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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房屋事務委員會秘書  
羅英偉先生  
 
 
羅先生：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4 月 12 日的會議  

 
 
  隨函附委員於 2016 年 4 月 12 日會議上所要求的補充資

料於附件，以供委員參考。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 張鎮宇 代行  ) 
2016年6月6日   



附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2016年4月12日的會議  

 
補充資料  

 
目的  
 
  於2016年4月12日的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

要求政府就有關在土木工程拓展署開設一個編外總工程師職位，

以及在房屋署開設一個常額總產業測量師職位和一個常額總房

屋事務經理職位的事宜，提供補充資料。本文件提供相關資料。  
 
 
擬議土木工程拓展署編外總工程師職位   
 
擬議職位的工作量  
 
2. 政府一直重視尋找足夠土地以滿足公營房屋發展的需求。

隨著持續的土地用途檢討已覓得相當數量的用地，政府必須盡

早透過各項技術評估，確立該些用地可作公營房屋用途，並從

而盡早擬訂所需的基建設施，以充份配合公營房屋的發展。過

往數年，土木工程拓展署已一直運用現有首長職級的人力資源，

滿足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所帶來的額外工作量。儘管土木工程拓

展署已盡一切努力處理有關的額外工作，該署正面對首長職級

人員的管理支援不足的情況。管理支援及督導的缺欠，將無可

避免地影響在合適用地上的公營房屋發展進度。因此，土木工

程拓展署需要擬議的職位填補上述管理資源的缺欠，以便在所

有合適用地的公營房屋發展能盡早展開。  
 

過去三年土木工程拓展署專業職系人員的數目  
 



3.  為應付公營房屋供應目標持續帶來的挑戰，土木工程拓

展署在 2014、2015 及 2016 年按年分別增加了 12 個、12 個及

15 個，即共 39 個專業職系職位。所有上述職位為期 5 年，並

會作適時檢討。  
 

有關荔景邨的資料  
 
4.  荔景邨是在 1975 年入伙。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一

直致力提升公營房屋的質素，為居民提供更舒適的生活環境。

在規劃包括荔景邨在内的公營房屋發展期間，房委會參考了《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並會按照環境保護署的要求而進行環境

評估研究。  
 

 
擬議房屋署常額總產業測量師職位  
 
工作量的增加  
 
5.  2014 年 12 月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長策》）重

申資助自置居所為房屋階梯的重要一環，是《長策》的核心成

分之一。具體來說，對於一些中低收入家庭而言，居者有其屋

計劃（居屋）單位和其他形式的資助出售單位是他們自置居所

的第一步。資助出售單位也讓經濟條件較佳的公共租住房屋（公

屋）租戶有機會自置居所，從而騰出公屋單位予公屋申請者。

出售居屋單位和其他形式的資助出售單位現已成為房委會的恆

常工作。《長策》2015 年周年進度報告指出，公營房屋供應目

標之中有 80 000 個為資助出售單位，這些單位大部分由房委會

興建及出售。此外，就「出售居屋單位 2016」銷售計劃而言，

房委會更和香港房屋協會（房協）達成聯合申請的安排，以便

申請者只須填妥一份申請表和通過一次資格審查，便可同時申

請購買房委會的居屋和房協的資助出售單位。房屋署職員亦因

此需就聯合申請的安排承擔所有有關工作。  



 
6.  除恆常的出售居屋單位工作外，房委會亦推出多項新措

施和先導計劃，務求增加資助出售單位的形式，促進單位流轉。

這些新措施包括 2013 年 1 月推出的擴展居屋第二市場至白表買

家臨時計劃（臨時計劃），讓 5 000 名合資格的白表買家可於居

屋第二市場購買未繳付補價的單位。新一輪的臨時計劃已於

2015 年推出，有 2 500 個配額。計劃完結後將進行檢討，以決

定臨時計劃的未來路向。房委會亦將於 2016 年下半年展開「綠

表置居先導計劃」（綠置居）的預售工作，綠表申請者可購買

的資助出售單位約有 860 個。  
 
相關工作所需的專業知識和經驗  
 

7.  以出售居屋單位的恆常工作而言，每一輪的銷售作業，

由籌備至銷售階段需時逾一年。在過程當中，房委會須注意每

一步驟的細節，並須遵從《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第 621
章）訂明的相關法定要求。具體來說，房委會需要產業測量和

土地行政的相關專業知識，以便為訂定適用於白表申請者的入

息及資產限額及釐定單位售價進行估值；研訂銷售文件；制訂

按揭安排；擬備按揭保證契據；研訂業權轉易安排，並擬備買

賣協議和轉讓契據。每一輪居屋銷售作業的籌備工作亦涉及制

訂詳盡的運作安排，例如研訂申請表和申請須知；準備模型、

展覽、網頁、廣告等宣傳物品和安排；研訂分配給各類申請者

的適當配額；擬定選樓次序；擬定處理申請、審核申請者資格

的詳細機制；以及制訂揀樓的適當後勤安排等。倘重新推售在

之前銷售作業中因撤銷買賣協議而收回的單位，房委會亦須為

這些單位再次啓動整個籌備工作的程序（例如釐定售價、更新

銷售文件等）。上述工作涉及不同的專業範疇，每個步驟環環

緊扣。為使每一輪銷售作業可盡早開始，房委會為每一階段的

籌備工作設定緊迫的時限。因此，房委會需要一位具足夠經驗

和年資的專業人員，有效地領導及統籌每一輪居屋銷售作業的

全部過程，確保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8.  至於綠置居等新措施，由於部分規定如資格準則及處理

轉讓限制的機制與居屋單位的有所不同，房委會亦需要一名高

級人員在這方面協助擬定細節。  
 
開設常額總產業測量師職位的需要  
 

9. 現時，房屋署策略處房屋資助分處負責全盤統籌房委會所

有居屋單位和資助出售單位的銷售籌備工作，以及執行實際的

銷售。  
 
10. 房屋資助分處轄下有兩組，即土地行政組和編配組。房屋

資助分處由一名房屋署助理署長（首長級薪級第 2 點）統領，

其職銜為助理署長（房屋資助），負責監督與居屋單位和其他

形式資助出售單位銷售有關的工作、公屋單位編配和房委會清

拆計劃。編配組方面，助理署長（房屋資助）在處理公屋編配

和清拆計劃上，由一名總房屋事務經理（首長級薪級第 1 點）

輔助及提供支援。然而，在過去數年，由於需要跟進《長策》

提出的建議，助理署長（房屋資助）亦須緊密監督編配組制訂

和推行公屋體系的新措施。至於土地行政組，共有六個小組。

當中四個小組負責上文第 7 段所述與銷售資助出售單位相關的

工作。四個小組中，其中一組負責銷售階段的銷售運作，其餘

三組則分擔所有居屋和資助出售單位發展項目銷售的籌備工作。

餘下兩個小組負責居屋／私人機構參建居屋計劃／租者置其屋

計劃（租置計劃）單位的售後事宜（例如更改業權、轉換按揭、

申索未能償還按揭貸款等）；以及居屋第二市場計劃的行政工

作，包括處理申請、擬備按揭安排和按揭保證契據。土地行政

組轄下六個小組各由一名高級專業人員（非首長級人員）統領，

直接向助理署長（房屋資助）負責。  
 
11. 政府在 2011 年宣布復建居屋，並在 2014 年預售新建居屋

單位，因而帶來上文第 7 段所述的額外工作量。儘管工作量大



幅增加，土地行政組的首長級編制沒有變動。加上推出各種關

於資助出售單位的新措施，因此助理署長（房屋資助）在過去

數年須直接督導土地行政組轄下六個小組。隨着新建居屋和其

他資助出售單位於未來數年陸續推出，預期會有更多輪銷售作

業。事實上，每一輪銷售作業都涉及大量工作，加上由籌備工

作至銷售階段的一切細節也須兼顧，助理署長（房屋資助）在

沒有具備所需專業和經驗的首長級人員支援下，難以適時而有

效地督導所涉及的一切工作。日後推行各種新措施，會有更多

輪銷售作業，情況將會惡化。因此，有迫切需要增設一個總產

業測量師常額職位以加強房屋資助分處首長級人手支援，協助

應付因銷售資助出售單位而大幅增加的工作量。  
 
12. 建議的總產業測量師職位（職銜將定為總產業測量師（房

屋資助））開設之後，出任該職者會在監督土地行政組工作上

向助理署長（房屋資助）提供專業支援。總產業測量師（房屋

資助）將負責制訂和統籌銷售計劃和銷售安排，以推行房委會

所有資助出售單位項目和相關新措施；研訂和監察銷售籌備工

作計劃；督導每個資助出售單位定價的估值工作，並依據獲轉

授的權力批核定價；監督售樓說明書、價單和其他相關銷售文

件的準備工作；監督銷售安排和業權轉易安排的實施；督導持

續銷售租置計劃單位和租置計劃屋邨單位售後土地行政事宜；

以及督導居屋／綠置居／租置計劃的相關售後服務（例如申索

未能償還按揭貸款等）。  
 
 
擬議房屋署常額總房屋事務經理職位  
 
過去三年屋邨管理處專業職系人員的數目  
 

13.  在過去三年，房屋署屋邨管理處共增設了 20 個專業職系

（包括產業測量師、屋宇裝備工程師、結構工程師、屋宇保養

測量師及土力工程師）的職位及 17 個屬房屋事務經理職系的高



級房屋事務經理 /房屋事務經理職級的職位。  
 
現職高級房屋事務經理及總房屋事務經理的職務  
 
14.  總房屋事務經理主要職務如下—  
 
（一）   協助助理署長（屋邨管理）就房委會轄下物業制訂物 

業及租務管理政策、策略、服務標準和工作計劃；  
（二）   監督所屬區域內物業的管理、維修保養和管制工作，

當中包括監察物業管理服務公司的工作表現；  
（三）   擬備開支預算和預測，並按照業務計劃和屋邨工作計

劃所定的目標監控開支；  
（四）   就新公共屋邨的設計和圖則協調使用者的回應並提

供意見、接管新落成的屋邨，以及確保所有住宅和非

住宅物業盡快租出；  
（五）   監察重建進度、大型維修保養及改善計劃、政策的轉

變和關注團體的活動，從而對公眾的反應作出評估；  
（六）   監督屋邨工作計劃和運作程序的推行情況，並監察有

關工作計劃和程序的成效，向高層管理人員提供意

見；  
（七）   協調所屬區域內公共屋邨維修保養和改善計劃的制

訂、推行和監察工作；  
（八）   執行管理服務和維修保養合約，並擔任指定的合約經

理；  
（九）   代表房委會／房屋署出席區議會、地區管理委員會、

關注團體和政黨的會議；  
（十）   就公共屋邨的護衞及潔淨服務、服務承辦商的管理，

以及提供園藝服務的事宜，制訂政策和策略，並進行

檢討；以及  
（十一）  就接管新落成物業的事宜，制訂和監督有關程序和指

引。  
 



15.  高級房屋事務經理主要職務如下—  
 
（一）   負責公共屋邨整體的租務及物業管理工作；  
（二）    監督物業和租務管理政策的推行；  
（三）    維持 /改善管理標準和屋邨的居住環境；   
（四）    負責監控整體的收入和支出；  
（五）    就公眾對新政策和有爭議性的事宜的可能反應，向管

理層提供意見；  
（六）    在地區層面與其他政府部門、區議會和志願機構協調

和參與社區活動；  
（七）    代表房屋署出席區議會會議；  
（八）    處理有關物業和租務管理的查詢和投訴；  
（九）    執行新落成物業相關設施的設計、租金的制訂和商業

樓宇行業的訂定的前期管理工作；  
（十）    在地區層面扮演顧客服務統籌的角色；以及  
（十一）  監察對居屋業主的售後服務  
 
增設常額總房屋事務經理職位的的需要  
 
16.  屋邨管理處於 2010 年中進行重大重組，開設了一個房屋

署助理署長和一個總產業測量師職位。架構至今大致上沒有變

動。物業組合持續增長，與此同時，為促進公營房屋建設的可

持續發展和應付租戶日漸提高的期望，有關物業和租約事務管

理的其他新措施和政策也不斷推出。然而，首長級職位卻沒有

相應增加，以應付相應增加的工作量。  
 
17.  屋邨管理處負責管理各式各樣的物業組合，包括 173 個

公共屋邨約共 793 700 個公屋單位、456 200 個資助出售單位、

2 583 600 平方米非住宅物業和 28 600 個停車位。為應付公營房

屋的需求，房委會持續興建新的公屋單位。屋邨管理處在 2010
年中時，共有約 711 800 個公屋單位，每個管理區域平均管理約

127 800 個公屋單位。自 2010 年至 2017 年 3 月期間，公屋單位



淨增加 81 900 個，增幅達 12%。這些新增單位令各個管理區域

的管理工作量相應增加。預計至 2017 年 3 月底，西九龍及港島

管理區域管理的公屋單位將增至 153 500 個，東九龍管理區域的

公屋單位將增至 148 800 個，大埔、北區、沙田及西貢管理區域

的公屋單位將增至 145 100 個。為應付物業組合不斷增長帶來的

額外工作量，我們有迫切需要加強房屋管理方面的首長級人手

支援，以負責領導一個新設的管理區域，以及重新分配現時各

物業管理總經理的職務和職責。  
 
18.  除了公營房屋增加，公屋單位的有效運用亦愈來愈受關

注，同時亦需要屋邨管理處配合，其中包括打擊濫用公屋單位。

審計署、申訴專員公署和廉政公署在 2013 至 2015 年間進行研

究後，均建議房屋署加強租務管理。為此，屋邨管理處的前線

人員需加強有關工作，例如巡查及調查有否空置和分租情況。

這些工作（例如制訂突擊訪問的計劃）極需要首長級人員的領

導和監督。  
 
19.  隨着公眾對公共屋邨生活水平、綠化以及健康居住環境

的期望不斷提高，物業管理工作的範疇在多年來不斷擴展。房

委會推出了多項措施，包括 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OHSAS 18001 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樓宇

可持續發展指數，以及大型維修和改善計劃，如強制驗窗計劃、

強制驗樓計劃，以及插筒式晾衣架裝置改善計劃及摺閘優化計

劃。鑑於以上計劃涵蓋全港，房委會需要一位具物業管理經驗

的首長級人員的領導及監督，以詳細安排推行計劃、聯絡持份

者並尋求支持、以及統籌及監督這些計劃以確保順利推行。   
 
 
 
運輸及房屋局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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