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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安居樂業，社會發展才有動力。本港最新公
屋平均輪候時間按季雖然減少0.2年，惟仍要輪候5.3
年，而長者一人申請的平均輪候時間仍維持3.9年。
香港房屋協會75年來對本港房屋供應貢獻良多，《大
公報》獨家專訪房協主席陳家樂，剖析本港的房屋發
展，房協如何配合政府的政策，以及對於安置屋邨的
觀點，讓讀者更深入了解房協的工作。

房協欲建更多公營屋

心有餘而地不足

陳家樂：長者屋需求大 惟未必能優先建

▲漁光村是早年建成的安置屋邨，不設出售單位，用以安置香港仔的漁民。

大公報記者 余風（文） 何嘉駿、余風（圖） 張凱文（視頻）

重重挑戰

房協75周年
▲房協主席陳家樂接受《大公報》獨家專訪，回顧75年
來的發展，坦言房協面對的困難，除了資金流較為緊
張，缺乏土地更令房協難以盡展所長。

「是啊！我們（房協）這幾年
沒有樓賣，所以現金流緊張，需要
往市場融資！」 陳家樂開門見山
「報憂不報喜」 。由於房協在出售
資助房屋時，需先墊支一筆款項補
地價後才把單位售出，陳家樂坦
言， 「在資金上的流轉會較為緊
張，亦是現時一個限制，這是我們
（房協）的挑戰。」 他表示需待
2025至2028年間才會提供近6000
個資助出售房屋單位，當中包括啟
德、安達臣道、粉嶺馬會道及元朗
元龍街等，共六個項目。他又補充
經調查發現，現時兩房單位的需求
較大，發展資助出售房屋八成均為
兩房單位，一房及三房單位則各佔
一成。

房協歷史悠久，在戰後百廢待
興的1948年成立，是香港第一個
非政府房屋機構，是建設香港的老
臣子。75年以來，一直緊貼市民
的房屋需求及政府房屋政策，以自
負盈虧方式發展合時宜的房屋項目
及計劃，兼具 「房屋實驗室」 的角
色，已完成100個不同類型的房屋
項目，發展超過74000個單位。

「大前提始終是香港的土地不
足，所以令公營房屋不足，房協只
是其中一個角色。」 面對本港房屋
問題，陳家樂坦言受到大環境限制
影響，房協 「心有餘而力不足」 ，
令他感到遺憾。他以房協最受歡迎
的長者房屋為例，看見社會上的需
求殷切，惟本港建屋土地匱乏，加
上房協資金流緊張，即使面對未來
人口老化，長者 「求屋若渴」 ，惟
在緊絀的土地資源下，興建長者屋
在次序上亦未必能排得太前。

對於近期房委會收緊富戶政
策，陳家樂指作為非政府的房屋機
構，自50年代起提供出租屋邨，
所有租戶均需簽署及遵守房協的租
約條款，而房協亦根據租約條款作
出監管。此外，為確保公屋資源得
以善用及合理地編配給有真正需要
的市民，房協自2018年9月起於轄

下的出租屋邨實施 「富戶政策」 ，
涵蓋租戶包括新入住房協出租屋邨
的申請人，以及非戶主配偶透過
「轉換戶主」 獲批新租約的租戶。
受房協富戶政策租約條款約束的租
戶，必須定期申報入息和資產。

陳家樂表示，房協和相關政策
局及部門一直有緊密溝通，有合適
的計劃亦會考慮合作推行，其中的
例子是 「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
計劃」 。相關計劃於2018年9月首
次推出，並於2019年10月推出優
化措施，讓房協及房委會轄下適用
的資助出售單位合資格業主，把其
未補價的單位或睡房出租予合資格
人士。截至今年6月中，相關計劃
錄得271宗成交，當中房委會有
253宗、房協有18宗，而當中超過
95%是承租整個單位。

房協現正規劃及興建的項目多
達25個，預計於未來20年提供超
過45000個單位，當中約35000個
單位將於10年間發展；陳家樂坦
言相關建屋數目迎來歷史高峰。而
房協未來項目將以綜合發展模式進
行規劃，在可行情況下於同一項目
內興建出租房屋、 「長者安居樂」
房屋及資助出售房屋，營造 「長、
中、青、幼」 皆宜的跨代共融社
區。

「房協作為植根於香港的房屋
機構，香港人的需要放在首位！」
陳家樂直指對於房協未來的發展，
仍會以本港作為定位。他指房協為
一個法定機構，受《香港房屋協會
法團條例》規限， 「我們所做的業
務只是在香港提供服務，如要到內
地發展便需修改相關條例，要有合
適的夥伴及機
會 讓 其 發
展。」 他更強
調如日後興建
長者屋，首要
提供予香港的
長者， 「服務
香港人！」 掃一掃 有片睇

房協未來發展項目

1952年於深水埗
建成的上李屋（見圖）

是房協首個出租屋邨，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廉租房屋，當時有
5座共360個單位，容納1900名居
民，並擁有獨立廚廁，開創出租屋邨
先河。於1995年，該屋邨重建為現時
的 「住宅發售計劃」 屋苑樂年花園。

話你知

•房協現正規劃及興建25個項目，預計未來20年、即
至2043年提供超過45000個單位，涵蓋多元化的房屋
種類，有出租、資助出售、長者房屋等。

•其中約35000個單位預計將於10年間發展，項目包
括：

「（特區政府發
展）北部都會區，如要

政府收地較暢順，房協發展專用安置屋
邨是可以幫到手。」 房協主席陳家樂透
露房協近年和政府建立的一個新合作方
向，是發展專用安置屋邨項目。房協於
2018年受政府委託開始發展有關項目，
為受到政府發展清拆行動或市區重建計
劃影響的合資格市民，提供豁免入息及
資產審查的安置安排，包括可以選擇專
用安置屋邨的出租單位（乙類），或購

買專用安置屋邨的資助出售房屋。 「房
協只是提供單位及日後的管理。」 陳家
樂重申，房協主要負責發展及管理專用
安置屋邨，清拆戶的賠償機制及安置安
排由政府制訂。

同時設出售及出租單位
「專用安置屋邨是會讓政府收地容

易一點。」 陳家樂表示，房協在未來
十年落成的專用安置屋邨項目，其中三
個位於北部都會區，包括粉嶺百和路、

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古洞北，該三
個項目共提供約7000個單位，其他項目
分別位於啟德、馬頭角及市區寮屋區。

編者按：

香港房屋問題多年來備受關注，適逢
今年是香港房屋協會成立75周年，《大公
報》專訪房協主席陳家樂，講述房協多年
來的發展，以及在房屋方面所作出的努
力：由最初建屋惠民，至50、60年代興建
出租屋邨；從70年代重建老化的市區舊
樓，到80、90年代協助市民置業及開創長
者房屋；從00年代協助市區重建及推展長
者房屋項目，至現時發展多元房屋項目，
甚至興建專用安置屋邨，配合政府拆遷政
策。

房協見證香港人多年來面對的房屋問
題，也擔當政府與市民間的橋樑。未來的
公共房屋發展何去何從？將會面臨什麼挑
戰？如何能為港人建設更多安樂窩？《大
公報》會一連三集深入探討。

❶七個舊邨重建及安置屋邨，包括明華大廈、漁光村、觀塘
花園大廈（二期）、真善美村、石排灣道、定安街、阿公
岩道。

❷ 六個資助出售房屋，包括啟德2B1、安達臣道R2-2/
R2-3/ R2-4、馬會道、元龍街。

❸ 五個專用安置屋邨，包括百和路、洪水橋／厦村、古洞
北、啟德1E1、馬頭角。

❹四個長者房屋，包括乙明邨松悅樓、百和路、觀塘花園大
廈（二期）重建、明華大廈重建。

❺ 三個市區寮屋區，包括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
村。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協會

發展專用安置屋邨 助政府順暢收地
合作新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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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倡改劃村屋
建高樓增房屋供應

「 九 七
（回歸祖國）

前後，（本港）對土地發展停滯
不前，造成現時的困境。」 公屋
聯會會長王坤直指歷屆特首都把
房屋政策視為重中之重，惟多年
來未見起色。特區政府現積極發
展北部都會區，交椅洲又填海造
地，王坤形容均屬 「遠水救不了
近火」 ，相關房屋策略都在及後
五年或更長時間顯現，即未來的
十年內，本港房屋供應未能看到
顯著提升。王坤又指現雖有過渡
性房屋及簡約公屋供應，暫時紓
緩房屋問題，但並非能確實解決
根本問題。

參考內地加倍單位賠償
除了填海造地，王坤認為政

府可考慮規劃新界土地，可以原
居民的低密度村屋作試點，把村
屋改劃成較高樓層的房屋。他指
現時村屋為三層設計，每層面積

不超過700平方呎，
「若以新界土

地的應用，如此規劃的村屋是嚴
重浪費土地資源。」 他指特區政
府可以吸收內地城中村的概念，
如收回一幢村屋可賠償原居民一
倍的單位， 「例如他有三個單
位，就賠償六個。」 他指政府可
提供誘因而加快重建，政府得到
較多土地的重整，房屋便可增
加，原居民亦可從中得益。

「香港房屋最大的問題，歸
根究底均是土地供應不足造成今
日的困局。」 立法會工務小組委
員會主席盧偉國指出，現屆政府
對於房屋供應上的動作較快又
大，現時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及在
交椅洲填海1000公頃，都是為香
港的長遠發展提供土地，藉此提
升香港市民居住的環境，為香港
將來的經濟發展及創科提供更多
的土地。然而，現時公屋居民排
隊上樓仍要五、六年，輪候的隊
伍不斷加長，他希望能加快發展
步伐， 「對於一些居於不適切及
惡劣地方的居民，如何令他們能
早日入住永久房屋，是現屆政府
需籌謀。」

突破思維

1952年上李屋設獨立廚廁創先河

房協大事記 1948年 倫敦市長透過 「空襲救災基金」 向香港福利議
會捐出1.4萬英鎊，由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倡
導成立香港房屋協會。

1951年 房協根據香港條例第1059章成為法定團體。

1952年 位於深水埗的全港首個 「出租屋邨」 上李屋落
成。

1987年 開展 「住宅發售計劃」 ，首個項目荃灣祈德尊
新邨於1989年落成。

1993年 獲政府委託推行
「夾心階層住屋計
劃」 ，發展十個屋
苑 共 8920 個 單
位，首個項目青衣
宏福花園於1995
年落成。

1999年 在政府支持下，開展 「長者安居樂」 住屋計
劃，為中產長者提供 「居家安老」 的選擇。

2005年 與房屋及規劃地政局簽署 「合作備忘錄」 ，預
算十年內動用30億元，推行 「樓宇管理維修綜
合計劃」 。

2013年 為協助中等收入家庭置業，推售首個位於青衣
青綠街的資助出售房屋項目 「綠悠雅苑」 ，並
於2015年落成。

2015年 首個非資助的長者
房屋項目北角 「雋
悅」 落成，公開接
受租住申請。

2018年 推出暫租住屋計
劃，提供過渡性房
屋，利用房屋資源
幫助合資格人士改善生活環境。

2020年 全港首個以鋼製 「組裝合成」 建築法興建的長
者房屋 「松悅樓」 於乙明邨動工；洪水橋的全
港首個以混凝土 「組裝合成」 建築法興建的資
助出售房屋項目動工。

2022年 第三個 「長者安居樂」 項目
「豐頤居」 竣工，提供312
個長者友善單位及各種樂齡
設施，於2023年入伙。

2023年 房協成立75周年，以 「創建
宜居．永續共融」 為主題，
展示為香港市民締造宜居家
園及共融社區的工作目標。

資金流轉較為緊張，
是現時一個限制

植根香港的房屋機構，
香港人需要放首位

資料來源：香港房屋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