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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屆政府政策的推動下，未來五年房屋供應

將出現明顯改善。團結香港基金昨日發表土地房屋

政策研究報告，預計2023至2027年的私宅落成量

將維持在相對較高水平，每年平均落成量為1.9萬

伙單位，較過去五年的1.82萬伙為多。當中，九龍

城（包括啟德）、大埔及元朗將是未來五年的三大

供應地區，三區合共將佔整體新落成私人住宅單位

超過40%。報告又指出，隨着按揭成數放寬、供應

增多等，市場對納米戶需求下降。

未來5年私樓年均1.9萬伙落成
團結基金：啟德大埔元朗佔逾40%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2028至32年私宅單位預計落成量情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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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熟地
▶新發展區
▶未來鐵路土地供應
▶市區重建局項目
▶私人重建項目
▶在「北部都會區」外正在
進行地政及/或規劃程序
的主要私人項目

▶在「北部都會區」內正在
進行規劃程序，且所在範
圍並未有開展規劃研究的
主要私人項目

▶在「北部都會區」內正在
進行規劃程序，且所在或
鄰近範圍已開展或完成規
劃研究的主要私人項目

預計落成量（2028至2032年）

五年總數

69,700伙

2,800伙

21,600伙

年度平均數

13,900伙

600伙

4,300伙

情景1：
13,900伙

情景1+2：
14,500伙

情景1+2+3：
18,800伙

北區北區
33,,200200伙伙
((33..44%)%)

大埔大埔
99,,200200伙伙
((99..77%)%)

沙田沙田
22,,400400伙伙
((22..55%)%)

元朗元朗
88,,900900伙伙
((99..44%)%)

屯門屯門
88,,500500伙伙
((99..00%)%)

離島離島
600600伙伙
((00..66%)%)

油尖旺油尖旺
22,,500500伙伙
((22..66%)%)

深水埗深水埗
55,,100100伙伙
((55..44%)%)

中西區中西區
22,,700700伙伙
((22..88%)%) 南區南區

44,,600600伙伙
((44..99%)%)

灣仔灣仔
600600伙伙
((00..66%)%) 東區東區

33,,800800伙伙
((44..00%)%)

觀塘觀塘
77,,000000伙伙
((77..44%)%)

九龍城九龍城
2121,,600600伙伙
((2222..88%)%)

黃大仙黃大仙
55,,500500伙伙
((55..88%)%)

西貢西貢
88,,600600伙伙
((99..11%)%)

荃灣荃灣
00伙伙
((00%)%) 葵青葵青

00伙伙
((00%)%)

3
2

1

2023至2027年各區私宅落成量預測(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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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大埔及元朗成未來五年三大私宅供應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特
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和管理
會計師協會（IMAR）昨日公布今年
首季《全球經濟狀況調查報告》，調
查顯示隨着商業環境出現明顯改善跡
象，全球經濟信心正在上升，但由於
各地央行仍持續加息以壓抑通脹，加
上貨幣緊縮政策對實體經濟有延後影
響，以及近期銀行業面對挑戰有機會
帶來風險，故報告認為若「現時說已

經完全脫離風險，可能仍是言之尚
早」。

會計界信心指數連升三季
報告指出，雖然信心指數仍低於
去年第一季水平，但受惠於營商環
境持續改善，加上對成本、獲得融
資、及準時還款的憂慮有所下降，
會計界對市場的信心指數連升三
季，其中兩個反映受訪者對客戶和

供應商可能倒閉的「擔憂指數」均
持續下跌，而對供應商的擔憂已降
至2020年疫情後的新低。
調查顯示，宏觀環境有改善下，
亦鼓勵不少企業重新審視其資本支出
和招聘計劃，因此本季度計劃增加資
本投資及員工數目的企業有所上升。
至於訂單方面，今年首季GECS全球
新訂單指數持平，與調查歷史記錄的
中值水平大致一致，其中亞太地區本
季略有改善，料或受惠內地重新開
放，但這被北美、非洲和中東的疲軟
所抵消。回顧過去一年，除亞太地區
外，每個地區的新訂單均出現下滑。
新訂單下降幅度最大的地區是北
美，其次是西歐。
儘管全球新訂單趨於平穩，但維
持信心反彈的一個因素可能是對
「成本增加」的擔憂程度下降。報
告認為，成本壓力看似已見頂，不
過依然遠高於GECS調查歷史中位
數水平。大宗商品價格仍然低迷，
歐洲受益於天然氣價格回到俄烏衝
突之前的水平，而逾時還款的相關

報告下降至GECS調查以來第二低
的水平。

料內地家庭肯花掉儲蓄
就亞太地區方面，報告提到，中
國內地全面通關後，內地經濟在今
年首數月出現反彈，因此按照現時
情況，內地很大機會實現官方今年
定下5%的GDP增長目標，同時由
於國內消費者信心恢復，料家庭會
花掉他們在長期封鎖期間積累的部
分多餘儲蓄。
不過報告亦提醒，今年下半年經

濟仍有下行的風險。由於調查顯
示，發達市場經濟體的信貸狀況已
經顯著收緊、貨幣供應增長停滯，
而令人憂慮的是這些情況通常是在
經濟衰退之前看到的，加上最近發
生的銀行業危機可能會加劇這兩種
情況，對商業房地產等行業產生影
響。報告亦提醒，當政策利率保持
高位的時間越長，在多年來超寬鬆
貨幣政策下蓬勃發展的金融結構和
商業模式可能面臨的壓力就越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發展商加快推出新盤滿足市場
需求，由嘉里建設、信和、太古地產及港鐵合作發展的黃竹坑
站「港島南岸」第4期昨日正式命名為「海盈山」（LA MON-
TAGNE）。該項目分為第4A期及第4B期發展，總共涉及800
伙，戶型主打兩房及三房，其中第4A期預計下月推售。

兩期涉800伙 示位接近完成
嘉里發展董事及香港區總經理湯耀宗昨表示，「海盈山」由
兩座34層大樓組成，合共提供800伙住宅單位，單位間隔多元
化，主打兩房及三房單位，亦設有少量一房及四房單位，另設
31伙特色單位。他續指，項目定價會參考港島南區豪宅，以及
港島南岸第2期揚海成交價，揚海現時平均成交呎價逾3.6萬
元。至於該盤早前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會先推出第4A期
應市，展銷廳及示範單位接近完成，湯耀宗稱預期短期內會開
放，爭取在下月推售。

University Hill錄逾萬登記
另一方面，新地（0016）旗下大埔白石角University Hill將於

本周六（29日）首輪發售並於昨日截票，經核數後共接獲逾萬
個購樓意向登記，以首輪價單發售150伙計，超額逾65倍。該
項目本周六以價單方式推售的150伙，戶型涵蓋一房至三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
兩隻新股昨日掛牌，惟本港今年最
大IPO、淨集資近50億元的港股中
首隻白酒股珍酒李渡(6979)首日
「潛水」，開市已較上市價10.82
元低，尾市跌幅擴大，收報8.88
元，較招股價低17.9%，一手200
股賬面蝕388元。同日掛牌的內地
線上醫療平台梅斯健康(2415)也曾
跌穿上市價，但收市較招股價高

1.1%，報9.2元，一手250股賬面
微賺25元。

五一前悶局 恒指微升
港股昨期指結算，指數反覆造

好，大市窄幅爭持下，波幅僅218
點。恒指最終升83點，收報19,840
點，續企在250天線牛熊線之上。
大市成交只有971億元。但科指則
跑輸大市，跌10點報3,861點。

華盛證券經紀部董事李偉傑表示，
期指結算日反覆靠穩，但成交低迷，
主要是投資者觀望下周美國議息，
加上內地「五一黃金周」長假將
至，令市場呈悶局及乏方向。中美
關係轉趨緊張對港股也有影響，科
技股沽壓尤其明顯，暫時較難看到
有大幅反彈機會出現。但同時，傳
統中資股卻有資金流入，他認為「炒
股不炒市」的局面仍會持續。

ACCA：全球經濟脫險言之尚早

港島南岸4期「海盈山」
擬下月推售

今年最大IPO失威 珍酒李渡深潛18%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ACCAACCA及及IMAIMA

GECS信心指數連升3季

信心指數 資本支出指數 訂單指數 就業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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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今年最大IPO、淨集資近50億元
的珍酒李渡(6979)首日「潛水」。

報告指出，預計2023至2027年的私人住宅單位落成量，均
遠高於2007至2017每年平均1.16萬伙單位水平。而且，

相比去年預測2022至2026年每年平均落成量為1.73萬伙單
位，今年的五年期滾動預測落成量修訂為2023至2027的每年
平均1.9萬伙單位，主要原因是一些主要發展項目在2022/23
年完成土地行政程序，將會額外供應約9,000伙單位。

九龍城佔整體約1/4供應
以地區細分私人住宅的預計落成量來看，當中九龍城（包括
啟德）、大埔及元朗將是未來五年的三大供應地區，三區合共
將佔整體新落成私人住宅單位超過40%。其中，九龍城（包括
啟德）提供約2.16萬伙單位，即佔新落成私人住宅單位總數約
23%。大部分來自政府拍賣的啟德前跑道區用地，以及何文田
站兩個住宅項目。
大埔將提供約9,200伙單位，預計成為落成量的第二大來

源，大部分來自位於十四鄉和白石角的大型項目。至於元朗則
將提供約8,900伙單位，包括洪水橋約1,400伙單位，以及鄰近
元朗站和錦上路站的大型住宅發展項目合共提供約3,800伙單
位。
此外，從申請預售樓花同意書的趨勢，也可以看到未來樓宇
的供應量。報告指出，去年地政總署發出38個住宅發展項目
的預售樓花同意書，共涉及逾2.1萬伙單位。這是在過去十年
內，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的單位數量第二次錄得超過2萬伙的
水平。

籲政府盡快精簡程序防延誤
不過，報告同時指出，在樓宇供應的目標上並非沒有隱憂，
與2023至2027年的私宅落成量預測相比，2028至2032年這五
年間的預測更具不確定性，因為由2023年至2032年這十年期
間，第二個五年期佔十年供應中的三分之二。當中，高達六成
項目將來自「北部都會區」，其中一半又屬於棕地群等分布較
零散的改劃地。這類用地存在不少複雜佔用問題，可能在收地
及土地清理過程中需要額外時間處理。因此，團結香港基金建
議當局提前制訂具針對性的重置及安置策略，盡早移除相關延
誤風險。

「將貨就價」減退 納米樓需求減
另一方面，市民選擇樓宇的喜好亦有所改變，細戶吸引力下
降。報告指出，供求因素增加買家選擇，「將貨就價」現象有
所減退。以往小型單位是以銀碼細、上車易取勝，但隨着政府
放寬按揭成數，令購買力上升，以及資助房屋供應增加，令選
擇增多，均導致小型單位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其售出比率自
2020年起已被中型單位超越，並在去年進一步拉開差距，顯示
過去首置人士為求上車而不問面積、只要較低總價入市的情況
正在減退。
而且，納米細戶不再於用家需求中佔壟斷地位，中型單位將成
未來主流。報告認為，小型單位熱度減退的情況，亦從發展周期
下游的銷售階段，逐漸延伸至上游的設計和建築階段。報告預計
小型單位佔新落成私人住宅的比例將於今年見頂，而2024年後將
有更多中型單位落成。至於納米單位方面，在政府宣布最低單位
面積要求之前，已有一定數量的單位動工，所以預期落成量雖然
仍會持續增加，但將在2024至2025年漸趨平穩。

◆九龍城（包括啟德）未來五年將提供約2.16萬伙單位，即佔新落成私人住宅單
位總數約23%，啟德前跑道區用地成為主要供應地之一。

本疊內容：財經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