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7 月 3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紓緩分間樓宇單位居民住屋困難的措施  

 

目的  

 

 本文件闡述政府就紓緩分間樓宇單位（俗稱「劏房」）居

民住屋困難所採取的措施和相關政策。  

 

背景  

 

2. 在目前房屋供求失衡的情況下，政府明白低收入住戶的住

屋負擔沉重，部分住戶甚或需租住環境欠佳的房屋（例如「劏

房」）。  

 

3. 為逐步解決房屋供求失衡問題，以從根本回應社會各階層

的住屋需求，經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商討，以及三個月的公

眾諮詢後，政府於 2014 年 12 月公布《長遠房屋策略》（《長策》）。

《長策》採納了供應主導及靈活變通的原則，透過增加公私營房

屋的供應，重建房屋階梯。根據《長策》，政府會每年更新長遠房

屋需求推算，訂定逐年延展的十年房屋供應目標，以顧及各種社

會、經濟和市場最新狀況，並以此作為政府物色土地建屋的規劃

指標。根據最新推算，2017-18 至 2026-27 年度為期十年的總房屋

供應目標為 46 萬個單位，當中 20 萬個為公共租住房屋（公屋）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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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公屋供應  

 

4. 《長策》諮詢期間社會上已就「劏房」這個議題作出廣泛

和深入的討論。其中一點共識是，對很多「劏房」住戶而言，公

屋是解決他們住屋問題的最根本方法。作為參考，根據運輸及房

屋局委託政府統計處外判進行的「有關住屋狀況的主題性住戶統

計調查」1，在 2015 年估計約有 88 800 個「劏房」，涉及約 87 600

個住戶。約有 47% 的住戶曾經申請公屋，當中約 89% 正輪候公

屋。  

 

5. 為滿足這些住戶的長遠住屋需要，我們在訂定十年房屋供

應目標時，已涵蓋居住環境欠佳住戶（包括「劏房」住戶）的住

屋需求。就此，政府會繼續多管齊下，檢討和改劃土地用途、增

加發展密度、開拓新發展區、適度填海等，以增加短、中及長期

房屋土地供應。在規劃和基建許可，以及不會對環境質素造成不

能接受的影響的情況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會盡量善用

每幅用地的發展潛力和增加公營房屋的建屋量。  

 

6. 根據 2017 年 3 月的估算，在 2016-17 至 2020-21 年的五

年期内，預計房委會和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的公營房屋落成量

合共約為 94 600 個單位，當中包括約 71 900 個公屋單位和約

22 700 個資助出售單位。上述的五年期預計建屋量較過去四個五

年期見持續增長。政府會繼續努力循多方面按《長策》的供應目

標加快增建公屋，以真正惠及居於「劏房」及其他不適切居所的

住戶。  

 

                                                 
1
  政府統計處在 2015 年進行了一項有關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的主題性住戶統計調

查，主要目的是估算全港樓齡達 25 年或以上的私人住用 /綜合用途樓宇（不包括村屋）

內的分間樓宇單位數目，以便進行 2016-17 至 2025-26 年度的長遠房屋需求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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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緩「劏房」住戶住屋困難的其他措施  

 

7. 除致力增加房屋供應外，政府一直採取不同的措施，紓緩

低收入住戶（包括「劏房」住戶）所面對的住屋困難。有迫切及

長遠住屋需要而沒有其他可行方法及能力自行解決其居住問題

的人士，可向社會福利署查詢相關福利服務或援助。社會福利署

會就每宗個案進行評估，並為合資格人士向房屋署推薦「體恤安

置」申請，以提早獲配公屋。此外，符合資格的公屋申請者如希

望提前獲配公屋單位，亦可以考慮參加「特快公屋編配計劃」。  

 

8. 政府各部門亦正從不同角度出發，以期在房屋、社會福利、

社區支援服務等各方面，向低收入住戶提供適切協助。例如綜合

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已為那些在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的人

士提供安全網，以應付基本生活需要。綜援計劃下的受助人（包

括公屋及私樓租戶），可獲發津貼，以支付居所的費用。此外，

政府於 2016 年 5 月推出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以及「鼓勵

就業交通津貼」等恆常現金項目，亦可為低收入住戶提供額外支

援。  

 

其他協助「劏房」住戶的建議  

 

9. 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政府可採取一些短中期措施（包括實

施租務管制（租管）、提供租金津貼及興建過渡性房屋），協助居

於「劏房」的住戶。政府在制定《長策》時，已詳細考慮這些建

議的利弊和效果。我們認為，在房屋供求失衡和房屋土地資源緊

張的情況下，這些措施未必能夠適時惠及居於「劏房」及其他不

適切居所的住戶。以下各段詳細闡述政府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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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務管制和租金津貼  

 

10. 政府過去曾就租管進行詳細研究，探討香港過去實行租管

的效果，以及海外的相關經驗，並於 2014 年 7 月向委員會作匯    

報 2和聆聽社會人士的意見。經廣泛公眾諮詢，政府其後亦在《長

策》（6.15-6.18 段）闡述了對租管的看法。  

 

11. 本地和海外的實證研究均說明推行租管可能會出現連串預

期之外的後果，有些更不利於該等措施原擬保障的租戶。這些預

期之外的後果包括：出租房屋的供應減少；業主更嚴格挑選租客，

使收入不穩定的人士、少數族裔人士、殘疾人士和其他弱勢社羣

租住適切居所倍感困難；驅使業主作出一些抗衡租管影響的行為

（包括調高首次租約的租金和向租客索取高昂雜費）；以及減低業

主妥善維修保養其出租單位的意欲。  

 

12. 就租金津貼而言，我們擔心在當前房屋供應仍然偏緊的情

況下，如政府向租客提供任何形式的租金津貼，業主很可能會上

調租金，間接使政府所提供的租金津貼變成額外租金，租客未必

能得到實質的幫助。另外，為部分租客提供恆常的租金津貼，不

單會對政府構成長遠財政負擔，更可能令那些因各種原因無法獲

得津貼的住戶承受進一步的加租壓力，加重他們的負擔。  

 

13. 權衡利弊，在當前房屋供應仍然偏緊的情況下，貿然推行

租管和租金津貼可能帶來反效果，令廣大租客未見其利、先蒙其

害，並不符合「劏房」住戶及社會整體利益。  

 

  

                                                 
2
 相關文件為「租務管制」（立法會 CB(1)1709/13-14(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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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性房屋  

 

14. 政府在制定《長策》時，曾研究興建過渡性房屋的建議，

但認為有關建議並不切實可行 3。首先，公屋始終是回應未能負擔

私人租住樓宇的低收入家庭住屋需要的最根本方案。因此，在房

屋土地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合適的房屋用地應盡量預留作興建公

屋之用，才最能惠及居住環境欠佳的公屋申請者。此外，即使在

一些沒有其他即時用途的土地興建過渡性房屋，政府仍需時間完

成額外的基建工程（例如敷設污水渠）後方可建屋。而且這些土

地的面積和數量非常有限，未必能夠如倡議者所預期般，能在短

期內紓緩大量居住環境欠佳住戶的情況。  

 

結語  

 

15. 總括而言，政府認為目前「劏房」住戶所面對的住屋困難

的癥結，在於房屋供求失衡。要解決這個問題，持續增加土地和

房屋（特別是公屋）供應方為根本之道。政府會繼續和社會各界

緊密合作，致力落實按《長策》訂立的房屋供應目標，加快增建

公屋，切實回應「劏房」住戶的住屋需要。  

 

16. 請委員備悉文件內容。  

 

 

 

運輸及房屋局  

2017 年 6 月  

                                                 
3
  有關詳情可參閱《長策》第 6.14 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