接受現居於公屋或居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申請不接受現居於公屋或居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申請
公屋公屋

2.2.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設定年齡限制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設定年齡限制 ((例如只容許例如只容許3535
歲或以上的一人申請者申請公屋歲或以上的一人申請者申請公屋))

3.3.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數量設定配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數量設定配
額額 ((例如例如1,0001,000至至2,0002,000個名額個名額))

4.4.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數量設定配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數量設定配
額及設立一個計分制度讓較年長的申請人獲優先編額及設立一個計分制度讓較年長的申請人獲優先編
配公屋配公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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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不接受現居於公屋或居屋的非長者一人不接受現居於公屋或居屋的非長者一人
申請者申請公屋申請者申請公屋

支持論據支持論據

有關人士已居於公屋有關人士已居於公屋 //居屋，因此並無迫切住居屋，因此並無迫切住
屋需要屋需要

除非家庭狀況有變，現居於資助房屋的非長者除非家庭狀況有變，現居於資助房屋的非長者
一人申請者不應通過分戶而再次獲得房屋資助一人申請者不應通過分戶而再次獲得房屋資助

缺點缺點

現居於公屋或居屋的非長者申請人，仍可在取現居於公屋或居屋的非長者申請人，仍可在取
消原有的戶籍後申請公屋消原有的戶籍後申請公屋

不能減少現時居住於私人樓宇的非長者一人申不能減少現時居住於私人樓宇的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的申請請者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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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設定年齡限制為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設定年齡限制

((例如只容許例如只容許3535歲或以上的一人申請者歲或以上的一人申請者

申請公屋申請公屋) ) 
支持論據支持論據

建議能針對性地減少年輕一人申請者對公屋的需建議能針對性地減少年輕一人申請者對公屋的需
求求

房屋政策不應鼓勵年輕一人申請者與家人分開獨房屋政策不應鼓勵年輕一人申請者與家人分開獨
居居

大部分年輕人都正處於事業發展期，可以通過收大部分年輕人都正處於事業發展期，可以通過收
入增加來改善居住環境，不應讓他們太早依賴政入增加來改善居住環境，不應讓他們太早依賴政
府資助府資助

缺點缺點

在劃定某一個年齡作為限制時，難有客觀標準在劃定某一個年齡作為限制時，難有客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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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論據支持論據

設定配額既可控制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需求，亦可在房設定配額既可控制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需求，亦可在房
委會的資源容許下有限度讓一人申請者入住公屋委會的資源容許下有限度讓一人申請者入住公屋

可按房委會的資源靈活調整配額數量可按房委會的資源靈活調整配額數量

缺點缺點

建議未能讓年齡較大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優先獲得照顧建議未能讓年齡較大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優先獲得照顧

當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數量設有配額，當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數量設有配額，
這個類別申請人的平均輪候時間將因而延長，我們可能這個類別申請人的平均輪候時間將因而延長，我們可能
因而需要大幅減低因而需要大幅減低22人或以上家庭的輪候時間，才能把人或以上家庭的輪候時間，才能把
整體平均輪候時間維持在三年整體平均輪候時間維持在三年

可考慮在計算公屋整體平均輪候時間時，不計算這個設可考慮在計算公屋整體平均輪候時間時，不計算這個設
有配額的類別

3)3)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
數量設定配額數量設定配額 ((例如例如1,0001,000至至2,0002,000個名額個名額))

有配額的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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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為每年編配予非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公屋
數量設定配額數量設定配額((例如例如1,000 1,000 –– 2,0002,000個名額個名額))
及設立一個計分制度讓較年長的申請人及設立一個計分制度讓較年長的申請人
獲優先編配公屋獲優先編配公屋

支持論據支持論據

這建議可彌補建議這建議可彌補建議(3)(3)的不足，在有限度容許非長的不足，在有限度容許非長
者一人申請者入住公屋的同時，又能讓年齡較大者一人申請者入住公屋的同時，又能讓年齡較大
的申請人優先獲得分配公屋的申請人優先獲得分配公屋

計分制可引入其他相關的評分因素計分制可引入其他相關的評分因素((例如申請人是例如申請人是
否正接受房屋資助否正接受房屋資助) ) ，以訂定編配的優先次序，以訂定編配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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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缺點

如建議如建議(3)(3)，我們要處理整體平均輪候時間可能被，我們要處理整體平均輪候時間可能被
拖長這問題拖長這問題

可考慮在計算公屋整體平均輪候時間時，不計算可考慮在計算公屋整體平均輪候時間時，不計算
這個設有配額的類別這個設有配額的類別

複雜的計分制度，會加添執行困難及加重行政成複雜的計分制度，會加添執行困難及加重行政成
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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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總結總結
大部分年輕一人申請者現時均與家人同住於居住大部分年輕一人申請者現時均與家人同住於居住
環境可接受的住屋，是否沒有迫切需要透過入住環境可接受的住屋，是否沒有迫切需要透過入住
公屋來改善居住環境？公屋來改善居住環境？

大部分年輕人士正處於事業發展期，他們可以通大部分年輕人士正處於事業發展期，他們可以通
過收入的增加來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是否不應過收入的增加來改善自己的居住環境，是否不應
太早依賴政府資助？太早依賴政府資助？

是否不應鼓勵年輕人太早與家人分開獨居？是否不應鼓勵年輕人太早與家人分開獨居？

為一人申請者提供房屋資助，是否應該優先照顧為一人申請者提供房屋資助，是否應該優先照顧
那些年齡較大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那些年齡較大的非長者一人申請者？

安置一個一人申請者所需的成本遠較安置一個安置一個一人申請者所需的成本遠較安置一個22人人
或以上的家庭為高，在房委會現時緊絀的財政情或以上的家庭為高，在房委會現時緊絀的財政情
況下，應否更謹慎運用有限的資源？況下，應否更謹慎運用有限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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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月下旬舉行的房委會及資助房屋小組委在五月下旬舉行的房委會及資助房屋小組委
員會集思會上，大部分委員支持建議員會集思會上，大部分委員支持建議(4)(4)
房屋署正深入研究建議房屋署正深入研究建議(4)(4)及「計分制」的細及「計分制」的細
則則

同時，我們亦會繼續就有關討論及建議方案同時，我們亦會繼續就有關討論及建議方案
諮詢平等機會委員會，以確保有關措施不會諮詢平等機會委員會，以確保有關措施不會
牴觸現行各反歧視條例牴觸現行各反歧視條例



23

多謝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