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民黨就《香港房屋委員會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的推行情況》意見書  

 

房委會於 2017 年 10 月實施新修訂的「富戶政策 1」，將以往的「雙軌

制」改為「單軌制」，即公屋租戶只要入息超出限額五陪或資產超出

入息限額 100 倍，或在香港擁有私人住宅物業的公屋住戶，不論其

家庭入息或資產水平為何，都必須遷離其公屋單位。可是，新措施實

行後，為數不少的公屋住戶為免超出限額而被逼遷，有富戶透過轉

移資產、或除去戶籍以圖避開政策 2。房屋署數據顯示，截至 2017 年

6 月就約有 2.18 萬宗刪除家庭成員戶籍的個案，數字相等於 2016 年

全年個案近 65%3。  

 

雖然，刪除家庭成員的公屋戶籍的原因甚多，因此難以判斷刪除戶

籍的個案數目上升，  與修訂富戶政策有否任何直接關係，但公民黨

認為現時推行的富戶政策，既未能加快公屋的單位流轉，亦把看似

較有能力的住戶推向熾熱的私樓市場；整個經修訂的富戶政策非根

治問題之舉，只是將其轉換成另一社會問題。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 2017 年週年進度報告，預計未來 5 年，即今

年至 2022 年間，公屋單位落成量只有 75,200 個，而資助出售單位則

為 25,100 個，較長策目標分別少近 25%及 37%4。新富戶政策是以居

民購買居屋的能力作計算，就算逼令所謂「富戶」遷出公屋，亦未能

提供足夠居屋供應，只能將他們推往樓價更高的私人物業市場。  

 

現時私人住宅單位售價屢創新高。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住宅單位

的售價指數就由 2001 年的 78.7 上升至最新的 352.8 的高位 5。以新

富戶政策建議的四人家庭資產限額（即 271 萬）為例，市場上根本

無同等樓價的適合單位供應。在居屋供應短缺下，住戶根本難以負

擔私人任宅單位。因此很多的富戶為了令入息和資產符合要求而轉

移資產避開審查，或刪除子女戶籍，令所有家庭成員年屆 60 歲，符

合豁免審查門檻。這迫使被除名子女需進入租樓市場，或重返公屋

輪候冊，根本無助紓緩公屋輪候的壓力。  

                                                 
1 即「公屋住戶資助政策」和「維護公屋資源的合理分配政策」 
2 明報：公屋富戶政策明起收緊 刪家人門藉個案增 https://goo.gl/T6W6xB   
3 立法會 就香港房屋委員會的富戶政策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https://goo.gl/oqoFMc   
4 《長遠房屋策略》2017 年周年進度報告: https://goo.gl/JeJJSN  
5 差餉物業估價署：香港物業報告 https://goo.gl/n1ikj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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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個 4 人家庭為例，根據修訂的富戶政策，若他們每月的入息超

過 $136,000 或總資產淨值超過 271 萬，就必須於 12 個月內遷離單

位。若然以單軌制作限，他們或許高薪但無甚資產，或稍有儲蓄但失

業。或許他們仍比一般基層的財政狀況好一點，但房署憑甚麼覺得

他們有足夠首期或供款能力買樓？拿著這 2 百多萬，可以在私人市

場得到甚麼住宅？  

 

公民黨認為，經修訂的富戶政策無助解決公屋輪候人數過多及時間

過長的問題。在新實施的公屋新富戶政策前，繳交雙倍租金及市值

租金的租戶不過 2400 多戶。所謂「富戶」，七除八扣後可能只能增

力約數百個單位，對比起現時約有 28 萬人輪候公屋根本是「杯水車

薪」。因此，公民黨建議政府應從根本解決現時香港市民面對的房屋

核心問題，即盡快覓地，在合適的地方興建居屋，增加資助出售房屋

供應，而非死抱昔日私宅供應目標不放。  

 

雖然公民黨認同加強合理分配資源的方向，是合理的原則。可是新

實行的富戶政策既無法改善公屋的輪候時間，同時實際上將仍屬基

層的住戶推向熾熱的私樓市場。公民黨認為一個成熟的房屋政策，

是應該不斷改善整體市民的居住質素，而不是要同樣窮困的基層互

相爭奪公屋，然後將貧窮狀況較有改善的標籤為「富戶」，隨便他們

在吃人的樓市中自生自滅。因此，政府必須重新審視現時整套公共

房屋政策，從根本解決現時市民的住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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