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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200申請兩間掂
賓館難變過渡屋

業界揭遇冷三原因 指政府做得唔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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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香港房屋供應嚴重不足，逾22萬人被迫居於劏房、板間房。香

港特區政府早前推出先導計劃，資助非政府組織（NGO）租用酒店

或賓館作過渡性房屋，讓輪候公屋三年或以上的市民申請入住至少

兩年。計劃原意是短期內推出過渡房屋單位，並支援受疫情嚴重打

擊的酒店、賓館業界。截至6月29日，運輸及房屋局收到逾200間

酒店和賓館申請出租房間作過渡屋，涉及約2,000個房間，但據了

解，至今只有1間酒店和1間賓館成事，提供240個單位。

香港文匯報追訪多名賓館業人士及NGO揭計劃反應冷淡三大原

因，包括政府部門之間欠缺協調、計劃透明度低，及NGO被指

「挑剔」。有NGO則反駁須計算營運成本，揀選賓館時要考慮市

場因素。在雙方就租房討價還價的過程裏，政府沒有出手協調，也

削弱配對的成功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在旺角經營11間賓館的戴小姐於賓館過渡屋計劃
推出初期已入紙申請參與，惟至今無人問津。她質疑
政府推行計劃的積極性，因為各部門之間存在明顯矛
盾，未能為參與的賓館拆牆鬆綁，例如該計劃要求租
住年期不少於兩年，但民政事務總署自去年底起卻只
批出一年期牌照予賓館：「你要我租兩年畀NGO，
但只畀一年牌照我，我點參加計劃呢？」
戴小姐是賓館業的第二代，其家族在旺角經營賓館
近38年，直言過去兩年的困境是前所未見：「就算
2003年沙士時期，那時都無試過零收入，而且歷時
好短時間，大約半年後，生意爆得好勁。」
反觀現時，她有幾間賓館於過去幾個月無客人入
住，猶幸旗下11間賓館中有5間是自置物業，無租
金開支，才能勉強撐下去：「我哋其他6間係租用
單位，每間租金每月都2萬幾元，每個月蝕近20萬
元，只不過爸爸係做賓館起家，唔想放棄先每月燒
錢租落去。」

賓館牌只批一年無法過渡
因此，當戴小姐去年得悉政府會推出賓館過渡屋計
劃便馬上入紙申請，並表明每間房的租金定為4,000
元或以下：「覺得（該計劃）好似有條出路畀我
哋。」然而，申請過程中，戴小姐覺得阻滯重重，愈
發灰心，例如旗下11間賓館中有近半於去年底續
牌，惟民政事務總署只肯批出一年的牌照，她曾向署
方表示要參加過渡屋計劃，冀署方批出起碼兩年的牌
照，惟對方沒有理會。
結果，戴小姐只有5間賓館可參加計劃：「感覺就
係一個部門話得，另一個部門話唔得，部門之間沒有
協調好，無理由會出現咁低級嘅矛盾。」事隔近半
年，戴小姐的賓館仍無人問津，如今她已對計劃不抱
期望：「畀個假希望我哋業界，交一大堆文件，最後
咩都無，唔搞好過搞啦！」

於旺角經營賓館的李小姐花了不少成本和心機於賓館
裝潢和設計上，使賓館房間接近酒店級，早前受社協青
睞。惟她與社協職員溝通期間，才得悉參與賓館過渡屋
計劃名單上查無該賓館。李小姐就事件向運輸及房屋局
查詢，局方卻以私隱為由拒答。她批評整個計劃欠缺透
明度，形容自己猶如「孤兒」一樣無助。
李小姐憶述，社協職員於5月底聯絡她，一開始她
還以為參加賓館過渡屋計劃真的有幫助，惟該職員表
示是在旅遊網站找到李小姐的賓館資料，認為適合作
過渡屋才聯絡她，「佢（職員）話喺過渡屋計劃名單
中見唔到我間賓館喎。」李小姐當時感到相當驚訝，
遂向運房局一探究竟，惟局方卻以私隱為由拒答。
李小姐質疑自己作為計劃參與者，要查看自己賓館

是否在名單上算什麼私隱問題：「結果到家我都唔
知自己喺唔喺個名單入面。」
李小姐向社協報價，每間房租4,000元，6間房2.4萬
元，不包水電和管理，之後就無下文：「我問對方係咪
價錢唔啱？可以接受到幾錢房價？對方都話未知，喺呢
個討價還價嘅過程中，政府完全no show（無影），無
人從中協調之餘，政府對賓館同NGO都好似無畀過任
何指引，大家都盲摸摸。」

限額9500萬 目標「大縮水」
香港旅舍業商會委員薛伯祿亦指，整個計劃中，政府只

負責出錢和提供參與計劃的酒店或賓館名單予NGO，之
後就撒手不管，由NGO自行營運：「佢（NGO）想做就
做，唔想做就唔做囉。」
他並指，政府提出計劃後，已有多間酒店、賓館表達

有意參加的意願，正式入紙申請的酒店多達200間，涉
及約2,000個房間，房源充足。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亦曾指出，過渡房屋單位「愈多愈好」，但政府其後卻
只向關愛基金申請撥款9,500萬元，以每間房每年資助
上限為13.3萬元計算，即最多只會租用約800間房作過
渡屋。薛伯祿質疑政府為何如此「保守」，將目標由愈
多愈好「縮水」到800間房。

逾200間酒店和賓館就計劃作申請，卻只有1間
酒店和1間賓館成事，賓館業界批評計劃「雷聲
大、雨點小」的原因，是政府將營運大權下放
NGO，計劃缺乏統籌，再加上NGO要求高，最
終NGO與賓館業難以自行配對。
香港旅舍業商會委員薛伯祿指出，早前曾有NGO聯

絡自己，最終因NGO「挑剔」而告吹：「佢只係想要
我賓館入面位置比較好嘅兩三人房間，其他單人房、大
房都唔要。你要啲唔要啲，咁我點做生意？」

人流雜看不上眼
據了解，部分賓館林立的大廈參與意願極高，大
廈內逾九成賓館都已登記，惟一直無NGO聯絡。
薛伯祿直言，只要賓館所在的大廈「人流雜少
少」，NGO就看不上眼。他指出賓館業在疫情下
大受打擊，不少賓館集中的大廈均有賓館退租，取
而代之的是一些黃色事業，甚至衍生黑、毒問題：
「政府唔幫手，業界捱唔住，大廈變得人流更複
雜，NGO更加唔會入場，一個惡性循環。」
根據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記錄，

由去年1月至今年4月，共有6間酒店及123間
賓館由於持牌人在牌照到期前未提出續牌申
請、撤回續牌申請，或要求取消牌照而導致牌
照失效（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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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空窗期蝕入肉 NGO盼政府承租

● 戴父（右）從事賓館業多年，戴小姐寧願每月蝕
錢也不願放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李小姐花十多萬元在賓館設計上，房間十分整潔，
獲NGO青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旅舍
業商會委員
薛伯祿感到
NGO 揀 房
「挑剔」。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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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逾200200間酒店和賓館申請出租房間作間酒店和賓館申請出租房間作
過渡屋過渡屋，，涉及約涉及約22,,000000個房間個房間，，但至今但至今
只有只有11間酒店和間酒店和11間賓館成事間賓館成事，，提供提供
240240個單位個單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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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推出先導計劃助輪候公屋
者入住過渡性房屋，同時為生意受疫
情打擊的酒店及賓館紓困，但不少賓
館業人士指出計劃漏洞，而負責租用
酒店及賓館的NGO亦要考慮成本及
風險，雙方均冀政府擔當協調角色，
甚至由政府承租後再交由NGO營運，
顯示有關計劃還有不少優化空間。

賓館業覺得 NGO「眼角高」，但
NGO亦認為參與先導計劃須克服不少問

題。新家園協會權益及福利部主任梁秉
堅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曾
與逾十間賓館和兩間酒店洽談，但酒店
提出的每月房價高於政府資助上限5,500
元，因價錢談不攏而擱置或告吹。
他否認NGO「眼角高」，「問過一些
劏房家庭，他們指若賓館所在大廈太
雜，小朋友出入不方便就不會入住。」

他說，NGO若承租但找不到住客，就須
負擔「空租期」的租金，再加上NGO要
負責水電、WiFi 開支，並提供公共設
備，還未計算投放的人力，「我們要舉
辦一些社區活動，計埋計埋一定蝕。」
梁秉堅希望運房局可加以協調，如制

定方案毋須NGO在「空租期」內負責租
金，甚至由政府承租後交NGO營運，

「這樣會較易成事。」
社聯業務總監黃健偉則建議，政府可

將公屋輪候冊單身申請者也納入為計劃
對象，甚或將酒店、賓館改為青年宿
舍，更多方面地改善住屋問題。

葛珮帆冀政府助雙方解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指出，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日
前提出香港 2049 年的遠景，其一是
「告別劏房、籠屋」，亦提到愛國者管
治能力標準之一是要善於破解香港發展
面臨各種矛盾和問題，冀特區政府在有
關先導計劃上聆聽各方意見，予以協助
解決。她認為長遠要解決住屋問題，政
府須大刀闊斧積極增加土地供應，拆牆
鬆綁提供便利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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