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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成港青稱買樓後才拉埋天窗
逾半認目前財力置業是「妄想」另近四成指無樓擬遲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恩璣

本港樓價高企，青年置業

壓力大，間接影響結婚及生育

問題。有團體昨日公布一項調

查顯示，分別有近六成及逾七

成受訪青年認同買樓是決定結

婚及決定生育的先決條件，但

有逾半受訪者認為以目前的經

濟能力，要在香港置業是一種

「妄想」，更有受訪者認為是

「幻想」。另有近四成受訪者

表示，因置業考慮而推遲結婚

打算。團體建議特區政府關注

青年住屋訴求，並檢討資助房

屋政策，提高有子女家庭、多

次未能揀選單位的白表申請者

的選樓優次，讓居屋計劃更貼

合青年家庭的需求；同時可通

過增加中產公屋、青年宿舍等

供應量向青年提供更多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青
年民建聯今年6月順利換屆，青民主
席施永泰昨日聯同多名青民委員見傳
媒，並於會上介紹青民未來的發展方
向及定位。他們希望，在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之後，青民可為香港培養愛國
愛港的管治人才，在後疫情時代與青
年建設香港，將舉辦辯論和演講等一
系列活動，團結香港青年，並吸納本

地青年意見，在未來更有效地向特區
政府反映青年訴求。
施永泰表示，今屆青年民建聯的成

員龐大，共有27位委員，男性共24
人，女性共3人，平均年齡達27歲，
較以往年輕，而且委員來自多個界
別，包括律師、社工、教師、會計
師、學生、工程師及創業者等，能代
表更多青年聲音。

他指，青年民建聯會繼續為香港發
掘和培育更多愛國愛港管治人才，讓
他們參與更多社會服務工作，在後疫
情時代與青年建設香港。
負責交流學習的青民副主席鍾秀賢

表示，青民將舉辦辯論和演講比賽，
組織本地參觀活動、粵港澳大灣區及
「一帶一路」交流團，讓青年認識國
家政策及擴闊眼界，更會定期舉辦立
法會議員、官員及社會名人交流活
動，讓青年有機會了解社會不同界別
的工作。
負責政策研究的青民副主席陳壇丹

表示，希望組織愛國愛港青年一同探
討青年事務，在未來更有效地向特區
政府反映青年訴求，並組織官員見
面、意見交流，政策倡議及問卷調查
記者會等。
負責地區聯繫的青民副主席劉毅表

示，未來將提升青民與地區關係，匯
聚地區青年，做好社區工作、幫扶工
作，為本地弱勢青年創造更多的機
會，助他們解決生活難題及融人社
會。
負責青年就業方面的青民副主席鍾

健峰表示，青民將為本地青年在本地
和大灣區其他城市以至內地其他城市
創造更多的實習機會，令他們更好地
規劃未來。
負責宣傳公關方面的青民副主席穆

家駿昨日因事未能出席記者會，施永
泰代其介紹青民未來會做好對外宣傳
溝通，管理社交平台賬號及主動及時
回應政治相關問題等。
青民秘書長劉天正及副秘書長云

惟俠、何宇、趙偉均表示，青民將
舉辦不同活動吸納本地青年和收集
不同的聲音意見，並繼續在青年就
業和學業兩大領域上努力耕耘，為
青年在新時代的香港有更好的發展
作好準備。

青民順利換屆 盼為青年反映訴求

●青民主席施
永泰昨日聯同
多名青民委員
介紹青民未來
的發展方向及
定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中資
企業持續發揮對社會的關懷。多名香
港中旅集團員工昨日前往筲箕灣、愛
秩序灣、油塘東、平田、富昌社區的
基層長者、貧困青年等社會弱勢群體
家中探訪，並送上防疫和生活物資，
傳遞社會關愛，及為長者進行家居清
潔志願服務。有員工表示，收到長者
一句「謝謝」時感到無比自豪，雖然
清潔工作辛苦而平凡，但希望透過這
小小的力量，令長者感到溫暖與關
懷。
在探訪中，有不少長者表示，特區政
府在支持長者福利方面有提升，今次派

的消費券對他們幫助很大，但在安老、
醫療等方面，長者們仍然面臨困境，包
括輪候政府資助的長者院舍時間有時比
排公屋還久，及醫療覆診排隊時間長
等。有長者表示，因身體原因，自己每
次上落樓梯都很艱難，期盼能盡快入住
長者公寓，改善生活條件。
關於疫情下青年就業的情況，有從

事旅遊業的青年表示，近兩年在疫情
下行業開工不足，自己亦處於半休狀
態，靠打散工和以前的積蓄生活。他
現時最大的願望，就是香港疫情能得
到完全控制，盡快恢復正常通關，自
己早日有團帶。

在地區基礎設施規劃方面，有居民
反映，筲箕灣愛蝶灣屋苑旁有一片綠
化地帶，面積1.8公頃，荒置多年作臨
時停車場，他建議特區政府興建愛秩
序灣體育館並設室內泳池。
香港中旅集團員工表示，希望藉探訪

機會，向基層市民宣傳國家對香港經濟
民生的關懷及提出的多項惠港政策，同
時介紹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的有關內容，
傳遞中資企業關心基層、服務地區的初
心。未來中旅集團亦將以多元方式收集
市民意見，並透過不同渠道向特區政府
建言獻策，推動政府優化社區環境及完
善各項民生政策，提升市民生活質素。

中旅續為弱勢送物資表關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
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於昨日
發表網誌指出，在國家安全和選舉制
度保障下，香港社會已回復平穩，特
區政府會在本屆政府餘下的約8個月
任期內，推展多項與民生相關的措施
和落實施政報告。她介紹該局食物科
的工作時提到，政府將在建設新街
市、滅鼠滅蚊及促進動物福利等方面
加強工作，以及促進公眾健康並提升
市民生活質素。

推展7新街市項目
陳肇始指出，政府正推展7個處於

不同規劃階段的新街市項目，當中天

水圍街市的「設計及建造」工程合約
正進行招標，目標於明年向立法會申
請撥款，2027年上半年竣工；東涌市
中心興建永久街市則仍需時，預計在
富東街設立的臨時街市可於2022年
第四季落成啟用。
另外，將軍澳及古洞北新發展區興

建新街市的項目現正進行初步設計；
而在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和洪水橋／厦
村新發展區的新街市項目亦正進行前
期規劃。
滅蚊及滅鼠方面，她指食環署正

積極研究及應用新科技和儀器，提
高滅蚊工作成效。該署和機電工程
署正試用大型機械超低微量噴灑

器，該機械噴灑器可安裝於機械車
上，其射程範圍較現行使用的背負
式噴灑器為廣，方便進行大範圍的
霧化處理。
至於防治鼠患，房屋署和食環署

去年已成立聯合工作小組，針對公
共屋邨制定及落實更具成效的防治
鼠患措施。食環署亦會於今年11月
調動額外資源，包括調動流動防治
蟲鼠小隊、後巷清潔小隊及洗街車
加強防治蟲鼠及清潔後巷工作，針
對違反衞生條例的行為嚴厲執法，
同時會利用熱能探測攝錄機偵察老
鼠活動，並通過分析行動期間不同
階段的追蹤資料，協助部署適切的

滅鼠工作。
陳肇始並指，政府十分重視推廣和

保障動物福利，例如今年4月修訂
《道路交通條例》（第374章），規
定司機在交通意外中撞到貓隻或狗隻
必須停車，新規定將於下月生效，旨
在讓在交通意外中受傷的貓隻和狗隻
及時獲得治理。
此外，政府亦提議修訂《防止殘酷

對待動物條例》（第169章），包括向
對動物負有責任的人士施加積極的
「謹慎責任」，要求他們照顧動物的
福利需要，加重殘酷對待動物罪行的
罰則，以及加強執法權力等。政府已
就建議諮詢公眾及向立法會食物安全
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報告諮詢結
果，現正全力加快法例草擬的工作，
預計2022年上半年提交立法會審議。

食環署新科技滅鼠滅蚊增成效

●來自香港中旅集團的義工為長者清
洗排氣扇。 香港中旅集團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行政長官在新
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到，面對樓宇急速老化，須採
取更有效的政策手段，加快重建更新步伐。發展
局局長黃偉綸於昨日發表的網誌上指出，市建局
剛完成「油麻地及旺角地區規劃研究」（「油旺
研究」），政府亦在參考相關經驗後，提出會在
荃灣和深水埗兩個舊區開展同樣的地區規劃研
究。他表示，特區政府支持落實新規劃工具，提
高重建項目的商業可行性和吸引私人發展商參
與，促進市區更新。另外，市建局亦將於西灣河
舊區一帶進行首個「市區更新需求先導調查」，
了解業主所屬樓宇的現況，以及他們是否希望重
建，或進行樓宇復修工程等，預計最快於明年展
開詳細的數據分析工作。
黃偉綸指出，「油旺研究」2017年展開，涵

蓋兩區面積約212公頃，研究制定了市區更新大
綱發展概念藍圖，並提出5個發展節點，他於日
前與市建局行政總監韋志成前往其中一個節點的
位置視察。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邀請市建局在荃
灣及深水埗舊區開展同樣的地區規劃研究，期望
可在兩年內相繼完成，以確定更新方案。黃偉綸
指出，深水埗是傳統舊區，荃灣則屬香港第一代
新市鎮，發展自1970年代開始，區內不少樓宇
樓齡已超過50年，而舊區更新不應只看項目，
亦不應只看小區，應以更宏觀的概念來考慮。

問卷調查分析重建可行性
另外，韋志成亦於昨日發表的網誌上指出，現
時的「需求主導」計劃，當申請個案有關的參數
符合當時所規定的申請門檻要求，以及在重建工
程的可行性上符合環境、交通、基建配套等技術
條件，便可按申請項目的條件而開展重建，但這
樣雖可改善住戶的居住環境，惟規劃裨益低；且
部分需求主導申請個案，因為樓宇達不到地盤面
積、湊合所需要的業權持有人等申請門檻而落
空。他指出，若應用油旺市區更新概念藍圖的建
議，加上採用嶄新的規劃工具，將可扭轉困局，
回應該些舊樓業主的重建訴求。
他表示，市建局將針對西灣河舊區一帶，向有
關業主進行首個「市區更新需求先導調查」，並
針對分布在筲箕灣道兩旁樓齡超過30年、合共
約250幢樓宇。市建局已委託工程顧問，短期內
向該區的目標業主發信，邀請他們參與問卷調
查，了解業主所屬樓宇的現況，以及他們是否希
望重建，或進行樓宇復修工程等。他預計在今年
年底完成問卷調查，最快於明年展開詳細的數據
分析工作，配合整個地區的可行性研究一併審
視，並納入在規劃儲備內，進行更詳細的項目技
術研究。

團體「關注青年住屋聯席」及「九十後
房屋關注組」於上月2日至25日期

間，以網上及街頭訪問方式成功訪問733名
年齡介乎18歲至45歲的青年。昨日公布的
調查結果顯示，59.3%受訪者認同買樓是決
定結婚的先決條件，另有70.7%受訪者認同
買樓是決定與伴侶生育的先決條件。同
時，38.1%受訪者坦言因考慮置業而有推遲
結婚的打算。
被問到將來結婚後決定住屋時會考慮哪

些因素，多達91.3%受訪者會考慮樓價或租
金，其次是單位面積（71.9%）及工作地點
（61.4%）。

20.8%人稱買樓如「幻想」難成真
調查亦顯示，51.6%受訪者形容以目前的經

濟能力，要在香港買樓是一種「妄想」（諗
都唔好諗）、20.8%受訪者更認為是「幻想」
（唔會實現）。若以10分為最有希望、0分
為絕望來評價最終能成功買樓的機會，有

34.3%受訪者給予「絕望」的0分，評5分以
上的受訪者只有不足20%。在此置業環境
下，近40%受訪者認同若政府提供更多鼓勵
置業的措施，能鼓勵青年結婚及生育。
團體建議特區政府進一步增加資助房屋的

供應，除了加快單位的興建速度外，也應檢
討選樓安排，例如提高有子女家庭、多次未
能揀選單位的白表申請者的選樓優次，讓居
屋計劃更貼合青年家庭的需求；同時，也應

研究藉助私人市場的供應，例如試行「白表
人士購買私人樓宇」資助計劃緩解供應房屋
供不應求、僧多粥少的局面。
團體並建議政府可考慮進一步增加「中

產公屋」單位的乙類屋邨出租單位，同時
增加青年宿舍的供應，例如在未來的新發
展區規劃當中，適當考慮增加青年宿舍的
項目以配合區內就業機會，為新發展區注
入更多青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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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幾同意買樓為決定結婚先決條件？
26.8％好同意

32.5％
幾同意

27.4％唔同意

13.3％無意見

有幾同意買樓為生育先決條件？

45.2％
好同意

25.5％幾同意

18.3％
唔同意

11.1％無意見

有沒有因想/要買樓推遲結婚考慮？

38.1％有

24.4％無
20％
唔打算買樓

17.4％無意見

根據目前經濟能力，會怎形容買樓現況？
6.3％現實
（可以實現）

1.7％無意見

19.6％夢想
（有機會實現）

20.8％幻想
（唔會實現）

51.6％妄想
（諗都唔好諗）

●黃偉綸（右）邀請韋志成分享市區更新的經驗和建議。

●團體組織建議政府關注青年住屋訴求，檢討資助房屋政策。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資料來源：相關團體調查結果 製圖：香港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