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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告知議員，是次有關特惠津貼的簡報會是政府當局因

應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委員在 2001年 6月 8日財委會會議上提出

的要求而舉行。

2. 應召集人邀請，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簡介政府當局有關

因進行收地和清拆行動以及在香港水域進行海事工程而發放的特惠津

貼的資料文件 (立法會FC34/01-02號文件 )，並就有關安排作出以下的補

充：

(a) 特惠津貼主要是一項按行政方式發放的非法定津貼，當

局會因應不同的情況向不同的受影響人士發放這項津

貼，藉以協助那些因收地、清拆行動或工務工程而受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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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人士。數類特惠津貼是受影響的合法土地擁有人或

住戶提出法定申索以外的另一種補償方式，使他們無需

費時費力地提出法定申索。

(b) 規劃地政局、環境食物局及房屋局，以及其轄下的地政

總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及房屋署負責制訂及執行有關特

惠津貼的政策。特惠津貼一般可分為 5大類：

(i) 因收回私人土地而發放的特惠津貼；

(ii) 因收回住宅、商業及工業樓宇而發放的特惠津貼；

(iii) 向受收回和清拆影響或因海事工程影響的漁農業人

士發放的特惠津貼；

(iv) 因清拆寮屋區／平房區而發放的特惠津貼；及

(v) 因遷移新界區墳墓、金塔和神龕而發放的特惠津

貼。

(c) 財委會除通過每項特惠津貼的發放對象、發放準則和計

算基礎外，亦授權政府可檢討和修訂每項津貼計算方式

組成部分的補償率。

3. 召集人詢問為何特惠津貼及法定賠償須同時存在。規劃地政

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時解釋，有部分受清拆收地影響的人士並非合

法土地擁有人或住戶，因而可能並不符合申請法定賠償的資格。特惠

津貼的設立令政府當局可因應情況向該等受清拆行動影響的人士提供

一些經濟援助，協助他們搬遷。另一方面，如受影響人士是土地擁有

人或合法住戶，他們可提出法定賠償的申索。在某些情況下，政府當

局會向受影響的土地擁有人或住戶提供特惠津貼補償，作為法定賠償

以外一項更快捷的選擇。

4. 陳婉嫻議員關注到是次簡報會是否有足夠時間完成整個討

論。召集人在回應時表示，是次簡報會是因應財委會委員去年 6月的要

求而安排。由於他預計於 2時 30分開始的財委會會議可於 1小時內結

束，故他決定把握時間，在財委會會議結束後立即進行是次簡報會。

不過，召集人亦同意，如是次簡報會未能完成整個討論，他會另定開

會日期繼續商議。

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住戶搬遷津貼

5. 陳婉嫻議員以清拆寮屋為例，指出政府由公布清拆至執行清

拆行動，兩者通常均相距一段時間。由於受影響的人士對住戶搬遷津

貼的要求會因情況的轉變而有所改變，她詢問政府當局有否汲取過去

的經驗而作出修訂。召集人認為，由於有關事項涉及政策問題，因此

應在房屋事務委員會再詳加討論。就此，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解釋，

住戶搬遷津貼的計算公式於 1988年獲前立法局財委會批准。住戶搬遷

津貼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受影響的住戶進行搬遷。雖然津貼的範疇基本

上沒有任何改變，但政府當局有根據價格的變動，每年調整津貼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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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華明議員表示，住戶搬遷津貼不能符合實際的需要。房屋

署總房屋事務經理回應時指出，這項特惠津貼是用以資助住戶支付轉

駁電話線費用、基本裝修費和搬遷費。政府當局在釐定此特惠津貼時，

曾參考固網電話公司的收費及 10間搬運公司的收費；至於在釐定裝修

費方面，政府當局是以公屋普通的基本裝修為標準。每年津貼額的調

整則會按物價指數而作出釐定。他補充，政府當局在計算住戶搬遷津

貼時，亦會將搬遷電錶及水錶的費用計算在內。

新界私人士地的分區補償制度新界私人士地的分區補償制度新界私人士地的分區補償制度新界私人士地的分區補償制度

7. 劉皇發議員表示，政府自 1978年起已採用特惠分區補償制

度，以收回新界土地，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他指出，政府當初

設立分區補償制度的原因，是由於新界的規劃發展均集中在新市鎮範

圍，故補償分區以新市鎮為中心點，距離中心點越遠，補償率便越低。

然而，隨 香港的經濟發展，新界的發展規劃早已與港島及九龍的發

展規劃同步，再加上政府在 1991年將新界納入《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的涵蓋範圍，令原先的規劃概念已變得過時。再者，根據《基本法》

第一百零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

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和法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

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徵用財產的補償應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

際價值，可自由兌換，不得無故遲延支付。因此，劉議員認為現時的

分區補償制度已不合時宜，實在有檢討的必要，以免出現大量索償的

訴訟。

8. 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在收回新界土

地時所採用的特惠分區補償制度，只是向受影響的土地擁有人提供另

一種賠償安排。任何人如對政府提供的特惠分區補償感到不滿，均有

權提出法定申索。

9. 譚耀宗議員認同劉皇發議員的意見，認為特惠分區補償制度

經已過時，現時是考慮是否需要作出檢討的適當時間。他指出，雖然

受影響的人士可提出法定申索，但往往涉及繁複的訴訟。當他與新界

居民接觸時，得悉居民往往不明白政府在釐定特惠補償率時所持的理

據，例如，他們不明白為何政府會為兩幅相連的土地釐定不同的補償

率。

10. 地政總署助理署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在釐定補償率時會考

慮土地的現時用途、潛在用途，所在地點及該地點是否接近新市鎮發

展區等因素。分區補償制度的主要目的，是按上述因素將新界土地劃

分為 4個補償區，以釐定不同土地的補償率 (A區為最高補償的地區 )，
以便受影響人士可透過這個簡易的補償機制，盡早獲取特惠津貼。地

政總署助理署長補充，特惠分區補償制度已沿用多年並行之有效，補

償率並會按情況的轉變而每年檢討兩次。他重申如任何受影響人士不

滿政府當局將其土地劃分入較低的補償區，或認為其補償不足時，他

們均可提出法定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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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就兩幅毗鄰的土地卻有不同補償率一事，地政總署助理署長

表示，A區為新市鎮發展區，而在新市鎮發展區以外的土地則劃分為B
區、C區和D區。不過，他亦指出，任何地區的劃分均需要劃定其界線。

12. 鄧兆棠議員詢問，根據分區補償制度，如政府當局收回的新

界土地是用作興建惠及全港的三號幹線、十號幹線、西部通道或后海

灣幹線等基建設施，政府會否將該等土地納入為A區以計算補償額。地

政總署助理署長在回應時表示，關於就基建項目劃分適當的區域的事

宜，將會交由一個政府委員會考慮及決定。該委員會由規劃地政局局

長擔任主席，成員包括有關的政策局及政府部門的代表，計有路政署

署長、規劃署署長、地政總署署長及拓展署署長。委員會將會根據既

定的準則，把新市鎮發展區，以及受全港性主要工程計劃影響的地區

劃分為A區。不過，任何擬興建的基建設施不一定會增加其附近每一塊

土地的價值。他保證政府當局會將所有有關因素都納入考慮之列，並

會定期作出檢討。

新界搬村特惠津貼新界搬村特惠津貼新界搬村特惠津貼新界搬村特惠津貼

13. 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鄧兆棠議員有關新界搬村特

惠津貼時表示，政府如收回新界原居民的屋宇，在情況許可下，合資

格的村民可選擇接受一所由政府建造的遷置屋宇；或一幅建築用地，

另加一筆建屋津貼；或選擇領取一筆現金 (屋宇津貼 )。如原居民選擇政

府建造的遷置屋宇，他本人便不能再享有在小型屋宇政策下申請興建

小型屋宇的權利，不過，他的後代卻仍然享有有關權利，可以找尋適

當的私人建築用地，申請興建小型屋宇。

受收地及清拆影響的人士進行全面資產審查的要求受收地及清拆影響的人士進行全面資產審查的要求受收地及清拆影響的人士進行全面資產審查的要求受收地及清拆影響的人士進行全面資產審查的要求

14. 譚耀宗議員指出，政府進行的收地及清拆行動，往往令受影

響的人士因而喪失他們的居所。然而，政府仍然要求他們必須符合全

面資產審查才可獲配公屋。他認為有關政策對受影響的人士並不公

平。譚議員表示，鄉議局在此事上亦持有相同的意見，認為政府當局

在進行收地及清拆行動時，不應再硬性要求受影響的人士必須通過香

港房屋委員會 (下稱 “房委會 ”)的全面資產審查，而應該考慮以另類較靈

活的處理方法取代。

15.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時表示，政府已制訂明確政策，

確保沒有人士因清拆行動而變成無家可歸。為達致此目標，政府為受

清拆行動影響的人士提供多項不同形式的遷置安排，而租住公屋是最

受歡迎的選擇。她解釋，由於租住公屋依賴公帑的資助，因此有需要

確保只有真正有住屋需要的家庭才可受惠。有見及此，房委會於 1998
年決定，所有租住公屋的申請人，包括受影響的寮屋住戶，均須接受

全面資產審查。只有經證實符合資產及其他準則的受影響住戶，才可

獲配租住公屋。至於未能通過全面資產審查的住戶，當局亦可視乎他

們的資格及個別的情況，考慮為他們提供其他不同形式的遷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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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房屋協會轄下的租住單位、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單位、自置居所貸

款或中轉房屋等。

16. 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譚耀宗議員進一步的問題時解

釋，雖然受收地影響的土地擁有人有資格獲得法定賠償，但至於寮屋

居民方面，儘管政府一直容忍這些居民在有關地點居住，他們並沒有

所居住土地的擁有權。她強調，租住公屋是為了經全面入息審查界定

為真正需要持續的房屋資助的人士而設，並不是一種清拆賠償。

漁農業的特惠津貼漁農業的特惠津貼漁農業的特惠津貼漁農業的特惠津貼

17. 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黃容根議員有關漁農業的特

惠津貼的詢問時表示，由於特惠津貼率的計算基礎涉及補償的大原

則，政府當局不會每年作出調整，她舉例說，政府在計算發給受影響

農場特惠津貼時，如只有小量家禽的話 (即不足 1 000隻 )，政府會按家

禽數目計算特惠津貼額；相反，如家禽數目眾多 (不少於 1 000隻 )，政

府會按建築面積計算特惠津貼額。同時，政府當局亦只會每年按情況

檢討津貼額一次。

18. 漁農自然護理署副署長在回應黃容根議員質疑為何養豬業不

可按數目計算特惠津貼額時表示，本港養豬場的經營既規範化且商業

化，故政府當局在計算豬隻的特惠津貼額時，只會按建築面積計算特

惠津貼額，而沒有如計算家禽的特惠津貼額一樣，亦可按家禽數目計

算。黃議員指出，政府在此方面的安排對養豬業有欠公允，他認為政

府應作出檢討，並且應在下次進行檢討時諮詢業界的意見。

政府當局

19. 黃容根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在釐定各類禽畜及魚類的津貼額

時，應充分諮詢業界的意見。環境食物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時表

示，漁農自然護理署一直密切留意市場的價格，她相信該署已具備相

當的市場觸覺，在釐定各類禽畜及魚類的津貼額時，已充分反映最新

的市場價格。她解釋由於諮詢需時，經諮詢後的價格不一定能全面反

映市場的最新價格。召集人認為，雖然政府當局透過正式的渠道就此

事諮詢業界未必可行，但亦可考慮以非正式的渠道諮詢業界的意見。

農作物特惠津貼農作物特惠津貼農作物特惠津貼農作物特惠津貼

政府當局

20. 陳偉業議員表示，他最近與西鐵及地政總署舉行會議時，得

悉政府曾於 1998年發出一份文件，載列政府把計算農作物特惠津貼每

棵計算津貼額的準則，改為以農地面積計算。他要求政府當局於會後

提供確認此項改變的文件，供財委會參閱。

三等船隻擁有人的特惠津貼三等船隻擁有人的特惠津貼三等船隻擁有人的特惠津貼三等船隻擁有人的特惠津貼

21. 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黃容根議員有關三等船隻擁

有人的特惠津貼時表示，政府曾於 90年代就筲箕灣填海工程，向三等

船隻的擁有人發放這項特惠津貼，以協助他們支付重置繫泊設備。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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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在過去只曾就該次填海工程發放這項津貼，在可預見的將來，在中

環的填海區約有三艘三等船隻的擁有人可能會有權獲得這項津貼，故

政府當局只會在有需要時才就此項津貼作出檢討。

因收回合法商業樓宇和工業樓宇而發放的特惠津貼因收回合法商業樓宇和工業樓宇而發放的特惠津貼因收回合法商業樓宇和工業樓宇而發放的特惠津貼因收回合法商業樓宇和工業樓宇而發放的特惠津貼

22. 陳偉業議員指出，政府當局因收回合法商業樓宇和工業樓宇

而發放的特惠津貼已有多年沒有調整，他認為現時急需作出全面檢討

及就所有賠償項目進行廣泛諮詢。他以早前政府收回荃灣華基工業中

心為例子，表示倘若政府當局不盡早檢討有關津貼，將來遇到的類似

對抗行動將會更為激烈。規劃地政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時解釋，由

於有部分華基工業中心的申索個案仍在處理中或有待土地審裁署裁

決，故政府當局認為現時並非改變現行的工業樓宇特惠津貼的適當時

間。陳偉業議員不認同政府的解釋，他指出，政府早前曾表示會於 2001
年底完成有關的檢討，以及政府在過去亦曾在個案聆訊期間檢討自置

居所的津貼，故他促請政府重新考慮檢討因收回商業樓宇和工業樓宇

而發放的特惠津貼。

商鋪／工場的特惠津貼商鋪／工場的特惠津貼商鋪／工場的特惠津貼商鋪／工場的特惠津貼

23. 李華明議員指出，政府當局在清拆鑽石山寮屋區時，受清拆

影響的人士不滿當局在釐定特惠津貼時，將他們的商鋪列作工場計

算，因工場所能取得的特惠津貼比商舖為低。就工場的特惠津貼，李

議員亦詢問為何政府當局以最低 5平方米的有蓋地方作為釐定工場的

基準。房屋署總房屋事務經理在回應李議員的提問時解釋，有關的原

因是由於根據當局過往的紀錄，用以開設工場的地方一般面積均比較

大，而且很少工場的面積是少於 5平方米，再加上少於 5平方米面積的

地方很多時均並非用作生產用途。雖然如此，如遇到特別情況，政府

當局亦會酌情決定特惠津貼的金額。

政府當局

24. 陳婉嫻議員以鑽石山寮屋區及東頭平房區為例子，指出政府

在進行清拆時，在界定 “商鋪 ”及 “工場 ”方面存在一定的問題，不但令

受影響的商戶難以有足夠資金復業，而且亦令房屋署前線員工非常為

難，因此，由於將來仍陸續有類似的清拆行動，她擔心會引致更劇烈

的反抗行動，她促請政府當局特別加以關注。

收回土地及進行清拆行動的程序收回土地及進行清拆行動的程序收回土地及進行清拆行動的程序收回土地及進行清拆行動的程序

25. 為了令討論更具實質性，梁耀忠議員要求政府根據過往新界

及市區收地及清拆行動的資料，羅列所有受影響居民、商戶及農友所

提出的種種要求及政府的有關回應，以及政府未能答允該等人士所提

要求的理據。召集人認為個別範疇的詳細討論應該安排在有關的事務

委員會進行。就此，房屋局首席助理局長在回應梁耀忠議員時表示，

政府過去在進行任何收地或清拆行動時，房屋署均直接與受影響的人

士進行詳細的磋商，從而理解受影響人士的個別需要，以期達致共識，

為他們尋求一個合適的遷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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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梁耀忠議員指出，政府當局收回土地或進行清拆行動，一般

都經過冗長的程序，甚至有些個案由公布至真正執行行動歷時 7至 8
年，其間限制了受影響人士不能就有關土地或物業進行任何交易，期

間支付的修葺開支也會白費。地政總署助理署長在回應時表示，《土

地收回條例》 (第 124章 )列明了當局在收回須作公共用途的政府土地時

所須遵守的法定要求及程序。該條例規定張貼於有關土地的公告須註

明張貼日期，並須註明有關土地將於上述日期起計的 1個月屆滿時收

回，但如行政長官已授權給予較長的通知期則除外。如有上述情況，

則須註明該較長的期限。此外，《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亦列明了與道路有關工程的建議的公布、對該等建議的反對、進行

該等工程和使用道路的權限、與工程及道路使用有關的權力、補償及

相關事宜訂定條文。此條例亦如《土地收回條例》一樣，有類似的條

文規定因道路工程而收回土地的法定要求及程序。

27. 梁耀忠議員表示，雖然政府當局一直強調，如受影響人士不

滿政府提出的特惠津貼，可提出法定申索，但由於訴訟費用高昂，並

不是所有受影響人士均能負擔。因此，梁議員認為，既然政府硬性收

回土地或進行清拆行動，便應以恩恤為大原則，檢討現時所有的特惠

津貼，以盡量符合受影響人士的要求。地政總署助理署長在回應時解

釋，任何受影響人士向土地審裁署呈交的申索，均可包括該人聘用任

何人士以專業身分辦理與該項申索有關的事宜，因而合理招致或支付

的費用。訴訟費用的裁決則完全由土地審裁處法官決定，政府當局根

本無權作出干預。一般而言，如申索人成功取得較政府當局原先提出

的金額為高的賠償，在正常的情況下，他亦可獲得土地審裁處判給所

繳付的訴訟費用。

政府當局

28. 政府當局在回應召集人的建議時同意，如有需要，日後可在

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就個別範疇詳細討論特惠津貼的安排，梁耀忠議員

要求政府當局屆時將相關的詳細資料送交有關的事務委員會，以方便

討論。

29. 石禮謙議員表示，他原則上支持政府收回土地作持續發展及

進行工務工程之用，但是政府在收回土地時，除了必須符合法規之外，

亦須以合情合理的態度酌情處理所有受影響人士的要求，從而在整體

社會利益及受影響人士的個人利益兩方面取得平衡。因此，他認同梁

耀忠議員的意見，認為政府應全面檢討現行的特惠津貼制度。

30. 簡報會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2年 7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