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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香港樓價高企，不少市民被迫蝸居
於劏房的小空間，以在城市夾縫中求存。
根據政府統計處2021年發表的統計顯示，
本港劏房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為5,000元，
租金與收入比率中位數為32%，明顯高於

全港住戶的16.8%。人均居所樓面面積方面，單人住戶
為10.8平方米，二人住戶為 5.8平方米，遠低於全港人均
的16平方米，而三四人或以上住戶的人均面積（少於4
平方米）更只有全港住戶的四分之一。有劏房租客表
示，其房間空氣侷促，又因街外臭味或噪音而被迫長期
關窗，尤其對於哮喘病患者的影響更為嚴重。
一家三口居於尖沙咀的趙先生表示，其劏房單位只有

40呎，沒有儲物空間亦無獨立廁所及廚房，只有15個人
共用的廁所，每月租金連水電費為5,000元。他指出，家
中只有一扇對着天井的窗，若開啟窗戶，天井會傳出陣
陣惡臭，尤其在炎熱的夏天臭氣沖天，迫於無奈只有大
部分時間緊閉窗戶。
趙先生亦十分擔心7歲女兒的脊骨問題，「現時女兒
的活動空間只有碌架床，房間完全不能放下一張桌子，
她被迫在床上做功課，我睡覺都只能打地鋪。」他續
說，早於2010年起輪候公屋，由於之後離婚，與現任太
太重新申請公屋時，房委會每年均以不同理由拒絕申
請，今年終在社工協助下申請成功。他歡迎取締劣質劏
房政策，但希望政府有適當的安置安排，例如讓劏房戶
加快入住公屋。

一家六口擠不足百呎劏房
已申請公屋4年的陳太則自2018年嫁來香港，現與丈
夫育有四名女兒，大女已經11歲。來自印尼的她表示，
現時與丈夫申領綜援，但一家六口擠在深水埗不足100
呎的劏房內，每月租金4,600元。她同樣指出，家中完全
沒有收納空間，所有衣服都是靠放在編織袋中，「隨着
女兒愈來愈大，很多時候都需要有自己的空間，但無奈
單位實在太小了。」
陳太表示，目前最大的居住問題為空氣不流通，「單
位內只有一扇小窗，但亦無助於解決單位內空氣污濁的
問題，丈夫更患有哮喘，近年來病情亦日漸惡化，想在
家裏呼吸一口新鮮空氣都難！」她期望可盡快入住公
屋，既緩解丈夫的病情，亦能讓女兒們有自己的空間生
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天井傳惡臭
關窗無氣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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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全港約有22萬人居於11萬間劏

房，當中不少人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

特首上周三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成

立「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用10個月

時間定出劏房居住環境最低標準等事

項。有關措施獲社會普遍讚好，但有劏

房租客昨日在記者會上表示，擔心現時

公營房屋供應不足，取締劣質劏房的同

時，會否導致劏房戶要捱貴租，變成無

家可歸。社區組織協會建議新成立的

「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參考公共房屋

的編配、擠迫戶標準及聯合國對適切居

所標準，釐定出9項準則，當其中3項不

符合要求則被界定為不符合「法定最低

住屋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團體倡9項準則取締劏房
參考公屋編配擠迫戶數據 3項未達標可列不符「最低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積金局主席劉麥
嘉軒昨日發表網誌指出，在積金局和業界多年來共
同努力下，用以衡量強積金收費水平的平均「基金
開支比率」已由 2007 年的 2.1%降至今年 9月底
1.35%，減幅達36%；現時404隻強積金基金中，
120隻的基金開支比率更低於1%。她表示，積金局
現正全力構建的「積金易」平台，預期在2025年起
運作首兩年，計劃成員需支付的行政費預計平均降
低30%，十年內累計節省高達300億元至400億元
行政成本，相當於期內原來行政費的41%至55%。
劉麥嘉軒指出，積金局多年來一直竭盡所能推動
減費，包括在2012年推出俗稱「半自由行」的「僱
員自選安排」和在2017年推出設有收費上限、俗稱
「懶人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DIS），以及提
升基金收費透明度，促進業界競爭，從而創造收費
下調空間，惟仍有進一步下調空間。
在提高收費透明度方面，積金局於2019年推出
「強積金基金平台」，將基金收費披露「一拆
三」，促使受託人仔細向公眾披露管理費的三大組
成部分，包括行政費、投資管理費及保薦人費。劉

麥嘉軒表示，此舉不但讓計劃成員清楚理解受託人
收費背後的理據，有助選擇基金，更能讓積金局作
針對性部署，持續推動減費。
數據顯示佔基金收費最大比重的是行政費，佔整

體收費逾40%。劉麥嘉軒表示，現正全力構建的
「積金易」平台旨在將強積金計劃的行政工作程序
標準化、精簡化和自動化。法例訂明，當強積金受
託人由明年第二季起分階段過渡至「積金易」平台
後，省下來的行政成本將會直接轉移，令行政費及
基金整體收費相應下降，讓計劃成員受惠。為針對
行政費以外的投資管理費及保薦人費等基金開支，
積金局正要求受託人審視轄下基金的收費下調空
間，同時提交5年減費策略方案。積金局其後會作
詳細分析，並與各受託人跟進其相關方案。

DIS核心累積基金淨回報達4.4%
她提醒計劃成員在選擇強積金基金時須留意，收

費高低並非唯一的指標，基金表現亦是衡量個別基
金是否物有所值的重要因素。而截至今年6月，有
300萬個強積金賬戶有投資於DIS及旗下基金，佔

賬戶總數27%。劉麥嘉軒指出，自DIS於2017年4
月推出以來至今年9月，旗下的核心累積基金平均
年率化淨回報達4.4%，跑贏其他強積金基金類型。

社區組織協會昨日舉行記者會，表達對
「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工作的意見。

對於政府準備着手解決劏房問題，現時居住於
不足50呎劏房的李先生認為，在目前仍未解決
公屋及露宿者問題下，難以處理劏房問題，
「未有足夠的配套下取締劏房，劏房戶可住
哪？」
他認為政府應先有具體安置的安排，同時亦擔
心若把劏房分為「劣質」及「優質」，業主把劏
房改建成「優質」，只會變相加租，最終住戶只
能苦捱貴租。

憂安置政策不完善無家可歸
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表示，市民對施

政報告的建議「又喜又悲」，「有機會可以搬
離劏房是喜，但亦擔憂安置政策不完善，或令
他們無家可歸。」
她提到，政府於上世紀九十年代推出《床位

寓所條例》政策，淘汰劣質籠屋，但條例寬鬆
將應禁止的籠屋合法化，又不保證居民有安
置，結果只有數百名籠屋居民被安置到單身人

士宿舍，其他成千上萬籠屋居民只是由被關閉
的籠屋搬往非法籠屋，租戶的住屋環境無改
善。
她認為，若解決劏房問題並沒有提出安置處
理，便會重複當時提出解決籠屋問題時的景
況，「租戶住屋環境無改善，最終可能需租一
些價格更貴和非法的居所居住，令劏房問題加
劇。」
至於訂立劏房的「最低標準」方面，施麗珊認

為，「最低標準」的定義除考慮建築物的安全程
度，亦要顧及單位宜居性和住戶負擔能力。
她建議政府可參考公屋的編配、擠迫戶標準及
聯合國對於適切居所的標準，考慮劏房的居住面
積、居住高度、單位戶數、間隔物料、通風及樓
宇管理等9項準則，當其中3項不符合要求時，
應定為不符合「法定最低住屋標準」。

不符標準單位 租戶應有權解約
針對租客和業主在執行機制和安置配套方面，
她建議有6個月整改期，任何不符合「最低住屋
標準」的單位，業主須在6個月內進行改善工

程，否則不可再
出租，租戶亦有
權提早解約而業
主必須提供安置
搬遷津貼。
施麗珊建議政

府用兩年時間
先進行立法及
全港劏房登記
工作，其後興
建的劏房必須
符合「最低住
屋標準」，並
等待「簡約公
屋」及過渡性
房屋合共5萬個
單位齊備，再加上公屋供應量增加、起始租金
立法及房屋署的現金津貼配套下，務須在5年
內全面展開取締籠屋、板間房及劏房工作。社
協同時促請政府對劏房實施登記制度，新興建
劏房必須獲政府相關部門批准和領牌等。

◆李先生認為，在目前仍未
解決公屋及露宿者問題下，
難以處理劏房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香港文匯報訊 作為香
港和內地的法官及司法人
員持續專業交流的其中一
項計劃，由香港司法機構
的法官及司法人員組成的
代表團昨日啟程到北京交
流訪問。
據特區政府公布，代表
團包括17名法官及司法人
員，由高等法院首席法官
潘兆初擔任團長，終審法院
常任法官林文瀚擔任副團
長。訪京期間，代表團將就
憲法與基本法、司法制度、
訴訟經驗、內地與香港特別
行政區司法協助及國家發展
概況等議題進行交流，以
及出席座談會和講座，並
參訪當地法院、科技和文
化等設施。代表團將於11
月5日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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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香港與內地
全面復常通關後，港人出入境內地需預先填
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健康申明
卡》，並出示完成申請的黑色二維碼方可過
關，引起諸多不便。昨日網傳國家海關總署
將於本周三（11月1日）起取消申報「健
康申明卡」，但官方尚未正式公布。全國人
大常委會委員李慧琼昨日在線上回應傳媒查
詢時表示，她已向國家海關總署及不同單位
求證，指有關單位反應非常正面，取消「健
康申明卡」已進入最後審批階段。她本人對
取消該申明卡充滿信心，有關細節有待國家
海關總署公布。

新措施有助兩地人員物流往來
李慧琼表示，所有防疫政策要因時制宜，

正如兩地往來於疫情前不用申報，現時若回
復至疫情前安排，並無不妥。她感謝海關總
署聆聽市民意見，尤其是健康申報碼容易對
長者造成不便，相信新措施將有助兩地人
員、物流往來。
李慧琼曾於6月26日召開的十四屆全國

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前，向全國人大常委
會辦公廳提交了希望取消用於出入境的「健
康申明卡」意見；又於7月25日召開的十
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進行期間，

與36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遞交聯署信，期
盼取消申報「健康申明卡」。
2020年1月26日，海關總署發布《關於

重新啟動出入境人員填寫健康申明卡制度的
公告》，在全國口岸重新啟動出入境人員填
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進行健康申報的制度。申明卡的主要功能
為：對所有出入境人員的申報內容進行審
核，嚴格排查有沒有相關症狀、有沒有在
14天內到過疫情發生的地區或國家，以及
有沒有接觸史等。國家海關總署自9月16
日起已簡化「健康申明卡」的要求，其中往
來港澳人士申報內容由11項減至9項。

傳周三取消出入境健康碼 李慧琼：已到最後審批階段

「積金易」首兩年行政費料省三成

◆劉麥嘉軒表示，「積金易」平台預期在2025年起
運作首兩年，計劃成員需支付的行政費預計平均降
低30%。

◆李慧琼指取消「健康申明卡」已進入最後審批階段。
圖為旅客前往羅湖口岸。 資料圖片

◆社協建議參考公共房屋的編配、擠迫戶標準及聯合國對適切居所標準，釐定出9項準則，當其中3項
不符合要求則被界定為不符合「法定最低住屋標準」。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趙先生指，
窗外天井會傳
出陣陣惡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木又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