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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957/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會議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會議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會議二零零三年五月九日會議

民政事務總署為解決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有關糾紛民政事務總署為解決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有關糾紛民政事務總署為解決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有關糾紛民政事務總署為解決大廈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有關糾紛

而提供的支援服務而提供的支援服務而提供的支援服務而提供的支援服務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民政事務總署就大廈成立業主立案

法團而提供的支援服務，並特別從租者置其屋計劃屋 的情況 眼。

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政府的政策

2. 大廈管理的主要目的，是為業主和住客提供良好而舒適的居

住環境，以及妥善保養大廈的公用部份，確保業主、住客及公眾的安

全。政府一向致力鼓勵和協助業主參與大廈管理。我們的施政方針，

是向大廈業主和住客提供詳盡而實用的意見，使他們更有能力履行本

身在大廈管理、維修及安全方面的基本責任。

民政事務總署的角色民政事務總署的角色民政事務總署的角色民政事務總署的角色

3. 民政事務總署在大廈管理方面擔當推動者的角色。首先，我們藉

施行《建築物管理條例》 (第 344 章 )(條例 )，為業主立案法團的成
立提供法律架構，以便業主能夠合力妥善管理大廈。我們經常審視條

例的規定，確保有關條文切合時宜。條例對上一次修訂是在二零零零

年；其後，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成立了《建築物管理條例》檢討工

作小組委員會，藉此討論如何進一步改善條例。當局即將就修訂條例

的建議徵詢有關各方及公眾的意見，並期望在二零零三至零四年度向

立法會提交綜合條例草案。現正考慮的修訂建議，旨在方便業主立案

法團履行職責和行使權力、使委任管理委員會的程序更加合理，以及

為大廈業主的利益提供更大保障。

4. 除提供法律架構外，民政事務總署及轄下各區民政事務處亦為大

廈業主和住客提供支援服務和意見，並為他們安排訓練。為了更全面

地提供有關大廈管理的服務，全港 18 區的民政事務處各自成立了地
區大廈管理聯絡小組，向大廈業主提供外展和支援服務。此外，港九

新界現時共有四個大廈管理資源中心，為市民提供有關大廈管理的一

般資料、服務和意見。我們亦與專業團體合作，在這些中心免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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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專業服務和訓練。業主及法團管理委員會成員可前往中心，就

大廈管理的各方面事宜 (包括法律、會計、測量、工程及管理事務 )，

向當值的義務專業人員徵詢意見。為了方便市民，現時其中三個中心

每星期有兩天已把服務時間延長至晚上十時。大廈管理資源中心 (九
龍 )最近亦已延長服務時間，星期一至五由上午十時至晚上十時，星
期六則由上午十時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5. 為了鼓勵大廈業主成立法團，方便他們自行管理大廈，各區民政

事務處會︰

(a) 派員探訪區內的私人大廈，確定那些大廈可以成立業主立案法

團，以及向業主推介良好而有效的大廈管理方式；

(b) 就業主立案法團的成立程序及運作，向業主提供指引和意見；

(c) 發出豁免證明書予會議召集人，讓他們從土地註冊處免費取得有

關大廈的業權記錄，以便召開成立業主立案法團的會議﹔

(d) 應邀派員列席業主會議，在有需要時就會議程序向業主提供意

見；

(e) 為法團管理委員會成員舉辦大廈管理訓練課程、研討會、講座和

工作坊；

(f) 舉辦教育和宣傳活動，包括舉行大廈管理巡迴展覽、製作一系列

有關大廈管理、維修、保險等專題教育錄影帶，以推廣良好而有

效的大廈管理方式；

(g) 處理有關大廈管理的查詢和投訴；

(h) 協助執法部門加強大廈維修工作和改善消防安全；

(i) 協助排解業主、業主立案法團、管理公司之間的糾紛。

6. 在業主立案法團成立和運作的過程中，大廈業主之間不時會出現

糾紛。為此，民政事務處人員會與有關各方聯絡，以期解決問題；當

涉及法律問題時，該處人員會鼓勵業主向大廈管理資源中心的當值律

師或他們的律師徵詢獨立的法律意見。鑑於物業屬私人性質，業主始

終有責任自行管理物業。民政事務處會為有關各方提供聯絡及諮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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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但政府不會代業主承擔大廈管理的責任。如出現糾紛，民政事務

處人員會公正而中立地協助聯絡和調解，盡量幫助業主解決大廈管理

問題。

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租者置其屋計劃

7. 為了讓公屋租戶有能力自置居所，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於一
九九八年推出租者置其屋計劃 (租置計劃 )，協助租戶購買他們正在租
住的單位。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房委會已先後分五期出售

了 30 座公共屋 的單位，約有 88,000 名租戶根據這項計劃成為業
主。

8. 根據租置計劃購買的屋 單位，與私人物業並無分別，業主須負

起有關大廈管理的責任。房委會為這些屋 管理 24 個月或直至業主
立案法團成立為止，以時間較短為準。根據大廈公契的規定，業主立

案法團要盡快成立而且不可遲於按租置計劃出售後 9 個月之後。房委
會亦鼓勵租置計劃的業主接手管理自已的物業。房委會除了協助租置

計劃的業主成立法團，並為日常的管理事務作出適當安排。有關的民

政事務處亦為租置計劃屋 法團的成立及運作所提供協助，與為其他

私人大廈所提供的服務並無分別。業主立案法團成立後，業主便可決

定如何管理屋 ，以及監察管理費的運用情況。

9. 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在房委會和各區民政事務處的協

助下成立了 30 個法團 。當中 12 座屋 現由房委會的物業管理服務

公司管理，其餘 18 座則由私人物業管理公司負責管理。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0. 政府非常重視大廈管理工作。為了妥善管理大廈，業主必須 策

力，積極參與有關的工作。民政事務總署會繼續與業主加強溝通，

深入了解他們的需要，以便為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務。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三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