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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199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4 October 1998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J.P.

朱幼麟議員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何世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 SAI-CHU,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承天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DWARD HO SING-TI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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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敏嘉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HO MUN-KA

何鍾泰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啟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EE KAI-MING, J.P.

李華明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吳清輝議員

PROF THE HONOURABLE NG CHING-FAI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夏佳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RONALD ARCULL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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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張永森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CHEUNG WING-SUM, J.P.

許長青議員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陸恭蕙議員

THE HONOURABLE CHRISTINE LOH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陳婉嫻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榮燦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WING-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智鴻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EONG CHE-HUNG, J.P.

梁劉柔芬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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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程介南議員

THE HONOURABLE GARY CHENG KAI-NAM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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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霍震霆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J.P.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J.P.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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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MRS ANSON CHAN,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MR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行政會議議員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 J.P.
MR DOMINIC WONG SHING-WAH,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生福利局局長霍羅兆貞女士， J.P.
MRS KATHERINE FOK LO SHIU-CHI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教育統籌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先生， J.P.
MR BOWEN LEUNG PO-WING, J.P.
SECRETARY FOR PLANNING, ENVIRONMENT AND 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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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鄺其志先生，G.B.S., J.P.
MR KWONG KI-CHI, G.B.S.,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庫務局局長俞宗怡女士， J.P.
MISS DENISE YUE CHUNG-YEE, J.P.
SECRETARY FOR THE TREASURY

經濟局局長葉澍 先生， J.P.
MR STEPHEN IP SHU-KWAN,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民政事務局局長盧鎰輝先生， J.P.
MR PETER LO YAT-FAI,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副秘書長羅錦生先生， J.P.
MR LAW KAM-SANG, J.P.,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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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PAPERS

下列文件乃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 法律公告編號

《1998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 ......... 324/98

《1998 年入境事務隊（指定地方）（修訂）令》 ... 325/98

《1998 年公眾 生及市政條例（公眾遊樂場地）

（修訂附表 4）（第 4 號）令》 ............ 326/98

Subsidiary Legislation L.N. No.

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 (Amendment)
Order 1998 ............................................... 324/98

Immigration Service (Designated Places) (Amendment)
Order 1998 ............................................... 325/98

Public Health and Municipal Services Ordinance (Public
Pleasure Grounds) (Amendment of Fourth Schedule)
(No. 4) Order 1998..................................... 326/98

提交文件

第 28 號 ─ 建造業訓練局

一九九七年度年報

第 29 號 ─ 地產代理監管局

一九九七 /九八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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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號 ─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年報

1997-98

第 31 號 ─ 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年報

第 32 號 ─ 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

一九九七至九八年度年報

第 33 號 ─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1997-98 年報

第 34 號 ─ 一九九八至九九年度第一季度

批准對核准開支預算作出修改的報告

公共財政條例：第 8 條

第 35 號 ─ 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一九九七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36 號 ─ 香港康體發展局年報

1997-98

第 37 號 ─ 臨時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年報

1997-1998

第 38 號 ─ 公司註冊處

1997-98 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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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sional Papers

No. 28 ─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in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1997

No. 29 ─ Estate Agents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1997/1998

No. 30 ─ Occupational Deafness Compensation Board
Annual Report 1997-98

No. 31 ─ Hong Kong Council on Smoking and Health
Annual Report 1997-1998

No. 32 ─ Sewage Services Trading Fund
Annual Report 1997-1998

No. 33 ─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Trading Fund
Annual Report 1997-98

No. 34 ─ Report of changes to the approved Estimates of
Expenditure approved during the first quarter of
1998-99
Public Finance Ordinance : Section 8

No. 35 ─ Report by the Trustee of the Prisoners' Education
Trust Fund for the period 1 April 1997 to 31 March 1998

No. 36 ─ Hong Kong Sports Development Board
Annual Report 1997-98

No. 37 ─ The Provisional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1997-1998

No. 38 ─ Companies Registry
Annual Report 1997-98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 11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而每項質詢平均約佔 15

分鐘。我想提醒各位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應盡量精簡，不提出多於一項

的問題。

第一項質詢。陳婉嫻議員。

前添馬艦土地用途

Use of Former Tamar Site

1. 陳婉嫻議員：主席，較早時政府以象徵式租金，將前添馬艦土地以兩年

短期合約形式，批予香港旅遊協會 (“旅協” )管理。就此，當局可否告知本

會：

(a) 以象徵式租金將前添馬艦土地租予旅協的用意為何；

(b) 是否知悉旅協有何計劃善用該幅土地，該等計劃有否包括容許商業

機構在該處承辦商業活動；及旅協會否規限該等商業機構所收取的

租金和費用上限；及

(c) 當局有否考慮批出本港其他土地，以增加吸引更多遊客的設施，例

如設立露天市場（如跳蚤市場）等？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政府於本年 3 月徵求有關前添馬艦基地短暫用途的建議，以便政府

評估該土地的最合適用途。經考慮徵求意向的結果，政府決定將這

幅地批予旅協，用作舉辦康樂、娛樂及旅遊為主的推廣活動，以推

廣旅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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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考慮到旅協是政府負責推廣旅遊的法定組織，是一個非牟利機

構，以及鑑於這幅地的用途將會有助推廣本地旅遊業，所以只向旅

協收取象徵式租金。

(b) 旅協在租約期內，將盡量利用前添馬艦基地舉辦各項推廣旅遊的活

動。除了由旅協直接舉辦及和個別機構協辦外，旅協亦歡迎本地及

海外的機構及團體，包括商營機構，申請租用該地點舉辦推廣旅遊

活動。旅協會監察活動的內容及質素，確保達致推廣旅遊的目的。

除了 8 月底旅協所舉辦的“與星同遊 98 大匯演”及在 10 月、 11

月與新城電台合辦的“動感新城　香港旅程”的活動外，已有 5 間

機構會在未來 4 個月在前添馬艦基地舉辦活動，同時亦有其他機構

表示有興趣在今年或明年在該處舉辦活動。

租金水平方面，旅協會向商業活動租用者收取日租 35,000 元或總

收益的 8%（以較高者為準），非牟利活動租用者日租則為 1 萬元。

這個租金水平已考慮到旅協須投資 1,200 至 1,400 萬元於前添馬艦

基地裝置基本設施，進行改善工程及場地管理。旅協會因應特殊的

情況和需要，在租金方面作出調整。至於商業活動租用者向其他分

租者所收取的租金水平，旅協認為應由市場供求自行調節。

(c) 當局會積極考慮各項有關推廣旅遊的建議，包括考慮批出合適土

地，以增加吸引更多遊客的設施，例如設立露天市場。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對於經濟局局長所作的答覆，我感到很奇怪。為甚麼經濟局局

長今天作答時，只是回答了我質詢的一部分？我質詢的第一部分是問，政府

以象徵式租金將前添馬艦基地租予旅遊協會的用意為何？局長的答覆只是說

須為前添馬艦基地尋找一些合適的用途，但就業專責委員會在今年 7 月 9 日

卻表示作為一項刺激經濟、創造就業的措施，政府會將前添馬鑑基地作為跳

蚤市場，以提供 3 200 個職位。我想問一問是否不同的政府部門會有不同的

答覆，還是整個政府對於在當前須幫助復甦香港經濟及創造就業的情況，可

以有不同的演繹？我很希望政府清楚地告訴我，專責委員會在 7 月 9 日說的

是甚麼，以及前添馬艦基地能夠提供 3 000 個職位又是甚麼。我希望局長能

夠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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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想這兩件事是沒有衝突的。陳議員可以看見王局長坐

了在我的隔鄰，他稍後會就我的答案作出補充，因為我會多說一些關於旅遊

方面的事宜。對於陳議員剛才提及 7 月 9 日的會議，以及有關就業方面的情

況，王局長應該比較清楚，而兩件事其實是完全沒有衝突的。當然，旅協是

負責舉辦推廣旅遊的活動，但陳議員剛才所說的 3 200 個職位，意思是在利

用前添馬鑑基地舉辦一些推廣旅遊活動的同時，亦可以創造就業機會，我相

信陳議員是很清楚這一點的，例如現在旅協與新城電台、社聯合辦的自由搞

作市場等的活動，是可以創造就業機會的。當然，我們現在談論的，是未來

22 個月的情況。我剛才也解釋了將會舉辦一連串的活動，主要目的是推廣旅

遊，但在推廣旅遊之餘，也可以創造很多就業機會。主席，請容許王局長作

出補充。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想補充一點，那便是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就業專

責小組，主要的職責當然是統籌政府內有關決策局或部門的工作，讓他們在

推行措施時可以創造新職位。舉例來說，把前添馬艦基地用作旅遊用途，是

可以創造新職位，所以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專責小組當然會認為這是有積極

的作用，亦會將之包括在一系列的措施之內。至於其他的例子，例如加快基

建的步伐，也會提早帶來新職位，因此當然亦是包括在措施之內。此外，我

們亦希望盡快在有關的學校進行維修工程，這除了是考慮到教育方面的因素

外，實際上還是為了創造數千個新職位。有鑑於此，這亦是理所當然地包括

了在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就業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內。

主席：陳議員，你是想跟進還是想再輪候？

陳婉嫻議員：我是想跟進我的補充質詢的。不知主席是容許我現在提問，還

是會在稍後才讓我發問？

主席：局長剛才已回答了你的補充質詢，你稍後可再輪候發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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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好的。

主席：陳智思議員。

陳智思議員：主席，我剛才聽到葉局長說設立跳蚤市場可以推廣香港的旅遊

業。我想問一問局長，是否知道於上星期第一次舉辦的跳蚤市場前往該處的

七千多人中，有多少是本地人，多少是遊客？如果遊客所佔比例較多的話，

我想請問是以甚麼形式在海外宣傳這個跳蚤市場的？是否說香港現在是

“平、靚、正”，有很多東西可以選購？我想知道跳蚤市場是否真的可以推

動香港的旅遊業？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很感謝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我相信各位議員旅遊的機會比我

多，應該比我更清楚有關情況。跳蚤市場是否有作用，我想應該是見仁見智。

不過，我相信遊客亦覺得香港是一個有多種選擇的地方，即是說如果要買名

牌，可以有大型百貨公司，但亦有跳蚤市場，讓遊客可以選購一些手工藝品，

或是比較平價的東西。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讓遊客有多方面的選擇。香港其

實不是沒有跳蚤市場的，大家都知道例如在黃金海岸、錦 花園、元朗等，

均設有跳蚤市場，由私人經營，而且是辦得很好，有數百個攤位，也有數萬

人前往，這足以證明跳蚤市場是很受歡迎的。就回應陳議員剛才提出的補充

質詢來說，上星期天的跳蚤市場，由於是第一次舉辦，根據旅協的數字，那

七千多人中約有 10%是遊客。至於推廣工作，因為這一次舉辦得比較匆忙，

所以只是在機場及酒店派發一些中、英、日文的單張，而酒店業協會亦提供

了很大的幫忙。總的來說，我們的對象主要是遊客。

主席：陳榮燦議員。

陳榮燦議員：勞工界的議員原先希望可把前添馬艦基地闢作跳蚤市場，以解

決部分失業人士的問題，但目前卻是給了旅協籌辦。我們知道旅協在籌辦跳

蚤市場方面是比較吃力，因為這並非它的專長。我想請問，政府會否改變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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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單一由旅協負責籌劃前添馬艦基地的安排，改為諸如由政府與旅協、工會

人士及商界（特別是小商販）合作，一起籌劃前添馬艦基地的用途？我想這

對於解決失業問題應是更有好處的。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謝謝陳議員諒解到旅協在籌辦跳蚤市場方面並沒有專長。旅協

的主要工作其實是推廣旅遊活動，邀請有興趣的機構　─　不論是商業或非

牟利機構　─　參與，而現在舉辦活動的新城電台、社聯等便是一個例子。

剛才陳議員提到工會或其他機構，我們當然很歡迎他們申請。如果我們只是

說前添馬艦的基地，有關的租約只是到 2000 年 6 月 30 日為止，即大約還有

22 個月。我剛才說過其實是有一系列節目正在安排中，例如工展會、手工藝

活動、手工藝及食品節、民間藝術表演等，其中很多會涉及很多攤檔，亦有

一些晚會須搭建一些舞台或清除一些舞台的。因此，不論在運輸、保安等方

面，當然是會創造就業機會。不過，我想強調一點，那便是旅協只是負責管

理及確保這些活動的質素，可以符合旅協的要求，即可以推動旅遊業。當然，

我剛才已解釋過，在舉辦這些活動的同時，亦可以創造就業機會。我希望各

方面可與旅協接觸。

主席：陳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

陳榮燦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工會可以申請，但我們不是這個意思，而是

說工會、商界人士，以及政府一起推動這幅用地的用途。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認為我已回答了陳議員的補充質詢。工會或其他商業

機構推動那幅用地的用途時，除了可以達到推動旅遊的目的，還可創造就業

機會。我剛才已說過，如果工會或其他機構就如何運用該幅用地，或用以舉

辦何種活動方面有任何建議，歡迎他們與旅協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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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以這麼便宜的租金租出這幅地王，差不多可以說是“賣

大包”了。政府當然是有數個目標。我想請問局長，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局

長的評估是怎樣？是否已經做到“旺丁、旺財及旺就業”？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要我現在作出評估是言之過早。有關“旺丁”這一點，我們舉

辦了“與星同遊”的音樂之旅節目，有數千名東南亞各地的旅客參加，可以

說是相當成功了。如果說到就業，新城電台這項活動是第一次舉辦的，而我

剛才已經說過一些攤檔的經營者，是某些議員幫我們選出來的。這項活動，

最少也讓一些人士有機會嘗試創業。我們在談論的是 22 個月的時間，現在

只是一個開始，亦有很多機構表示有興趣參與。剛才劉議員說象徵式批地，

我不想給大家一個錯覺，以為旅協利用這幅地賺錢，這絕對是不對的。我相

信大家都很清楚，這幅地是甚麼也沒有的，如果要舉辦剛才所說的那些攤檔

活動，在水、電、保安、管理、保險等方面，其實是有很多工夫要做的。因

此，在未來 22 個月裏，旅協實在須花上大約 1,200 至 1,400 萬元。至於收

益，大家剛才聽來可能是覺得很多，每天 1 萬元，但如果真的算一算，由於

並非每天都有活動，所以就租金而言，我想這段期間可收到的大約是五百多

萬元而已。此外，眾所周知，舉辦活動通常須為攤檔經營者提供停車設施，

而食物方面也須顧及。即使包括泊車及停車設施在內，按旅協估計，他們只

能收回支出的約七成多，所以旅協絕對並非以此謀利的。對於劉議員要求我

作出評估，我希望劉議員同意現時只是第一個項目，我希望稍後在其他場

合，例如在經濟事務委員會上，可向議員作出匯報。

主席：這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正如剛才兩位局長所說，使用前添馬艦的基地，是為了

應付我們未來的經濟困難，為了刺激經濟、刺激旅遊、創造就業機會。前添

馬艦基地的擬議用途可以說是經過多番兜兜轉轉，最初是珍寶墟，但由於是

將之當作一門生意，收取 3 萬元租金，反應不甚熱烈，於是收回，現在又轉

交旅協處理。正如陳榮燦議員說，旅協是做得很吃力，而這一點政府也是知

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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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是，面對這些情況，我們是可以預見前景

的。現在走了一段日子，已大費周折，我們還須陸續面對困難，政府將如何

做才能達到原來幫助就業、刺激經濟、刺激旅遊的目標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陳議員的補充質詢是如何利用這幅土地推廣旅

遊，解決就業問題。事實上，我剛才已在嘗試回答。目前新城電台舉辦的“動

感新城，香港旅程”是包括了藝墟、自由搞作市場等各項活動；這正正已是

創造就業的一部分，雖然仍未算是全部，但也提供了一些就業機會。我希望

陳議員稍為忍耐，因為我們接 會有一系列的節目，可以肯定的說，每個節

目都會創造就業機會，因為無論是運輸、保安、主理攤位、飲食等各方面，

都須有工作人員。我相信大家會同意，前添馬艦用地並不可完全解決所有失

業問題，這只可提供助力，推動旅遊，從而創造就業機會。在這個過程中，

旅協會盡量確保活動的質素及內容。

陳婉嫻議員：主席，對不起，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即如何能夠達

到目標。我剛才已指出了那 3 項目標，至於創造 3 200 個職位，局長是否有

一個時間表？是否還要等兩年，再次失敗後才打算呢？這只會拖延了經濟復

甦。我詢問局長的是目標，看看他是否可以提出一個時間表。前兩次都沒有

成功，現在應如何是好？

主席：陳議員，我理解你認為經濟局局長並沒有回答你的補充質詢，但我覺

得局長在回答多項補充質詢時，反覆都是提供同一答案；而且，在這項質詢

上，我們已用了二十多分鐘的時間。因此，我現在作出裁決，希望各位議員

循其他渠道跟進這項質詢。

　　第二項質詢。劉皇發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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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工業用途土地的短期租約

Short Term Tenancies of Land for Industrial Undertakings

2. 劉皇發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現時政府以短期租約形式將新界土地出租作小型工業用途的個案數

目為何；

(b) 釐定該等用地的租金的準則為何；及

(c) 在過去 5 年，該等用地以每平方米計的每年租金平均增幅為何？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現時以短期租約形式將新界的政府土地出租作小型工業用途的個

案有 459 宗，這些用途包括船隻或船舶建造／修理、汽車維修廠、

玻璃廠和鑄鐵廠等。

(b) 當局通過公開投標、直接批地或藉 把政府土地上的暫准搭建物納

入規範，批出上述短期租約。以公開投標批出的租約而言，租金以

中標者投標書內的出價為準。就直接批地而言，租金為當時的市值

租金，而有關用地的地點、用途、暫准搭建物和租約年期等因素都

在考慮之列。除非投標書或直接批地時另有規定，否則，所有該等

短期租約的租金每 3 年檢討一次，新租金將反映屆時的市值租金。

就納入規範的方法而言，地政總署按各幅用地的地點和用地上的暫

准搭建物，釐定各區不同類別用地的標準租金。標準租金是根據十

足市值評估，並參考類似用地在過去 12 至 24 個月的投標結果。在

釐定租約生效時適用於有關用地的租金時，用地的大小、用途和特

質都在考慮之列。同時，該項租金亦每 3 年檢討一次。例如，在 1997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現行標準租金便是按 1995 年年初至 1996 年年初

期間的市值租金評估而釐定的。下一次的檢討將於 1999 年進行，

新租金將於 2000 年年初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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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根據投標結果或直接批地的租金評估值所釐定的租金，是反映有關

用地的市值租金。由於地點、用途、暫准搭建物和租約年期等有所

不同，因此，為這些類別的短期租約提供每年租金的整體平均增

幅，意義不大。

根據標準租金而釐定的租金，在過去 5 年來，亦同樣因應有關用地

的地點、大小、用途和暫准搭建物等因素而作出改變。從 1993 年

至現在，增幅約為 57%至 63%，每年平均增幅約為 12%至 13%。

主席：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主席，政府經常強調援助中、小型企業的重要性。在現時經濟

不景的情況下，政府會否主動調低現時的租金，好讓租戶可以度過經濟難關？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當然樂意盡一切努力，協助出現困難的團

體、市民或行業。不過，我剛才在主要答覆中已解釋過，我們現時所採用的

標準租金，是按 1995 年至 1996 年時的市值租金釐定的。換言之，現時的租

金已是數年前較便宜的標準，而我們亦會每 3 年檢討租金一次。我們將於明

年（即距今數月後）進行檢討，屆時定必把現時的市場情況列入考慮之列。

地政總署現已開始搜集有關的數據了。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在主要答覆 (b)部分的末段說，1997 年 4 月 1 日生效

的租金，是按 95 年年初至 96 年年初的租金作出評估，但兩者之間可以說是

相距了 13 個月，那麼 97 年 4 月 1 日的租金又怎可能按 13 個月以前的市場租

金而釐定？我想請問政府，為何現時很多廠家的租約到期後，政府在新租約

中所訂的租金還是處於一個很高的水平？那是否因為在 97年 4月 1日定出市

值後，到了 98 年還是按照該租金標準出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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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也覺得這個系統有須改善的地方。正如田議

員說，在 96 年年初取得的數據，要在約 1 年後才實施新的租金水平，的確

是不太理想，所以我已經與地政總署署長商討，看看可否縮短其間的時間，

使租金的調整可以更快地反映出當時的情況。不過，我並不同意田議員的觀

點，因為如果現時調整 1997 年的租金，其間可能有所改變，但因為 1997 年

的租金是適用至 2000 年，而在 2000 年的租約完結之前便要進行檢討，所以

檢討便會在 1999 年進行。我只想說 1995 年至 1996 年的租金，是較 1997 年

時所實施的市值租金便宜，所以一開始的租金已是較市值為低。如果現時要

進行檢討，1997 年年底至 1998 年年初的數個月是高峰期，而現時的租金已

下跌；如果在 1999 年檢討數據，應會較對上一個年度的平均租值便宜。不

過，這是比較抽象，我們要待搜集數據後才知道。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有關田北俊議員的補充質詢，以 1995-96 年作為基礎來

釐定 1997 年 4 月 1 日開始的租金，那租金自然比 97 年便宜。到了 98 年，租

金全面滑落，即使是工廠大 的租金也滑落，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也沒

有考慮減租。我曾參與北區廠商會的一個個案，我相信局長也是知道的；我

希望局長在上京前，能把有關短期租約和短期豁免書費用的問題處理好。

主席：黃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黃宏發議員：我們下星期三會就有關個案舉行會議，但政府在之前已說正在

檢討中，以及在考慮他們的要求，不知這檢討是否已經完成？是否可能在

2000 年，即在 1999 年進行檢討前，考慮減低租金和牌費？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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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黃議員所說是對的，因為地政總署收到了新界

北區廠商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現時的工業租值普遍是下降了。地政總署

現正研究這份報告，預算會在下星期安排與該會的有關委員會商討。到現時

為止，我仍未收到地政總署就該份報告所作的檢討結果。不過整體來說，我

們會審慎處理這件事，但大家也不要忘記，這租值很多時候會成為了承租人

和政府之間的合約，所以我們要考慮合約中所提出的條件和市場的情況。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不知道有否聽錯了局長剛才在回答劉皇發議員的補

充質詢時所作的答覆。他說在 97年評估租金時，會按 95至 97年的租值釐定，

所以租金實際上已是較便宜的了。這是基於租值不斷上升的假設，但大家也

知道，現時的情況不是滑落而是暴跌。我想請問局長，當他衡量市值租金時，

為甚麼不以當時的市值租金來釐定，而是一定要追回兩年前的租金作為標

準？當時的市值租金與現時的租金可能根本無法相比，也可能是高出很多

的。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覺得議員過分集中於某一方面提出補

充質詢。我在主要答覆中已經說過，我們是有 3 個方法批出短期租約的，而

其中一個便是投標方式，以投標人提出的租金為準，所以這些租金是大家

“你情我願”的，是他們投出來的價值，不是政府強迫的。

剛才我說到，97 年 4 月 1 日生效的租金是標準租金，而所謂標準租金是

指沒有經過投標，是我們直接批地或把暫准搭建物納入規範，故須有一個平

均租值。既然不是投標，我們在批出時便須採用標準租值。從公開投標所收

取的租金，是視乎投標人出價多少而定；如果現時有一塊地公開投標，而投

標人所出的租值是低的話，我們是會接受這個價值為市場的租值的。最大的

問題是，標準租金每 3 年便得調整一次，但在未經投標的情況下，我們將如

何評估市價呢？如果每天更改、每天檢討，這也不是辦法，所以便要按每年

公開招標所得的平均市值，引進一個標準租金制度。另一方面，在調整租金

時是設有一個機制，讓租戶可提出反辯，申請上訴，要求調整租金的。在這

方面，地政總署會就個別情況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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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劉皇發議員。

劉皇發議員：主席，如果租戶不滿意現時的加租幅度，現行政策是否有反對

加租的機制；若有，程序為何，是否有獨立人士參與呢？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事實上是有的。如果租戶認為租金不能反映當

時的市場價值，或不能反映他所擁有的土地的價值，他可以這個理由提出申

訴，而有關的程序是很簡單的。租戶只須列舉理由交予地政總署，地政總署

便會處理他的個案。至於平均需時多久，則視乎個案的複雜程度，通常在 1

至 6 個月內便可完成整個個案。

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有些是招標、有些是暫准搭建物，所以便定

出一個標準租金，這一切都是有法律效力，所以不能隨便更改的。不過，我

記得本會最近有一項議案，提出要“一刀切”將政府街市、市場的租金減 30%

至 50%。當時我在發言中提出連土地也應計算在內，這點是很明顯的。街市

可以是公開招標投攤位，也可以是有限度招標投攤位，更可能是在以前的招

標中已投得攤位，只是現時租金加至某一程度而已。既然兩個市政局可以這

樣做，房屋委員會也可以這樣做，為甚麼地政總署卻不能呢？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當然不方便在此解釋房屋委員會或兩個市政

局在處理租金上的安排，但在我們這一方面，我們是不單止租出土地作工業

用途，還有很多其他的土地管理方法；如果整個機制有所改變，我們須衡量

後果會是怎樣。政府並不只是租出數百塊土地作工業用途，還有其他許多是

這項質詢所涉及範圍以外的短期租約，包括商業甚至私人住宅用途，所以從

整個情況來看，我們認為目前每 3 年檢討一次的機制是較好的方法，可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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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租值盡量接近市值。我剛才也說過，檢討搜集所得的數據要在 1 年後

才使用，時間可能是過長。我們會研究怎樣可以縮短這時間，使經檢討的市

值更能反映當時的租值。我希望我們可以在這方面有所改善。

主席：第三項質詢。梁耀忠議員。

職位空缺

Job Vacancies

3.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年 6 月初，政府估計勞工市場在未來一年半內將

有最少 10 萬個職位空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該等職位按學歷要求的分類；

(b) 是否知悉有否足夠合資格的香港居民擔任新的專業、管理、行政或

督導等職位；及

(c) 在該等職位中，至今已開設的職位數目及已完成招聘的數目；及該

等職位的開設及招聘進度與當局當初預計的進度比較如何？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根據政府在 1998 年 5 月所作的評估，1999 年年底

或之前，勞工市場將有大約 10 萬個新職位，這些職位大部分是由於政府推

行主要政策措施和進行大型基建或其他工程而產生，部分則是因應公務員架

構的需要而開設。這 10 萬個職位包括預計在 1999 年 3 月 31 日前填補的大

約　　 11 000 個公務員職位，以及由受公帑資助的機構和私營機構提供的大

約 89 000 個其他職位。

    在這段期間，上述職位空缺在勞工市場進行招聘的確實時間，須視乎不

同行業內個別僱主的需要而定。

    在本年年底或之前，政府會根據 1998 年施政報告公布的新措施和基建

工程，修訂有關的評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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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這些背景資料，現逐一回覆上述質詢：

(a) 在 89 000 個非政府職位當中，約有 18 000 個屬於專業、管理、行

政或督導職位，餘下的 71 000 個是操作工人／文書和輔助人員職

位。

(b) 我們未有詳細評估個別職位的學歷要求，因為這主要視乎勞工市場

當時的供求情況及有關僱主的特別要求而定。然而，我們預期，這

些學歷要求應與現時的情況相距不遠。舉例來說，操作人員的職位

會要求工人受過必要的訓練，而管理階層的職位應吸引具備專上程

度或大學學歷的人士申請。正如現時的情況一樣，我們預期絕大部

分新職位可由本地求職者填補。

(c) 根據最新資料，截至 1998 年 9 月中，已開設的新職位約有 15 000

個，其中包括大約 3 000 個公務員職位和大約 12 000 個非政府職

位。

在受公帑資助的機構和私營機構中，新職位產生的速度與我們較早

前的評估基本上 合，即在 89 000 個非政府職位當中，約有 33 000

個會在本年年底或之前開設。至於公務員職位方面，填補公務員職

位空缺的進度，與去年同期的情況大致相若。

主席：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在回答時表示在 89 000 個非政府職位中，有

18 000 個屬於專業職位，餘下的 71 000 個是屬於操作工人、文書和輔助文

員職位，局長亦提到在這 71 000 個職位中，大部分是要求工人受過必要的訓

練，專業職位更要求申請者具備高等教育水平。在目前 5%的失業率中，大部

分失業者都屬於基層人士，他們的文化和技術水平也偏低，因此，這 89 000

個非政府職位對大部分的失業者來說是幫助不大的。請問局長會否有其他更

好的方法，或會否創造更多職位，以解決這部分失業者的問題？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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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實際上，政府正密切留意這些新增職位所屬的範疇，

以及怎樣能令本地求職者填補這些職位。相信大家也清楚知道，由現時至未

來的一、兩年，很多職位都是涉及政府的大型基建。近數月，政府已不斷與

建造業訓練局商討有關的措施，例如，明年的培訓名額將會增至 2 萬名，在

今年的施政報告，亦公布政府將會注資 5 億元予再培訓局，而再培訓局亦會

因應市場的需要，向須轉業的人士提供培訓，希望能填補市場上不斷出現的

新職位。

主席：梁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主席，剛才局長只回答怎樣培訓工人，但我的補充質詢是，政

府有否考慮怎樣創造新職位予一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基層失業者？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創造新職位的問題，當然是與原有的質詢有點

不同，我認為應從兩方面說明。第一方面，我已在主要答覆中作出回應，便

是我們會在今年年底前，根據 1998 年施政報告所公布的新措施而進行全面

評估；第二，政府已成立了由財政司司長領導的就業專責小組，小組每月開

會一次，不斷檢討是否須推出新措施，包括在某些情況下創造一些臨時職

位，以紓緩現時的情況。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主席，在主要答覆的 (b)段中，政府提及未有詳細評估個別職位

的學歷要求，因為這主要視乎當時勞工市場的供求情況而定。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會否作出一個準確的評估，確保這 10 萬個職位在推出時，不會再出現

錯配   ─   即縱使有工作，也沒有人做   ─   的情況？主席，我知道政府已

撥款予再培訓局和職業訓練局，但並不等於錯配的情況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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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這 10 萬個職位中，有 89 000 個是屬於受公帑資

助的機構和私營機構，對於這些涉及多方範疇和多間公司的龐大數目的職

位，我們當然不能就每個職位作詳細的評估。有關個別職位的學歷要求，基

本上是由僱主因應勞工市場而決定。在任何一段時間，僱主都會因應不同環

境的改變而作出不同的決定。正如我剛才提及，這些職位大部分涉及大型基

建，所以我們會就這些基建所需的人手，透過與行業和工會的聯繫，透過建

造業訓練局的訓練，盡量提供更多受訓的工人。具體的供求情況始終是要視

乎當時的環境，包括僱主的要求和僱員的理想而定。因此，在這宏觀的評估

內，是難以達到這麼細緻的結果。

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主席，請問政府在未來的 89 000 個職位中，會否考慮在同等學

歷的情況下，優先錄取失業時間較長的人士，或那些已在領取綜援的人士，

使失業問題盡快可以解決？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這 89 000 個職位都是屬於受政府資助或私營機構，

基本上，聘用條件是由這些機構決定。當然，政府亦會透過其他渠道，盡量

幫助失業者成功轉業，或幫助他們在培訓後，成功投身新的職位。

主席：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主席，在 10 萬個職位中，有 89 000 個是屬於資助或私營機構，

而其中七成半，即六萬七千多個是臨時職位，平均只聘用 25 個月。請問政府，

在現時經濟環境持續不景下，怎樣能定期跟進，以及保證在明年年底前成功

開設這 10 萬個職位，特別是這些臨時職位，而不會因為經濟環境差，不開設

所有職位，以致不能真正解決失業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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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剛才的主要答覆已表示，該 10 萬個新職位是

由於政府推行主要政策措施和大型基建以及其他工程而產生的。這些政策措

施和大型基建是不會改變的，換言之，我們有信心這些職位是會開設的。再

者，我在主要答覆中亦表示，現時約有 15 000 個職位已開設，政府預算在

今年年底前，可能會再開設 33 000 個職位，這與我們最初的評估差不多，

而在今年內，政府會再作出新的評估。

主席：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我並不是不相信政府會開展大型基建工程，而只是根據就業專

責小組所提供的資料，在其他行業，例如旅遊業、電訊專業等也有很多臨時

職位。我的補充質詢是，政府怎樣能確立和採用甚麼條件或機制，以肯定能

最少開設六萬多個臨時職位，而聘用期最少能達 25 個月？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這些臨時職位是要配合基建工程的，如果工程需時

兩年，那麼工人便要工作兩年。據政府估計，剛才鄭議員提及的 6 萬至 7 萬

個職位的臨時聘用期，平均是兩年半至 3年。這些臨時職位的數目和聘用期，

是根據我們可以掌握的政府基建的個別工程而釐定。隨 我們不斷檢討工程

的進度，亦因政府有足夠資源開展工程，政府有信心這些職位和聘用期，與

我們的預計不會相差太遠。無論如何，政府會在今年年底前作出最新評估。

主席：第四項質詢。楊耀忠議員。

學生使用暴力

Use of Violence by Students

4. 楊耀忠議員：主席，據報道，一所實用中學近日接連發生學生涉嫌使用

暴力事件，其中包括一名學生因遲到受責而毆打校長，以及另外兩名學生為

追討欠款而侵犯一名同校學生的身體。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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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過去 3 年，當局共接獲多少宗有關學生在校園內外使用暴力的個案

報告，當中有多少宗涉及對校長或教師使用暴力；

(b) 有否評估是否有需要加強現時對實用中學的支援（例如提供社會工

作者或心理輔導專家）；及

(c) 如何確保教師的人身安全及紓解他們可能被學生襲擊的心理恐懼？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有關校園內外的紀律問題，包括使用暴力的個案，教育署沒有全面

的統計資料。一般情況下，學校會自行處理違規事件及決定是否向

教育署報告。根據教育署紀錄，由 1995-96 學年起，至本年 10 月 5

日止，接獲有關學生在校園內外使用暴力的個案報告一共有 60宗，

其中涉及對校長或教師使用暴力的共 9 宗。

暴力的定義包括：打架、欺凌其他同學和傷害他人身體等。

(b) 教育署為實用中學提供的支援，較普通中學為多。例如，實用中學

中一至中三的每班標準人數為 30 人 (普通中學為 40 人），教師與

班級比例為每班有 1.5 名教師 (普通中學為 1.3 名），社會工作者

與學生的一般比例為 1：100(普通學校一般為 1： 2000）。此外，

實用中學辦學團體每辦 30 特殊教育班，可聘 1 名教育心理學家；

而普通學校的辦學團體，平均每辦 380 班，才能聘用 1 名教育心理

學家。

教育署心理輔導服務組亦為實用中學提供經常和緊急的服務，包括

個案處理、個案研討及教師培訓等。

因此，我們認為現時對實用中學的支援大致足夠。

(c) 根據教育署的瞭解，學生在校園內外使用暴力的個案並非經常發

生，教育署也沒有接獲個別校長或教師要求加強保護人身安全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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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心理輔導。如有需要，教育署心理輔導服務組的教育心理學家，

可向校長和教師提供協助。

除了傳授知識以外，教師還須處理學生的違規行為和情緒問題，以

及輔導他們的成長。教師入職前的培訓，包括有如何應付和處理這

些問題的技巧。同時，教育署亦有為在職教師舉辦針對學生紀律行

為的講座、研討會、工作坊及外展訓練等，以加強他們處理學生輔

導及訓育的能力。

主席：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每辦 30 特殊教育班，便可聘請一

名教育心理學家。事實上，我們知道絕大部分實用中學只有 15 班，但卻不能

聘請半名教育心理學家。換而言之，有否這類實用中學實際上聘請到教育心

理學家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主要答覆 (b)部分是說實用中學辦學團體每辦 30

特殊教育班，即如果辦學團體開辦超過一所實用中學，有 30 班特殊教育班，

便可以聘請一名教育心理學家。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有實用中學，包括最

近報章報道的那所實用中學，是透過辦學團體開辦特殊教育班而聘請到教育

心理學家的。

主席：楊議員，你哪一部分的補充質詢未獲局長答覆？

楊耀忠議員：主席，在這方面，據我所知，基本上並沒有一個辦學團體會開

辦兩所學校，換而言之，是沒有學校能聘請得到教育心理學家的。不知道教

育統籌局局長能否舉出具體的例子？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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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很樂意日後在教育事務委員會上提供更多資料。

不過，我手邊的資料顯示，馬鞍山那實用中學的辦學團體因開辦不單止一所

學校而事實上是聘請了教育心理學家的。因此，我很樂意稍後在教育事務委

員會上提供詳細資料，告知各位哪些辦學團體和學校聘請了教育心理學家。

主席：張文光議員。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在主要答覆中認為對實用中學的支援已大致足夠，

但這只不過是理論而已。以最近發生事故的那所新辦的實用中學為例，在開

學時，電腦室沒有電腦、工藝室沒有機器、家政室沒有煮食爐和衣車、籃球

場沒有籃球架、校園甚至連安全網欄還未安裝妥當便開學。一所“百無”的

實用中學對一群頑皮的學生，根本毫不實用。請問政府這是否算是貨不對辦？

政府如何協助那所實用中學，令它更為實用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有關那所實用中學的校舍及一些設施，例如電腦等

仍未裝置妥當的問題，基本上是由於那所學校在今年 8、9 月才開辦。不過，

很多謝張議員的提問，教育署現正跟進這事，同時亦已經與建築署聯絡，我

們會在短期內盡快改善那所學校的有關設施。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剛才張議員提到的那所實用中學發生事故，主因是否學

生較為頑皮？我想跟進的是，主要答覆提到由 95-96 學年至目前為止，共有

60 宗校園內外的暴力個案。請問在這 60 宗個案中，實用中學的學生是否佔

大多數？是否由於這些個案有報案，所以才有紀錄？如果沒有報案的話，是

否無法就校園內外的暴力事件作出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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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這 60 宗暴力事件中，在實用中學發生的其實只

有 1 宗，亦是最近的一宗，其餘大約有 30 宗是發生在主要收錄較多學業成

績較差的學生的學校。正如我在主要答覆所說，很多時候學校會自行處理違

規事件，包括涉及暴力的事件。校方在處理事件後，會自行決定是否向教育

署報告，所以教育署的確沒有全面的統計資料。我們所提到的 60 宗個案，

只是學校向我們報告的個案。不過，我在主要答覆中已提過，我們會因應學

校的不同情況處理，例如在教員、社會工作者和心理輔導方面，與普通中學

比較，我們的確向實用中學提供較多支援。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有關主要答覆 (b)部分的數字問題。我們獲悉

實用中學的每班人數較普通中學大約少 20%，而老師則大約多 20%，社工則多

了二十倍，換而言之，在百分比方面總有不妥善之處。局長會否覺得普通學

校的社工真的太少，比例是 1：2 000，而實用中學則是 1：100，可見實用中

學的社工數目多出了很多倍？請問局長會否覺得普通學校的社工事實上真的

太少？請問能否增加一些社工呢？至於教育心理學家，每 30 班可聘請一名，

實際上是亦可聘請半名的，因為據我所知，很多時候學校只有半名社工。

主席：何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問及在普通中學裏是否應該增加社工比

例？

何世柱議員：主席，問題主要是根據數字顯示，百分比好像不很妥善。我覺

得實用中學可能有足夠社工，但相比起來，普通中學便很不足夠了。請問局

長的看法是否這樣？

主席：請局長精簡地回答，這似乎是另一項補充質詢。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會精簡地回答。很多教育界和社會福利界人士都

向政府要求提高學校社會工作者對學生的一般比例。我們會在一般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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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每年的資源和規劃方面加以考慮。

主席：何秀蘭議員。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首先希望大家有一個共識，便是實用中學的學生並非

特別頑劣，他們可能只是考試成績沒有那麼好，不能在文法學校就讀而已。

　　我的補充質詢是，剛才何世柱議員提到實用中學和普通中學的教育心理

學家輔導比例相差那麼遠，請問究竟教育署在釐定這個比例時，目的是希望

輔導學生的情緒，還是輔導他們學習？是否因為實用中學的學生在公開考試

的成績較差，所以覺得有需要提高比例？此外，主要答覆 (c)部分提到對實用

中學的教師有特別的培訓。其實剛才局長回答時說，在 60 宗暴力個案中，普

通中學佔了大部分，那麼請問對普通中學的教師又有否任何支援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完全同意不希望因今天這項質詢而對實用中學起

了標籤作用。實用中學主要是收錄那些對正規文法課程不大感興趣的學生，

他們喜歡較為實際的課程。

　　有關社會工作者與學生的一般比例，當然須視乎學校的環境而定。我在

主要答覆中提到，普通學校的比例為 1：2 000，但如果這些學校所收錄的學

生學業成績較差，比例便會改為 1：1 000。基於同樣理由，我們覺得實用中

學可能在這方面所遇到的問題較大，所以那比例便會較高。至於主要答覆 (c)

部分有關師資培訓方面，其實所有教師都可以參加有關的講座、研討會、工

作坊及外展訓練等。

主席：何議員，局長是否沒有回答你部分的補充質詢？

何秀蘭議員：主席，我想作出簡短的跟進質詢。究竟教育心理學家是輔導學

生的情緒，還是輔導他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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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議員，這是你最初提出的補充質詢中的一部分。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顧名思義，教育心理學家基本上是輔導學生的情緒

和心理。他們當然受過專業訓練，包括有關教育方面的訓練。

主席：楊森議員。

楊森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局長剛才提到的那所在 8、9 月才開辦的學校的問

題。屋宇署有規定樓宇在入伙時必須符合基本的設備條件，但據剛才張文光

議員的說法和局長的答覆，電腦室沒有電腦、家政室沒有廚具，教育署不是

應該在基本設施齊備後，才讓那所學校開課嗎？這是否顯示政府對實用中學

的支援其實並不足夠？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很多學校在剛開課時，部分設施可能未能即時配合

得到。正如我剛才所說，教育署已經與有關部門跟進。我很樂意就這宗個別

個案，日後向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作詳盡匯報。

主席：各位議員，還有很多議員想就這項質詢作出跟進，但因時間關係，我

不準備讓議員再繼續發問。

第五項質詢。呂明華議員。

輸入內地專才試驗計劃

Pilot Scheme for the Entry of Mainland Professionals

5. 呂明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輸入內地專才試驗計劃（“該試驗計劃”）推行至今，一共接獲多

少宗申請，其中有多少宗獲得批准，以及所發出的有關工作簽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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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為何；請按行業及職位提供分項數字；

(b) 有否檢討該試驗計劃的成效；若有，詳情為何；及

(c) 會否考慮繼續推行並擴展該試驗計劃，以及簡化有關申請手續？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該試驗計劃於 1994 年實施，設有 1 000 個配額。

自實施以來，共接獲 3 129 宗申請。期間舉行了 4 次抽籤，每季 1 次，每次

抽出 250 個配額。其後，入境事務處邀請 1 000 名中籤者提交正式申請。至

於　　　 2 129 宗未中籤的申請，則編入候補名單。

    由於配額的使用進度緩慢（主要是因為有很多申請者自行撤回），因此

入境事務處其後要求候補名單上的所有公司表明，是否仍有興趣參加這項計

劃，如有的話，則可正式申請使用剩餘的配額。截至 1997 年 1 月 31 日，全

部 2 216 宗入選的申請（包括在 4 次抽籤中籤的 1 000 宗申請和候補名單上

表明仍有興趣參加計劃的 1 216 宗申請），其申請者均獲邀請提交正式申請。

所有配額申請的審批工作，已於 1997 年年底完成。

現謹就個別質詢答覆如下：

(a) 在最初提交的 3 129 宗申請中，有 2 459 宗在各審批階段由申請者

自行撤回。在餘下的 670 宗有效申請中，有 602 宗獲得批准。按行

業及職位劃分，把接獲的申請及獲批出工作簽證的申請列於附件

A。

(b) 政府已完成該試驗計劃的檢討工作。檢討結果發現，由於使用配額

的進度緩慢，而使用率又偏低，因此該試驗計劃需時 3 年而不是原

定的 1 年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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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配額的使用進度緩慢的問題，在該試驗計劃下，獲批配額的申

請人可在 4 個月內，安排合適聘用人選遞交簽證申請。不過，大部

分獲批配額的僱主都未能在 4 個月限期內安排遞交簽證申請，以致

配額的使用進度緩慢。提出延長限期的僱主所列述的主要原因，是

他們須用更多時間，以便透過指定的內地招聘公司物色合適的人

選，或辦理安排獲選者來港工作所需的手續。

至於配額使用率偏低的問題，在 3 129 宗配額申請當中，有 2 459

宗在不同審批階段由申請者自行撤回。在這 2 459 宗申請中，有 913

宗屬不中籤，而在入境事務處於 1995 年 10 月接觸這些申請人時，

他們選擇不繼續參加這項計劃；另有 1 546 宗申請則選擇繼續參加

這項計劃，但其後也在審批配額過程的不同階段由申請者自行撤

回。這些申請者大多沒有說明退出的原因，而有說明原因的申請

者，大部分提出“難以找到合適人選”和“公司政策改變”作為理

由。基於這些檢討結果，我們認為不適宜再推行現有模式的試驗計

劃。

(c) 正如 1998 年施政報告公布，為了匯聚科技專才以促進香港創新科

技的發展，我們會考慮採取措施，讓僱主可以從內地以至世界各地

羅致一些優秀的技術人才。

附件 A

按行業劃分的接獲配額申請及獲批出工作簽證的配額申請分項數字

接獲的配額申請 獲批出工作簽證的

配額申請

建造業 457 92

電子業 323 65

金融業 373 66

製造業 325 89

資訊科技業 113 18

法律專業 72 19

地產業 133 26

貿易業 816 149

運輸業 157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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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例如飲食和酒店業） 360 54

總計 3 129 602

按職位劃分的接獲配額申請及獲批出工作簽證的配額申請分項數字

接獲的配額申請 獲批出工作簽證的

配額申請

會計 177 16

行政人員 837 186

顧問 116 23

發展人員 192 33

工程師 872 171

市場推廣人員 356 67

程式編製員 130 29

計劃專家 130 32

其他（例如分析員、設計師

和採購員）

319 45

總計 3 129 602

主席：呂明華議員。

呂明華議員：主席，多謝局長的答覆及所提供的統計數字，因為香港在不久

將來便推行創新科技發展，是有需要招攬很多高科技的人才，而人才的來源

之一，便是中國內地，但內地現正實行科教興國，而且經濟發展迅速，亦急

需大量人才。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除了香港本身的條件之外，請問局長，

政府將會採取甚麼措施吸引內地的科技人才來港工作及居住，並於何時公布

這些措施？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在主要答覆的 (c)段說明，我們在今年的施政

報告已清楚表示我們會考慮採取措施，令僱主可以從內地、甚至世界各地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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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一些優秀技術人才。具體來說，創新科技委員會在現時當然還未完成其最

後報告，但我們希望在未來數個月，教育統籌局、工商局、保安局及其他有

關的政策局可以在這方面繼續跟進，盡快提出一些措施，以達成施政報告所

公布的目標。

主席：呂議員，局長是否沒有回答你部分的補充質詢，還是你想再輪候？

呂明華議員：局長並未回答兩點，便是採取甚麼措施及何時公布？因為創新

科技的最後報告會在明年 7 月份才完成，是否須待明年年中或年底才能公布

有關措施？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在剛才的答覆並沒有說要在明年年中，待創新科

技委員會完成其最後報告後，我們才提出建議，但在目前來說，我的確不能

以具體的建議來回答呂議員這項質詢。但我在剛才亦說明，由於目標已經清

楚公布，接 的工作，便是由工商局、教育統籌局、保安局及在有需要時，

連同所涉及的其他有關政策局，看看如何落實這項目標。

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主席，我看到主要答覆的 (c)段，事實上是沒有回答質詢的 (c)

部分的，所以我想引述部分內容，希望局長能加以補充回答。因為質詢的 (c)

部分是問會否考慮繼續推行這項計劃，以及簡化申請手續，但在答覆中只表

示有 2 459 宗申請個案，除了有 913 宗屬不中籤外，其餘的 1 546 宗是申請

者自行撤回的。撤回的原因，並無提及是因為審批時間太長或過程太繁複而

撤回，而只說明兩個理由，第一是“難以找到合適人選”，第二是“公司政

策改變”。但我曾接觸一些廠家，他們所提到的意見，是在物色專業人士時，

出現審批時間太長的情況，所以在審批接近完成時，可能有關公司已經改變

了原先的政策。因此，我想重複質詢的 (c)部分　─　對不起，主席，我的補

充質詢可能長了一點　─　政府是否須簡化有關申請手續以符合當時的需

要，令那些真正對有關企業有幫助的人才可獲申請到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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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看到該試驗計劃實行的情況並不理想，我們

有 1 000 個配額，但申請者經過很長的時間後才能使用，而使用率亦偏低。

當然，吳議員所說的所謂審批過程，其實不單止涉及香港的問題，正如我在

主要答覆中提到，要申請一位合適人選來港，通常須經過一些需時較長的程

序，考慮到這些因素，所以我在主要答覆中說明，我們是會考慮採取一些措

施，但不打算恢復現行試驗計劃的模式，因此，將來的措施，可以說一定不

會是該試驗計劃的延續。

主席：何世柱議員。

何世柱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與吳亮星議員的類似。剛才提到撤回申請

的兩個理由，但局長會否認為，這兩個答案的意思，是說因為經過長時間審

批後，經濟發展根本改變了，原本有需要也變成無需要？我們將來會因為發

展尖端科技及高增值工業而需要更多人才，尤其是國內的人才，局長會否認

真考慮汲取這次教訓，簡化將來的申請手續，使申請容易批出，並在有需要

時再採用該試驗計劃？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認為該試驗計劃的效果不理想，不過，主要問

題並不完全在香港政府的審批過程上，讓我試舉兩個例子加以說明。我們最

先抽出的 1 000 名中籤者可提交正式申請，但其中有些申請者可能自行撤

回，在撤回申請之後，我們亦須用一段時間，才能通知候補名單的某些公司，

但經過一段時間，這些公司的政策可能已改變，於是亦不再提出申請。另外

的例子，是我們的配額批出後，會給予申請者 4 個月時間找合適的人選來香

港，的確亦有超過六成的申請者跟我們說，在那 4 個月的時間內，他們在內

地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無論如何，由於該試驗計劃的整個過程都不理想，所

以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不打算再恢復該試驗計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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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主席，對於該試驗計劃不能成功，我感到很是可惜。正如剛才

很多同事也提到，審批的時間是一個關鍵，因為商業機構如須聘用一名職員，

是不能一直無限期地等數個月的，同時，在國內，該位合適的人才也無可能

呆等 1 年時間。在這情況下，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採取比較靈活的措施，

例如向合適的人才發給短期的臨時工作證，例如以 1 年時間為限，在這段時

間內，政府進行審批工作，如獲批准，他便可轉為長期職員？同時，政府可

否考慮在國內無須通過一些指定的公司進行招聘，而可以由僱主自行招聘，

只要是由政府指定的學校畢業的大專生便可以申請，這樣會否較為靈活？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考慮新的安排時，政府肯定會考慮一個更靈活、

更快速及更有效率的機制，令內地的技術人才可以盡快來港。

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主席，現在我們是談創新科技，可參考矽谷的成功例子。在

矽谷成功創業的，其實有超過 20%是亞洲人士。那些超過 20%的成功人士，大

部分是在六十至八十年代，在美國持工作簽證，於跟我們相似的環境下留在

該處工作的。我們現在是應該汲取這些經驗，以便在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局

長會否在現時該試劃計劃進度緩慢、審批程序出現重重阻礙的情況下，認真

考慮重新檢討這制度，然後構想一個更理想的機制呢？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其實我已回答了多次，我們是會汲取該試驗計劃的

經驗。我們一定會考慮新的安排、新的措施，會更快、更靈活、更有效率地

吸引內地的優秀技術人才來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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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希望局長能對相當外交式的答案　─　例如說“我們認

為不適 宜再推行 現有模式的 試 驗計劃”，英 文是“ we consider it not

appropriate to revive the Pilot Scheme in its present form”　─　加以簡單說

明，是否表示該試驗計劃已經壽終正寢，以後不再推行，而新的計劃不一定

會從內地輸入專才，而會向世界各地羅致？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黃宏發議員：是否會以 work permit，即工作證的形式進行？

主席：因時間緊迫，請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盡量精簡。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實際上，現行的《入境條例》並不容許輸入內地的

技術專業人才，稍後如有需要，保安局局長可以補充。我現在說的是現行的

入境政策，在一般情況之下是不容許從內地輸入專門技術人才。我在主要答

覆中說我們會積極考慮新的措施、新的安排，但這新措施和新安排的運作模

式，不會與現在的試驗計劃一樣。舉例來說，我不認為新的安排還須保留所

謂抽籤的過程，因為抽籤與實際需要是否真的有很大關連？這便是一個例

子。

主席：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主席，在 1994 年我們開始實施該試驗計劃時，自由黨與工商界

認為輸入內地專才是不會奪去香港人的工作，反而可以製造更多就業機會以

扶助我們的工業。政府在檢討該試驗計劃的成效時，長篇大論的說申請有多

少宗，而經過多久才批出，我認為不應該檢討這些事宜。我想問政府，有否

檢討現在已來港的 602 位內地專才，能否令有關的企業運作更為完善，從而

製造更多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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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我們在檢討時的確沒有詳細看這些情況。基本上，

該試驗計劃實施只有 3 年，該六百多人來港的時間尚短，會否在來港後帶動

了新職位的設立，我們在這方面仍未有詳細的評估，但我很樂意查看有否這

方面的資料。無論如何，我認為我們應該向前看，就是說希望能構想一個更

靈活、更有效率的安排。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的意見與田北俊議員的想法剛好相反，在 5%的失業率

裏，其實很多都是專業人士，他們也是專才。剛才局長在回答蔡素玉議員的

補充質詢時表示會採取更靈活、更快捷的方法處理這些問題，但我則認為這

些職位其實是可以聘請本地的專才擔任，而不一定須由外來的專才擔任。政

府如何能保證這些措施不會影響本地專才的就業機會？

主席：教育統籌局局長。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正如我剛才在答覆的 (c)段提到，我們的政策目標已

經確立，為了配合香港的科技發展，我們須羅致優秀的技術人才，不能夠因

為這些優秀人才在內地，我們便不考慮輸入他們。同時，我們亦覺得這些人

才可能會製造更多職位，而不會令失業率因而上升。

主席：最後一項口頭質詢，李華明議員。

監管公用事業機構

Monitoring of Public Utilities Companies

6. 李華明議員：主席，就監管公用事業機構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

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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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中華煤氣有限公司（“煤氣公司”）、中華電力有限公司（“中

電”）、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及香港電訊等根據甚麼法

律基礎向用戶收取按金；涉及的用戶數目及按金總額分別為何；及

(b) 有關公用事業機構於發還按金給用戶時，有否連同按金利息一併發

還；若否，原因為何；以及當局有否考慮規定有關機構須一併發還

按金及利息？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煤氣、中電、港燈及香港電話等公司是根據各自定下的用戶則例收

取按金及支付利息。用戶則例是經用戶同意接納，具有法律基礎及

約束力的。

按金涉及的用戶數目及金額分別如下：

公司 客戶數目 按金總額

煤氣 972 000 6.09 億元

中電 1 783 000 19.02 億元

港燈 490 000 11.26 億元

香港電話 7 500 1,000 萬元

(b) 中電及港燈每年會就收取客戶的按金支付利息，並會於發還按金給

用戶時，連同自上一次派發利息後所累計至帳戶終止日的利息一併

發還。

煤氣公司會就超過 150 元的按金每年支付利息。至於 150 元或以下

的按金則不會給予利息，因為公司認為有關的用戶已享有比其他一

般住宅用戶須付按金數額 300 元或 600 元為低的優惠。公司亦不支

付自上一次派發利息後可能累計至帳戶終止日的利息，因為公司認

為應將這些利息用來抵銷公司因將用戶帳目終止所需的工作支出

及費用。對於這兩項做法，煤氣公司現正進行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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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話公司的用戶可以選擇與該公司簽訂自動轉帳協議書或安

排銀行擔保，以代替以現金繳付按金。當退回按金時，香港電話公

司不會向有關用戶支付利息。由於只有少數用戶在特別情況下須繳

付按金，而不願以現金繳付按金者可以選擇其他安排，所以香港電

話公司認為無須設立一個償還利息的機制。政府會把有關的利息收

入看作香港電話公司的收入來源之一，並會在檢討該公司的整體財

政狀況時一併考慮。

基於所涉及的利息數額不大，而且考慮到設立一個利息償還安排所

需的行政費用，政府認為無須強制香港電話公司設立一個利息償還

的機制。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有一項跟進質詢是關於香港電話公司的，不過，

我想請你看一看主要答覆，不知是否寫錯字。主席女士，我希望你不要把這

也當作是一項質詢。

主席女士，主要答覆 (b)部分提到，150 元或以下的按金便不會給予利息，
因為有關的用戶已享有比其他一般住宅用戶須付按金數額 300 元或 600 元

“為低”的優惠。這是不合邏輯的，應該是“為高”的優惠，我希望首先澄

清這點，請問主席女士可以嗎？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我想按照中文的句法，“ 300 元或 600 元為低”的意思是指，

原本一般的住宅用戶須支付 300 元或 600 元的按金，而這些人士，例如老人

家只須繳付 150 元，那便較一般人所支付的 300 元或 600 元為低，所以這便

是一項優惠。（眾笑）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我真是不大明白。無論如何，我想提出我的真正補充質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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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可以再輪候提出另一項補充質詢。

李華明議員：是嗎？我以為只是打錯字呢！

主席：局長的主要答覆並沒有打錯字。你稍後可再提出補充質詢。何敏嘉議

員。

何敏嘉議員：主席女士，就按金利息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我們，現時這些

利息的息率是如何計算的？是按照銀行公會所定的儲蓄利息息率，還是由公

司自行制訂呢？對於偏低的息率，政府又會如何處理？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煤氣公司一直以來都是以年利率 3.5%來計算

利息，而兩間電力公司則以 豐銀行普通的存款利率來計算。雖然我沒有存

款在銀行，但我知道現時的存款利率大約是 5.25%。

主席：何敏嘉議員。

何敏嘉議員：主席，局長並未回答我的部分質詢。對於偏低的息率，政府會

如何處理？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如果說息率偏低，何議員應該是指煤氣公司，因為它的息率是

3.5%。我們曾與煤氣公司就這問題進行商討。煤氣公司也是一間負責任的公

司，最近它已宣布不加價。對於這個問題，以及剛才我所說的其他兩個問題，

煤氣公司已答應會仔細考慮。我覺得他們會傾向進行修改，跟隨其他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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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我的質詢是關於香港電話公司的，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局長現時在座，他可以作答。

除了採用自動轉帳方式繳付電話費的小部分用戶外，香港電話公司一直

向用戶收取 3 個月預繳電話費，但卻從來沒有計算預繳費用的利息，將利息

發還給用戶。請問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每年香港電話公司因這種做法而收取

了多少利息？這麼不公平的做法，政府是否同意呢？

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們看這個問題時，首先要瞭解到，在一個

提供連續服務而又有固定收費的商業範圍內，預早收取 1 個月至 3 個月的費

用，是一個很普遍的做法，例如屋租、商鋪租金或管理費等。香港電話公司

收取上期費用（即 1 個月或 3 個月，視乎客戶是否以自動轉帳方式繳費而

定），一方面是考慮到一般的商業做法，另一方面亦考慮到行政行為。如果

我們計算香港電話公司收取 3 個月上期和 1 個月上期作為比較，在利息的計

算上，是利用多少息率計算呢？如果是用 8%或 9%來計算的話，每年便大約

是 1,300 萬元；如果是用 5%，則只有數百萬元。我們要考慮的是，平均每個

用戶來說，視乎是用 5%抑或 8%來計算，3 個月上期和 1 個月上期比較，只有

大約兩、三元的分別。如果要求香港電話公司每個月都發出電話收費單，則

只計算郵費，例如每封信一元多，再加上行政費用，已經差不多超過計算出

來的利息收入。因此，整體而言，如果香港電話公司要把 3 個月上期改為 1

個月上期，則行政費用的支出可能較利息的收入還要大。

主席：單仲偕議員。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剛才葉澍 局長解釋“為低”的問題非常精闢。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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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他讚張文光議員口才好，不過，我覺得他的口才更好，這樣也可以解釋得

到。我想提出的質詢是關於煤氣公司、中電和港燈的。政府是否覺得有需要

就這問題發出指引，即按照甚麼基準來釐訂這些按金的利率？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剛才我已說過，兩間電力公司是按照現時銀行公會的存

款利率來計算利息，我相信這是十分公道的。煤氣公司雖然過往數十年都是

以 3.5%來計算，但他們也同意，以現今的科技，例如電腦等，如果要跟循其

他公司的做法也不是一件難事，所以他們也同意會作出跟進。我覺得按照銀

行存款利率計算利息，是一個適合的做法。

主席：是的，單仲偕議員。

單仲偕議員：我是問政府是否有需要向這些公司提供指引？這些公司做了一

些事，但局長是否認為政府有需要定出指引？是有需要；還是沒有需要？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兩間電力公司已做了一些事，我剛才亦回答說我認為是

適合的，而煤氣公司亦會作出跟進。因此，我覺得在這情況下，政府暫時沒

有需要發出指引。

主席：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剛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以租戶須繳付租金的按金和

上期作比較，但我希望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回答這項質詢。中電、港燈和

煤氣公司都沒有預先收取每個月的費用，為甚麼會容許香港電話公司有這個

不公平的做法，還可以騙取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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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我覺得這並不是一個不公平的做法，因為情

況是不同的。在電力和煤氣方面，費用是視乎用量而定；而電話方面，我們

說的收取上期的費用，是指基本電話每月的租金。如果是一些按用量收取的

費用，例如國際長途電話，這些費用都是在計算用戶的用量後下期收取的。

主席：鄭家富議員。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也想追問有關煤氣公司對 150 元以下的按金不派發利

息的問題。雖然利息不多，但是，“越窮越見鬼”，越低下階層的市民須繳

付按金，他們越希望得到公平對待。如果是優惠，那倒不如乾脆不收取他們

的按金。請問政府作為一個監管者，以及在保障消費者利益的大前提下，經

濟局究竟在這類按金的利息問題上扮演 甚麼角色？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相信鄭議員也清楚知道煤氣公司跟兩間電力公司是不

同的，它是不受政府監管的（如果要用“監管”這個字眼）。不過，或許我

要再次澄清關於 150 元按金的問題。單仲偕議員讚我口才好，但那個理據並

不是由我提出的，而是由煤氣公司提出的，所以我要作出澄清。我們也同意

鄭議員的看法，看不出有甚麼理由繳付 150 元或以下按金的人士不應該享有

利息，所以我剛才也說過會與煤氣公司跟進。煤氣公司是一間負責任的公

司，他們對我說會樂意加以考慮，並跟循兩間電力公司的做法，即不單止繳

付 150 元或以下按金的人士會有利息，而且用戶在任何時候截錶，即不再用

煤氣，煤氣公司發還按金時，也會派發由上次繳付利息至截錶當天的利息，

再加上剛才所說的他們會按照存款利率計算利息，這 3 種做法和改變都可以

證明煤氣公司的管理是開明的。

主席：蔡素玉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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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剛才李華明議員提出的質詢和資訊科技及廣播

局局長的答覆。剛才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說香港電話公司收取上期費用是

合理的，但是如果用戶下月要取消香港電話公司的服務，它也要用戶先繳付

下月的費用，待其截 後，下月底才退回已收取的費用，加上是他們要在有

空時才來截 ，但那個月的費用卻一定要預繳。請問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認為這情況是合理還是不合理？

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如果以收取上期的租用電話租金來說，例如

在 1 號已收取，但在 1 號之後才收到用戶的通知想取消，那麼便是由通知當

天起停止用戶使用。當然，如果以我們的角度來看，香港電話公司接 要來

做的任何工程，都要盡可能在該月內完成。在這個情況下，應屬合理。

主席：蔡素玉議員。

蔡素玉議員：主席，情況是當香港電話公司知道用戶下月已不再須使用其服

務，即用戶已提早作出通知，香港電話公司也知道用戶已不再須使用，但香

港電話公司仍然要求用戶先繳付費用，在其截 後才在該月底退回費用。

主席：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其實問題主要是香港電話公司可否在一個合

理、迅速的時間內做到。如果能做得到的話，便算合理。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梁耀忠議員。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這項質詢可能離題，但我對經濟局局長剛才答覆的其

中一點感到不滿意。他提到煤氣公司不加價是負責任，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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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梁議員，在質詢時間內是不能夠提出個人意見的，請提出你的補充質

詢。

梁耀忠議員：我想問經濟局局長，一間私營機構會否加價，是取決於生意的

角度來看。“是否負責任”這句話，應否由局長說出呢？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覺得這項質詢與主要質詢沒有甚麼關連。我看不

出 ......

主席：局長，我明白你的意思，但因為你剛才在回覆補充質詢時的確提及這

點，而梁議員從你的答案中，再提出跟進質詢，因此我不能裁決你無須回答。

至於如何作答，則由你自己決定。（眾笑）

經濟局局長：我覺得其實我已經回答了質詢，梁議員當然可以有他自己的意

見。我覺得在今時今日，煤氣公司帶頭提出不加價，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昨天我在立法會亦說過，我希望電力公司及其他公營機構也體察到現時的情

況，同樣不要加價。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在內地工作、結婚或定居的香港居民

Hong Kong Residents Staying in the Mainland for Employment, Marriage
or Settlement

7. 陳國強議員：近年有不少香港居民在內地工作、結婚或定居。就此，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有否估計，

(i) 過去 5 年及未來 5 年，分別在內地工作、結婚或定居的香港居

民數目，以及每種類別居民的職業、年齡、性別及所居住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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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省縣；

(ii) 現時及未來 5 年，香港居民在內地婚生並在內地定居的子女數

目；

(iii) 現時每天往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數目；

(iv) 現時在內地定居而每天返香港工作的香港居民數目；及

(b) 若沒有作出 (a)部的估計，原因為何；及會否考慮搜集資料，以便作
出估計？

保安局局長：主席，

(a)  (i) 政府統計處在 1995 年 9 月至 10 期間，進行了一項“在中國內

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專題訪問，作為綜合住戶統計調查的一部

分。訪問結果顯示，約有 122 000 名香港居民在訪問前的 12

個月內曾在內地工作。有關這些居民的人數，現按年齡、性別、

從事的行業和職業劃分，分別載於附表 I 至 III。除此之外，有
關其餘要求提供的統計數字，我們並無任何估計。

    (ii) 為了評估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內地所生並享有香港居留權的子
女的數目，我們去年曾經作出估計：截至 1997 年 7 月 1 日止，

約有 66 000 名年齡在 20 歲以下並且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所生子

女的內地居民，有資格享有香港居留權。除了這項估計之外，

我們並沒有就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並在內地定居的子女數

目，作出其他估計。

    (iii)及 (iv)

香港居民可使用身份證或有效的旅行證件進出本港，不會被問

及出入境的目的。因此，我們不能從出入境統計數字中得悉每

天往內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數目，又或在內地定居而每天回港工

作的香港居民數目。

(b) 編製政府統計資料的其中一項準則，是該等資料對制訂有關的政府

政策是否有用和合時，以及搜集這些資料是否切實可行。至於議員

在 (a)部要求編製的統計資料，單從入境統計數字是無法得知的。當
局必須根據特別統計調查或透過其他途徑，作出估計。在決定進行

這類專題調查前，當局會考慮是否有所需資源；進行這類調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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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策上的需要，以及進行時是否有實際困難。目前，政府當局並

不認為有需要進行有關的專題調查，但若認為政策上有需要而資源

又許可的時候，仍可進行這類調查。

附表 I

按年齡／性別劃分的曾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居民人數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by age/sex

年齡組別／性別

Age group/sex

人數

No.
('000)

百分比

  %

在訪問前 12 個月內曾在中國工作的人士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122.3 100.0

年齡組別

Age group

15-19   0.3   0.2

20-29  21.3  17.4

30-39  47.6  38.9

40-49  36.2  29.6

>50  16.9  13.8

性別

Sex

男

Male

105.4  86.2

女

Female

 16.9  13.8

註釋：本表顯示根據 1995 年 9 月至 10 月進行的專題訪問結果，有 122 300

名人士曾在中國內地工作。計算的基礎是在訪問前 12 個月曾在中國

內地工作人士，不限其在訪問前 12 個月內來往中港兩地次數又或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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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留駐內地的期間，但不包括只到中國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出

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的人士；而來往中港兩地的運輸業工

作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

Note: The above table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pecial topic

enquiry conducted during September to October 1995, there were 122

300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mainland China.  These refer to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number of times of travel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of 12

months or the duration of each stay in mainland China.  Persons who

went to mainland China only to conduct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inspection of business, to attend trade fairs, meetings and business-

related entertainment were excluded.  Transport workers commuting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fishermen or seamen

working within the waters of mainland China were also excluded.

附表 II

按在中國從事的行業劃分的曾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居民人數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by industry while working in

China

在中國從事的行業

Industry while working in China

人數

No.
('000)

百分比

  %

在訪問前 12 個月內曾在中國工作的人士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122.3 100.0

製造業

Manufacturing

 65.8  53.8

服務業

Services

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及  35.9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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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業

Wholesale, retail and

import/export trades, restaurants

and hotels
其他服務業 *

Other services*

 14.1  11.5

建造業

Construction

  5.7   4.7

其他

Others

  0.8   0.6

註釋：本表顯示根據 1995 年 9 月至 10 月進行的專題訪問結果，有 122 300

名人士曾在中國內地工作。計算的基礎是在訪問前 12 個月曾在中國

內地工作人士，不限其在訪問前 12 個月內來往中港兩地次數又或每

次留駐內地的期間，但不包括只到中國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出

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的人士；而來往中港兩地的運輸業工

作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

Note: The above table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pecial topic

enquiry conducted during September to October 1995, there were 122

300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mainland China.  These refer to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number of times of travel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of 12

months or the duration of each stay in mainland China.  Persons who

went to mainland China only to conduct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inspection of business, to attend trade fairs, meetings and business-

related entertainment were excluded.  Transport workers commuting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fishermen or seamen

working within the waters of mainland China were also excluded.

* 其他服務業包括運輸、倉庫及通訊業；金融、保險、地產及商用

服務業及社區、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 Other services include transport, storage and communications;

financing, insurance, real estate and business servi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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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social and personal services.

附表 III

按在中國從事的職業劃分的曾在中國工作的香港居民人數

Hong Kong residents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by occupation while working in

China

在中國從事的職業

Occupation while working in China

人數

No.
('000)

百分比

  %

在訪問前 12 個月內曾在中國工作的人士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122.3 100.0

經理及行政級人員

Managers and administrators

 49.2  40.2

專業及輔助專業人員

Professionals and associate professionals

 29.4 24.0

文員

Clerks

  8.3   6.8

服務工作及商店銷售人員

Service workers and shop sales workers

  6.2   5.1

工藝及有關人員

Craft and related workers

 21.3  17.4

機台及機器操作員及裝配員

Plant and machine operators and assemblers

  5.7   4.7

非技術工人

Elementary occupations

  2.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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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Others

  -   -

註釋：本表顯示根據 1995 年 9 月至 10 月進行的專題訪問結果，有 122 300

名人士曾在中國內地工作。計算的基礎是在訪問前 12 個月曾在中國

內地工作人士，不限其在訪問前 12 個月內來往中港兩地次數又或每

次留駐內地的期間，但不包括只到中國內地洽談生意、巡視業務、出

席貿易展銷會、會議和業務應酬的人士；而來往中港兩地的運輸業工

作人士及在內地海域作業的漁民或海員，亦不包括在內。

Note: The above table shows that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e special topic

enquiry conducted during September to October 1995, there were 122

300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mainland China.  These refer to

persons who had worked in mainland China during the 12 months before

enumeration, irrespective of the number of times of travel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during the reference period of 12

months or the duration of each stay in mainland China.  Persons who

went to mainland China only to conduct business negotiation and

inspection of business, to attend trade fairs, meetings and business-

related entertainment were excluded.  Transport workers commuting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 Kong, and fishermen or seamen

working within the waters of mainland China were also excluded.

簽發同意書

Issuance of Consents to Assign

8. 李柱銘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自今年1月以來，地政總署共發出多少份同意書，准許樓宇單位於未

建成前可以出售（俗稱“賣樓花”）；

(b) 地政總署根據甚麼準則審批有關申請；

(c) 審批有關申請平均需時多久；所需的最長及最短的時間為何；而當

中部分申請需時較久的原因為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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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購入樓花的買家是否有權及可以在完成樓宇單位的買賣前索取有關

審批樓盤的文件，例如政府部門與發展商之間的來往書信、入伙紙、

滿意紙等；若否，原因為何？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

(a) 在 1998 年 1 月 1 日至 1998 年 9 月 30 日期間，地政總署合共發出

了 15 份轉讓同意書。

(b) 在發出同意書之前，有關物業須獲發入伙紙，以及符合批地條件在

工程方面指定的責任。地政總署署長可視乎工程項目的性質（例

如：美化環境、興建行人天橋、修築斜坡或其他政府規定的工程），

接受由發展商提交的一份承諾書，表明他會遵從批地條件的規定，

完成承諾書內指定尚要履行的工程項目。如果尚要履行的工程項目

對發展商構成龐大財政承擔，地政總署署長要求發展商在交付承諾

書時，必須取得銀行發出的保證作為擔保，保證金額足以支付尚要

履行的工程。

(c) 地政總署通常須用 2 至 3 個月時間處理轉讓同意書的申請。在過去

9 個月內，處理這些個案所需的最長時間為 217 天，最短時間則為

1 天。簽發轉讓同意書所需時間，主要視乎尚要履行的工程的性質

及規模，以及是否須有承諾書及／或銀行擔保。

(d) 市民可向屋宇署付費後取得入伙紙副本。地政總署亦會向買家或其

法律顧問提供轉讓同意書的申請書及同意書的副本，但須收費。完

工證（俗稱“滿意紙”）通常是在土地註冊處註冊，市民只須繳付

查冊費便可查閱。政府部門與發展商或其專業代表的其他書信來往

則屬第三者資料，未經發展商或其代理人同意，均不能披露。

改善中、小學的校舍設計

Improving the Design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Premises

9. 劉慧卿議員：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考慮改善中、小學的校舍設

計，以提供足夠的體育場地及設施，從而促進學生的體能發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本港中、小學的校舍設計，在體育場地及設施方面，

近年來均不斷有所改良，以幫助學生發展體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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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九十年代初開始，大部分新建的標準設計小學，露天體育場地由 1 個

籃球場增加至兩個；而所有新建小學的雨天操場總面積由四百多平方米擴展

至近 800 平方米，禮堂面積亦增加 30%達 370 平方米，與中學看齊。由

1997 年開始，新建的小學還增添了一個面積達 180 平方米的學生活動中心。

禮堂及學生活動中心可進行舞蹈、乒乓球、羽毛球及其他體育活動。至於標

準設計中學，籃球場數目一直是兩個，雨天操場及學生活動中心方面的改善

和小學相同。

為了配合教育在各方面的新發展，教育署去年更新了校舍的設施標準，

建築署亦於今年年初完成新的中小學校舍標準設計。由 2000 年開始，新建

的新標準設計 30 課室中、小學，都會提供兩個籃球場，並會增設佔地超過

500 平方米的多用途場地，供學校安排各種合適的活動，包括體育活動。個

別小學可能由於校址限制，只能提供一個籃球場。

另一方面，為了加快推行小學全日制，教育署及建築署亦增設 24 課室

及 18 課室的小學標準設計，以充分利用面積較小的學校用地。這些較小型

學校具備最少一個籃球場，以及面積較小的雨天操場、學生活動中心及禮

堂。如校址許可，政府亦會盡量為這些學校提供兩個籃球場。無論如何，在

露天場地方面，這些學校採用的標準和 30 課室的小學相同，即每名學生不

少於兩平方米。

夾心階層住屋計劃

Sandwich Class Housing Scheme

10. 程介南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在夾心階層住屋計劃下，當局已推出發售的樓宇單位（包括尚在興

建中的單位）總數；

(b) 在該計劃下，正在興建而尚未出售的單位總數；及

(c) 夾心階層住屋貸款計劃尚餘可供申請的名額數目？

房屋局局長：主席，直至 1998 年 9 月底，總共有 8 122 個夾心階層住屋計

劃的單位推出發售，以及有 3 944 個興建中而尚未出售的夾心階層住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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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至於夾心階層貸款計劃，現時尚有 1 500 個貸款名額可供申請。

有關魚類養殖牌照的條文

Provision on the Licence for Fish Culture

11. 黃容根議員：《海魚養殖條例》（第 353 章）規定，在魚類養殖區內從

事魚類養殖的牌照不得轉讓。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訂立此項規定的原因；

(b) 有否評估該項規定是否仍然切合時宜；及

(c) 有否計劃修訂有關規定；若否，原因為何？

經濟局局長：主席，

(a) 《海魚養殖條例》第 8 條規定海魚養殖業牌照不得轉讓。這是由於

在訂立《海魚養殖條例》之前，養殖業甚為蓬勃，而可供劃作魚類

養殖區的地點和水域有限，在訂立法例及簽發牌照時，會有部分申

請人士未能獲得所要求的分配位置，而被列入輪候名單上。因此，

在法例上訂明牌照不得轉讓，好讓將來當有養殖戶退出，騰出來的

位置可按輪候次序分配給在輪候名單的人士。

(b)及 (c)

鑑於海魚養殖業近年的轉變，漁農處已於最近檢討《海魚養殖條例》

各條文。現正研究修改某些條款，其中包括第 8 條有關牌照轉讓的

條款，短期內會就有關修改條例的建議諮詢海魚養殖業界。

學校校長申請延任

School Principals Applying for Extension of Service

12. 周梁淑怡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本學年及過去兩學年，有多少受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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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府資助中、小學的校長已屆 60 歲的退休年齡；當中有多少人申請延任；

申請獲得批准的有多少人，以及他們獲得批准延任的原因為何？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在本學年及過去兩學年，受聘於政府資助中、小學

已屆 60 歲退休年齡的校長，申請延任及獲批准的人數表列如下：

1995-96 學年 1996-97 學年 1997-98 學年

資助中學校長

(a) 已屆 60 歲退休

年齡

(b) 申請在下一個

學年延任

(c) 獲批准在下一

個學年延任

25

21

21

31

27

23

41

36

35

資助小學校長

(a) 已屆 60 歲退休

年齡

(b) 申請在下一個

學年延任

(c) 獲批准在下一

個學年延任

44

39

38

56

48

47

57

55

36

　　《資助則例》規定，教師（包括校長）年滿 60 歲後，須在該學年完結

時退休。不過，如校董會向教育署署長提出延聘建議，並提交醫事報告，證

明有關教師或校長的健康狀況令人滿意，教育署署長可以批准有關教師或校

長在年滿 60 歲後延任一個學年，其後可逐年申請，直至有關教師或校長在

學年結束時年滿 65 歲為止。延任的申請不是必然批准，而是必須每年檢討。

　　教育署署長對於每宗延任申請，均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每宗個案的決

定因素不盡相同，但一般而言會包括：

　　─　申請人／學校所提的理由；

　　─　學校的需要和特色，包括一般教職員的資歷；及

　　─　個別個案的特殊情況，包括招聘困難，例如學校的位置偏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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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完全不能預知的因素，以致未能及時聘請新校長，或校內領導

層職位懸空等。

　　教育署署長對每宗申請的最終決定，均是以學校和學生的利益為依歸。

檢討干預股票及期貨市場行動

Review of Stock and Futures Markets Intervention

13. 吳亮星議員：就政府在 8 月動用儲備干預股票及期貨市場一事，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會否及何時全面檢討該行動並公布結果；若不作出檢討，原因

為何？

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在 8 月在市場採取行動的目的，是要阻止投機

者進行“雙邊操控市場”，他們企圖在貨幣市場製造一些極端情況，從而在

股票和期貨市場累積的大量淡倉中圖利。這次行動的原因和考慮，已經在立

法會兩次議案辯論及 4 次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詳細地作出討論。政府在

8 月時因應當時市場出現的非常情況，而採取的特別行動，已得到廣泛的認

同和接受。

　　在 9 月初，政府亦宣布了一系列鞏固貨幣發行局安排及加強證券期貨市

場監管及提高透明度的措施。這些措施將會大大減低類似 8 月時出現的市場

操控的可能性及影響。政府亦正籌備成立一間名為“外匯基金投資有限公

司”的新公司，管理在 8 月行動時購入的股票投資組合。我們希望一俟該公

司成立後，便能披露政府所持有股票的詳情。

　　基於上述情況，政府認為沒有需要另外進行檢討。

領有牌照經營的渡輪服務

Licensed Ferry Services

14. 劉健儀議員：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過去 3 年：

(a) 當局每年接獲多少宗就領有牌照經營的渡輪服務作出的投訴，主要

的投訴事項為何；

(b) 有否任何渡輪服務持牌人違反牌照條件，例如未經批准擅自減少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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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班次或暫停有關服務等；若有，詳情為何；及

(c) 有關當局如何懲罰該等違反牌照條件的持牌人？

運輸局局長：主席，運輸署和交通投訴組接到的有關持牌渡輪服務的投訴，

1995 年有 20 宗、 1996 年有 10 宗、 1997 年則有 3 宗。這些投訴大部分是針

對服務水平和質素，例如班次不固定、航行時間太長、服務不足夠，以及要

求延長服務時間等。

　　過去 3 年，只有 1 宗投訴涉及一名違反牌照條件的持牌渡輪服務營辦

商，該名持牌人當時收取的船費，超過了運輸署署長核准的最高收費。當局

發現這種失當行為後，已立即警告該名營辦商，而這種不當的做法亦隨即停

止。該名營辦商的渡輪服務牌照在 1998 年 4 月 14 日屆滿，但不獲當局續期；

而經營有關服務的牌照，已通過公開招標方式，批給另一名營辦商。

汀九橋

Ting Kau Bridge

15. 劉江華議員：據悉，汀九橋通車僅 4 個月，北行行車 一段柏油路面已

出現爆裂及移位情況。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出現上述情況的原因為何；

(b) 發生上述情況與在汀九橋施工期間所進行的監督措施有沒有關係；

及

(c) 該橋的設計及實際每小時車輛流量詳情為何？

工務局局長：主席，

(a) 汀九橋自今年 5 月初通車後，於 8 月中旬，發現橋面北行慢 的瀝

青路面表層出現凹凸不平的轍痕。路政署及承建商已即時安排修補

工作，並實地抽取瀝青樣本作質量鑑定及成分分析，同時進行現場

檢驗及實地測試。至今大部分測試工作已告完成。汀九橋是採用設

計及建造形式的合約方式，有關的測試結果正由承建商作詳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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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由於研究尚在進行中，故此暫時未能就出現問題的原因作出總

結。

(b) 路政署已翻查有關的地盤紀錄，包括有關瀝青物料及施工程序的品

質控制紀錄。目前沒有證據顯示今次事件與施工期間所進行的監督

措施有關。

(c) 在繁忙時段，汀九橋的預期及實際交通流量分列如下：

南行

（每小時車輛）

北行

（每小時車輛）

預期

(i) 於汀九橋及郊野公

園段開放初期的預

期流量 (1998-99)

2 800 2 450

(ii) 於 2011 年的預期

流量

5 400 4 000

實際

(iii) 現時實際流量 3 000 2 200

實施轉換教學語言

Implementation of Switching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16. DR DAVID LI: It is reported that some schools which have to switch their
medium of instruction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from this academic year onwards
are experiencing difficulty in sourcing good Chinese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book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it
has considered allowing a sufficient lead-in time before it decided on the
implementation date of the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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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the Government has allowed sufficient lead-in tim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olicy on medium of instruction.  This is explained in the following
paragraphs.

As early as 1984, following the Government's acceptanc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Report No. 1, we have adopted
a clear policy to encourage secondary schools to teach in the mother tongue.

Since 1986, the Government has introduced positive support measures for
schools using Chinese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CMI).  These include:

(a) the introduction of a Chinese Textbooks Incentive Award Scheme to
ensure that quality Chinese textbooks in a variety of secondary
school subjects would be available to support schools using CMI;

(b) the provision of a series of subject-specific English-Chinese
glossaries of terms in 1988 as a reference tool for teachers;

(c) the provision of additional equipment, teachers and funding to
schools adopting CMI since 1988;

(d) the provis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ources and curriculum
support materials (including syllabus and curriculum guid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for subjects which may be taught bilingually;
and

(e) the provision of a one-off grant to further assist schools switching
from 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to CMI in 1998-99
school year.

As regards (a), there has been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availability of
Chinese textbooks.  From 56 sets in 1986 (each set comprises a number of
volumes covering the subject syllabus), the number has increased to 184 sets as
of September 1998.  This number by and large covers all the secondary school
subjects that may be taught biling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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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regards (b), the glossaries are distributed free of charge to schools.
Each school is issued with two copies each of the subject-specific glossary.
Additional copies of glossaries are available for purchase at the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Centre.  To date, the series covers 23 subjects/subject areas which
may be taught bilingually.

As regards (c), in accordance with provisions in the Code of Aid, schools
adopting CMI are entitled to an additional wireless loop system to facilitate
language learning, a one-off library grant for purchasing teaching materials and
addi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 posts on the basis of the number of classes
taught in CMI.

As regards (d), with Chinese being more widely adopted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publishers are already gearing up to produce more and better
Chinese textbooks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will
continue to encourage the production of quality textbooks and support materials,
in Chinese and in English.

As regards (e), schools switching from EMI to CMI in 1998-99 are
entitled to a one-off grant of $155,000 per school to acquire additional clerical
staff and equipment to handle paperwork in Chinese.  Up to $146,000 is also
available to each school for organizing school-based English programmes.

Following the issue of the Medium of Instruction Guidance for Secondary
Schools in 1997, the policy is being implemented on a progressive basis, starting
with Secondary 1 in 1998-99 school year, extending to Secondary 3 by 2000-01.

方便台灣旅客來港的措施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aiwan Visitors to Hong Kong

17. MR HOWARD YOUNG: From 1 June 1998 onwards, holders of
Mainland Travel Permit (MTP) for Taiwan Residents with an entry-exit
endorsement issued by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may be allowed to stay in Hong
Kong for seven days without the need for entry permits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whilst they are en route to or
from the Mainland.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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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here is any change in the average daily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Taiwan to Hong Kong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olicy; and

(b) discussions will be held with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to consider
issuing such endorsements immediately upon applications by MTP
holders in the restricted area of the airport at Chek Lap Kok?

SECRETARY FOR SECURITY: Madam President,

(a) The average daily number of the Taiwan visitors has been on the
rise since we adopted our new policy in respect of Taiwan residents
holding MTPs on 1 June 1998.  Details on the increase are
tabulated below:

Month
No. of Taiwan Visitors

(round-up figures) Percentage
change

1997 1998

May 176 000
(5 677)

145 300
(4 687)

-17.4%

June 166 300
(5 543)

154 500
(5 150)

-7.1%

July 152 800
(4 929)

171 300
(5 526)

+12.1%

August 167 500
(5 403)

173 100
(5 584)

+3.3%

September 146 900
(4 897)

169 900
(5 663)

+15.6%

Note: The figures in bracket denote average daily arrivals.

(b) The Chinese Travel Service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CTS) is
responsible for the issue of the entry-exit endorsement for holders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66

of MTPs in Hong Kong on behalf of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We
understand that as from 18 September 1998, the CTS has set up an
office in the restricted area of the Chek Lap Kok airport to issue the
endorsement for MTP holders immediately upon their applications
on a trial basis.  This service came into full operation on 8 October
1998.

資優教育的發展

Development of Gifted Education

18. 李家祥議員：就資優教育發展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a) 是否知悉大專院校將資優教育包括在入職前及在職師資訓練課程內

的進展情況；目前有多少間大專院校設有該等師訓課程；有多少名

準教師及現職教師曾經或正在修讀有關課程；

(b) 如何向各中、小學推廣與資優教育有關的活動或課程；推廣效果為

何；及

(c) 有否考慮在財政資源、上課時間、課程安排等方面向學校教師提供

協助，以鼓勵他們參加各類資優教育培訓課程？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根據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所提供的資料顯示，資優

教育已包括在職前及在職教師訓練課程內，形式有部分是選修課

程、部分是選修單元，也有一些是在其他課程內加入適當元素。由

教資會資助院校提供的有關課程，載於附件 A。

過去 3 年，連同現時正在參加課程的人數計算，共有 72 名職前教

師和 343 名在職教師修讀資優教育的選修課程或選修單元。

此外，大專院校的延續教育部門亦會因應需求，開辦各種不同的短

期校外師資進修課程。據資料顯示，近兩年也有院校開辦與資優教

育有關的短期進修課程，但我們沒有教師修讀人數的資料。

(b) 教育署分兩方面推廣與資優教育有關的活動和課程。一方面透過校

本方式，向學生及教師提供資優教育課程。根據教統會四號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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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議，教育署在 1994 至 97 年間，為參與“學業成績卓越學生校

本課程試驗計劃”的 19 間學校提供專業支援，包括教育心理學家

定期訪校，為教師提供諮詢服務。同時，教育署亦為這些學校的校

長及教師合共提供了 17 項訓練課程、研討會及工作坊，目的是為

提升這些校長及教師對資優教育及課程的認識。期間，教育署資助

參與試驗計劃學校的 29 位教師，參加第十一屆資優兒童教育國際

會議，以增加他們對資優教育的認知，使他們在校內更有效地推廣

資優教育。評估報告現作最後定稿，但初步資料顯示，試驗計劃有

效地提升了教師的教學技巧及專業知識，以及擴闊了學生的學習領

域。

此外，教育署自 1995 年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成立以來，經常舉辦

推廣資優教育活動。在過去一年，該中心為一千四百多位有興趣瞭

解及推廣資優教育的校長、教師及家長共進行了 24 次的課程、研

討會及工作坊。參與人士認為這些活動有助他們進一步瞭解資優學

生的需要。

教育署計劃在本學年舉辦簡報會，向全港中、小學介紹校本課程試

驗計劃的檢討結果。馮漢柱資優教育中心會繼續為資優學童提供增

益課程。

(c) 為鼓勵教師參加資優教育培訓課程，參加大專院校有關校外課程的

教師，可向教育署申請發還部分學費。此外，教育署亦為教師提供

多項免費資優教育課程。如果課程連續 3 天或以上，學校還可聘請

代課老師。

附件 A

教資會資助院校開辦的資優教育師資訓練課程

院校 科目 性質 職前訓練

課程

在職訓練

課程

所屬課程

香港城巿大學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教育 ( I )

（其 中 一部 分 是關 於 特 出

或資優兒童）

有特殊需要的兒童教育 ( I I )

選修課目

選修課目

!）

）

）

）

!）

小學教育榮

譽文學士學

位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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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一部 分 是關 於 特 出

或資優兒童）

）

）

香港浸會大學 資優及天才兒童教育

（註一）

選修科目 ! 教育碩士課

程

香港中文大學 教育心理學　─　動機及

個別差異（將於 1999-2000

學年開課）

特殊教育初探

選修科目

選修科目

! !

!

學位教師教

育 ( 中 學 教

育 ) 文 憑 課

程

教 育 學 士

(小學教育 )

學位課程

香港教育學院

（註二）

教導資優兒童 選修單元 ! ! 特殊教育教

師訓練課程

香港理工大學 啟 資優（天才）課程 自 負 盈 虧

短期課程

! 啟 迪 資 優

(天才 )課程

香港大學 資優兒童（註一）

資優教育（註一）

特殊兒童（註一）

選修課程

選修單元

選修單元

!

!

!

!）

!）

教 育 學 士

（有學習困

難之兒童）

課程

學位教師教

育證書課程

註一：這些科目並沒有正式中文名稱。

註二：香港教育學院在檢討現有課程和設計新課程時，已顧及教育署最近頒

布的規定，要求所有師資訓練課程必須提供所需的教學技巧和策略，

使教師能瞭解兒童的特殊需要，協助不同能力的學生學習。該學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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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專業研究各科目教學法單元中（例如兒童發展及課室管理）加入

這些元素，以體現多元化的宗旨，務求教師能肩負責任，滿足不同資

質的學生的需要。

就兩條國際公約作出的保留及聲明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on Two International Covenants

19. MISS CHRISTINE LOH: In 1976,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ratified, with certain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ICCPR)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 and extended them
to Hong Kong, among other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whether these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are still relevant to and necessary for Hong Kong; if so, what the
reasons are; if not, whether they will be removed?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Madam President, having regard to
the Basic Law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rinciple,
the Central People's Government (CPG) sought our views in February 1998 on
the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registered in 1976 when the ICESCR was
extended to Hong Kong.  The Administration has since conducted a review and
has advised the CPG that two of these reservations remain both relevant and
necessary and should be retained, subject to the adaptation necessary to reflect
the new constitutional situation.  These are:

(a) reservation of the right to interpret Article 6 (which relates to the
right to work) as not precluding the imposition of restrictions, based
on place of birth or residence qualifications, on the taking of
employment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for the purpose of safeguarding th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of
workers in Hong Kong.  We believe that the need for this
reservation is self-explanatory and obvious, particularl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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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economic situation.

(b) reservation of the right not to apply subparagraph 1(b) of Article 8
(right of trade unions to establish national federations or
confederations and the right of the latter to form or join
international trade-union 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This
remains necessary because we need to consider further whether ─
and, if so, to what extent ─ the 1997 amendments to the Trade
Unions Ordinance have brought Hong Kong into compliance with
subparagraph 1(b) of Article 8.

We understand the CPG will lodge these reservations in respect of the
SAR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when it ratifies the Covenant.

With regard to the reservation relating to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we
have advised the CPG that it is no longer relevant and should be removed.

As regards the ICCPR which China signed on 5 October 1998, we shall
review the reservations and declarations under this Covenant in due course in the
same way as we reviewed those under the ICESCR.

學生及學額分布情況

Distribution of Students and School Places

20. 張文光議員：就全港官立、津貼和私立學校的學生及學額分布情況，政

府可否告知本會：

(a) 在 1997-98 和 1998-99 兩個學年，每學年開始時的小學六年級與中

學一年級（“中一”）的班數、學額和學生（包括重讀生）人數的

比較分別為何；

(b) 中一的學額在該兩個學年是否供過於求；若然，原因為何；

(c) 預計未來兩個學年中一班數（請說明以多少人一班計算）、學額和

學生人數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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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當局會否採取措施充分利用中一剩餘學額，例如鼓勵部分收納學業

成績稍遜的學生的中學先行縮減每班學生的人數；及

(e) 當局何時落實削減中學每班學生人數的計劃？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a) 在 1997-98 和 1998-99 兩個學年開始時，小學六年級與中一的班

數、學額和學生（包括重讀生）人數表列如下：

1997-98 學年 1998-99 學年

班數 學額 學生人

數

班數 學額 學生人

數

小六 1 882 74 967 66 988 2 086 72 585 69 422

中一 2 030 81 119 79 253 1 998 79 920 74 809

*上列數字包括官立、津貼、按額津貼及買位私立學校。

(b) 由於人口結構變更，以致在上述兩個學年，中一學額有輕微供過於

求的情況。

(c) 預計未來兩個學年中一班級，學額（以 40 人一班計算）和學生人

數如下：

1999-2000 學年 2000-2001 學年

班數  2 011  2 045

學額 80 440 81 800

學生人數 76 000 81 000

*上述數字包括官立、津貼、按額津貼及買位私立學校。

(d) 教育署會因應個別學校的情況，容許中學每班人數略少於 40 人。

本學年中學平均每班人數是 38.2 人，而中一班級的平均每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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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37.7 人。由於我們預計未來數個學年中學剩餘學額的數目及比

例每年俱有變化，故此，並不適宜在現階段規定部分中學先行縮減

每班人數。

(e) 為早日推行小學全日制，我們須有大量土地興建小學。我們會繼續

爭取更多建校用地，以及不時檢討建校用地的供求情況，以期盡快

落實減少中學每班學生人數的計劃。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BILL 1998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秘書：《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保安局局長。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BILL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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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宗旨是對第 15 條與處置罪犯有關的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出

適應化修改，以符合《基本法》和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

位。

條例草案涵蓋的各條條例，已獲採用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由於其中

一些提述，例如“總督”、“官方”、“殖民地規例”、“倫敦”和“國務

大臣”等，與《基本法》或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不符，

故有需要作出適當修改。雖然《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則條例》已規

定這些提述應如何詮釋，但在香港法律中保留這些提述，仍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我們須提交條例草案，對個別法例進行必要的詞句修訂。

條例草案建議對第 15 條作出的修訂，屬於用語上的更改。這些適應化

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律，生效日期即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當天。

條例草案並省卻要參照《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則條例》的麻煩，

希望議員支持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主席：保安局局長。

《 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

ADAPTATION OF LAWS (NO. 2) BILL 1998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二讀《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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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

本條例草案宗旨是對第 12 條與刑事罪行有關的條例及其附屬法例作出

適應化修改，使這些法例符合《基本法》的規定，並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相符。

第 12 條內的部分用語，例如凡提述“總督”、“殖民地”和“官方”

等，均與《基本法》有所牴觸，或與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

地位不符，須加以適當修改。至於提述英國法令之處，則建議加以刪除或代

以對本地法例的提述。儘管《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則條例》已就如

何詮釋這些提述作出規定，但在香港法律中保留這些提述，仍是不能接受

的。因此，我們須制定本條例草案，以便作出必要的修訂。

條例草案就第 12 條作出的修訂，大多數僅屬用語上的更改。這些適應

化修改一經通過成為法律，便會追溯至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之日起生效。

條例草案使我們省卻了須經常參照《香港回歸條例》和《釋義及通則條

例》的麻煩，希望議員予以支持。

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法律適應化修改（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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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IES PROTECTION (AMENDMENT) BILL 1998

恢復辯論經於 1998 年 7 月 22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22 July 1998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黃容根議員。

黃容根議員：主席，對於政府提交這條條例草案，建議提高罰款，以阻嚇一

些使用炸藥、有毒物質和破壞性捕魚方法的人士，作為代表漁農界的立法會

議員，本人和業界均表示支持，因為長遠來說，這是有助保護本港水域內的

漁業，對本港的漁業有利。

在有關條例生效後，本人相信日後本港非法捕魚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會減

少，唯一令人擔心的是，一些非法進入本港水域的內地漁船，可能仍然使用

魚炮或有毒物質，而且亦會利用夜間潛水捕魚，嚴重破壞海洋生態。本人促

請水警及有關部門加強巡邏海面，堵截這些非法進入本港水域的內地漁船，

防止他們在本港水域從事非法捕魚活動。此舉既可保護本港的海洋生態，亦

可保障本港漁民的生計。

此外，本人希望漁農處處長日後制定附屬法例時，能充分徵詢業內人士

的意見。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二讀。

主席：經濟局局長。

經濟局局長：主席，我非常多謝黃容根議員的支持，也同意他所說，一定會

進行更多諮詢，並要求有關當局加強取締這些非法的捕漁活動。謝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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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法案：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 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FISHERIES PROTECTION (AMENDMENT) BILL 1998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1998 年漁業

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2 及 3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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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經濟局局長。

《 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FISHERIES PROTECTION (AMENDMENT) BILL 1998

經濟局局長：主席，

《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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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1998 年漁業保護（修訂）條例草案》。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議案。黃宏發議員。

《釋義及通則條例》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黃宏發議員：主席，本人現以《1998 年香港大學規程（修訂）規程》小組委

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 1998 年 9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省覽的《1998 年香港

大學規程（修訂）規程》，其中的規程第 9 條作出修訂。

    香港大學修訂規程第 9 條主要述及有關學院院長的甄選程序。小組委員

會認為該項修訂規程的文本，並未能準確反映有關學院的院務委員會，在甄

選學院院長的決策過程中所擔當的角色。因此，小組委員會就該項修訂規

程，向香港大學在一些文字上作出改善的建議，該建議已經獲得香港大學校

董會、校務委員會及教務委員會的同意。

    由於香港大學方面須用兩個多月的時間，才能安排將新修訂的規程文本

刊登憲報，為了使新修訂的規程能夠盡快生效，香港大學當局已同意，由本

人在今天立法會會議上動議將規程第 9 條作出一個雙方同意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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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本人謹此動議。

黃宏發議員動議的決議案如下：

“議決將於 1998 年 9 月 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1998 年香港大學

規程（修訂）規程》（即刊登於憲報的 1998 年第 299 號法律公告）

修訂，廢除第 3(a)條而代以　─

“ (a) 廢除第 1 段而代以　─

“ 1.在獲得校務委員會的批准下，每間學院的院長須按有關學

院院務委員會所提出並經教務委員會通過的建議　─

(a) 由有關學院院務委員會的委員從該學院的教師中

選出，任期為 3 年；或

(b) 由校務委員會委任，任期由校務委員會決定。

院長有資格再度當選或再獲委任。”。”。”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黃宏發議員動議的決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是否有議員想發言？楊耀忠議員。

楊耀忠議員：主席，有關《釋義及通則條例》的議案，其內容主要圍繞學院

院長的產生辦法，而該條例增訂了院長的產生，可由校務委員會委任，比原

來只由選舉產生的單一辦法，多增加了一種選擇，顯得較為靈活；而有關委

任的決定，亦作出了某些限制，如採用委任制必須由院務委員會提出，並經

教務委員會通過，這是一種務實的做法，既體現民主的原則，又具靈活性。

基於尊重大學自主的原則，民建聯支持有關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黃宏發議員，你是否打算發言答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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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很感謝楊耀忠議員剛才的發言，他亦代表了民建聯支

持這些修訂建議。在小組委員會中，主要只有兩個黨的成員，再加上我這位

獨立人士。民主黨是同意修訂的，民主黨參加小組委員會的成員，現在剛巧

不在。為了紀錄起見，我想說明這次修訂完全與政治無關，大家只是將香港

大學有關規程裏的文字，修改得更準確反映它原來的用意而已。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黃宏發議員動議的決議案，內容一

如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決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法律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議案辯論的發言時限

所提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

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其他

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根據《議事規則》，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逾時

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主席：第一項議案：香港的可持續發展。吳清輝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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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吳清輝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

　　當我準備提交這項有關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的議案時，多少有些顧慮，我

恐怕好像以前我曾經促請政府支持香港發展科技工業一樣，被譏為不合時宜

的書生之見。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似乎增強了我提交這份

鼓吹可持續發展思想的信心。首先，我看到過去我和議會內外的同事們反覆

敦促政府支持科技工業，尤其是中游領域的研究和開發，並非白費力氣，施

政報告對此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使我感到鼓舞。其次，雖然第二份施政報告

的第 123 段提到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但我感到近 10 年來國際社會逐漸形

成的可持續發展觀，至今仍未得到香港人普遍重視，更沒有對政府的政策制

訂產生應有的影響；而可持續發展是本世紀末人類全新的社會發展觀念，也

將是建立二十一世紀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要內容之一，對我們每一個人來

說，都是極為重要的。因此，我感到立法會今天討論這項議案是非常必要的。

施政報告說政府現正進行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研究，並且歡迎立法會和巿

民加入討論，我覺得今天的辯論就是這種討論的開始。

　　主席，正如剛才我說過的，可持續發展是國際社會經過多年的探索研究

才逐漸形成的全新發展觀，今天我們討論它，恐怕要在知識的層面上討論最

基本的幾個方面，即第一，可持續發展是甚麼？第二，為甚麼要實行可持續

發展？第三，由誰去開創香港的二十一世紀發展新模式？以及第四，如何去

開創？對此我有兩點看法。

　　首先我要強調，我們確有必要弄清楚“可持續發展”的定義究竟為何？

七十年代，羅馬俱樂部成員們的名著《增長的極限》給了我們很多啟示，此

外，我們也可參考 1987 年聯合國環境及發展委員會為可持續發展觀定下的

定義，即所謂“發展應既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又不削弱子孫後代滿足其需求

的能力。”我們更應該瞭解，到了九十年代末的今天，“可持續發展”這個

概念已經演變為一種綜合發展觀，一種以滿足人的需求為中心的價值取向，

它改變了單純以國民生產總值 (GNP)為指標的“有增長無發展”的歐美“工

業化經濟學”，建立包括社會、經濟、文化、環境 生、生活為指標的“生

存經濟學”。因此，可持續發展並不僅僅局限在保護環境、治理污染這個層

次（雖然保護自然、使人與自然協調，也是協調發展觀最基本的內容），所

以我在議案中，要求本會促請政府在日後制訂公共政策及發展計劃時，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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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發展當作制訂宏觀政策的基本依據。這裏說的基本依據，是指理論依

據，甚至戰略思想的依據。

　　其次，我想談一談為甚麼及如何開創可持續發展這個國際思路。首先，

由於實現工業化而由幾代人沉積下令人觸目驚心的生態危機，今天的人不得

不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適時反思，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能否持續發展下去進

行探索。這一切是否與香港無關？當然不是。香港雖然是個幅員很小的特別

地區，香港人還是地球人，和其他人共同承受一切環境代價，和其他人一樣

重視下一代的福利。我們不能所謂“吃祖宗飯，斷子孫糧”。這些大道理是

不言而喻的，但我們過去做得怎麼樣？我想如果我們要樹立新的發展觀，就

必須對以往香港的發展路向作出一些檢討。譬如我們的維多利亞中央海港大

規模的填海計劃，以及填海背後的香港經濟發展思路，就似乎沒有很好地考

慮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更沒有考慮當代香港人與下一代人的利益關係。我們

要明白，儘管中央海港填得的土地表面看來價值很高，但如果我們用可持續

發展觀來看，還得計算天然景觀及海港船舶航行方便與否的價值。如果這樣

計算，填海的成本就大大增加，因此，這樣的計劃是否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

則便會很成問題了。又譬如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回歸前的最早設想是把香

港的污水排到珠江口，這種設想既無知也不道德。它忘掉了一個常識：我們

共同擁有一個地球，擁有共同的大氣圈、水系、海洋、植物、生物群落等，

而任何環境代價，都是由我們自己鄰近地區、以致全世界來承受的；所以這

種設想明顯地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即每一發展主體都要對環境污染的

控制和治理盡平等的義務，稍為富有的地區對污染的防治，更要自覺地負起

更高的職責。

　　誠然，可持續發展的道理應該很容易明白，但落實這個道理的價值觀

念，長期以來卻受到阻撓，主要原因是個人、集團、企業和國家，在生態環

境問題上，很多時候仍拋不開利己主義的思維方式，也正因為如此，我們要

求政府要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重新考慮策略性污水排放計劃的第二期計

劃。其實，政府最少要明白，今天我們用上數以億元計的投資，是對過去只

求增長、不顧環境造成的惡果的賠償。從某一意義來說，我們過去國民生產

總值的增長，是帶一點“水分”的，因為他們沒有扣除我們這幾年治理環境

污染的善後費用；因此，我們應謹慎處理這個計劃，因為錯加錯不一定等如

對。

　　從更高的層面來說，我們香港過去的經濟發展，是否忽略了物質以外的

精神追求呢？我們的政府在制訂政策時，有沒有想到要設法使我們的社會有

更多人對人類充滿終極關懷的人文精神？ 1995 年哥本哈根社會發展世界首

腦會議通過的《宣言》和《行動綱領》，其中第 4 條規定：“社會發展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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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的文化、生態、經濟、政治和精神環境不可分割”，這就是“以人為中

心的可持續發展觀”的新境界。我以上所說的，只不過是解釋了為甚麼我們

要開創一個二十一世紀香港發展的新模式，它不但是綠色的路，而且是通向

未來的必由的路。政府應該對此有所承擔，每一個巿民亦應該建立一個可持

續發展觀。我誠懇地希望政府與巿民作為夥伴，共同促進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為我們同代人及後代人謀福利。

　　主席，我想在此向陸恭蕙議員表示謝意，她是第一個對我的議案產生共

鳴的議員，這本身就是對我的支持。雖然可持續發展思想在發達國家中已發

展得很成熟，在 1992 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的世界環境與發展的會議中，

更被一百七十多個國家通過成為今後推動生態文明發展的新思路。中國內地

的響應很快，並且基於責任感和國際義務，於 1994 年召開“二十一世紀中

國環境與發展”會議，制訂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但在香港，可持續

發展的聲音畢竟不大，與我們這個號稱國際城巿不甚相稱，所以陸議員熱衷

於我的議案，使我感到很高興。

　　陸議員的修正案主要是對原議案加了一句：“本會亦促請政府採用一套

完整的指標，以衡量本港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進度。”我相信她這裏所說的

“完整的指標，”大概是指國際社會上正在探討和制訂的一個包括社會、經

濟、文化、環境、生活等各項指標在內的新社會發展指標體系，它有別於以

國民生產總值為中心的“發展＝經濟”的經濟發展觀。目前有些國家也嘗試

制訂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指標體系，希望通過定量分析，提出可持續性發展

研究的可操作性。

　　香港要不要制訂一套新的以“可持續發展觀”為原則的尺度，代替單一

的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我們的經濟發展呢？我覺得答案是肯定的，但我們制

訂這個指標之前，首先要在可持續發展研究的定性分析方面做很多工夫，就

是說，先讓我們的政府以至於每一個社會成員，建立一套最低限度的可持續

發展價值觀，然後才談得上為香港特別行政區制訂一套符合可持續發展原

則，符合香港實際情況，又能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同的指標體系。可持續發展

研究在香港僅僅是一個開始，建立新的發展指標是複雜的工作，既要借鑑國

際經驗，又不能簡單抄襲，還要有廣泛諮詢，以及巿民的普遍參與，路恐怕

是要一步一步地走了。假如我們要政府短期內就採用一套完整的指標，反而

不一定符合可持續發展的精神，因為它的可操作性或許不高。我希望陸議員

的修正 眼點也是基於這個認識。

　　不管怎樣，我也會珍惜並仔細聆聽陸議員及各位同事的意見。主席，我

謹此陳辭，動議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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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在日後制訂公共政策及發展計劃時，要把“可持續發

展”的概念當作宏觀政策的基本依據，周詳地考慮各項政策及計劃對

自然和人文環境、鄰近地區、甚至人類未來所產生的影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主席：10月 9日發給各位議員的通告已知會各位，陸恭蕙議員已經作出預告，

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該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按照《議事規則》，本

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現請陸恭蕙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在我就修正案提出待議議題

後，各位議員可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表意見。陸恭蕙議員。

MISS CHRISTINE LOH: Madam President, I am delighted that the
Honourable Prof NG Ching-fai has raised this important deb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t an option for Hong Kong.  It is a necessity.  The reason I
am seeking an amendment is only to try to press for some definite policy
commitments.

Let me start by supplementing the excellent speech of Prof NG Ching-fai.

Economic health tied to environmental health

Firstly, our economic health is tied to our environmental health.  This
year's flooding in China and last year's forest fires in Indonesia are stark
reminders of how the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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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suit of short-term profits through indiscriminate logging in China and
Indonesia resulted in huge costs in terms of loss of life, damage to property,
health costs, lost business, emergency service costs and fall in foreign
investment.

Thirteen of the fifteen most polluted cities in the world are in Asia.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stimated that pollution was costing Asian economies
the equivalent of 9% of thei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s well a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those countries.

In India, it was calculated that the economy shrank 5.7% between 1980
and 1990 when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was taken into account.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could be equally serious.  The hospital costs
of air pollution alone are estimated at HK$1.6 billion a year.  When you start to
add in ordinary medical bills, loss of tourism, loss of productivity of workers off
sick, businesses that choose to make their headquarters in other cleaner cities,
then you begin to understand just how serious the problem could be.

If neglect of the environment costs us money, then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is also essential for successful business and economies.  More and
more surveys show that the world's most admired companies have strong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programmes.

A survey of 50 top executives in Hong Kong's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s
showed that one of the key actions to strengthen Hong Kong's position was to
clean the environment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Hong Kong's survival depends on sustainability

Second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essential for our survival.  We are
fully dependent for our lives on services supplied by natural ecosystems ─ to
make the air breathable, to supply freshwater and prevent floods, dispose waste
and support agricultural systems.

Just to give one example.  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a threat to the well-
being of the region.  There is now overwhelming scientific consensus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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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limate change is occurring due to human influence.  There are many
signs of rapid change in the climate from an increased frequency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to rapid retreat of glaciers.  River delta and other low-lying
regions are particularly vulnerable.  It is estimated that a 50 cm sea rise would
affect 40 000 sq km of land and 32 million peopl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What effect will that have on Hong Kong?

Hong Kong's global responsibility

Thirdly, Hong Kong has global responsibilities.  If you think Hong Kong
is too small to have impacts globally, think again.  Hong Kong is a major
consumer of seafood, much of which is imported live from South East Asian
waters.  This is driving the destruction of coral reefs from dynamite and
cyanide fishing.  It is estimated that 90% of the Philippines coral reefs are dead
or dying.  Hong Kong is also a major consumer of tropical timbers, imported
from countries like Malaysia and Indonesia.

GDP/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are false indicators

Fourth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our lives.
Conventional economics, as practised in Hong Kong, looks at people and nature
through a narrow prism of buying and selling.  I agree with Prof NG Ching-fai
that for all its sophistication conventional economics does little more than
assume that if the one key indicator of economic output, GDP or GNP, goes up,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will improve.  Yet, there is increasing evidence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  Health, well-be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ecurity all make contributions to
well-being which are not captured by a convent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

Thus, by simply concentrating on economic indicators such as GDP or
GNP, we are deceiving ourselves about the welfare of our community.  For
example, China's GDP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by one percentage point as a
result of the flooding, due to the massive reconstruction work that is needed.
Does this mean that China is better off as a result of the flooding?  Obviously
not, as vital resources are diverted into dealing with a crisis that should never
have happ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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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onventional economics, wealth is equivalent to money.  In
sustainable economics, wealth is equated with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sse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a more sophisticated
and diverse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round u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es not equal growth

Too oft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referred to as sustainable growth.
Growth as expansion means getting bigger.  Growth as development means
getting better, which may or may not require expansion.

The emphasis has always been on getting more rather than doing better
with what we have.  Do we need to build more power stations, like Hongkong
Electric Company Limited's desire to build on Lamma Island, when we are
already profligate in our energy usage?  Do we need to build more container
terminals which result in more traffic, container storage areas, when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of maintaining prosperity?

This brings me to the motion itself.  Prof NG's original motion is
excellent.  However,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end that they have already
fully embraced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will remind us of
its stud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SusDev21) study.

I believe it i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Government to say that they are
commit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y have to demonstrate that
commitment.

Firstly, the Administration must convert broad platitudes into binding
commitments that involve real change at a policy level.  All policy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should have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in
their performance indicators or mission statements.  Look at the Policy
Objectives, published together with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and
you will find these missing in most cases.

It is not a question of simply tacking on environmental mitigation
measures onto projects, or to claim that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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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taken into account.  For example, all large infrastructural projects
now requir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s.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of these projects are never questioned.  Instead of asking do we
need this road, this power station, this reclamation, we apply band aid solutions
to deal with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s ─ more noise barriers for

noisy roads, different fuels for power stations, or produce a park in place of the
harbour.  This is no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cannot look at the issues
one at a time.  We need to look at problems strategically and holistically.  We
need to find new ways of meeting society's needs that do not involve trade-offs
in other areas.

Secondly, we need clear markers to show us where we are heading in
terms of sustainability.  I have proposed a set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in my
"alternative policy address" this year.  These are suggestions, it is up to the
community to discuss and decide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Hong Kong.  There
could be district indicators to allow districts to compare against one another and
national indicators to chart progress within Hong Kong and against other
countries.

Prof NG Ching-fai does not have to worry that I am asking the
Government to do something in too much of a hurry.  As regards the indicators,
the Government's SusDev21 is precisely trying to do that.  What I would like is
a clear indication when this can be done and that there is a commitment to these
indicators.

Thirdly, we need to involve the community in decision making.  A
central tene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public participation.  Decisions
made behind closed doors, however wise and appropriate, will not be
sustainable if there is not sufficient support from the community, or if the
community does not understand what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do.  The
Government has already failed in one or two projects, like switching from diesel
to petrol.  The Government failed because people in this Council were not
properly prepared.  SusDev21 was supposed to b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 issues and seek their input.  Other than a few
exhibitions in shopping centres, some uninspiring public leaflets and a few
closed-door meetings, there has been very little to bring the public into the
process.  Madam President, I tried to go to one of those meetings but I was 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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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political parties were not welcomed.  I wonder why.

It is going to take more, much more, than recycling paper or banning
unleaded petrol, to make us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central to the
achievement.  The Government has to accept that fundamental changes to the
way it operates are inevitable, indeed healthy and desirable.

There are few places in the world like Hong Kong where the opportunities
exist to try out new ideas and technologies that could make us a showcase for a
sustainable community for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are one way to show people the direction in which their society is
moving.  These indicators are also excellent feedback indications.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rethink the whole way policy is formulated in Hong Kong
to ensure that we are truly planning for the long term.  A favourite platitud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is ─ We owe Hong Kong people,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children no less.

陸恭蕙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周詳地考慮”之後加上“及在其政策大綱中納入”；及在“甚至

人類未來所產生的影響”之後加上“；本會亦促請政府採用一套完整

的指標，以衡量本港邁向可持續發展的進度”。”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清輝議員動議的議案，按照陸恭

蕙議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

現在進行辯論。劉江華議員。

劉江華議員：主席，過往 1 年，亞洲出現了兩種罕有的現象，一種是“水乾”，

另一種是“水災”。所謂“水乾”，就是金融風暴沖擊了整個亞洲，在國際

炒家的沖擊之下，可謂雪上加霜，整個亞洲的經濟能否持續發展，成了一個

疑問。

另外一個現象便是水災。其中最突出的情況發生在長江流域，整個長江

流域受災的居民，數以億計。此外，南韓、日本、台灣以至香港，亦受到洪

水、暴風雨的侵襲。孟加拉曾有一段時間，有三分之二的土地遭受水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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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下，我們會問，究竟我們的環境能否持續地受到保護呢？這亦成為

疑問。

有些人統計，亞洲受金融風暴打擊導致有 2 000 萬人跌到貧窮 之下，

長江水災亦影響到 2 億人口，等於全美的總人口。在這種經濟萎縮和環境破

壞的情況下，究竟社會能否安定呢？會否出現動亂呢？香港亦曾經有人提出

這些問題。

這幾方面，其實就是“可持續發展”這觀念所涵蓋的範圍。10 年前，這

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已被提出來了，在 10 年後的今天，我們看到長江

的洪水，每拋一個沙包下長江，便象徵可能有一棵樹被砍伐。回頭看香港，

雖然今年是國際海洋年，民建聯亦推動了“救救海洋”運動，但可見我們的

海洋卻不斷被填平，紅潮不斷泛濫，死魚亦不斷增多，這方面黃容根議員稍

後會再詳細說明。我們很明顯可以看到，吳清輝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並不過

時，我認為正很迫切，適合時宜，所以我們民建聯完全支持吳清輝議員的議

案和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他的施政報告中，只是用了一句說話談及“可持

續發展”的概念（當然這已經是很多的了），便是做一些研究。我記得在臨

時立法會年代，政府其實已提了一堆指標出來，但在過往的一段時間，我們

看不出政府在社會上作過廣泛諮詢或討論，我們很害怕政府是在閉門造車。

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例如最近政府提出九龍東南區的規劃中，畫出來的藍

圖很漂亮，有“城中城”的概念；但“城中城”裏面，卻有一條大坑渠！那

是一條明渠，我們這麼多年來都是希望掩蓋了所有明渠，為甚麼在這個時候

還要弄一條大明渠出來呢？ 100 呎闊的大明渠，這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嗎？很諷刺地，提出規劃的部門是規劃署，研究可持續發展的部門，又是規

劃署，為甚麼會這樣諷刺的呢？

另一個例子便是新機場搬遷所帶來的噪音。新機場的發展，很明顯是要

帶動經濟和基建的發展，以及希望解除九龍城居民受噪音滋擾的問題。但同

樣諷刺地，現在除了九龍城居民沒有受噪音滋擾之外，新界居民卻受到噪音

滋擾，港島居民也受到噪音滋擾；將來第二條跑道興建好後，尖沙咀、九龍

一帶也會有噪音。在這樣的規劃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其實一直沒有應用在

政府整個規劃架構上。

民建聯的看法是這樣的，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當然要從全球 眼，本地

手。香港是一個這樣小的地方，我們希望能有區域性的合作，因此，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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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廣東省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當然亦看到，粵港兩方面已有很多會議

在進行中，但我們覺得將經濟、環保、基建這些問題分割處理，分割開會，

仍然未能符合可持續發展概念，加上開會的次數實際上很少，因此，在這種

情況下，我希望政府能加以留意。

另一方面，我覺得民間的推動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政府能讓更多民

間團體參與討論，參與推動。

第三方面值得注意的，就是公務員體系的適應問題。我們的公務員過往

可能只看 自己的小天地、小課題，但現在他們要面對接踵而來的資訊、科

技的發達、全球資金的流動，以至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等，一切都是沖 來的。

究竟我們的公務員是否可以繼續只看 自己的小天地、看 自己的小課題

呢？我認為他們必須有些變化，這種變化，我覺得應該在短期內看得到。

主席，有些人形容二十世紀是一個極端的年代，在不同的意識形態、不

同的政治體系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這些衝突，但在最近 10 年卻出現

了一些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如核擴散、溫室效應、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全

球資本的流動等，這些都是我們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們既然有一個共同的未

來，我很希望我們能攜手面對。香港的情況也一樣，可否持續發展，基調是

共同的未來這一點，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謹此陳辭。

下午 4 時 57 分

4.57 pm

代理主席梁智鴻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DR LEONG CHE-HUNG, took the Chair.

代理主席：許長青議員。

許長青議員：代理主席，百多年來，香港從一片荒蕪之地，發展成為物質富

庶、人煙稠密、全球其中一個最成功的經濟城巿，大家都深感自豪。不過，

繁榮的代價並不輕：綠化地帶越來越少、空氣水質越來越差、街上棄而不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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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件越來越多，香港最珍貴的天然深水港　─　維多利亞港　─　也越來

越像坑渠；犧牲和損害自然環境的結果，便是巿民生存和生活的成本越來越

高。

　　最近，一個環保組織的調查便顯示，香港這個彈丸之地，消耗天然資源

的分量，遠遠超過平均標準。從環保的角度看，香港無可否認是高消耗、高

浪費和高污染的社會。高消耗、高浪費和高污染不是曇花一現的經濟泡沫，

而是對天然資源的踐踏，當中的損失不會只是曇花一現，是極可能會一去不

復回的。故此，為了我們的後代和香港的未來發展，政府絕對有需要以可持

續發展的觀念，作為各項宏觀政策的基本依據。

　　這不應只限於口頭上的承諾，而應為涉及交通運輸、環境規劃、巿政服

務以至政府耗用資源等政策範疇上，訂立客觀的環保指標和目標，並由高層

次的官員　─　如政務司司長　─　督導整項工作。此外，政府應把環保列

作每個部門都必須提供的服務承諾，而有關的工作成效，亦應在每年發表的

工作進度報告中交代。政府也可考慮設立誘因機制，鼓勵各部門競逐優異，

爭取成為既環保又具工作效益的部門。

　　代理主席，可持續發展的中心思想，就是當代的發展，在滿足當代人需

求之餘，不會損害後代人滿足其需求的空間和能力。本人認為這種觀念不僅

可以助長環保與經濟發展的共生關係，更可伸延至營商環境的改善。這裏所

指的營商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理想與否，也包括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客觀條

件，例如成本、人才、投資的機會和創業的誘因。政府的責任，就是完善經

濟結構和制度的承載能力，使巿場公平、穩定，為企業提供長期投資和持續

發展的空間。

　　事實上，回歸前政府的政策未有足夠重視可持續發展的觀念，可說是導

致目前香港營商環境惡化、國際競爭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亞洲金融風暴之所

以能重創香港，原因之一正是香港金融巿場在未有得到適當保護之前，引入

了過多衍生工具，漠視了金融體制的承受能力。香港的創新科技工業所以遠

遠落後於台灣和新加坡，原因之一正是回歸前的政府輕視工業，沒有以工業

吸引外資在香港落地生根，也沒有投入足夠資源，鼓勵工業科研，誘發社會

對本地工業軟件和硬件的需求，結果是香港將來發展創新科技工業的成本增

加，要打入早已競爭激烈的國際巿場也更吃力。

　　行政長官在其第一份和第二份施政報告中，都強調了營商成本要減輕、

高增值工業要發展、多元化人才要培養的決心。這些都是香港經濟持續發展

的必要條件，本人是完全支持的；希望有關承諾不會因短期的經濟波動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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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

　　代理主席，香港明天會否更好，很視乎政府願不願意把可持續發展的概

念，真真正正地落實到今天的政策上。本人希望巿民和政府在思考香港經濟

出路時，不要再問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和營商環境可以帶給我們甚麼，而應

問我們可以為身處的環境做些甚麼。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吳清輝議員的議案和陸恭蕙議員的修正

案。

代理主席：何鍾泰議員。

何鍾泰議員：代理主席，每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目的莫過於提高

人民的生活質素。但是，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卻因為只單純朝 經濟發展，

忽略了因社會進步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包括生態環境受到破壞、社會及家

庭結構面臨沖擊。

    無須說得很遠，就以我們熟悉的香港為例，多年發展無疑令大部分市民

的生活水平提高，但市民亦同時要接受日益嚴重的污染問題，我們的空氣質

素每況愈下，昔日美麗的海港也變成另外一個模樣，還有我們每天都要經歷

常掛在嘴邊的交通問題；更嚴重的是，一些在生態環境上所造成的損害，更

是不能補救和還原的。如果我們因為發展而要降低整體的生活質素，那麼，

我們為甚麼要繼續努力發展？

    隨 人口不斷增長，市民同時不斷要求提高生活質素，為應付現代社會

的需要，發展是無可避免的。但我們必須在發展的構思和規劃的過程中，照

顧將來長遠發展的需要。長遠發展必須是超出短期利益的考慮而尋求社會長

遠的最大利益，因此，我們必須透過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作長遠的規劃。

雖然保護天然資源與生態環境是一般人最關注的範疇，但是可持續發展的政

策也同時應該透過提供一系列的社區服務和基建設施，保持及加強市民的生

活質素。除了有清新的空氣及環境受到保護，完善的公共交通網絡、清潔食

水供應和排污設備等，對市民也是同樣重要的。

    香港作為一個發展迅速的城市，更要把它變為世界首要都市之一，有人

認為可持續發展概念的實踐並不可行。其實，本人認為這個並不是可行與否

的問題，而是必須將之實踐，盡快在政府的政策上體現。有關的政策必須照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94

顧到香港整體的需要，而且政府在其有關的發展計劃及設施上，應盡量避免

造成浪費和破壞天然資源及環境。舉例說，在發展新市鎮的時候，大量的開

山填海，造路建橋，為自然環境帶來了基本性的改變，使有些海的部分變成

河流，斜坡被削，小島變為小山，甚至夷為平地，把山的部分或地底鑽通以

興建汽車、鐵路或供水管及煤氣管使用的隧道等。在規劃上，在工程上，雖

然或有不同的選擇，但這些都可以說是必需的。

    然而，在持續發展的原則上，我們必須堅定地、肯定地，使全部規劃和

工程完成之後，無論在生態環境方面，在自然環境方面，都能達到大家可接

受的水平；而這些水平或指標，聯合國亦早已清晰地訂定。我們必須反問自

己：我們有沒有損耗屬於我們下一代的資源呢？或令部分資源在損耗或改變

後不可能還原呢？

    代理主席，無可否認，特區政府在執行上有一定的困難，但我們並無其

他選擇，這亦是香港長遠發展的唯一出路。可是，要將這個概念應用於香港，

特區政府、非政府組織、私人機構、以至市民的參與，也是同樣重要的。政

府除了要將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體現在政策上，也應該盡快將該概念向有關方

面及市民大眾多作宣傳，以爭取他們的支持及合作。可持續發展關乎每一個

香港市民的將來，人人有責，特區政府在這方面當然也要發揮其領導角色。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謝謝。

代理主席：吳亮星議員。

吳亮星議員：代理主席，在聯合國、環保人士組織及專家學者的不斷推動下，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近年正逐步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將可持續發展作為

制訂政府政策的一項基本指導思想，已成為了國際潮流的大方向。

雖然各國及各地區有 不同標準，但總體來說，對“可持續發展”這一

概念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自然資源並非取之不竭，現代社會在運用自然資源、

發展科技、作出投資時，必須符合人類自身的真正需要，同時也必須在人類

目前的需要及未來的需要之間作出適當的平衡。這個概念要求人類在提高自

身物質生活水平的同時，也要維持自然生態的平衡，而保持其再生與復原的

能力。只有這樣，人類社會的發展才能有持續的基礎，也只有這樣的發展，

才能真正提高人類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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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這個概念，一個政府在推出規劃社會發展的政策時，純粹的經濟數

據，例如本地生產總值等，已經不再是唯一的參考標準，經濟增長並不是社

會發展概念的全部。在香港，1997 年的人均平均生產總值為二萬六千多美

元，在亞洲僅次於日本和新加坡，並超越許多歐洲工業發達國家。單以此數

據而論，香港的經濟實力是毋庸置疑，但對市民生活質素的評價，卻是另外

一回事。香港人生活於節奏急速和緊張的商業都市環境之中，住屋昂貴狹

小，環境污染問題亦日益嚴重，海港和郊野不斷被蠶食，人口亦不斷膨脹，

這些問題似乎並未隨時間而獲得與經濟增長幅度達相應程度的改善。對部分

人來說，香港甚至只是一個“搏殺”的商場，而不是安居樂業的家園。

香港有許多令人足以自豪的經濟成就，香港是主要國際貿易和金融中

心，有相當自由開放的市場，有相當繁忙的空運和海運貨港，亦有相當豐厚

的外匯儲備，但我們不能忘記，取得這些成就，最終的目的是為了令市民的

生活質素全面可持續提高和改善。所以，在行政長官的第二份施政報告中，

我們很樂於看到如何達致優質生活，已成為其中的一個重點，其中提出了減

少海水和空氣污染的政策措施，並強調加強與鄰近地區在環保方面的合作

等，這些有助於將可持續發展策略的推行列入長期工作範圍之內。我認為長

遠而言，政府須進行宣傳和教育，讓全港市民認同：香港的經濟增長模式的

規劃應該成為可持續發展策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只有這樣才能令世世代

代的香港人能夠受益，香港才可真正成為福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張永森議員。

張永森議員：代理主席，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基本上是任何一個社會日後成

功發展的一個保證。剛才各位議員同事也提到，由 92 年聯合國開始推廣這

個概念以來，已經有超過 100 個國家，循 概念的方向進行研究。香港政府

在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上，其實亦已踏出了第一步。據我記憶所及，香港政府

在 97 年 9 月開始，已經聘請了顧問公司來進行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亦在 98

年 4 月發出諮詢文件，向有關人士和團體廣泛諮詢。至於其後的工作，估計

將會在 99 年 9 月完成整項研究，而在可見的 12 個月內，繼續分 3 個階段跟

進。在政府就可持續研究發出的諮詢文件裏，我們看到有幾點具體方向性的

建議，我希望政府能予以採納，而這幾點都是環繞 ：第一、中國的因素，

第二、整項討論問題的軟件和硬件的比較，以及第三、決策的構架，特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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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決策架構。

我想談一談第一點：中國因素。如果我沒有記錯，我發覺香港政府在這

個研究裏，集中看中國時，是有兩個焦點的。第一個焦點，是珠江三角洲的

經濟發展的正面和負面因素對香港的整體影響。我覺得這個做法較為狹窄。

我們在討論時曾經建議，我們應該看整個中國的發展對香港整體發展的影

響，而政府現時的做法是將就中國的發展的研究，放在一個稱為國際經驗檢

討範圍的項目下，這個經驗檢討範圍基本上是包含了 100 個國家其他的研究

工作，以這些研究作為借鏡及參考。我相信，中國對我們的影響，不單止局

限於在珠江三角洲，我相信中國的整體發展對香港日後的持續發展的影響是

非常大的。所以，我希望政府在推出第二期諮詢時，我可在諮詢文件裏看到

政府把中國因素列為一個個別獨立的檢討範疇。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提及軟件和硬件的比較。為甚麼我這樣說呢？我會舉兩個例

子給政府參考：第一個例子是教育問題，而第二個例子是文化藝術問題。我

在翻看政府的檢討文件時，發覺政府就教育定了幾項準則，教育檢討的研究

範圍包括師生的比率、每班的平均人數、大專院校的收生率和中學會考的平

均分數等各方面。但我察覺在整個教育、人力資源培訓、教育制度配合中的

範疇裏，青少年在德、智、體、群、美各方面的發展所佔的比重非常輕，這

一方面，我希望政府加以關注。另外一個例子便是文化藝術，政府的文化藝

術文件也是集中談及 4 項準則：市區康樂設施的面積、郊野公園的面積、文

化設施的供應與使用情況，以及歷史建築遺蹟和古物的數目。政府基本上沒

有考慮到文化藝術、康體方面有關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這些全部和我們所

說的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環境，追求高質素的生活有關的問題。我希

望政府亦會關注這一點。

第三項供政府考慮的建議是政治架構。政治的問題其實在可持續發展中

的其中一項主要因素已說得很清楚了，便是決策架構和主要組織的角色。現

時我們絕對看不見政府的整個研究裏，有較多關於市民本身怎樣透過民主機

制參與決策的討論，而這正是因為政府正在“開倒車”。政府說向市民負

責，但另外一方面，政府在施政報告裏和決策機制方面逐步收權、逐步擴大

政府中央的權力，逐步在市民參與決策、制訂政策方面“開倒車”。我希望

在政府建議即將開始的 3 個階段裏，即第一個階段裏確立基本數據，第二階

段提出新決策機制的建議，以及在最後第三階段進行公眾諮詢，希望在接

的 12 個月裏，政府能夠把剛才我提到的幾點，列入檢討範圍之內。

　　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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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黃容根議員。

黃容根議員：代理主席，香港踏入二十一世紀，政府不斷強調要放眼將來，

並展開了“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顧問研究，希望制訂一套決策機制，協

助政府以平衡和持續的方式，為香港的未來作出決策。但遺憾的是，漁農業

雖然作為本港的第一產業，卻一直未獲得政府的重視，只被視作可有可無的

行業，與其他同樣擁有漁農業的國家相比，本港的漁業人士可說是被遺忘的

一群。政府至今仍未有一套完整的漁農業政策，所有的只是一些零碎的法

例，可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今年的紅潮事件，大家可以清楚看見

政府並沒有一套可行的政策。試問在這情況下，業內人士如何有一個可見的

將來呢？漁農業又如何能有“可持續的發展”呢？

　　正因為前港英政府沒有一套長遠的漁農政策，任令其自生自滅，而使漁

農業的發展受到窒礙，加上政府一些政策完全沒有顧及業內人士的要求。所

謂“今天果就是昨天因”，一些以前種下的惡果現在開始逐漸浮現了，舉例

說，政府近年不斷在沿岸進行填海，將大量近海魚苗繁殖區填平，造成今天

的魚產量下降。政府為作出補救，開始斥資進行人工漁礁計劃，如果當初能

夠好好教育漁民或社會公眾人士，又何須現在亡羊補牢呢？

　　香港的漁農業雖然看似式微，但我們認為仍有一定的生產能力，對穩定

本港的副食品供應起 功不可沒的作用。今年的施政報告也曾提及這一點。

如果政府能加以扶植，未嘗沒有發展空間。綜觀台灣及其他國家，都是非常

重視漁農業。以台灣為例，早在 1929 年已成立水產研究所，為漁民提供各

種協調和協助，反觀香港，連一個較像樣的科研機構也付諸闕如，只能仰賴

外地的科研成果；但礙於氣候環境的差異，外地的科研成果未必適用於香

港。漁農處雖有科研人員，間中亦會向業界推廣新工具，但由於資源不足，

充其量只是一些發明，不能與科研相提並論。

　　昨天，本人曾問經濟局局長，現時我們將會動用 50 億元籌辦科學園，

政府是否會成立漁業農業研究所，發展長遠的漁農業呢？本人期望特區政府

能提供資源，真正成立一所有系統的漁農業研究所，協助漁農業對自然環境

和巿場需求及消費者偏好的轉變作出快速適應，以謀求最大的經濟效益。

　　此外，政府應設立充裕的貸款基金，幫助業界引進先進生產技術及工

具，使之趕上先進的漁農業國家和地區的行列。代理主席，世界上一些漁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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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達的國家，例如美國、日本、南韓、台灣等的政府，除在政策上予以保

護外，亦會撥出充裕的資金及貸款給漁民和農友引進先進生產工具和技術，

在科研上也會主動提供協助。但本港漁農處目前雖然負責管理的貸款基金有

7 個之多，但大多數都僅是協助業界購買一般的工具以應付不時之需，對引

進先進生產工具和科研所起作用不大。

　　代理主席，談到漁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本人認為自然離不開與內地的配

合。香港與內地，特別是廣東、廣西、海南和福建等省份息息相關，香港很

多農場耕地、作業水域和海魚養殖場靠近深圳及珠海巿，內地多個省份所屬

海洋國土同時亦為香港捕撈業漁民的漁場，這些地區沿岸有港人投資的漁場

和農場，漁農副產品每天源源輸進本港。因此，特區政府和內地政府有必要

就漁農業加強管理合作和技術交流，妥善解決漁農副產品的輸港政策，杜絕

走私進港，協助追蹤使用禁藥和過量農藥的農場，以及管制內地漁民進行非

法捕魚活動。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須制訂適

當政策，促進漁農業及各行業的發展。本人促請有關部門落實《基本法》的

規定，制訂漁農業的長遠政策，使漁農業能有一個“更美好的明天”！

　　本人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蔡素玉議員。

MISS CHOY SO-YUK: Mr Deput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s spent $40
million to hire a foreign consultancy firm to deliver the pape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21st Century, in April 1998, but it failed to list out concrete
plans or indicator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Although
the detailed report will be released later this year, we hope that the stud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be useful in promoting the concept to the
community rather than a general study.  Until now, the public does not
recognize that measures like community involvement in urban redevelopment
and on-site briefing for the immediate neighbourhood are standard activities in
overseas countries.  Linkage to any active Website of the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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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on Department of any European country, such as Germany, will tell you
this.  The Government could carry out more promotion activit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SDIs) are useful in promoting
sustainability if designed with care and used properly.  However, like statistics,
they can also be used to mislead and misinform the public if otherwise.  For
example, the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has
developed SDIs in January 1996, but these SDI sets have not been identified
using an explicit methodology and are not "user-friendly", thus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other indicator developers to learn and also, they not readily
understood by the public.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process of community support and
involvement.  However, the present SDI study does not focus on public
consultation.  There is a danger that SDI study will miss the point as too much
effort is devoted to developing "instant" indicators without adequate thoughts
being given to the terms of reference and the long-term valid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SDI set.  The lack of application of a clear and widely acceptable method
may lead to SDIs that are arrived at by an unsatisfactory public consultation
process or merely by selecting exist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or economic
indicators.  I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ally is a new paradigm, as seems
likely following the Earth Summit and the commitments made to Agenda 21,
then SDIs deserve to be constructed from a clean sheet and not simply developed
in an ad hoc fashion.

We are thankful that Mr TUNG mentione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s
policy address.  But he could not even give a working definition to it and let
this popular document carry the message to fellow citizens.  The foreign
consultancy did not seek advice extensively from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local
green group to give a local defini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ontents
would be, as a matter of fact, something that any sensible research assistant can
get from a library search.  Without a professional and community-based
definition with scientific indicators, any development projects such as planting a
few trees could be called sustainable, notwithstanding that a forest or even a bay
was removed in the process.  Is the $40 million really well spent?  The project
was led by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nd not by a policy bureau.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approves the consultant report and is also likely to be the assessor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hould the concept be implemented.  May I th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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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ose that an external assessor be employed so as to prevent conflict of
interests and so that professionally recognized standards could be exercised.

Mr Deputy, with these remarks, I support the motion moved by the
Honourable Prof NG Ching-fai.  Thank you.

代理主席：陳智思議員。

MR BERNARD CHAN: Mr Deputy, facing a population of 7.8 million ─ or
even 8.1 million ─ up to 2011,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juggling gigantic
housing needs with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policies.  We see how the
officials plan to intrude into the harbour or woodlands to create spaces for
concrete towers and modern facilities.

This devastat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unclear to us.
Just see how the once fascinating Pattaya in Thailand has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by environmentally unconscious businessmen, who have earned a lot
of money out of the natural scenery.  We may just take one day to ruin a
wonderful place, but can never restore its original face when it is no longer
natural.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think twice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policies before it is too late.

Of course, economic benefits arising from urban development have been
uplifting people's livelihood, but we also envisage a significant fall of the
standard of living upon the destruction of environment.  The priority of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is now with adequate housing for the ever-increasing
residents.  It is a matter of survival if the natural reserves are no longer
sustainable.  It is essential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ttedly, our community is lacking a sense
of preserving the good at the expense of economic benefits and personal
convenience.  But the sole emphasis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in the end,
destroy the fruit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stead of enhancing them.

We have marvellous country parks within reachable distance from the
cosmopolitan.  This is a unique feature that our counterparts like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can only envy.  But I am very much annoyed by how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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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been dumping trash in the wonderful land, no matter how remote it is.  I
urge the Government to substantially raise people's environmental concern,
because our livelihood can be sustained only with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civic awareness.  I am sure our natural reserves are no less attractive to tourists
than our very earned flea market.

Mr Deputy, I am in support of the Honourable Prof NG Ching-fai's
motion.  Thank you.

代理主席：梁劉柔芬議員。

梁劉柔芬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我們所談的題目是可持續發展的概念，目的

其實是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希望本身居住的地方，有更好的環境，以利未

來的發展，而這個概念在國際間已經得到認同。但我最近在報章上看到一則

新聞，我想大家看了之後也會感想良多，那是關於一個很出名的美國兒童食

品牌子，最近因為產品含鉛過高而要進行回收，在此亦可看到很簡單的一種

蔬菜　─　胡蘿蔔，本來是在土地上種出來的，也可能因為土地中一直以來

的含鉛量過高導致那些胡蘿蔔的含鉛量亦高了，以致令製成的嬰孩食品出現

含鉛過高的現象。如果我們再看一看整體的概念和環保意識，可以追溯至這

個世紀初，發現自從推行工業革命以來，我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先進，但亦

令我們現在要忍受這些後果。在這情況下，最近的所有有關環保、可持續發

展的研究令很多發展中的國家和發達的工業國家產生很大衝突，而環保團

體，亦手指指一些工業或一些發達國家，對他們全部的所謂生活上享受，產

生很大的疑問。

根據最近一個有關二十一世紀的預測，二十一世紀裏會出現兩大工業

─   醫療的發展和環保的發展。在這情況下，我想國際上都接受了環保是必

然會發生的事情，亦重新帶出這個可延續發展，是世界必須會走向的一個潮

流。我們再看看本港和鄰近地區的發展，現在的發展是怎樣呢？根據聯合國

的預測，在未來 27 年裏，全球人口會增加 30 億，以珠江三角洲現時 3 200

萬的人口來計算，在 25 年或 40 年後，會增加一倍，而在 2016 年香港的人

口亦將達 800 萬，所以，對香港和鄰近地區的發展來說，這個可持續發展的

概念一定是很重要的，否則，將來人口越多時，我們可怎辦呢？

今天自由黨會支持吳清輝議員的議案和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我已把兩

項議案重複看了多次，我只是覺得，為甚麼兩項議案的內容這樣類似而不能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102

二合為一呢？這樣我們便不用分化。不過，這只是一個題外話，我只是想就

這個議題帶出 3 個態度和希望政府能夠帶動全民參與。關於全民參與方面，

或許可以將香港視作為一個地區，從 3 個角度來說，一個便是個人或社區，

一個是企業，另一個是政府，希望政府能全民帶動這 3 個層面的人參與這項

討論和注意整個概念的發展。至於那 3 個態度，我們首先應要抱有積極、遠

大的眼光來看可持續發展的定義，以清晰的方向全面理解可持續發展的整個

概念，才會有助於這項政策的制訂，和作出有助香港未來發展和成長的策

略。

第二個態度，便是不能全盤引進。最近我們正在進行一項有關二十一世

紀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亦正在討論希望制訂一些可用以量度持續發展的指

標，即是所謂“ indicators”。我希望政府，尤其是制訂政策的各個部門，在

參考外國的情況制訂政策時和參考外國專家的說法時不能全盤引進。我們必

須因應香港和周邊地區的實際情況，以及多點理解整個世界發展的動向，然

後作出取捨，這是我提出的第二個態度。例如我們現在的各種環保工程，也

不能單靠一些專家帶給我們的信息便可作準。我亦想提醒各位議員，最近也

有報道談及香港的浸會大學，就“ slush”（“沉澱物”）進行了一項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根本不須把這類“沉澱物”就此棄掉在堆填區裏，而是可以把

它作為土地肥料處理。

第三個態度，是想政府帶動我們現在做些工作。研究歸研究，我們不能

因為一直等待研究的結果便甚麼都不做，即是說我們現在可以做些甚麼，政

府應帶動全民參與，要怎樣看，怎樣去做。我希望政府能夠採納我們這方面

的意見。正在聽我發言的梁局長，在未來將會擔任一個新職位，我相信他在

新的工作崗位上，亦可帶領我們做好兩地溝通，以至整體的大中國溝通的工

作，研究如何向這方面發展。我相信梁局長會為我們帶來無限的驚喜。

　　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我謹代表民主黨發言，支持吳清輝議員及陸恭蕙議

員的議案。首先，讓我先說一句公道話，其實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事實上是

與原議案有不同的地方：她更具體地定下指標，使我們將來可用以量度，否

則，儘管通過吳清輝議員的議案（當然加上其他議員的發言是有所幫助的），

實際上卻沒有一個可以量化和可以評核的標準，能夠“可持續”地去監察政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 103

府。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事實上所涉及的範圍很廣，不單止包括環境保

護、野生生物的保育、文康設施的保育，還包括社會經濟、政治、民生等含

意。因此，當政府在進行這些發展規劃和制訂政策時，不單止考慮經濟效益

和投資效率，更要把環境保育、生態平衡、市民健康等社會因素，加人規劃

的考慮，把這個“可持續發展”的概念融入政策和規劃之中，使社會、經濟、

及環境 3 方面，取得平衡的發展，是最為必要的。

    如果我們真的有決心要達致這個目標，民主黨認為最少要在數方面做點

事。第一，在政府方面，我們認為應該成立一個較目前機制更高層次的“可

持續發展”委員會，負責協調各部門有關各項發展計劃，把“可持續發展”

作為跨部門的宏觀規劃指引，負起監察的角色。其實在這數年間，我們已把

一些跨部門的問題帶出來，已可見問題所在。事實上，我們成立了很多類似

的跨部門及負責監察的委員會，因此，我認為這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事實上

是一個必要的構思。

    第二，我們認為必要做的是，既然“可持續發展”是一個新生的事物、

一個文化的轉變、一個內在意識或價值的轉化，須有意念的集結，以轉化為

行動的決心。即使政府推出的文件也指出，畢竟人們意志的轉移，有時候是

很難推動的，須經歷一段長時間才可。政府甚至坦白指出，無論是政策的制

訂者（即政府）、政治家、政治人物、政黨，以至選民，時常都很短視。有

時候在選舉中，選民可能很短視，或者政客也更短視。政府如何從現在開始，

把文化和價值觀念的內在轉變，或許終有一天可以達成   ─   正如最近我們

發現，在近期的選舉中，如果候選人大談環保或“可持續發展”，在按比例

代表制競選，可以僥倖地獲得 10%左右的票數，已經算很不俗。不過，這是

有市場的。

    但我們的 眼點不止於此。我們要使越來越多的廣大市民同意，甚至形

成一個趨勢，在這方面，即使我們有短期的調整，或甚至未必盡如人意，但

我們若能顧及長遠的發展機制，事實上的確是有市場的，而且也會有所轉化

的。

　　我會集中談一談有關教育方面，我們認為有數方面應該留意的。第一，

是正規教育方面，我們認為應在大專以下，例如中學階段，最好由小學開始，

把環保定為一個必修的科目，使他們在整個階段都有這個意識。這個意識不

但是數年前我們所說的環保教育，而是把“可持續發展”，這個較抽象的概

念，以簡單的方法，向學生自小開始灌輸。灌輸的對象，不單止是中小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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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其實還有間接的效果，他們可以影響父母，影響他們對生活的價值觀

念，這些都是互動的。

    第二，我們認為要加強一些專業志願團體，在推動環保和監察政府方面

的貢獻。事實上，他們每年都覺得經費有限，他們對於出席一些國際會議，

一些甚有價值的討論和沖擊時，都發覺經費不足。

　　第三，我們認為環保教育應深入基層。在這方面，政府應加強一些志願

和福利機構的推動角色。我認為這是一種無孔不入的方式，以多層次、全方

位地推動，是有必要的。至於政府在最近 1996 年 3 月所發表的《環境白皮

書第三次檢討》和最近發表的《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的顧問中，事實上

有個轉勢。“轉勢”的意思是指政府已把對抗污染，改變成為我們肯定的

“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但問題在於那份報告書雖然包羅萬有，但政府在制

訂政策時，是否有決心把這個概念在將來落實。

    我回顧最近一些例子，實在有點令人失望。有些同事已說過，例如填海

工程、或 3 號幹 的項目，我們甚至在字裏行間都可以找到政府的概念，跟

“可持續發展”是背道而馳的。例如，在 1996 年的《環境白皮書》中，政

府表示，海洋對於我們的排污政策，是一個自我潔淨的系統，但政府似乎把

海洋說成一個無限量的自我潔淨系統。政府沒有指出，如有大量排污，海洋

也應付不了，並且會影響我們的鄰近地區。就這方面而言，政府只說出一般

的情況，令人懷疑政府在這方面是否有這個概念。或許，我們目前所說的環

境影響評估，只在於我們的承受能力，我們能否忍受得來；但我們是否應就

一些大型計劃提供可持續發展的評估，這方面似乎是付之闕如的。我認為這

方面不單止政府，工商界的領袖、議員、甚至是基層團體，都應有徹底的文

化和內在轉變，才能帶領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達致一個全世界共通而又可

以繼續發展下去的美好境界。

代理主席：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代理主席，“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對於香港來說，不像外國般

已普遍獲得認受，可說仍是一個較新和冷門的概念，但這種概念對香港的發

展是極其重要的。我很高興吳清輝議員今天提出這個議題，引起我們對這個

議題的重視和討論。大家一起研究，如何讓香港的未來發展要達致社會、經

濟發展和環境之間取得平衡。

    事實上，香港人一向很短視，這可能與自戰後以來，香港都被視作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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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的暫居地有關，而政府初期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後期則是一種積極不干

預政策，至最後近 10 年更是夕陽政府心態；所以政府以至社會大眾都只是

追求經濟高增長，而較少考慮長遠發展問題，更沒有考慮到在取得經濟高速

增長時，我們所要負出的整體社會代價。

    過去，我們在缺乏長遠發展概念的情況下，所訂定的不少政策，都是在

透支下一代資源及下一代的利益，一般也只是沿用過往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

程時的態度，就是“先污染、後治理；先破壞、後保護”。

    今天討論的可持續發展概念，不應單單是局限於保護環境和治理污染的

層次。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所指的經濟增長不能只強調有形的物質因素，也應

包括整體的社會因素，把整體社會發展和環境與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去評估。

    特區政府在本年初發表了《香港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諮詢文件，以

及剛發表的特區政府第二份施政報告中，都提及未來香港的成就將會與今天

的政策是否落實可持續發展概念有 密切關係，這是一個好的開端。

    不過，我想強調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應是在不同領域得到充分體現，當

中除了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範疇外，還應在教育、文化及康樂、醫療 生、

以至政治等多個範疇體現出來，其範圍是十分廣泛的；但在政府發表的諮詢

文件，明顯是偏重於城市規劃與環境改善的硬件措施，而文化、教育等的軟

件配合則未有方向。

    代理主席，我們過去的教育政策，只是 重知識的追求和傳遞，為政府

及工商業提供技術人員，整個教育政策都沒有考慮多元發展的方向。特區政

府成立後，有關情況才開始有一個轉變的機會；而文化藝術方面，到目前仍

是沿 一種不 邊際的方向發展。

    究竟香港人有否創意、是否擁有國際視野、是否具備對未來、周邊地區

及國際的責任感？我們的社會觀是如何？我們的政策是否符合一個具競爭

力社會的人力資源需求呢？在行政長官剛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強調高科技的

發展，但單靠發展高科技是否足夠？如何在文化教育的範圍培育既掌握高科

技，也掌握與其相適的發展觀念的公民，還是一個有待討論的議題。

    我期望特區政府再深入研究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並清楚地把這理念作為

制訂政策的依據，使香港的未來發展既可滿足現代人的需要，同時不會減少

下一代人追求所需的能力，確保香港在未來維持強勁的生存和競爭力。

    有同事提出，制訂指標以衡量政府所制訂的政策是否融合可持續發展概

念的題目。我相信制訂長遠指標是有需要的，不同地區有其不同的量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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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我們應考慮引用部分目前國際上提出的指標，但這些指標必須符合香港

的實際情況，而這些指標應該是根據國際普遍認可的可持續發展概念而制

訂，並非把一己意願或一黨一派期望達到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某些目標

的硬數字，就當作為所謂的完整指標，而制訂指標時，也要反映不同範疇的

情況。

    其中，我想強調，有關標準絕對不應該是硬數字，好像在教育範疇的指

標，就應該可以反映誘導學生自我更新知識的能力，學生利用社會的信息展

開分析和作結論能力，以及擁有多少持續發展的意識，作為衡量的標準。在

文化藝術方面，它的指標則應包括反映市民對文化藝術的鑑賞水平與整體文

化層次。

    長遠而言，社會應有一套完善的指標來量度，但制訂一套適合香港情況

的量度指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相信仍須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作討

論。在現階段，最重要還是宣傳、教育社會大眾認識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及其

重要性，並促請政府把可持續發展的新思維，當作制訂政策時在宏觀上的基

本依據，使香港的未來發展更能切合現代及下一代人的福祉。

    對陸恭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覺得與吳清輝議員提出的議案，沒有原

則性的分歧。我同意剛才梁劉柔芬議員的意見，兩者其實應合併為一，體現

議會對此問題的充分合作和共識。

    我謹此陳辭，支持吳清輝議員的原議案。謝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羅致光議員。

羅致光議員：代理主席，我們要多謝吳清輝議員今次給我們一個這麼廣闊的

題目，自由發揮，特別對於“二十一世紀可持續發展”這個問題，可以發表

意見。

    我猜想政府也會多謝吳清輝議員，因為政府所展開的“二十一世紀可持

續發展”的其中一個研究目的，便是鼓勵市民對有關的討論，多作參與和關

心。今天立法會的議案辯論，正是提升市民對於這個問題關注的其中一個良

好方法。

    我們當然可以利用今天這個機會，批評政府在過往一直以來，只關注經

濟的發展而忽略了環境的保育。我們亦可以批評政府一直以來都是積極不干

預經濟和社會的活動，即使這些活動對於我們的環境帶來破壞和很多長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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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挽回的問題，政府仍然持 不大願意干預的態度。我相信政府現在應該

大致上開始醒覺，但可惜醒覺得太遲，而且可能仍未夠“醒”。

    我最近在立法會另外一個場合，提及一個很奇怪的自然現象，我覺得應

該在這裏再說一次。大概在上月中，有一次，我駕車向西走，忽然看見太陽

在半空出現日落的現象，但太陽卻不是下山（我們小時候唱“太陽下山”的

歌），而是在半空中，在污染的煙霞裏，忽然出現有如日落的景象，太陽隨

而消失了。這個現象可以反映出整個空氣污染的問題已十分嚴重。上星期民

主黨本來打算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公司外舉行簽名運動，但最後因下雨而取

消。我第一件事想到的是甚麼？要在崇光百貨公司門口舉行簽名運動，先要

知道在哪裏可以購買防毒面具。不過，最後因為活動取消，我也沒有購買面

具。現在政府對於有關的問題正作出研究，我相信當政府採取行動以至產生

效果時，可能我們已有需要戴氧氣筒往銅鑼灣逛公司了。

    我們除了督促政府要加強環境保育的工作外，我很同意剛才數位同事所

提及的，政府不單止要推動全香港人對這方面的工作作出一些努力，我們更

應在日常生活細節中 手，建立一個環保的生活方式。我常常在大學裏的學

生飯堂吃飯，我經常要師傅給我盛少些飯，不要盛得太多，每次都要他減去

一半，但很多時候，我也看見飯堂的檯上布滿剩菜殘羹的碟。香港人對於“浪

費”這個問題是很麻木的，我相信推動市民減少浪費，是我們未來的重要工

作之一。

    除了環保問題，我亦想討論另類的持續發展問題。“二十一世紀議程”

中其中一項基本原則是，所有國家在全人類將達致可持續發展的過程中，應

致力根絕貧窮，並縮小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是眾所

周知的，用來量度貧富懸殊其中一個指標是堅尼系數。在 1981 年，香港的

堅尼系數是 0.451，到 1991 年已升至 0.476，1996 年還急升至 0.518。我們

知道當貧富懸殊發展到某一個階段時，對於社會穩定會構成威脅，更會拖

經濟發展的後腿。在上一屆的立法局中，我們曾多次討論貧富懸殊的問題，

但都得不到政府積極的回應。我希望政府在今次有關“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中，不要忽視“二十一世紀議程”中有關貧富差距這個目標。

    另外一個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問題，便是老人福利的問題。踏入了九

十年代，老人領取綜援的數字，平均每年以 15%的實質增長一直增加下去。

如果我們甚麼都不幹，10 年之後，老人領取綜援的數字所帶來的財政負擔，

將會吞噬所有的社會福利的資源。我們希望政府能夠重新考慮成立老年退休

金，解決老人退休所面對的經濟問題，以及其對綜援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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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壓力。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和修正案。

代理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現在請吳清輝議員就陸恭蕙議員的修正案發言。吳清輝議員，

你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吳清輝議員：代理主席，首先我很多謝 13 位就我的議案發言的同事，他們

從不同的角度看持續發展的問題，使我獲益良多。我也很感謝陸議員，她解

釋她不是要求馬上制訂完整的指標。我覺得今天的發言，肯定不單止有利於

我們議會內的同事互相交流，我想我們的局長也很清楚地聽到議員都很關

心，希望與他一起做好這件事。

我提出這議案時，的確有點擔心會被人批評為遠水不能救近火，說現在

我們已面對很多困難，卻還提出這類議案。但今天的發言，令我放下心頭大

石。我一向覺得，一個議會除了要急人民之急，要幫助這個社會解決當前的

困難外，也應該騰出一些時間來考慮一下這個社會的長遠發展計劃及制訂政

策的依據。正如我們埋頭讀書的時候，讀得太久，眼睛也倦了，便要抬起頭

來看看遠方的翠綠，呼吸一些新鮮的空氣，令我們的眼睛能夠作適度的調

節，大腦也能夠清醒些，否則，我們只顧埋頭苦幹，便會迷失方向。

今天我聽了各位議員的發言，使我知道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確須在香

港社會引起普遍的討論，而且我覺得這重要性，在於政府、議會和市民如果

都有類似的持續發展的看法的話，則日後當政府提出發展計劃時，一定容易

獲得市民認同。為此，我再一次多謝各位議員的支持，並希望這議案獲得通

過。謝謝。

下午 6 時 05 分

6.0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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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主席：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想多謝吳清輝議員提出的議案及陸

恭蕙議員作出的修正案。

    議案的精神，基本上跟政府的施政目標互相 合，但從各位議員的發言

中，可以清楚看到各人對“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都有不同的理解及寄望，

這點我們是可以絕對理解的。“可持續發展”這個概念，其實早於 1980 年，

在“國際環境保育聯盟”所提倡的“世界環保策略”中，已有廣泛的闡述，

但到了 1992 年，在巴西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才正式獲

得國際的確認和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意義，在於提醒世界各國政府、商

界、社團以至個人在不同層面上爭取進步和發展的同時，必須兼顧保護環

境，以確保我們下一代的福祉。

    議員未必知道，到目前為止，“可持續發展”在世界上有超過七十多個

不同的定義。有些 重環保的精神，有些側重具體政策的方針和細節。有很

多世界各地的政府及機構，都會因應各自的發展步伐、環境及天然資源的客

觀情況、政治現實及其社會的可接受程度，而制訂一套符合自己的“可持續

發展”策略。今天立法會的辯論，正好幫助我們為香港制訂一套符合香港實

際客觀情況的定義。

    從剛才的辯論中，很多議員亦強調，政府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須更積

極及投入更多資源。很多議員提出的意見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我和有關的政

府同事會仔細研究。有一點是剛才有部分議員提到，而我們亦感贊同的，就

是“可持續發展”是不應單 眼於環境保護。我們認為香港的“可持續發

展”應包括 3 個基本元素。提高環境質素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兩個同樣重要

的是有活力的經濟發展及社會價值的不斷提升，一套理想的“可持續發展”

策略，不應受到時空的限制。除了要滿足眼前這 3 方面的需要及平衡它們之

間的衝突之外，更重要的是能夠放眼未來，不要讓我們今天所定的政策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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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所作的，剝奪我們下一代應付他們所面對問題的能力。

    總括來說，其他各地政府就推行及實施可持續發展已採取的行動大致可

分為 3 類，包括：第一，制訂長遠策略，以修訂現時的資源運用和規劃發展

模式，以便一併考慮在資源運用和發展時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第二，在所

有政府部門推介可持續發展概念，並鼓勵社會各界人士，包括工業界、商業

界、以及其關注團體共同參與工作；及第三，制訂指標系統，監察達致可持

續發展的進度。

    因此，為了鞏固香港未來發展的基礎及承擔作為國際社會成員的責任，

特區政府現正積極參與推行“可持續發展”的工作。剛才有些議員提到的意

見，其實亦有參考外國的經驗，這一點特區政府是有考慮過的，但香港本身

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地方，除了有其天然環境及資源的限制之外，更充分體現

了東西文化的結合，它既秉承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化，亦同時吸收了西方的思

想、法律及教育；地理上，香港毗鄰珠江三角州，與內地 12 億人民的關係，

息息相關。

    因此，為了協助香港制訂“可持續發展”政策，政府聘請的顧問公司，

已開展了詳細研究，探討一套機制，平衡經濟發展、社會和環境質素 3 方面

的需要。不過，最重要的一環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之中，盡量鼓勵公眾參與，

以便公眾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並給予我們支持。

    我們研究的目的是有數點：第一，按照香港的情況界定“可持續發展”

這一詞應具的意義；是制訂涵蓋經濟、社會和環境 3 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準則

和指標；就這項研究的目的和目標進行經濟、社會和環境基本狀況研究；要

制訂一個“可持續發展系統”，亦即是這項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這個系統

將用以確保政府在將來制訂政策過程中，會評估和綜合考慮與可持續發展相

關的問題；亦要鑑定須改進的政策機制，從而使政府在更充分掌握有關情況

下均衡地作出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決策；以及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盡量鼓勵

公眾參與，使公眾意識到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所以總體來說，政府最終也

會發展或建議一套“指標系統”，用以衡量本港推行“可持續發展”的進度

及成果，這跟陸恭蕙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有關。我希望制訂這套指標的過程，

可平衡社會不同界別的需要和利益，但仍須通過社會各界人士的討論，從而

達致一個共識。

    在整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正如剛才亦有議員提過，我們非常注重公眾

參與和採納各界的意見。我們計劃了兩次大型推廣及諮詢活動，第一次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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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至 6 月期間舉行，我們亦會就比較具體的提議，再向各界諮詢意見。

目前，香港對“可持續發展”策略仍未達到共識。今天立法會的辯論，正好

提高整個社會對這個課題的興趣及關注。我已小心聆聽並感謝議員對這方面

的意見，但我想提出一點作總結。從很多外國的經驗來看，如果以為“可持

續發展”只是政府的工作，只是政府的責任的話，通常工作成效便會大大減

低，而很多時候甚至會失敗。剛才有議員提及外國出現的問題，其實這些國

家已有他們“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因此可見最重要的是各界一同參與、各

界一同負責。我希望這次辯論之後，各議員可以在各個層面進一步推動社會

各階層在這方面的討論、支持並實際參與“可持續發展”的工作。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吳清輝議員的議案，按照陸恭蕙議

員的修正案，予以修正。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吳清輝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的發言時限有 3 分 25 秒。

吳清輝議員：主席，剛才我聽到局長的回應，令我很放心。局長明確地表示

他已聽到各位議員的聲音，同時並提出我本來已提出及認同的一點，便是為

使可持續發展這概念、這哲學，真真正正在社會上能夠實現，一定不可以單

由政府主導，而有需要由政府和市民共同合作，才能夠創造，這點是極為重

要。

從今天的辯論，我們更看到一點，我們這個可持續發展，其實具備非常

豐富的內容。局長提醒我們，它可有七十多個定義，這也是我沒有給它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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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的部分原因，它的內容既是這般豐富，我們便應該按照自己的實際情

況，訂出自己的目標。當然，這目標是要符合整個世界的潮流，獲國際認可。

正如我在發言中指出，我們不能把自己的快樂建築於別人的痛苦之上，這是

不合理的。文化是一個問題，其他意識也是一個問題，羅致光議員亦提出了

浪費意識是違反可持續發展的一種做法，所以從這辯論中，我們可以有一些

清楚的認識。我們希望全港的市民都能夠繼續討論這課題，令我們這個可持

續發展的概念，真的成為香港認可的發展目標，令香港真的成為一個我們常

常掛在口邊的國際城市；我更希望它會成為一個國際的先進城市，而不單止

是一個國際城市。

主席，我謹此陳辭，希望議員繼續投贊成票，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吳清輝議員動議，經陸恭蕙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

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全面安置籠屋居民及單身人士。劉千石議員。

全面安置籠屋居民及單身人士

REHOUSING ALL CAGE HOME LODGERS AND SINGLE PERS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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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千石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載列於議程內的議案，要求政府全面安

置籠屋居民及單身人士。

關懷不幸社群

不少人知道我提出這項議案辯論，都覺得有些奇怪，問我為何不是提出

有關“打工仔”被迫減薪的議案。我想先就這個問題作出回應。一直以來，

“打工仔”的權益是我首要關懷的事項，不過，我相信我們不單止應該關懷

自己所關心的事，同時亦應該關心我們周圍更不幸的人；尤其現時經濟不

景，過去尚可維持生活的一般市民，生活亦開始出現困難。在這個情況下，

那些生活在社會上最低層、最弱勢的群體，所得到的關懷將會更少，他們的

問題將會有更少人關心。如果說行政長官今年的施政報告是“不敢”處理失

業和“打工仔”被迫減薪的問題，則對於籠屋居民的住屋問題，行政長官根

本是完全漠視。

相信在座各位同事仍然記得，大約兩年前，當董建華先生出來參選行政

長官的時候，他曾經探訪一個聚居了 70 人的籠屋寓所。董先生當時更表示

很感觸及難過，並認為須憑藉長遠整體方法始能成功解救赤貧人士。可惜，

董先生上任一年多以來，卻從來無提出任何措施改善及解決籠屋居民的住屋

問題！

行政長官在去年和今年的施政報告中均提出各種各樣的方法，誘使市民

買樓置業；但諷刺的是，在協助中等入息人士買樓的同時，行政長官對籠屋

居民的居住要求卻是不屑一顧！

災難沒完沒了

剛在 1 個月以前，灣仔交加街未登記籠屋發生的火災，導致十多人死傷

的災難慘劇，其實只是籠屋問題的冰山一角。事實上，過去十多年間，最少

有接近 10 宗涉及籠屋的火災事故，此外更不時有住戶打鬥引致有人傷亡的

情況出現，而種種事故之所以出現，主因均是與籠屋環境擠迫及居所環境惡

劣有關。

無論稱之為“籠屋”也好、“板間房”也好、“床位”也好，都是對那

些租住環境擠迫、居住空間細小的低下階層居民住所的統稱。當中居住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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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亦有一個特色，他們大多數是入息低微的單身人士，同時往往是須長期居

住在那些狹窄的空間中。

其實，籠屋存在了數十年，已成為香港社會的一個特色，更是香港繁榮

的恥辱！由於居住於籠屋的人大多數是被社會所遺忘的邊緣人士，因此要到

了近 10 年，才因為社工團體及其他壓力團體的關注，令社會大眾開始驚覺

原來號稱經濟發達的香港，居然仍然有人生活在那麼不堪的環境中。我相信

數年前由馬逢國議員製作的電影《籠民》，便是令全港市民得以較為全面瞭

解籠民居住狀況的佳作。

居住權遭漠視

適用於香港的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確立居住

權乃是基本人權的一部分，而當中明確規定政府有責任為人民提供合適的居

所和消除所有不合適的居所。政府在 94 年及 96 年提交人權報告時，聯合國

條約委員會均強烈譴責港府的“籠屋政策”未能符合公約要求，並要求港府

制訂時間表全面取締籠屋。令人遺憾的是，港府對聯合國委員會的要求完全

置若罔聞！

因應國際及本地團體的壓力，政府在 94 年制定《床位寓所條例》，規

定凡有 12 伙或以上住戶居住的單位均須受法例監管。不過，政府根本無意

全面取締籠屋，只是對部分籠屋的消防安全作出監管；可以說，政府的政策

不但不能夠治本，連治標的效用亦成疑問！

根據民政事務局的資料，現時全港共有 63 間持牌床位寓所（即是政府

認為須予監管的籠屋），住客人數為 1 189 人，而無牌床位寓所則有 34 間，

住客 675 人。情況是不是這樣呢？如果真是只得約 2 000 名籠屋居民，我相

信政府要全面安置他們根本不成問題，但事實上問題遠比政府公布的嚴重：

根據社區組織協會提供的資料，在舊區私人樓宇內，床位、板間房比比皆是，

以大角咀等地區為例，便約有 30 間不為政府所發現的籠屋，住客人數多達

700 人，而估計全港籠屋人數更高達 1 萬人。

事實上，即使一間床位寓所獲得發牌，亦不表示它的居住環境沒有問

題。以我的選區九龍西為例，在大角咀便有一間 800 呎的單位，居然有 50

至 60 個住客，我實在擔憂如果有任何意外發生，該寓所的安全能否獲得保

證？

房屋政策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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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將籠屋合法化而不是全面取締，他們提出的理由是廉價籠屋有實際

需求   ─   我覺得政府應該感到羞 ，因為事實清楚不過，籠屋之所以仍有

市場，乃是政府迫出來，是政府多年來漠視低下階層市民住屋需要的政策所

製造出來的！

籠屋問題嚴重，其實是源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一直漠視單身人

士的住屋問題。直至 1985 年，房委會才開始准許單身人士申請公屋，但由

於小型公屋的數量少而需求多，因此長期以來輪候一、二人公屋單位的人數

均維持在非常龐大的數字。根據政府的數字，現時約有 19 400 人登記輪候

單身人士公屋，而除了高齡人士之外，其他單身申請人的平均輪候時間長達

9 年！

雖然政府計劃每年興建五萬多個公營房屋單位，但大多數單位是用作出

售，單身人士公屋的供應少之又少，即使長遠房屋策略承諾未來興建四萬多

個單身人士公屋單位，亦根本只能夠滿足單身老人及重建戶的需要，完全忽

略 60 歲以下單身人士的房屋需求。由於小型公屋單位不足，令大部分收入

低的單身人士被迫長期租住私人樓宇，面對租金其實並不便宜而又惡劣的居

住環境，令籠屋需求殷切，無處不在。

政府責任所在

我在此十分希望政府不要再自欺欺人，必須承擔為低下階層市民提供合

適居所的責任，全面安置籠屋居民及低下階層單身人士。我促請政府立即行

動，採取以下 3 項措施。

第一，確立市民的住屋權，訂定合乎人道的最低居住環境標準，例如借

鑑現時公屋的居住面積標準，即每人居住面積最少有 5.5 平方米，以確保市

民在居住方面的生活質素。

第二，根據最低居住標準重新全面評估各類人士的住屋需求，並訂出明

確而合理的時間表，全面安置有需要上樓的人士，令根本不適宜人居住的籠

屋早日絕跡。事實上，現時政府計劃停建夾心階層住屋及可能停建居屋，將

會有更大可能性以較短時間增建小型公屋，以解決籠屋居民的住屋需求。可

以說，如果政府下定決心，現時正是解決籠屋問題的最好時間，也是解決籠

屋問題的最好時機。

第三，政府有必要檢討處理籠屋政策的決策局安排的問題。現時籠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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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由民政事務局負責，今天的辯論將會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回應，但是民政事

務局本身根本沒有供應公屋單位的權力，我亦覺得是難為了民政事務局局

長，希望他能夠向高層提議改由房屋局統籌有關問題。

增建單身住所

主席女士，我亦明白短期來說，政府是難以一下子解決籠屋問題，因此

現時由民政事務總署及志願機構提供的單身人士宿舍，在未來一段時間仍有

存在的需要。不過，我希望政府能夠認真計劃該等宿舍的地點、居室設計，

吸納用家的意見，令單身人士宿舍真正為籠屋居民所接受。

我希望強調一點，那便是單身人士宿舍的地點必須分布在市區內不同的

區域，因為對於低下階層的單身人士來說，他們長期生活在某一區域，對原

來居住的環境較為熟悉，他們的生活已經植根在某個區域，而且他們大多數

在那個區域工作，因此在解決居住問題的同時，決不能夠將他們的根斬斷，

否則他們是難以搬離原來的籠屋單位的。

據瞭解，現在民政事務總署在市區找尋土地興建單身人士宿舍，但卻是

碰了壁，原因是負責土地供應的規劃環境地政局“不放行”。我希望此問題

可以早日得到切實的解決。

全面輔導安排

最後，有關我議案中的最後一項要求，便是制訂一整套照顧籠屋居民及

單身人士生活需求的綜合服務政策，而這個要求過往是較少有人提出的。

從上月灣仔籠屋大火事件中可以看出，現時居住在籠屋的單身人士，包

括了不少身處社會邊緣的階層，例如精神病康復者、吸毒人士和老人等，他

們長期以來受到社會的歧視，有些人正是因為沒有人願意租屋給他們以致被

迫入住籠屋，因而亦令籠屋環境更為複雜。因此，要徹底解決他們面對的問

題，除了提供居所外，政府亦必須提供一些包括輔導的綜合服務，否則，籠

屋只會繼續存在下去。

舉例來說，現時籠屋居民中有不少人是接受綜援的，但是綜援的租金津

貼與市場是嚴重脫節：現時租金津貼的最高限額只得 1,545 元，以土瓜灣一

間 70 呎的板間房為例，它的租金已經要 30 至 40 元一呎，即 70 呎板間房每

月租金便達 2,500 元左右。試問以微薄的租金津貼，綜援人士除了籠屋外，

還可以入住甚麼居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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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良心來回應

我知道本會同事是十分支持全面安置籠屋居民的要求，而這更反映出政

府的政策是不得民心。我希望政府不要再重複他們的政策立場，要用他們的

良心去回應這項議案的要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檢討及制訂有關籠屋居民及單身人士的房屋政策，並訂

立全面安置該等人士的時間表；在過渡期間，政府須在市區不同區域

增撥土地，以興建足夠數目的單身人士宿舍，同時制訂一整套兼顧該

等人士在住屋、福利及輔導等方面需要的綜合服務，以協助這些處身

社會最低階層的籠屋居民及單身人士解決生活上的問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

現在進行辯論。程介南議員。

程介南議員：主席女士，立法機關似乎每年都會討論籠屋問題一次，但可惜

的是，經過多次的議案辯論，政府也只是將關注面停留在籠屋的防火安全

上，對住客的居住環境隻字不提，而對於安全問題同樣令人擔心的板間房，

也沒有任何措施，這實在令人失望。

討論多時的《床位寓所條例》，所針對的僅是寓所的防火安全，除略為

將單位的居住密度降低外，居住環境毫無改善。住客所獲的空間，仍然只是

一張 3x6 呎的床位，在某個程度上，條例更為經營者提供了加租的藉口。主

席女士，根據本會同事所提供的資料，馬己仙峽道一豪宅的月租為 65,000

元，平均每呎租金為 30 元，但現時有些籠屋床位的租金卻是 1,500 元；以

面積計算，也要 80 元一呎。這種“地獄式環境，豪宅式價格”的居住地方，

在世界上可算是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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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屋實在是本港的 辱，我們必須有一套全面策略，在一定時間內將問

題解決，讓住在籠屋的人可改善居住環境。

我們認為今後的長遠目標，應該是要透過各種安置政策，達致逐步減少

籠屋數目的目標。

增建公屋是一個最徹底解決問題的方法。過去由於政府房屋政策失誤，

錯誤地以私人房屋為主導，壓低公營房屋   ─   特別是出租公屋   ─   的

供應，因而造成輪候公屋登記冊上長期維持 15 萬個申請個案。目前，一

般單身的公屋申請人，竟要輪候 9 年。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居住超過 10 年

始能獲得“上樓”機會，實在是香港這個社會所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民

建聯較早前到港島西區籠屋探訪時，曾向十多名住客查詢，發現他們當中有

近半數並無輪候公屋，但他們的收入卻遠低於輪候入息限額，為何沒有人提

醒他們前往申請輪候呢？

主席女士，我們一直認為，政府應以公營房屋為主導，要在 2006 年前，

將輪候公屋時間，由目前平均六年半縮減至兩年，包括單身申請人在內。為

達到此一目標，房屋委員會必須在未來 7 年內，平均每年提供 7 500 個一至

二人單位。可是，據政府公布的資料顯示，今後 5 年，每年可分配予輪候冊

的一至二人單位僅得 17 500 個，即平均每年 3 500 個，遠遠低於目前的需

求。目前，每年新增對公屋一至二人單位的有效需求，已達 4 500 個。

根據上述的計算，當局最少要將細單位的供應量提升一倍才能合乎要

求。此外，當局應立即向所有籠屋住客進行全面登記，為所有合資格而又願

意入住的居民辦理登記手續。

除了“上樓”外，政府亦應為籠屋住客提供短期的協助，使他們在獲編

配公屋前，得以改善居住環境。民建聯認為，為合資格人士提供租金津貼是

一個可以考慮的做法。主席女士，其實在去年 1 月，前立法局已通過議案，

希望當局為合資格上樓的家庭提供租金津貼，可惜當局一直未有接納，實在

令人失望。在此，我們再次向政府提出上述要求，希望能得到積極的回應。

另一方面，目前條例只監管 12 張床位以上的寓所，卻忽略了少於 12 張

床位、但以板間房形式出租的單位。其實，這類板間房的環境可能更為惡劣。

由於這些板間房的住客，可能或實際上是超過一人的家庭，故此其居住密度

遠超於籠屋。再者，房與房之間往往只以木板隔開，火警發生時更易造成災

難；可是，現時這類單位只須符合一般建築物條例對防火的基本要求。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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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火安全以至居住環境 生角度而言，這都是不能接受的。

因此，政府亦要盡快檢討有關條例，考慮將條例監管範圍擴大，例如如

果每單位分租租約及居住人數超過一定數目，便要接受條例監管，並須提高

單位防火安全的指標。當然，一如《床位寓所條例》，政府必須繼續現時先

安置、後檢控的做法，始能正式執行有關條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劉千石議員的議案。

主席：周梁淑怡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在前立法局考慮《床位寓所條例草案》時，我是條例

草案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所以對於這條現已獲通過的條例，我是十分瞭解

的。在我們與政府考慮條例草案時，曾研究基本上是應該肯定籠屋的安全，

還是應顧及改善居住環境。政府當時告知我們，他們最重視的是安全，因為

大家也許還記得，深水 在 1990 年曾發生籠屋大火，所以政府提出會純粹

從安全角度來考慮，看看如何可減少對籠民的人身和生命財產所構成的威

脅。

在環境改善方面，政府當時的看法是，如果要改善環境，便可能須擴大

每個床位的面積或提出其他要求，導致籠民須多付租金。此外，由於當時的

寓所數目不足，某些籠民甚至可能變為沒有地方居住，因而帶來另一個房屋

問題。經權衡各方面的需求後，當時的立法局議員同意重點應在人身安全方

面。再者，由於政府逐步承諾不會容許那些沒有地方棲身的人露宿街頭，一

定會安置他們，因此基於這個大前提，當時的立法局便同意通過這條條例草

案。不過，經過了兩年時間，條例原本是應該實施的了，但政府卻發覺一切

尚未就緒，各方面的基本問題還未能解決，最主要的是那些寓所很多未能符

合發牌條件，結果便只好延遲兩年才實施。可是，到今天仍然存在很多問題，

很多寓所根本是無法符合條件，只能在非法的情況下經營。話說回頭，即使

是可以符合發牌條件，那些條件也是非常原始、非常基本的。

從自由黨的角度來看，現時的情況既然如此，我們便認為不應該接受以

《床位寓所條例》作為對籠民安全的一個永久性長遠保障。事實上，大家都

知道，香港雖然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擁有今時今日的條件，但只要大家踏足

這些寓所，便已經可以覺得那是非常可 的居住環境。因此，我們自由黨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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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以一個永久性的規劃而言，香港是不能夠再接受、再容忍這些居住環境

的了。如果作為保障這些籠民人身安全的過渡性安排，我們認為這尚算是無

可厚非，是必要做的事，但政府實在須訂立一套計劃，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

安置這些籠民，而不是無了期地拖延。

剛才有同事已說出了數字，大家也知道，單身人士須輪候 9 年才可“上

樓”，但如果他是 60 歲以上，可能會稍快，不過整體來說也不會是快得很

多，因為基本的問題是，房屋委員會根本不受理，而房屋局方面亦不受理，

原因是他們並不認為這是房屋問題。不過，這事實上的的確確是一個房屋問

題。如果房屋局方面不能與民政方面的官員合作，一起處理這件事，問題便

永遠不會得到解決。因此，我們認為必須跨局處理這件事。

我們自由黨曾經說過，除了籠民之外，對於天台木屋、平房等灰色地帶，

房屋局根本是不想受理，這其實是卸責的行為；我們認為房屋局必須受理，

必須做些工夫。我們知道宿舍是有空位但沒有人入住，因為有很多條件限

制，許多單身人士都不願意入住，而安排方面也不是太好，但我相信短期內

是可以在這方面做些工夫的。此外，如果這些宿舍數目不足，政府也不一定

須興建新的樓宇；現時有很多新的樓宇無法出售，政府也許可以考慮利用那

些已落成的小型樓宇。不過，房屋委員會必須加建單身人士的房屋，並須接

受這是他們的責任。如果行政長官說現時的目標是輪候家庭可以在 3 年內上

樓，為甚麼單身人士卻須輪候 9 年呢？房屋委員會實在也須負上責任。

我希望政府能夠盡快作出整體的長遠規劃，徹底解決這個問題。謝謝主

席。

主席：張永森議員。

張永森議員：主席，籠屋問題是一個好的例子，顯示出香港社會有 一定的

虛偽。我們的政府官員，左眼看到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國際樞紐、貨運吞

吐量達國際第一、股票市場在亞太區位列第二、貿易市場在世界位列第五、

國民生產在國際上是位列第五、外匯儲備在世界名列前茅；但他們右眼卻應

該看到籠屋。剛才數位同事都用了很多字眼來形容，說這是可 的情況。這

便是我們香港人的虛偽。

    有關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剛才 3 位同事在發言中已提出了很多資料，我

希望再補充數點。首先，政府要認定解決這個問題的政策和方向。我同意同

事說不應從改善環境、保障安全的角度來處理這個問題，長遠來說，政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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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取締籠屋，《床位寓所條例》並不是用來取締籠屋的，所以政府應訂定

新政策，將之取締。

    第二是要認知問題。政府方面說涉及的是 2 000 人，地區組織卻說是 1

萬，高出了五倍，原因究竟為何？基本上是因為政府在進行登記、調查等工

作時是很被動。我認為如果要清楚實際情況，便得採取主動。不單止在大角

咀，就是在深水 已經有超過 30 間無牌籠屋，說甚麼全港只得 34 間無牌籠

屋，基本上是錯誤的，有了實際情況的資料才能訂出政策。政府一直說在未

來 5 年會興建 7 所新的單身宿舍，大約可以安置 2 000 名籠民，但籠民的數

目又何止是 2 000 人？換句話說，這 7 所將在未來 5 年興建的單身宿舍，是

不能解決現時的問題的。正因如此，便引申到剛才有同事曾提及的租金問

題，這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現時，政府運作的單身宿舍，租金是在 400

元至 1,500 元之間，最新的例子是深水 順寧道的曦華樓，租金大約是 900

元至 1,500元，入住率只有三成，基本上是因為政府所收取的租金比較高昂。

如果是接受公援的人士，他們根本上是不能負擔，即使是平均收入有 4,000

元至 5,000 元，也是無法負擔。因此，政府須研究有關釐定租金的政策。

    除了租金，大家也可以看到現時籠屋問題正在變形，就如疾病在變種一

樣，其中原因是有越來越多單身人士結婚，他們居於內地的妻子與子女正透

過現時的移民政策申請來港。這些人士本來是在單身人士輪候冊上，須輪候

9 年的，但據我對現時政策的理解，當他們內地的家眷抵港時，由於是未能

符合房屋政策有關須居港 7 年的規定，所以只好重新輪候。這個問題逐步變

形，籠屋的需求又不斷增加，如果以跨部門的方法處理這正在變形的問題，

便永遠無法取締籠屋。去年大約有超過 5 萬人   ─   即每天有 150 人   ─

移民來港，他們絕大部分都是來與家人團聚的。我並非反對移民，只是希望

當他們來到香港時，政府可以有足夠資源，為這群人提供適當居所。

    單靠民政事務總署是不能處理這個問題的，我認為民政事務總署應與房

屋局攜手合作，一同考慮如何改善單身人士，或利用移民政策來港而輪候的

人士的“上樓”情況。此外，對於租金和各方面的問題，我認為政府是有責

任作詳細研究，搜集資料，然後提交立法會討論。透過討論，大家便能更明

白這個正在變形的問題，訂出長遠的策略來處理。不過，我認為即時可以做

到的，是調校現正由政府運作的單身宿舍的租金，以租金津貼或任何其他方

法，令現時單身宿舍的入住率，不要像我剛才所說的只有三成那麼低。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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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李永達議員。

李永達議員：主席女士，對於剛才同事的發言，我大部分都很同意。這個問

題自 90 年南昌街的大火至現在，已經差不多步入第九年的紀念，但這是一

個很悲哀的紀念。《床位寓所條例》於最近執行時，發生了灣仔那事件，導

至 2 死 13 傷；那次慶幸只有兩個人死亡，但如果火勢蔓延得快些，死者數

目便會更多。

　　我們現在的問題是，為何經過了 9 年這麼久，政府在這問題上，仍然只

是做得那麼少？我自己覺得這其實是政府政策的原則問題。我同意周梁淑怡

議員剛才說，政府仍然是根據 93、 94 年的考慮，沒有一個逐漸取締籠屋居

民的觀念。我記得我曾與周梁淑怡議員傾談，提出給政府 5 年時間，因為我

覺不可能在 1 年內取締，因為存在 安置的因素。從我提出 5 年的時候起計，

到現在已是第六年了，有些同事甚至說應該短些，但我覺得五、六年應該是

一個合適的時間。然而，過了六、七年，這個問題的解決似乎仍然是遙遙無

期。因此，我想第一個須改變的原則是，看看政府是否有決心把這個問題變

為一個在這個社會上逐漸消失的問題。如果政府在這個觀念上不作改變，只

是在《床位寓所條例》內修修補補，是萬萬不能解決問題的。

　　在延遲了一年後，《床位寓所條例》即將實施，但很多漏洞將會陸續出

現。房屋事務委員會在上一次的會議中曾舉了例子，如果只有 11 個床位，

便不會受到規管；如果單位是 500 呎，間了 11 個房，每個房都是板間房，

內裏住了 5 個人，其實便變成有 55 個人住在 500 呎地方內，但這也不是違

規。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在法例生效後，可能導致出現很多比以前更不人道

的居住環境。很多所謂的變相籠屋、板間房，走火通道連一、兩個人也走不

過，但因為不是床位寓所，根本無須申請，也無須獲得批准。

　　社區組織協會曾進行調查，說住在板間房或生活環境類似籠屋般惡劣的

居民有 1 萬名，但民政事務總署卻說只有 2 000 名。我對 2 000 名這個數字

有所保留，因為有很多由新聞界所揭示，沒有註冊的籠屋寓所及其他類似的

寓所，根本是不為民政事務總署所知的。所以，我希望民政事務總署進行詳

細的調查，瞭解真正情況。

　　安置方面，大家已說了很多，但歸根究柢仍須增加興建公屋，使他們可

以快些“上樓”。政府說執行《床位寓所條例》，不會導致有人無家可歸。

這是一個非常低的標準，因為可能是要在籠屋註冊不到，刪除了某些床位之

後，這些人才可得到安置；一旦獲發牌照，居民又可照舊居住其內。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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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不能鼓勵這些籠屋居民登記輪候，向他們作出承諾，說明多少年後

便可以“上樓”的話，這個問題有可能在一段時間內都無法解決。

　　剛才有同事說，最近我們在房屋事務委員會曾談論有關將部分居屋轉作

租住單位的可行性。我是同意這個觀念的，因為現在社會上最須解決住屋問

題的，便是那些最基層的市民，以及那些居住在籠屋及板間房的居民，這裏

是有十多萬名輪候冊的市民仍在申請中。如果可以快些解決這個問題，對整

個社會是比較好的。現在輪候的單身人士，短則須輪候 9 年，有些甚至要 10

年才可“上樓”。如果我們增加樓宇的數量及盡快將輪候冊縮短，是有利於

早日解決這個問題的。我希望房屋局及民政事務局早日考慮這個問題。

　　我很希望再說兩點。我們以往每一年或是每隔一段時間，均須向聯合國

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組織提交報告，而我想政府官員都

知道，一些比本港落後的國家，例如埃及、保加利亞等，每年都批評何解香

港這麼發達，還會出現籠屋居民這麼不人道的生活情況。現在特區政府一樣

承諾會提交報告，我相信國際上仍會作出同樣的批評或責備。

　　我聽了今天的辯論後，希望立法會有一個共識。正如周梁淑怡議員說，

我們初期在這個問題上所作的研究，即條例應該是解決籠屋居民生活安全的

問題，還是解決安置的問題，未能達到共識。但今天多個政黨，包括民建聯、

自由黨及民主黨都希望這問題能得到逐步解決，令這個我們認為是特區政府

一個羞 的問題，可以慢慢地清除。我希望在今天辯論的基礎上，各個黨派

及無黨派人士能夠合作，為香港這群從大火事件到現在可能已經輪候了 9

年，但仍未能解決問題的人，提供一個機會。我希望各位同事在這次辯論後，

能繼續合作、努力，盡快迫使政府訂出政策，逐步除消籠屋的問題，讓那些

人盡快遷進公屋居住。謝謝主席。

主席：馬逢國議員。

馬逢國議員：主席，本來我並不打算在這議題上發言，但剛才劉千石議員提

到我在七、八年前曾拍攝一部電影，因此我想在此作簡單的回應；而對於主

要政策的看法，其他同事已表達了很多意見，所以我不想再重複。

　　首先，我想說明在 8 年前，我是以甚麼動機拍攝這齣電影。當時是由於

石硤尾籠屋大火，傷亡慘重，我希望透過電影的手法，再次令社會對這個問

題提高關注。此外，在通過搜集資料的過程中，發現這些籠屋居民或所謂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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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社群，由於處於一種獨特的環境，所以形成另一種生活模式和價值標準，

當中不乏有人的真善美的表達或存在。我也認為這點是值得在香港如此現實

的社會中表達出來，讓大家反省或回顧。

　　當時的看法是由於發生了這場大火，政府一定會採取措施，很快把籠屋

的問題解決；也由於香港經濟發展發達，所有這些籠屋處於原來的老區，很

快會被重建，所以也有急切性，希望能盡快拍成那齣電影。事實上，在籌備

過程中，我們原來選出的數個地點，很快已由於業主收樓而無法拍攝，因此，

只能在很倉卒的時間下製作。當時沒有考慮到這齣電影在香港可受到一定的

好評，也沒有想到會出現一個客觀效果，便是很多海外人權組織或政府，指

出為何香港仍有這類問題，成為我們的包袱。當時的確沒有這方面的考慮。

　　無論如何，我們當時有一個信念，認為這問題很快便會消失。但很遺憾，

經過 8 年後，我們又在這議會提出這件事，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合理解決。

我在 3 個星期前當值，面對一批籠屋居民的申訴。他們提出的問題，其實跟

8 年或 10 年前的問題，基本上完全一樣。若政府所提供的數字是真實的話，

這根本不成一個問題，是可以很簡單便能解決的，但我不明白為何政府始終

要迴避籠屋問題而不採取一些積極措施。我相信即使籠屋居民有萬多人，也

不是一個太難解決的問題。

　　若政府要解決這問題，我相信不能單靠撥地建屋便可以解決。其實這個

社群也有他們的獨特需要。首先，我們要承認他們是處於社會邊緣的一個弱

勢社群，所以我們不但要解決他們的住屋問題，還應該考慮和照顧他們實際

的生活方式、心理、以至其他方面。在我接見他們時，不乏看到有些情形，

是他們即使獲配很好的單身宿舍，也未必願意入住，因為他們認為當中有太

多限制，對其個人生活自由或習慣有太多干預。

　　我在此希望政府日後能盡快解決這問題，一方面既可洗脫香港的 辱，

另一方面亦能真正照顧這群人的需要。我希望不須為這齣電影拍攝續集。

　　我謹此發言，支持劉千石議員的議案。

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本來，聽過劉千石議員“說之於理、動之於情”的演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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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對他的基本論點不擬多作補充，但我覺得在一次辯論中總是要說些

話，特別是當我聽到自由黨周梁淑怡議員很清楚地對政府說她“反對床位寓

所作為一個永久性措施”時，給我很大的感受，我希望政府特別聽準這一

句，因為審議該法例時我是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當時不同議員明顯有不同

的想法，不過我相信現時大家的想法比較一致，結論是該措施不應該屬永久

性。我希望政府能聽到這句話，亦是這句話令我想發表一些意見的。

　　回歸時，很多海外記者要求我說一說香港的經濟形勢，有趣而令我有深

刻印象的一次是芬蘭有一間電視台突然要求我帶他們去看“籠屋”。我感到

十分震驚，為何要拍攝“籠屋”，莫非連芬蘭電視台也關心香港的“籠屋”

問題起來？不過，這是事實。我們現在要求政府解決這個問題，希望政府能

明白到聯合國這一次必定會很留心，因為我們已成為世界焦點，而香港亦會

向聯合國提交回歸後的第一份報告；此外，這問題一定會引發很多批評，所

以希望政府須加以留意。

　　當有關法例通過時，事實上我們是沒有選擇的，大家也知道在當時的政

治社會環境下，如果我們一意孤行不通過法例，沒有人能負責得起所涉及的

安全責任，所以當時是被迫要通過的。我們曾連續舉行過很多次會議，每次

會議都是“磨爛蓆”，即是在不斷 政府要求它安置 500 名“籠屋”居

民，後來知道人數是超過 500 名便要求它安置 1 000 人，到了最後，我們要

求當時的政務司孫明揚先生設法安置千多名“籠屋”居民，但他的回覆總是

“盡量”、“盡量做”。試想想，政務司也這樣說，難道真的要到布政司那

裏要求才可？我們在沒法可想之下只好接受，但我們當時仍希望政府是看得

出議員要求政府真的能在數年內全面安置該二千多三千的籠屋居民的，但到

了現在，問題似乎仍未能解決。

　　現在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因為單身人士的住屋問題也未能解決。說到取

締，這個思想方向是正確的，因為我們不能純粹靠吸引力辦事，我們如果認

為有甚麼是不對、不能接受的話便應該予以取締，但如何取締呢？我想過很

多方法，其中例如取締的最簡單辦法是將該種行為刑事化，但刑事化的條文

如何草擬呢？當然，我不是政府，各位在座官員才是。如果草擬法律條文時

規定凡有人租地方給另一人，限定每人應有多少平方呎或平方米，租客人數

如超過某一密度便要受罰，租約亦無效；又假使政府也同意並堅持將此行為

刑事化，不過，若初時只有一個人來租住，而最後卻住了一整群人，那是否

要鼓勵業主收樓呢？所以，實行起來是有一定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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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將該行為刑事化的做法聽來好像有些不近人情，但我再三思考後

覺得也未必。試想有人現在運送動物例如雞，如雞籠內超過某一密度，我們

便告他虐畜，是刑事罪行；再進一步來說，雞是沒有選擇的，因為牠敵不過

人，人綑牠入籠而籠內環境不合理便是虐畜，於是大家覺得要保護動物的權

益，有人違反這做法時便告他虐畜。倒轉來說，雞是沒有選擇，但人應該有

選擇，如果讓他選擇，他一定不想住“籠屋”（雖然，馬逢國議員說出籠屋

內有其特色的文化，“真、善、美”實際上是存在的，其中也可能顯現出在

香港鮮見的、互相照顧的好榜樣）。但問題是，如果你問籠屋居民有哪處他

不想住，他會說不想住那些單身人士的宿舍，他並非不想離開“籠屋”，他

只是想有一個永久的公共屋 單人單位，即使是合戶也好，相信他也可能勉

強接受，但他決不是想住“籠屋”。所以，我覺得政府如果是有足夠資源，

便應該增加資源，定出一個居住標準，正式將違反標準的行為刑事化　─

這種規限即使將來聽起來好像有些古怪，但事實上又是言之成理的。定下這

個居住標準後，若有任何人的做法低於這個標準及促使情況低於這個標準的

也可以被罰。我們不想再見到這種情況存在。

　　回想兩年前，我提出有關租金津貼的動議獲通過，但政府卻沒有實行。

無論政府怎樣說，2000 年距今也只是約 3 年時間，換句話說，政府的目標是

3 年內已經能夠分配公屋予申請人，我心想，現在的申請期也只不過是五、

六年時間而已。如果政府在該項議案與我們議員有所共識，則公屋申請人輪

候了一段時間後即向他發放租金津貼的話，該人便不用住“籠屋”，至少他

可以改為住一個不是“籠屋”化而且面積稍大的房間了。我覺得這方面政府

是做得到的，他們是可以計算出所須的資源的。但我感到很失望的是，今天

只有民政事務局的代表出席，而且情況實在不妙，因為他所持的原則我也會

背得出來，幸好不是盧先生做代表，若是盧先生出席，我相信那真是每一位

議員也能唸出他會說些甚麼，（眾笑）故此，我是不會寄予厚望的。不過，

無論如何，在今天這位盧先生讀完演辭後　─　兩位盧先生也同樣將演辭讀

完後，我也希望你們能與你們內部機構協調一下，把我們的演辭提交房屋局

或甚至是政府的較高層作考慮，計算一下政府究竟須用多大的代價、多少資

源來解決問題，以消除“籠屋”的存在，而且還要怎樣才能真正辦得到呢？

我覺得這是可行的，而且所須用的資源亦不應太多。

　　最後，我要解決一個“打尖”的觀點，幸好行政長官最近已提過，進行

重建時由房屋委員會安排安置事宜便已經可以積極達致這個觀點，所以這個

觀點在“籠屋”的情況中並非一項原則性的問題。謝謝。

主席：梁耀忠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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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就今天我們這個議題，很多同事也表達了一個共識，就

是在這麼一個聞名和先進的香港社會中，竟然仍有這樣的一個 辱存在。大

家極希望能盡早消除這 辱。正如馬逢國議員所說，他於 8年前投資開拍“籠

民”電影，但很可惜，在今時今日，籠民的問題仍然存在，為甚麼呢？

其實，我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在於政府對籠民或籠屋問題的看法

和觀點。在兩星期前，在政府提交房屋事務委員會的一份文件裏，表達了政

府的看法：“這類寓所租金低廉，地點方便，所以市民對床位寓所是有一定

需求的。”其實政府已清楚說明其對籠民的政策，是認為他們有這樣的需

要，所以無意、亦無打算清拆這種籠屋。政府在得出這結論之餘，有沒有想

到為甚麼市民會有這樣的需要？

所謂“租金低廉，地點方便”，其實是否他們所希望選擇的呢？大家也

知道，如果單身人士不超過 58歲而要申請入住公共房屋，是要等 9年的，在

這 9年的漫長時間裏，他們又住在哪裏呢？他們是大家所認同的弱勢社群，

薪金低微，要租住這樣的地方，對他們來說，是別無選擇的，他們並不想這

樣做，而是政府強迫他們這樣做的。說到地點方便，他們當然須找方便的地

點居住，難道要他們住在離島嗎？這群弱勢社群有異於一般人，他們並不容

易找到工作，所以會找工作地點附近居住，他們選擇居住在這些籠屋，確實

是別無選擇的。政府不可以倒果為因，說他們有這樣的需要而容忍籠屋存

在。為甚麼政府不倒轉探索他們為何有此需要？我希望稍後政府可以回答我

們，不要說句“租金低廉，地點方便”，便概括了所有一切。其實，如果政

府仍堅持這樣說，只會令我們覺得是在說“風涼話”，並不體諒他們的實際

生活狀況，這是絕對不負責任的。

其實，政府說“租金低廉，地點方便”，怎能回應行政長官在之前巡區

探訪這些籠屋之後，說他感到極不開心？政府如何面對這問題呢？行政長官

感到不開心，而政府則容許籠屋繼續存在，究竟行政長官和政府之間是如何

看這問題？會否覺得互相矛盾？行政長官可能也想解決這問題，但政府則以

“租金低廉，地點方便”來概括所有一切，掩蓋其在這方面的責任。

有一件事令我很擔心，就是如要求政府增撥資源解決籠屋問題，政府可

能會說，由於目前經濟低迷，政府收入減少，如要解決籠民問題，須涉及很

多開支，所以在這方面，政府未必可以辦到。客觀上，這樣會形成一種趨勢，

便是倡導“適者生存，弱肉強食”，要靠自己掙扎求存。其中的哲學，是要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128

求弱勢社群靠自己，或通俗的說，是“自己食自己”，自己掙扎求存。以一

個負責任的政府來說，這是說不過去的，在今天這聞名的社會中更是不可接

受的。但事實上，這哲學是實實在在的存在於政府的施政方針裏。剛才提到

政府所提交的文件中亦有說明：“政府無意立例規管個人最少或最大的居住

面積。個人的居住面積通常是取決於市場情況、經濟環境、經濟能力和個人

選擇因素等。”從這邏輯來看，政府不單止不理會市民最基本的權利，例如

居住的面積多大，反而認為如果窮，便要居住在這般差勁的環境中。這使人

認為，如果貧窮便要接受懲罰，便要接受這現實。我認為政府是存有袖手旁

觀的心態，完全不認為自己有需要承擔責任。

我看不出政府在目前的政策方針上，有任何決心要消除這 辱。如果要

清拆籠屋，我認為政府必須改變策略，改變心態，特別要拿出政府良心和良

知處事，這樣才能解決問題；而所謂良心、良知，是不要再漠視人的基本居

住權利。

主席，事實上，輪候入住公屋的居民數目不斷增加，而現時的輪候時間

並不理想，我希望可輪候的時間能夠縮短，但政府卻不願意增撥資源，而我

們亦曾詢問房屋局局長，可否將夾心居屋地盤轉作公屋用途，但他也不肯 . . . . . .

主席：梁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羅致光議員。

羅致光議員：主席女士，我還記得在 1983 至 85 年，有一群住在木屋、臨屋

和籠屋的單身人士，舉行了一連串的社會行動。其中一次，是他們在從前的

布政司署門外露宿了 1 星期，當時他們取得輿論和社會人士等多方面的支

持，政府後來才改變立場，開始考慮單身或二人家庭在公屋居住方面的需

要。

正如劉千石議員所說，這政策來得很遲，亦來得很慢，慢的意思，是現

在很多單身人士，仍然要輪候 9 年才可以獲配公屋。其他議員已就劉千石議

員的議案裏，有關居住、“上樓”、清拆等問題，提供了不少意見，我想集

中討論劉議員的議案中的一點，就是政府應該制訂一套兼顧籠屋居民在住

屋、福利和輔導方面需要的綜合服務。大家也知道，在這方面，本會議員在

福利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爭持了很久。關於鄰舍層面社區發展計劃的前途，政

府一直希望能夠終止這項服務，令這項經常引起遊行示威，以反對政府各樣

政策的服務，早一點“壽終正寢”。這些籠屋居民在社會上是一個弱勢的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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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他們生活困苦，經常在很擠迫的人群裏生活，既未能得到協助，亦不懂

得怎樣尋求協助。有社工曾接觸他們，發覺他們是不太知道、亦不太懂得表

達其需要及應怎樣解決其問題。最有效幫助這群居民的方法，莫過於外展式

服務，即社工直接上門探訪，並在有需要時，直接向他們提供協助，而社區

發展服務，正是可以讓社工直接與他們接觸，為他們提供較全面的服務，並

在有需要時，直接向他們提供協助，或將他們的個案轉介予其他服務單位。

我希望政府照顧到他們的居住需要，但除此之外，我們要明白他們所以

要居住在籠屋，事實上是充分反映了資源上和所謂社區網絡上的貧乏，因

此，為他們提供綜合性服務是非常重要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陳婉嫻議員。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最近，接二連三發生了一連串籠屋的事件，例如灣

仔交加街一間未註冊及僭建的籠屋發生三級火警，焚燒了兩個多小時，造成

兩死 13 傷。這些事件再次引起社會關注籠屋問題。數晚前，深水 一間籠

屋又發生血案，兩名住客初則口角，繼而動武。這些問題一再向政府表示現

有的籠屋問題實在必須解決了。雖然政府已於 1994 年制定了《床位寓所條

例》，規管床位寓所的樓宇及消防安全，但籠屋居民的居住環境並未得到真

正的改善。按照官方數字，現時持有有關牌照的籠屋共 97 間，住客二千多

人。實際上，正如剛才劉千石議員所言，怎會只限於這麼少呢？真正計算起

來，應有超過 1 萬人以上。我們應知道目前有不少籠屋是無牌經營的，現在

有牌的有問題，無牌的也有問題，正如交加街發生的大火便可證明。這均是

無數籠屋問題可引起的問題。因此，我覺得政府到了今天面對當前的籠屋問

題，實在有需要予以解決的。過往，我們在這議會裏或街頭，每當提及籠屋

時，我們是說到一群社會上經濟環境最差，我們稱為“弱勢社群”的人士的

情況。於他們而言，問題是一直存在的，也透過社會運動或在議會中討論過。

可是，我們可見政府即使面對 這些問題也一直以來沒有加以正視。它們的

存在造成問題，我記得我曾就此帶過不少人到籠屋探視，其中包括國家官員

陳佐洱先生，以及董建華先生等，很多人也探視過這些地方；人人在探視後

均覺得在香港如此繁榮的地方，為何仍會有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存在？一間

屋容納了數十名佔住床位的人士，他們大多數是單身人士，多是從事體力勞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130

動的，一般收入很低微，或是已經退休的，屬於經濟拮据的一群。嚴格來說，

這些都是在住的方面最不能自助的人。

    如果我們看看政府現時的政策，主席女士，可見一些單身人士輪候公

屋，正如我們很多同事所說，一般需時甚久的，就眼前輪候所需的時間而言，

9 年便是無可否定的事實。雖然政府說 58 歲以上的人申請時可加快，輪候時

間可縮短，但我們也不可忽略 58 歲以下的申請人，而且即使是 58 歲以上的

人住這些宿舍時也會發生問題。因此，面對這個情況，特別是透過今天這次

辯論後，我真的十分希望政府可真正協助他們解決現存的問題。

    我們可見 58 歲以下的單身人士輪候公屋需時甚長，而在立法會內就一

些住在舊樓內而弱勢社群長期輪候，但政府仍未能安排他們“上樓”的境況

已多次進行辯論，面對如此情況，政府能否重新考慮發放我們在這個會議廳

內提出的租金津貼呢？

    我現在想提出一些具體的解決辦法：

    政府除了按政策興建公屋，幫助這些一、二人家庭的人士入住公屋之

外，在問題未解決前，我認為政府還須有其他的政策來輔助，因為當中所涉

及的還有 58 歲以下的人；政府會否考慮一下利用租金津貼來幫助他們？

    此外，我想提醒政府有關單身人士宿舍的問題。政府常說，稍後可能也

會說，單身人士宿舍一直在興建中，包括在深水 早前興建的一些，在西環

也會陸續興建這類宿舍。我很希望政府將單身人士宿舍視為只是一個過渡性

的安排，因為始終興建更多居屋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此外，我剛才進來時，聽見馬逢國議員說：籠屋所面對的不單止是住的

問題，住只是首當其衝須解決的。我想我們也須瞭解其他存在的問題，例如

打架，以及其他會發生的很多事情，其成因可能涉及他們長期單身、人與人

之間的溝通方式不同、生活習慣各異、或在社會裏遇上很多不如意的事等，

這些在在須由整個政府來面對，並加以正視的。因此，我希望政府現在作出

了這些過渡期安排後，切勿稍後便跟我們說現在有《床位寓所條例》，又會

提供單身宿舍，一切都辦妥了，所以不再須設立其他政策，我認為不可這樣

做。現在是要真正解決問題的時候，其中應分成數個步驟：

    有關寓所的安排，正如很多同事說，當年是被迫接受的，當時是在以往

沒有安排的情況要接受的安排，但這不是一個好辦法。自從《床位寓所條例》

公布後，很多人向我們投訴，說以前還好些，他們不是說從前的環境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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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前租金便宜，但如果《床位寓所條例》實施後租金便會提高了。因此，

這是不可以解決問題的。最終的解決方法是多建 1 至 2 人的公屋單位，讓他

們能夠有如現一些老人般安享良好的居住環境。在這期間內，我認為政府只

應透過《床位寓所條例》來作一些過渡性的安排，單身宿舍也應只屬過渡性

質。在這過渡期間，我建議應提供：一、租金津貼；二、對特殊個案作特殊

處理；三、輔導，即應提供社區的輔導。我認為這些都是必需的，因為在短

短一個多月內，從交加街的事件開始，接二連三的發生了 3 件籠屋事件　─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 3 件　─　所以我覺得政府到了今時今日不應再單是

（我想政府方面稍後會再提出）以《床位寓所條例》、單身宿舍等來解決問

題。

    我十分希望能夠以“三步走”的效率真的徹底解決問題。正如剛才有些

同事說，回歸時很多傳媒的最大興趣是拍攝籠屋。大家會感到吃驚的是，在

香港這個如此進步、發達的城市，竟然還有一些環境如斯惡劣的地方，任何

人去到該處，包括陳佐洱先生在內，也會驚呼為何香港仍有如此不堪的環

境？政府實在不應再就此過於執 了。

主席：陳議員，你的發言時限到了。黃宏發議員。

黃宏發議員：主席，我原本不打算發言，但今天的辯論實在太精采，所以非

要發言數句不可。可惜，有些我希望向他作回應的議員已不在座。我其實很

支持新議會文化，因為大家是真正坐下討論   ─   這是我十分贊同的所謂

"deliberative democracy"，是真的要大家一同進行審議和交談。當然，有些

議員可能沒有空所以便早走，有些議員可能正在其他地方聽 ，也有些議員

可能是來遲了，但這都不要緊，因整個議會是持續前進的，而今天的議會更

可以說是星期一的民政事務委員會會議的延續，我相信盧局長是記憶猶新

的。此外，另一位盧先生猶有“新”處，剛才李永達議員在發言時已說過部

分內容。

    我認為問題並非出於籠屋方面。香港存在一些很慘、很不人道的情況，

在五、六十年代，出現過一家八口同睡一張床的實況，香港在五十年代經濟

不蓬勃，六十年代已蓬勃起來，但情況依然一樣。事實上，香港是擠迫的。

從前，香港交通不便，到了今天，可能仍然是交通不便，要使交通方便當然

要多費金錢，因為地下鐵路收費是非常昂貴的。現時有很多市民入息低微，

所以他們沒法不選擇方便的地點來居住。

    香港有些市民是單身的，在從前來說，原因很多，包括喪偶，無兒無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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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找不到結婚對象（因從前不方便回內地結婚）等。現時有些單身人士則是

在內地結了婚，單身來港，但配偶不能來，那變成了另一回事。不過，要明

白，單身人士的居住情況不可跟小家庭混淆，雖然最終的解決方法可能一

樣。所以，我感到民政事務局在星期一的回應令大家很失望。正如剛才周梁

淑怡議員說，從前當我們立例時，願意放棄部分東西，很多大理想也放棄了，

只討論消防方面的問題，但到了今天，這方面仍然未做得到，怎麼辦？

    走廊通道只有一呎半闊，在這二十多三十人住的地方發生火警時怎逃

生？不要說八、九年前的大火，在最近發生的火警中亦有這樣的情況。民政

事務局不願意就此立例，當時我們只是討論密度問題，即有多少人住在其

中，他們說很難計算，剛才李永達議員發言時曾讀出一篇文章（還是涂謹申

議員讀？是李永達議員讀的），當時民政事務局的回應就是如此，使我感到

非常失望，為何做不到？究竟有否考慮過可能行得通？

    由於時間有限，我已發言三分多鐘了，而發言時限是 7 分鐘，所以我希

望能提出一個更具體的建議。我剛才追出去是想追上吳靄儀議員，向她說出

我可能提出一些她不會喜歡的建議，但我依然會提出來，如果她喜歡回應的

話便請回應吧！

    我的提議很簡單：是否可以試考慮立例規限住宅單位，無論是屋或樓

(flats)也好，未經屋宇署批准，不得改成兩個單位。從前有很多寓所，即所

謂假酒店，是把一個單位拆細，成為數個單位，只是共用一個出入口，雖然

在未經批准下是完全不能如此做的，即一個大單位不能變成兩個細單位，一

間屋不能分作 3 層，除非事先取得屋宇署的批准。現在按我所建議，每個單

位只可以分配給一個家庭，家庭成員可以是一個，即單人戶，也可以是雙人

戶、三人戶、四人戶，甚至多少人戶也可以，但只當作一戶計算，那麼問題

便完全解決了；然而，如果興建單宿舍或雙人宿舍，便等於開設酒店，開設

寓所酒店 (guesthouse)。要進行這件事，是必定可以訂出某些標準的。

    法律界可能批評說這是侵犯別人業權，但這並非業權的問題，業權只是

當你擁有一間屋時，劃定你在這塊土地內佔百分之幾的份數，那便是你的業

權。至於業權和地權是怎樣劃定，則是有法律規定，樓宇的間隔，是在劃則

時怎樣入則的便是怎樣。因此，問題全部可以迎刃而解，無須這般複雜說要

興建單身人士宿舍，又說很多事是辦不到的，因為涉及他人的自由。當然，

我也可以有自由，我可以買一間屋，買不起也可以租一間，如果租不起 5 000

呎，租 2 000 呎也可以吧！不過，當我說我只想睡 18 方呎的地方和使用一

條可用作出入門口的路時，其他地方我無須理會，這便是我的自由；我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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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的其他地方我可以不用，但我不能隨便利用其他地方來危害他人的生命，

他人的健康，而且涉及的不單止是屋內的人，還涉及隔籬鄰居，因為一旦失

火，問題便會更形嚴重。

    我希望民政事務局能夠真正考慮一下，因為是有很多方法的，如果大家

能坐下一同討論的話，可行的方法一定不少，我不敢說我的方法最好，不過

可以考慮；但萬萬不能推搪說人是有自由作出選擇，這是行不通，也是不能

接受的。所以，我想表明支持劉千石議員的議案，不過，他的議案有兩部分，

第二部分是有關福利的。福利方面的建議我也支持，但我希望將議案的兩部

分分作兩件事來看，我只說前半部，福利方面我是支持的，但不打算就此發

言。謝謝主席。

主席：曾鈺成議員。

曾鈺成議員：主席，剛才所有發言的本會同事都有一致的看法，認為籠屋不

是合適的居所，因為大家都知道籠屋的居住環境是怎樣。不過，恐怕政府至

今也不是這樣看，所以才認為籠屋依然有需要存在。他們說有些人要在市區

尋找租金較便宜的床位居住，所以有這需要。如果按照這邏輯，“ 街”也

有需要，因為現時仍有人“ 街”，可以說因為在市區較方便，而且不用走

火警，又無須交租。是否這樣我們便要接納這種居住方式呢？因此，我們要

設法取締籠屋。

涂謹申議員提到有何辦法可以取締籠屋，而民建聯在這方面也想到一些

建議，稍後我們會說一說。不過，我們的建議一定不及政府有效，因為政府

掌握資源，所以政府應下定決心，好像剛才發言的議員說“籠屋最終是要取

締的”。我希望稍後作出回應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會說出這句話，說“政府同

意籠屋最終是要取締的”，有關時間表則可以慢慢再討論。不過，直至目前

為止，我覺得政府還未建立起這個觀念，只認為這種居住環境比較差，但總

好過沒有。他們認為只涉及安全的才是問題，其他的居住條件便不是問題。

只要不出事、不燒死人，便不用理會居住環境。如果政府不改變這觀念，我

相信取締籠屋的問題是無法解決的。

剛才涂謹申議員提出可否把它刑事化，我相信這是針對經營籠屋的人。

我們也知道，現時我們所指的籠屋並不是任何將床位出租的單位，如果是一

間單人房、一張床作為床位出租，是沒有人反對的。我們知道我們現正談論

的籠屋是指甚麼。要把籠屋取締或刑事化，我認為首先要公道。正如剛才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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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申議員所說，要給人有真正的選擇。我們說籠屋不是合適的居所，但我們

要有足夠的合適居所安置所有人，否則，如果那些人覺得沒有一個比籠屋更

好的居住環境，他們可能仍會要求經營者把這些地方租給他們。

我不太聽得懂黃宏發議員提出的辦法。（眾笑）

主席 :黃議員，請你坐下。

曾鈺成議員：或許我要提出另一些意見。剛才有同事提到一家八口一張床，

其實這種居住環境並沒有全部消失。一間板間房一家人住，環境可能較籠屋

還要擠迫。我們又如何取締這些板間房呢？如果沒有真正可供人選擇的合適

居所安置他們，而我們又作出禁制的話，我認為是不可行的，亦不太公道。

剛才有議員說政府就籠屋所進行的統計與社區組織的統計相差甚遠，我

想所有曾探訪籠屋的人都會明白箇中原因，因為政府實在無法知道在一幢大

內有多少單位作出租籠屋用途。五、六百呎的單位住了 30人，如果沒有人

說，政府又怎會知？如果因為合適居所短缺而造成有這需要，我認為是很難

取締的，但這並不等於在未有足夠合適居所前，我們便不可作出改善。

剛才劉千石議員提出要規定籠屋單位內每人的最少居住面積，我們也曾

想過這問題，但發現有困難存在，因為這的確涉及選擇的問題。如果是那些

人自願要求經營者出租較小的房間，使租金較廉宜，又或我剛才所說的一家

八、九人住一間房的情況，這是否屬於違法呢？我相信對一般公眾來說，如

果我們要立法規定在某一面積內不能居住超過某一個人數，否則便屬違法，

則他們普遍未必能夠接受，但這並不等於不可以制訂改善環境的規定，例如

我們可以以安全和 生為理由，規定床位寓所的經營者要符合某些條件。舉

例來說，除了走火通道外，可否規定床位寓所內要有一個共同的空間；又或

規定廁所和廚房有何設施，事實上，如果廚房過分擠迫也很危險，因為貯存

的石油氣可能會太多；又或通風要符合某些標準？早陣子，我與馬逢國議員

一同接見籠民時，他們投訴說在夏天根本睡不到，因為有很多木虱。因此，

政府可否規定要定期進行 生檢查呢？政府可以制訂這些條件，規定這些床

位寓所所須符合的最低標準。

當然，這樣做會令經營成本增加，接 經營者可能要加租，所以我們一

定要有輔助措施。除了加快興建公屋和作為過渡措施的單身人士宿舍外，我

們認為租金津貼這建議是值得考慮的。如果有關人士符合入住公屋的條件，

但又未能入住公屋，而這些籠屋因改善條件而租金增加，令他們負擔不起，

則只要他們符合資產及入息條件，政府便應給予他們補助。有了這些輔助條

件後，立例管制才是可行的。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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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主席，在過去十多年間，當我們聽到一些籠屋發生不幸事件時，

社會上必然會引起一陣哄動和對籠屋問題的關注，但在激情過後，問題卻依

然存在，因為政府由制定《床位寓所條例》至今，立場仍然十分堅決，便是

制定條例的目的，是規管而非安置和取締，結果出現了十分荒謬的現象：有

登記的 97 間籠屋中，大約三分之二獲得發牌，三分之一仍然繼續無牌經營，

而民政事務局的責任，只是針對這數十間非法的籠屋，為那些可能因為籠屋

結束營業而無家可歸的人提供住屋安排。至於另外數百間從未登記、居民可

能超過 1 萬人的非法籠屋和板間房，民政事務局只是輕鬆地說：對不起，這

些並不屬於《床位寓所條例》的監管範圍，而是屬於私人住宅單位，因此，

對於箇中的情況，政府無權過問，亦無意進行規管。居民可以透過現有政策

和途徑，申請公屋，解決他們的居住問題。

　　主席，由於條例只對有超過 12 份租約的籠屋單位進行規管及發牌，我

想問一問局長，究竟他知不知道有多少籠屋業主，是針對或利用這個漏洞，

繼續經營的；知不知道有多少板間房的居住環境和擠迫情況，較籠屋更為惡

劣；又知不知道現時大部分居住在板間房的住戶，在現行的政策下，根本可

能不符合獲編配公屋的資格？

　　籠屋問題已經不單止是香港繁榮背後的瘡疤，更是國際社會攻擊香港的

對象。聯合國《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委員會幾次就香港的人

權問題表示關注，並認為政府應優先處理籠屋的工作。民建聯一直強調，要

徹底解決籠屋問題，只有“全面安置，逐步取締”，並制訂可行的時間表，

這才是正確的方向。

　　政府在最近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表示，在未來 5 年內，平均會提供 17 500

個單身人士租住公屋單位。 60 歲以上高齡人士可獲優先，平均輪候時間是

三、五年，而 60 歲以下人士則平均要輪候 9 年。主席，要輪候 9 年才能“上

樓”，我認為在今天的社會根本是不可以接受的事。難道我們要籠屋的居

民，由年青等到老，由未滿 60 歲等到滿 60 歲才可以“上樓”？更重要的是，

行政長官一方面強調要縮短公屋輪候時間，但如果按照政府提供的資料，單

身人士的輪候時間，其實在過去及未來 5 年都不會有任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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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在 96 年年底押後實施《床位寓所條例》，原因是要待“深水 計

劃”的單身人士宿舍落成，並繼續物色適當地點興建同類宿舍，但時至今

天，政府仍然表示，要積極籌備興建有關宿舍，實在令我們懷疑政府解決這

問題的誠意。此外，深水 的單身人士宿舍雖然有獨立的房間，但與其他開

放式“摩登籠屋”的單身人士宿舍一樣，入住條件較為苛刻，造成入住率一

直偏低。因此，我們認為，政府必須檢討及放寬有關的入住條件及增加這些

單身人士宿舍的吸引力，以避免“有人冇屋住，有屋又冇人住”的浪費資源

現象。

　　主席，剛才很多同事只提及籠屋問題，我想談一談關於板間房的問題。

由於板間房住客大部分是新來港人士的家庭，房屋委員會目前所訂下有關居

港年期的規定成為他們最大的障礙。現時規定必須有一半家庭成員居港 7 年

才符合“上樓”的條件，所以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亦要居港 7 年才符合資

格，導致不少板間房及幾十呎的床位，由原本一個人住，變成一家人住，甚

至為了早些符合資格，不惜雖然經濟上負擔不起，也被迫再多生一、兩名子

女，造成一個四、五百呎的單位，住上七、八個五、六人家庭，狹窄的走廊

放滿煮食爐具，走火通道和居住密度完全不受監管，可以想像如果一旦發生

意外，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因此，我們民建聯認為，房屋委員會必須從速檢討有關居港年期的規

定。由於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抵港後已經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所以他們應該

與在港出生的永久性居民一樣，無須居住 7 年以上才可以符合“上樓”資

格。同時，我們認為政府應該檢討一人單位的興建比例，增加小型單位的供

應，盡快解決現時板間房內居住環境擠迫及險象橫生的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民政事務局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多謝劉千石議員，提出這項議案。

剛才我很留心聆聽每一位議員的發言。演辭內容充分反映了各位議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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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位寓所（即俗稱“籠屋”）及其住客，以及一般單身人士的居住及福利問

題的關注，亦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供政府參考。許多意見都是有關房屋局及

房屋署的，而很多議員亦提議民政事務局向有關部門反映，民政事務局一定

會跟進各點。

劉議員的議案中除了涉及床位寓所住客的安置問題外，亦包括社會上一

般單身人士的房屋及福利的問題，所以我曾諮詢房屋局局長、房屋署署長及

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意見。我謹代表政府作出一個綜合的回應。不過，在聽完

多位議員的意見後，我覺得我的演辭好像已給他們看過，又或他們已猜到我

要說甚麼。雖然如此，但我仍有責任提述政府的政策和方向，所以希望議員

容許我在這裏讀出我的演辭。

床位寓所

床位寓所屬於私人寓所，基本上設有多個床位出租。大部分床位寓所均

位於人口稠密的市區，並已存在和經營多年。床位寓所住客選擇在這類寓所

居住，主要是由於地點方便、租金低廉。

政府瞭解到，由於這類寓所租金低廉、地點方便，所以市民對床位寓所

是有一定的需求。因此，政府的政策並非取締床位寓所或出租床位，而是透

過立法確保床位寓所符合某些消防或樓宇安全的最低標準，以保障居者安

全。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於 1994 年制定了《床位寓所條例》，訂明一

套法定的發牌制度，用以規管床位寓所的樓宇及消防安全。

自從該條例於 1994 年制定以來，政府已經給予床位寓所經營者一段長

達 4 年的寬限期，讓他們向牌照事務處註冊，並進行必需的改善工程，以符

合條例的規定和申領牌照繼續經營。上述寬限期已於 1998 年 6 月 30 日屆滿。

床位寓所的發牌

劉議員及數位議員亦有提及床位寓所的發牌數字，我在這裏要說一說，

剛才劉議員所說的登記及持牌床位寓所的數字是正確的，是 63 間，住客 1 189

人，但已登記而未能獲發牌的數字卻有些差別，所以我想在這裏說一下，已

登記但未能獲發牌的床位寓所有 29 間，住客 545 人。牌照事務處正促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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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者完成改善工程，並申領牌照，否則政府便會採取執法行動。

剛才數位議員，包括劉議員和李永達議員也有提及未登記的床位寓所的

數字。我要說的是，民政事務處 18 區職員會從各種途徑及方法，找出未登

記而受《床位寓所條例》監管的處所。此外，我藉此機會再次呼籲社工、臨

時區議員、社區領袖、業主立案法團及互助委員會向民政事務總署牌照事務

處舉報懷疑無牌經營的床位寓所。牌照事務處一定會作出跟進。

安置床位寓所住客的措施

發牌制度實施後，一些經營者因為不能夠或不願意遵守法例所規定的安

全標準而選擇減少床位數目，甚或結業，以致部分床位住客必須遷出。不過，

我們已經作出承諾，保證不會因為實施發牌計劃而使任何床位寓所住客無家

可歸，如果須遷出已登記床位寓所的住客需要安置，我們會給予協助。

在須遷出的住客當中，凡年滿或年逾 60 歲或有醫療健康護理需要的個

別人士，或有家眷居於床位寓所者，社會福利署會考慮讓他們入住社會福利

署資助的福利院舍，或透過體恤安置安排他們入住公共屋 。

至於 60 歲以下而又須遷出的住客，他們可申請入住民政事務總署開辦

的單身人士宿舍。目前，我們已經在各區購置了 38 個私人物業，並將它們

改闢為單身人士宿舍，為受影響的床位寓所住客提供大約 530 個宿位。長遠

方面，我們現正進行一項計劃，在床位寓所眾多的地區興建多層單身人士宿

舍。第一間這類宿舍位於深水 順寧道，可容納 310 名住客，現已落成入伙。

另一間位於西環高街的宿舍則會於 2001 年落成，為港島區的床位寓所住客

提供 270 個宿位。此外，我們亦正與各政府部門磋商，以便在財政資源許可

下，在西環的士美非路、九龍城的庇利街、西九龍填海區、觀塘的福塘道和

深水 的福榮街等地點設立同類單身人士宿舍。此外，東華三院又計劃在山

東街興建一幢宿舍。上述各個宿舍落成後，我們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便可

為本港各區受影響而須遷出的 60 歲以下床位寓所住客，提供住宿選擇。

除了民政事務總署之外，社會福利署資助的“市區單身人士宿舍”，為

年滿 60 歲或以上有健康問題的床位寓所住客及有住屋需要的單身人士提供

短暫居所。這類宿舍現時共有 4 間，分別位於柴灣、灣仔、樂富及長沙灣，

每間可提供 40 個宿位，而平均入住率達七成以上。此外，社會福利署亦計

劃於未來 3 年興建 4 間同類型宿舍，將會在荃灣、上環、紅磡及深水 設立，



立法會  ─  1998 年 10 月 14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4 October 1998 139

由非政府機構，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營辦。自《床位寓所條例》制定以來，社

會福利署已分別透過公屋體恤安置或安排入住福利院舍或市區單身人士宿

舍等方式，協助約 1 100 名住客獲得安置。該署會繼續定期探訪床位寓所，

務求聯絡到所有有需要人士，協助他們改善居住環境及獲得適當的協助。

我要在此指出，民政事務總署的單身人士宿舍計劃跟現時的公共房屋計

劃有所分別。單身人士宿舍計劃是特別為配合實施《床位寓所條例》的發牌

制度而實行的，目標住客是年齡低於 60 歲，因發牌制度的實行而須遷出的

床位寓所住客，並不是社會上一般的單身人士。

床位寓所及單身人士公屋政策

也許讓我藉此機會簡單說一說房屋局和房屋署的公共房屋計劃，特別是

處理單身人士對公屋的需求。

房屋局局長告知本局，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早於 1985 年起設立

單身人士輪候登記冊，讓年滿 18 歲或以上的單身人士申請公屋。當然，申

請人亦須符合其他申請公屋的資格條件，例如入息及資產限額。

政府十分關心長者的住屋需要。年滿 58 歲或以上的公屋申請人可獲撥

入“高齡人士優先配屋計劃”，但這類人士在配屋時必須年滿 60 歲。此外，

兩位或以上高齡人士，無論是否有親屬關係，亦可共同申請“共享頤年”優

先配屋計劃。自從 1985 年以來，房委會已經為超過 3 萬名單身人士提供各

類型的公屋單位。現時公屋輪候冊約有 19 400 名單身人士申請，其中一半

為高齡人士。

其實，任何真正無家可歸的人士，都可以獲得房屋署安排入住臨時收容

中心或中轉房屋。此外，房委會亦在公共屋 撥出適當單位供非政府機構設

立單身人士宿舍。

未來公屋計劃

由 1997-98 年度至 2001-02 年度，房委會將提供 46 000 個單人公屋單

位 ,包括 3 萬個高齡人士單位。房屋署估計在 1998 至 2001 年間，每年約有

200 個合資格的床位寓所住客透過輪候冊或恩恤安置入住公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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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遠來說，我們已定下目標，將整體輪候編配公屋的平均時間於 2001

年年底前，縮短至 5 年；於 2003 年年底前，縮短至 4 年，並於 2005 年年底

前，再縮短至 3 年。

綜合服務

所有公共屋 都設有辦事處，在必要時，職員會轉介個案到有關部門或

非政府機構，尋求幫助。房委會在 1990 年起推行“屋 老人社區服務計

劃”，目的是為連繫屋 獨居老人，確定他們的個人要求及所需資源，鼓勵

他們多參與社區活動及義務工作，並為他們設立支援網絡。直至現時為止，

該計劃已擴展至 25 個公共屋 。

此外，房委會亦設有長者住屋，提供 24 小時舍監服務及其他設施，使

長者能在舒適的環境下安享頤年。

房委會在有眾多高齡人士聚居的舊型唐樓的地區，包括紅磡、灣仔、荃

灣、油麻地及深水 ，設立了 5 個房屋事務詢問處，以便利市民，特別是住

在居住環境欠佳的私人樓宇單位的高齡人士，查詢有關公屋的資料。在不久

將來，第六個房屋事務詢問處將在香港西區設立。詢問處職員亦會探訪在私

人樓宇居住的高齡人士及床位寓所居民，鼓勵及協助他們在輪候冊上登記。

由 1995 年 3 月至今，房屋署職員已探訪 1 500 名床位寓所住客。在 1997 年

10 月至今年 8 月，已有 315 名床位寓所住客登記申請公屋。

此外，社會福利署每年派員探訪已登記的床位寓所，向其住客提供各類

福利服務，包括經濟援助、個案輔導等，以幫助有需要人士。當發現有年老、

體弱或身體不健全的住客需要房屋方面的支援時，家庭服務中心的個案工作

者便會提供協助。

展望將來

床位寓所的存在，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香港的聲譽。我們正採取措

施，切實執行《床位寓所條例》，將床位寓所的安全納入正軌，而受到實施

法定發牌制度影響而須遷出的住客，都可獲得適當安置。至於一般單身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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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屋和福利需要，政府有關部門將繼續以現有行之有效的程序與途徑處

理。

謝謝主席。

主席：劉千石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還有 1 分 40 秒。

劉千石議員：主席女士，我非常遺憾，因為與今天這議案有直接關係的政府

部門：房屋局和 生福利局居然沒有政府官員出席，而要完全倚賴民政事務

局的官員在未聽過我和立法會同事的發言的情況下，代表讀出大篇的廢話，

這真是難為了盧先生，我覺得十分失望。

　　我覺得我們今天的討論非常有見地，而且是難得地目標一致的，甚至連

一些原先對籠屋有保留、認為有存在需要的人，今天也說籠屋最終是要取締

的。我今天感受最深的，是當你看到一批弱勢社群在極度惡劣的居住環境下

生活時，你表示難過；如果你是一個無權無勢的人，我相信大家不會怪你。

你的難過，會化為彼此之間的感嘆。不過，如果你是一個有權有勢的人，擁

有資源、擁有權力，而你對一批弱勢社群在極度惡劣的環境中居住，只是表

示難過，但卻沒有採取行動改變他們的處境的話，那麼你的難過便是虛偽。

　　主席女士，我很希望這是立法會最後一次討論、辯論籠屋的問題。讓我

們在同一天空下表達同一的關懷。謝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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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選和選舉委員會選舉

產生的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按照《議事規則》，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1998 年 10 月 21 日星

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8 時零 8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eight minutes past Eight o'cl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