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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貧窮根源 譴責委員徧聽 

消滅住屋貧窮 落實真正扶貧 

 
致扶貧委員會主席林鄭月娥女士 及 各委員先生／女士：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與其他團體，於扶貧會議開始前來到政府總部東翼二樓，是為了表

達對扶貧委員會並無廣納民間團體意見表示不滿，並要求委員會正視貧窮問題的多種面向，

不應單單強調向上流動機會。 

扶貧委員會一直以來，只以家庭收入量度貧窮情況，而且提出紓困的措施並沒有對準

貧窮問題根源。其中住屋開支負擔沉重，是造成基層市民入不敷支，陷入長期貧窮的元兇。

據中大未來城市研究所調查發現，劏房租金已佔基層平均收入超過 4 成。而根據差餉物業

估價處資料，私人住宅租金指數中（2009年至 2014年），小型單位（40平方米以下）的

租金升幅高達 73.8%，但是名義工資指數在同一時段內只上升約 26%，遠追不上租金升幅，

顯然是住屋製造貧窮。基層街坊的收入增幅在「跑輸」租金升幅的情況下，只可愈住愈細，

亦有基層街坊因此而住不起私樓，被迫遷往工廈劏房等不適切住房。與此同時，租務管制

卻在《長遠房屋策略》進行公眾諮詢中，在大比數（7 成）意見支持的情況下遭政府「落

閘」；居民無法負擔貴租，被逼棲身工廈劏房、寮屋等不適切住房，政府卻帶頭迫遷，又

沒有適切的安置政策。即使政府推出關愛基金的一次性租金津貼，對基層街坊來說，只是

杯水車薪，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遠遠未能舒緩由住屋製造出來的貧窮問題。 

梁振英上任特首已三年多，任期逾半，多番強調房屋問題是其政策中的「重中之重」，

惟紓緩基層住屋問題仍未見寸進，公屋興建長期不達標，去年的實質公屋落成量只有 9900

個，比原定目標 12700 少了兩成。據房委會數據顯示，截至今年六月底，公屋輪候人數再

創新高，突破 28萬宗，較去年同期增幅逾一成；一般申請者輪候至獲第一次派樓時間，已

由去年的 3年，增加至 3.4年。即使政府未來 10年能追回落後幅度，履行建屋承諾，亦只

能滿足約 7 成的現有輪候個案，根本未能回應未來的長遠需要。若不肯從土地資源分配的

不公著手著手，繼續讓私人樓宇主導房屋供應，住屋將只會製造更多的貧窮問題。 

  

立法會CB(2)44/15-16(05)號文件 
LC Paper No. CB(2)44/15-16(05) 



故此，就住屋貧窮問題，尤其私人樓宇的基層住戶，政府應重啟租務管制，及為三年

內未上樓的公屋申請者提供額外的津貼，減輕基層租戶負擔。與此同時，政府應考慮加入

「住屋開支」因素的「開支尺」來量度貧窮，訂立劏房租金指數及一系列更準確量度基層

租戶住屋狀況的指標，從而訂立舒緩住屋貧窮的具體目標，保障基層市民住屋權。為了減

少公屋輪候冊個案及輪候時間，我們亦要求政府重新計算公營房屋需求，另外從改變土地

資源分配著手，收回對社會破壞甚低的私人會所用地興建公屋，落實真正扶貧。針對居於

針對工廈住戶等不適切住房，居民遭到取締或逼遷，應該得到合理的安置措施，於市區利

用空置公務員宿舍及市建局旗下用作安置的物業，設置中繼房屋，避免流離失所。 

除了解決住屋貧窮的問題，我們亦著眼於房屋高度市場化的問題。我們建議政府需積

極考慮加強房屋的「去商品化」，研究引入的累進房產稅與及空置稅，同時非自住物業的

稅率又須較自住物業為高，避免物業被利用作為純粹投資甚至是投機工具，並減低私樓單

位的空置問題，使房屋資源得到更公平和有效率的分配，避免「有人無屋住，有屋無人住」

的窘境。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  

2015年 10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