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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昨日開會，討論本港經濟狀況。地產
建造界議員龍漢標會上，促請政府撤銷樓市 「辣招」 。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回應表示，政府的房屋政策會以本地人購買物業自住為
優先，形容物業 「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 。去年樓市成交
量約45000個，再加上發展商在年底會供應約18000個，全年會
有63000個單位供應，他認為有關供應仍然緊張。

暫無意撤樓市「辣招」
陳茂波重申，即使 「炒風」 不算熾熱，政策都會以支持自住

優先，現無意撤銷特別印花稅等 「辣招」 ，但繼去年放寬按揭保
險的成數門檻後，可能考慮再次放寬首次置業按揭要求。

政府在去年二月底修訂香港按證保險有限公司的按揭保險計
劃，翻查市場數據，截至去年12月，新取用按揭貸款個案中，涉
及按揭保險計劃的佔比由去年二月的26.3%，反覆上升至去年十
二月的36.6%，創紀錄以來新高，反映更多市民選用高成數按揭
入市，當中1000萬以下物業，按保佔比88.3%，其餘比重則增加
在1000萬元以上物業。

對於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考慮為首置人士再放寬按揭，地產界
普遍相信有助刺激中細價樓市場，但仍然期望特區政府可完全撤
辣，從而激活整體樓市成交。

地產建設商會執委會主席梁志堅向《大公報》表示，相信特
區政府考慮再度放寬按揭成數並非旨在 「救市」 ，而是希望幫助
首期有限的上車客入市。不過，梁志堅認為，再放寬首置按揭成
數對樓市刺激有限，建議適當 「減辣」 。

會德豐地產副主席兼常務董事黃光耀表示，再放寬按揭成數

比例，將減低首次置業人士首期資金，對樓市有正面作用。麗新
發展高級副總裁潘銳民亦稱，近期樓市交投低迷，政府再放寬按
揭成數可刺激一定入市需求，但撤除樓市辣稅更有助提振市場。
長實營業部首席經理郭子威認為，再放寬按揭成數的措施成效，
仍取決於經濟復甦情況，他預期全年樓價會波幅10%。

料全年樓價波幅10%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認為，放寬首次

置業人士的按揭成數，相信對整體物業市場有裨益，如可考慮把
首次置業人士最高按揭成數調升至九成半，或者把高成數如八成
按揭上限調升至3000萬元物業，前者相信皆有助市民上車，而後
者可推動住宅市場流轉，對樓價具支持作用。

陳永傑續稱，特區政府於1998年為協助市民置業，推出首次
置業貸款計劃，提供30萬元及60萬元的低息貸款。現時市民難以
上車，部分原因與欠缺首期有關，建議可考慮重推相關低息首期
貸款。

香港城市大學建築科技學部高級講師潘永祥認為，放寬按揭
成數應該 「向下看」 ，集中在500萬或以下的中低樓價單位，甚
至可申請最高九成半的按揭貸款，但要附加壓力測試的條件，以
評估申請者的風險。

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港澳）布少明表示，歡迎 「財
爺」 有意放寬首置按揭成數措施，由於目前細價物業按揭已可承
造九成，故放寬或針對中價樓物業，相信此舉有利中細價盤市
場。不過，他認為，不適宜進一步放寬至九成半按揭，因為只要
樓價略為下滑，更容易出現負資產情況。

本港樓價今年來持續回
升，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
表示，暫時無意調整樓市
「辣招」 ，但仍會密切留意
樓市，在可行情況下，考慮
為首次置業市民再次放寬按
揭成數比例。

地產界普遍相信，若再放寬首置按揭成數，有
助刺激中細價樓市場，但仍然期望特區政府可完全
「撤辣」 ，從而激活整體樓市成交。

陳茂波：或再放寬首置按揭成數
地產界：有助刺激中細價樓市場

大公報記者 賴振雄、林惠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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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署曾調查揭違規 船廠反變本加厲
船廠涉嫌變身出租泊船

場並非朝夕之事，2019年
申訴專員公署已對此主動調查，並指明船廠
用地未得地政處批准，不可以將地分租予其
他人士或將租地用作其他用途。船廠的船排
可臨時停泊與船廠用途有關的船隻，由於短
期租約訂明租地只可作船廠用途，倘若船隻
停泊的目的與船廠用途無關，便屬違反租約
條款。

報告又揭示，該問題早在2017年下旬已
有傳媒關注。揭發鴨脷洲海旁道、南區深灣
道和筲箕灣譚公廟道均有船廠涉嫌違反租地

用途，將原本用作臨時停泊待修船隻的船排
租予遊艇停泊，收取月租數萬至十萬元。惟
時隔五年，情況仍未見改善，不過船排租予
停泊的船隻則由遊艇改為滑水船，租泊規模
比前更大，謀利更深。

區議員：地政署不巡查不作為
南區區議員梁進對《大公報》表示，幾

年前收到投訴有鴨脷洲海旁道的船廠用地涉
轉做非法紅油供應場，他當時實地發現油
跡，立即通知相關部門採取行動取締，但船
廠涉嫌違規出租泊船問題，至今未見改善。

他直指地政總署不作為，沒有主動巡查，署
方僅稱難以確定在船廠的船隻是待維修或租
泊， 「根本是藉口，你們傳媒都會 『放蛇』
取證，相關部門有執法權力，點解不主動做
多一些？」 梁進又指，船廠做 「二房東」 將
用地租給船隻停泊的收入，比做維修豐厚得
多，於是紛紛 「偷雞」 轉型，政府相關部門
不作為，變相鼓勵船廠轉做 「二房東」 ，令
真正的維修廠更少，行業更難生存。他認
為，地政總署大可在續約時加入相關的規限
用途條款，再加上突擊巡查，已能杜絕問
題。 大公報記者施文達、周揚

▲船排現時租予停泊的船隻由遊艇改為滑水船，租泊規模比以前更
大，謀利更深。 大公報記者文澔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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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天表示，考慮為
首次置業市民再次放寬按揭成數比例。

樓價1000萬以下 現可按九成
2008年金融海

嘯爆發之後，金管
局推出逆周期宏觀審慎監管措
施，增強銀行的風險管理和銀行
體系抵禦能力，以應對樓價大幅
調整。其中，收緊按揭由2009年
起揭開序幕，由最初2000萬元以
上物業收緊成數開始，逐步伸延
至中細價物業。

之後經過多次調整，2015年
2月起，樓價400萬元以下物業按
揭可達九成，450萬元至600萬元

則可申造八成按揭，700萬元至
1000萬元以下物業按揭成數高達
六成，1000萬元或以上物業之按
揭成數最高為五成。

直至2019年施政報告首次對
按揭成數作出鬆綁，800萬元以下
物業可做九成按揭，1000萬元以
下可做八成按揭。其後於2022年
對首次置業人士放寬按揭成數，
1000萬以下物業最高承造九成按
揭，1200萬樓下物業最高承造八
成按揭。 大公報記者林惠芳

樓價（元）

1000萬以下

1000-1125萬

1125-1200萬

1200-1920萬

註：採用按揭保險計劃、只限已落成住宅物業 *只限首置

按揭成數上限

90%*

80-90%（貸款上限900萬）*

80%

50-80%（貸款上限960萬）

現時按揭成數上限

話你知

上接A1 調查報道

無視警告

違反租約何時休增加誘因激發創新創業活力

龍眠山

鴨脷洲海旁道的船廠用地，
多年來被指違反租約，牟取暴
利，早已引起社會關注。2019年申
訴專員公署已做主動調查，並發
表報告，指明有關用地未經地政
署批准，不可以將土地分租予其
他人士或轉為其他用途，否則違
反租地條款。結果如何呢？結果
是問題至今未獲改善，反而愈演
愈烈。

大約20年前，政府以短租方式
批出鴨脷洲海旁20塊土地。大公報
記者實地調查發現，目前只有兩
塊土地用作船廠，其他的被用來
停泊滑水船。一隻滑水船，每月
租金約10000元，而政府每塊地的
月租金為3000至8000元不等，換言
之，一隻滑水船的租金已超過一
個月的土地租金。一塊地可以停
泊好多隻滑水船，有人估計過，
海旁道船廠用地的年收入可達千
萬之多，真正是豬籠入水。

地是政府的，有關土地的租
用者只需付出小小租金就可以發
財，還有什麼方式比違規利用官

地更容易賺大錢呢？租用者真應
該說聲多謝，但對納稅人和政府
庫房來說，多年下來，是不菲的
損失。

順帶一提，有關租金水平還
是幾年前的數字，現時租金是多
少，有關部門語焉不詳，原因據
說是租者 「不想公開」 。大家就
奇了怪了，難道租者不欲公開，
有關部門就完全配合？透明度體
現在哪裏呢？

特 區 政 府 推 動 「躍 動 港 島
南」 計劃，漁業、漁民、漁村文
化是主打，保留海旁船廠土地有
其價值。但眼前的事實令人失
望， 「躍動港島南」 計劃進展緩
慢，船廠用地大多名不副實，而
漁村文化已經被嚴重蠶食。

長年見不到陽光的地方，難
免會生霉菌。對於海旁用地涉嫌
違反租地條款，有關部門說正在
跟進調查，包括實地視察及搜集
相關事實資料。這句話似曾相
識，但願這一次是認
真的。

香港大學昨日舉辦創新創業日，介
紹一批科研成果，同時校方公布支援初
創企業的新措施，包括成立科創中心助
師生尋找投資者、設4億元創業引擎基
金，而提高發明人可獲的知識產權收入
比例，由現時的3成倍增至7成，更具
有積極意義，不僅強化了對知識產權的
保護，更可提供足夠誘因，鼓勵科研人
員創新發展，加快科研成果轉化，從而
惠及大眾。

本港院校科研水平在國際上名列前
茅，但在知識產權轉移方面遠遠落後於
海外的大學。年前有調查顯示，本港所
有大學的知識產權收入，竟然不足牛津
大學的七分之一。就初創企業而言，美
國和新加坡頂尖大學一年內成立的衍生
公司數目，已經超過香港許多優秀大學
多年來的總和。為什麼本港大學科研能
力強，但發明專利權收入和初創企業數
量卻不能與之成正比？癥結在於本港大
學在知識產權政策等方面不夠靈活。

申請專利是研究成果市場化的第一
步，亦是大學基礎研究能否成功落地的
重要指標。但申請專利需要時間，涉及
不少成本。在一些西方國家，大學科研

人員可獲得知識產權收入的7成或以
上，而由專利權衍生的初創公司盈利，
絕大部分或全部歸發明者所有，如此一
來，發明者就有足夠的動力申請知識產
權，並成立初創公司。但就本港而言，
大學擁有發明者的知識產權，在知識產
權收入分配上，校方拿大頭，發明者分
到的比例較小。如果成立初創公司，需
向校方提交一筆費用或部分股權。由於
經濟誘因不足，一些科技人員有了發明
創造卻不積極申請專利，導致不少創新
成果被投閒置散。

需要看到的是，本港院校在知識產
權政策方面不僅落後於西方國家，也比
內地遜色。內地各省市推動高質量發
展，允許高校科研人員取得七成的知識
產權收入，對科研人員參與工作外的科
研活動也採取彈性政策，這大大增強了
科研人員的創新創業熱情。

這些年來，本地學者及智囊機構一
直在大力倡議大學在專利權和授權許可
政策上提供更大的彈性，增加發明者的
收益比例，並接受衍生的初創公司以少
量股權換取技術授權許可，以減少初創
公司的現金流壓力，令初創公司可以快

高長大。有關呼聲得到特區政府、高校
及社會各界的重視，港大昨日公布的一
系列新措施，正是順應這方面的呼聲。
有理由相信，有關新政策必將激發科研
人員的創新熱情，加快知識產權的產業
轉化。港大還成立創科中心及創業引擎
基金，這對鼓勵年輕人投身創新也會產
生積極效果。

香港在創新創業方面正迎來黃金時
代。一方面，香港被定位為國際創科中
心，國家對香港在創科方面的支持力度
有增無減，包括資金和人才 「過河」 ，
以及讓香港科創人員更多地參與國家重
點項目；另一方面，特區政府全力以赴
搶企業、搶人才，對創科投入的資源持
續擴大；加上大學方面紛紛 「拆牆鬆
綁」 ，可謂如虎添翼。更別說共建大灣
區，本港大學的科研能力結合內地的產
業規模、廣大市場，實現落地應用，為
本港的創新創業帶來了源頭活水。

推動科技創新，需要制度機制創新
作保障，香港要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
應的相關機制。香港大學的新舉措具有
積極探索意義，值得其他院校乃至特區
政府借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