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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全體議員： 

 

中西區關注組一直關注及跟進中西區內的規劃及重建項目，就發展局建議《土地(為重

新發展而強制售賣)條例》的申請門檻由九成下調至八成，我們強烈反對，因為這項修

訂將嚴重侵犯私有產權及導至全港各區發展失控，危害社區的居住環境，影響極之深

遠。 

政府現時所謂的「市區更新」，表面講是改善舊區的居住環境，實際上是容讓私人發

展商(或市建局)透過用盡地段上可發展的最大樓面面積去賺取最大的利潤，利益明顯傾

斜向地產商。從來發展商着眼的是地段的「發展潛力」，而非樓宇是否破舊需要更

新。在中西區我們看到大量的例子：許多樓齡四、五十年狀態良好、甚至是剛維修好

的舊樓被發展商大舉收購，原來住得好好的業主/住客萬分無奈被逼遷離，發展商拆卸

這些四、五層的樓宇去興建很多幢四、五十層的巨無霸，大大破壞當區的環境；層層

叠的屏風效應令空氣越來越差，更惨的是道路狹無法承受新增的交通負荷，嚴重擠塞

令居民永無寧日。最可悲的是政府根本無法控制這種情況，例如在西摩道有一個地

盤，城規會想以環境及交通理由要求發展商降低密度，結果連上訴官司也輸了，可想

而知失控的情況是何其嚴峻！ 

因此所謂的「修訂條例能促進市區更新」根本是極大的誤導：現時得到發展商「垂

青」的大多是密度已相當高的核心地區，在政府缺乏妥善規劃監控的情況下，這些地

區的居住質素只會越來越差。而發展潛力低的地區，地產商根本無興趣去重建那些舊

樓。因此，放寬強拍門檻，的確方便了發展商收樓，但就根本無助改善市區老化的問

題，更甚的是必會引致重建失控。 

官方文件內所說的「樓宇使用年限」亦令人十分費解。據建築師所言，起樓絕無「使

用年限」這概念，可以說，若有適當保養，樓宇可作長遠使用(built to last)。而事實

上，在中西區有很多經復修有五十年以上樓齡的唐樓，結構良好外觀美侖美奐，部份

更加進「可持續發展」的環保元素，不單大大延長樓宇的壽命，業主更視為對社會的

長線投資。這種對居所的尊重及珍惜是應該得到鼓勵及支持，亦應成為市區更新政策

的重要方向。若政府沒有對所謂的「樓宇使用年限」進行嚴肅及科學化的研究，就武

斷地作出「五十年使用年限」這論點，恐怕是混淆視聽，令人誤以為這些樓宇不能再

用，非賣給發展商不可。這恐怕是另一種向發展商的利益傾斜。 

放寬強拍門檻最直接的影響，是進一步剝削小業主的居住權、資產擁有權及小商戶的

營商權  這些權利理應是受法律完全保障的。現時在九成門檻下已有許多苦主個案未

能妥善解决，已出現不公義的情況，若再進一步放寬門檻，後果實在是不堪設想！ 

立法會必須捍衛香港市民的私有產權，不應再放寬門檻，並考慮到降低門檻可導致的

重建失控，我們促請議員審慎考慮擱置這項修訂。我們亦促請當局改变現時的推土機

式重建策略，以樓宇復修及嚴格控制發展密度去改善市區的居住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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