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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屋邨合併作區域重建
公共屋邨老化，居民生活飽受困擾，期盼

早日重建的呼聲愈來愈大。有年逾70歲的公屋
長者租戶直言，雖然未必等得及搬上重建後的
新公屋，但不反對重建， 「如果重建可以起多
啲單位，能幫吓年輕人都好。」

關注團體認為，啟動舊邨重建的最大難題
是尋找合適接收屋邨，安置受影響居民，建議
政府抓緊當前合適的遷置資源，同時要改變思
維，透過 「區域重建」 、 「一地多用」 等新
招，創造更多遷置資源。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文、圖）

團體倡政府改變思維 創造遷置資源

▲單位經常要維修，四處都是修修補補的痕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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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高齡公屋
四大原則

•樓宇的結構狀況
•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
•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
合適的遷置資源

•原址重建的潛力
資料來源：房屋委員會

▲娣姐居住的梨木樹（二）邨樓齡達46年，單
位經過年月洗禮，門框已生鏽。

▲天花板有一大片水跡（紅圈示），石屎亦有
剝落情況。

19個高齡公屋重建潛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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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重建後單位數目按地積比率6.5倍及每個單位面積400平方呎估算
資料來源：經民聯《推動公屋重建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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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提供優厚補償鼓勵重建

房屋委員會早於2013年確認轄下22個高齡屋邨具重建潛
力，但至今仍有19個樓齡最高介乎42年至69年的舊屋邨未有重
建計劃。落成於1975年的荃灣梨木樹（二）邨，正是重建無期
的舊屋邨之一。

74歲的娣姐是該邨首批入伙住戶，當時一家四口連同尚未
出生的幼女，獲分配一個300多平方呎的單位。夫婦二人親手將
一間連地板都沒有的清水房，布置成溫馨的家。46年過去，這
個家經歷了幼女出生、三個孩子先後成家遷出，幾年前娣姐送
別了老伴，現時獨自居住，但每逢周末或假期，兒孫回來聚首
一堂。

「以前無能力買樓，時間長有感情，現在唔想搬。」 不
過，眼見家中的陽台及廚房近年多次石屎剝落，廚房窗口及門
框附近最近滲水，天花板有一大片水跡，門框也開始生鏽，娣
姐坦言，經常維修覺得很麻煩。

邨民：增供應可助年輕人上樓
談到重建該邨，娣姐說，就算自己有生之年未必見到新公

屋，但不反對重建， 「如果可以起多啲單位，幫吓年輕人都
好。」 她說，若落實重建，最好原邨安置，因為 「環境、街坊
都好熟」 。

政府兩年前提出研究遷移毗鄰梨木樹（二）邨的荃灣配水
庫，公屋聯會建議，騰出的配水庫地皮，可用於興建接收屋
邨，啟動梨木樹（二）邨的重建。公屋聯會社區主任馮卓森
稱，早前居民意見調查收回約600份問卷，逾九成人支持重建，
不少年輕街坊不時追問重建進度，長者也普遍不反對重建，但
擔心搬得太遠，難適應新環境，故支持在配水庫地皮建公屋。

舊邨日增 成施政「計時炸彈」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重建涉及居民安置，短期或

會影響公屋輪候時間，但高齡屋邨只會有增無減，若不盡快啟
動重建，或會對施政埋下 「計時炸彈」 ， 「大規模重建並不實
際，但應該有序安排名單上的屋邨分階段重建。」

招國偉稱，房委會重建舊屋邨的四大原則，即樓宇結構、
維修成本效益、遷置資源及重建潛能，仍然適用，其中遷置資
源尤其重要，政府應抓緊當前適當的遷置資源，啟動舊邨重
建。他舉例，在高齡屋邨名單上的南山邨、長青邨、彩虹邨、
和樂邨等，附近都有新公營房屋項目落成，可用作接收屋邨。

他認為，政府應改變思維，包括將多個屋邨綜合為 「區域
重建」 ，最重要是把握契機，例如荃灣有三個高齡屋邨，包括
梨木樹（二）邨、福來邨及象山邨，若在配水
庫地皮建公屋，讓梨木樹（二）邨的居民入
住，清拆梨木樹（二）邨，興建的新公屋，用
於安置荃灣區其他舊屋邨重建居民。此外，較
大型屋邨可分階段重建，而重建社區中心等設
施時，可考慮 「一地多用」 ，在上蓋興建公營
房屋，用於安置受重建影響的居民。

房屋委員會
轄下有19個樓齡
逾40年的舊屋邨

重建無期，有研究曾估算，重建
後可提供多達20萬個單位，較原
有單位量，大增約13.5萬個，增
幅超過兩倍。

倡設基金應付安置開支
該19個舊邨佔地約2公頃至逾

16公頃不等，涉及有近6.6萬個單
位。經民聯兩年前發表的《推動
公屋重建研究報告》指出，若按

綜合發展區最高住用地積比率6.5
倍，重建有關舊屋邨，估計可提
供合共20萬個單位，比原本近6.6
萬個，多出約13.5萬個單位。

報告同時建議，房委會重啟
「整體重建計劃」 ，以五為期和
每年向前滾動的模式，分批將舊
屋邨逐步拆卸並重建；撥款設立
公屋重建基金，用作應付重建及
安置等龐大開支；盡用地積比及
放寬高度限制，以提供盡量多的
公屋單位等。

報告又提到，公營房屋在不

同發展密度區有不同地積比率限
制，部分屋邨有潛力放寬地積比
率至該區的上限，例如位於發展
密度第二區的和樂邨、彩雲（二）
邨及富山邨，若進行技術評估後
對鄰近居民不會構成重大影響
下，應盡用6.5倍地積比率重建。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指
出，現時重建舊屋邨的周期長達
十多年，預料中長期才能增加單
位供應，但他強調，重建舊邨除
考慮增加單位供應外，對改善舊
屋邨的居住環境亦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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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倫敦
分別有約八成及兩
成半人口居住在公

共房屋，皆以樓宇翻新為優先的政策
考慮，但政府均會提供誘因，例如要
求提供更多遷置選擇、優厚的補償方
案等，鼓勵舊樓重建。

英國倫敦有約81萬個公共房屋單
位，以公屋單位為主。為加快重建，
英國在2016年制訂屋邨更新全國性策
略，承諾提供合共5.5億英鎊借貸，
倫敦在策略下制定了重建政策，包括
更新指引、提升重建透明度和促進社
區參與、為現有居民提供更多遷置安

排等，提供具誘因的遷置及賠償方
案，以維繫現有居民的緊密社區關係。

新加坡的公共房屋主要是資助出
售的組屋，整體更新政策着重翻新。
其翻新政策的特點包括：即使在單位
出售10年後，政府仍會一次性負責主
要維修開支；容許居民以攤分成本的
方式，額外提出個別改善工程；承諾
每隔30年就每間組屋進行改善工程。
重建方面，在1995年推出 「選擇性整
體重建計劃」 ，對象為重建潛力較高
的組屋，政府對現有居民提供優厚的
補償方案，並容許最多六個住戶一起
預購新單位，保持社區鄰里關係。

增加供應
他山之石

重建19舊屋邨 料可增13.5萬單位

梨木樹梨木樹（（二二））邨邨

公屋聯會倡議加快搬遷
荃灣二號食水配水庫
（紅框示），用作重建
梨木樹（二）邨（箭嘴
示）的接收屋邨，並藉
此為荃灣區其他舊邨重
建提供契機。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