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SoCO) 基層房屋關注組 

2 人或以上家庭平均輪候時間超過 3 年 

三年上樓承諾取巧    配屋時間缺乏規限 

 

剛發表的《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二號報告書》，預計平均輪候時間會不斷延長，並預測一般

公屋申請人在 2014-15 年度平均輪候時間達 3 年，到 2020-21 年度更達 5 年之久，全城譁然。

但事實上，如果僅計算 2 人或以上家庭，其平均輪候時間早在 2012-13 年度已超過 3 年，3 年

上樓名存實亡。 

    過去數年，政府每年興建約 15,000 個公屋單位，但由於單位供不應求，輪候冊數字屢創

歷史新高。截至 2013 年 12 月，輪候公屋的申請人數已突破 24 萬人，反映公屋需求急切。雖

然政府設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制訂未來 10 年房屋策略，但中短期補救措施欠奉，未

能紓緩申請人的輪候壓力。 

    現存公屋政策上，平均 3 年上樓承諾雖不計算非長者單身申請人，但又將長者單身的輪

候時間計算在平均 3 年上樓承諾之內，結果上樓承諾未能反映 2 人或以上家庭的需要，輪候

時間甚至超過 3 年；另外，平均輪候時間不包括第二次及第三次配屋時間，且沒有對下一次

配屋時間作任何具體指標，配屋與配屋之間時間達一年個案不時發生；另其他問題如放寬市

區選區限制而導致多年未獲編配上樓、及因選區劃分而導致資源錯配等，這些問題均導致申

請人無了期地輪候公屋，並只能繼續蝸居於昂貴租金及惡劣環境的劏房之中，未能有一個穩

定和舒適的適切居所。 

  面對以上情況，本會認為增建公屋為解決香港基層住屋問題的大原則。但同時間，現存

政策的改變均有效紓緩部份情況。故本會就有關現存政策問題，提供以下分析及建議： 

 

政策問題 
1. 整體公屋建屋量嚴重不足 輪候個案近五年激增超過 1 倍 

  從 2008 年至今，公屋輪候個案激增超過 1 倍，導致現時輪候冊數字超過 24 萬大關。數

字反映過去多年公屋供應，未能有效回應基層市民不斷增加的住屋需求，致使公屋輪候冊累

積申請人數日趨增多，屢創新高，基層市民上樓無期。 

 

2. 平均 3 年輪候時間純屬取巧 

    在現行的公屋輪候政策下，房委會雖有訂下平均 3 年上樓承諾，但輪候承諾並不包括非

長者單身人士及被凍結之新移民個案，其計算的申請人範圍只考慮長者單身及 2 人或以上之

家庭。但根據審計署文件顯示，如撇除長者單身申請人，輪候冊上家庭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

間實為 3.01 年，反映 3 年上樓承諾在 2 人或以上家庭申請人未能兌現。有關數字只反映至 2013

年 3 月情況，有見於房屋署公佈的平均輪候時間有惡化跡象，由 3 月的 2.7 年上升至 12 月的

2.9 年，故本會有理由相信，踏入 2014-15 年，2 人或以上家庭申請人將會進一步面對遠超 3

年的輪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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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人家庭住屋需求飽受忽視 

    截止 2013 年 3 月底，輪候冊上 4 人家庭有 23,400 戶，但在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6 月期

間獲安置的 4 人家庭僅有 1,700 個，不足輪候冊上 4 人家庭的一成名額，明顯單位供應分配嚴

重不均，難以消化輪候隊伍。房委會文件顯示，截至 2013 年 6 月底，在輪候冊上輪候 3 年或

以上而未獲配屋的家庭組合中，亦以 4 人家庭最為嚴重，達到 8,300 宗，佔數字超過 4 成，與

4 人家庭配額不足所產生之結果不謀而合。可見，上樓承諾實際名存實亡，4 人家庭苦候無期。

故現時計算的平均輪候時間未能清晰顯示以家庭為單位的申請人之輪候時間，致使部份家庭

組合在現存政策下慘被犧性，而 4 人家庭因而首當其衝。 

 

4. 配屋時間缺乏明確規限 

  現時計算的平均輪候時間是以輪候冊登記日期開始計算，至第一次獲得配屋機會的時間，

而並非正式入住公屋的時間。房委會雖給予公屋申請人最多 3 次編配機會，但對於第二次及

第三次配屋時間未有任何具體規定期限。本會所接觸的不少居民在放棄第一次編配後，等候

一年仍未獲下一次配屋機會。可是，有關申請人號碼實際上已符合配房要求，需要再輪候一

年時間實屬難以理解，而申請人輪候個案的積壓，亦明顯不利房委會的行政。再加上缺乏任

何配屋與配屋之間指標承諾，輪候者只會無所適從，連釐定租約也產生困難，對輪候申請人

極為不公，有關制度明顯存在問題。 

 

5. 放寬市區限制措施失當 

    房屋署容許在 2011 年 9 月 30 日或之前申請的公屋輪候人可把其所選地區轉為市區，由

於需求急切，使到公屋申請人輪候時間更長。本會所接觸正輪候公屋的劏房居民中，更有不

少 4 人或以上的家庭因轉換選區而等候五年或以上仍未獲配公屋。市區的公屋供應量緊張，

因而未能滿足大批申請人之需求。事實上，申請人收到有關可轉市區之通知，實屬欣喜，以

為市區供應充足可儘快上樓，結果換來卻是上樓時間一再拖延。這反映房委會低估了更改所

選地區為市區的公屋輪候戶數目，未能有足夠的公屋資源舒緩輪候市區公屋的申請個案，令

申請人輪候時間進一步延長。 

 

6. 公屋選區劃分太廣，導致資源錯配 

   現時公屋選區分為四個，分別是市區、擴展市區、新界及離島，但目前各個區域包括的

範圍廣泛，例如市區包括九龍及港島，而擴展市區更廣至將軍澳至東涌，使到輪候戶難以獲

得理想的區域安置。然而，全港公屋興建量分布不均，例如港島區公屋興建量近年嚴重滯後，

另有部份地區公屋密度極高，在公屋資源規劃上的不均性及現時選區劃分上造成很多公屋資

源錯配情況，不少輪候人士因選區太廣，獲配單位地點不合適而放棄編配，不單令上樓時間

一再延長，同時亦減慢公屋流轉及行政效率，實非大眾之福。 

 

政策建議 
1. 年建公屋三萬五，實現真正「三年上樓承諾」 

 面對龐大輪候冊壓力，政府在本年度施政報告提出，將跟從長策會建議，於未來十年興

建 47 萬房屋，  28.2 萬為公營房屋，但此一目標未能確切回應龐大的公屋需求，故本會認為

政府應儘快將公屋每年興建量增加至 35,000 個單位，以切實減輕整體住戶輪候時間。 

 

2. 檢討平均輪候時間的計算準則 

  在計算平均輪候時間上，應把單身長者及家庭之一般申請人分開計算其輪候時間，以準

確顯示一般家庭實際的輪候時間，使到一些家庭成員較多的住戶獲較公平對待，而非上樓機

會被犧牲。此外，平均輪候時間的計算不應只計算至第一次配屋時間，而應計算之最終接納

配屋時間，以提高平均輪候時間之準確性，實現真正「三年上樓目標」。 

 
 
 



3. 短期重新檢視公屋資源運用，長遠增加大單位公屋興建量 

 有見於 4 人或以上單位供不應求，致使輪候時間相對其他家庭組合更長。而較多家庭 

成員之住戶普遍具有長者或兒童，故輪候時間之長亦明顯不利長者及兒童的住屋需要。可是，

在未來數年公屋興建量方面，明顯未能追得上大家庭的住屋需要，並尤以 4 人嚴重。為免有

關家庭住屋需要繼續被犧牲，本會要求，房屋署應檢視公屋資源運用，包括打擊濫用公屋資

源以及處理寬敞戶個案，在短時間內釋放大單位之供應。但長遠而言，房屋署在規劃未來興

建用地上，應增建大單位之比例，以平衡不同家庭成員組合之利益需要，亦配合特首及運房

局局長曾表示要為未來增加人均居住面積做好準備。 

 

4. 具體規限配屋時間 

  房委會應具體規限會見房屋主任後的配屋時間和每兩次配屋之間的時間差，令合資格的

輪候戶能夠清晰掌握配屋時間，更重要的是容許申請人有知情權，可以根據清晰的配屋時間

指引估算自己要獲得公屋單位的時間，尤其對正在租住市面單位的申請人可考慮是否續租其

居所。鑑於放棄編配的申請人號碼已達配房要求，無任何指標性的輪候時間難以令人接受。

故房委會應訂立指標，在最多 1 年時間以內完成最多 3 次配屋程序，減省配屋與配屋之間的

等候時間。有關建議不但能避免輪候戶等待編配公屋的時間不斷被拖延，亦可以有效提升公

屋編配效率。 

 
5. 檢討放寬市區限制措施 

     房委會應在下一次實施放寬市區限制時，確切計算市區的公屋落成量是否可以滿足由其

他選區轉至市區的申請人之需求，並分析不同住戶組合以及市區不同大小單位之供應量，準

確掌握數字，避免因公屋申請人因轉區，使市區輪候人數不斷増長，加長輪候時間。 

 
6. 提高各選區公營房屋的平均比例 

  房委會應在興建公屋的同時，顧及不同地區市民的住屋需求，確保每個區域的公屋比例

要平均，例如港島區公屋興建量明顯滯後，房委會應考慮平衡各區所需，滿足有關需求。此

外，為減少公屋資源出現錯配，政府應優化選區安排，如長遠將港島及九龍分開，以減低錯

配情況，優化編配效率。另鑑於輪候冊上輪候 3 年或以上而未獲配屋以 4 人家庭最為嚴重，

房委會亦應針對有關問題，增加大單位興建量，以滿足申請人需求。為增加透明度，房委會

亦應公布有關各個選區未來五年以編配人數計算的公屋單位數目，以及各個選區不同家庭組

合的申請人數目，使申請人清晰了解自己的輪候狀況，讓公屋輪候冊上正在輪候公屋的申請

人可按有關資訊作出適當安排，相信對輪候情況亦有改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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