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爭取合理住屋權益關注組 

對 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以下是爭取合理住屋權益關注組(下稱本關注組)對 2007 年《房屋(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關注

組的立場是：要求立法會議員反對政府修訂現行法例，確保公屋租金加租設置上限。 

 

房委會「減租換廢法」  立法會「護法要封頂」 

 由於公屋居民不滿房委會在公屋租金超過法例上限，卻拖延不進行租金檢討，被逼透過司法覆核

提出訴訟。雖然終審法院的裁決認為，公屋居民對房委會每三年便要進行租金檢討不存在「合理期

望」，令房委會避過要「即時檢討租金」而無須「依法減租」，但判決絕無否定現行的《房屋條例》可

以對房委會「加租的權力」作出限制。終審法院的判決清楚指出：「立法條文的宗旨及作用，是要限

制房委會不能動輒加租，以及限制房委會可以加租的幅度…限制房委會加租的權力這個措施有重大社

會意義，同時亦乎合租戶的利益。」「減租」固然是公屋居民一致的期望，但「加租」才是公屋居民

最大的憂慮。因此，政府與公屋居民的爭議焦點，是法例是否能「對公屋租金的加幅設定上限」。我

們重申絕不接受以「減租」換「廢法」，亦要求立法會議員「否決」有關修訂！ 

 

房屋政策反覆造成今日困局 房委會強詞奪理倒果為因 

 房委會自 1985 年起，即沿用「租金與入息比例中位數」作為釐訂及調整公屋租金的準則。現行

的《房屋條例》只是將有關的準則，在法例中清楚到列明。政府堅持提出修訂，只是因為法例對房委

會加租「設置上限」。為了去除法例這個「緊箍咒」，政府挖空心思，列出多個所謂「外在因素」，證

明這個準則有問題。關注組對房委會以高入息住戶遷出及居住面積編配標準為理由，極為不滿，認為

房委會已到了為達目的，強詞奪理的地步！ 

 
 公屋的「租金結構」及「住戶結構」出現不平衡，是房委會二十年來政策失誤的後遺症！政府在

1987 年間通過＜長遠房屋策略＞，為了配合政府的政策，房委會翌年開始「財政獨立」， 開始推出

一連串的房屋政策，包括：藉推出整體重建計劃騰空大量市區公屋土地興建居屋增加收入；透過公屋

推行所謂「富戶政策」及「戶籍政策」，威逼利誘公屋住戶「自置居所」及「公屋第二代」離開公屋。

這個以居屋主導的發展策略，固然為房委會帶來數以億計的盈餘，但亦大量製造了公屋的「長者及小

家庭住戶」。據房委會年報顯示，20 多年間有超過 40 萬公屋住戶，離開公屋自置居所，而長者戶的數

目亦急劇上升。由於有經濟能力的住戶絕大部份離開公屋，引致公屋出現「住戶結構失衡」及「公屋

赤貧化」。這些都是房委會多年來推行「富戶政策」、「戶籍政策」及「出售公屋」策略偏差的後遺症。 

 
 此外，房委會八十年代末期部署出售公屋的策略，是誘發房署興建新型和諧式公屋及放寬公屋新

樓編配面積的重要因素，最終導致新建公屋的租金，在十年內颷升一倍(由 1991 年每平方米$31.6 升

至現時近$70)。公屋租金出現偏離住戶的負擔能力，但房委會今天竟然反過來指「公屋編配面積政策」

影響「比例中位數」的有效性，為了證明必須「修訂」《房屋條例》，就要再製造所謂的「公屋寬敞戶」！

為了自圓其說，不斷製造擾民政策，可能就是我們特區政府施政的一大特色。 

 
 在香港經歷金融風暴後，政府為了挽救樓市，不惜犧牲房委會「自供自給」的發展策略，佈停售

居屋及公屋，令房委會再無穩定的發展經費，更一直拖延檢討公屋租金，妄顧租金超越法例上限。現

在更藉詞「外在因素」影響「比例中位數」的有效性，提出修訂現行條例，強詞奪理、倒果為因，目

的不過是「去除現時法例對房委會加租權力的限制」，關注組對此絕不接受，亦要求立法會議員反對

政府修訂現行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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