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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旨在以地區角度，講述中西區劏房問題，以供立法會及政府制訂針對劏房的政策時參考。  

  

中西區劏房數字  
據 2016年的政府數字，中西區共有有 3918間劏房，但同時間香港大學於 2018年的研究指單單西

區已經有 3474間劏房，所以研究人員估計整個中西區的實際劏房數字比政府所提供的數字高。同

時，根據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關注住屋權益工作小組在 2020年底發佈的報告，居住在中西區的

劏房戶回覆佔總有效問卷的 28%，僅次於觀塘區，可見中西區的劏房比政府預計的多。  

  

本區議員曾會見區內劏房戶，了解情況並聽取建議。立法建議整理如下：  

  

建議  
1. 引入劏房租務管制 減輕劏房租戶負擔 

劏房租金有如香港一般樓盤租金，佔市民大部份的收入。根據中西區的劏房戶反映，業主大

多都會在租約完結後加租，對他們造成壓力。另一方面，有租戶反映在租住劏房時，需預繳

三個月租金，壓力甚大，更有些需向親友借錢度助。今日香港基層薪金升幅遠遠追不上樓價

升幅和通脹率，為解決無止境的劏房加租負擔，市場需要政府適度調節，立法實施劏房租務

管制，抑壓加租幅度，並立法為預繳租金的金額設上限，例如規管業主不能收取超過一個月
的租金為按金。  

  

2. 監管劏房水電收費 免卻租戶被濫收費用之苦 

與其他區的情況一樣，中西區的劏房住戶均面對業主濫收水電費的問題。一些業主收取高昂

的電費（兩元一度）及水費（按住戶人數（連嬰兒）收費，高達五十元一位）；亦有些業主

讓全部租戶攤分總電費及水費，但從未公開每月電費水費金額，又或者業主未有指示電錶及

水錶位置，令租戶無從查考實際用電及用水量，估算實際費用。  

  

政府應立法規管業住公開電費及水費的總用量，並統一劏房收費的方式；亦應考慮由電燈公

司及水務署為劏房戶安裝獨立水錶，避免業主隨意濫收費用，此舉也方便政府有需要時，

可通過水務署和電力公司資助補貼劏房戶的水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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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訂標準租約 互保業主租戶權益  

因為沒有統一及標準的租約，令業主的權責不清，從而令區內劏房戶蒙受損失。首先，很多

劏房戶反映租約未有打釐印，變相法庭或不會接納該租約成為證據，難以追討業失法律責

任。另外，欠標準的租約亦使租戶失去按金、需要負擔劏房內維修等等。  

  

政府應推出租約範本，讓業主及租戶有所依從，減少雙方爭議，更能保障租戶的權益。  

  

4. 規管劏房衛生 免成公共衛生威脅 

區內劏房戶亦反映居住的劏房戶環境十分惡劣，蚊蟲老鼠經常出沒，亦因為窗戶而空氣欠流

通。此情況將造成公共衛生威脅，就如過往肺炎在某些劏房爆發一樣。  

  

政府應推出規例，規管劏房衛生情況，例如可參考《建築物（規劃）規例》等等。 

 

5. 規管劏房的基礎設施及要求業主承擔對大廈的影響 

劏房設施經常因為改細而需要升高地台設立排水排污管道，而各劏房亦因為間隔問題而未必

有窗戶可作通風及日照，亦未必設有廚廁設備。如政府以立法規管劏房租金，亦應同時研究

規管劏房需要具備基礎的生活設施及一般人可接受之居住設施及條件。劏房業主亦應按比例

承擔因劏房戶數增加對大廈整體管理、垃圾清潔、電力供應、排水排污系統等的成本，及承

擔因改建喉管而導致的大廈滲水問題責任。政府亦應嚴厲打擊因建造劏房而於單位內進行非

法改建的行為，及為受其影響的附近業主住客提供協助。 
 

  

 

 結語  

劏房問題為中西區乃至全港的議題。但環顧政府工作，實欠與地區組織，如區議會、劏房關注組、

劏房戶等持份者溝通，就如 貴委員會亦未有劏房戶的代表在內，工作未見貼地。政府未來應亦多

與以上持份者多溝通，並增撥資源予社區組織支援劏房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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