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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樂業」是中國人傳統的思維，不安居難樂業，不樂業社會則難以向前。

過去不少外國調查研究指出，一個地方的人民生活是否開心，背後有很多因素，

包括居住環境、社會是否公平等等，而其中一個重要共通點是經濟發展要有一

定的支撐。現時港人就土地進行辯論，我認為不能只著眼於安居，而忽略了樂

業；討論應包括住房需要、經濟用地以及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的需求，是一項

整體規劃的探討。 

  
先談安居。根據現有政策，香港所有土地基本上是政府官地，即使已售予私人

發展商的，只是售賣其使用權。香港現時只發展了 24%土地，還有很多空間有

待發展。我們討論土地供應的同時一定要談土地使用政策，思考香港公共發展

方向，才可以決定我們需要什麼樣的土地、需要多少土地、以及土地應該如何

使用，而不是一開始就設定了我們欠缺 1200 公頃土地的目標，然後東拼西湊，

務求湊夠數就達標解決問題。 

  
香港有地有錢卻欠規劃 

  
現時香港只有 7%的土地實際用作住宅用途！空置土地卻達 60%以上，包括郊野

公園或綠地等。香港不是沒有土地，更不是沒有錢，問題是欠缺全盤規劃來運

用這珍貴的土地資源。 

  
長久以來，填海造地一直是香港有效增加土地的方案，但每每提到填海造地，

必引來外界一些批評聲音，質疑填海造地等增加土地的方案，新增用地必會售

予地產商，助長地產霸權。我對這種思維不敢苟同，新增用地不一定全是興建

豪宅私樓，可以興建公營房屋；不一定全是住宅，可以同時發展商廈，增加辦

公室。 

  
土地用途需配合人口變遷 

  
政府現正展開公眾諮詢，讓全港市民參與討論土地用途和怎樣增加土地供應，

我非常支持這種全民參與的方法，但各界不妨聚焦思考土地用途和新增土地應

怎樣分配？應該興建私樓還是全部建公屋？私樓中又有多少比例是豪宅？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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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人口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外地精英人才來港工作的住屋需要等一些特別的因

素。 

  
以香港的家庭結構現劇變為例，當今在單親家庭長大的小孩較 30 年前便增加了

好幾倍，單親家庭的比例由以往佔 1.5%，增至現時逾 15%。不同的人口比例，

就會有不同就業用途，不同的年齡層分佈、家庭組合，就決定不同的土地用途

方案。 

  
增加公營房屋調節市場 

  
現時香港大約有一半人口入住公營房屋，一半住在私人樓宇。我向來主張要多

建公屋和居屋，因單靠私營房屋供應去解決住房需求是很困難的一件事，而且

政府現行的賣地機制很難做到壓抑樓價的作用，唯一可以在市場發揮調節作用

的方法就是增加公屋或居屋供應。 

  
香港入住公營房屋家庭約佔 47%﹝公屋 30%、居屋 17%﹞，新加坡是 80%以上。

我們不一定要和新加坡看齊，但適度把公屋居民比例由現時的約 50%增加至 60、

65%，是合理的要求吧。要達到這個假設目標，香港將來就要大量增加公營房

屋量才能達到六四比例，而這就需通過新供應用地來改變整體公私營住宅分配。 

  
社會上另有一些聲音提出開發郊野公園，我認為一些環境很幽美的郊野公園，

例如西貢，是絕對碰不得，但是有一些環境不算那麼美好的，例如郊野公園邊

陲，與其讓這些地方曬太陽，不如將之改作居住用途。 

  
安居加樂業助年輕人「三上」 

  
近年香港年輕人「三上」問題受到社會廣為關注。第一是上樓沒希望，第二是

向上流動很困難，第三是無法上位，個人意見被採納機會低微。樓價越升越高，

往上流的機會又不多，如果我是年輕人，我也覺得很絕望。 

  
要為年輕人創造機會，安居和樂業是要一併考慮的。二、三十年後，香港經濟

應朝向創新型的社會進發。一個比較宏觀而合理的方向，是在一個創新型社會

之上配合國家發展，融入大灣區尋找更多的機遇。 

  
香港從中可以扮演一個中國境內的環球金融中心和國際人才中心的角色，有了

人才，就不單止局限於發展金融業，還可以發展各種創新產業，包括生物科技、



創意產業、高端醫療，高等教育等，全方位推動香港整體經濟發展。與此同時，

我們要注意，創新，也需要土地資源，因此在土地規劃上須要配合。 

  
為何局限於 170平方呎 

  
現時香港人均居住面積是 170 平方呎，非常細小且局促。十年前的香港也不是

這個偏低的標準。現在我們討論土地用途時是否要引進一個比較合理的標準，

而不再受困於現時的百多平方呎。 

  
又例如體育運動對於培育年輕人的毅力和領導才能非常重要，但香港有多少學

校擁有 400 米跑道的運動場？還有什麼其他土地用途一直被忽略了？我們實在

需要擴濶思維，作出整體的策略性規劃。 

  
狹窄的環境難以令人發揮想像空間，無論居住和工作都如此。如果「三上」問

題得不到改善，香港年青人沒有希望，社會不穩，營商環境也會受到影響。如

今香港人越住越貴、越住越小，增加房屋供應已迫在眉睫，我真誠希望社會各

界積極討論土地該怎麽運用，香港該怎麼發展，尋求共識達成最好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