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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輪候增至6.1年 23年新高
團體促盡快重啟私人參建 精簡建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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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新思維覓地建公屋

房屋委員會公
布，截至今年3月
底，公屋一般申請
人的平均輪候時間

攀升至6.1年，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
輪候時間則為4.1年。兩者同創1999
年以來新高，反映等上公屋愈排愈
久。

社會低下層人士愈多，居住條件
愈困難，對公屋需求愈大。輪候公屋
問題持續惡化，涉及各種複雜因素，
包括土地規劃與供應、房屋政策、經
濟大氣候對個人及家庭的影響等等，
這是綜合性社會問題，並非單純建多
少公屋才能讓輪候者在某一時間內
「上樓」 。

理論上，若經濟情況好轉，市民
收入增加，自然更多人脫離公屋輪候
網，輪候人數減少後，即使公屋供應
量維持當前的水平，將減輕公營房屋
供應壓力，長遠可縮減輪候時間，這
是看似簡單而理想的數學題目。實際
上，我們必須考慮綜合因素，才能解
決複雜的社會問題。即是說，在解決
輪候公屋問題、改善基層家庭及個人
生活狀況的同時，也要對社會穩定及
經濟健康發展起着正面作用。

公屋是住屋問題一個重要組成部
分，當中政府完全可發揮主導角色，
關鍵是打破傳統，去除條條框框，以
新思維覓地建公屋。相信只要真正有
決心，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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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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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招標制度議案獲通過





未來5年建10萬伙公營房屋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再攀升
（一般家庭）

註註：：相關數字是截至該年相關數字是截至該年33月底月底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房委會房委會

【大公報訊】記者吳俊宏報道：立
法會昨日續開大會，討論 「改革招標制
度，扶助本地企業」 議案，要求政府改
革公營機構及資助機構的招標制度，議
案在無記名表決下獲得通過。

着重創新 降「價低者得」比重
提出議案的建築、測量、都市規劃

及園境界議員謝偉銓表示，政府現行的
工程及顧問招標制度，偏重 「價低者
得」 ，引致 「割喉式入標」 的出現，招
標商以低到不合理的價格入標，最終影
響服務質素。他敦促政府檢討及改革招
標及採購制度，着重創意和創新，進一
步降低 「價低者得」 的比重，並引入本

地優先的元素，從而積極扶助本地中小
型企業的發展。

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指出，現有
的標書評分制度未為中小型企業帶來公
平競爭機會，以致中小型企業及科創企
業未能充分發揮其經濟和社會效益，建
議在政府採購科技產品及服務的標書
中，加入更多支持本地企業的條文，在
審批制度下提高本地科創企業的評分比
率。

拆細項目 確保中小企可參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回應

說，議員發言與政府採購方向不謀而
合，政府鼓勵採購部門盡量把大型合約

分拆為較小型的合約，避免 「捆綁式招
標」 ，以確保初創企業及中小企可以參
與，政府亦設有諮詢中心為中小企提供
支援服務，與中小企業建立有建設性的
業務關係。

許正宇表示，政府在2019年時已經
開始在工程採購推動支持創新政府採購
政策，採購部門需要提供標書的技術分
數及產品質素的所佔比重，分數所需要
加入評審的建議，其中包括應用科技、
環保、社會關愛等創新元素，並降低價
格在標書中比重，以改善 「價低者得」
的情況。他又說，會因應議案內容和議
員發言作出檢討，優化制度，積極扶助
本地專業同中小企發展。

▲公屋輪候時間進一步攀升，基層市民慨嘆 「上樓難」 。

未來5年公營房屋預測建屋量

年度

2022/23
2023/24
2024/25
2025/26
2026/27
總計

備註：以上數字為約數 資料來源：運輸及房屋局

房屋委員會

公共租住
房屋/

綠表置居
計劃

11300
12300
10200
13500
14700
62000

其他資助
出售單位

6900
800
9700
7100
7100
31600

香港房屋協會

出租單位

300
800
1000
1800
-

4000

資助出售
單位

-
700
2100
1300
3700
7900

總計

18500
14600
23000
23800
25500
105500

逾24萬戶等上樓
房委會表示，截至今年3月底，有24.52萬

宗公屋申請，包括14.75萬宗一般家庭申請，以
及約9.77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
請，兩者輪候時間均按季升了0.1年，分別升至
6.1年及4.1年。房委會解釋，因多個大型公共
屋邨項目，包括粉嶺皇后山邨、深水埗海達邨
和白田邨在2022年第一季陸續入伙，讓為數不
少輪候已久的一般申請者獲編配公屋，他們的
輪候時間因而反映在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中。

此外，今年首季編配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
約6000宗，當中獲編配的長者一人申請約520
宗，分別較上季增加1300宗和210宗；而同一
季獲編配的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

則約為420宗。
對於公屋輪候年期再創新高，團結香港基

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認為是於意料之
內，相信近期獲編配 「上樓」 的住戶，部分已
輪候逾6年。他又預料，按照目前公營房屋落成
進度推算，輪候時間仍 「未到頂」 。

葉文祺希望新一屆政府的措施，如 「公屋
提前上樓計劃」 、重啟私人參建模式，以及精
簡發展程序等能夠盡快落實，從而加快造地建
屋，縮短公屋輪候時間。

料輪候時間仍未見頂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指出，目前輪候宗

數仍有24萬，仍處於高位，相信未來一兩季輪
候時間，會進一步上升。至於輪候時間何時才

有望回落，招國偉認為，李家超上任後會否進
一步精簡房屋程序、提早令公屋輪候者上樓，
否則根據《長遠房屋策略》，要到2027/28
年，即十年計劃中的 「後五年」 期，才有望消
化到現時累積的申請人龍，令輪候時間回落。

公屋輪候時間是以公屋申請登記日期開始
計算，直至首次配屋為止，而一般申請者的平
均輪候時間，是指過去12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
的申請者輪候時間平均數。換言之，房委會公
布的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並不等同仍在輪候的申
請者須等候的時間。新一屆政府提出 「提速、
提效、提量」 建屋，但即使房委會馬上增加公
屋供應，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亦未必會即時回
落，甚至會延長，原因是獲安排上樓的申請者
本來已輪候公屋多年。

【大公報訊】運輸及房屋局公布未來五年公營房屋預
測建屋量的最新數字，總建屋量預計約10.55萬伙，當中
包括6.6萬個出租公屋或綠置居，以及3.95萬伙資助出售
單位，但總數較早前估算少約3%。政府去年底更新的
《長遠房屋策略》目標，公營房屋供應的十年目標為30.1
萬伙，即現時只達到目標的35%，換言之第五至第十年要
建19.55萬伙才達標。

距長策目標尚欠近20萬伙
房委會預計，2026/27年可興建1.47萬伙公屋或綠置

居單位，而資助出售單位則有7100伙，連同房協可供應的
3700伙資助出售單位，即合共有2.55萬伙，是五年內供應
最多的一年。

與上一季比較，按年度的建屋量亦有改動。運房局表
示，約3300伙資助出售單位的完工日期由2021/22修訂至
2022/23年度。另外，約400伙公屋或綠置居單位的完工
日期，亦須由2024/25修訂至2025/26年度；而約1900個
其他資助出售單位，則2025/26修訂至2026/27年度。不
過，有項目則可提早完成，包括約1000個公屋或綠置居單
位，其完工日期由2026/27提早至2025/26年度。

港金融抗震力強 無懼外圍疾風暴雨
美聯儲局激進加息，引發國際資金

流向變化，環球金融市場出現急風暴
雨，香港股匯也明顯受壓。昨日香港金
融管理局三年來首次入市承接港元沽
盤，但這是聯匯制度下的正常操作，投
資者無需反應過敏。事實上，香港金融
抗震力強，憑藉穩健銀行體系，加上外
匯及財政儲備龐大，有能力應對突如其
來資金流動，美國收緊貨幣政策難以撼
動香港金融與貨幣穩定。

實施近40年的聯匯制度經得起考
驗，經歷多次經濟與利率周期，一直行
之有效。聯匯制度無疑是維持香港金融
穩定的基石，有利繼續吸引海內外資
金。其實，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資
金進出是十分正常，不用大驚小怪。香
港受惠於中國經濟發展，商機無限，具
有近水樓台之利，獨特優勢難以替代，
畢竟中國是全球經濟火車頭，暫時流出
的資金遲早會回流。

無可否認，環球市場震盪不休，香
港也難獨善其身。昨日恒生指數跌至
19300點附近，風險源主要來自美國通
脹超預期，聯儲局加大收緊貨幣政策力
度的預期升溫，華爾街股市拋售潮加

劇，美股泡沫爆破危機一觸即發。這不
單止可能拖垮美國自身經濟，還隨時掀
起新一波金融風暴，繼而禍延全球，導
致國際資金呈現無序流動。

為了遏抑通脹，聯儲局過去兩個月
共加息0.75厘，令港美息差擴闊，預期
港元兌美元未來繼續觸及7.85弱方保證
兌換水平，香港金融管理局需要持續入
市承接港元沽盤。不過，目前流出香港
的資金有限，且銀行體系結餘仍超逾
3000億元，港息暫時沒有上調壓力。

值得留意的是，港元匯價走弱，反
映資金流向確實出現一些變化，香港金
融監管當局需保持高度警覺性，尤其是
聯儲局同步加息與縮減資產負債表規
模，收水力度前所未見，環球金融資產
價格面臨頗大下行壓力。

美國上月通脹達到8.3%，繼續處於
40年來高位，拜登政府形容遏抑通脹是
當局首要經濟政策，相信聯儲局會繼續
激進加息。近期美股拋售潮愈演愈烈，
反映投資者對聯儲局投下不信任票，政
策失誤、經濟硬着陸風險愈來愈大，加
速資金從股市、樓市、虛擬貨幣等風險
資產大舉出逃。

美國收水負面影響正逐步浮現，持
續多年量化寬鬆貨幣措施催生的資產泡
沫，恐出現連環爆破危機。例如近日虛
擬貨幣比特幣大幅下瀉，價格對比歷史
高位出現腰斬。

最令人不安的是，持續13年大漲的
美股，已形成一個超級泡沫，一旦爆
破，殺傷力非同小可。繼納斯達克指數
之後，標普指數也將進入技術性熊市，
市場投資信心逐步潰散，觸發恐慌性拋
售，更大調整還在後頭，隨時掀起禍及
全球的金融風暴。

此外，美國房產市場也響起警號，
30年定息按揭利率上升至5.5厘水平，
較一年前上升2厘以上，升幅為數十年
來最大，必然會打擊購房意欲，美國房
產市場恐面臨2007年次按危機以來最大
挑戰。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經濟危機重
重，美元資產沽壓沉重，強美元難以持
久，因而國際資金東流至中國大趨勢不
會改變。近期包括美資、英資基金紛紛
部署落戶香港，設立亞洲辦事處，證明
外資投下信心票，看好香港和內地的經
濟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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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又搞制裁把戲

龍眠山

七 名 美 國 政 客 日 前 致 函 白
宮，要求美國行政當局制裁香港
國安法指定法官和檢控人員。這
是赤裸裸的干預香港司法，是美
國霸權主義的又一體現。

香港基本法保障香港法院獨
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基
本法也保障特區檢控工作不受干
涉。事實上，香港的法治及司法
獨立素來享譽國際，相關國際排
名也一直高於美國，在香港國安
法落實之後，這一事實也並沒有
改變。例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
展學院發表的 「2021年世界競爭力
報告」 ，香港在司法公正方面排
名全球第8位，遠高於美國的第23
位及英國的第15位。其身不正的美
國，有何資格攻擊香港的司法獨
立？

對於美國政客的抹黑攻擊，
香港特區律政司及大律師公會均
發表聲明予以最強烈的譴責。律
政司警告，任何人請求外國或境
外機構、組織、人員對香港特區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均

可能干犯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

本身是大律師的前刑事檢控
專員江樂士對 「制裁」 威脅嗤之
以鼻，他諷刺美國政客寫信前沒
有 「做足功課」 ，因為 「中英聯
合聲明」 並沒有提及國家安全問
題，所謂香港國安法違反 「中英
聯合聲明」 根本是子虛烏有。

其實，美國政客的此番舉動
並非偶然。一個月前，美國務院
高官就在一場視像會議中，與
「港獨」 一唱一和，恐嚇要制裁

香港法官。一系列的舉動，根本
目的絕非要維護香港法治，而是
要替黎智英、戴耀廷等反中亂港
勢力張目，意圖以 「制裁」 為手
段，恐嚇香港法官、影響香港司
法判決，本質上是對法治的粗暴
踐踏。

美國政客慣於對別國事務大
放厥詞，美國政府慣於揮舞制裁
的大棒，但除了暴露其 「雙標」
外 ， 只 能 是 自 暴 其
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