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編號： CPC 17/2016 

SHC 38/2016

香港房屋委員會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及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

請委員留意，與關注團體舉行的下次交流會，已定於  2016年 
8 月 23 日 (星期二 )在愛民邨愛民社區會堂舉行。是次交流會的細節如下：

關注團體 時間

公屋聯會 下午  2 時正

街坊工友服務處 下午  2 時 55 分

協利大樓租客關注組 下午  3 時 50 分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下午  4 時 45 分 

2. 現付上以下資料，供各位參考：  

(a ) 關注團體的參考資料  

 公屋聯會 － 約見信及討論要點（附件  A1） 

 街坊工友服務處 － 約見信及討論要點（附件  A2） 

 協利大樓租客關注組 － 約見信及補充文件

（附件  A3）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約見信及討論要點

（附件  A4） 

(b) 房屋署提供的參考資料  

 公屋聯會 － 建議討論事項的參考資料（附件  B1） 

 街坊工友服務處 － 建議討論事項的參考資料（附

件 B2）



 

   

 

 

   

 

 

  

 

  

 

 

 

 

 

 

 

  

  

   

 

 

 

    

    

   

     

 協利大樓租客關注組 － 建議討論事項的參考資料

（附件  B3）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 建議討論事項的參考資

料（附件  B4） 

(c ) 出席是次交流會的委員名單（附件  C） 

(d) 愛民社區會堂的位置圖（附件  D） 

3. 委員如有興趣，亦歡迎列席交流會，直接聽取市民對公共房

屋政策的意見。有意出席是次交流會的委員，請於  2016 年 8 月 19 日中午
前通知秘書處 (電話： 2761 5036)，以便安排。

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秘書黃令時

電話： 2761 5033

傳真： 2761 0019

檔號 ： HD 1-7/COMM1/CG-1 Pt .12 

(機構事務處 )

發出日期 ： 2016 年 8 月 17 日 

- 2 -



 
  

 

 

 

  

 

  
 

 

  
 

  
     

 

 

 

 

 

 

 

 

 

  

 

 

 

 

  

 

 

 

 

  

 

  

     

 

Annex A1
附件  A1

致

房委會秘書處

本會公屋聯會報名出席於8月23日房委會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擬就下列事項交流意

見： 

1.「綠置居」定價及銷售安排 

2. 居屋定價及銷售安排

敬希安排。如有任何查詢，敬請致電2950 0282與本會總幹事招國偉先生聯絡。

公屋聯會 謹啟 

2016年 6月 15日

致

房委會秘書處

附上本會報名出席 8 月 23 日房委會交流會的意見要點，如下：

居屋 

1.縮短居屋定價與銷售期的時間 

2.研究設調整售價的緩衝機制 

3.增設居屋入息及資產下限

綠置居 

1.「綠置居」作為恆常資助出售房屋政策 

2.「居屋」與「綠置居」的關係 

3.「綠置居」負擔能力的計算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950 0282 與本會總幹事招國偉聯絡。

公屋聯會 謹啟 

2016 年 6 月 29 日









Annex A3
附件 A3 









 

  

 

  

  

  

 

 

  

 

  

   

  

  

  

 

 

  

 

Annex A4 
附件A4

房委會秘書處陳鄭麗珍女士：

申請出席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是由一眾關注街市發展的團體所組成的聯盟，成員包括東涌社區發展

陣線、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街坊工友服務處、葉榮區議員辦事處、天耀街市關注組、改善

東涌居民組、爭取天水圍食環署街市關注組及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 (排名不分先後 )。

本團體現特以致函申請出席 2016年 8月 23日下午 2:30舉行的「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

就新屋邨街市房署角色進行討論。團體會有 2-10人出席。

本團體望是次會議能邀請商業樓員小組成員出席，以促進交流，一同商討屋邨街市問題。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3487 4886 / 5600 3455與陳淑淇小姐聯絡。

祝工作順利！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

WSWSChan
螢光標示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東涌社區發展陣線、天水圍社區發展陣線、街坊工友服務處、葉榮區

議員辦事處、天耀街市關注組、改善東涌居民組、爭取天水圍食環署街市關注組、天水圍社區

發展網絡 (排名不分先後)

就新屋邨街市的房署角式進行討論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由一眾關注街市發展的團體所組成。

房署應自行管理屋邨街市，早前發展局秘書長陳松青在 2016年 5月 27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

指，「公共屋邨的公眾街市，第 39區及第 56區的公共房屋發展項目，據我們和房屋署的了解，

那兩個項目內的兩個街市會由房屋署運作。」 1 可見政府已明白房署街市外判問題所在。可是，

早前房委會亦曾於本年 4月提及，「未來 5年轄下 12個新建成屋邨街市，將全數外判予承辦商

管理，租金由承辦商與商販自行商討」 2，即意味政府將連租金亦撒手不管。未來房署街市若

果如房委會所指，街市管理權包括租金，將全數以外判予私人公司，聯盟及各地區居民組非常

擔心，房署屋邨街市將成為領展街市翻版，小商戶難以進場，同時亦出現「垂直壟斷」問題，

承辦商或會透過加租而趕走小商戶，引入旗下商販。

設立「監察街市管理委員會」

同時，房署街市空置問題為人詬病，因此聯盟建議成立「監察街市管理委員會」，委員會內應

加入市民、商戶、區議員等的地區持分者，定期與房署代表就管理街市的問題會面，交流意見，

從而改善街市營運。

開放房署地方作墟市用途

領展壟斷問題嚴重，區內購物點大部分為領展所擁有。故此，過往有民間團體建議開放房署地

方作為墟市，為居民提供廉價購物點，亦同時提供創業機會予基層市民。聯盟成員──東涌社

區發展陣線，於 2015年 11月向離島區議會建議房署地方作可現金交易的墟市，在 6月 15日

的墟市小組會議上，房署代表暗示因領展反對以致區內房署地方未能作為墟市用途。

就以上內容，聯盟希望能在 8月 23日於「委員與關注體交流會」上詳細討論： 

1) 房署在新落成屋邨街市及承租合約已經屆滿的屋邨街市的角色； 

2) 就成立「監察街市管理委員會」的意見； 

3) 房署就開放房署地方作墟市用途的取態； 

4) 全港可作為墟市之房署用地地點。

如對以上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與陳淑淇小姐聯絡。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2016年 7月 21日 

1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 (2016/05/27) https://goo.gl/6DaCyK 

2
〈房會街市交領展承包商 租貴捱轟 12新建街市將全外判 租金條款「撒手」〉明報 http://goo.gl/fwb8MR 2016

年 4月 13日

https://goo.gl/6DaCyK
http://goo.gl/fwb8MR


 
 

 
 

 

 

    

 

    

  

 

 

  

 
   

 
 

 

 

 

 

 

 

 

 

附件  B1 
(第 1 頁，共  3 頁 )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 公屋聯會

討論事項  : (A)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  
(B)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綠置居）  

(A )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  

1. 居屋售價及銷售安排  

 有別於私人發展商出售其住宅項目，居屋乃資助房屋，香港房屋委

員會（房委會）有必要確保政策公平及公帑得以妥善運用。因此，

出售居屋需要經過特定的程序，先由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確立申請者資格，包括白表申請者的入息及資產限

額，及訂定平均售價和銷售安排，然後才公開接受申請，並初步核

實申請表。房委會其後會進行公開攪珠以決定審核申請次序，並按

有關次序要求申請者遞交證明文件作詳細審核以確定資格。通過上

述程序的申請者才會獲邀選樓，進入銷售程序。房委會於過程中要

處理大量申請，並要確保所有申請都獲得公平的處理。  

 在訂定居屋單位售價時，房委會會按既定機制衡量申請者的負擔能

力。衡量負擔能力的原則，是至少有一半出售的單位，可讓現時在

居屋白表申請者入息上限的家庭（即兩人或以上家庭）在購買居屋

單位後，其按揭供款與入息比例不超過  40%。以市值七折的定價及

白表家庭申請者入息上限作計算，在  2014 及 2016 年出售的所有居

屋單位均符合負擔能力基準。  

 居屋售價一經訂定，不會於銷售期間因為樓價上升或下跌而改變，

但房委會會在銷售期間每月更新用作計算補價的「最初市值」。買

家在簽訂買賣協議當日，若樓價已下跌，用以計算補價的「最初市

值」及相應的折扣率因較定價時的市值及折扣率為低，將來的補價

款額亦會因而減少。反之，若樓價上升，用以計算補價的「最初市

值」及相應的折扣率因較定價時的市值及折扣率為高，將來的補價

款額亦會相應增加。這做法行之有效，居屋買家亦普遍認同。



 
 

 
 

 
 
 

 
 
 

 
 
 

 
 

   

 
 

 
 

 

 
 

 

 
 

附件  B1 
(第 2 頁，共  3 頁 ) 

 若房委會在公布定價後，因市場變化而調整居屋售價，會對合乎資

格但未有遞交申請的人士造成不公；倘重新啓動申請程序，會令銷

售過程延後，而如果市場再變動而一再重新申請，整個流程會為大

眾帶來混亂。  

 另外，如房委會因市場變化而調整居屋售價，房委會須同時考慮應

否基於同樣理由調整白表申請者的入息及資產限額。若調低有關入

息及資產限額，或會令部分原先合資格並已遞交申請的人士失去購

買單位的機會。  

 基於以上考慮，居屋售價一經訂定後，於銷售期間維持不變是合適

的做法。  

 房委會會在下一次推出居屋單位發售時檢討定價的安排，研究能否

進一步縮短房委會通過售價後至推出單位發售的時間差距。然而，

由於在房委會通過售價及銷售安排後仍需處理大量工序，能再縮短

定價和推出單位發售的時間差距的空間未必太大。  

2. 增設居屋入息及資產下限  

 為更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資源，以及增加有真正住屋需要而合資格的

首次置業者的機會，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曾建議為日後發售居

屋單位和其他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白表申請者，設立最低入息∕資

產限額。  

 小組委員會已在居屋的整體政策下研究上述建議。小組委員會關注

到若就白表申請者設立最低入息∕資產限額，可能會無意地影響了

真正有需要購置居屋的人士。自上世紀七十年代最初推出居屋以

來，房委會一直容許購置居屋人士接受家人及∕或朋友的財政資

助，有關安排為很常見的做法，亦普遍被大眾接受。如果引入最低

入息∕資產限額，入息及資產低於最低限額的人士將會不合資格申

請居屋，即使他們可能有其他方法獲得資助。  

 此外，現時綠表申請者並沒有任何入息或資產限額。由於綠表申請

者亦可以為低收入者及∕或沒有資產，若只為白表申請者設立最低

入息或資產限額，或會被白表申請者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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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1 
(第 3 頁，共  3 頁 ) 

 基於上述考慮，在權衡利弊後，小組委員會於  2014 年 11 月 10 日的

會議上，通過在未來銷售居屋單位時，不設立白表申請者的最低入

息或資產限額。  

(B) 綠表置居先導計劃（綠置居）  

1. 綠置居的背景  

 行政長官在  2015 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房委會選擇合適的正在

興建公屋項目，以先導計劃形式出售給綠表人士（即主要是現行公

屋租戶及已通過詳細審核並即將獲配公屋的人士），定價比傳統居

屋低廉，以進一步完善房屋階梯。房委會已於  2015 年 5 月通過了

綠置居的執行細節，並選取位於新蒲崗的公屋發展項目轉為綠置

居。項目提供約  860 個單位，預計於 2016 年下半年預售，並於  2017

年年中入伙。  

 由於綠置居是一個先導計劃，房委會會在推出新蒲崗項目後檢討其

成效，以決定其未來路向。  

2. 衡量目標申請者負擔能力的準則  

 房委會已於  2015 年 5 月通過了綠置居的執行細節，包括其定價機

制。定價機制基本上沿用居屋的做法，但同時會考慮綠表申請者的

負擔能力、房委會的財政承擔能力及各資助自置居所政策之間的公

平性。一般來說，綠置居將會提供較居屋單位高的折扣率，而單位
註

售價一般不應低於成本 。 

 在訂定單位售價時，房委會同樣會衡量申請者的負擔能力。衡量負

擔能力的原則，是至少有一半出售的單位，可讓現時家庭收入水平

處於四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  2016-17 年度為  26,690 元）的

申請者在購買有關單位後，以貸款還款期  20 年及貸款與單位售價

比例  95%作計算，其按揭供款與入息比例不超過  40%。 

 為更適切地反映市場的情況，房委會會跟隨出售居屋的做法，於接

近出售綠置居單位前，按定價機制釐定其售價及折扣率。

註 成本包括發展成本（包含建築成本、直接人力成本及開銷）、土地成本、以及行政和與銷售有關的開

支。



 
 

 
 

 

 

    

 

    

  

 

 

  

 
   

 
 

 

 

 

    

 

 

 

 

 

 

附件  B2 
(第 1 頁，共  3 頁 )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 街坊工友服務處

討論事項  : (A) 公屋租金調整機制  
(B) 體恤安置  

(A )公屋租金調整機制  

1. 現時情況  

 根據《房屋條例》（香港法例第  283 章），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

須每兩年檢討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金一次，並須按該次租金檢

討中第一和第二期間收入指數的變動調整公屋租金。如第二期間的

收入指數高於第一期間的收入指數  0.1%以上，房委會須以收入指數

的升幅或  10%增加租金，兩者以較少者為準；如第二期間的收入指

數低於第一期間的收入指數  0.1%以上，房委會則須以收入指數的跌

幅相應減少租金。  

 就 2016 公屋租金檢討，第二期間（即  2015 年）的收入指數高於第

一期間（即  2013 年）的收入指數  16.11%。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

員會（小組委員會）於  2016 年 7 月 8 日的會議上，根據《房屋條

例》第 16A 條，通過上調公屋租金  10%。租金調整將於  2016年 9月 1日

生效。 

 現行租金調整機制的設計，只容許租金每兩年最多上調  10%，但租

金下調的幅度則沒有限制。換言之，在現有機制的「封頂」措施下，

長遠來說，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以收入繳付租金）只會改善，不

會變差。  

 現時的租金調整機制在確保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方面發揮了作

用，為公屋租戶提供了足夠的保障。累積計算，公屋租戶的整體收

入，從 2007 年（在現行機制下第一次租金檢討的第一期間）至  2015

年（ 2016 租金檢討的第二期間）增加了  68.5%，而公屋租金只上升

了 39.3%（涵蓋現行租金調整機制下進行的四次租金檢討）。換言

之，收入增加比租金增加多出很多。這顯示出公屋租戶在繳付租金

方面，相比其收入的增加，負擔能力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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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粗略比較，公屋平均租金佔公屋租戶平均家庭收入的比例由  2007

年的  9.97%，下降至按  2016 租金檢討而上調租金後的  9.10%。整體

來說，公屋租戶用以繳付租金的金額佔他們入息的部分愈來愈小。  

 現行的租金調整機制是經過長時間考慮和廣泛諮詢後制訂的，各方

因素和利弊已作詳細考慮，有非常客觀的基礎。社會各界普遍認

為，租戶整體收入的變化，能適切地反映其負擔能力。由於租戶收

取其入息和向房委會繳付租金時均不會扣除通脹，「以入息為基礎

調整租金時扣除通脹」這個方法與租戶的負擔能力並無直接關係；

在通縮的情況下，物價指數下跌的速度往往會較收入快，以致「實

際收入」有所增加，更會出現公屋居民在收入下降及通縮時仍要加

租的情況。  

 為蒐集收入數據，房委會會根據每月租戶實際家庭人數分佈，每月

隨機抽選  2 000 戶公屋租戶參與「公屋住戶入息抽樣統計調查」（「入

息調查」）。在計算收入指數時，政府統計處會剔除與一般公屋租戶

收入有極大差異的非代表性租戶，包括正在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

（俗稱「富戶」）、其他高收入的「非一般收入」租戶及綜援戶，以

減少計算結果出現扭曲的情況。就綜援戶而言，其租金在大多數情

況下由政府全數繳付。由於綜援金的金額由政府制訂，並不反映一

般公屋租戶的收入水平，因此，應在計算收入指數時予以剔除。  

 如某領取綜援的租戶於第一期間被抽選作「入息調查」，政府統計

處會於計算收入指數時，剔除有關租戶。如同一租戶於第二期間亦

被抽選作「入息調查」，而租戶已停止領取綜援，有關租戶該月的

收入將會用於計算收入指數。  

 房委會現時設有租金援助計劃，以協助暫時有經濟困難的公屋租戶

繳交租金。在該計劃下，合資格的租戶可獲減租  25%或 50%。小組

委員會於  7 月 8 日的會議上，檢視了租金援助計劃的實行情況，並

通過兩項措施以進一步完善計劃。小組委員會通過，把現時每年的

覆檢放寬至每兩年進行一次，以減省租戶每年預備收入證明以作覆

檢的安排。此外，現時居於新大廈類別的非長者租戶如在連續三年

接受租金援助後仍需援助，須在有合適單位時遷至同區租金較廉宜

的單位的搬遷規定，亦會放寬至四年。上述措施將於  2016 年 9 月 1日

與租金調整同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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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展望將來  

 房委會在未來進行租金檢討時，會繼續密切留意租金調整對公屋租

戶負擔能力的影響。  

(B ) 體恤安置  

1. 體恤安置  

 房委會設有「體恤安置」。「體恤安置」是一項特別房屋援助計劃，

目的是為有真正迫切及長遠房屋需要，但因特殊境遇出現社會及醫

療需要而沒有其他可行方法解決其居住問題的個人或家庭提供房

屋援助。 

 「體恤安置」並不是一般的公屋申請，需由專業社工為個案作全面

評估。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為每宗個案進行評估，並向房屋署

推薦個案。由於每宗個案的性質、複雜性，和當事人可動用的資源

及支援網絡均有所不同，個案社工需按每宗個案的情況、當事人及

其家庭成員所提供的資料，評估其是否符合被推薦「體恤安置」的

資格。  

 當房屋署接獲有關推薦，會在完成一般手續後盡快編配公屋單位。

一般而言，單位編配可於短時間內完成。 

 按政策「體恤安置」不設任何限額。然而，為了制訂公屋編配估算，

房委會在過往數年均每年預留二千個公屋單位用作「體恤安置」用

途。我們會按政策及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處理社署推薦的所有需

求。事實上，房屋署過往未曾拒絕社署推薦的「體恤安置」個案。  

2. 展望將來  

 我們將會繼續與社署緊密合作，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體恤安置」

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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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 協利大樓租客關注組

討論事項  :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預留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 )單位的安

排

市建局預留公屋單位的安排  

1. 現時情況  

 按照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與市建局於  2002 年 6 月訂立及在  2012 年 6

月修訂的諒解備忘錄，房委會在公屋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會預留公

屋單位予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清拆戶作安置之用。為確保公屋

政策公平及一致性，受影響居民安置的資格準則，必須符合房委會

的申請公屋資格。  

 市建局每年會向房委會提出預留公屋單位的需求，用以安置受市建

局重建項目影響的清拆戶。由於不同類別的公屋申請者對公屋單位

的需求均非常殷切，房委會在制定每年度的公屋編配估算中，會審

慎及全面地評估公屋單位的供求情況，從而估算預留單位給不同類

別申請者，包括為市建局預留的單位數量。由於新建單位及回收公

屋單位所處的地區、供應量以至房間大小分布並不平均，房委會不

能保證在任何單一地區內定必有足夠的單位可供市建局作安置之

用。故此，市建局須按其現有的公屋資源，靈活調配給受其重建項

目影響的清拆戶。  

2. 展望將來  

 我們將繼績與市建局緊密合作，在資源許可下，盡量提供公屋單位

供市建局作安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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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討論事項  : 房屋署在新公共屋邨街市的角色

現時情況

整體承租街市  

1. 根據現行政策，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於其新落成的街市均採用

整體承租方式出租，即把單一份租約批予一個承租商，由它再分租予

個別檔戶，並且負責整個街市的管理。其好處是借助私營機構的專業

營運能力和經驗，為居民提供更佳的購物選擇和服務環境。  

2. 房委會會對整體承租商作出監管，包括規範行業類別、提高對檔戶的

保障、採納全面的表現評估，以及提高透明度，從而促進檔戶與整體

承租商的友好合作關係等，使整體承租安排能夠有效推行。雖然個別

檔位的租金，是由承租商與檔戶自行商討，然而，房委會透過與整體

承租商簽訂的租約的標準條款，限制承租商除了向檔戶收取租金、冷

氣費、差餉及管理費外，不得收取其他費用；並且要求承租商提供足

夠管理人手和維持  24小時的保安服務。租約又規定，承租商須確保物

業以傳統街市形式經營，並提供一定比例的食品與雜項的行業；及須

按月向房委會提交報表，列明所收的各項費用。  

3. 此外，房屋署前線職員亦會定期視察街市，確保承租商遵守租約規

定，維持具質素的管理服務，並且與各持份者包括檔戶等建立良好關

係。房屋署每兩個月對承租商的表現進行評估，在評分過程當中會考

慮屋邨管理諮詢委員會的意見。承租商能否有效及暢順地管理街市的

日常運作，是房委會決定是否與其續約的最重要評估因素。若承租商

未能履行租約內的條款，房屋署會約見及警告他們；若警告無效，房

委會有權在租約到期前終止其合約，並且在一指定期間內不再邀請他

們競投街市承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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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房委會轄下共有  22 個街市，其中  6 個屬於整體承租街市。房委

會現時整體承租街市的管理及營運模式，行之有效，根據現行政策，

新落成的屋邨街市亦將繼續採用。房屋署會繼續與商業設施的租戶、

屋邨居民及其他持份者保持溝通，亦會因應市場需要，適時優化營商

環境，有效地運用資源。

監察房委會轄下街市  

5. 有關房委會轄下商業設施的政策，屬房委會轄下的商業樓宇小組委員

會的職權範圍。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會就房委會轄下商業設施，包括

街市，的租賃及管理等安排和策略，提供意見及訂定計劃，並監察工

作成效。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由社會上不同人士組成，包括立法會議

員、區議員和各界的專業及地區人士等。透過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的

討論及監察，已充分反映社會上多方面的意見，以協助房委會制定合

適的政策和措施。故此，我們認為現行的制度及措施已經足夠。

於公共屋邨範圍內設立墟市  

6. 興建公眾街市及設立墟市的政策及措施屬於食物及衞生局及食物環

境衞生署的工作範疇。就於房委會轄下個別公共屋邨範圍內設立墟市

的建議，房委會會按需要及有關屋邨的實際情況，審慎研究建議對有

關屋邨的影響，以配合政府當局就設立墟市的政策和落實措施。  

7. 一般而言，公共屋邨人口密集，地面的空地往往是供居民使用的公用

通道、休憩設施、或公共空間，因此，房委會須充份考慮居民對這些

公共空間的需要，以及他們和其他持份者和地區人士對改變公用空間

用途的意見。同時，房委會亦需要考慮有關建議會否破壞環境衞生、

阻礙公用通道、滋擾居民或引來無牌小販擺賣等。由於部分公共屋邨

地段設有地契，對樓面面積及用途有所限制，要落實有關建議或需要

取得地政總署的批准及其他業主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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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房署地方作墟市用途領展壟斷問題嚴重，區內購物點大部分為領展所擁有。故此，過往有民間團體建議開放房署地方作為墟市，為居民提供廉價購物點，亦同時提供創業機會予基層市民。聯盟成員──東涌社區發展陣線，於 2015年 11月向離島區議會建議房署地方作可現金交易的墟市，在 6月 15日的墟市小組會議上，房署代表暗示因領展反對以致區內房署地方未能作為墟市用途。
	就以上內容，聯盟希望能在 8月 23日於「委員與關注體交流會」上詳細討論： 1)房署在新落成屋邨街市及承租合約已經屆滿的屋邨街市的角色； 2)就成立「監察街市管理委員會」的意見； 3)房署就開放房署地方作墟市用途的取態； 4)全港可作為墟市之房署用地地點。
	如對以上內容有任何疑問，請致電與陳淑淇小姐聯絡。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2016年 7月 21日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 (2016/05/27) 〈房會街市交領展承包商租貴捱轟 12新建街市將全外判租金條款「撒手」〉明報 2016年 4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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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公屋聯會
	討論事項 : (A)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 (B)綠表置居先導計劃（綠置居） 
	(A)居者有其屋計劃（居屋） 
	1.居屋售價及銷售安排 
	有別於私人發展商出售其住宅項目，居屋乃資助房屋，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有必要確保政策公平及公帑得以妥善運用。因此，出售居屋需要經過特定的程序，先由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確立申請者資格，包括白表申請者的入息及資產限額，及訂定平均售價和銷售安排，然後才公開接受申請，並初步核實申請表。房委會其後會進行公開攪珠以決定審核申請次序，並按有關次序要求申請者遞交證明文件作詳細審核以確定資格。通過上述程序的申請者才會獲邀選樓，進入銷售程序。房委會於過程中要處理大量申請，並要確保所有申請都獲得公平的處理。 
	在訂定居屋單位售價時，房委會會按既定機制衡量申請者的負擔能力。衡量負擔能力的原則，是至少有一半出售的單位，可讓現時在居屋白表申請者入息上限的家庭（即兩人或以上家庭）在購買居屋單位後，其按揭供款與入息比例不超過 40%。以市值七折的定價及白表家庭申請者入息上限作計算，在 2014及 2016年出售的所有居屋單位均符合負擔能力基準。 
	居屋售價一經訂定，不會於銷售期間因為樓價上升或下跌而改變，但房委會會在銷售期間每月更新用作計算補價的「最初市值」。買家在簽訂買賣協議當日，若樓價已下跌，用以計算補價的「最初市值」及相應的折扣率因較定價時的市值及折扣率為低，將來的補價款額亦會因而減少。反之，若樓價上升，用以計算補價的「最初市值」及相應的折扣率因較定價時的市值及折扣率為高，將來的補價款額亦會相應增加。這做法行之有效，居屋買家亦普遍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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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房委會在公布定價後，因市場變化而調整居屋售價，會對合乎資格但未有遞交申請的人士造成不公；倘重新啓動申請程序，會令銷售過程延後，而如果市場再變動而一再重新申請，整個流程會為大眾帶來混亂。 
	另外，如房委會因市場變化而調整居屋售價，房委會須同時考慮應否基於同樣理由調整白表申請者的入息及資產限額。若調低有關入息及資產限額，或會令部分原先合資格並已遞交申請的人士失去購買單位的機會。 
	基於以上考慮，居屋售價一經訂定後，於銷售期間維持不變是合適的做法。 
	房委會會在下一次推出居屋單位發售時檢討定價的安排，研究能否進一步縮短房委會通過售價後至推出單位發售的時間差距。然而，由於在房委會通過售價及銷售安排後仍需處理大量工序，能再縮短定價和推出單位發售的時間差距的空間未必太大。 
	2.增設居屋入息及資產下限 
	為更有效地分配有限的資源，以及增加有真正住屋需要而合資格的首次置業者的機會，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曾建議為日後發售居屋單位和其他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的白表申請者，設立最低入息∕資產限額。 
	小組委員會已在居屋的整體政策下研究上述建議。小組委員會關注到若就白表申請者設立最低入息∕資產限額，可能會無意地影響了真正有需要購置居屋的人士。自上世紀七十年代最初推出居屋以來，房委會一直容許購置居屋人士接受家人及∕或朋友的財政資助，有關安排為很常見的做法，亦普遍被大眾接受。如果引入最低入息∕資產限額，入息及資產低於最低限額的人士將會不合資格申請居屋，即使他們可能有其他方法獲得資助。 
	此外，現時綠表申請者並沒有任何入息或資產限額。由於綠表申請者亦可以為低收入者及∕或沒有資產，若只為白表申請者設立最低入息或資產限額，或會被白表申請者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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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上述考慮，在權衡利弊後，小組委員會於 2014年 11月 10日的會議上，通過在未來銷售居屋單位時，不設立白表申請者的最低入息或資產限額。 
	(B)綠表置居先導計劃（綠置居） 
	1.綠置居的背景 
	行政長官在 2015年的《施政報告》中建議房委會選擇合適的正在興建公屋項目，以先導計劃形式出售給綠表人士（即主要是現行公屋租戶及已通過詳細審核並即將獲配公屋的人士），定價比傳統居屋低廉，以進一步完善房屋階梯。房委會已於 2015年 5月通過了綠置居的執行細節，並選取位於新蒲崗的公屋發展項目轉為綠置居。項目提供約 860個單位，預計於 2016年下半年預售，並於 2017年年中入伙。 
	由於綠置居是一個先導計劃，房委會會在推出新蒲崗項目後檢討其成效，以決定其未來路向。 
	2. 衡量目標申請者負擔能力的準則 
	房委會已於 2015年 5月通過了綠置居的執行細節，包括其定價機制。定價機制基本上沿用居屋的做法，但同時會考慮綠表申請者的負擔能力、房委會的財政承擔能力及各資助自置居所政策之間的公平性。一般來說，綠置居將會提供較居屋單位高的折扣率，而單位
	註
	售價一般不應低於成本。 
	在訂定單位售價時，房委會同樣會衡量申請者的負擔能力。衡量負擔能力的原則，是至少有一半出售的單位，可讓現時家庭收入水平處於四人家庭申請公屋的入息限額（ 2016-17年度為 26,690元）的申請者在購買有關單位後，以貸款還款期 20年及貸款與單位售價比例 95%作計算，其按揭供款與入息比例不超過 40%。 
	為更適切地反映市場的情況，房委會會跟隨出售居屋的做法，於接近出售綠置居單位前，按定價機制釐定其售價及折扣率。
	註成本包括發展成本（包含建築成本、直接人力成本及開銷）、土地成本、以及行政和與銷售有關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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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街坊工友服務處
	討論事項 : (A)公屋租金調整機制 (B)體恤安置 
	(A)公屋租金調整機制 
	1.現時情況 
	根據《房屋條例》（香港法例第 283章），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須每兩年檢討公共租住房屋（公屋）租金一次，並須按該次租金檢討中第一和第二期間收入指數的變動調整公屋租金。如第二期間的收入指數高於第一期間的收入指數 0.1%以上，房委會須以收入指數的升幅或 10%增加租金，兩者以較少者為準；如第二期間的收入指數低於第一期間的收入指數 0.1%以上，房委會則須以收入指數的跌幅相應減少租金。 
	就 2016公屋租金檢討，第二期間（即 2015年）的收入指數高於第一期間（即 2013年）的收入指數 16.11%。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於 2016年 7月 8日的會議上，根據《房屋條例》第 16A條，通過上調公屋租金 10%。租金調整將於 2016年 9月1日生效。 
	現行租金調整機制的設計，只容許租金每兩年最多上調 10%，但租金下調的幅度則沒有限制。換言之，在現有機制的「封頂」措施下，長遠來說，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以收入繳付租金）只會改善，不會變差。 
	現時的租金調整機制在確保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方面發揮了作用，為公屋租戶提供了足夠的保障。累積計算，公屋租戶的整體收入，從 2007年（在現行機制下第一次租金檢討的第一期間）至 2015年（2016租金檢討的第二期間）增加了 68.5%，而公屋租金只上升了 39.3%（涵蓋現行租金調整機制下進行的四次租金檢討）。換言之，收入增加比租金增加多出很多。這顯示出公屋租戶在繳付租金方面，相比其收入的增加，負擔能力有所改善。另一方面，作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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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粗略比較，公屋平均租金佔公屋租戶平均家庭收入的比例由 2007年的 9.97%，下降至按 2016租金檢討而上調租金後的 9.10%。整體來說，公屋租戶用以繳付租金的金額佔他們入息的部分愈來愈小。 
	現行的租金調整機制是經過長時間考慮和廣泛諮詢後制訂的，各方因素和利弊已作詳細考慮，有非常客觀的基礎。社會各界普遍認為，租戶整體收入的變化，能適切地反映其負擔能力。由於租戶收取其入息和向房委會繳付租金時均不會扣除通脹，「以入息為基礎調整租金時扣除通脹」這個方法與租戶的負擔能力並無直接關係；在通縮的情況下，物價指數下跌的速度往往會較收入快，以致「實際收入」有所增加，更會出現公屋居民在收入下降及通縮時仍要加租的情況。 
	為蒐集收入數據，房委會會根據每月租戶實際家庭人數分佈，每月隨機抽選 2 000戶公屋租戶參與「公屋住戶入息抽樣統計調查」（「入息調查」）。在計算收入指數時，政府統計處會剔除與一般公屋租戶收入有極大差異的非代表性租戶，包括正在繳交額外租金的租戶（俗稱「富戶」）、其他高收入的「非一般收入」租戶及綜援戶，以減少計算結果出現扭曲的情況。就綜援戶而言，其租金在大多數情況下由政府全數繳付。由於綜援金的金額由政府制訂，並不反映一般公屋租戶的收入水平，因此，應在計算收入指數時予以剔除。 
	如某領取綜援的租戶於第一期間被抽選作「入息調查」，政府統計處會於計算收入指數時，剔除有關租戶。如同一租戶於第二期間亦被抽選作「入息調查」，而租戶已停止領取綜援，有關租戶該月的收入將會用於計算收入指數。 
	房委會現時設有租金援助計劃，以協助暫時有經濟困難的公屋租戶繳交租金。在該計劃下，合資格的租戶可獲減租 25%或 50%。小組委員會於 7月 8日的會議上，檢視了租金援助計劃的實行情況，並通過兩項措施以進一步完善計劃。小組委員會通過，把現時每年的覆檢放寬至每兩年進行一次，以減省租戶每年預備收入證明以作覆檢的安排。此外，現時居於新大廈類別的非長者租戶如在連續三年接受租金援助後仍需援助，須在有合適單位時遷至同區租金較廉宜的單位的搬遷規定，亦會放寬至四年。上述措施將於 2016年 9月 1日與租金調整同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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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展望將來 
	房委會在未來進行租金檢討時，會繼續密切留意租金調整對公屋租戶負擔能力的影響。 
	(B)體恤安置 
	1.體恤安置 
	房委會設有「體恤安置」。「體恤安置」是一項特別房屋援助計劃，目的是為有真正迫切及長遠房屋需要，但因特殊境遇出現社會及醫療需要而沒有其他可行方法解決其居住問題的個人或家庭提供房屋援助。 
	「體恤安置」並不是一般的公屋申請，需由專業社工為個案作全面評估。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為每宗個案進行評估，並向房屋署推薦個案。由於每宗個案的性質、複雜性，和當事人可動用的資源及支援網絡均有所不同，個案社工需按每宗個案的情況、當事人及其家庭成員所提供的資料，評估其是否符合被推薦「體恤安置」的資格。 
	當房屋署接獲有關推薦，會在完成一般手續後盡快編配公屋單位。一般而言，單位編配可於短時間內完成。 
	按政策「體恤安置」不設任何限額。然而，為了制訂公屋編配估算，房委會在過往數年均每年預留二千個公屋單位用作「體恤安置」用途。我們會按政策及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處理社署推薦的所有需求。事實上，房屋署過往未曾拒絕社署推薦的「體恤安置」個案。 
	2.展望將來 
	我們將會繼續與社署緊密合作，以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體恤安置」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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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協利大樓租客關注組
	討論事項 :市區重建局 (市建局 )預留公共租住房屋 (公屋)單位的安排
	市建局預留公屋單位的安排 
	1.現時情況 
	按照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與市建局於 2002年 6月訂立及在 2012年 6月修訂的諒解備忘錄，房委會在公屋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會預留公屋單位予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清拆戶作安置之用。為確保公屋政策公平及一致性，受影響居民安置的資格準則，必須符合房委會的申請公屋資格。 
	市建局每年會向房委會提出預留公屋單位的需求，用以安置受市建局重建項目影響的清拆戶。由於不同類別的公屋申請者對公屋單位的需求均非常殷切，房委會在制定每年度的公屋編配估算中，會審慎及全面地評估公屋單位的供求情況，從而估算預留單位給不同類別申請者，包括為市建局預留的單位數量。由於新建單位及回收公屋單位所處的地區、供應量以至房間大小分布並不平均，房委會不能保證在任何單一地區內定必有足夠的單位可供市建局作安置之用。故此，市建局須按其現有的公屋資源，靈活調配給受其重建項目影響的清拆戶。 
	2.展望將來 
	我們將繼績與市建局緊密合作，在資源許可下，盡量提供公屋單位供市建局作安置之用。
	附件 B4 (第 1頁，共 2頁)
	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會參考資料
	關注團體 :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
	討論事項 :房屋署在新公共屋邨街市的角色
	現時情況
	整體承租街市 
	1.根據現行政策，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於其新落成的街市均採用整體承租方式出租，即把單一份租約批予一個承租商，由它再分租予個別檔戶，並且負責整個街市的管理。其好處是借助私營機構的專業營運能力和經驗，為居民提供更佳的購物選擇和服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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