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部都會區涵蓋多個新發展區，可
望提供約3000公頃新發展土地，當中涉
及大規模收地，包括800公頃棕地等。在
昨日立法會大會上，多名議員關注北都收
地進度。

涉2498幅私人土地
甯漢豪表示，古洞北／粉嶺北是北都

首個進入建造階段發展區的新發展區，需
收回2498幅私人土地，涉及178公頃，其
中第一階段工程已經收回784幅、共計68
公頃，第二階段收回1714幅、110公頃。
政府已向第一階段的逾九成業權人、第二
階段的逾兩成業權人支付補償金，共計
143億元，現時還有約169億元補償金未
支付。

就政府為何未完成支付補償金，甯
漢豪解釋，一半是因為土地業權未釐清、
文件不齊全，另外一半是未能聯絡到業權
人。為加快處理個案，地政總署已從
2023年11月開始，推出一系列提高業權
查核程序透明度的措施，並進一步簡化程
序，確保已接受補償金額的土地業權人盡
早收到補償金，完成收地程序。

地產及建造界立法會議員龍漢標關
注，有原址換地失敗、最終被收地的業權
人遲遲未收到補償金，政府會否改良制
度。甯漢豪表示，會明確所有在原址換地

已查核業權的個案，在進入收地階段時，
毋須再重複再做，地政總署短期亦會推出
措施， 「成熟一幅發放一幅（補償）」 。

商界議員林健鋒提出，財政緊缺之
下，政府會否創新地提升業權人發展新區
的意願，除了原址換地，考慮不同地區換
地、債券補償等。甯漢豪回應，近年政府
在引用條例收地之外，做了很多功夫鼓勵
私人土地業權人換地，例如以前原址換地
是要求業權人百分百擁有土地，現時在某
些情況下九成擁有都可以，亦表明原址換
地不只限於住宅、商業用地，可包括產業
用地。

甯漢豪透露，政府正積極研究鼓勵
業權人自願交出土地的方案，具體是根據
政府發展公共設施的規劃，提前交出土
地，用土地價值去抵銷原址換地的補地金
額， 「對業權人來說，他參與原址換地和
將來的片區開發時，現金流可以紓緩。」
她希望有關安排可以短期內推出。

政府沒有拖慢收地進度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表示，市況下滑

令特惠補償額減低，一級農地的補償金額
由1510元一呎降至1070元，減幅達到三
成，他引述有聲音認為政府刻意拖慢進
度，以節省收地成本。甯漢豪回應指出，
絕不存在拖慢進度以節省開支的情況，強

調政府希望加快收地程序，推出更簡單便
捷的特惠補償。她又說，特惠補償簡單便
捷，絕大部分業權人都接受，舉例新界
北、粉嶺北新發展區僅有3%業權人選擇
法定補償，而新界收地個案整體也僅有一
成個案選擇法定補償。

政府過去幾年先後在北都採取 「加
強版傳統新市鎮發展模式」 、試行 「片區
開發」 模式等，加快北都建設；為理順收
地安排，政府亦為受清拆影響住戶引入
「免經濟狀況審查」 安置安排，合資格住
戶可入住房協建造及營運的專用安置屋
邨。

原址換地政策須更有彈性
社會期待政府能為包括土地發展在

內的安排拆牆鬆綁，推動北都建設駛上快
車道。高力香港董事總經理劉振江早前接
受《大公報》訪問時曾表示，原址換地政
策措施良好，但落實情況顯示市場力量未
能積極調動起來，政府未來或需考慮提供
更多彈性，用好市場力量，推動北都發
展。

香港建築師學會會長劉文君接受
《大公報》專訪時建議，加快北都發展須
要統籌規劃與政策扶持雙管齊下，建議簡
化流程，加快項目審批，並推出優惠政策
吸引企業落戶北都。

責任編輯：嚴偉豪 美術編輯：譚志賢

簡化查核業權 北都加快收地補償
古洞北粉嶺北收地178公頃 169億補償金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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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的專用
安置屋邨 「樂翹樓1座」 ，本月起陸
續安排居民入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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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協會轄下位於元朗洪水橋／厦村新發展
區首個落成的專用安置屋邨 「樂翹樓1座」 ，首
批居民於本月起陸續辦理入伙手續。房協行政總

裁陳欽勉表示，今年會再另有專用安置屋邨推出，為合資格
的住戶提供安置選項。

陳欽勉早前聯同發展局副局長林智文、房協總監（物業管
理）潘源舫，在 「樂翹樓1座」 歡迎首個住戶，恭賀其新居入
伙，並一同參觀新單位及大廈各項康樂配套設施，包括平台花
園、兒童遊樂及長者康體設施等。該住戶一家三口，原居住於
元朗區的政府收地範圍，在搬入樂翹樓1座前，曾入住過渡性
房屋。

未來五年供應8000安置單位
專用安置屋邨項目是房協近年和政府的合作計劃，為受

政府發展清拆行動或市區重建計劃影響的合資格住戶，提供
免經濟狀況審查的安置選擇。房協目前發展或規劃中的專用
安置屋邨項目，共有八個，未來五年在新界及市區將會有約
8000個出售及出租單位落成。

其中，在洪水橋的樂翹都匯第一期甲及第一期乙兩個項
目全部竣工，共提供675個單位。第一期甲的資助出售房屋項
目 「樂翹軒Ⅰ」 已於去年底交樓。第一期乙 「樂翹樓1座」 是
出租屋邨項目，樓高
31層，提供375個一
房至三房單位。房協
專用安置屋邨出租單
位的租金，是參考房
協乙類屋邨出租單位
的水平釐訂。通過經
濟狀況審查的住戶可
在申請入住時向房協
申請 「特惠租金」 安
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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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十年熟地 六成來自北都
北部都會區是本港未來主要土地供應來源，根據發展

局去年的最新估算，本港未來10年可供發展土地（ 「熟
地」 ）供應量預計為約3000公頃，當中接近六成、約

1700公頃來自北部都會區，個別年度的主要供應更是全部來自北都。
根據發展局預測，北都的多個新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新

發展區、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新田科技城、元朗南新發展區、牛
潭尾、流浮山／尖鼻咀／白泥及新界北新市鎮，未來十年持續有 「熟
地」 供應，個別年度的主要供應更是全部來自北都，例如2027/28年
度的280公頃熟地，分別來自北都四個新發展區。

未來十年， 「熟地」 供應高峰期是2030/31年度及2031/32年
度，分別有440公頃及450公頃用地供應，同樣主要來自北都多個新
發展區。

話你知

港島首個 筲箕灣社區客廳設施多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

道：港島區首個社區客廳昨日正式
開幕，位於筲箕灣，佔地2700平方
呎，由保良局負責日常營運，每天
朝11晚10開放，提供飯廳、煮食設
施、閱讀溫習空間、洗衣乾衣服務
等，供港島東合資格劏房戶使用。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在開幕禮上預
告，今年內將再有四個社區客廳陸
續落成，數量已超出原有目標，政
府期望更多商界加入支持項目。

住在港島東區的劏房居民，符
合條件就可以申請成為會員，預約
使用該社區客廳的服務。項目獲關
愛基金資助，信和集團和黃廷方慈
善基金贊助場地及裝修費，保良局
負責日常運作。

筲箕灣社區客廳設有九項主題
服務，提供煮食設施、淋浴間、自
助洗衣及乾衣機、多用途活動室
等，除了使用社區客廳設施，街坊
也可以參與定期舉辦活動，幫助建
立和擴闊社交網絡。

大公報記者現場了解設施，閱
讀溫習空間配備四部筆記型電腦和

兩部平板電腦，
客廳設有沙發及
電視等，較為特
別 是 「 放 鬆
閣」 ，設置一部
按摩椅，首兩個
月更提供熱敷面
膜服務，讓會員
享受放鬆。

會員Anna表示，住在西灣河一
個面積70平方呎的劏房，月租3000
元，由於沒有獨立廚房，只可以煮簡
單餸菜。社區客廳有煮食設施，可以
煮更多家鄉小菜給兒子吃，又可以認
識更多朋友，一起研究更多不同的菜
式。

陳國基透露，預計今年再有四
間社區客廳陸續落成，分別位於太
子、深水埗及九龍城，高山道的客
廳將於下月開幕，數量已超出施政
報告提出今年內新增三間社區客廳
的目標，連同去年啟用的四間社區
客廳，全部九間社區客廳合共可以
服務4000劏房戶，全年服務超過60
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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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王亞毛報道：政府擬調整公立醫院
急症室收費分為兩級制，醫院管理局數據顯示，急症室逾
半數病人是第四、五類的次緊急、非緊急病人，症狀相對
較輕但需投入較多資源，隨時要輪候三小時以上，而屬緊
急個案的第三類病人，僅七成六人能在半小時內就診。醫
管局稱，急症室收費於2017年加價後，第四、五類病人人
數下跌，但因醫療程序日益複雜，導致輪候時間變長，希
望調整收費後，病情較輕的病人選擇其他服務，縮短輪候
時間。

全港18間公立醫院急症室去年首次就診總人次近200
萬，平均每日逾5000人次。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黃立己
表示，當中超過半數是第四、五類的次緊急和非緊急病
人，平均輪候時間較2015年時延長約一小時；第三類緊急
病人佔四成，只有76.6%可在半小時內獲診治，未達90%
目標。

他說急症室收費於2017年由100元加至180元後，求
診人數下降約5%，第四、五類病人下降比例較大。事隔八
年，政府擬調整收費，他說醫管局希望引導病情較輕的病
人，轉往普通科門診或基層醫療服務。

對於第四、五類病人數目下降，但輪候時間反而更
久，醫管局急症科統籌委員會主席蕭粵中稱，除了因為病
人基數較大，也因為醫療科技進步，可為危急病人例如心
臟病發、腦中風的病人，進行更詳盡、複雜的檢查和治
療，爭取黃金治療時間，但也會延長其他次緊急或非緊急
病人的等候時間。

有意見擔心加價後，前線護士須在短時間內決定分
流，壓力較大，病人被判定為需付費等級，可能產生醫患
矛盾。黃立己說，嚴重病人一定會得到優先處理，若病情
相對輕微，在急症室可能需等待較長時間，可參考附近基
層醫療服務的資訊，選擇合適醫療機構診治。

議員：須優化收費減免機制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向大公報記者表示，若

提高收費後，令部分處於基層、但又不在門診安全網覆蓋
範圍內的病人，因經濟原因拒絕治療，這是最不想看到
的。他認為，若想達到資源分配更適當的目標，不能單靠
調整收費，還要優化公共醫療收費減免機制，例如為低收
入人士也提供部分費用的減免。

林哲玄認為，醫生應多與病人解釋，讓病人清楚醫生
的判斷和醫療指引是有依歸的，再配合價格引導，未來或
許還要考慮在急症室推行更廣泛的共付費用制度。他舉
例，若有病人頭痛，並堅持要做檢查，就需支付共付費
用，但若認為價格較貴，同時醫生檢查後認為問題不大，
病人就可慳錢，考慮跟從醫生建議回家觀察，讓調整收費
起到引導作用。

掃一掃有片睇
攝錄：麥潤田
製作：融媒組

簡樸房規管料設36月寬限期 簽新租約須認證
【大公報訊】記者曾敏捷、賴振雄報

道：簡樸房相關規管制度公眾諮詢上月結
束，消息指，政府初步敲定立法框架及細
節，建議設12個月登記期、36個月寬限期，
惟寬限期最後六個月，單位未獲認證便不能
簽新租約；而為鼓勵業主及早登記，政府擬
設 「早鳥優惠」 ，早登記業主可豁免以千元
計的認證收費。

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初步建議簡樸房登
記期為12個月，寬限期為36個月，但在寬限
期的在最後六個月，即第30個月開始，業主

不能再簽訂新租約，直至業主改裝劏房，並
被認證為合資格的簡樸房為止。

「早鳥優惠」鼓勵盡早登記
認證方面，消息人士透露，業主在登記

後需要先向專業人士尋求認證，以 「點心
紙」 的形式勾選已認證欄目，之後再遞交認
證結果至房屋局，房屋局收取一筆認證費，
介乎1000至3000元，當局或會訂立鼓勵措
施，早登記業主有機會可費用全免。

至於早前有意見要求放寬劏房的窗戶，

可以面向四面圍封天井的限制。據了解，政
府將會有條件接納，規定天井不能封頂，但
最底層需有出入口，方便進入打掃及定期清
潔。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昨日出席活動時回
應，當局將於本月31日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
員會報告有關規管方案，今年中提交立法草
案。他強調，推出簡樸房相關規管制度，目
的是希望幫助基層市民有更好的居住環境，
不會令他們無家可歸，對有需要的劏房戶，
一定會提供協助。

▲社區客廳提供
煮食設施、自助
洗衣及乾衣機
等。

大公報記者
麥潤田攝

▶客廳內供小朋
友遊玩的空間。

大公報記者
麥潤田攝

北部都會區發展涉及大規模收

地，加快收地可為北都建設提速。發

展局局長甯漢豪昨日表示，北都首個

進入施工階段的古洞北及粉嶺北新發

展區，至今已完成收回所需要的178

公頃私人土地，但未完成支付補償金

程序，目前有169億元補償金尚未支

付，主因是半數未能證明業權。她說

政府已推出加快審批措施，包括優化

業權查核程序，希望盡快發放補償。

甯漢豪又透露，政府正考慮引入

具彈性機制，容許土地業權人用收地

補償抵銷補地價金額，鼓勵業權人提

早交出土地。

大公報記者 曾敏捷 ▲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涉及收回2498幅私人土地，現時仍有部分補償金
未支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