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與房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開
場發言（只有中文） 
＊＊＊＊＊＊＊＊＊＊＊＊＊＊＊＊＊＊＊＊＊＊＊＊＊＊＊＊＊＊

  以下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今日（三月二十六日）在立法會
財經事務委員會與房屋事務委員會聯席會議上的開場發言全文： 
 
主席： 
 
  在說明政府在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最新一輪關於物業市場的需求管理措
施之前，請讓我重申政府對房屋問題的整體政策取向。 
 
  政府一直認為，現時房屋問題的核心在於房屋供應。為了從根本解決
房屋問題，政府從多方面致力增加房屋土地供應。二○一三年《施政報
告》已經定出增加短期、中期和長期土地供應的總體藍圖，我們會繼續多
管齊下，善用現有已開發的土地，同時物色新的發展用地。我們預計，未
來三至四年，私人住宅一手市場可以提供67 000個單位，是二○○七年九月
以來的新高。至於二○一三年的私人住宅供應，我們預計全年可供出售的
一手單位數目約有24 000個，當中包括4 000個貨尾單位、8 000個可即時推
出的樓花單位，以及我們正在加快審批的12 000個預售樓花單位。 
 
  雖然一手單位的供應已經回升，但是，有鑑於住宅物業供應短期內仍
然緊張、低息環境持續及熱錢流入，導致樓價上升的預期主導了市場情
緒，樓市亢奮持續，跟經濟基調背道而馳。 
 
  去年十月二十六日，政府宣布推出兩項需求管理措施，加強額外印花
稅的目的在進一步增加投機成本，從而遏抑短期炒賣活動，令市場變得更
為用家主導；而引入買家印花稅的目的在減低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買家的需
求，從而在住宅物業供應緊張的情況下，優先滿足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
需求。 
 
  這兩項措施都已取得一定成效。具體而言，自公布措施後，截至今年
二月底，涉及加強後的額外印花稅的住宅物業轉售個案只有一宗，反映措
施有效打擊短期投機活動。買家印花稅亦有效遏抑非本地買家的需求，稅
務局的印花稅數字顯示，非本地個人買家和公司買家購買住宅物業的數目
急跌至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二月的平均每月270宗，遠低於去年一月至十月
（即未公布買家印花稅之前）每月的平均1 089宗。 
 
  然而，樓市在平穩了一段時間後，踏入今年初又再度出現亢奮跡象，
樓價只升不跌的預期依然主導巿場方向。整體樓價在今年一月比去年十二
月上升2%。整體樓價較二○○八年的近期低位躍升了121%，較一九九七年
的高位超出34%。樓市明顯且不斷地受非理性預期所推動，在這種「樓價
只升不跌」的自我實現預期心理所推動下，樓價呈現螺旋式上升的現象。 
 
  市民的置業按揭供款負擔比率，在去年第四季上升至52%，超出一九九
二年至二○一一年二十年期長期平均的49%，如果利率上升三個百分點至較
正常的水平的話，供款負擔比率將飆升至68%。 
 
  物業市場的熾熱，並不局限於住宅物業。在二○一二年全年，非住宅
物業價格上升尤為明顯（商鋪上升39%、寫字樓上升23%、工廠分層單位更
上升44%）。物業市場泡沫風險不斷增加，若坐視不理，會危及本港整體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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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的穩定。 
 
  因此，政府於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宣布新一輪的需求管理措施，增加住
宅物業和非住宅物業交易的從價印花稅，大抵上增加一倍；以及提前徵收
非住宅物業交易從價印花稅的時間，使到與住宅物業交易的做法看齊。 
 
  新措施旨在增加物業交易成本，有助減低需求，冷卻非理性亢奮，這
是非常時期下的非常措施。為了照顧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置業需要，他們若
只購買一個住宅物業，不論是首次置業或換樓，都可以獲得豁免，仍可繳
付舊從價印花稅率。但我們仍希望這些買家在作出置業決定前，考慮自己
的負擔能力及市場的風險。 
 
  主席，我們會密切監察樓市情況，並會因應實際情況，在適當時候考
慮撤銷此等特殊的措施。政府一直奉行的自由市場原則，和尊重市場運作
的決心沒有絲毫改變。然而，房屋及土地供應有限，我們必須首先滿足本
地的需求，確保物業市場健康平穩地發展，以符合社會的最大利益。 
 
  主席，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現在會就新一輪的需求管理措施的詳情
發言。 

完 
 
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６日（星期二） 
香港時間１６時５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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