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灣區置業租樓投訴 3年逾750宗
珠海購房無廁所賠償拖字訣 港消委推一站式網上住房錦囊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跨境往來日益便捷，

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的願景陸續實現，跨境物業

買賣和租賃活動頻繁，不過，灣區內每個城市的市場

環境各有不同，容易因為不了解而中伏。過去3年，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共接獲超過750宗相關投訴，包括

有人以223萬元人民幣購入珠海一個商住兩用單位，

實地視察才發現單位全無裝修，亦無洗手間，質疑貨

不對辦。發展商雖然承諾賠償，但拖足一年未獲退

款。為協助消費者全面掌握粵港澳三地住房資訊，消

委會推出全新一站式網上平台「大灣區住房錦囊」，

提供灣區11個城市購買一手樓、二手樓，以及租樓

所需資訊及注意事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粵港澳三地消費者跨境置業或租賃的情況愈來愈普及，但各
城市的置業手續以及政策均不同，容易產生糾紛。香港消

費者委員會主席陳錦榮昨日在該會活動上表示，過去3年共接
獲758宗關於大灣區置業或租樓的投訴，其中以香港物業佔最
多共709宗，其次是珠海物業有20宗，惠州亦有10宗，主要涉
及遲交樓及未如期完成裝修等。

涉款最多投訴個案：233萬人幣購住宅單位
在有關廣東省9個城市置業的投訴個案中，涉款最多的個案
達233萬人民幣。陳錦榮指出，投訴人2019年購買橫琴住宅物
業，合同原定翌年12月底交樓，但發展商以國家疫情政策為由
延後3個月交樓，其後又引述該區政府2018年頒布的規定指，
不能按照合約訂明的裝修規格交付，物業也不能根據買賣說明
供水、煮食及居住。
投訴人認為發展商毀約，要求承擔責任及賠償。雙方其後簽

訂解約協議。但最後發展商稱資金不足未能退款，投訴人遂向
消委會求助，以及轉介至當地消費保障組織協助。
另一宗涉款較多的個案，有投訴人2018年以223萬人民幣購
入珠海商住兩用單位，合約訂明於2021年至2022年完工，但
投訴人2022年9月實地觀察發現單位仍未裝修和沒有洗手間，
向發展商投訴後獲答應分期賠償40多萬元，但之後一年遲遲未
兌現承諾，投訴人遂於去年向消委會投訴，會方聯絡發展商在
港的辦公室，獲回覆指珠海辦公室已有專人跟進，其後投訴人
亦沒再聯絡消委會。

「唔好以為消委會只喺香港做到嘢」
陳錦榮相信，上述兩宗個案未收到後續回覆，可能是發展商

與投訴人之間的保密協議，強調消委會擁有內地廣泛的網絡，
能夠幫助投訴人，「唔好以為消委會只喺香港做到嘢」，例如
自2019年簽署合作協議以來，消委會積極與大灣區「9+2」共
11個城市的消保組織合作，共同推動大灣區消費者權益保障工
作。
為協助消費者在大灣區置業時，提前避開「陷阱」，消委會

新推「大灣區住房錦囊」平台，設5大主題專頁，其中在「買
樓租樓流程」專頁就以圖表呈現香港、澳門及9個內地城市的
買一、二手樓及租樓流程，亦標示各地不同法律程序及特色；
而在「大灣區住房註釋」專頁則整理各地的房地產用語及對
照，如內地的「不動產權證」是類似香港的「樓契」。
由於粵港澳三地買賣樓宇和租樓的法律及市場文化都有不
同，若不熟悉就容易「撞板」，希望平台能幫助消費者更精
明安心在大灣區置業，若投訴人需向內地維權單位求助也能
在「大灣區住房錦囊」平台獲取相關資訊。

大灣區置業錦囊
●大灣區「9+2」共11個城市的市場環境各有不同
●內地一手樓置業流程
聯絡看房 → 產權調查 → 交定金、簽認購書及正式買賣合
約 → 網簽合同 → 全數繳付或辦按揭 → 完稅和辦理不動
產權證→賣方交房及買家收房

●內地二手樓置業流程

聯絡看房 → 產權調查 → 商討意向金細節及簽認購書 →
簽正式買賣合同 → 交定金 → 賣方註銷按揭 → 辦理按揭
（如有）→ 付首期（如有）→ 辦理權屬轉移 → 賣方交
房→銀行轉賬予賣方→物業交接

●「大灣區住房註釋」整理各地的房地產專頁用語並作對
照，例如內地的「不動產權證」是類似香港的「樓契」；
「房本面積」則類似香港「建築面積」的概念。

註：錦囊覆蓋香港、澳門及內地9大城市

資料來源：消費者委員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剛過去的龍
年發生不少引起社會廣泛迴響的消費新聞，
香港消費者委員會昨日公布「2024龍年十大
消費新聞選舉」結果，獲逾1.4萬人投票，打
破歷年紀錄。其中，涉及5,000多宗投訴、金
額逾2億元的「舒適堡全線結業」新聞，以近
五成半的得票率登上榜首；第二及第三位分
別是「美斯缺陣表演賽」及「垃圾收費暫
緩」，其中的美斯失場事件更以逾9,400票當
選為最離譜新聞。消委會表示，去年消費市
場有危亦有機，隨着市民消費模式趨多元，
但零售、飲食及服務業復甦未能緊貼快速增
長的步伐，提醒消費者進行預繳式消費前三
思。

美斯失場最離譜
是次選舉共有 14,429 名市民參與，人數
破歷屆新高。消費者委員會主席陳錦榮表
示，投票率充分反映大眾對自身消費權益
的重視，特區政府為刺激消費市道，去年
全力推動盛事經濟，舉辦多項精彩節目，
但其中一些大型活動的安排未如理想，引
來傳媒廣泛報道和消費者投訴，他形容是
美中不足，希望往後舉行活動的主辦單位
要引以為鑑。
其中，「美斯缺陣國際邁亞密訪港表演

賽」，就以4,552票獲選為龍年消費新聞第二
位，並同時以9,440票獲選為最離譜消費新

聞，得票率獲65%。「垃圾徵費」及「餐具
走塑」亦時隔三年同時躋身十大消費新聞。
其餘當選十大消費新聞的涵蓋多個界
別，包括第四位的「香港擁 6隻大熊貓 乘
勢發展熊貓經濟」、第五位的「港人熱衷
北上消費 市民跨境買餸攜生肉入境」
等。
另一與香港形象有關的新聞「的士司機違
例記分制生效 記滿15分須停牌3個月」以
8,088票被選為「最大快人心」消費新聞。陳
錦榮表示，的士為市民與旅客提供便捷和點
對點服務，消委會多年來高度關注其服務質
素，觀乎多項措施在蛇年落實，理應會為廣
大消費者帶來新氣象。

龍年十大消費新聞出爐 舒適堡結業居首

●消委會昨日公布「2024龍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結果，其中涉及5,000多宗投訴、金額逾2億元的「舒適堡全線結業」新聞，以近五成半的得票率
登上榜首。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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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錦榮表示，過去3年共接獲758宗關於大灣區置業或租樓的投訴，其中以香港物業
佔最多共709宗，其次是珠海物業有20宗，主要涉及遲交樓及未如期完成裝修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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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通過多項測試後，特區政府決

定，啟德體育園將於 3 月 1 日正式開

幕。啟德體育園場地既可舉辦體育活

動，也可舉行大型演出。過去本港演

藝界、體育界長期受場地數量和面積

所限，發展受掣肘。啟德體育園提供
了新的場地資源，一方面文體界要踴
躍使用，呈獻精彩的盛事，另方面特
區政府要及早藉新場館落成的機會，
引進內地及海外演藝體育資源，以體
育園搭建中外文體事業的橋樑，進一
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創造優質的文
體旅遊產業發展空間。
啟德體育園啟用，「頭炮」活動將

是由過往香港大球場移師至此的國際

七 人 欖 球 賽 ， 之 後 又 有 英 國 樂 隊

Coldplay舉行演唱會，到11月更成為

全運會的場館。過去，演藝和體育一

般被社會認為是休閒娛樂活動，為都

市生活增添色彩，可是如今香港要建

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就應改變

昔日觀念，打造完整、健康產業鏈，

建立有長遠發展戰略的事業。

本港體育和演出場地長時間以來都

是僧多粥少，例如被視為「演唱會殿

堂」的紅磡體育館，據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去年底指，之前3年的使用率均

為 100%。至於其他場地，主辦活動

方每每都要經過多輪分配才可獲得檔

期，由申請到舉行活動之間要相隔一

兩年也不足為奇，浪費時間，也導致

許多具水平和潛質的娛樂文體活動無法

在港舉行，體育演出業界人才欠缺恒常

的實踐機會。啟德體育園啟用，既有可
容納5萬人的主場館，也有較小型但設
備齊全的室內場地啟德體藝館和青年運
動場，可紓緩各類型文體活動場地短缺
的痼疾，特區政府和業界未來要把握這
次機遇，優化體育產業結構，着力人
才、品牌培養，共同繁榮香港演藝體育
事業。
啟德體育園宏偉的建築，未來須有多

元的盛事作為其內涵，賦予其城市地標

的意義。文體盛事可貴之處，除了吸引
龐大的觀眾群，更可吸引媒體轉播，透
過活動把香港的城市形象帶給境外觀
眾，為城市帶來一番新氣象，促進經濟
開新篇。

特區政府可善用國家力量，把內地人

氣音樂節目《聲生不息》系列，還有中

超、CBA等重要賽事引入香港舉行。香
港的無綫電視及香港電台均是亞太廣播
聯盟的成員，未來可以會員身份爭取在
港主辦匯聚各國歌手的亞太廣播聯盟歌
唱大賽，再次突出香港媒體廣播的國際
地位。以啟德體育園的規模，要舉辦以

上活動相信綽綽有餘。各地媒體鏡頭聚

焦香港，內地演藝資源和國際演藝資源

對接融合，香港就更有底氣構築文明互

鑒的橋樑，出產新一代文化娛樂和體育

明星。希望啟德體育園一如昔日的啟德

機場那樣，成為聯通世界的窗戶。

善用啟德體育園作為文體產業化平台
美國宣布對中國所有進口商品加徵10%關稅，並稱

該措施同樣適用於香港產品。由於香港對美國市場依

賴度低，預期關稅戰初期對本港影響不大，但預料美

國的關稅戰後續招數陸續有來，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

有必要做好應對方案。本港一方面要持續開拓東盟、
中東、「一帶一路」等新興市場；另一方面要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堅定擁抱外資，爭取盡快加入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以互利共贏合作
抵抗美國的脫鈎斷鏈挑戰，穩紮穩打增強應對關稅
戰、貿易戰的底氣。

從短期來看，由於本港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相對較

低，加徵關稅的初期影響並不明顯。根據香港貿易發

展局的數據，2023 年美國從香港的進口總額超過 41

億美元，涉及的關稅約為 5,800 萬美元。如果加徵

10%的關稅，本港產品將面臨約 4.1 億美元的額外關

稅。對美國的貿易規模相對於統計處公布的本港2023

年的貿易總值 88,224 億港元（約 1.13 萬億美元）而

言，仍在可控範圍之內。本港對美國的出口佔比並不

像加拿大和墨西哥那樣高達70%至80%，加上近年本

港對美國的出口總額加速下降，短期關稅戰對本港的

影響輕微。

但必須看到的是，特朗普打關稅戰非理性，後續措

施或會陸續有來、變本加厲，本港需要未雨綢繆。特

區政府應密切關注關稅戰的變化，及早制定應對策

略，盡量降低關稅戰對本港貿易、經濟帶來的衝擊。

首先，制定針對性的應對政策，做好公眾解說。特

區政府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前瞻部署。例如，對於

受到關稅影響的出口企業，特區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

財政補貼或稅務優惠，以減輕企業的負擔。特區政府
需要積極與商界、工會、學術界等各界人士進行溝
通，了解訴求、吸取建議，共同商討、制定應對策

略。同時，特區政府加強向市民解說，及時發布相關
信息，解釋應對措施，穩定人心。

其次，要持續開拓新興市場。過去幾年，本港已經

積極開拓東盟、中東、「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市

場。行政長官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後出訪中

東，加強本港與相關地區的貿易往來和金融合作。這

些努力已經取得一定成果，未來需要繼續加大拓展市

場力度，減少對單一市場的依賴。

更重要的是，本港要積極融合國家發展大局，加快

產業升級轉型，增強經濟抗逆力。近年來，國家在先
進製造業、人工智能、生物醫學等方面取得長足進
展，本港可以發揮積極作用，用好基礎科研和國際化
的優勢，參與國家的創新發展和產業升級。同時，本
港積極爭取加入RCEP，發揮在自由貿易和高端服務
業的優勢，增強經濟韌性和競爭力。

自由貿易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基石，本港作為自由港

和國際金融中心，多年來都是美國企業進入內地市場

的重要樞紐。特區政府發言人昨日表示，美國對本港

產品加徵額外關稅是無視基本法第116條及世貿組織

肯定本港作為單獨關稅地區的地位。美國對本港的貿

易順差過去10年達2,715億美元，是其全球貿易夥伴

中最高。因此，美國向本港貨品加徵關稅，純屬損人

不利己。

在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過程中，本港需要積極總結過

去多年應對貿易戰的經驗。自中美貿易戰展開以來，

不少港商已經將廠房遷移至其他國家或地區，或逐漸

發展新興和內銷市場，這些經驗對於未來應對貿易戰

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特區政府繼續鼓勵和支持企業
走出去，開拓新市場，拓展業務領域，不斷鞏固本港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本港能夠保持
經濟的穩定發展，淡定應對外部壓力和挑戰。

開拓市場融入國家發展 應對關稅戰更有底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