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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近月接連有舊

樓石屎墜落，甚至傷

及路過途人，昨日葵

涌再有工廈發生石屎墜落事件。香港

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甯漢豪日前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屋宇署會對

未遵辦強制驗樓通知的舊樓業主加強

執管，此外會研究法例拆牆鬆綁，即

使業主失聯、未集齊指定業權份數支

持，亦能召開業主會議成立法團或決

議維修等。而她亦跟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局長麥美娟加強溝通，手把手協助

業主招標進行維修和監測工程進度。

她昨日出席活動時透露，屋宇署已識

別出約1,000幢較緊急的樓宇，會先

進場維修，之後再追討業主相關費

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啟業

本港截至前年底有超過2.7萬幢樓齡30年或以上的樓
宇，不少舊樓日久失修。本月至昨日最少已發生

13宗舊樓石屎剝落事件，如繼油麻地和旺角前日半小時
內相繼有兩幢舊樓冧石屎後，昨早約9時45分，葵涌華
星街有35年樓齡的華達工業中心B座停車場亦有石屎由
高處墜下，擊中樓下一輛停泊的貨車，貨車車頂受損，
石屎粉碎散落一地，當中部分連「紙皮石」的碎石約有
20厘米乘10厘米大，幸無人受傷。
根據強制驗樓計劃，屋宇署會向樓齡30年或以上私人樓

宇業主發出強制驗樓通知，並進行訂明的修葺工程。不
過，全港約2,700幢有關舊樓已過規定的期限，仍未有遵辦
進行驗樓。屋宇署因此會加強執法，倘沒有合理解釋，或
作出檢控。

夥民青局助「三無廈」成立法團
甯漢豪在訪問中表示，有業主冀等待發展商收購，故拖

延驗樓和維修，屋宇署因此要加重執管力度。另外，有一
些業主向巿建局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2.0」的資助，「但
『有頭威無尾陣』，申請了又批了錢，惟到真正要組織招
標、聘用顧問、監測工程等，他們卻束手無策。」
她並指，一些沒有業主立案法團的舊樓，確實無人統籌

驗樓和維修事宜，當中或有業主已無法聯繫上，令成立法
團困難重重。由於大廈管理屬民政事務總署職務範疇，故
她與麥美娟曾協調，透過發展局與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雙
劍合璧」解決樓宇維修問題，包括協助「三無大廈」成立
業主立案法團。

手把手教業主招標聘專家驗樓

針對法例規定要集齊一定業權份數的業主支持，才能召
開業主會議成立法團或決議維修等，但部分大廈業主失
聯，以致會議無期，甯漢豪透露政府會研究法例能否拆牆
鬆綁。另外，一些業主申請「樓宇更新大行動2.0」的資
助，但不知如何招標聘請專業人士驗樓和維修，「會幫他
們籌組開會並一直跟進工程，相信民政事務總署可以發揮
作用，拖住業主的手教他們一步步進行。」
甯漢豪指出，業主未遵辦驗樓和維修，屋宇署亦會介
入，自行為有關樓宇復修，業主申請復修基金資助後要向
屋宇署補償有關費用。她昨日出席一個公開場合後透露，
若有業主沒有能力安排維修或拖延太久，且樓宇情況不理
想，屋宇署就會進場，「有些樓宇情況其實是緊急的，不
可以再等，我們也強調屋宇署亦有責任即時去進場修繕，
但業主之後也是要負上他們的責任。」
她表示，屋宇署已識別約1,000幢狀況緊急的樓宇，進
場維修後會追討業主相關費用，「其實有些項目已經開
始，當然樓宇維修由開始到完結，可能都需要以月計時
間。」

年底或檢控仍未維修舊樓
至於2,700幢強制驗樓令過期但仍未遵辦的舊樓，她表示
當中約1,800幢已委任檢驗人員準備開展維修，屋宇署會催
促盡快開展工程，如沒有進展，屋宇署已表明今年年底或
會考慮作出檢控；餘下900幢舊樓更未委任檢驗人員，屋
宇署會陸續發警告信，並將主動巡查決定是否需要介入。
她重申，會聯同其他部門和市建局給予樓宇維修相關支
援，如協助籌組業主立案法團；同時會改善舊樓管理。

除加強規管舊樓維修外，香港的舊區更新亦迫在眉
睫。甯漢豪在訪問中表示，除巿區重建局外，亦鼓勵
私人參與巿區更新，正考慮以交椅洲等新開發土地用
作「樓換樓」計劃，補償受重建影響的業主。她表
示，過去半年就修訂強拍條例進行諮詢，不少意見值
得思考，包括按區份釐定強拍門檻，如重建需求高、
較多業主支持重建的區份，強拍門檻較低，局方會在
整理意見後，在立法會復會後提交建議，同時加強對
重建區小業主的協助。
甯漢豪指出，發展局鼓勵私人參與巿區更新，「不
能只靠市建局，也要激活私人市場參與。」局方已推
出地積比轉移，容許住宅與非住宅總樓面面積互換。
另外，特區政府去年11月提出修訂《土地（為重新發
展而強制售賣）條例》，樓齡逾五十年舊樓強拍門檻
由八成業權降至七成，逾七十年樓齡舊樓強拍門檻更
降至六成，冀加快重建老舊失修樓宇。
她表示，過去半年進行諮詢，下半年待立法會復會
後提出強拍的具體建議，當中亦
包括加強協助受影響小業主的措
施。她透露，居民組織及部分公
眾人士的意見值得思考，「有人

覺得修訂條例似是幫發展商欺壓小業主，但我們接觸
的很多小業主都歡迎強拍門檻適當降低，因他們都想
舊樓重建，有些像是在夾縫內，想重建卻未能，更面
對維修問題。」
不過，甯漢豪表示，亦有意見認為強拍門檻降幅太

大，「我們去年底提出愈老舊的樓宇，如七十年以上
是否可降至六成業權，有相當多意見認為門檻太低，
因周遭其他亞洲城市低位也只是65%左右。」

按區份定強拍門檻有合理性
另有意見提出無須「一刀切」以七十年或以上樓齡作

界限，而是以區份釐定強拍門檻，「例如巿建局已做規
劃研究，知道一些舊區（業主）真的想更新，這些舊區
的強拍門檻就可以稍為降低，並非純以樓齡作準，簡單
來說是參考其坐落哪處，我認為這有其合理性。」

除檢視強拍門檻外，政府也會為小業主提
供協助，特區政府已成立專責辦公室，「如
有人申請強拍，出價是否合理，我們希望專
責辦公室提供專業意見，如測量、估價、一
些法律意見等，如究竟要準備哪些文件。若
強拍成功，業主要搬遷，亦可提供協助。」

她指有關服務受歡迎，會再研究加強協助小業主。
至於巿建局，去年度錄得35億元淨虧損，該局行政
總裁韋志成早前提出，有需要檢討同區7年樓齡作為物
業收購價的做法。甯漢豪早前在立法會上表明現階段無
意調整該做法。她在訪問中指出，有關檢討聲音出發點
是希望改善市建局現金流，減低資金壓力，但政府有其
他措施協助，除早前批准市建局借貸上限由60億元提
高至250億元外，並會以政府用地作出資助，「巿建局
收購的樓宇若附近有政府用地，亦會交給巿建局發展以
增加其用地，這些土地都屬於一種資金。」

交椅洲填海用地可交巿建局「樓換樓」
另外，巿建局的「樓換樓」計劃讓受重建影響業主

在現金補償和特惠金以外有另一選項，甯漢豪表示日
後交椅洲填海所得用地，亦可交巿建局建屋作「樓換
樓」計劃之用，「除市建局，如何利用交椅洲土地鼓
勵私人參與市區重建，現時雖未有具體想法，但這是
一個方向。」
她解釋，用交椅洲樓宇與重建區業主交換，因該處靠

近港島區和九龍區，較易讓舊樓業主接受，但也不排除
用新界特別是「北部都會區」用地作「樓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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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官出身的甯漢豪先後在多個政府部門任職政務官出身的甯漢豪先後在多個政府部門任職，，去年出去年出
掌掌發展局發展局，，她形容工作是她形容工作是「「披荊斬棘披荊斬棘、、追趕時間追趕時間」，」，每個每個
範疇和每項政策都會面對爭議範疇和每項政策都會面對爭議，，但從中獲取不少經驗但從中獲取不少經驗，，如如
為建造業推出輸入勞工特別計劃為建造業推出輸入勞工特別計劃，，在與各方加強溝通下很在與各方加強溝通下很
快便取得共識快便取得共識，，亦體現本港由亂到治的和亦體現本港由亂到治的和諧氣氛。
「記得第一日走入地政總署時有幾驚，我沒有地政規劃

工作經驗，就走去一個近4,000人的部門做署長，入去時
感覺非筆墨所能形容。」不過，她認為該過程是可貴歷
練，「不懂就去學，好像一場一場仗，愈打就愈有信
心。」「到現時做局長，覺得歷練愈多，信心度愈大。」
在打好每一場仗的同時，她強調要緊記與整個團隊和持
份者溝通。如早前推出輸入建造業外勞計劃時，她曾感內
心忐忑，怕勞資雙方出現爭拗，結果與各方溝通後順利取
得共識，該局接納勞工界建議，外勞主要負責公營項目，
建造業的商會亦接納這安排，雙方互諒互讓。又如，修訂
保護海港條例和精簡發展審批程序，亦令她感到只要做好
解說便可化解爭議。

香港特區政府提出的港特區政府提出的《《20222022年發展年發展（（城市規城市規
劃劃、、土地及工程土地及工程）（）（雜項修訂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早前早前
在立法會三讀通過在立法會三讀通過，，99月月11日生效日生效，，屆時可屆時可拆牆鬆拆牆鬆
綁綁精簡城規精簡城規、、收回土地條例收回土地條例，，縮短生地變熟地的縮短生地變熟地的
時間時間。。甯漢豪在訪問中直言甯漢豪在訪問中直言，，修修例對「北部都會
區」發展有幫助，有信心達成未來十年推出3,200
公頃熟地目標。至於「北部都會區」心臟地帶的
新田科技城，則將於明年進行土地平整，估計
2026年有第一批熟地發展。

新田科技城明年土地平整
甯漢豪指「北部都會區」面積大，發展橫跨一
段長時間，10年內冀有四成熟地用作發展，要完
成整個「北部都會區」發展則是長達20年的工
程。至於新田科技城，政府2019年開始詳細的工
程研究，明年進行土地平整，估計2026年有首批
熟地推出。新田600公頃土地中有300公頃用以興

建公私營房屋和社區設施，300公頃則為創科用
地，「這300公頃（創科用地）要構思用哪種創新
模式發展。」
6月初，甯漢豪曾到深圳市南山區考察當地片區

發展，當地將整個片區交由一個企業開發及管
理，並代表政府收地，除提供現金補償，徵地發
展後亦讓原有業主分紅。她說：「如果是（新田
科技城）企業園或私樓群開發，這不排除都是一
個參考。」不過，她指本港與內地不同，內地有
國企、央企參與開發，本港發展商則為私企，是
一項挑戰，需要思考。
她認為300公頃創科用地，其實可分為多個企業

園交不同企業發展，但有待創科局完成顧問研
究，提出土地細分發展哪些創科產業，「創科範
疇好闊，希望研究可以細分，例如創科園內數十
公頃做生命科技，一些做數據中心等，並按不同
產業特性作出批地安排。」

至於發展棕地，，她直言是一大挑戰她直言是一大挑戰，，政府預
留70公頃土地興建多層產業大樓安置棕地作業
者，首幢產業大廈佔地 11公頃，今年內將招
標，現正進行意向調查。為加快興建該些大樓
容納棕地作業者，政府提出「地花」概念，即
未平整土地便提早招標，讓有意發展的企業早
些籌措資金，並進行圖則設計等前期工作。
不過，她指部分棕地作業如涉及建造業的大

型機械，實無法「上樓」，要研究如何覓地安
置。她不排除任何方案，但直言若以綠化地安
置會有爭議。
除「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是另一重大
造地工程。她表示，今年第四季、即10月至12
月，將啟動法定環評程序，向環保署署長提交環
評報告，相信開始公眾參與後亦要面對不少爭
議。另精簡程序後無須完成規劃大綱圖亦可開始
填海工程，預計2025年底展開。

有信心未來十年推出有信心未來十年推出32003200公頃熟地公頃熟地 「「披荊斬棘追趕時間披荊斬棘追趕時間」」

待立法會復會 提強拍具體建議

▲ 華達工業中心B座
停車場有石屎由高處
墜下，擊中樓下一輛
停泊的貨車。

▶ 墜下的石屎部分連
「紙皮石」有約16厘
米乘8厘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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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漢豪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透露，屋宇署已識別出約1,000幢較緊急的樓宇，會先進場維修，之後再追討業主相關
費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