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 月 7 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香港房屋協會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  

實施情況和檢討結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香港房屋協會（房協）未補價資助

出售房屋—出租計劃（出租計劃）的實施情況和檢討結果。  

背景  

2. 為支持行政長官於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建議的措施，房

協於 2018 年 9 月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出租計劃，讓其資助出售單

位的業主出租其未補價單位予有需要的家庭。在先導計劃下，擁有

單位十年或以上的房協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可將其未補價資助出售

單位的個別睡房出租予合資格的租戶。

3. 其後，房協考慮了不同持份者和合資格參加者的意見，

在  2019 年就先導計劃進行檢討，並決定引入以下的優化措施：

(a) 容許合資格業主，除了出租個別房間外，亦可出租整個單位

予合資格租戶；

(b) 推出網上平台協助合資格的業主和租戶互相配對；以及

(c) 容許業主出租整個單位予指定的非政府機構（即香港社會

服務聯會及其計劃下的營運機構）以進行配對及分租予合

資格租戶。

4. 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於 2019 年 7 月同意以試行形式

加入房協經優化的出租計劃，讓合資格的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業

主亦可以出租其未補價單位予合資格的公共租住房屋申請者。房

協和房委會亦同意在計劃推行一年後作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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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情況和檢討   

 

5.   房委會於 2019 年 7 月加入經優化的計劃後，合資格的資助

出售單位屋苑由原來的 21 個房協屋苑，增加至房委會和房協轄下

共約 240 個屋苑；約 15 000 個房協和約 340 000 個房委會資助出

售單位業主符合計劃資格。截至 2021 年 4 月底，約有 500 個來自

合資格業主和約 360 個來自合資格租戶的申請獲批，已簽訂的租

約個案有 64 宗。  

 

6.   為評估優化措施自 2019 年推出後的成效，房協為經優化的

出租計劃進行檢討。檢討結果和分析詳見房協的報告（見附件）。 

 

 

未來路向  

 

7.  出租計劃令合資格的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可更善用其單位，

亦為有租住房屋需要的家庭提供一個可負擔的選擇，從而促進有

效運用公營房屋資源。房協會繼續推行計劃，並加強宣傳工作，推

動更多合資格業主和租戶參與。由於房委會現時以試行形式參與

出租計劃，房協將向房委會的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匯報實施情況

和檢討結果，讓房委會決定是否恆常地參與計劃。  

 

 

徵詢意見   

 

8.  請委員就文件發表意見。  

 

 

運輸及房屋局  

2021 年 5 月  



附件  
香港房屋協會 

經優化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 

 

檢討報告 
 

1.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香港房屋協會（房協）經優化的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出租計劃）的

實施情況和檢討結果。 

 

2. 背景 
 

2.1 2018 年房協先導計劃 

行政長官於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建議一系列由民間主導的社會房屋措施，當中包括促成房協以

先導計劃形式讓其轄下資助房屋的業主出租其未補價單位予有需要的家庭。 

 

房協於 2018 年 9 月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出租計劃。在先導計劃下，合資格的業主需要擁有未補價

的房協資助出售單位 10 年或以上；而已輪候三年或以上的公共租住房屋（公屋）一般申請者和在

配額及計分制下已輪候六年或以上的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則符合申請成為租戶的資格。合資

格業主只可出租個別睡房予合資格租戶 ，但不可將整個單位出租。 

 

2.2  2019 年香港房屋委員會參與經優化的出租計劃 

在 2018 年《施政報告》中，行政長官建議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在參考房協 2018 年的先導

計劃的實施情況後，考慮加入出租計劃，讓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的業主亦可以出租其未補價單位

予有需要的家庭。就此，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於 2019 年 7 月 29 日的會議

上討論並同意房委會以試行形式加入以下經優化的出租計劃。 

 

在 2019 年 10 月 24 日，房協宣布推出經優化的出租計劃，主要優化措施包括： 

 

(a)         容許合資格業主出租整個單位。如單位有兩個睡房或以上，業主可將個別睡房或整

個單位出租；如單位並没有睡房或只有一個睡房，業主則只可將整個單位出租； 

(b)  推出由房協運作的網上資訊共享平台（網上平台），協助合資格業主及租戶溝通並

進行配對；以及 

(c) 容許業主出租整個單位予指定的非政府機構（現時為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及

其計劃下的營運機構）以進行配對，及分租予正輪候公屋的合資格租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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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由 2019 年 11 月 18 日開始接受合資格的業主申請。至於合資格租戶的申請方面，房協先在

2019 年 12 月 9 日至 20 日期間展開有期限的申請；其後於 2020 年 11 月 25 日再次接受申請，並

且不設限期。 

 

3. 檢討結果及分析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分別約 500 個業主及 360 個租戶的申請獲批，並錄得 64 宗已簽訂租約的個

案（見附錄表 1 至 3）。與 2018 年先導計劃推出後的反應作比較（即只有六個業主及 23 個租戶

的申請獲批，且無成交個案）， 獲批的申請和已簽訂租約的數字均大幅上升。 

 

為評估優化措施自 2019 年推出後的成效，房協為經優化的出租計劃進行檢討。檢討結果及分析見

下文。 

 

3.1  有關優化措施的成效檢討 

 

i. 房委會參與經優化的計劃 

房委會於 2019 年 7 月以試行形式加入經優化的計劃後，合資格的資助出售單位屋苑由原本的

21 個房協轄下的屋苑，增加至房委會和房協轄下共約 240 個屋苑。現時，分別約 15 000 個房

協和約 340 000 個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符合經優化的計劃的資格。截至 2021 年 4 月底，在約

500 個申請獲批的業主中，約有 440 個為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業主 （即約 88%）；在 64 宗成

功租賃個案中，有 60 宗（即約 94%）來自房委會資助出售單位（見附錄表 1 至 3）。 

 

ii. 擴展後的出租模式 

64 宗成功租賃個案全部以整個單位的模式出租，而非出租個別睡房（見附錄表 3）。由此可

見，出租整個單位更受業主及租戶歡迎。我們在網上平台亦觀察到類似情況，當中只有少於

10%的業主以「個別睡房」的出租模式放租；而沒有租戶尋找租住個別睡房。 

 

iii. 推出網上平台 

推出網上平台亦有助促成有意的業主及租戶互相配對。成功申請而有使用網上平台的業主及

租戶分別超過 70%及 80%。在 62 宗成功租賃個案中（不包括一宗經由社聯租賃的個案和一宗

親屬間的租賃個案），所有業主及租戶均經由網上平台配對。 

 

iv. 與社聯的合作 

在經優化的計劃下，合資格業主可以把整個單位出租予指定的非政府機構，而該機構只可把

單位分租予合資格的公屋申請人。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有一宗經由社聯成功租賃的個案。由

於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的安排旨在為業主及租戶提供多一個選擇，而且涉及的資源有限，我們

認為應繼續維持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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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有關計劃其他安排的檢討 

 

自出租計劃推出以來，一直有建議要求優化計劃的其他安排，例如實行租金管制及/或提供租金津

貼、訂立人均最低居住面積、放寬申請資格、與社聯以外的非政府機構合作等。我們在是次檢討

中亦探討過上述建議，檢討結果及分析概述如下。 

 

i. 租金管制及津貼 

一直有建議要求實行租金管制或向租戶提供租金津貼。根據 64 宗1成功租貸個案的租金水平及

租戶的回應，我們認為沒有需要推行這些建議安排。 

 

64 宗 1 成功租賃個案的每月租金介乎$500 至$15,000（單位面積介乎約 210 平方呎至 650 平方

呎（即約 19.5 平方米至 60.4 平方米）），中位數為$8,000。與面積相若的私人住宅單位的家

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作比較（根據政府統計處 ，2021 年第一季數字為$13,000），$8,000 的

每月租金中位數比$13,000 低約 40％。事實上，64 宗 1 成功租賃個案中有 63 宗（即約 98%）

的租金在$ 13,000 或以下（見附錄表 4）。 

 

房協在 64 個透過計劃租住資助出售單位的租戶中，成功訪問了 35 個租戶。在 35 位受訪租戶

中，有 22 位曾經在私人市場租住整個單位。其中約 70%受訪租戶表示他們在經優化的計劃下

正繳付相約或較低租金，租金支出節省約 4%至 52%。雖然餘下的 30%受訪租戶要繳付較以往

高的租金，但他們表示願意為享有更寬敞的生活空間而作出這樣選擇。 

 

由此可見，租戶可負擔其租金水平，而有關租金亦為業主所接受。如就議定租金訂立過多規

限，有意參與計劃的業主很可能因此卻步，從而影響計劃成效。因此，我們相信繼續讓業主

和租戶自行議定租金的安排更為合適。 

 

ii. 居住狀況 

大部份受訪租戶（即約 80%）同意經優化的計劃能改善其生活環境。計劃所帶來的改善包括

更便利的交通、更多的配套設施、居住空間擴大及更好的社區或居住環境。事實上，在 35 位

成功透過經優化的計劃租住單位的受訪租戶中，有 13 位（即約 40%）曾居住於分間樓宇單位

（即「劏房」），部份人士更須要與其他屋友共用洗手間及廚房。經優化的計劃明顯改善了

他們的居住狀況，並提供安全及穩定的居所。 

 

在多項經優化的計劃下為租戶帶來的改善中，受訪租戶最常提及的是增加居住空間。約 70%

的受訪租戶表示他們的居住空間有所增加，當中有一半以上表示其家庭的居住空間至少增加

40%。根據紀錄，成功租賃個案中的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為146平方呎（即約13.6平方米 ），

其中約 90%的家庭正享有 100 平方呎（即約 9.3 平方米 ）以上的人均居住面積。 

 
相對而言，經優化的計劃的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即約 13.6 平方米），比香港「劏房」戶的

人均居住面積中位數2 （約 6.6 平方米  ）明顯為高，亦與房委會公屋單位的人均居住面積平均

                                                             
1  包括一個租金遠比市值低（即每月$500）的租賃個案。 

2  根據「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於 2020 年委託進行的問卷調查。 



4 
 

數相若（截至 2020 年底，約 13.5 平方米 3）。以上的統計數字顯示，經優化的計劃下租戶居

所適切。因此，我們認為無須訂立最低居住面積。 

 

iii. 申請資格 

在經優化的計劃下，擁有單位 10 年或以上的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合符申請資格。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房協共接獲約 610 個業主的申請（見附錄表 1）。現時的申請要求已在防止投機行為和

資助出售單位業主於短時間內獲利，以及善用現有閒置公營房屋資源之間取得平衡。因此，

我們會繼續維持有關的申請資格。 

 

在租戶方面，已輪候三年或以上的公屋一般申請者和在配額及計分制下已輪候六年或以上的

公屋非長者一人申請者，均符合申請資格。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房協共收到約 1 090 個租戶

的申請（見附錄表 2）。由於房委會現時以公屋一般申請者平均約三年獲首次編配單位為目標，

因此計劃繼續開放予已輪候超過三年的一般申請者亦屬合適。至於非長者一人公屋申請者方

面，已輪候公屋達六年或以上的申請者很大機會已完成至少一次的定期查核，並獲核實仍符

合公屋申請資格。因此，我們認為維持有關申請要求的做法合適。 

 

iv. 與更多非政府機構的合作 

如上文 3.1(iv) 段所述，與非政府機構的合作旨在為業主及租戶提供額外的選擇。由於目前只

有一宗經由社聯成功租賃的個案，我們認為暫時無須與社聯及其營運機構以外的非政府機構

合作。 

 

4. 未來路向 
 

房協會繼續推行經優化的計劃。同時，由於房委會現時是根據房委會於 2019 年 7 月的決定以試行

形式參與出租計劃，房協亦將向房委會匯報實施情況和檢討結果，讓房委會決定是否繼續恆常地

參與計劃。 

 

與此同時，我們已計劃加強宣傳，以提高合資格業主及租戶對出租計劃的認識。我們會繼續加強

推廣工作，包括更密集地派發宣傳資料及加強網上宣傳。 

 

2021 年 5 月 

香港房屋協會 

  

                                                             
3  根據房委會的行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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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的主要數據 

 

除另有列明，下列所有數據均截至 2021 年 4 月底。 

 

表 1. 業主申請概要 

 香港房屋協會（房協） 

資助出售單位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資助出售單位 

合共 

接獲申請數目  69 [11%] 538 [89%] 607 [100%] 

不獲接納／主動取消

申請數目
註一

 
7 [12%] 50 [88%] 57 [100%] 

獲批申請數目 58 [12%] 439 [88%]  497 [100%]  

 

表 2. 租戶申請概要 

 一般申請者 

配額及計分制下的

公屋非長者一人申

請者 

合共 

接獲申請數目 961 [88%] 127 [12%] 1 088 [100%]  

不獲接納／主動取消

申請數目
註一

 
564 [89%] 68 [11%] 632 [100%] 

獲批申請數目 307 [86%] 52 [14%] 359 [100%] 

 

註一 申請並非不獲接納／主動取消／已獲批即被視為正在處理的申請，當中亦包括申請者未有

提交所需文件或未有按指示親身前赴房協會面以辦理申請手續。 

 

表 3. 成功租賃個案概要 

 整個單位出租 個別睡房出租 合共 

房委會 60 [94%] 0 [不適用] 60 [94%] 

房協 4 [6%] 0 [不適用] 4 [6%] 

合共 64 [100%] 0 [不適用] 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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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租賃個案資料概要 

租賃個案資料 範圍 中位數 備註 

每月租金
註二

  $500 至$15,000 $8,000 
面積相若的私人住宅單位的家庭

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  $13,000
註三

 

樓面面積 

210 平方呎至 

650 平方呎 

（即約 19.5 平方米

至 60.4 平方米） 

430 平方呎 

（即約 40.0

平方米） 

/ 

人均居住面積 

60 平方呎至 

495 平方呎 

（即約 5.6 平方米至

46.0 平方米） 

146 平方呎 

（即約 13.6

平方米) 

 香港「劏房」戶的人均居住

面積中位數: 6.6 平方米註四
 

 房委會公屋單位的人均居住

面積平均數（截至 2020 年

底）: 13.5 平方米註五  

 

註二 所有數字只反映租金，公用服務收費並不包括在內。 

註三 政府統計處 2021 年第一季數字。 

註四 根據「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於 2020 年委託進行的問卷調查。 

註五 根據房委會的行政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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