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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六成受訪市民冀樓市逾六成受訪市民冀樓市「「減辣減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樓巿下滑，巿
場憧憬樓巿「減辣」。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上月底回應表示，目前樓市與「辣招」推出時
有不同，會務實檢視市況，被視為新年度施政報
告可能會「減辣」的預告。紫荊研究院一項調查
發現，49.9%受訪市民預計未來一年的住宅物業價
格將會下跌，63.2%受訪者贊成特區政府「減辣」
或「撤辣」。調查機構期望施政報告積極考慮調
整「辣招」，正面回應市民期待。
紫荊研究院本月以電話成功訪問了514名市民，
問到他們對住宅物業價格的預期，結果顯示，有
39.8%受訪市民擔心本港「負資產」數量會顯著增
加，同時有50.4%受訪者稱並不擔憂。不過，多達
78.6%受訪者傾向認同一般市民對入巿購買住宅物
業會轉趨小心和謹慎，僅12.1%傾向表示不認同。

就特區政府未來一年從住宅物業買賣中獲得印
花稅收入以及賣地收入變化的評估，56.9%受訪市
民認為有關的收入將會下跌，22.3%認為大致維持
不變，僅有7.8%預計能上升，反映市民對公共財
政的憂慮。
對有建議提出應針對現時住宅物業需求管控措

施進行「減辣」或「撤辣」，調查顯示有63.2%受
訪者傾向贊成，其中23.7%更表示非常贊成，只有
27.8%並不同意，反映大部分受訪市民期望出台
「減辣」或「撤辣」措施。

近半數料未來一年樓價跌
被問及對外地人才在港置業定居的「辣招」進

行「減辣」或「撤辣」，41.8%受訪者表示認同，
期望可吸引更多海外人才來港，促進本港經濟發

展，但同時有44%受訪者傾向不認同，反映市民
對外地人才在港置業的措施存在分歧。
紫荊研究院分析，調查結果反映近半受訪市民

預期住宅物業市場未來一年持續下跌，一定數量
的市民對「負資產」房產增加感到擔憂，加上受
經濟環境不明朗、加息等因素影響，出現更多市
民有需要置業但不敢實行的情況。
同時，調查發現有超過半數受訪者更關注物業

買賣印花稅和賣地收入下跌，會影響公共財政
的穩健，而大部分受訪者傾向贊成「減辣」或
「撤辣」，背後主要考慮或與自身資產價值下
降、對特區政府財政穩健的憂慮等因素有較大關
係，故他們建議特區政府根據現實情況，包括市
場環境和社會意見等，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調整
「辣招」。

89歲患病婆婆 艱難照顧93歲臥床丈夫
89歲的麥婆婆一直與93歲丈夫同住在大角咀。她本身行動不便，要靠
助行器才能站立行走，但要照顧臥床的丈夫，長期彎腰為丈夫換衣、擦
洗、餵食，令腰肌扭傷，全身疼痛，「一郁就痛到喊，除咗死忍無辦
法。」
社區組織協會社工半年前家訪時，麥婆婆正以淚洗面、手足無措。其
丈夫已5天未能大便，腹脹痛楚，但麥婆婆無力將丈夫翻至俯臥，她見社
工到訪，立即央求對方幫忙為丈夫翻身，讓她為丈夫塞入甘油條促進排
便。社工見其丈夫健康情況差劣，急忙叫救護車將其送院救治。
類似這種無助情況，麥婆婆已不知道經歷過多少次，未能求助只能獨
自應對，「沒辦法，捱得幾耐算幾耐。」丈夫入院後，她沒體力前往醫
院探望，要靠社協派出的社區保姆協助才能到醫院探視丈夫，以及清理
她難以進行的家務工作。
她的丈夫數月前病故，剩下其獨居，令她對生活感到心灰意冷。她本
身患有高血壓等慢性病，要定期前往覆診及取藥，對她來講每次都是艱
難的任務。她擔心社區保姆先導計劃中止，恐難以自理，「冇辦法，成
世命苦，由得佢。」但她坦言最擔心自己有病在家中暈倒失救，「臭咗
都冇人知。」

97歲瘦弱老伯 辛苦服侍無法站立妻子
97歲的周先生是另一年長照顧者。他骨瘦如柴，自言「風吹都企唔

穩」，但要照顧因嚴重骨質疏鬆，以至彎腰駝背無法站立的88歲妻子秋
意婆婆，「買餸、煮飯、換洗，做唔到都要做，無辦法。」而他擔心自
己較妻子早逝，妻子無人照顧，「萬一我去咗，佢唔知點算！」

「社區保姆」施援手 惟經費耗盡須中止
夫妻倆目前只能依靠生果金為生，「睇醫生都冇錢，肉都唔敢買，一

日兩餐捱命。」幸好有社區保姆協助才能處理家務，並協助扶秋意婆婆
覆診。周先生每次出門亦十分擔心妻子在家中跌倒出事，「霞姐（社區
保姆）真係好好人，又係鄰居，真係好幫得手。」社協透過社區保姆先
導計劃為他們提供支援，惟該計劃已耗盡經費中止，周先生則希望政府
支持繼續提供社區保姆計劃，「幫我哋呢啲困難家庭。」
68歲的莫女士要照顧76歲患心臟病的丈夫，直言每日擔驚受怕，「丈
夫早幾日又無端暈倒，好彩冇跌傷，要即刻叫白車送院。」令她最感艱
難的是經濟壓力，「出入都要錢，睇醫生、買餸食飯，全靠兩公婆兩份
生果金，幾千蚊真係要精打細算。」
她本對政府將「護老者津貼」恒常化及提升至3,000元充滿期待，「每

個月多三千蚊，對我哋基層已經好好使，幫到好多。」但她了解到申請
門檻包括傷殘評估、5年前已在中央輪候冊輪候資助長期護理服務、沒有
使用任何院舍照顧服
務等，就感到失望，
「我哋邊個知道有長
期護理資助申請？仲
要5年前就申請？尤其
攞咗生果金就唔能夠
申請，豈不是一加一
減得個吉？」
她期望政府取消高

門檻，讓照顧者家庭
得到真正的幫助。

高齡照顧者心高齡照顧者心願願
盼政府持續支援盼政府持續支援
「社區保姆」幫得手 希望計劃恒常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阮淑茵
認為，特區政府設立照顧者
專線出發點好，但由於需求

太大，曾聽到有照顧者反映有緊急情緒輔導需要
致電熱線，結果要隔兩三日才獲回電。她建議政
府增加分流分類工作，盡快檢討熱線，找出改善
空間。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鄧家彪則期
望，在增加照顧者服務的同時，還要加強對獨居
長者的支援，故建議房屋署、社會福利署及醫院
管理局一同制定高風險名冊。
鄧家彪昨日上午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照顧
者日以繼夜照顧親人已極為困身，未必有進行統
一評估，建議政府在施政報告中展開更多支援照
顧者服務，如不少照顧者不適卻無法外出求診，
可以提供一些上門醫療服務，此外還可提供定期
上門暫託服務，「讓照顧者休息兩個小時買
嘢，需求都好大。」

倡制訂高風險名冊
阮淑茵建議政府加強有關照顧者專線的宣傳，
讓更多有需要的照顧者使用熱線，包括可以在醫
管局專科門診的藥袋寫上專線電話號碼
「182183」，讓潛在服務對象得悉有專線求助，
並檢視實際需求。
鄧家彪提到，在關注照顧者的同時還需要關
注獨居長者問題。據資料顯示，目前有逾8,000
名公屋獨居長者，其中有128名更為100歲或以
上，加強獨居長者支援刻不容緩，希望新一份
施政報告提出以公屋作試點，制訂高風險名
冊，確保其家中設立平安鐘，並提高鄰里支援
及關愛隊優先措施等。

服務券購保姆服務
阮淑茵認同居家安老的社區支援照顧服務十分
重要，但現在並不足夠。除了獨居長者外，她
認為還應關注「雙老」個案，提議增加資助社
區照顧服務種類和名額，及建議擴闊社區照顧服
務券的使用範圍，如可以用於購買長者社區保姆
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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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對「減辣」或「撤辣」取態

各界建言各界建言

▶社會各界希望，即將
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
推出有效措施，加強對
照顧者的服務。

▲▲社協社工上門探訪社協社工上門探訪9797歲的照顧者歲的照顧者
周先生周先生((右右))。。

▲▲在「社區保姆」協助下，難以站立的
秋意婆婆才難得出門見陽光。

◆麥婆婆（右一）在丈夫去世後，記憶力明顯衰退，社工協助她訓練記憶力。

��
����� 因應本港早前發生多宗涉及照顧者的倫常慘案，香港特區政府於上

月底設立「照顧者專線」，提供情緒支援和轉介服務等，至今已有逾

3,000宗求助個案。多位香港立法會議員及社福界人士均期望，於本周三（25日）公布的新一份施政報告可以推

出措施，加強對照顧者和獨居長者的服務。香港文匯報訪問多名年長的照顧者，有年近九旬的老婦行動不便，

但就一直照顧長期臥床的丈夫，至丈夫數月前離世，更感孤苦，恐自己會在家孤獨離世而無人知曉。有照顧者

期望施政報告出台措施，加強對他們的支援，包括降低申請長者長期護理資助的門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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