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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古
倬勳、葉浩源報道：一名
67歲香港女子7月初到韓國
濟州汗蒸幕澡堂拍照打
卡，因拍攝到別人裸體而
當場被捕，並被禁止離
境，在當地滯留近三個月
仍未能回港。入境處處長
郭俊峯昨日（6日）指出，
任何國家或地區如有人違法，都會按當地法
律處理，特區政府不能干預，但會盡力協
助，處方早前已透過外交部駐港公署及中國
駐濟州總領事館了解情況，並按當事人意願
提供適切意見及可行的協助，當地檢察院表
示會加快處理案件。

護照被扣起 3個月未檢控
當事人劉太早前向傳媒憶述，她在今年7

月時參加旅行團前往韓國濟州旅遊，並到汗
蒸幕澡堂體驗，其間拍了三張照片。隨後有
警員到場沒收她的手機，並把她帶回警署，
劉太涉用手機拍攝其他客人的裸體，警方發
現其手機內有三至四名澡堂客人被拍入鏡的
照片，以涉嫌違反《性暴力特例法》將她拘
捕，護照亦被警方扣起，在當地滯留至今近
三個月。劉太的領隊在警署曾向警員表示希
望賠款了事，但當地警方拒絕。

據悉其間有三位事主
要求和解金共3000萬韓
圜，後來討價還價至1500
萬韓圜，即約近9萬港元，
但即使賠款也要等候檢察
院跟進及上庭，劉太擔心
受騙，最終沒有交和解
金。

其丈夫劉先生不滿事
件至今近三個月，當地司法部門仍未落案起
訴，他強調太太願承擔責任，希望當地法院
盡快處理，又指太太患糖尿病，不能回港覆
診，自己也感到無助，夫婦飽受身心煎熬。

入境處早前表示，接獲當事人求助後，
已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公署及中國駐濟州總
領事館了解情況，並按當事人意願提供適切
意見及可行的協助。中國駐濟州總領事館已
主動派員與當事人會晤，協調當地華僑向當
事人提供協助，包括要求當局盡快處理個
案。

資深大律師陸偉雄認為，案件性質較
輕，當事人劉太屬無心，願意主動認罪，理
論上會獲輕判，以及安排快期審結案件，但
拖了三個月仍未處理完成並不合理。他指
出，港人一旦在外地惹上官非，應第
一時間找當地翻譯及律師求助；以及
應向中國駐當地使領館求助。

港婦濟州澡堂拍照被捕
外交公署中國領館援手

市建局九龍城試行聯廈聯管
【大公報訊】記者華英明報道：市建局行政總監

韋志成昨日發表網誌表示，在 「小區復修」 計劃下，
市建局夥拍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於 「龍城」 區試行 「聯
廈聯管」 管理模式，協調單幢式舊樓共同聘用一間物
業管理公司，讓業主能夠以較相宜費用，獲取合適的
專業管理服務。

韋志成表示，在今年8月底，參加了 「聯廈聯管」
的龍威大廈和幗蘋樓已舉行聯合業主大會，議決通過
共同委聘一間物業管理公司，並最快可於10月中提供
系統化的管理服務，每戶每月的 「基本服務」 費用只
是百餘元。考慮到參與 「聯廈聯管」 的業主，有不少
為長者或退休人士，加上大部分業主均欠缺聘請物業
管理公司的經驗和知識，團隊在整個招標過程中，向
業主提供專業建議，並特別編製一套 「聯廈聯管」 標
書範本供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使用。

韋志成表示，這兩幢大廈的業主和法團積極參
與，能夠為其他單幢式舊樓採用 「聯廈聯管」 模式，

帶起示範作用。他認為隨着互聯網服務及物聯網技術
發展， 「聯廈聯管」 模式將毋須受地域限制，物業管
理公司可善用科技，透過 「聯廈聯管」 將不同地域的
舊區單幢大廈連繫起來，讓不同舊區的居民，都能享
用優質的物業管理服務。

▲市建局團隊舉辦了三場講座，向三個物管業界商會介
紹 「聯廈聯管」 的理念、標書範本，逐一解答業界的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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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有業主為求用盡空間賺取最大
利益，不惜違法僭建。大公報記者走訪多區大廈，發現
違法在單位內加建閣樓的情況普遍，無論是一般私人住
宅、狹小的劏房，甚至並非住宅的工業大廈都不難找到
違建閣樓。

專家指出，這些僭建閣樓並不符合《建築物條例》
要求，存在消防隱患。屋宇署亦證實沒有接獲有關單位
加建閣樓的申請。

大公報記者 余風、蘇荣（文） 盧剛昌（圖）
盧剛昌、融媒組（視頻）

深水埗西洋菜北街一個217平方呎的
私人住宅單位近日放租，每月租金索價
1.3萬元。記者以租客身份相約地產代理
睇樓，看見該單位為開放式單位，大門一
開，加建閣樓層已盡入眼簾，單位內的窗
戶幾乎被阻擋，使用儲物櫃形式做成樓梯
的閣樓就在頭頂。據有關地產代理介紹，
有關單位樓高9.5呎，加建閣樓後，地面
至閣樓只有約5.8呎，令身高5.7呎的記者
感到很大壓迫感。

矮閣樓只能坐不能站
此外，該代理又指閣樓長7.1呎，闊

8.6呎，高3.4呎，在閣樓上只可坐直但不
能站立，加上要避開大門開關的位置，故
並非平坦的閣樓。記者亦留意到，閣樓與
牆壁間有少許隙縫。記者向該代理查問閣
樓是否安全，他拍心口說： 「上一手（租
客）都已經是這樣使用。」 記者再問及加
建閣樓是否已通知有關部門，是否違法？
該代理則堅稱絕不犯法， 「即使建三層都
無問題」 ，又指現時很多單位都會加建閣
樓，發展商又會興建多些樓底較高的單位
以便住客自建閣樓。

除了私人住宅，深水埗亦出現 「複式
劏房」 ，記者日前來到青山道一幢約66年
樓齡的唐樓，屬一梯一伙設計，前來接待
的女業主表示，上址三樓的單位共897平
方呎被間成六間劏房，由80平方呎至160
平方呎不等，每月租金為4000元至8000
元，她指由於該幢唐樓樓底較高，故在單
位加建閣樓，令實用面積加大。

及後該業主帶領記者觀看125平方呎
和160平方呎的單位均加建了閣樓，樓底
約有3米高，地面至閣樓高度約為2米，而
閣樓至天花板則不到1米，兩單位的閣樓
分別有約65平方呎及75平方呎，閣樓均由
木板製成，該業主還一再標榜：
「有多幾十呎用，而且做法創
新，內建複式，外面找不到的。
閣樓全部燒焊，所以好穩陣。」
惟記者所見，雖然閣樓均為新建
成，但在上落樓梯及閣樓活動

時，都能聽到踏上木板的 「嘎吱嘎吱」 聲
音，由於劏房是由木板間出，所以閣樓是
否穩固實在成疑。當記者問到入住後會否
被告僭建時，在旁的男地產代理即回應
說： 「自己住不怕的。」

屋宇署調查食閉門羹
荃灣灰窰角街一幢工廈早年曾被政府

部門採取聯合行動，並警告不要將單位非
法改裝作住宅用途及搭建僭建物。但近期
上址出租住宅又死灰復燃。記者日前來到
月租索價1.1萬元的單位查看，發現樓高
14呎、實用面積約226平方呎的單位，已
被人加建一個高7呎、合共約32平方呎的
閣樓。記者看見單位內的警鐘和水管都在
閣樓位置，而建造的層板亦間接封了部分
窗口，加上連接閣樓的梯級又細又窄，整
體環境十分不理想。

當記者向地產代理查詢，木板搭建閣
樓是否穩陣？閣樓是否屬於僭建物？該代
理則笑說： 「閣樓由角鐵輔助，再用爆炸
螺絲鑽入牆身確保穩陣，就算五個人上閣
樓都不用怕。」 他又指上址大廈保安嚴
密，出入都是租客或業主，除非有人告
密，否則不會有政府部門發現或上來檢
查，多年來都相安無事。

《大公報》將涉事的單位轉交屋宇署
查詢，該署發言人表示，根據紀錄，並沒
有接獲有關單位加建閣樓的申請。而該署
人員於9月3日到有關單位視察，惟未能進
入了解情況。該署會繼續跟進調查工作，
並聯絡業主或住戶以安排人員入屋視察。

發言人又指出，根據《建築物條
例》，任何人沒有遵從清拆令，一經定罪
可罰款20萬元及監禁一年，以及可就罪行
持續的每一天，另罰款二萬元。而如發現
工業大廈內有單位被非法改作住宅用途，

該署會根據《建築物條例》發出
法定命令，若未有遵從有關命令
的業主經檢控定罪後，最高可被
判處罰款5萬元及監禁1年，並在
未有遵從命令期間，每天另罰款
5000元。

業主違法吋吋用盡
僭建閣樓危機四伏

雙層劏房 木板怎支撐?

▲▼閣樓令217平方呎的單位
更具壓迫感，閣樓向橫發展，
能坐不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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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建築物條例》，任何涉及私人樓宇及
土地上的建築工程（包括在現有樓宇改動及加

建），除非符合有關條例相關豁免審批工程的規定，或屬於可透
過 「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的簡化規定而進行的小型工程，有關人
士在展開建築工程前，均須要向屋宇署呈交建築圖則，獲得批准
後才可以進行，否則有關工程均屬違例建築工程。

倘日後清拆 業主需負責任
任何人若有意在其單位內進行建築工程加建閣樓，應諮詢建

築專業人士意見，並委任認可人士呈交圖則予屋宇署批准及取得
同意才可進行。至於在私人樓宇內進行不涉及建築物的結構的工
程，則屬於豁免審批工程，在進行之前不需要該署審批。不過，
這類工程仍需遵守相關建築物規例所訂的建築設計及建造標準。

對於有地產代理說： 「自己住就無問題」 ，曹希聖律師接受
《大公報》訪問時表示，相關說法實屬錯誤，業主絕對需要負上
責任，故此業主及租客訂立租約時更要加倍留心，以確保雙方權
益；而租客同樣要注意單位有否僭建，假若日後要清拆，可向業
主追討相關費用。

在單位內加建閣樓，屋宇署審批時會考慮其
結構性安全，有關大廈能否承受閣樓的重量，以

及是否符合通風、採光、走火通道等法定要求，而樓層高度亦有
限制；另外加建閣樓會增加總樓面面積，相關部門亦要視乎整幢
樓宇會否超出建築面積上限。

倘生意外影響保險索償
就有關單位加建閣樓的情況，註冊專業測量師（建築測量）

劉啟勁在查看相關相片後，直指有關加建閣樓的逃生通道均少於
兩米高，未能符合《建築物條例》。假如發生火警，而閣樓建築
沒有使用防火物料，會造成倒塌危機，甚至影響樓宇安全。他又
指，即使單位有購買保險，亦會對保險索償有一定影響。加裝閣
樓並載有重物，因應安裝方式及載物重量或會影響樓宇結構。

劉啟勁又提醒，市民如想在單位內加建閣樓，首先必須向屋
宇署提交申請，但需注意到因為加建後，單位變相面積增大，極
有可能需要補地價，加上發展商在興建物業時一般已用盡可建樓
面面積，故很多加建閣樓的申請，獲批的機會都不太高。

潛在消防危機 影響樓宇結構

建閣樓須獲屋宇署批准

掃一掃有片睇

灰窰角街工廈閣樓懶理警告

▲工廈早年曾被執法並警告不要僭建，
近期僭建閣樓及違法出租死灰復燃。

青山道 「劏上劏」 閣樓

▲木板製成閣樓，上落樓梯及在閣樓活動
時，木板發出 「嘎吱嘎吱」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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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50年或以上樓齡的私人樓宇有
近萬幢， 「三無大廈」 更超過3000幢，

不少舊樓因為日久失修，不時發生外牆石屎剝落擊
傷途人的意外。這些舊樓更是劣質劏房及僭建的溫
床，有業主為賺取最大利益而違法僭建閣樓，不但
安全成疑，更可能影響樓宇安全。

大公報記者深入各區，直擊報道外牆剝落及僭
建閣樓等樓宇問題，提醒各界注意，希望有關方面
能盡快跟進，以免問題惡化。

民生無小事。即將公布的施政報告，各界寄望
甚殷，有立法會議員倡議，當局加大力度促成三無
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及共同聘用物業管理公司，
做好維修保養，提升整體香港樓宇安全。

舊樓管理及維修問題可大可小，下周三公布的
施政報告，如何在解決房屋問題上有更進一步舉
措，如何在應對舊樓和僭建問題上有所動作，市民
拭目以待。

大公報記者 余風

舊樓問題須正視
熱評



專家之言

問題多多

▲劉太在當地滯留近三個月： 「沒
錢交罰款，又不知道什麼時候上法
庭，每晚徹夜難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