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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昨
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抵達上海，與上海市委
書記陳吉寧及上海市市長龔正會面。會面後，
李家超與龔正共同見證了兩地政府部門和機構
簽署5份合作協議或備忘錄，涵蓋職業及高等
教育合作、科研與人才培訓、科研創新合作、
產業合作和就國際仲裁開展合作等範疇。
李家超一行昨日中午抵達上海後，先與當地

的港人和港企代表見面和交流，了解他們工
作、學習和生活的情況。李家超表示，在滬的
港人港企對滬港兩地合作和發展貢獻良多，期
望他們繼續支持特區政府在上海以至華東地區
的聯繫和推廣工作，一同說好香港故事。
下午，李家超與陳吉寧及龔正會面。陳吉寧表

示，在中國式現代化新征程上，滬港兩地承擔
重要使命，希望雙方深化溝通對接，更好發揮各
自優勢，聚焦金融、航運、科創、專業服務及城
市規劃、城市治理等領域，開展更大範圍、更深
層次的合作，力加強經驗互鑒、平台互通、設
施互聯、人才互動，共同推動滬港合作交流再上
新台階，攜手為國家發展大局作出更大貢獻。

李家超表示，今年是「滬港合作會議」機制成

立20周年的新里
程。香港和上海
有穩固合作基
礎，各領域交流
交往頻繁、互補
性強，此次來滬
更加深切感受到
上海這座城市的
勃勃生機和發展
勢頭。香港在積
極主動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對接
國家發展戰略的
過程中，期待與
上海進一步深化
合作，圍繞科技
創新、金融服務、人才集聚等，加強優勢對接、
推進互學互鑒，更好依託進博會這一重大平台拓
展經貿合作，攜手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在之後舉行的簽約儀式上，李家超與龔正見

證了上海市教委、市經信委、上海國際經濟貿
易仲裁委員會、臨港集團分別與香港特區政府

教育局、香港貿發局、香港國際仲裁中心、香
港大學簽署相關合作備忘錄。
李家超其後與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

長丘應樺到訪上海和睦家醫院長寧院區，聽取
院方代表介紹院區的運作和應用醫療科技的情
況，及了解當地港資私營醫療服務的發展。晚

上，他出席了第六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的歡
迎晚宴，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與會代表交流。
今日，李家超會出席進博會暨虹橋國際經濟

論壇（虹橋論壇）開幕式，並分別在虹橋論壇
「香港通道．連接全球」分論壇，以及「投資
中國年」高峰會議上致辭。

特首訪滬簽多份合作協議 涵蓋科創國際仲裁等範疇

規管劏房標準明確 非設分級制
何永賢：研透過法例及登記制防增長 強調不會令劏房戶「流離失所」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新一份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由跨部門政府官員組成的「解決劏房問題」工作組，首次

會議於前日（3日）舉行。擔任副組長的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小組會從劏房面積、高

度、單位通風情況、有無獨立廁所等方向研究制定「劣質劏房」的定義。她強調，規管劏房並非設分級制，而

是要取締劣質劏房，因此要設立明確標準，令不合格劏房有改善的機會：「猶如考試設立合格和不合格，並設

補考以達至標準。」工作組還考慮透過法例及登記制度等行政手段，取締及防止劣質劏房增長，又強調不會令

劏房居民「流離失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元朗洪水橋的過渡性房屋項目
「仁愛居」昨日上午舉行開幕典禮。該項目由房屋局資助、市
區重建局提供技術支援，慈善機構仁愛堂負責興建及營運，是
以內地廠房製作組件後，以貨船運抵香港，並在地盤進行裝嵌
建成，共提供410個獨立單位，包括1人、2人、3 人及無障礙
單位，月前已入伙，目前入住率達95%。出席開幕禮的房屋局
局長何永賢表示：「希望各界將過渡性房屋的信息傳播開去，
讓更多劏房家庭盡快下定決心入住。」有從劏房搬進仁愛居的
住戶表示：「住進梗房好開心，這裏也很方便。」
「仁愛居」獲房屋局資助超過兩億元，以「橫向型」單位

設計，盡用牆身空間開設窗戶，增加單位採光和通風。「仁
愛居」的單位主要分三類，涵蓋1人至3人單位，面積由約
132平方呎至286平方呎，月租由2,390元至3,700元。每個獨
立單位內均有獨立廚廁，安裝熱水爐、坐廁，洗手盤、冷氣
機等基本設備。成功申請入住家庭可租住兩年，如果期間未
上到公屋可以續租多兩年。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戴凱倫介紹，「仁愛居」住戶包括不少

長者、單親家庭、新來港市民及少數族裔等弱勢社群。為提
供更多元化及完善的社會服務，仁愛堂部分服務崗位，例如
文職人員 、保安或者清潔工等，更聘請了「仁愛居」居民擔
任，為居民提供就業機會。

何永賢籲劏房戶積極申請入住
何永賢在開幕禮致辭表示，特區政府有八千個過渡性房屋項

目，接下來陸續推出1.3萬個過渡性房屋，「簡約公屋」亦很快
動工，形容「過渡性房屋項目速度非常好，非常穩定。」
她引述有「仁愛居」住戶說：「住劏房環境，一天都嫌

多。」她呼籲劏房住戶積極申請入住過渡屋：「可以作出選
擇，下一個決心，換過一個新的環境，適應期也會很快。」
在開幕禮後，何永賢走訪一個「仁愛居」3人單位家庭。在

今年8月入伙的何太太表示，上址交通方便、買菜也方便，小
朋友讀書就轉到附近學校，現在和丈夫都在附近找到工作，
所以與住在市區沒區別。她說：「以前我哋住土瓜灣劏房，
每月租金5,800元，好驚石屎會跌落嚟，隔籬左右有『一樓
一 』，又會有曱甴，環境好惡劣。」
目前她在「仁愛居」的月租3,700元，還另外設有租金津

貼，減輕負擔之外，生活也舒適很多。其女兒樂樂亦對何永
賢說：「學校就在對面馬路，很方便。以前住細屋，現在住
進大房，好開心。」
何永賢其後訪問一個一人單位住戶、獨居的68歲婆婆「翁

翁」，她大讚「仁愛居」的社區服務中心環境優美，支援到
位。她說：「我以前住流浮山寮屋，居住環境好差，搞到患
上憂鬱症。好彩社工推介，申請入住『仁愛居』，住咗幾個
月感覺好開心，重新歡笑開朗，十分感恩。」她透露，已獲
分配藍田公屋獨居長者單位，12月入住，仁愛堂社工已答應
會協助搬屋，並送贈二手傢俬。
何永賢呼籲劏房住戶盡快申請入住過渡性房屋，改善居住

環境，住在過渡性房屋更有鄰里互相協助，而關愛基金亦會
提供轉校、搬屋的津貼予劏房戶，「你可否想像一個劏房戶
家庭，如何跟左鄰右里慶祝中秋？不會，連桌子也放不下。
但搬到過渡屋，就多很多空間，可以齊齊食月餅、玩燈籠。
我好想透過大氣電波，讓多些劏房朋友聽到，盡快申請過渡
性房屋，不要猶豫！」

根據特區政府的估算，目前有逾22萬港人住在劏房內。何
永賢坦言，劏房問題複雜，在解決劏房問題上，需要小

心調研，不能操之過急，要先定義何謂「劣質劏房」，然後
想辦法取締。
她澄清，工作組的目的並非如坊間以為制訂劏房分級制︰

「我們正討論訂立一個標準。就像考試一般，如果有個標準，
當然就會有合格和不合格；有些是僅僅不合格，那麼都會讓他
們補考，給他們一些時間修正小問題，就有機會變成合格。」

衞生環境差劣「一定唔得」
何永賢透露，上周首次會議上並未就「劣質劏房」敲定定

義，未來制訂標準時會考慮人均居住面積、高度限制等，「我
們現在的定義是針對很差劣的劏房，大家時常在新聞見到，一
些劏房連洗手間都沒有牆隔開，連廁所門都沒有，要在馬桶旁
邊睡覺我都見過，這麼差劣的衞生環境一定唔得。」
特區政府還會探討推出登記制度，何永賢說：「施政報告

說了首先要有定義，然後要想辦法將不合定義的（劏房）取
締以及防止增長，這可能某程度或某方法的登記才可能做到
防止增長的效果。」
她強調，政府在取締和防止劣質劏房增長方面，聽取不同

人士提出的意見，考慮用不同的行政手段落實，「例如考慮
是否要有法例配合取締行動，現有的《建築物條例》及《消
防條例》能夠發揮到多大效用、是否需要再補充等。」
何永賢透露，在工作組首次會議上，成員已就劏房問題作

初步交流：「不同部門就各自政策範疇匯報已做的工作、未
來可以做的工作，並討論目前已有的數據，可以如何協助掌
握全港劏房戶的情況。」

暫無計劃改變資助房屋比例
就特區政府剛公布《長遠房屋策略》指出，公屋/綠置居和

資助出售房屋比例維持7:3，有意見認為應該增加資助出售房
屋比例，何永賢說：「暫時沒有計劃改變這個比例，因為仍
有13萬人正輪候公屋，如果調整相關比例，輪候公屋時間或
會因而延長。」
她同意資助房屋是置業的重要階梯，但隨着整體供應愈來

愈多，資助房屋的數目亦會相應增加：「當個餅做大，三成
的實際數字都會加大。」
何永賢表示，不希望將劏房戶安置與公屋直接掛鈎：「公

屋政策是從整體考慮，不是只用作解決劏房問題，現時住在
劏房的居民，其實還有過渡房屋及『簡約公屋』等選擇。」

「仁愛居」開幕 入住率達9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新一
份施政報告中提出擱置沙嶺超級殯葬
城計劃，將原定兩公頃土地改為創科
及相關用途。對此，特區政府創新科
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日表示，考慮
到土地的位置、基建規劃、可供發展
空間、鄰近商業交通社區等支援配
套，以及業界對類似設施的殷切需求
等，初步認為涉及人力比較少的數據
中心是其中可行的探討方向，目前正
在進行技術評估，包括水、電及信號

系統等是否能達到相關要求，並就其
他可行用途進行相關研究和爭取有關
社會各方的意見。
孫東透露，正構想日後若落實在沙
嶺興建數據中心，不會只是建立單獨
的數據中心，而是一個數據園，「因
為這個地方山清水秀，很多山坡今後
也可以加以利用」，並正與發展局探
討未來平整更多土地的可能性，以形
成很好的數據園，此舉對解決缺少創
科土地的問題有很好的幫助。

沙嶺土地擬建數據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有望於
明年初實施的「粵車南下」首階段措
施再有細節安排，特區政府運輸及物
流局局長林世雄昨日表示，首階段粵
車需停泊在港珠澳大橋人工島，限額
數量與車位供應掛鈎，預計粵車每日
逾千名額。
運輸及物流局早前表示「粵車南
下」首階段將於明年初實施，林世雄
昨日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首階
段廣東省南下的車輛需要停泊在港珠
澳大橋人工島自動化停車場內，因此
需要等該停車場完工及啟用後，才能
實施「粵車南下」的第一階段措施。
他表示，停車場的車位供應量，即

等同「粵車南下」首階段的限額，預
料名額每日超過一千個，「我們覺得
如果車位太少，未必能應付需求。」
除了停車問題外，特區政府還需要

與內地在對接系統上多落工夫，屆時
南下的車輛需要先預約停車場的車
位，之後識別來港的車輛安排泊車，
內地旅客停泊車輛後可以到香港國際
機場轉機；或會獲接載到人工島口岸
入境香港，可前往大嶼山或香港其他
地方。
談到「粵車南下」第二階段，林世

雄預期限額會比第一階段少，主要考

慮香港交通未必能夠承受增加的粵車
數量，同時會考慮一籃子因素去決定
粵車在港的駕駛範圍。「港車北上」
已實施了數個月，右軚車到內地的秩
序良好，因此他對「粵車南下」亦有
信心。

明年初步研究東九龍線走線
就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東九龍線明年
會邀請營運商交意向書，林世雄解釋，
目的是收集更多資料，了解不同列車系
統的特色，以便撰寫標書讓營運商投
標。政府明年會就項目進行初步研究，
例如走線、環境影響評估等。
林世雄透露，由於寶達和油塘的地

勢有差異，故連接寶達及油塘的走線
以隧道接駁的造價會較高，估計成本
增加至少兩成。但經衡量後，他認為
選擇合理，例如首尾均可連接港鐵
站，相信可平衡路線的效益，又強調
此舉不會導致東九龍線成本翻倍，
「如果做一條隧道，令整段的成本效
益奇低，我都不會推薦。」
被問及有建議走線應接駁至慈雲山，
林世雄坦言，政府曾就此作研究，但由
於慈雲山一帶住宅及學校較多，且屬上
坡路段，難以尋找合適走線，故會待未
來詳細規劃時再研究。

粵車南下首階料名額每日逾千

◆◆仁愛居住戶月前仁愛居住戶月前
已入伙已入伙。。 FbFb圖片圖片

◆何永賢（中）
上周五出席
「解決劏房問
題」工作組首
次會議。右為
財政司副司長
黃偉綸。

◆李家超（左二）與上海市委書記陳吉寧（右二）及上海市市長
龔正（右一）會面。

◆李家超到訪上海和睦家醫院長寧院區，聽取有關醫院運作
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