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屋平均輪候5.9年見新高
長者一人申請亦要等3.8年 房委會委員智庫憂明年初「破六」

香港公屋輪候時間

再進一步上升。截至今

年9月底，一般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5.9

年，較6月底公布的5.8

年再增0.1年；至於長者

一人申請的平均輪候時

間亦由之前的3.7年，增

至最新的3.8年，兩者同

時見21年新高。不過，

有房委會委員及民間智

庫均認為，輪候時間

「高處未算高」，明年

初或會衝破6年大關，

建議特區政府加快推進

公營房屋發展，以及提

供更多過渡房屋的供應

等。

●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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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公屋輪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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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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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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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房委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明其道

一般
申請者

15.37萬宗

15.36萬宗

15.33萬宗

15.39萬宗

15.64萬宗

15.58萬宗

15.35萬宗

15.19萬宗

14.95萬宗

輪候
時間

5.9年

5.8年

5.8年

5.7年

5.6年

5.5年

5.4年

5.4年

5.4年

長者申請
輪候時間

3.8年

3.7年

3.6年

3.4年

3.3年

3年

3年

3年

2.9年

房委會昨日公布，截至 9 月底約有
15.37 萬宗一般公屋申請，以及約

10.08萬宗配額及計分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
請，即共有25.45萬宗申請。雖然對比6月
底的數字（25.46萬宗申請）略減100宗，
惟減幅來自非長者一人申請，減200宗，
但一般公屋申請卻增加了100宗，故一般
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較上季再上升0.1年
至5.9年，是1999年3月底以來的新高，當
時的平均輪候時間為6年。

此外，今年第三季獲編配入住公屋的單
身長者申請只有270宗，令平均輪候時間
較上季上升0.1年至3.8年（見表），也是
1999年3月底以來最長，當時的平均輪候
時間為4年。

柯創盛促「N無津貼」恒常化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柯創盛直言，對輪候

時間再延長並不感到意外，但為基層家庭
及長者的處境感到憂心，特別是近期通脹

壓力加大，基層家庭及長者若未能「上
樓」，生活將更為困難。
他估計，未來5年的公屋供應都難望達

標，故促請特區政府增加短期支援，包括
增加更多過渡房屋的供應，讓輪候公屋者
有其他住屋選擇；把俗稱「N無津貼」恒
常化，讓未能受惠現金津貼的人亦可受
惠；並研究在公屋工程引入「組裝合成」
建築法等。
房委會委員、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

為，公屋輪候時間再次攀升是預期之內，
預計明年初或會衝破6年大關，相信輪候
時間高企將持續一段時間，估計要到
2026/27 年後，亦即十年長策的「後五
年」，有更多大規模單位落成後，才有機
會令輪候數字回落。

團體倡加快推進公屋發展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員梁躍昊

預期，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預期會

於明年突破6年。
他解釋，根據政府已公布的未來5年公

營房屋建屋量，預計合共約有11萬個單
位，但基金會預測，如要扭轉平均輪候時
間的升勢，未來5年需要最少20萬個公營
房屋單位。
因此，基金會建議政府盡快「拆牆鬆

綁」，加快推進公營房屋發展，例如引入
私人參建，以及加快新發展區的土地收回
及平整工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
諾）中央政府近年除了刪除
《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
內針對香港服務提供者「不得
從事內地遠洋漁業」的條文
外，更修訂了「港澳流漁船管
理規定」，令香港漁民明年起
可到公海捕魚。有本港業界與
內地同業於昨日簽訂協議，希
望可透過對方的相關經驗推動
香港漁業升級轉型。
香港海洋漁業有限公司與深

圳聯成遠洋漁業有限公司昨日
簽訂合作協議，共同開拓太平
洋金槍魚捕撈事業，香港海洋
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布紹有表
示，是次合作除了可引入優質
魚種供應給本地市場外，亦有
助促進香港漁業轉型及可持續
發展。
布紹有表示，新修訂的「港

澳流漁船管理規定」將於明年
1月1日生效，香港漁民屆時
將可與內地漁民享有同等待
遇，可跳出南海，在公海捕
魚，「香港漁船現時主要在南

海作業，但南海的魚獲愈來愈
少，如果不發展遠洋深海作
業，肯定不能繼續生存。」

幫港漁民晉身國際
他續說，遠洋作業除了涉及
捕撈外，還要有加工及運輸等
配套，並非一般個體戶可以處
理。今次合作可借助對方成熟
的經驗推動香港漁業的捕撈技
術、管理模式及使加工銷售一
體化，同時使香港漁民裝備自
己，晉身遠洋漁業的國際舞

台。
深圳市聯成遠洋漁業有限公

司董事長周新東補充，兩間公
司並會合作投資1,667萬元人
民幣（折合約2,032萬港元），
建造兩艘符合歐盟標準的玻璃
鋼金槍魚延繩釣漁船。
新漁船將採用最先進網絡設

備和捕撈技術，當中包括以智
能化方式記錄成功捕撈漁獲的
位置及水底深度，以建立大數
據，提高日後成功捕魚的機
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平機會昨日公布的
一項調查發現，49.9%受訪市民認為香港普遍存在年
齡歧視問題，比率較2012年的同類調查大增8.9個
百分點。調查並發現，12.7%受訪者指曾於過去12
個月經歷歧視或騷擾，其中逾半便是遭受年齡歧
視。調查並指，約90%受訪者認為平機會未來的工
作範疇應主要處理「性騷擾」及「殘疾」相關事
宜。研究團隊建議政府應定期進行有關年齡歧視普
遍性的大型調查，從而收集公眾意見及開展立法禁
止年齡歧視的公眾諮詢。
平機會於今年2月至4月透過電話成功訪問了1,501

名15歲或以上人士，是平機會自1998年以來第六次
進行的同類型調查。受訪者被問及他們是否同意10
個有關各種形式的歧視或平等機會情況的例子，並從
他們對該些例子的態度計算出一個指數，整體反歧視
態度的指數為60.7分（100分代表最高）。
調查發現，受訪者認為香港普遍存在居民身份歧
視（55.2%）、種族歧視（51.5%）及年齡歧視（49.9%）
的情況，但認為性別歧視及家庭崗位歧視普遍的比
率則分別只有32.5%及26.9%。
同時，12.7%受訪者指曾在訪問前12個月經歷歧視
或騷擾，比率較2015年的調查高3.6個百分點。在該
些被訪者當中，較多有年齡歧視的經歷（54.3%），其
次是性別歧視（20.8%）及性騷擾（16.2%）。

調查並指，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知道現時有法例
禁止基於殘疾（68%）、種族（61.8%）及性別
（61.8%）的歧視，但只有25.8%受訪者能正確地指
出現存的家庭崗位歧視條例（25.8%）。同時，
65.7%受訪者知道現行法例並不保障居民身份歧視，
但知道現行法例並不涵蓋性傾向歧視及年齡歧視的
受訪者少於一半。
至於對平機會的認識及表現評價方面，97.2%受訪

者知道平機會的存在，對其表現的平均評分為6.3分
（10分最高）。與2015年的調查結果比較，同意平
機會「積極主動提出促進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的政策
建議」的受訪者比率由57.8%升至62.7%。

倡種族歧視例添保障居民身份
平機會指出，因應目前香港並沒有免受國籍、公

民身份或居民身份歧視的保障，研究團隊建議政府
考慮於《種族歧視條例》加入居民身份免受歧視的
保障。
平機會主席朱敏健昨日表示，該會已進行了內部

研究，探討如何加強反歧視法例的保障，以處理針
對內地居民及新移民在香港因其身份而遭受歧視、
騷擾及中傷等情況。平機會已向政府提交研究結
果，並會繼續與政府保持密切聯繫，進一步考慮有
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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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昨日公布，今年9月底，公屋一般申請者的
平均輪候時間為5.9年，較6月底時的5.8年再增0.1
年，見21年新高。圖為南山邨。 資料圖片

▲有房委會委員及民間智庫均建議，特區政府加快推
進公屋發展，並提供更多過渡房屋供應。圖為位於深
水埗南昌街一個組裝過渡房屋項目。 資料圖片

●布紹有（前排右）與周新東（前排左）昨日簽訂合作協議，共
同開拓太平洋金槍魚捕撈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