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香港住屋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樓價與打工仔收入脫鈎，想置業

的市民只能「望樓興嘆」。工聯會昨日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對新

建資助房屋取消補價制度，使有關房屋無法自由買賣，遏止居屋

炒風，又建議將公用設施如葵涌貨櫃碼頭搬遷至新界西，騰出市

區土地建屋，政府亦應與內地合作發展以港企為主的產業園區，

打造「港人大灣區生活點」等。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昨在記者
會上介紹該會建議時表示，為配

合整體航運業及物流發展，特區政府應
研究將葵涌貨櫃碼頭搬遷至新界西部，
以配合《香港2030+》內「西部經濟走
廊」的發展，同時騰出約380公頃市區
用地，並建議將35公頃的赤柱監獄、
13公頃的大欖懲教所等搬至離島，以騰
出逾50公頃土地建屋。
她又建議政府繼續研究郊野公園邊陲

地帶的可發展性，及加快將配水庫、污
水處理廠以至靈灰安置所等設施搬往岩
洞，以騰出更多土地。據政府《岩洞總
綱圖》，48個策略性岩洞區域能合共提
供4,500公頃空間面積。

麥美娟：徵土地閒置稅加快發展
麥美娟建議特區政府盡快為建立土地

儲備作出具體規劃，以備造地工作遇上
困難時作不時之需，並適時推出可發展

的「熟地」配合發展。鑑於未來「北部
都會區」涉及大量私人農地，她建議開
徵土地閒置稅加快發展進度，及透過優
化收地補償、制訂原住民政策，成立專
項保育基金等，確保兩大土地供應項目
能減少發展爭議。

吳秋北：建「港人灣區生活點」
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建議，特區政府可

參考「橫琴模式」，與灣區內的其他城
市合作發展以港企為主的產業園區，及
透過產業園區或本港大學內地分校等為
軸心作放射式規劃，集聚成為「港人大
灣區生活點」。生活點內可提供港式醫
療、政府諮詢服務、求職、生活支援以
至人才公寓等，成為港人北上發展的第
一站。長遠而言，政府可考慮在生活點
興建房屋予港人在大灣區安居、打拚。
他估計，鄰近前海新區、東莞交椅灣、
以至佛山等地，都有條件建立產業園及
港人大灣區生活點。

郭偉强：重推一手物業空置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認為，徹底

處理香港住屋矛盾，第一步就是區分投
資與居住兩種物業市場。他建議日後新
建的資助房屋取消補價安排，或只可轉
售予綠表申請者，減少資助房屋轉入私
樓市場。政府亦應考慮重推一手物業空
置稅、研究引入資產增值稅、非自住業
主設累進制差餉及提升人均居住面積
等。
工聯會社區主任陳穎欣則建議，特區

政府應將目前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
恒常化，紓緩基層市民的住屋負擔。

工聯倡資助屋撤補價遏炒風
建議葵涌貨櫃碼頭遷新界西 夥內地辦港企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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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港人購買境外物業投資、
度假自住的情況漸普遍，相關
的投訴近期亦大幅增加。香港
海關去年接獲58宗投訴，按年
大升近5倍，消委會昨日表示，
該會今年首8個月已接獲106宗
相關投訴，較過去4年每年投訴
宗數為多，比去年全年的56宗
更上升近一倍，投訴主要涉及
項目延誤或爛尾，更不乏存心
蒙騙投資者的情況，例如有地
產代理哄騙客戶稱，物業附近
的精神康復中心為旅館，或提
供過期或失實物業資料，甚至
有銷售日本樓盤的代理坦言不
諳日文，靠日文售樓書中的漢
字猜測內容。消委會狠批此等
做法兒戲，惟香港法例對境外
物業銷售是「零監管」，「中
招」港人索償無門（見另稿）。

外地樓廣告內容含糊
消委會主席林定國昨日在記
者會上公布港人境外置業研究
報告。他表示，自2017年至今
年8月，該會共接獲261宗相
關投訴，買家平均損失36.8萬
港元，涉及物業平均價值約

180萬港元。其中，有75%人
從香港報章廣告獲悉境外物業
項目，其次為透過展銷會或代
理籌辦的講座得知相關資訊。
絕大部分交易在香港進行，九
成涉及地產代理，投訴種類包
括提供不準確或具誤導性資
料、重要資料遺漏，以及準買
家難以取回留位費或訂金等。
林定國介紹，是次研究分析

1,300則從印刷媒體、線上平台
和電視收集的境外物業銷售廣
告，發現多種問題，包括廣告
內容含糊和具誤導性，如聲稱
海外置業為移民捷徑，亦有提
供不同禮品甚至免息分期貸款
利誘買家。不少廣告為吸引顧
客，標榜租金保證或不切實際
的高租金回報為誘餌，卻可能屬
集體投資計劃，事先必須取得證
監會授權或認可，否則銷售這些
產品或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
消委會又派員當神秘顧客進

行調查，發現代理及銷售員質素
參差，該會總幹事黃鳳嫺說：
「有銷售員推銷日本樓盤，將
一些純日文售樓書及傳單交給
客人。客人不懂，詢問其中寫
了什麼，銷售員竟稱他自己也不

懂日文，但憑多年來銷售日本樓
盤的經驗，可從日文的漢字猜到
樓書內容，真是非常兒戲！是否
日後客人簽署日文的買樓文件
時，他也要猜測當中內容？」

精神康復中心當旅館
林定國又提到，不少個案揭

示銷售員提供的資訊過時，甚至
誤述，例如給予客人的售樓書已
過期，「售樓書說（物業）今
年初落成，但推銷時已是6月，
說準備多建兩層，即是根本沒
有可能已經落成！」有顧客在
購買澳洲物業時，銷售員指稱
物業附近有一所旅館，但顧客自
行了解後，竟發現該處並非旅
館，而是一間精神康復中心。
林定國提醒買家，購買境外

物業風險高，若出現問題時不
易追討，必須小心謹慎及每事
多發問，詳細了解當地物業規
管架構、稅制及承造按揭等情
況、相關海外發展商過往的興
建項目及評價等，同時切勿倉
卒決定繳付「留位費」，並建
議引入最少7天的「留位費」
冷靜期，進一步保障買家，而
代理可收取合理行政費。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三大勞工團體，
香港工會聯合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港
九工團聯合總會，聯同多個公務員工會昨
日聯署發表聯合政綱，提出7項勞工政策
建議，包括積極開拓優質多元就業職位，
為年輕人創造向上流動機會；建立長遠失
業保障制度；完善最低工資形成機制等。
他們表示，未來將會邀請立法會參選人、
政黨、特首候選人等，以政綱內的建議為
基礎並簽署勞工約章，希望能成為他們的
勞工政綱。
參與今次聯署的工會團體包括香港工會

聯合會、港九勞工社團聯會、港九工團聯
合總會、香港高級公務員協會、政府人員
協會、香港公務員總工會、香港公務員工
會聯合會及香港特區政府公務人員聯會。
工聯會理事長黃國在會上宣讀聯合政

綱，政綱提出的七點政策建議包括：
1. 積極開拓優質多元就業職位，為年
輕人創造向上流動機會；資助就業，加強
職業培訓，改善就業質素，解決青年、基
層勞工就業難；
2. 政府帶頭檢討外判制度，對有實際

需要的崗位改為長期聘用，最少支付生活
工資，促進社會就業質素改善；
3. 建立長遠失業保障制度，完善勞工
保障體系；
4. 完善最低工資形成機制，保障生活

工資，改為「一年一檢」，消除在職貧
窮；
5. 完善退休保障制度，另設由政府參
與管理保證基本回報的強積金計劃，優化
新制公務員公積金安排；
6. 政府適度增加公務員編制，率先全
面實行五天工作周，改善公務員醫療福
利；
7.加快土地開拓積極興建房屋，盡早告別
劏房，實現三年上樓目標，人人有屋住。

黃國：就業是民生之本
黃國表示，「就業是民生之本」，樂業安居是打工

仔的共同願景。特區政府應樹立「以民為本」的施政
理念，創新勞工政策思維，利用再工業化、大灣區發
展機遇，為打工仔創造優質多元的就業機會，開創上
流空間、改善就業質素、修補勞工保障缺漏，讓打工
仔工作8小時亦能養活自己養活家庭，賺取生活工
資，保證底層勞工收入水平，從而破除在職貧窮。同
時，政府要有所擔當，帶頭檢討外判制度，支付生活
工資，讓打工仔體現尊嚴勞動。
他強調，目前國家正處於邁向共同富裕的時代，認

為香港不應滯後，政府及各界人士應通過完善勞工政
策，讓香港各階層均能得益，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做生意的可以從商致富，而打工仔通過努力亦能過上
樂業安居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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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昨日提出多項建議，包括對新
建資助房屋取消補價制度，使有關房屋
無法自由買賣，遏止居屋炒風。

▲香港三大勞工團體，聯同多個公
務員工會昨日聯署發表聯合政綱，
提出7項勞工政策建議。

賣日本樓代理唔識日文靠估 消委斥兒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恩璣）香港生育率持續下

降，有機構的調查發現，近六成受訪者認為生兒育
女並非必須，另有近三成單身受訪者和近四成有伴
侶的受訪者表示不考慮在港生育，主要原因是擔心
子女教育問題、居住問題及財政能力不足等。負責
今次調查的機構表示，新一代追求自由，加上疫情
及住屋問題等不穩定環境，令他們生育意慾減低，
曾有夫婦結婚一年多因無法「上車」而一直分開居
住，這種婚後「分居」情況愈見普遍，建議政府協
助小家庭置業、提供生育獎金等鼓勵生育。

近六成受訪者認生育非必須
一間交友約會公司上月至本月初透過電話、網上

問題及街頭訪問形式成功訪問482名單身人士及
237名有伴侶人士，九成受訪單身人士期望結婚，
當中四成人希望找到適合伴侶後兩三年內結婚；有
伴侶的受訪者，則只有逾半數會考慮結婚，大多希
望在1年至3年內「拉埋」。生育方面，整體近六
成受訪者認為生育非必須，其中單身人士佔62%，
有伴侶人士則為56%，持這種意見的受訪者，以40
歲以上人士佔比最高（近八成）。
同時，近三成單身人士和近四成有伴侶人士表

示不考慮在港生育，主要原因是擔心子女教育問
題、居住問題及財政能力不足等。75%單身受訪
者認為政府應協助小家庭置業，也有受訪者認為
政府應提供可負擔的幼兒託管服務、生育獎金及
增加產假，以鼓勵市民生育。

教育子女責任壓力沉重
該約會公司創辦人張惠萍指出，大多數受訪者

認為教育子女的責任及壓力沉重，特別是九十
後、零零後的生活態度，偏向追求自由，再加上
居高不下的樓價及近兩年疫情帶來許多不穩因
素，或是年輕一代生育意慾減低的原因。「如今
香港育兒成本愈來愈高，過去講400萬元才能養
大一個細路可能已經低估咗。」加上香港樓價高
企，不少夫婦結婚後即「分居」，「曾經接觸過

唔少夫婦，因為未抽到居屋，結咗婚年幾都係分開住，無
辦法考慮生仔問題。」她建議特區政府提供「生育基金」
及為家庭提供置業津貼，減輕市民的生育負擔。
該公司另一創辦人黃嘉如則建議特區政府延長有薪產

假，「現時的產假不足，即使產前放取一個月假準備分
娩，『坐月』連同陪伴新生兒嘅時間，好快又要復工。」
相比歐洲多個國家及地區，例如瑞典產假多達480日、挪
威56周等，香港產假明顯不足，相信增加有薪產假及侍產
假能提高港人的生育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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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惠萍（右）
指，大多數受訪
者認為教育子女
壓力沉重；黃嘉
如建議特區政府
延長有薪產假。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林定國 (左) 表示，該會接獲261宗投訴，
買家平均損失36.8萬港元；黃鳳嫺指代理
及銷售員質素參差。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現時在香港特區從
事地產代理工作需領取牌照，但只銷售境外物業者卻可
獲豁免。消委會直指此舉存在監管漏洞，因交易一旦出
現問題，並不受地產代理監管局條例規管，建議特區政
府盡快修例，規定必須領取牌照才可銷售境外物業。

純粹處理境外物業可獲豁免
消委會報告指出，地產代理條例列明，必須持有監

管局發出牌照的地產代理和營業員，才能同時從事本
地及境外的物業銷售服務，但如果純粹處理境外物
業，非持牌的地產代理或營業員，只要在收據、單
張、或廣告中，聲明他並無處理香港任何物業的牌
照，則可獲豁免，毋須向監管局領取相關牌照，而
《商品說明條例》亦不適用於「不動產」的產品，卻
適用於「不動產」衍生的某些服務，故海關若引用該
《條例》執法，也存在局限性。
消委會認為目前的做法並不理想。在該會的神秘顧

客調查中，消委會到訪19個代理和1個發展商，其中
15間為非持牌代理，惟只有3間的營業員在小冊子、
宣傳單張、名片中列出無牌聲明，其餘均沒有提供相
關資訊，建議不論是推銷境內或境外物業，地理代理
或營業員一律需領牌。
運房局接受查詢時表示，會與監管局細心研究建

議，惟指無論市場營運或規管操守，境外物業的銷售
都與香港情況有頗大分別，並牽涉不同司法管轄區的
複雜法規。

銷售境外物業倡修例須領牌

消委會建議修例規管銷售海外物業代理

◀消委會建議特區政府盡快修例，規定必須
領取牌照才可銷售境外物業。 消委會供圖

●工聯會建議將公用設施如葵涌貨櫃碼
頭搬遷至新界西，騰出市區土地建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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