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6

20232023年年88月月55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3年8月5日（星期六）

2023年8月5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勞詠華、陳啟恒文 匯 要 聞

香港特區政府房屋局昨日公布最新的未來5年公營

房屋預測建屋量。根據今年6月的預測，房委會及房

協於2023/2024年至2027/2028年度5年期的公營房

屋總建屋量預計合共約為12.88萬個單位，包括約

8.28萬個公屋/綠置居單位及約4.59萬個其他資助出

售單位。房屋局表示，與上一季比較，5年期的整體

建屋量大致相同，只有個別項目單位數目的修訂。根

據最新估算，2024/25年度的預測房委會轄下公屋/綠

置居及其他資助出售單位落成量分別多達17,300個

及11,300個，俱為未來5年最多，連同房協的出租

單位及資助出售單位，年度總建屋量多達31,800個

單位，也屬未來 5 年最多，且較 2023/24 年度的

13,100個總建屋單位增逾1.4倍。

港建公營房屋5年料12.88萬伙
預計明年度總建屋量達3.18萬單位 較本年度增逾1.4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2023/24至2027/28年度
房委會及房協公營房屋預測建屋量

年度

2023/24

2024/25

2025/26

2026/27

2027/28

總計

註：數字乃根據2023年6月的預測及計至最近的百位整數。由於進
位原因，數字相加結果可能不等於所列總數。數字會因應計劃
而修訂。

資料來源：房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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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房屋局文件顯示，2023/2024年度預計只有
13,000個公營房屋單位落成，單是位於大埔第

九區的公屋/綠置居已佔逾半，有6,800個單位。然
而，2024/2025年度的公營房屋單位落成量大增至
31,800個，包括28,600個房委會轄下單位，分布於
觀塘、離島、屯門、北區、西貢及九龍城區，單是
東涌第九十九區及第一百區兩個項目已佔去1萬個
單位。
2024/2025年度亦為資助出售單位落成量最多的一
年，房委會和房協合共能提供1.27萬個單位，尤以觀
塘安達臣道石礦場供應量最多，6個屋苑合共有6,200

個單位落成。
房屋局表示，會不時檢討公營房屋建設計劃，每年

的建屋量並非5年總建屋量的平均數，而是基本取決於
政府每年提供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土地供應量及個別項
目的進度。項目的最終落成日期會受各種因素影響，
例如地盤限制、惡劣天氣、承建商進度、勞工及物資
供應情況、外圍因素以及新建築要求等，因此每年建
屋量會因應情況而有所調整。房屋局會持續監察各項
目進度，使項目盡快落成。

團體料輪候公屋2026/27年度才「縮時」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表示，最新公營房屋估算反
映未來5年公營房屋的落成量平穩，新界區和東涌將
分別有較大批公屋單位供應，惟未來十年的公營房屋
供應仍是「頭輕尾重」，以目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
5.3年估算，估計最快要到2026/27年度才會顯著縮
短。
他指出，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公屋提前上樓計

劃」，將有1.2萬個單位可於2023/24至2027/28年度
提早落成，惟至今仍有1萬個單位未公布落成日期，期
望今年施政報告會有着墨，甚至增加可提前上樓的單
位數目。

智庫：建屋量穩步上升
團結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葉文祺表示，整

體建屋量呈穩步上升的趨勢，相信公屋輪候時間已見
頂，但由於造地建屋過程長，難以一下子大幅提升供
應量，預料短時間內大幅縮減輪候時間的機會不大。
他預料未來約有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落成，有
望將公屋輪候時間於2026/27年度縮短至4.6年。對於
2024/25年度的落成量大增至3.18萬個單位，他認為
單看一年的落成量未必能反映實況，因為各地塊的複
雜程度都不同，亦有很多因素有機會導致項目延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印尼擬要
求香港嚴格落實來港印傭零收費安排，
印傭自付費用將由香港僱主承擔。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昨日出席一公開活
動後向傳媒表示，特區政府已就此向印
尼駐港總領事館嚴正表明立場。長遠而
言，香港會積極開拓柬埔寨及孟加拉等
其他外傭來源地。
孫玉菡表示，特區政府自2021年起已
多次向印尼方面表達立場，這一次也會
重申立場，任何措施都不應針對香港，
需要一視同仁。為維持香港與印尼之間
友好的關係，輸出印傭的安排如有任何
變動，都不應增加香港僱主的負擔或影
響印傭來港就業的機會。特區政府會捍
衛香港的利益，爭取妥善的處理辦法。
他透露，會約見並去信印尼駐港總領

事，再次重申特區政府的立場，同時會
積極開拓其他外傭的來源地，「我們很
快會通過勞工處約見如柬埔寨駐香港總
領事和孟加拉駐香港總領事，積極探討
是否可以從其他地方積極開拓外傭的來

源地。」

議員批印尼損人不利己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員

顏汶羽昨日對特區政府做法表示支持。
他批評印尼有關舉措損人不利己，表面
是減輕印尼勞工負擔，實際要香港僱主
繳付更多費用，變相是向香港僱主「徵
稅」。同時，有關政策將降低印尼傭工
的競爭力，當僱主聘用印傭的成本增
加，自然會降低他們的薪酬又或轉用其
他來源地的傭工，最終影響印僱薪酬福
利，令他們減少了就業選擇。

勞福局：積極開拓其他外傭來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府於今年較早時間訂
出精準扶貧的三大目標組別，以加強對相關人士的支援。香港立
法會秘書處利用統計處2021年人口普查的詳細住戶特徵數據並與
過去25年比較，於昨日發表有關「低收入及中低收入住戶特徵」
的研究簡報。研究發現，在低收入住戶中，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的比例於過去25年間由33.8%倍增至2021年的74.1%（39.6萬個
住户），限制了該組別的收入增長，成為香港住戶收入差距擴闊
的主要因素之一。如能透過改善託兒及其他社區照顧服務等方
法，協助部分家庭照顧者及提早退休人士重投勞工巿場，將可改
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住戶的財政狀況，是一個潛在的多贏方案。
立法會的研究簡報表示，低收入、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佔整
體住戶的比例由1996年的10.7%升至2021年的20.4%，而該比例
於低收入住戶當中更由1996年的33.8%倍增至2021年的74.1%。
然而，從事經濟活動的低收入住戶的比例及數目卻由1996年的
66.2%（24.6萬個住戶）減至2021年的25.9%（13.8萬個住戶）。

若助克服障礙 可改善入息
在非長者成員的低收入住戶中，非從事經濟活動的住戶數目在
期內亦由5萬個飆升至15.7萬個，其中達工作年齡而沒有從事經
濟活動的成員共20萬人，當中40.8%為料理家務者和提早退休人
士，其同住家人中未有兒童、較年長的長期受照顧人士或殘疾/病
患者等需要受照顧成員。研究指出，如能深入了解他們不投入勞

工市場的原因，並協助克服相關障礙，將有望改善該些住戶的入
息，同時為本港釋放一定數量的潛在勞動力。
在住屋情況方面，2021年合共有約17萬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住

戶需要租住私人房屋，難免會受私人房屋租金上升的影響。在低
收入並有非長者成員的住戶中，就有從事經濟活動並租住私人房
屋的住戶而言，其租金佔收入比例的中位數於2021年躍升至
93.1%，約為10年前的2.4倍，中低收入住戶的相關中位數也高達
42.8%，顯示對租住私人房屋的上述住戶而言，住屋開支負擔十分
沉重。
研究簡報認為，特區政府的現金津貼試行計劃、對過渡性房屋

項目的支援，以及將會主導興建的「簡約公屋」單位，均會對受
惠的住户有明顯的紓緩作用。

港基層擁20萬潛在勞力未釋放

◆立會秘書
處昨發表研
究簡報。圖
為劏房戶居
住 環 境 擠
迫。
資料圖片

◆孫玉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萬霜靈 攝

◆房屋局預計，房委會及房協於2023/2024年至2027/2028年度5年期的公營房屋總建
屋量預計合共約為12.88萬個單位。圖為德朗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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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昨日宣布，為加強公務員的表
現管理，將簡化因為公眾利益着令工作表現持
續欠佳公務員退休的機制。有關措施精簡冗長
程序，使公務員表現管理機制更明確清晰，邁
出優化公務員管理改革的重要一步。本屆政府
大膽破題公務員管理改革，為市民提供更優質
高效服務，各界殷切期待，政府要加快改革、
賞罰分明，激勵公務員士氣，提升管治效能。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7月1日視察香港發表重
要講話，對特區政府提出「四點希望」，第一
點就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本屆政府切實
貫徹落實習近平主席重要指引，行政長官李家
超在去年公布的施政報告中，提出要強化公務
員管理，包括會優化公務員紀律機制，及早懲
處違紀人員，如有工作表現持續欠佳的公務
員，經督導和輔助後仍沒有改善，應及時終止
聘用。

現行機制對表現持續欠佳公務員的處理，程序
過於繁複冗長，如首先要在評核中多次表現不理
想，才可開始解僱程序，還要經過一連串審查、
聆訊等，過程漫長。由於公務員表現管理機制
過時，導致公務員「鐵飯碗」心態日益明顯，
「少做少錯，唔做唔錯」風氣日盛，例如在本
港新冠疫情初期的抗疫工作不盡人意、兒童機
構虐兒事件屢見不鮮、街邊大樹倒塌釀成人命
財物損失一再重演。更不可接受是，在修例風
波期間，有公務員以「政治中立」搞軟對抗，反
映改革公務員表現管理機制迫切必要。此次公務
員事務局提出簡化處理表現欠佳公務員機制，不
僅是落實施政報告的建議，更顯示政府在公務員
管理改革上坐言起行、堅實邁步。

簡化後的新機制有五大重點：一是處理程序
更明確清晰，讓部門、職系首長、管理人員以
至全體公務員清楚了解政府處理工作表現持續

欠佳人員的程序；二是有關人員就自己工作表
現持續欠佳而提交申述書的機會，由四次減至
兩次，既保障申述可獲當局充分考慮，同時改
善效率；三是供有關人員在指明期間改善工作
表現至可接受水平的觀察期，只能於特定情況
下延長一次，減少管理層因猶豫不決而拖延決
定；四是取消部門和職系首長在觀察期完結
後、提交個案至公務員事務局前，須先在部門
內設立獨立委員會尋求意見的要求；五是有關
人員在接受特別評核報告和觀察期評核報告期
間，若獲建議發放增薪點，管方須暫停或延期
發放增薪點薪金。

對政府簡化機制、加快處理表現欠佳公務
員，社會各界表示支持。多位立法會議員均認
同，公務員事務局精簡行政程序，是切實跟進
了施政報告的方針和回應議員質詢的表現，有
助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公務員是政府施政的重
要力量，若有人表現欠佳，而未能及時處理，
勢必影響公務員團隊士氣、拖低政府整體表
現，改革有助確保公務員團隊盡忠職守、切實
擔責，進而提升政府的治理效能。

優化公務員管理改革，是全方位、持續變
革，既要及時果斷處理不作為者，同時要大力
獎勵敢於作為者。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
提出，推出「行政長官表揚榜」，定期公開表
揚具示範作用的團隊、人員或個案等。去年11
月，公務員事務局舉行頒獎禮，100名優秀公
務員獲授嘉許狀。賞罰分明機制的建立及完
善，可極大提升公務員團隊士氣、倡導敢於作
為的文化。

本港公務員隊伍高效、專業、廉潔，在國際
上享有盛譽。在邁進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政府
不斷推進公務員管理改革，提升公務員的素質
和工作作風，不負中央和市民的信任和期待。

改革公僕表現管理 提升管治效能
律政司早前入稟高等法院申請禁制令，

禁 止 傳 播 「 港 獨 」 歌 曲 《 願 榮 光 歸 香
港》，被高等法院拒絕，引起社會強烈質
疑。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強調，維護國家安
全是香港必須履行的憲制責任，特區政府
申請禁制令合情合理合法，此次法院的判
決只注意法律執行的技術問題，忽略維護
國家安全的凌駕性要求，未全面考慮律政
司提出的事實依據和法律基礎，低估禁制
令對防範危害國家安全行為和活動的重要
性 ， 故 律 政 司 應 積 極 考 慮 上 訴 ， 禁 止
「獨」歌傳播。同時，是次事件再次反映
改革司法機構必要迫切，他們促進司法機
構切實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定責任，確
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高等法院早前拒絕律政司的申請，主要
基於幾個理由：一是不信納禁制令會有真
正功用，認為香港國安法、國歌法和煽動
罪等法律已能有效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更擔憂禁制令與上述法律有衝突，存
在「一罪兩審」的情形；二是認為須顧及
言論自由的權利，批出禁制令可能會產生
「寒蟬效應」云云。很顯然，這些理由只
眼於法律執行的具體細節，卻未有充分
考慮到禁止「獨」歌傳播的事實依據和法
律基礎，更不符合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凌
駕性。

根 據 《 公 民 權 利 和 政 治 權 利 國 際 公
約》，行使新聞和言論自由必須符合出於
保障國家安全等原因的法律限制，《歐洲
人權公約》也有類似規定。基本法和香港
國安法保障香港市民的言論自由，但任何
人在行使權利和自由時，不能煽動分裂國
家。國際公約和香港法律均顯示，維護國

家安全具有不容挑戰的凌駕地位，必須受
到法庭的高度重視。

涉案的「獨」歌在網絡公然鼓吹「港
獨」，更多次在國際賽事被當作所謂「香
港國歌」錯誤播放，貶損國家民族尊嚴，
嚴重違反憲法、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怎
能視之為言論自由？申請禁制令符合法律
程序和程序正義。有法律人士指出，尊重
法庭權威是法治精神的根本要素之一，法
庭頒發的禁制令受到香港社會的絕對尊重
及 嚴 格 遵 從 。 若 有 禁 制 令 ， 有 人 利 用
「獨」歌散播「港獨」，首先會因為違反
禁制令而被控以藐視法庭罪，審訊簡易迅
速，懲治更有效率，律政司應依法上訴，
傳遞對「港獨」零容忍的明確信號。

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全香港每個人
都應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參與者、推動者、
受益者，而不是旁觀者。保護國家安全是
「必答題」，而不是「選擇題」。司法機
關在維護國家安全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
香港國安法第八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執法、司法機關應當切實執行本法和特區
現行法律有關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
安全行為和活動的規定。

是次判決反映出司法機構有部分人員對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缺乏足夠的認識，
未能很好的履行全面準確實施基本法和香
港國安法的法定職責。包括多位立法會議
員在內的社會人士均指出，有必要檢討香
港國安法實施以來的司法運作，對司法機
構進行徹底全面改革，構建與「一國兩
制」相適應的司法體系，更好地依法維護
國家安全和特區憲制秩序，捍衛香港法
治，保障香港長治久安。

支持律政司上訴 禁止「獨」歌傳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