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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問題備受港人關注，但社會上有不少
基層連獨立房間也沒有。根據2021年租

管小組的劏房統計資料，2020 年全港有
100,943個劏房單位，連同籠屋及板間房共有
110,008個。

逾廿張床位僅一廚廁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一個約500呎的籠
屋單位，甫進入單位竟發現分成逾廿張有如
籠屋的上下格床位，只有一個共用的廚房和
廁所。籠屋的空間亦一眼看盡，內裏是一個
不足 20呎的公用客廳，只擺放了一張小餐
枱，卻是約20名「籠民」的蝸居。現年64歲
的黎先生是其中一名「籠民」，每月租金約
為2,400元。
身高一米七的黎先生過去兩年都屈居於一個
闊約3呎、長約6呎的床位，終日與蟑螂及床
蝨同眠。坐在細小床位的他苦笑說，日常生活
只能於床位上解決，平時只能躺平及坐直，移
動就要靠爬。雖然當他躺下時剛好，但轉身就
有困難，且因長期無打掃，四處鋪滿厚厚的黑
色塵埃，空氣中亦瀰漫陣陣霉味，長久以來更
令他患上失眠及情緒抑鬱。
他期望特區政府能盡快取締籠屋，讓他們能
夠早日告別現時令人寢食難安的居所，「希望
在我有生之年，籠屋及劏房都能在香港消失。」

收入不穩定 嘆劏房貴難負擔
現年63歲的油麻地「籠民」方先生表示，已
在一個三呎乘六呎的三面鐵皮其中一面牆的床

位租住了近10年，每月租金約2,700元。在該
個800呎的單位內劃出了35個床位，全屋人要
共用3個廁所，且不論住在上層抑或下層，與
左鄰右里僅一板之隔，輕易就聽到和感受到其
他住戶的動靜。但即使面對如此惡劣的居住情
況，現為校車司機的他表示，每月工資約得1
萬元，早幾年曾想搬到劏房居住以稍微改善環
境，但最終仍選擇繼續蝸居籠屋。
「自己年齡較大，加上收入也不算很穩

定，實在難以負擔劏房租金，即便很多不符
合『簡樸房』標準、僅約6平方米的劏房月租
都要約4,000元。」已經申請公屋3年的方先
生期望政府能盡快取締籠屋，但同時亦擔心
業主會因新政策而加租，日後自己將會居無
定所，建議政府可加速安置，以及多興建公
屋予基層人士入住。

社協：全港籠屋板間房至少逾萬戶
社協副主任施麗珊昨日在記者會上認為，

規管劏房不涵蓋籠屋床位，亦沒有清晰列明
是否規管板間房令基層市民失望。她指全港
籠屋及板間房至少逾萬戶，住客以長者、非
長者單身人士及兩人住戶為主，當中單身平
均輪候公屋隨時動輒數十年以上，他們居於
床位、板間房，所居住環境極為惡劣，私隱
度更低、呎租昂貴。
她建議特區政府應擴闊劏房定義及規管類

別，涵蓋規管所有不同建築物及樓宇的床位寓
所、板間房，並訂立時間表、安置支援政策，
有序地取締籠屋及板間房等「香港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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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上月中在新

一份施政報告提出透過建立「簡

樸房」規管制度，以逐步取締劣

質劏房，惟並不涵蓋現時受《床

位寓所條例》規管的床位寓所

（即籠屋）。有蝸居於狹小出租

床位的「籠民」昨日表示，籠屋

居住環境惡劣，聚滿木蝨、蟑螂

及老鼠，又不通風，長住下來精

神及健康狀態亦每況愈下，質疑

為何籠屋不在新的規管制度之

內。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建議香港

特區政府擴闊劏房定義，涵蓋籠

屋及板間房，並制訂安置政策，

保障所有基層住屋權。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艾力

宜速設起始租金 免成本轉嫁租戶

房屋局：過渡屋甲乙類租戶比例可彈性調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特區政
府以合乎單位標準的「簡樸房」取代劏
房，有居於不足40平方呎劏房的八旬老
翁直言，最關注安置問題，而香港社區
組織協會則促請特區政府應訂定人均面
積，以一人8平方米為基礎，每多一人
入住便應增加5.5平方米，另外盡快訂立
起始租金，避免業主將經營成本轉嫁租
戶身上，以及為受規管影響的租客提供
明確的安置政策，如提供搬遷和租金津
貼。

約6萬劏房戶受新規管影響
合規的「簡樸房」標準包括必須有
窗、有獨立廁所、面積不少於 8平方
米。社協副主任施麗珊表示，以住戶中
位數兩人估算，約6萬名劏房居民直接
受到新的規管制度影響，但政府在訂立
「簡樸房」時未有訂定人均居住面積，
「簡樸房」的標準難滿足兩人及以上家
庭成員居住需求，有違「人人有適切居
所」的立法規管初心。
她建議「簡樸房」可按最低人均居住
面積為概念，參考公屋居住密度平均每
人少於7平方米便符合資格向房署申請
調遷，而居住密度平均每人少於5.5平方
米更屬擠迫戶，以此制定人均面積，以
一人8平方米為基礎，每多一人增加5.5

平方米。
她並認為，執改劏房單位以達「簡樸
房」標準，需要一定成本，而「羊毛出
在羊身上」，現時由於並沒有起始租
金，租約結束後劏房業主大可上調租
金，租戶若未能負擔，或被迫向下選擇
床位寓所等居住環境更差的地方。

冀現金津貼計劃加碼及恒常化
她表示，政府延長為居於不適切居所
且輪候公屋滿3年私樓住戶的「現金津
貼試行計劃」至明年6月，建議考慮將
現金津貼計劃恒常化，同時增加計劃的
津貼額，並將受惠對象放寬至輪候公屋
的非長者單身人士，避免劏房租戶未能
承擔增加的租金。
此外，劏房居民最關心的是立法後被
迫搬遷和安置問題。年過80歲的黃伯三
年前退休，以月租2,890元租住深水埗一
間不足40平方呎的劏房，租約今年8月
屆滿，業主告知不再續租，他向社協求
助才知租管條件下，租客有租住權保
障，經交涉後始獲續租，但現最關心日
後的安置問題。施麗珊建議政府安置措
施包括為所有被迫搬遷的劏房戶，按需
要作出不同安置方案，在登記期及執整
期而被要求遷出的租戶，要提供搬遷和
不少於6個月的租金津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今屆特區政府多
管齊下，為有需要的基層市民提供改善生活環境的
選擇。房屋局局長何永賢昨日在社交平台上發帖指
出，自上月底開始，房屋局已向營運過渡性房屋的
機構公布，可因應個別項目的實際情況靈活地調整
甲乙類租戶比例，進一步放寬至在特定情況下可下
調至最多20︰80。一眾營運機構都認同有關安排，
現時已有12個項目調整了甲乙類比例，9個調整為
50︰50，另有3個調整為60︰40。在現有約17,900

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中，可供乙類租用的單位已逾
6,500個。
根據房屋局上月提交立法會的文件顯示，截至今

年9月底已有17,9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投入服務，
預計約有3,300個單位會在今年及未來兩年相繼落成
啟用。部分單位已經流轉供第二批居民入住，有單
位使用率達144%，進度良好。
房屋局一直因應個別過渡性房屋項目的實際情

況，批准營運機構更靈活調整甲乙類租戶比例。由

今年10月28日起，位於市區的過渡性房屋項目的甲
乙類租戶比例由80：20調整至70：30，或於有需要
時進一步調整至 60：40；位於擴展市區的項目調整
至 70：30，或於有需要時進一步調整至 50：50；
位於新界的項目由最多50：50，進一步放寬至最多
20︰80。

何永賢：照顧不同基層迫切需要
何永賢昨日解釋，隨着簡約公屋將於明年開始陸

續入伙，照顧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的甲類申請
者，過渡性房屋可以靈活增加乙類比例，讓兩類短
期房屋項目更能照顧不同基層市民的迫切需要。她
指出，在現有約17,900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中，可供
乙類租用的單位超過6,500個。當中鄰近紅磡港鐵站
的「善匯」、大埔的「樂善村」及「善樓」、元朗
的「路德會雙魚薈」、「路德會七星薈」及「新田
部屋」，及打鼓嶺的「博愛昇平村」，還有一定數
量的乙類單位供有需要的合資格市民申請。
她預期申請調整乙類租戶比例的項目會持續增
加，令簡約公屋和過渡性房屋有更好分工，相輔相
成，全面照顧更多有迫切需要的基層市民。

▲黃伯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建議香港特區政
府擴闊劏房定義，涵蓋籠屋及板間
房。

◀黎先生這兩年來，都蝸居於一個闊
約3呎、長約6呎的床位，終日與蟑螂
及床蝨同眠。

◀約500呎的籠屋單
位，有逾20床位，只
有一個共用的廚房和
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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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昨日公布黃岩島領海基

線。黃岩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劃

定基線、對外展示對黃岩島主權合

法合理，反映中國維護自身在南海

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意志、決

心和能力，有力反制菲律賓企圖侵

佔中國領土主權的非法行為。中國

為維護南海和平穩定，對黃岩島爭

議採取理性、克制、負責任的做

法，菲律賓不斷挑釁，根本是誤判

形勢、墮入當人棋子的圈套。菲律

賓須汲取教訓，及早重回與中國和

平協商、談判解決爭議的正軌。

根據國際海洋法「陸地決定海洋」

原則，只有領土的主權者才能根據

領土主張海洋權利。黃岩島是中國

的固有領土。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

附近海域，對包括黃岩島在內的中

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主權，對

相關海域擁有主權權利和管轄權。

中國上述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具有

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根據確定

菲律賓領土的三個國際條約，黃岩

島從來不在菲律賓領土範圍內。此

次公布黃岩島領海基線，是中國主

權範圍的事情，是中國作為黃岩島

的真正唯一主人，按照國內法和包

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內的國際

法行使主權和行政管轄的舉措，是

中國推進領海基線劃設工作、完善

領海基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近一段時間，菲律賓在美國挑唆

下，在黃岩島附近海空域頻繁滋事挑

釁。日前，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簽署了

所謂的菲律賓「海洋區域法」「群島

海道法」，將黃岩島和南沙群島大部

分島礁及相關海域，非法納入菲方海

洋區域。中國宣布黃岩島領海基線，

是對菲方的直接有力反制。這也反映

出，隨着國家實力的增長，中國在南

海維護自身領土主權的工具箱、政策

儲備和維權手段多元有效。

中國為黃岩島劃定基線之後，結合

《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屬經濟區和大陸

架法》以及其他法律文件，中國在黃

岩島海域的海域主張及其範圍就更加

明晰。這不僅有利於其他國家明確在

相關海域內的權利和義務，也有利於

使中國在黃岩島海域內的執法活動更

清晰透明，還有利於採取更有力措施

養護生物資源，保護和保全海洋環

境。

黃岩島的領海基線不是最近才劃出

來的，中國在處理周邊海洋問題上，

一直採取謹慎克制做法，不使爭議擴

大化、複雜化，但當主權一再遭遇挑

戰時，選擇公布基點基線的方式維護

自身主權和海洋權利，符合國際法和

國際慣例。菲律賓應深刻反省，及早

回到與中方和平協商、談判解決爭議

的正軌，維護南海地區和平。

中國捍衛黃岩島主權合法合理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日前

在深圳召開香港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中央港澳辦、國

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香港工商界和企業家要

正確認識自身事業發展與香港發展、與國家發展的關

係， 「以實際行動詮釋愛國愛港，共同建設美好香

港，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更好發揮作用」。

香港工商界素有心繫家國、情牽桑梓的優良傳統，在

貢獻國家、建設香港中一直發揮着重要作用，亦成就

了自身和香港讓人津津樂道的商業傳奇。香港工商界

從來與國家命運與共，與香港共同興旺；在由治及興

的關鍵時期，工商界更要自覺把個人的事業發展和香

港的繁榮穩定、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繫，為國家發

展和香港建設勇於擔當、挺身而出，在國家新一輪改

革開放和香港由治及興進程中找到更大舞台、發揮更

大作用、作出更大貢獻，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在香港波瀾壯闊的發展歷程中，湧現出一大批世界

知名的企業和企業家，用實幹興港、實業報國書寫了

愛國愛港的生動範本。不論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

改革開放，還是香港順利回歸、成功落實「一國兩

制」、抗擊各種風險挑戰，在國家和香港發展的不同

歷史階段，工商界都與國家和香港風雨同舟，發展了

香港，貢獻了國家，也成就了事業。事實一再證明，

國家發展好，香港發展好，工商界的事業就能發展更

好。習近平主席早前給祖籍寧波香港企業家的重要回

信，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企業家的肯定和鼓勵，充

分體現了對香港發展的高度重視，激勵包括工商界在

內的香港社會各界發揮優勢，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

中貢獻香港力量，實現更好發展。

如今，香港正處在由治及興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

既面臨難得機遇，也面對複雜挑戰。由於經濟結構、

消費模式轉變，香港餐飲零售等行業復甦動力不足、經

濟新增長點仍待點燃；貿易、航運等傳統優勢領域，面對

巨大轉型升級的壓力；個別西方國家不擇手段打「香港

牌」遏止中國發展，不斷抹黑中國和香港，美國對華政策

更增添不確定性，香港可能面臨更嚴峻挑戰。夏寶龍指

出，當前香港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變化，香港發展面臨不少

挑戰，也迎來新的機遇。香港工商界和企業家作為推動經

濟發展的主力軍，應當勇於擔當、挺身而出。

其中的關鍵一點，是要繼承發揚老一輩企業家的優良

傳統，用實際行動對國家和香港投下信心一票，「當有

人惡意唱衰香港、鼓動外資撤離製造恐慌的時候，工商

界更應堅定對香港的信心，從人力、物力、財力各個方

面支持香港；當外部環境不明朗、香港經濟發展遇到困

難的時候，工商界更應把企業發展同香港經濟緊密結合

起來，努力尋找新的突破口和增長點，共克時艱、共渡

難關。」「面對外部勢力持續對香港抹黑攻擊，香港工

商界和企業家要發揮國際聯繫廣的優勢，積極舉辦各類

國際交流活動，邀請更多外國友人來港實地考察，親眼

見證香港的活力與魅力。」

工商界只有自覺把個人的事業發展和香港的繁榮穩

定、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將個人的小我融

入到香港的大我、祖國的大我之中，才能在國家新一輪

改革開放和香港由治及興進程中找到更大舞台。中共二

十屆三中全會開啟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社會主義

強國建設的新征程，全會《決定》釋放出擴大高水平對

外開放的明確信號，香港工商界在國家進一步深化改革

開放進程中扮演好投資者、推動者、貢獻者的作用，發

揮好外引內聯的橋樑作用，助力國家和香港可持續高質

量發展，必將獲得更多國家富強進步、香港繁榮穩定的

巨大紅利。

工商界心繫家國命運與共 勇於擔當挺身而出譜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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