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補充資料  

 

目的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於 2019 年 12 月 2 日會議上提

出的跟進事項及通過的議案，經諮詢相關部門後，本文件提

供相關回應。  

 

跟進事項  

(a) 2018 年 6 月宣布將 9 幅位於啟德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的私

營房屋用地，改撥作公營房屋發展用途的房屋措施的推行情

況  (例如就每幅用地取得的進展及須完成的工作、相關時間

表等 )。  

 

2. 行政長官在 2018年6月公布改撥九幅分別位於啟德及

安達臣道石礦場的私營房屋用地以發展公營房屋，合共可提

供約11 000個單位。其中啟德第1E第1號地盤批予香港房屋協

會（房協）重建真善美村，然後再在真善美村原址分階段重

建樂民新村。這幅啟德用地的其餘新建單位亦可用作安置其

他受政府發展計劃或市區重建局項目影響的合資格住戶。  

 

3. 至於其餘八幅用地 1將發展資助出售房屋，以滿足中

低收入家庭殷切的置業期望。  

 

4. 政府已就這九幅用地作發展公營房屋用途於 2019年 1

月諮詢區議會，並已經進入地盤平整及設計階段。當中房委

會的啟德第 2B區2號地盤項目預計於 2023-24年度落成，提供

約1 800個其他資助出售單位；其餘項目預計於2024至2026年

落成。房委會會保留房屋類別的彈性，以配合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綠表置居計劃（「綠置居」）及其他資助出售單

位之間的需求轉變。  

 

                                                 
1 包括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的啟德第 2B 區 2 號地盤、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

R2-5、 R2-6 和 R2-7 及房協的啟德第 2B 區 1 號地盤、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

R2-2、 R2-3 和 R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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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有關 2024-2025 年度及以後的公營房屋土地供應情況的

詳細資料 (例如公營房屋土地供應會否及如何達至相關目標

等 )(按適當情況提供有關數字 )。  

 

5.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2019年周年進度報告》，2020-21

至2029-30年度十年期的公營房屋供應目標為 301 000個單位，

包括210 000個「公屋 /綠置居」單位及91 000個「其他資助出

售單位」。假設現時覓得的土地能如期順利推出作建屋之用，

在 2020-21至 2029-30年度十年期的公營房屋預計建屋量約為

272 000個單位，相比301 000個單位的公營房屋供應目標仍欠

29 000個單位。  

 

6. 於 2024-25年度及以後落成的項目，大部分處於初期

規劃及設計階段，並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土地用途改劃、

地區諮詢、道路刊憲、基礎建設，及地盤平整工程等。另外，

這些項目的用地大多仍需進行可行性研究或勘測，部分用地

亦涉及徵收土地、清拆或重置受影響的設施，涉及政府出資

的工程亦須尋求立法會撥款。由於這些發展項目可能有所變

動，因此難以在現階段列出詳細資料和時間表。然而，有關

資料會按照房委會逐年延展的建屋計劃適時公布。  

 

7. 政府會持續透過檢討和改劃土地用途、增加發展密度  

、釋放棕地、開拓新發展區等方式多管齊下去增加短、中及

長期的公營房屋供應。  

 

 

通過的議案 2 

(a) 鑒於政府多年來的公營房屋興建量均未達到《長遠房屋

策略》的供應目標，以致房屋問題惡化，本事務委員會要求

政府在日後覓地時以發展公營房屋為優先考慮，並在收回及

開發土地、增加發展密度及加快工程進度等多方面着手，以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同時政府也應制訂回復"3 年上樓"時間

表，並為輪候公屋逾 3 年的申請家庭提供租金津貼，以紓減

他們未能"上樓"的住屋負擔。  

 

                                                 
2 立法會 CB (1 )2 17 /1 9 -20 (0 1 )至 (0 3 )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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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政府和房委會的宗旨，是為沒有能力租住私人樓宇的

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屋，並以一般申請者（即家庭和長者一人

申請者）平均約三年獲首次編配為目標。在 2019年9月底，約

有149 500宗一般公屋申請；另外共約有 108 000宗配額及計分

制下的非長者一人申請。在過去 12個月獲安置的一般申請者

的平均輪候時間 3為5.4年，當中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

間為2.9年。  

 

9. 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公屋申

請者的數目、從租戶收回的單位數目、申請者所選地區，以

及可供編配的公屋單位（包括新建及翻新單位）供應是否與

申請者的選擇相符等。即使近年政府及房委會已盡力增加公

營房屋供應，公屋供應的增長仍未能在未來數年間完全消化

市民的公屋需求。我們認為要解決因房屋供應不足的問題，

持續增加土地和房屋（特別是公營房屋）供應方為根本之道。

政府會繼續和社會各界緊密合作，採取多項措施包括致力增

加土地供應及落實按《長遠房屋策略》（《長策》）訂立的房

屋供應目標，加快增建公營房屋，以回應低收入住戶的長遠

住屋需要。  

 

10. 自 2018年，政府將公私營房屋新供應比例由 60:40調

整至70:30。我們正竭盡所能，全力推行各項已規劃的措施，

包括改劃現有用地以及推行主要的發展項目，例如東涌新市

鎮擴展、古洞北／粉嶺北新發展區、洪水橋／厦村新發展區

及元朗南發展。政府正透過收回土地及提供基建的方式推展

這些項目，以達到《長策》下的最新公屋供應目標。上文亦

提及政府已於 2018年改撥九幅位於啟德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

地的私營房屋用地作公營房屋發展，預計可提供約 11 000個

單位。此外，在主要市區及新市鎮的選定發展密度分區內，

在技術可行的情況下，公營房屋用地的住用地積比率可進一

步提升一成至增加最多三成，以地盡其用和盡量增加短中期

的公營房屋供應。  

 

 

                                                 
3 輪候時間是以公屋申請登記日期開始計算，直至首次配屋為止，但不包括申請

期內的任何凍結時段（例如申請者尚未符合居港年期規定；申請者正等待家庭

成員來港團聚而要求暫緩申請；申請者在獄中服刑等）。一般申請者的平均輪

候時間，是指在過去 12 個月獲安置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請者的輪候時間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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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19年施政報告》及《長遠房屋策略2019年周年進

度報告》公布進一步措施，重點為加強政府主導收回適合作

公營房屋或「港人首次置業」（「首置」）發展的私人土地，

包括－  

 

(a) 規劃署已開始分階段檢視 450公頃未納入新發展區或其他

發展項目但具較高發展潛力的棕地，以評估當中有多少適

合用作公營房屋發展。從中物色到的適合地塊會由土木工

程拓展署（土拓署）展開技術研究；  

 

(b) 規劃署及土拓署正在檢視約十組位於各法定分區計劃大

綱圖上已規劃作高密度房屋發展，但因各種原因（例如業

權分散或基建限制）而仍未有發展計劃的私人地塊，評估

是否適合作公營房屋發展。政府預計本年中會有初步看法； 

 

(c) 政府已加快三個位於茶果嶺村，以及牛池灣村和竹園聯合

村的市區寮屋區的土地用途和基建配套研究，以期分別於

2020年底和2021年底完成。三項發展合共涉及超過七公頃

土地，當中約一成的私人土地會回收來用作整體規劃和發

展，以便推展以公營房屋為主的新社區。  

 

12. 此外，政府正就「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先導計劃」）

聽取持份者的意見以期在今年上半年推出計劃接受申請。在

先導計劃下，政府會促成基建提升，以容許較高的發展密度，

而項目當中最少七成的新增總樓面面積須撥作政府屬意的公

營房屋或「首置」類別。  

 

13. 同時，因應行政長官在《 2019年施政報告》的建議，

房委會正探討能否在適當條件及安排下，將其轄下個別工廠

大廈用地作公營房屋發展的可行性，特別是增加出租公屋供

應。房委會已逐步展開初步評估，預計於2020年底陸續完成，

並會適時公布結果及建議。  

 

14. 房委會亦正探討在可行的情況下加快發展過程的方

法。房委會會繼續與相關政策局及部門緊密聯絡，進行前期

規劃以確保及時提供用地及基礎設施；透過加強與地區組織

／人士及其他持份者交流，爭取地區支持，以改善公營房屋

項目的規劃、佈局、設計及配套設施；以及透過因地制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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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盡用每一幅用地的發展潛力。  

 

15. 有建議指政府應向正在輪候公屋超過三年的人士提

供租金津貼。政府明白現時部份家庭要長時間承擔沉重的租

金，或住在環境惡劣的居所。為紓緩基層住戶面對的困難，

《 2019年施政報告》邀請關愛基金於 2020-21年度先後發放

兩次為非公屋、非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低收入家庭

（包括輪候公屋人士）提供的「一次過生活津貼」。《 2019

年施政報告》亦同時建議增加領取綜援家庭的租金津貼最高

金額。此外，行政長官於2020年1月14日宣布，政府會以試行

方式，為非公營房屋、非綜援而輪候公屋超過三年，並符合

資格的一般申請住戶（即2人以上家庭和長者一人申請者）提

供現金津貼，直至其獲得首次編派公屋為止。政府現正制訂

提供現金津貼試行計劃的執行細節和詳情。  

 

(b)本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盡快落實華富重建，與南港島線西

段同步興建，並就華富中心進行保育評級，保留集體回憶及

往華貴邨連接。  

 

(c)本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加強工程進度的監督，以令薄扶林

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能按時或提早完

成，盡快發展薄扶林南的公營房屋項目，加快華富邨重建的

進度，同時本會也要求政府在工程期間能與區議會及地區人

士密切溝通，以處理工程內的基礎設施能符合社區及市民需

要，並加強該些公屋項目用地與社區的整體結合及連接性。  

 

薄扶林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16. 政府理解市民對公營房屋有迫切的需求，故會盡快

展開薄扶林南公營房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如

立法會能如期批准政府的相關工程撥款申請，土拓署預計最

早可於 2020年年中展開工程。  

 

17. 土拓署會密切監督工程進度，務求薄扶林南公營房

屋發展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能盡快完成，並交付平整

後的工地予房屋署用作興建公營房屋。  

 



6  

 

薄扶林南公營房屋及華富邨重建  

18. 房屋署計劃以薄扶林南的五幅公營房屋用地的公屋

發展作為華富邨重建的接收屋邨。按現時進度，如工程進展

順利，最早一批公營房屋（即華景街）可望於 2026年落成及

入伙，用作華富邨重建的第一批遷置單位。其餘四批公營房

屋（即華富邨以北、華樂徑、雞籠灣南及雞籠灣北）則預計

於 2027年起陸續落成及入伙。隨後的華富邨原址重建將會接

收餘下須遷置的華富邨居民，預計最早在薄扶林南的接收屋

邨全部樓宇竣工後十年落成。  

 

南港島線 (西段 ) 

19. 土拓署就薄扶林南的五幅公營房屋用地的發展，於

施工期間及落成後，對區內交通的潛在影響進行了交通影響

評估。評估結果顯示，在落實域多利道和薄扶林道路口改善

工程後，道路及運輸系統將足夠應付薄扶林南的五幅公營房

屋用地的發展帶來的交通需求。我們預計薄扶林地區的人口

只會在完成華富邨重建後才會有較明顯的增長。另外，待居

民陸續由華富邨遷移至薄扶林南的接收屋邨，從而騰空華富

邨內有關空間後，我們才有條件開展南港島線（西段）的工

程。  

 

20. 華富邨重建及南港島線（西段）的推展將會與薄扶

林南的五幅公營房屋用地的發展息息相關，房屋署、路政署

鐵路拓展處及港鐵公司會緊密聯繫。  

 

薄扶林南及華富邨重建的公營房屋項目用地與社區的整體

結合及連接性  

21. 在社區的整體結合及連接方面，房屋署與土拓署會

繼續緊密合作，設計和建造一套綜合完善的行人網絡系統連

接公共運輸及社區設施。現時擬建的行人設施主要包括－  

 

(a) 設置行人綠化平台連接華景街及華富北用地；  

(b) 建造一條行人天橋連接華景街用地及現時華富二邨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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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造兩條橫跨石排灣道的行人天橋分別連接華樂徑

與雞籠灣北用地和連接雞籠灣南用地與馬路對面擬

建的巴士停車灣；以及  

(d) 擴闊一條雞籠灣南與雞籠灣北用地之間的行人路，

包括建造有蓋行人通道。  

 

22. 在規劃及設計華富邨重建時，房屋署亦會繼續保持

與華貴邨的行人連接，並諮詢有關持份者。  

 

華富中心的保育評級  

23. 古物古蹟辦事處（下稱「古蹟辦」）備悉房屋事務

委員會通過建議爲華富中心進行歷史建築評級的議案。由於

華富中心並非載列於 1 444幢歷史建築名單或「須進行評級

的新項目」名單內，古蹟辦會先就華富中心進行初步研究，

以考慮是否將其加入「須進行評級的新項目」名單。  

 

24. 按照一貫做法，古蹟辦會為「須進行評級的新項目」

名單內項目的文物價值進行深入研究。在完成研究後，古蹟

辦會將資料交予獨立的歷史建築評審小組，按既定的六項評

審準則（即歷史價值、建築價值、組合價值、社會價值和地

區價值、保持原貌程度及罕有程度）進行文物價值評估，並

提出擬議評級供古物諮詢委員會（下稱「古諮會」）考慮。

若古諮會通過有關擬議評級，古蹟辦會將該項目的擬議評級

和相關資料上載古諮會網頁，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公眾諮詢。

古諮會會考慮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所有意見和資料後，才

確認該項目的評級。  

 

25. 房屋署在華富邨的重建的規劃及設計時，會考慮有

關部門及地區人士的意見，並按照樓宇的文物價值、結構、

用途及可持續性等一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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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期間與區議會及地區人士溝通  

26. 政府一直有就此工程項目聆聽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包括南區區議會、發展工地附近的學校、附近居民及社區

人士、華富邨的居民代表、非政府機構及團體等。土拓署及

房屋署在施工期間會繼續與相關持份者保持密切溝通，以減

少工程對附近居民的影響。房屋署亦會利用重建通訊，繼續

與華富邨居民保持緊密聯絡。  

 

 

運輸及房屋局  

2020 年 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