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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為確保香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落實愛國者治港，完善了選舉

制度，從而實現良政善治的環境。於 2021 年 12 月 19 日，順利舉行了第七屆立

法會換屆選舉，經選舉產生 90 名議員。而將於 2022 年 5 月 8 日，舉行第六屆

行政長官選舉，香港將踏入了新的發展篇章。 

 

多屆特區政府，都把房屋問題作為施政的重中之中。不過，現時「租金貴、

住屋細、上樓耐、置業難」都是房屋問題的核心。本會期望新一屆行政長官及政

府，能積極推動多項有利於民生的房屋政策，訂立明確的目標，以及績效指標，

重建香港市民的盼望，讓市民得以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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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政府於今年年初，公佈政府架構重組的建議，當中提出將現時的運輸及

房屋局分拆，成立房屋局，專責督導及落實政府的各項房屋政策工作。本會對此

表示支持。同時，本會期望日後決策局除增加及加快房屋的供應外，也應就港人

的住屋質素，以及社會不同群體的住屋需要及發展，進行深入分析及研究，並與

多個房屋機構，如香港房屋委員會、香港房屋協會、市區重建局及香港鐵路公司

等，發揮協同的效應，共同推動房屋政策，進一步理順房屋階梯。此外，本會認

為，政府可透過重設類同於「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的組織，透過開放民間

參與渠道，全面梳理現時的各項房屋政策，並就不同社群的住屋需要進行研究，

協助政府提出政策綱領，促成各持份機構完善房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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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12 月底，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輪候時間上升至 6 年，較政府

承諾的「三年上樓」多出一倍，相信未來幾年在公營房屋供應仍處於低水平的情

況下，差距將有機會進一步擴大，基層市民輪候公屋「上樓」的時間愈來愈長。

「三年上樓」是一個用以量度政府回應基層市民住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不

過，輪候時間已升至六年，恢復目標似乎仍是遙遙無期，現屆政府未有作出明確

的時間表，指標失效亦無人問責。 

 

本會認為，新一屆政府可仿傚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於 1998 年 2 月發

表的《香港長遠房屋策略白皮書》做法，當時明確提出於 2005 年年底前將輪候

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計劃以七年時間達到目標，在房屋政策推展上作了

強而有力的承擔。本會期望，新一屆政需要展現有關的魄力，制定恢復「三年上

樓」的明確時間表，為房屋政策訂立清晰的目標。 

 

 

 

附表、香港房屋委員會公佈公屋平均輪候冊時間（ 1997 年 3 月至 2021 年 12 月） 

 



5 
 

 

 

 

在 2021 年的《施政報告》中，現屆政府提出把過渡性房屋的供應目標由 1.5

萬間增加至 2 萬間，並調高資助金額至 116 億元，反映了政府投入項目的決心。

然而，現時過渡性房屋的官、商、民合作方式，主要是「民間主導，商界支持，

政府協助」的模式，作為非政府機構，在推動計劃上難免感到吃力，政府仍須承

擔更多。建屋安民是政府應有的責任，本會認為，過渡性房屋的發展，應該由政

府負責建造及供應，具體可以考慮把現時設於運房局轄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

組」，升格為專責的公營機構/部門，如參考房委會/市建局的運作模式，直接參

與項目的建造及管理；此外，因應目前公營房屋供應的短缺，在未來五年的公營

房屋供應中，仍較《長策》目標缺少約三萬個出租/綠置居單位，本會期望政府

在未來五年提供不少於三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供應，補充現時公屋供應的不

足，並應在日後的《長遠房屋策略》中，把過渡性房屋納入在內，為輪候公屋的

基層市民，提供更多的住屋選擇。 

 

最近，發展局局長黃偉綸表示，現時 9 個社區隔離設施中，合共提供約 5

萬個床位，隨著新冠疫情逐步緩減，部分設施或有潛質改為過渡房屋。本會對此

表示支持，既可積極利用閒置資源，亦可以紓緩基層市民的住屋需要。本會期望

有關設施可立即上馬，並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加建更多單位或相應的民生設

施，善用有關房屋及土地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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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屆政府積極重建置業階梯，先後制定了多項措施協助市民達成置業夢。其

中房委會通過「綠表置居計劃」恆常化，雖然為綠表者提供更多的置業機會，促

進公屋流轉，但單位的格局來自於公屋的設計，面積細小嚴重影響計劃的吸引

力，造成了房屋資源的錯配。再者，房委會於 2014 年復建復售居屋後，在 2018

年起的計劃中陸續出現了小於 300 平方呎的細小單位。本會認為，政府應全面檢

討資助出售房屋計劃的定位，提高「綠置居」單位的居住面積，並就各資助出售

房屋制定標準居住面積，避免資助出售房屋「納米化」。 

 

恢復「租者置其屋計劃」是大部分公屋租戶的盼望，而房委會亦首次推出「租

者置其屋計劃屋邨回收單位」，逐步售出收回的租置屋邨空置單位。本會建議，

房委會進一步加快推售這批租置未售單位，並在公屋平均輪候時間有明顯改善的

情況下，應重推「租置計劃」，回應公屋戶置業的訴求。 

 

於去年，有私人發展商成立非牟利房社企機構，計劃興建具資助性質的樓宇

供香港的青年或家庭購買，以達成「置業夢」，本會對於計劃表示歡迎。現時，

政府正推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鼓勵發展商釋出農地發展潛力，增加公私營

房屋單位的供應。本會認為，除上述計劃及透過《收回土地條例》外，鼓勵私人

發展商興建具資助性質的單位也是值得新一屆政府考慮的。本會建議政府可研究

相關的政策，如在補地價方面提供政策的支持，也可參考支持香港房屋協會建屋

的方式，支持私人發展商參建更多資助出售房屋，在適當時推出「先導計劃」，

進一步釋放私營土地興建資助房屋，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量，也可令資助出售房

屋的選擇更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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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於 2013 年就轄下 22 條非拆售的舊屋邨進行重建潛力的研究，時隔

將近十年，只有寥寥數條屋邨有實質的重建進展，但大部分的舊屋邨仍未有計

劃。於去年的《施政報告》中，雖然政府表示邀請房委會研究重建轄下的西環邨

及馬頭圍邨，但同時再次明確難以大量重建舊屋邨。本會認為，隨著舊屋邨樓齡

愈高，樓宇老化問題嚴重，加上要啟動重建的一個關鍵點，是要有接收屋邨的資

源，特別在市區覓地建屋都會更困難，愈遲啟動重建日後的難度將會更大。本會

提出應把握舊屋邨鄰近的新建公屋資源，優先作為接收單位，並且建議積極創造

房屋新資源，如在現有舊屋邨內加建公屋大廈，或透過「一地多用」的模式在政

府設施的上蓋加建公屋大廈等，藉此啟動重建。本會期望，新一屆政府應重新檢

視重建舊邨的策略，採取更主動的態度，有序啟動舊屋邨的重建，制定未來五年

重建計劃，特別是位處於市區以及規模較小的屋邨，應先列入優先的考慮之列，

以改善舊邨居民的生活環境，同時亦有助於未來增加公營房屋單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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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香港社會重要的一個群體，也是動力的來源。為青年人提供發展平台

的同時，讓青年人能安居樂業，鼓勵組織家庭也是相當的重要。現屆政府於 2021

年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提出重組政府架構的建議，當中提出重組民政事務局

為青年及地區事務局，把青年的工作上升至決策局的層面。本會期望，新一屆政

府應展開對青年人住屋需求的研究，以全面檢視政策，如進一步為青年人提供置

業機會，以及增加更多青年宿舍單位的供應，回應青年人住屋的需要。 

 

 

現時在公營房屋供應當中，涉及多個公營房屋的機構，雖各有使命，但也難

免出現重疊的情況。房委會現時主要是出租公屋、居屋及綠表置居計劃的提供

者，房協所提供的資助房屋規模較小，並且不少試驗性質的房屋政策多由房協「先

試先行」，有「房屋實驗室」的稱號，而政府於 2019 的《施政報告》中，建議

賦予市建局新任務，積極提供更多「首置」或其他類別的資助出售房屋。本會認

為，新一屆政府有需要整體檢視不同房屋機構的職能及互連性，如房委會應繼續

擔當出租公屋以及其他資助出售房屋的供應者及管理者，而房協可更好發揮「房

屋實驗室」的角色，提供出租公屋以外，不同類型及模式的租住房屋項目。市建

局也應進一步研究如何增加更多「首置」單位，讓房屋階梯發展更成熟。本會期

望，新一屆政府可全面檢視各房屋機制的角色及定位，發揮更好的協同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