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銅鑼灣皇冠假日酒店申重建商廈
【大公報訊】疫情重創旅遊業，

連累本港酒店入住率持續偏低，不少業
主爭相改變酒店用途求突圍。爪哇控股
（00251）持有的香港銅鑼灣皇冠假日
酒店，再向城規會申請拆卸重建為一幢
商廈。

據城規會資料，香港銅鑼灣皇冠
假日酒店位於禮頓道8號，於2009年落

成，並交由酒店集團營運，至今僅營業
約13年。物業地盤面積約10725方呎，
擬以地積比率約15倍發展，重建為一
幢樓高28層高及設3層地庫的商廈，提
供約16.0878萬方呎。重建後大部分樓
面為寫字樓，位於6樓至23樓，而零售
部分則位於地下至5樓，地下3層地庫
則為停車場，提供76個車位。

申請人Concord Way Limited指
出，上述項目在2017年12月已獲批准
重建商廈，是次新修訂方案與舊方案相
若，主要調整為在禮頓道提供了一個後
退區，以及在覆蓋範圍上作出改變。

申請人認為，申請地點位置交通
方便，非常適合用作商業用途，及與周
邊土地用途產生協同效應並帶來整體利
益，而且不會改變現時當區混合用途的
特性。又指項目不會造成不協調和安全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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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3項住宅辣稅個案（包括
15%新住宅從價印花稅NRSD、買家
印花稅BSD及額外印花稅SSD）合
共錄202宗，較8月 242宗跌約
16.5%，並創2020年4月後29個月新
低。事實上，今年3項住宅辣稅個案
均處偏低水平，以今年首9個月合
計，3項住宅辣稅個案合共2463宗，
比 起 去 年 同 期 3751 宗 大 跌 約
34.3%，較2015年同期16470宗更
大減約85%，創有紀錄以來第二
低，僅略高於2020年同期2411宗。

美聯首席分析師劉嘉輝指出，
隨着今年本港住宅交投放緩，辣稅個
案跟隨下挫。事實上，綜合土地註冊
處資料顯示，今年首9個月一手私樓
及二手住宅註冊量合計錄38237宗，
較去年同期61795宗按年下挫約
38.1%，表現與同期住宅辣稅個案
跌約34.3%相若。

BSD首三季525宗 同比跌20%
若以3項住宅辣稅個案劃分，今

年首9個月BSD個案錄525宗，較去
年同期657宗跌約20%。過往BSD不
乏內地買家，但因內地與香港仍未全
面免檢疫通關，導致近年BSD個案
處偏低水平；若與兩地正常通關時期
的2019年首9個月BSD個案1557宗
相比，今年相關個案更大跌約
66.3%，可見近年內地買家來港置
業意欲因未能恢復正常通關而大大減
低。

至於NRSD，今年首9個月錄
1762宗，較去年同期2803宗跌約
37.1%。主要因香港無論與內地抑
或海外均尚未全面免檢疫通關，導致
本港經濟未能復常，加上香港息口面
對上調壓力，均減低部分長線投資者
入市意欲，導致相關稅項個案下跌。

SSD方面，今年首9個月錄176
宗，比起去年同期 291宗跌約
39.5%，大大反映現時樓市短線炒
賣已近乎絕跡。

因此，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前
夕，各界均有強烈聲音表示，希望特
區政府可適度放寬海外人士來港置
業，藉此吸引海外資金人才，同時亦
可穩住下跌中的樓市，避免樓市繼續

惡化。
樓價急跌，近幾年入市的市

民，因經濟環境轉壞而決定壯士斷
臂，選擇蝕讓沽出單位，卻被辣招綁
死，令SSD成交創新低，業界認為，
由於現時市場狀況與政府於2010年
推出SSD時打擊炒賣已不大相同，建
議政府考慮撤辣或部分減辣，包括將
SSD年期由現時3年，減至1年或2
年，令到急需現金周轉的業主，可及
時賣樓套現，一旦斷供情況惡化，銀
主盤數目勢進一步上升。

二手掀蝕讓潮 本月35宗損手
市場瀰漫悲觀情緒，近日大量

蝕讓成交，單計10月首12天，二手
市場已錄得約35宗二手蝕讓個案，
當中近九成是原業主均在2018年及
2019年買入，持貨滿3年SSD鬆綁即
沽貨，平均每宗的蝕讓幅度高達
11%，其中4宗更蝕逾兩成。

反映整體二手樓價的中原城市
領先指數（CCL），已由自去年8月
高位，累跌超過一成，不少以高成數
按揭入市的買家，恐面臨負資產危
機，故地產界盼望下周公布的施政報
告，特區政府能夠出手減辣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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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樓市跌幅擴大，藍
籌屋苑造價失守心理關口，向來抗跌
力強的鰂魚涌太古城，有3房單位劈穿
千萬、僅以980萬元賣出，比銀行估價
低26%，重返2016年樓價水平，實用
呎價僅13555元，貼近新界呎價。

中原地產高級區域營業董事張光
耀透露，市場觀望特區政府下周發表
的新施政報告，二手交投緩慢，太古
城本月暫錄4宗成交，包括元宮閣極低
層C室，實用面積723方呎，採3房間

隔，望街景，原業主開價1320萬元，
累減26%、獲用家以980萬元承接，實
用呎價13555元。原業主早於1979年
以23萬元一手買入，單位43年升值
41.6倍。

張光耀指出，同類3房單位造價低
於千萬追溯至2016年，為漢宮閣中低
層F室，當年4月以980萬元易手。

同區南豐新邨2房樓價再試新低。
中原地產首席分區經理楊文傑表示，
南豐新邨6座中層B室，實用面積391

方呎，單位於1周前以獨家形式放售，
開價630萬元，由於業主沽樓意決，減
價至600萬元，最終議價至565萬元易
手，實用呎價14450元，造價為今年屋
苑同類新低。同類型2房低價於2017年
錄得，成交價為550萬元，上址造價迫
近5年前低位。

晉誠地產董事胡卓輝表示，深井
碧堤半島8座中層F室，實用面積524方
呎，望山景，成交價628萬，實用呎價
11985元，造價重回2017年。

太古城3房劈穿千萬 呎價13555元貼近新界



二手單日8宗蝕讓 荃德啃辣稅輸百萬
【大公報訊】美聯儲局連番重手

加息，令全球經濟響警號，本港樓市
充斥負面情緒，市場昨單日連錄8宗
蝕讓，其中荃灣荃德花園有業主持貨
僅1年半即沽樓，連額外印花稅
（SSD）料蝕約100萬元。

美聯聯席區域經理鍾家豪表示，
荃灣荃德花園A座中層B室，實用面積
340方呎，成交價457萬元，實呎
13441元。原業主於2021年4月斥488
萬元入市，現沽售賬蝕31萬元或
6.3%，由於持貨僅1年半賣樓，需支
付樓價10%的SSD，連同其他雜費，
估計實際損手逾100萬元。

新都城3房4年貶值80萬
將軍澳區再添2宗損手，美聯高級

分區營業經理林浩德說，新都城5座低
層G室為3房套單位，實用面積701方
呎，以820萬元易手，實呎11698元，
重回2017年初水平。據資料，原業主
2018年底以900萬元購入，單位4年貶
值80萬元或8.9%，計及印花稅等支
出，估計蝕約131萬元。

沙田第一城錄本月第3宗損手，中
原區域營業董事黎宗文表示，該屋苑
24座高層B室3房戶，實用面積447方
呎，減至626萬元易手，實呎14004
元，原業主2017年以692.8萬元購入，
5年賬蝕66.8萬元，連雜費料損失逾
105萬元。

九龍灣德福花園亦罕錄虧蝕個
案，消息稱，該屋苑M座低層13室，
實用面積512方呎，造價610萬元，較

原業主3年前買入價低98.8萬元或
14%。若連同上環尚賢居、元朗好順
利大廈及馬鞍山薈朗，昨日市場至少
錄8宗住宅蝕讓。

上季私宅損手比率增至8.5%
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海潮表

示，今年第3季本港共錄4415宗私宅轉
手獲利登記，佔比90.2%，按季減少
4.1個百分點，連跌6季；而每宗平均
賺幅僅55.8%，按季回落9.7個百分
點，為逾6年來首度跌穿60%水平，創
逾10年新低。

反觀，期內虧損個案錄得418宗，
佔比急增至8.5%，較第2季增加3.4個
百分點，屬2010年首季以來的51季
（即近13年）新高，反映本港股市下
滑等因素，令部分急需套現的業主無
奈蝕讓離場；至於平手者則有63宗，
佔比亦按季增至1.3%。陳海潮指出，
踏入第4季，疫情回穩，特區政府逐步
放寬防疫限制，金管局亦將按揭壓力
測試由3厘下調至2厘，料有助對沖加
息的影響。

▲荃德花園340方呎單位，連雜費損手
逾100萬元。

仲量聯行料負資產個案趨升
【大公報訊】樓市已然步入調整

期，跌勢將持續。仲量聯行香港主席曾
煥平表示，今年樓價已跌近10%，雖
則可以肯定不會斷崖式下滑，但在加息
及全球經濟疲弱等多項負面因素衝擊
下，明年樓價恐重演1999年至2003年
樓價每年下跌10%的下行周期，即每
年樓價跌10%，埋單或恐累跌近
50%。。

曾煥平又直言目前是撤辣的合適
時機，因為樓價下跌將令以九成按揭入
市新盤的買家隨時淪負資產網中人，假
若樓價下跌逾一成，負資產個案將續
升，以免負資產情況再現，進一步拖累
本港經濟，特區政府需有前瞻性撤辣，
讓市場回復自由運作。

曾煥平建議，基於本年首9個月，
平均每月只錄4100宗住宅成交，較
2013年推出雙倍印花稅（DSD）後
一度低見4200宗更少。因此適宜於樓
價跌勢加劇前，同時撤銷買家印花稅
（BSD）及額外印花稅（SSD）。撤
銷前者是挽留人才的重點，相信撤銷
後，正面影響較通關更立竿見影。

而SSD對時下飽受經濟不景煎熬
的業主而言，則有打擊較大及有欠公
平，遂建議2000萬元以上住宅按揭成
數該交回銀行決定，因為現時按揭成數
規定令準買家難以借貸，導致豪宅交投
冰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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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料今年樓價跌12%
小型單位成重災區
【大公報訊】市場憧憬通關或可

吸引資金流入，樓價跌勢或放緩。不
過，高力亞洲區估價及諮詢服務行政
董事周若瑜說，據土地註冊處的統計
資料，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前，在需要繳納住宅物業買家印花稅
的人士中，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只佔
5.7%。

因此，該行預計放寬入境檢疫措
施，未必能扭轉住宅價格的跌勢，未
來6個月的住宅樓價下調步伐或會加
快，估計今年樓價跌幅約10%至
12%，小型單位首當其衝。

同時，該行分析2022年7月至9月
成交的2823宗二手住宅買賣，發現實
用面積400方呎以下的小型單位跌勢最
明顯，當中26%的小型單位交易以超
過5%至20%的折讓價售出，意味小型
單位抗跌力較弱。

錦田新盤面積最細257呎 下周開價
【大公報訊】本月最積極軟銷宣

傳 的 新 地 （00016） 元 朗 錦 田 北
PARK YOHO Bologna，樓書昨日曝
光，面積最細257方呎，今日向傳媒開
放現樓，最快下周開價，首張價單預料
包括市場關注的1房複式戶，勢成施政
報告後首個新盤。

新地代理總經理陳漢麟表示，項
目加緊推售步伐，實體樓書昨日面世，
電子版本亦同步上網，現樓單位今日率
先向傳媒開放，涉3款戶型，包括1伙
連裝修及3伙交樓標準。最快下周公布
首張價單，預料涉50伙，戶型多元
化，不排除會推出1房複式戶。

PARK YOHO Bologna提供164
伙，分AB兩翼，標準樓層每層12伙，
共享4部升降機，提供33個住客停車

位。標準單位戶型涵蓋開放式至3房；
最大特色戶設4房；實用面積由257至
1155方呎，戶型設有開放式26伙、1房
48伙、2房26伙、3房48伙，特色戶則
有16伙。根據樓書所見，最細單位為
8A座1樓D室，實用面積257方呎連
102方呎平台。最大為8A座17樓A室，
實用面積1155方呎連1067方呎平台。

同屬新地的元朗Grand YOHO第
2期，周日推出1伙招標，單位為第5座
40樓C室，實用面積1185方呎連60方
呎露台。

另邊廂，鷹君（00041）大埔白石角
朗濤，本周日推出102伙招標，當中不
乏位於第H1座的Sky Duplex及第H2座
Sky Duplex的逾3000方呎特色單位，
均連逾1200方呎天台。

◀曾煥平預計，取消BSD辣招有利挽
留人才。

▼

銅
鑼
灣
皇
冠
假
日
酒
店
原
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