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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就「市區重建局的工作」的來信 

市區重建局之回應 
 

來信所提出的事項  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回應 

A) 啟德道／沙浦道發展計劃（KC‐015 項目） 

1. 凍結人口調查 

 

市建局在項目開展後，會於項目範圍內的樓宇進行凍結人口調查，

收集項目公布時的物業佔用情況及住戶資料等，以用作日後核實受

影響人士可獲特惠津貼及／或安置安排的資格的基礎。一般而言，

在進行凍結人口調查時，如有關住宅單位或非住宅物業用作出租用

途，市建局的調查員會按租客所提供的租約資料登記住戶或商戶的

戶數，以及戶主及其住戶成員資料或員工資料等。 

 
在完成凍結人口調查登記後一個月內，市建局會把住戶及商戶所簽

署的凍結人口調查登記表之副本，以掛號郵遞寄出或本地郵政速遞

送出給相關住戶及商戶作參考及保存。 

 
如住戶或商戶認為有需要更正凍結人口調查登記表內的記錄或補充

資料，可以書面方式向市建局提出，並提交相關証明文件。市建局

會將有關住戶或商戶所提供有關物業佔用狀況的資料記錄在案。在

這過程中，住戶或商戶可以隨時致電市建局查詢、更正或補充資

料。待日後市建局審批時會一併作考慮及核實。 

 
當市建局成功向業主收購連租約出售的物業後，便會陸續處理有關

租客及商戶的特惠津貼及／或安置安排事宜。屆時，市建局會為有

關租客及商戶進行甄別登記，量度佔用面積及收取文件，以進一步

評定他們獲得特惠津貼及／或安置安排的資格。 

 

2. 泰裔社區網絡

及地方特色 

 

市建局在啟德道／沙浦道發展計劃（KC‐015項目）推出「保留地區

特色特別安排」（特別安排），協助符合特定條件的經營者繼續營

運相關服務。在特別安排下，市建局將會預留一些在將來發展項目

內的非住宅店舖／單位，供現時於 KC‐015 項目內為泰國社群及潮

州社群提供服務的地區組織／機構在項目完成後優先以特惠租金租

用。此外，特別安排亦適用於經營泰國餐館及歷史悠久的地舖食

肆。 

 
考慮到地區的小街小舖氛圍，KC‐015項目將盡量利用臨街部份提供

街舖，提升街道活力，並保存地方特色。此外，KC‐015項目擬議興

建一個不少於 1 000 平方米的分層地下廣場，提供空間予公眾使用

及舉辦多元化活動，並且提供合適的零售設施供市民於廣場享用，

以透過「地方營造」注入活力及當區特色。 

 

3. 泰裔族群知情

權及文件翻譯

本 

市建局早於向 KC‐015 項目的業主提出收購建議前，已透過「夥伴

同行」計劃以電話或探訪形式，聯絡於 KC‐015 項目範圍內的泰裔

人士，以了解他們的情況及向他們解釋市建局的補償和安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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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照顧個別不諳中文及英文的泰裔人士以獲取重建相關資訊的需

要，市建局向 KC‐015 項目的業主提出收購建議後，特別為受影響

的泰裔人士舉行簡報會。有關簡報會以英語進行並提供泰語的接續

傳譯，市建局亦即場派發以泰文印製的「醒目錦囊」，讓他們更深

入了解該局的安置及補償政策。如有需要，市建局亦會安排傳譯員

陪同該局職員，進一步為有需要傳譯服務的泰裔人士解釋補償和安

置的具體安排，以確保少數族裔的知情權。 

 
此外，市建局一直致力確保香港市民不論其語言及文化，皆有平等

機會獲得市建局的公共服務。詳情請參閱刊載於市建局結網站

(https://www.ura.org.hk/tc/racial‐equality)的「促進種族平等現行及

計劃中的措施」。 

 

B) 舖戶安置及賠償 

1. 地區特色商店

安排 

 
 

根據現行市建局的政策，所有符合資格的非住宅物業業主和租客可

獲發特惠津貼。一般而言，市建局並沒有店舖安置的安排，這亦與

政府的收回土地補償政策一致。然而，如有需要，市建局的全資附

屬公司「市區重建中介服務有限公司」可按受影響店舖經營者提出

的要求（如面積、租金、地點等），協助他們在重建項目同區或附

近區域尋找適合其業務營運的舖位作搬遷並繼續經營。 

 
市建局會因應個別項目推出特別安排，如在啟德道／沙浦道發展計

劃（KC‐015 項目）推出「保留地區特色特別安排」，協助符合特

定條件的經營者繼續營運相關服務。 

 
至於在土瓜灣以小區發展模式重建的項目，市建局會騰出臨街空間

作小街小舖，以保存街道的景觀及彰顯小街小舖的街道特色。同

時，市建局亦需要考慮一些原有商舖或工場是否適合在住宅區重

置，以及有關商舖或工場的用途是否符合《城市規劃條例》、《建

築物條例》、地契條款及大廈公契等規定。 

 

2. 車房及相關產

業 

 

3. 地政總置及市

建局賠償政策

劃一 

 

一般而言，不論是住宅或商舖單位，市建局只會在成功收購物業

後，才按「租客安置及特惠津貼發放準則」與租客商討賠償。就商

舖而言，若市建局未能成功收購物業而其後由地政總署引用《收回

土地條例》（第 124 章）收回土地及業權，則地政總署會以其補償

方案處理商舖租戶的賠償。1 

 

                                                       
1 地政總署表示，商用物業的特惠津貼金額是根據立法局財務委員會於 2001 年 3 月批准的方案(文件       FCR(2000‐

01)83) 計算 。根據現行做法，地政總署會向在憲報刊登收地公告時所登記的合法商業租戶提出一筆相等於收回

物業在復歸日當時的應課差餉租值三倍的特惠津貼，以替代法定補償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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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情況下，市建局會比較其補償方案（假設地政總署未收回土地

而是由市建局成功收購有關業權）及地政總署的補償方案；如市建

局的方案較優，則會以兩者差額作為額外特惠津貼安排（如有的

話），並以特惠性質向合資格的商舖租客提出。因此，商舖租戶的

補償金額並不會因地政總署收回土地及業權而有不同。 

 
至於租客被業主要求遷出的情況，在凍結人口調查登記後及業主出

售其出租物業予市建局之前，業主有權自行處理其租務事宜。此

外，根據《業主與租客（綜合）條例》，不論其所擁有的物業是否

在重建項目範圍內，業主皆有權以合法途徑收回出租物業。 

 
如在市建局重建項目內有這種情況發生，市建局在遵守合約精神

下，會盡力向業主解釋市建局的收購政策，讓業主明白市建局的收

購建議是參照物業在凍結人口調查日的佔用情況及按照市建局現行

的收購準則及常規而釐定，業主並不會因租客遷出而獲得較高補

償。如業主向市建局提供虛假或誤導性資料以謀取利益，市建局保

留修訂收購價之權利或／及向該業主採取法律行動或／及向有關執

法機構舉報。市建局亦會在居民簡報會上提醒業主有關注意事項。 

 
倘若租客 終未能與業主達成續租協議而遷出，只要其租約於凍結

人口調查日之前已生效，有關住宅租客可以申請市建局的「住宅租

客體恤援助計劃」，而非住宅租客則可以申請特別營商特惠津貼。 

 

C) 公營房屋及安置大廈   

1. 重建項目內的

公營房屋 

 
 

市建局的主要職能是進行舊區更新，與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及香港房屋協會（房協）在房屋政策有不同的角色及分工，而資助

出售單位和公共租住房屋主要由房委會和房協負責供應。 

 
儘管如此，市建局亦一直配合和支持政府的房屋政策，協助滿足市

民各類住屋需求。有關的措施包括:  

A. 積極研究撥出合適的項目，以資助房屋形式發售，包括於

2015 年撥出啟德發展項目「煥然壹居」的部分住宅單位作

資助房屋出售；2018 年將馬頭圍道重建項目改作為港人首

置先導項目「煥然懿居」；2020 年推展春田街／崇志街重

建項目作為第二個首置項目「煥然懿居二期」； 

B. 在 2020 年 5 月啟動兩個位於 九龍城的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重

建試點 項目，提供約 3 000 個單位，當中三 分之一         

（約 1 000 個單位）屬於資助房屋； 

C. 為協助有短期住屋需要人士，市建局以優惠租金，向社聯提

供逾 100 個單位作過渡性房屋之用；及 

D. 協助運輸及房屋局於大角咀、打鼓嶺及洪水橋發展過渡性房

屋，作工程顧問。 

 

2. 增加私人單位

供低收入住戶

可負擔租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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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置大廈 

 

市建局現時除了將四幢安置大廈合共 119 個單位（包括 63 個於豉

油街 12 號的單位、9 個於荔枝角道麗珠大廈，和 47 個於德輔道西

順成大廈的單位）撥予社聯作過渡性社會房屋外，仍然保留足夠單

位安置重建項目內住戶。 

 
按照市建局的評估，現時四幢安置大廈預留作安置重建項目內住戶

的單位數目，應可滿足業務計劃內將已獲准推行的重建項目受影響

的住戶的臨時住屋需要。市建局會適時檢討安置大廈單位的需求狀

況。 

 

D) 公務員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試點計劃：專用安置屋邨  

1. 專用安置屋邨  市建局已在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布在九龍城區的盛德街/馬頭涌道及

靠貝壟道啟動兩個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計劃下的樓宇的項目。市

建局會按照其現行重建項目的程序及政策處理這兩個項目，包括按

其現行收購及補償政策，即自住業住的現金補償以 7 年樓齡價值計

算，另可參加市建局樓換樓計劃。另外，政府特別為受這項目影響

的前公務員合作社社員自住業主作出特別酌情安排，提供多一項在

私人市場以外購置重置單位的選擇，就是購買將由房協在市區興建

和管理的專用安置屋邨內的資助出售單位作居所。 

 

啟德第 1E 區 1 號用地項目預計將提供 2 158 個單位（包括 1 458 個

出租屋邨單位及 700 個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當中約 1 000 個單位

將用作專用安置屋邨用途，以安置在市區受政府發展計劃及市建局

項目影響的合資格住戶，包括受市建局位於九龍城區的兩個公務員

建屋合作社樓宇重建試點項目影響的合資格自住業主。按照初步設

計概念，有關單位主要為兩房單位，其餘為三房單位。具體之單位

面積、間隔和數目均以日後相關圖則作準，預計有關準則將參考資

助出售房屋的規格。 

 

有關資助出售單位的售價將會根據當時適用的居屋定價政策，以評

定市值減折扣率。以目前的政策來說，折扣率將會參考房委會當時

新公布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的折扣率。 

 

 

2. 支援搬出至專

用安置屋邨入

伙期的過渡期

住屋需要 

 

專用安置屋邨主要是為受政府發展計劃及市建局項目影響而須遷拆

的合資格住戶提供免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單位。是次政府特別容許

受市建局重建公務員建屋合作社項目影響的社員自住業主購買專用

安置屋邨內的資助出售單位，乃是一項酌情安排，讓他們多一項在

私人市場以外購置重置單位的選擇。  

 
市建局的收購建議金額，除了物業市值外，亦包括自置居所津貼

（以假設重置單位七年樓齡呎價計算），自住的業主可按個人需要

及個別情況在同區或其他區域購買心儀單位居住。另外，市建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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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提供市建局「樓換樓」計劃單位予自住的業主選擇購買。市建局

沿用現時的政策以推行合作社試點項目，將不會為受影響的業主提

供過渡性房屋。 

 
市建局明白業主需時尋找搬遷單位，因此，自住的業主可在物業完

成買賣後，與市建局簽訂准用協議並繼續於受影響單位居住，讓業

主能夠有足夠時間購買新單位作搬遷安排。 

 

E) 跟進 7 月 8 日發展局局長的回覆  

 

A. 澄清問題 

 

(i)  於回覆2016年6月15日立法會第十三題有關獲安置或賠償安排的

住戶數目中第(ix) 項的資料，是包括因不合基本特惠金資格、而

獲提供相等於政府收地時地政總署所提供的特惠金之一倍的住

戶數目。 

 
市建局於2017年6月推出優化租客的特惠津貼及安置安排，即自

2017年6月起因不合符基本特惠金資格的住宅租客可獲的特惠金

金額由相等政府收地時地政總署所提供特惠津貼之一倍增加至

三倍。因此，在回覆2020年7月8日立法會第十七題有關獲安置

或賠償安排的住戶數目中第(ix) 項的資料時，市建局只統計因不

合基本特惠金資格，而獲提供相等政府收地時地政總署所提供

特惠津貼之三倍的特惠金補償的住戶數目。事實上並沒有住宅

租客獲取述特別特惠津貼。該資料欄並未包括只獲提供相等於

政府收地時地政總署所提供的特惠金之一倍的特惠金補償的住

戶數目在內。 

 
(ii) 在回覆2020年7月8日立法會第十七題有關獲安置或賠償安排的

住戶數目中第(v)(vi)(viii) 及(x) 項的資料為更新數字。 

 
(iii)2020年7月8日立法會第十七題第三部分是索取在2010‐2011至

2019‐2020財政年度內完成收購及遷置工作的重建項目的相關資

料，而利東街／麥加力歌街項目是於2006年12月31日，即

2006/2007財政年度完成收購及遷置工作，因此市建局的回覆並

沒有包括利東街／麥加力歌街項目。 

 

B. 補交資料 

 

在凍結人口調查登記時，受訪商戶所提供其業務性質的相關資料

是作第二階段社會影響評估報告之用。在開展重建項目的收購

及遷置工作時，租客所提供的相關資料則只會在其提出商業損失

申索的情況下，用作評估的其中一項資料及證據。 

 

由於市建局的一般物業收購及租客補償計算並不會考慮其業務性

質，因此在這階段的工作並未有將該些相關資料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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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利東街／麥加

力歌街項目回

遷戶資料 

 

市建局在利東街／麥加力歌街項目進行收購時，沒有特別安排為項

目範圍內的商戶租用在該項目完成重建後的發展項目內之店鋪，故

有關項目不在回覆 2020 年 7 月 8 日立法會第十七題附件四之表

列。 

 
然而，市建局在重建項目將近落成時，曾個別聯絡 27 個囍帖及印

刷相關的前商戶，洽談租用項目重建後的店舖，並與兩個前商戶簽

訂租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