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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事務委員會  
 

2021 年 1 月 14 日舉行的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就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擬備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提供關於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公營房屋建
設計劃及香港房屋協會 ("房協 ")公營房屋興建量的最新背景資
料，並概述房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委員就上述課題所提
出的意見和關注事項。  
 
 
背景  
 
2.  政府的房屋政策目標包括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

的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並以維持輪候冊上一
般公屋申請人 (即家庭申請人和長者一人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
間在 3 年左右為目標。 1 為此，房委會已推行逐年延展的公營房
屋建設計劃，預測未來 5 年的公營房屋 (包括公屋 )興建量，而公
營房屋建設計劃會每年檢討。  
 
長遠房屋策略  
 
3.  政府於 2014 年 12 月公布新的長遠房屋策略，並表示會
按照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建議，採取供應主導策略。根據

截至 2019 年 12 月的最新推算，政府就 2020-2021 年度至
2029-2030 年度這 10 個年度採納的總房屋供應目標為 43 萬個單

                                                 
1 就平均輪候時間作出的承諾不適用於輪候冊上的非長者一人公屋

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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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以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的供應比例為 70:30 計算 2，公營房

屋的供應目標為 301 000 個單位，包括 21 萬個公屋單位/綠表置

居計劃 ("綠置居 ")單位，以及 91 000 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 3 
 
2019-20 年度至 2023-24 年度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公共租住房屋  
 
4.  截至 2019 年 9 月底，輪候冊上約有 257 500 宗公屋編
配申請，包括約 149 500 宗一般申請 (即家庭申請和長者一人
申請 )，以及約 108 000 宗非長者一人申請。一般申請人的平均
輪候時間為 5.4 年。 4 
 
綠表置居計劃  
 
5.  2018 年，房委會批准將荔枝角道－東京街第一期涉及約
2 500 個單位的公屋發展項目，改為綠置居項目 (即麗翠苑 )推出
預售，是首個恆常化的綠置居項目。  
 
6.  根據截至 2019 年 9 月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在
2019-2020年度至 2023-2024年度這 5個年度，房委會預測的公屋
/綠置居單位興建量約為 71 700 個單位，詳情如下 
 
 
                                                 
2 自 2014 年公布長遠房屋策略以來，新房屋供應中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

的比例一直維持在 60:40。 2018 年 10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建議，長遠房
屋策略下未來 10 年的房屋供應目標中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的比例，可
能須作調整。2018年 12月，政府當局宣布將 2019-2020年度至 2028-2029
年度這 10 個年度的公營房屋與私營房屋供應比例，調整至 70:30。  

 
3 自 2014 年公布長遠房屋策略以來，房屋供應目標分類為私營房屋，以

及公營房屋下的 "公屋 "及 "資助出售單位 "。房委會於 2016 年 10 月在
新蒲崗 (景泰苑 )推出綠置居先導項目，並在 2018 年 1 月決定把綠置居
恆常化。一如在 2018 年 12 月發表的長遠房屋策略周年進度報告 (立法
會 CB(1)388/18-19(03)號文件 )所述，為了在供應目標中反映一些新發
展，包括房委會決定把綠置居恆常化，政府當局已把公營房屋供應目標

的分類，分別由 "公屋 "及 "資助出售單位 "，改為 "公屋 /綠置居 "及 "其他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 "其 他 資 助 出 售 單 位 "是 "公 屋 /綠 置 居 "與 "私 營
房屋 "之間的餘下一類房屋供應，當中包括房委會轄下的居者有其屋計
劃單位，以及房協轄下的資助出售單位。 2018 年的長遠房屋策略推算
中採納的公屋 /綠置居與其他資助出售單位的供應比例為 70:30。  

 
4 據房委會網站所示，截至 2020 年 9 月底，約有 156 400 宗一般公屋申

請及約 103 600 宗非長者一人申請。一般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5.6 年。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90107cb1-388-3-c.pdf
http://www.housingauthority.gov.hk/tc/about-us/publications-and-statistics/prh-applications-average-waiting-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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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  預計單位數目*和落成年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2022-2023 2023-2024 

市區  6 100 
(46%) 

5 400 
(89%) 

1 800 
(9%) 

3 000 
(22%) 

2 600 
(14%) 

擴展市區 4 800 
(37%) 

- 
- 

500 
(2%) 

3 700 
(28%) 

12 500 
(68%) 

新界  2 100 
(16%) 

700 
(11%) 

18 300 
(88%) 

6 700 
(50%) 

3 300 
(18%) 

總數  13 000 
(100%) 

6 100 
(100%) 

20 700 
(100%) 

13 400 
(100%) 

18 400 
(100%) 

 
*由於進位原因，數字相加結果可能不等於所列總數。  
 
7.  根據 2019-2020 年度至 2023-2024 年度公營房屋建設計
劃，新建公屋 /綠置居單位主要位於市區 (27%)及擴展市區
(30%)，其餘則位於新界 (43%)。就單位類別而言，約 15%為 1 人
/2 人單位，約 35%為 2 人/3 人單位，約 31%為 3 人至 4 人單位，
以及約 19%為 4 人至 5 人單位。2019-2020 年度至 2023-2024 年
度的預測公屋/綠置居單位興建量分項數字 (截至 2019 年 9 月 )
載於附錄 I。  
 
其他資助出售單位  
 
8.  根據截至 2019 年 9 月的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在
2019-2020 年度至 2023-2024 年度這段期間，房委會將會興建約
23 700 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在這些單位當中，約有 84%的單
位位於市區 (約 25%)及擴展市區 (約 59%)，其餘單位則位於新界
(約 16%)。  
 
香港房屋協會的公營房屋興建量  
 
9.  過去多年，房協在提供公共租住單位和發展資助出售項

目方面，一直發揮作用。根據截至 2019 年 9 月的預測，在
2019-2020 年度至 2023-2024 年度這段期間，房協會興建約
3 000 個公屋單位及約 2 300 個資助出售單位。 5 
 
 
房屋事務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10.  事務委員會曾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的會議上，討論
2019-2020 年度至 2023-2024 年度公營房屋建設計劃。委員提出
的主要意見及關注事項，綜述於下文各段。  

                                                 
5 立法會 CB(1)183/19-20(03)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91202cb1-183-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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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成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11.  鑒於根據 2019-20 年度至 2023-24 年度公營房屋建設計
劃，2020-2021 年度的公營房屋興建量將會下跌，而在 2021-2022
年度則會回復至較高水平，委員詢問房委會能否加快某些公屋

發展項目的進度，使該等項目可早日落成，以在 2020-2021 年度
可提供更多單位。部分委員認為，在房委會的公營房屋發展項

目中採用 "組裝合成 "建築法或有助縮短建築時間，並詢問就此事
進行的研究有何進展。  
 
12.  政府當局表示，房委會可於 6 個工作天完成公營房屋大
廈一個標準樓層的主體混凝土結構工程。房委會轄下建築小組

委員會已指示房屋署研究 "組裝合成 "建築法能否縮短建造公營
房屋大廈所需的時間。除委託顧問就此事進行可行性研究外，

房委會 /房屋署亦會進行 "組裝合成 "建築法的搭建試驗，同時尋
找可應用 "組裝合成 "建築法的試點項目。 6 
 
13.  部分委員關注到，已規劃於某年落成的公營房屋項目曾

出現延誤的情況，並認為政府當局/房委會應採取措施，盡量減

少公營房屋延遲落成，以免對公營房屋的供應造成影響。政府

當局表示，房屋署透過進行定期檢討，密切監察每個公營房屋

項目的進度，並每月向房委會轄下建築小組委員會提交進度報

告，而建築小組委員會會討論和監察項目進度，並就改善項目

提出建議。根據過往紀錄，公營房屋項目未能如期落成的主要

原因包括惡劣天氣、承建商的進度、建造業的勞工供應情況、

外在因素，以及需要遵從最新的建築規定等。為盡量減少項目

出現延誤，當局已採取不同措施，例如要求承建商增加人手和

加快施工進度；更頻密地巡視地盤；舉行地盤會議；進行地盤

監督和實地檢查等。這些措施有助解決在地盤施工時遇到的挑

戰，以期令項目可盡早如期完工。 7 
  

                                                 
6 根據政府在 2020 年 5 月 6 日發出的新聞公報，房委會已選定 "東涌第

99 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中一幢樓高 12 層的公營房屋住宅大廈，
作為 "組裝合成 "建築法的試點項目。  

 
7 政府在 2020 年 2 月 26 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06/P2020050600453.htm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2/26/P20200226003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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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租住房屋的輪候時間  
 
14.  委員認為，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已延長至超過 5 年，並
詢問政府當局 /房委會可否及可在何時兌現將公屋平均輪候時

間維持在 3 年左右的承諾。  
 
15.  政府當局表示，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受多項因素影響，

包括公屋申請人的數目、從租戶收回的單位數目、申請人所選

擇的地區，以及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 (包括新建及翻新單位 )的供
應是否與申請人的選擇相符等。即使近年政府及房委會已盡力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公屋供應的增長在未來數年仍未能完全吸

納市民對公屋的需求。政府當局認為，要解決房屋供應不足的

問題，持續增加土地和房屋 (特別是公營房屋 )的供應依然是根本
之道。政府會繼續採取各項措施，包括致力增加土地供應及落

實長遠房屋策略所訂的房屋供應目標，以應對低收入家庭的長

遠房屋需要。 8 
 
16.  部分委員對非長者一人申請者輪候公屋的時間有所延

長表示關注。關於房委會會否增加將會興建的 1 人 /2 人公屋單
位數目，以縮短該等申請者的輪候時間，政府當局表示，房委

會在決定興建哪些類型的公屋單位時，已考慮多項因素。鑒於

整體公屋供應不足，大幅增加某類型單位的數目會減少其他類

型單位的供應量，導致其他類型公屋單位的申請人需要輪候更

長時間。因此，政府當局/房委會必須平衡整體供求，不能輕易

調整新建公屋的單位類型的比例。 9 

 
重建高樓齡公共租住屋邨  
 
17.  委員認為，不少公屋屋邨非常破舊，相關用地的地積比

率亦未用盡。委員察悉，在未來 10 年，房委會及房協轄下將有
26 個樓齡達 50 年及以上而尚未有重建時間表的公共租住屋邨，
涉及 68 800 個單位 10，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制訂全面的計劃，

列出哪些高樓齡屋邨將會重建，以及開展這些屋邨的重建計劃

的時間表。部分委員建議，若現有公屋屋邨有空間可用，房委

會應在有關屋邨興建新的房屋大廈，以安置同一屋邨低密度公

屋大廈的住戶，使該等舊式大廈的用地可騰出作重建之用。  
                                                 
8 立法會 CB(1)410/19-20(01)號文件  
 
9 政府在 2020 年 5 月 20 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10 立法會 CB(1)278/19-20(03)號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91202cb1-410-1-c.pdf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20/P2020052000423.htm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200106cb1-278-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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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政府當局表示，2014 年公布的長遠房屋策略指出，重建
高樓齡公屋屋邨長遠而言或可增加公屋供應，但短期內則會減

少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數目。這難免令房委會在維持平均輪候

時間為 3 年左右的目標方面，承受更大壓力。房委會會基於長
遠房屋策略所訂的方向，並根據房委會於 2011 年制訂的 "重建高
樓齡公共租住屋邨的優化政策 "下的 4 項基本原則，即樓宇的結
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

置資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潛力，按實際情況審慎考慮是否重建

個別公屋屋邨。房委會在 2005 年推出全面結構勘察計劃 ("勘察
計劃 ")，以確定樓齡接近或超過 40 年的公屋屋邨的結構是否安
全，從而評估要持續保留該等屋邨樓宇 15 年或以上所需進行的
修葺工程，以及該等工程的成本效益。房委會現正進行第二輪

的勘察計劃。  
 
19.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過去 10 年，房委會為 15 個公屋
屋邨進行重建項目，現正進行白田邨 (較舊部分 )及美東邨 (較舊
部分 )的重建計劃。政府亦於 2014 年宣布有意重建華富邨。
2018 年 6 月，政府宣布將 9 幅原本擬在未來數年出售的啟德及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改撥作公營房屋用途。其中一幅位於啟

德的用地會撥予房協，以重建真善美村及作其他安置用途。房

協其後可利用真善美村的原址，分階段重建樂民新村。 11 
 

公共租住房屋單位及綠表置居計劃的供應目標 

 

20.  鑒於本港的失業率可能持續上升，加上經濟可能陷入衰

退，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房委會會否集中資源為有需要的住戶興

建公屋。部分委員認為，鑒於公眾關注把規劃中的公屋發展項

目改成綠置居下出售的單位會令公屋供應減少，政府當局應在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中清楚列出新公屋單位及綠置居單位各自的

目標興建量，而非只是在 "公屋 /綠置居供應 "的類別下列出單一
供應目標。  
 

21.  政府當局表示，一如長遠房屋策略所述，鑒於資助出售

單位作為公屋與私營房屋之間的緩衝，性質獨特，房委會需要

維持公屋與資助出售單位之間的互換性，並適時調節兩者的數

目，務求更適切地應對市況變動，配合市民的住屋需要。由於

綠置居由規劃中的公屋發展項目改成，而其目標群組亦與公屋

                                                 
11 政府在 2020 年 6 月 3 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03/P20200603003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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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群組相同，因此採用 "公屋 /綠置居供應目標 "的表述是恰
當的。此表述亦充分體現綠置居的 "一換一 "安排不會減少公屋供
應的客觀事實。 12 

 
收回公共租住房屋單位 

 
22.  鑒於已購買綠置居單位的公屋現居租戶會向房委會交

回其公屋單位，部分委員詢問房委會需要多少時間翻新現居租

戶騰出的公屋單位，以便有關的單位可供編配予公屋申請人。 

 
23.  政府當局表示，房委會在收回空置的公屋單位後，一般

會安排進行翻新工程。在翻新工程的訂單發出後，房委會會預

先編配單位予公屋申請人。若有關申請人初步接受所編配的公

屋單位，有關屋邨辦事處會待翻新工程完成後，盡快邀請申請

人辦理入伙手續。為密切監察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能否依時完

成，房委會已就此制訂工作流程時間表。房委會亦已制訂工作

主 要 成 效 指 標 ， 指 明 翻 新 空 置 單 位 平 均 所 需 的 目 標 時 間

應為 "不超逾 44 天 "。在 2016-2017 年度至 2018-2019 年度這 3 個
年度，翻新空置單位平均所需的時間為 42.6 個曆日。房委會會
不時檢討流程及工序，以期加快進行空置單位的翻新工程。 13 
 
 

最新發展  

 
24.  政府當局將於 2021 年 1 月 14 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向委員簡介 2020-2021 年度至 2024-2025 年度公營房屋建設
計劃。  
 

 

相關文件  

 
25.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1 年 1 月 11 日

                                                 
12  據政府當局所述，當公屋租戶購買綠置居單位後，需要交還他們原先居

住的公屋單位。這項 "一換一 "的安排不會減少公屋單位的供應。若綠置
居單位的買家為已通過詳細資格審查的公屋申請人，這會更早滿足他們

對自置居所的訴求，同時可把公屋資源分配予更有迫切需要的申請人。  
13 政府在 2020 年 5 月 13 日發出的新聞公報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5/13/P2020051300312.htm


 

 

 附錄 I 
 

香港房屋委員會公共租住房屋 /綠表置居計劃單位建屋量 
(2019-2020 – 2023-2024) 

 
(截至 2019 年 9 月的預測 ) 

 
 

完工年期 /

區域  
 

地區  公屋 /「綠置居」項目  
預計建成

單位數目  
各區預計建成

單位總數  

2019-20 
市區  觀塘區  秀明道  300 300 

深水埗區  

石硤尾邨第六期  1 100 

3 900 
西北九龍填海區6號地盤第一期  900 
白田第七期  1 000 
白田第八期  1 000 

黄大仙區  
東頭邨第八期  1 000 1 800 
黄大仙豐盛街  800 

擴展市區  沙田區  火炭  4 800 4 800 
新界區  

北區  
彩園路  1 100 2 100 
粉嶺第 49區  1 000 

 合共  13 000 
2020-21 
市區  東區  柴灣永泰道  800 800 

觀塘區  彩榮路  1 100 1 100 

深水埗區  
西北九龍填海區6號地盤第二期 1 400 2 500 
白田第十一期  1 100 

黄大仙區  鑽石山第一期  1 000 1 000 
新界區  大埔區  大埔頌雅路東  700 700 
 合共  6 100 
2021-22 
市區  東區  柴灣道 # 800 800 

深水埗區  西北九龍填海區6號地盤第三期 1 000 1 000 
擴展市區  葵青區  近荔景山路  500 500 
新界區  

屯門區  
屯門第 54區 3及 4號地盤 (東 ) 5 200 9 400 
屯門第 54區 1及 1A號地盤  4 200 

北區  
皇后山第一期  6 400 

8 900 皇后山第二期  1 200 
皇后山第五期  1 300 

 合共  20 700 
 



 

-  2  -  

 
完工年期 /

區域  
 

地區  公屋 /「綠置居」項目  
預計建成

單位數目  
各區預計建成

單位總數  

2022-23 
市區  深水埗區  白田第十期  900 900 

黄大仙區  鑽石山第二期  2 100 2 100 
擴展市區  

葵青區  
青衣青鴻路 # 2 900 

3 700 
麗祖路  800 

新界區  大埔區  大埔第 9區  6 700 6 700 
 合共  13 400 
2023-24 
市區  深水埗區  西北九龍填海區1號地盤 (東 ) 2 600 2 600 
擴展市區  

葵青區  

青康路北第一期  900 

2 500 
青康路北第二期  600 
新葵街  700 
大窩口道第二期  400 

離島區  
東涌第 99區  4 800 

10 000 
東涌第 100區  5 200 

新界區  
屯門區  

屯門顯發里  1 000 
2 500 屯門第 29區 (西 ) 1 000 

業旺路第一期  600 
北區  粉嶺第 36區第四期  800 800 

 合共  18 400 
 總數  71 700 

 
註：單位數目計至最近的百位整數。由於進位原因，數字相加結果可能不等於所列總數。  
#  ：「綠置居」項目  

 
 
 
 
 
 
 
 

 



 

 

附錄 II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相關文件一覽表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8 年 12 月 3 日  政府當局就 "2018-19 至 2022-23 年度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219/18-19(03)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推展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的挑戰和困難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219/18-19(04)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630/18-19 號文件 ) 
 
補充資料 

( 立 法 會 CB(1)515/18-19(01) 及
CB(1)758/18-19(01)號文件 ) 
 

房屋事務

委員會  
2019 年 12 月 2 日  政府當局就 "2019-20 至 2023-24 年度

公營房屋建設計劃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83/19-20(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544/19-20 號文件 ) 
 
補充資料  
(立法會 CB(1)410/19-20(01)號文件 )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81203cb1-219-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81203cb1-219-4-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81203.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51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8-19/chinese/panels/hg/papers/hgcb1-758-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91202cb1-183-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g/minutes/hg20191202.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9-20/chinese/panels/hg/papers/hg20191202cb1-410-1-c.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