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多次報
道房委會多管齊下打
擊濫用公屋，包括
「放蛇」 檢舉和
調查住戶境外
資產等，成
效顯著。

全港現有約84萬多戶、218萬多名的公
屋住戶。申訴專員公署於2023年4月宣布展
開主動調查，審研當局打擊濫用公屋資源的
工作。申訴專員陳積志昨日公布主動調查報
告表示，今屆政府就房屋政策做了大量工
作，除了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打擊濫用公屋
同樣是工作重點。

陳積志表示，今屆政府上任以來，房屋
署收回超過7000個被濫用和違反租約的公屋
單位，相當於一個大型屋邨的單位量，打擊
濫用公屋成效顯著，值得社會肯定和表揚。
但本着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的目標，房
委會和房協在打擊濫用公屋的行政工作，仍
可更臻完善。

不少個案已超2年檢控時限
公署抽取房委會及房協的9宗濫用公屋

個案進行分析，發現濫用單位住戶把單位非
法轉租或虛報資產等，結果只是被收回單
位，大部分沒有被檢控。其中一宗個案，房
署於2023年收到網上舉報有人放租公屋，經
調查發現，戶主與妻子離婚後，返回海外家
鄉定居，於2019年至2023年，有1220日即
82%時間不在港。房署結果用了五個多月時
間收回單位，但期間該單位仍繼續轉租，而
該住戶交回單位後，毋須負上刑責。

陳積志表示，當局對濫用租戶懲罰過
輕，最嚴重後果只是終止租約及5年內不可
申請公屋，過去七年的檢控率最高只有

4.2%，不少個案到發現時，已超過2年檢控
時限。

公署調查亦發現，個別的屋邨辦事處人
員沒妥善跟進公屋住戶的申報表。其中一宗
個案，租戶自2008年至2018年期間，最少5
次提交不正確的申報表，隱瞞擁有物業，但
就算申報表資料不齊、明顯有可疑，職員照
樣 「照單全收」 ，未有深入調查。

公署調查報告並稱，房協出租屋邨租戶
總數約8萬人，在 「富戶政策」 下需每兩年
作申報的租戶只佔14%，與租戶人數逾200
萬人的房委會相比，房協應更具備條件可對
所有在 「富戶政策」 租戶進行查冊。公署促
請房協諮詢法律意見，認真探討用各種方法
盡早將富戶政策涵蓋所有出租屋邨的租戶。

肯定當局積極態度與成效
房屋署昨日回應申訴專員公署的主動調

查報告表示，感謝公署肯定該署在打擊濫用
公屋資源工作的積極性，自今屆政府上場以
來，已探討優化打擊濫用公屋的措施，並由
2023年中開始陸續實施。該署已推出 「舉報
濫用公屋獎」 ，並積極研究修改《房屋條
例》，將嚴重濫用公屋行為刑事化。

房屋協會回應公署調查報告表示，欣悉
公署肯定房協在打擊濫用公屋資源工作的積
極態度，在加強打擊濫用公屋及確保善用公
營房屋資源上，與政府的取態完全一致，並
自2023年起增撥資源，推出加強打擊濫用公

屋措施及加
強版 「富戶政
策」 。房協稱，
將於四月推出 「舉
報濫用公屋獎」 ，以
提升公眾認知及協助濫
用公屋個案的調查工作。

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認同
公署的調查報告及改善建議，
他認為，現行法例無法檢控與居
住或使用公屋單位有關的濫用行為，
只可針對虛假陳述檢控租戶，相關時限
亦較短，因此檢控比率偏低是可以理解。
他歡迎房委會早前建議修訂《房屋條例》，
將嚴重濫用公屋行為刑事化，並探討延長虛
假陳述罪的檢控時效，相信日後可有效提高
檢控比率。

打擊濫用公屋 申訴署提31優化建議
檢控率僅4.2% 刑罰阻嚇力須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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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跨部門打擊
申訴專

員公署調查
當局打擊濫

用公屋的工作，指房委會檢控不
足，最近七年就濫用公屋檢控率偏
低，曾低見1.7%，懲罰亦欠阻嚇
力，即使成功入罪，罰則也較輕。
個案中有租戶定居海外，卻將在港
公屋出租牟利，被揭發後耗時5個
多月，房署才成功收回單位，而在
該5個多月內，租戶仍持續將公屋
非法出租，後果只是交回單位且毋
須負上刑責。

濫用公屋問題由來已久，背後
涉及多種複雜因素，既有執法不
力，亦存在法例執行的困難。有關

方面擬對《房屋條例》作出四大修
訂，透過刑責阻嚇濫用公屋，顯示
政府打擊濫用公屋的決心。

文首提及的個案說明，打擊濫
用公屋除了房署負主要責任外，還
需要不同政府部門合作。公屋居民
長時間離港，入境處掌握其出入境
紀錄，若有機制讓房署獲取有關資
料，可讓房署跟進。同理，若公屋
居民擁有私人物業，在大數據社
會，房署要取得相關資料絕對不
難，只待政策及法例開綠燈。

跨部門打擊濫用公屋，比單一
部門行事當然會取得更好效果。以
刑責追究及提高執法效率，相
信濫用公屋情況會大大改善。

透視鏡
蔡樹文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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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屋資源珍貴，社會各界就打擊濫用公屋的方向已形成強烈共識，支持政
府加重力度和加重刑罰。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有關打擊濫用公屋的主動調查
報告，指出房屋委員會就濫用公屋個案的檢控率過低，現時只有4.2%，未能起
阻嚇作用，有租戶長期非法出租單位，房屋署耗時五個多月才收回單位，而該
租戶更毋須負上刑責。

公署向房屋署及房屋協會提出31項改善建議，包括從刑罰、加速濫用公屋
回收及主動調查等方面入手，期望公屋資源能被更精準利用。

提高檢控率

與內地澳門建追查渠道

建
議

探討如何加強與內地及澳門
的相關部門及機構溝通，在
切實可行範圍內建立渠道，
更便捷地獲取租戶是否擁有
內地或澳門物業的資料。

房
協
回
應

將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及進
一步探討與內地及澳門政府
部門及機關建立渠道，打擊
濫用公屋。

直接發「遷出通知書」

建
議

提醒所有職員務須嚴格遵守
對嚴重違反租約的租戶不再
給予警告，而直接發出 「遷
出通知書」 的做法。

（部分）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房屋署、房屋協會

建
議

為增加阻嚇力及更符合成本效
益，使濫用公屋的租戶自願交
還單位，房委會應全面檢討提
高檢控率的策略和政策，探究
如何在檢控時效內發現並搜集
到充分證據作出檢控。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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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研究修改《房屋條
例》，將嚴重濫用公屋行為
刑事化，目標希望可在今年
年中獲立法會通過草案。

•已成立由退休紀律部隊人員
組成的專案小組，協助偵查
較嚴重及隱藏的懷疑個案。

加強培訓物管保安

建
議

在合約條款可行的情況
下，向物管公司及護衛服
務承辦商的職員提供偵測
濫用公屋的觀察培訓，提
高警覺性和責任感。

房
署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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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立由退休
紀律部隊人員
組成的專案小
組，向前線職
員提供偵察和
調查技巧的
訓練。

制定獎勵計劃

建
議

考慮制定針對物管公司
及護衛服務承辦商個別
職員的獎勵計劃，提高
積極性。

房
署
回
應

已加設物業管理公司及
護衞服務承辦商獎勵制
度，鼓勵他們協助偵測
濫用公屋情況。

全面推行「富戶政策」

建
議

房協應重新深入研究全
面推行 「富戶政策」 ，
認真探討用各種方法盡
早將 「富戶政策」 涵蓋
所有出租屋邨的租戶。

房
協
回
應

計劃以大約五年
時間，將 「富戶
政策」 涵蓋至轄
下所有出租屋邨
的租戶。

用新思維破解難題
公營房屋資源珍

貴，必須用得其所。
《大公報》過去兩年透

過現場直擊、調查報道等，直擊多
個公屋停車場停泊價值不菲名車情
況、 「放蛇」 揭發 「清水樓」 居屋
淪炒賣工具，揭示公營房屋遭濫用
情況，並持續跟進房委會及房協打
擊濫用公屋最新安排，提供服務性
資訊，提醒公屋居民須遵循最新安
排。

現屆政府上場以來，房委會先
後落實多項加強打擊濫用公屋措
施，包括加強申報機制、聘請退休
紀律部隊人員加入打擊濫用公屋小

組隊伍、設立 「舉報濫用公屋獎」
等；房協則推出加強版 「富戶」 政
策、成立 「房屋資源管理及營運
組」 等。多管齊下打濫漸見成效，
房委會在2022/23至 2024/25年
度，收回逾7000個被濫用或違反租
約的公屋單位，相當於一條大型屋
邨。

全港有多少公屋單位被濫用？
目前無法統計。但正如申訴專員所
講施政精神應該是 「沒有最好，只
有更好」 ，相關機構的 「打濫」 工
作仍須加油，提速提效，要敢於解
放思想，用新思維破解難題。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若證實租戶嚴重違反租約條
款，例如丟空單位、分租或
轉租單位、在單位內進行不
法活動或虛報資料等，房協
將不予警告，直接發出 「遷
出通知書」 終止租約

房
協
回
應

更高格局看前海 創新機制助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步伐加快，合作

區建設不斷向縱深推進。昨日，位於深
圳前海的滙豐銀行新辦公大樓正式揭
幕，該大樓是滙豐在華南地區投資持有
的首座綜合辦公大樓，既體現了該集團
對大灣區前景的信心，亦反映了前海的
良好發展勢頭。前海是支持香港優勢產
業拓展內地市場的重要載體，也是內地
企業通過香港 「引進來、走出去」 開拓
國際市場的重要抓手，有助鞏固提升香
港 「三中心、一高地」 地位。在當前複
雜的國際形勢下，香港社會各界要站在
更高的格局，積極主動作為，創新政策
機制，全力推動前海加快發展。

今年正值滙豐銀行成立160周年，
其前海辦公大樓的揭幕具有獨特意義。
作為一間老牌的英資銀行，長期以香港
為根據地拓展全球市場，近年則加大在
內地投資力度，而大灣區的前海更是重
中之重。正如其高管表示，前海擁有的
獨特優勢，有助該集團把握中國不斷加
速的市場開放和經濟發展機遇。

事實上，不僅是滙豐，許多外資金
融機構都看好中國發展前景。昨日安永
發表的報告顯示，截至2024年6月，在
華外資法人銀行共41家，外國及港澳台
銀行分行共116家。外資銀行經營業績

持續向好，去年6月底，相關銀行資產
總額達到3.87萬億元，較2023年末增長
100億元，同時，外資銀行上半年淨利
潤實現149億元，較2023年同期的116億
元有顯著增長。 「量」 和 「質」 的全面
提升，足以說明事實。

中國深化改革開放，大灣區機遇更
顯著。就以金融業為例，前海的深港國
際金融城至今已入駐432家金融機構，
港資和外資佔比達到35%。新入駐的金
融機構包括港交所科技、滙豐軟件等。
相較於此次的滙豐銀行，東亞銀行的前
海總部更早在去年揭幕。隨着更多開放
舉措的落實，相信還會有更多的金融機
構加大布局前海的力度。

不僅是金融業，過去4年前海GDP
年均增長超過10%，2024年前三季度
增 長 8.2% ， 固 定 資 產 投 資 增 長
16.5%，這一系列數據背後，是前海擴
區後，區域深度融合、優勢互補的結
果，也是 「大前海」 區域協同發展的生
動寫照。

前海合作區對於香港發展至關重
要。當今世界變亂頻仍，香港作為高度
開放的小型經濟體，更容易受到外部衝
擊的影響。要在變局中立於不敗之地，
關鍵是要發揮好 「一國兩制」 之下的獨

特優勢，加強與國際社會的廣泛聯繫，
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前海合作區
讓香港的 「內聯外通」 優勢有了更大更
廣闊的發揮空間。

今年是前海成立15周年，能否抓
住新一輪發展機遇，關乎香港未來的整
體競爭力。香港各界要以更長遠的眼
光、更大的格局看待前海發展，尤其要
主動作為，推動制度機制的改革創新，
更好地釋放制度紅利。未來要致力把各
發展中的難點、堵點一一打破；將 「不
通」 變成 「通」 ，將 「不順」 變成
「順」 ，推出更多促進人流、物流、資

金流、資訊流的措施，讓香港和海外的
人才和企業，以至普羅市民，都可以抓
緊擁抱灣區的無限機遇。

習近平主席在橫琴考察時明確提出
檢驗合作區開發建設成效 「三個要
看」 ，這既是合作區開發建設必須自覺
對標對表的標準，也是港澳參與大灣區
建設必須遵循的關鍵。香港作為大灣區
發展的核心引擎之一，要堅定方向，充
分發揮在大灣區高水平對外開放中的示
範引領作用，努力為 「使粵港澳大灣區
成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支點、高質量發
展的示範地、中國式現代化的引領地」
貢獻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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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率打擊濫用公屋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發表調查

報告，向房委會及房協提出31項改
善打擊濫用公屋行為的建議。報
告得到有關部門的積極回應，也
引起了市民的強烈共鳴。

濫用公屋問題已到了十分嚴
重的地步，《大公報》過去多次
揭露相關情況，引起各界高度關
注。現時香港公屋輪候時間仍然
相當漫長， 「劏房」 、籠屋等不
適切居所亦需要盡快得到規範和
取締，確保公屋單位用得其所已
是社會共識，加強打擊濫用公屋
更是讓基層市民得以安居樂居的
必要之舉。

應當看到，當局近年已經採
取了不少積極舉措。例如加大審
核和巡查力度，兩年間收回約5000
個公屋單位，早前更提出將嚴重
濫用公屋行為刑事化，以進一步
提高阻嚇力。

但也必須承認，這些措施的
力度和效果仍不足。例如，房協
於2018年實施富戶政策，但過去6
年來，簽訂新租約的公屋租戶僅
佔整體的14.1%；過去7年就濫用公
屋個案檢控率最高只有4.2%，其中

包括非法轉租、虛報資產等嚴重
個案；房屋署在2023年4月接獲舉
報有人出租公屋，但由於未能成
功聯繫戶主，要到同年12月才發出
「逐出單位通知書」 。

從這些個案中不難看見，簽
約率、檢控率、執行率太低，是
影響問題解決的關鍵，這背後涉
及更重要的監管及執行機制的完
善和加強。否則即便日後濫用公
屋行為刑事化，也未必能有效解
決問題，公眾仍會憂慮當局是否
有足夠人手、檢控需時多長、如
何第一時間發現濫用情況等等。
既然濫用公屋刑事化是為了提高
阻嚇力，那就絕不能變成 「紙老
虎」 ，而是要令政策確切得到執
行。

房 屋 署 昨 日 回 應 報 告 時 強
調，會詳細審視和研究有關建
議，優化現有措施及積極探討不
同的新方法。房屋問題可謂香港
社會尤其是基層最關心的民生問
題，各界期待，有關部門能以高
度負責任的態度，積極主動作
為，強化執行能效，務求從根本
上解決濫用公屋這一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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