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檢討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息及資產限額

本人獲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主席邀請，出席 2001年 12
月 20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就上述事項，即有關公共房屋申請人的入
息及資產限額 (“上述限額 ”)檢討提出意見。

本人參閱過事務委員會於 2001年 12月 3日發出有關該檢討的中文文件 1

後，決定只評論有關公營租住房屋方面 2的事項。本人的意見如下：

(a) 作為單獨的課題看待，調低入息及資產限額的建議，是有關房屋

機構的一項週期性物業管理措施，僅是因應香港特區現時及短期

的宏觀經濟實況而作出。港人現時入息及資產價值正下降，而實

質購買力卻上升，此點是無庸置疑的。

(b) 然而，在此艱難時期，不論是市民大眾或受影響的準申請人，都

會對此建議感到不滿，而政府選擇此時調整上述限額，實屬不智。

此觀點是基於以下考慮：

(i) 就長遠公共房屋政策而言，鑒於當局已計劃於不久將來限制

居者有其屋計劃 (“居屋計劃 ”)的建屋量，上述建議會違反當局
縮減租住公屋單位數目的原意：長遠來說，維持現有上限可

有助鼓勵更多公屋租戶購買單位；

(ii) 房屋組合方面，建議會導致一個邊緣化住屋階層的形象及實
況產生，可能令某階層的市民集中在偏遠的新發展區屋 ，

而在該等地區，私人房屋需要很長時間才會發展成熟：維持

原有上限對房屋及社群組合都有好處；及

(iii) 即時影響方面，對於原來對本身的長遠入息及申請租住公屋
抱有期望的人，建議會令他們大失所望。

雖然當局應定期對各項資格限額及租金水平進行內部監察檢討，但不

宜每年都更改有關限額及水平。較合宜的做法是最少待 3年才更改一
次，這樣可減少對租戶的滋擾及不明朗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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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該文件由房屋委員會擬備。本人亦曾參閱事務委員會於 2001年 12月 3日就房屋
協會相同事項發出的資料文件。本人的意見適用於兩個房屋機構的出租房屋，而

兩個機構的資源最終皆出自政府收入及納稅人的稅款。

2 本人一直認為政府不應補貼市民置業及／或興建供出售用的樓宇，直接與私

營房屋市場競爭，因此居屋計劃實應取消。對於居屋計劃房屋與私營房屋 “重疊 ”
的問題，最佳解決辦法是永久取消居屋計劃此類的房屋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