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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出席電台聯播
節目《行政長官施政答問》，劏房問

題是其中一個重點話題。他表示，「解決
劏房問題」工作組目標用10個月研究取
締劣質劏房，並非想要與「簡約公屋」供
應銜接，而是在考慮過不同因素後認為
10個月合適。雖然大部分劏房環境不理
想，但小部分不算劣質，有關的住戶更
可能本身是業主，只是圖交通方便而居
住劏房。
他形容，劏房並不只是居住問題還是
產業問題。政府訂立標準後可確保劏房
合理營運及設准入門檻。在控制供應的同
時，隨着公屋供應逐漸增加，相信劏房需
求會減少，市場才有望減少劏房供應。至
於未來會否為劏房發牌，無資格申請公屋的
劏房戶應如何處理，會交由工作組進行調
研。

公營屋供應量續增 有利解決問題
領導該工作組的黃偉綸昨日在記者會上透
露，工作組下周將召開第一次會議。他表
示，香港約有 10 萬戶劏房，若每戶平均兩
人，就有20萬人住劏房。由於公營房屋供應
量持續增加，為社會提供一個契機，可以共
同努力去積極解決累積多年的劏房問題，
「我們有決心去面對和解決這個老、大、難
的問題。」
工作組將按行政長官的要求，為劏房居住環
境設定最低標準，包括樓宇安全、消防和衞生
要求、居住面積等；針對未符最低標準的劏房
提出取締方法；防止不合最低標準的劏房再增
加；提出有序解決方案，包括所需的行政和立
法建議。

查不符標準劏房數量 或需凍結登記
「未來可能需要制訂新法例，令政府有權力

取締不符合標準的劏房，而訂立的標準要合
理，標準不能太低，但標準太高亦無現實意
義。而為了知道全香港有多少不符標準的劏房
單位，可能需要進行凍結登記。」黃偉綸表
示，政府會透過數據，釐定最合理的標準。
他強調，特區政府在制定取締不合規劏房行

動時，會充分考慮當中的過渡和後續安排，例
如讓業主改動單位以符合標準，或待住戶租約
完後才作取締，以免導致住戶無家可歸。他
說：「劏房問題不是一個可以一蹴即就，立刻
處理到的短期事宜，需要時間，亦需要社會各
界的共識和大家的支持。」
至於日後會否就劏房設發牌制度，黃偉綸說

未能估計：「但相信將設某種形式的登記制
度，這需要法例上支援，以取締及防止不合標
準的劏房繼續增加。」至於日後相關措施的推
行時間表，目前未有具體建議。
黃偉綸強調，特區政府一直在處理劏房問
題，現有政策保障劏房戶權利，例如租務管
制、持續打擊濫收水費等：「今次是更全面的
工作，任何建議出台都會盡快去做，包括凍結
登記，再等待有法律支持後，就會取締不合格
劏房。」

各地法定人均居住面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劏房面積概況

人均居住面積 約64.6呎（6平方米、相當
於半個車位面積）

約57呎（5.3平方米）

註：全港家庭住戶人均居住面積193.8呎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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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中位數 4,500元 5,000元

香港文匯報訊 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布的新藥審
批機制（簡稱「1+」機制），已獲香港藥劑業
及毒藥管理局通過，將於下月 1日正式生效。
特區政府衞生署發言人昨日表示，「1+」機制
將便利來自世界各地符合本地醫療需要的新藥
來港註冊，讓病患者能更早使用新藥，同時吸
引更多藥物研發和臨床試驗選擇於香港進行，
強化本地的藥物審核能力和促進相關軟硬件和
人才發展。

更主動加快審批治嚴重或罕見病新藥
衞生署發言人表示，實施「1+」機制將使香港
能更主動加快審批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新藥（即
含有新的藥劑或生物元素的藥劑製品）的註冊申
請，長遠而言，亦是有助強化香港藥物審批能
力，有序邁向「第一層審批」制度的重要一步。
發言人表示，在新設的「1+」機制下，有利於
本地用以治療嚴重或罕見疾病的新藥註冊申請，
在符合本地臨床數據支持等要求，並經本地專家
認可新藥的適用範圍後，須提交一個（而非原來
的兩個）參考藥物監管機構的許可，便可以在香
港申請註冊。
衞生署已在有關網頁公布「1+」安排，並去信
通知持份者（包括相關藥劑業聯會和藥劑製品註
冊證明書持有人），介紹「1+」機制下的細節。
詳情可見衞生署藥物辦公室網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黃書蘭）新
一份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鼓勵生育措施，包括
向合資格父母發放兩萬元新生嬰兒獎勵金。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日在立法會答問會上表
示，希望有關措施能作為政策導向，令整體社
會有鼓勵生育的意識。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則表示，香港的生育率低見0.9，與欲保持
現時人口的2.1生育率相距甚遠，希望透過一
系列措施增加生育的誘因。措施之一包括由
2024/25課稅年度起，政府將在薪俸稅和個人
入息課稅下，設立每年最多10萬元輔助生育服
務開支扣稅額。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為新生嬰兒發放兩萬元
現金獎勵等措施，李家超希望各界不要將重點
只放於兩萬元獎勵金，而應視之為一封「利
是」，「我希望大家看到整個政策導向是分為
三方面，除了我們有一些優待，包括獎勵金、
優先購買居屋揀樓、優先上公屋，我們還有一
些稅務扣減，亦有一些託兒服務，更有為鼓勵
在職家庭而增加津貼，亦有加強社區保姆計劃
等，一系列的組合做事，希望大家在這幾方面
共同一起推動。」
其後，陳國基聯同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房

屋局局長何永賢、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以
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闡述施政報告中
關於鼓勵生育、精準扶貧和加強支援照顧者的
政策。陳國基表示，推行人口政策是需要持之
以恒、細水長流。目前，香港生育率持續處於
低水平，但生兒育女畢竟是人生重要決定，觀
乎世界各地經驗，單靠政府政策鼓勵並不能大
幅提升生育率。因此，特區政府繼續以政策導
向方式，從多方面鼓勵生育，締造有利育兒的
環境，包括為有生育意願的市民提供適切支
援。
卓永興亦指，新一份施政報告向社會發
出一個強烈信息，就是政府要鼓勵生育，以
逆轉本港生育率低迷的情況，為長遠經濟
發展提供所需的人力，緩減人口老化的問
題。
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由2024/2025課稅年
度起，政府將在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下，
設立每年最多 10 萬元輔助生育服務開支扣
除，從而減輕相關有需要的夫婦的財政負
擔。
醫務及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強調，有關的免稅
額是要協助有生育困難的夫婦，不會將扣稅適

用於包括非基於醫學原因而雪卵等可能會延遲
生育決定的服務。

30前與40後生育 風險是兩回事
盧寵茂特別指出，生兒育女是上天賦予人類

的功能和權利，年輕一代卻對輔助生育工具存
有錯誤觀念，認為可以待年紀更成熟時才傳宗
接代，「事實是30歲前抑或40歲後生育，不
論懷孕機會，抑或孕婦和孩子的風險完全是兩
回事。」
他呼籲人生規劃上有意生育者，應該「有仔

趁嫩生」。事實上，無論是雪卵抑或輔助生育
治療均有許多風險，「取卵需要長時間醫生治
療、打荷爾蒙針，最終要做微創手術植卵，過
程中有許多風險。對於本身有生育障礙的家庭
而言，這當然是一個方法，但本身有能力生子
女的家庭用輔助生育的方法，可能有健康上的
代價。」
盧寵茂強調，該政策目的是協助有生育困難

的夫婦，故該項扣稅安排不適用於延遲生育決
定的服務，例如非基於醫學原因而冷凍配子
（俗稱雪卵），若不是有生育困難，不能享用
扣稅待遇。

「你未住過，唔會明白劏房或者鐵
皮屋住戶每日提心吊膽生活的滋
味。」住在沙田鐵皮屋劏房單位內的
單親母親子茵，得悉特區政府成立
「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後大表支

持，「繁華香港唔應該有咁不人道嘅住所。」不
過，她認為政府必須有配套安排，以安置受影響住
戶。社福組織、立法會議員均讚揚特區政府正視問
題的決心，建議預留部分「簡約公屋」安置受取締
行動影響的劏房戶，同時制訂一份「負面清單」，
以人均居住面積低於6平方米定為不及格水平，低
於5平方米，或者有嚴重消防或樓宇隱患的住所率
先取締。
單親母親子茵與13歲女兒租住位於沙田山坡上一
個200平方呎的鐵皮劏房8年，她直言居住環境惡
劣：「冬天好凍、夏天好熱，打風落雨會滲水。上
次世紀黑雨真係好驚，雨水打屋頂嘅聲好響好恐
怖，驚洪水沖走間屋，雨水由牆身滲入，成地積水
拖都拖唔切，又唔知邊度漏電停咗電，我們兩母女
攬住成晚唔敢瞓。」

由於要照顧女兒，她只能做兼職，收入低微。
「呢間屋雖然差，但起碼不用和別人共用廚廁。每
月4,500元租金，我勉強租得起。」她支持政府取締
劣質劏房，相信一定有合理安排，「一定會安排受
影響住戶搬到租金合理的新住處，否則廉價劣質劏
房消失，只剩貴價劏房，低收入人士租不起。」早
前，她已收到房屋署通知最快明年睇樓入住公屋，
「真係好過中六合彩。」

社協籲「簡約公屋」過渡屋預留安置用途
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出，政府最應該率先取締籠屋和板間房單位，
因為這些居所沒有獨立廚廁，且多數極為殘舊、衞
生欠佳，並不適合居住，又建議特區政府採取措施
協助受影響租客，若仍未能編配公屋單位，可以
「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預留作安置用途。
倘未能安排「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她建議
政府向有關住戶提供租金津貼，及規定劏房的起始
租金，「取締劣質劏房，整體供應自然會減少，剩
下較優質的劏房，租金自然水漲船高，所以應該訂

定合理的起始租金，並為搬到新劏房單位的住
戶提供搬遷和租金津貼，以免基層人士難以負
擔。」

議員：人均居住面積低於6平方米不及格
一直關注劏房問題的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認
為，可以「簡約公屋」安置受影響劏房戶，並建議
制訂一份「負面清單」，包含結構安全、消防安
全、環境衞生、人均居住面積、劏房合規情況等，
作為界定劣質劏房的標準，建議當人均居住面積低
於6平方米便屬不及格，低於5平方米應優先取締。
由於首批「簡約公屋」預計明年底才入伙，2026/

2027年才全部落成，他建議採取先寬後嚴方法取
締，即初期劏房有多項屬「負面清單」內的問題便
先取締，到有更多「簡約公屋」單位落成後，劏房
有一兩項不符合要求亦可能被取締。
他又認為，最重要一項因素是劏房有否兒童居

住，政府應整合教育局、學校、公屋申請等資料，
發現有兒童居於劣質劏房，便優先取締有關劏房並
作出安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文森

醫衞局：雪卵取卵有風險 港人「有仔趁嫩生」

鐵皮屋住戶：冀有配套安排妥善安置
特稿特稿

新一份施政報告宣布成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目標在10個月內對劏房的樓宇安全、消

防設施、衞生要求、居住面積等制定最低標準，為告別劣質劏房開展新篇章。領導工作組的特區政

府財政司副司長黃偉綸昨日表示，爭取下周舉行首次會議。他強調，有關的標準必須合理，而特區

政府在取締不符合有關標準的劏房時，必定會充分考慮過渡和後續問題，避免劏房戶無家可歸，同時

政府亦須制訂新法例，賦權有關部門進行取締行動，以及進行住戶凍結登記，「香港公私營房屋單位

供應將會不斷提高，社會更有底氣處理劏房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林熹

有序取締劣質劏房 免住戶無家可歸
黃偉綸：標準須合理 充分考慮過渡後續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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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住的鐵皮屋
環境惡劣。

◀ 鐵皮屋住戶子茵。

▼公營房屋供應量持續增加，為社會提供一個契機，可以共同努力去積極解決累積多年的劏房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