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P09/96-97

房屋單位的供應

一九九七年四月三日

劉騏嘉

胡志華

李敏儀

立法局秘書處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香港中區雪廠街 11號

中區政府合署 (西座 )4樓

    電話： (852) 2869 7735

圖文傳真： (852) 2525 0990



目　錄

研究摘要

略語表

第一部   引言 1
背景 1
目標 1
研究方法 2

第二部   房屋單位的供應 3
私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3
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5
房屋單位供應的預測 1 2

政府的建屋量指標 1 2
在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期間公營房屋
的預計建屋量

1 2

增加房屋單位的供應 1 4
確保日後房屋供應的各項措施 1 4
來自補充房屋用地的房屋單位供應 1 6
影響未來公營及私營房屋供應的因素 1 7

第三部   規範程序 1 9
興建私營及公營房屋的規範程序 1 9

私營房屋 1 9
公營房屋 2 0
在興建房屋單位過程中涉及的政府部門 2 2
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措施 2 2
房署及房協的工程受到延誤 2 3

第四部   分析 2 5

關注事項 2 5
土地供應 2 5
政府訂定的規例與審批程序 2 5
基建發展 2 6
發展及建築工程的勞工供應 2 6
城市規劃政策 2 6
環保規例 2 7
其他 2 7
考慮事項 2 7

附錄A 2 8

參考資料 2 9
-------------------------------------------------------------------------------
立法局秘書處歡迎轉載這份研究報告的部分或全文，並歡迎將之譯成
其他語文。報告所載資料可隨意複製以供非商業用途，但須註明資料
出處為立法局秘書處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並將一份複製文本送
交立法局圖書館備存。



研究摘要

1.  在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六年的十年間，私營房屋單位的實

際供應量，有六年的時間是低於原先公佈的估計數字。在

九十年代，這個問題更趨嚴重。一九九零年、九二至九三

年、九五至九六年的私營房屋單位供應量，均低於平均供

應量。特別在一九九六年，該年的建屋量只有 19,875個，
僅及平均建屋量 66%，是該十年期間的最低數字。發展商
及專業人士均認為低建屋量主要是由於發展過程繁複，以

及當局在提供新的基建設施延誤所引致。

 

2.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每年公營房

屋單位的供應量亦不穩定。房署及房屋協會（房協）均表

示，公營房屋供應出現波動，主要受到已平整土地供應量

的多寡影響。在租住公屋方面，一九九一／九二至一九九

五／九六年度期間的總建屋量為 104,701個租住單位，僅及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零／九一年度期間的 56%。在一
九九五／九六年度內，租住單位的總建屋量為 14,828個，
僅及一九八八／八九年度的 37%。

 

3.  出售公營房屋單位每年的供應量亦不穩定。此外，在一九

九一／九二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出售公營房屋單

位短缺數字達 10,166個單位，對房屋委員會 (房委 )、房署、
房協和本地建築商構成壓力；再者，合資格申請人士亦因

而須繼續輪候所需單位。

 

4.  為增加房屋單位供應，政府建議增加土地供應和基建設

施、精簡及加快政府審批房屋計劃和有關土地買賣的程

序、協助市區重建的進行，並注視建造業的應付能力。

 

5.  為確保日後的房屋供應，規劃環境地政科表示，當局已物

色足夠土地，以達致每年興建 85,000個公營及私營房屋單
位的目標建屋量。房屋單位的主要來源，將來自開闢策略

性發展區和補充房屋用地。然而，規劃環境地政科並沒有

提供詳細資料，說明目前的發展情況。



6.  在私營房屋方面，現時進行一些毋須提交規劃申請的簡單

發展工程，平均籌建時間為 39個月左右。至於需要提交規
劃申請或總綱發展藍圖的工程計劃，便需要另外三至十二

個月時間。一般來說，公營房屋平均需要 62個月的籌建時
間 其中 25個月用於設計和規劃的工作， 37個月用於地
盤的實際建築工程上。過去幾年間，由於政府在設計、城

市規劃、交通、環境影響和建築等方面實施嚴格規定，因

而令私營發展商、房署和房協的發展工程計劃受到延誤。

 

7.  總括來說，發展商及專業人士對現時的房屋發展程序表達

了他們關注的問題，並如何就增加未來房屋單位供應提出

建議。政府或須考慮以下各點：

 

! 由於有潛質進行重建的大幅用地已不多，政府應採取所需步驟，
增闢足夠用地，供公營部門及私營機構發展房屋；

 

! 實施法定規定，訂明有關部門須在指定時間內對建議書作出回
應，並設立一中央機關擔任仲裁角色，歸納各部門的不同意見；

 

! 確保提供發展房屋計劃所需的基建設施；
 

! 注視可能出現建築工人及其他資源不足的問題；
 

! 檢討目前住宅區的發展密度的取向；及
 

! 在保護環境及建造房屋兩者間取得平衡。
 

8.  現時房署需要 25個月時間進行設計及規劃的工作。由於部
份建築程序由該署內部處理，而公共屋 設計一般大致相

若，因此規劃的程序應可進一步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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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單位的供應

第一部   引言

1 背景

1.1 在一九九六年十一月，長遠房屋策略檢討小組委員會要求

立法局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本部 )就房屋單位及土地的供應進

行研究。本研究報告集中討論房屋單位的供應，而土地供應的問題

則會在另一份研究報告探討。

2 目標

2.1 本報告的目標在於分析房屋單位的供應，以協助議員研究

＜長遠房屋策略檢討＞。

2.2 這項研究的範疇是：

1. 檢討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至一九九六年之間的私營及公營房

屋單位的供應情況，並就這段期間私營及公營房屋單位的估計

及每年實際建屋量的差異進行分析；

2. 在一九九七至二零零六年的期間，私營及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量

作出推測，並討論政府為確保未來房屋單位供應而採取的措施；

3. 檢討現時興建私營及公營房屋單位的程序，及論述各個階段的

情況、所涉及的有關部門及所需時間；及

4. 討論現行發展程序中值得關注的事項，及為改善有關程序進行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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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為取得所需資料及統計數字，本部曾翻閱相關文獻如立法

局議事錄及立法局文件。此外，本部亦曾與專業人士進行討論，及

向以下各機構查詢資料：房屋科、規劃環境地政科、房屋委員會 (房
委會 )、房屋協會 (房協 )、房屋署 (房署 )、地政總署、規劃署、香港
地產建設商會、香港地產行政學會、香港房地產建築業協進會、香

港建築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

3.2 這份研究報告是根據以上各資料來源所提供的資料編寫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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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房屋單位的供應

4 私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4.1 表 1列明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六年期間私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量，及政府根據發展商的建屋計劃和差餉物業估價署的估計數字，

並對實際供應量作出比較。

表 1：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六年期間私營房屋單位的實際及估計建屋量

年份 實際供應量

(a)
估計供應量

(b)
差異

(a)  -  (b)
差異百分比 (%)
[ (a)  -  (b) ]  /  (a)

1987 34,375 38,600 -4,225 -12.3%

1988 34,470 37,700 -3,230 -9.4%

1989 36,485 37,655 -1,170 -3.2%

1990 29,400 27,415 1,985 +6.8%

1991 33,380 32,545 835 +2.5%

1992 26,222 33,510 -7,288 -27.8%

1993 27,673 37,326 -9,653 -34.9%

1994 34,173 33,361 812 +2.4%

1995 22,621 26,164 -3,543 -15.7%

1996 19,875 19,095 780 +3.9%

1987-96 平均數字 29,867 32,337 -2,470 -8.3%

15000
18000
21000
24000
27000
30000
33000
36000
39000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實際供應量

估計供應量

備註： 估計的數據是根據建築發展報表、工程師及發展商圖則及報表、差

餉物業估價署的估計數字及／或地盤視察所得的資料，就全港已知

的發展工程及重建地盤的情況而計算出來。

資料來源：《香港物業檢討報告》多期

《香港統計年刊》多期

《競爭政策研究報告：香港私營住宅物業市場》消費者委員會出版



立法局秘書處 房屋單位的供應

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 第 4頁

4.2 在截至一九九六年年底的十年間，有六年私營房屋單位的

實際供應量低於原先公布的估計數字。私營房屋單位建屋量不論在

升市時或跌市時可出現短缺的情況。私營房屋單位的十年平均建屋

量為 29, 867個單位。不過，在以下的各年度的供應量卻低於平均數
字：一九九零年、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年、一九九五至一九九六年。

值得注意的是一九九六年的建屋量是該十年內最低的數字，僅為平

均數的 66%。估計供應量與實際供應量的差異百分比是在 +7%及 -
35%之間。

4.3 私營房屋單位的估計供應量與實際供應量之間所出現的差

異，可能會受兩個因素影響。首先，政府可控制出售房屋用地及私

營房屋單位的興建程序這兩方面；其次，發展商可決定投入市場發

售的房屋單位數目，以及交樓的時間。發展商及專業人士特別指出，

繁複的發展閱批過程及延誤，是導致九十年代在估計供應量與實際

供應量所出現差異的主要原因。與此同時，發展商亦可能按照他們

的商業目標 (如不同年度的盈利狀況 )及市場價格的變動 1，調節建屋

的速率。

4.4 根據專業人士的意見，一九九六年的建屋量放緩，部份是

一九九四至九五年物業價格下挫的反應。另一原因是政府在處理規

劃申請及其他行政程序的工作上耗用很多時間所致。現時在發展過

程中涉及的政府部門愈來愈多，因而延長了所需時間。此外，一些

發展計劃需要倚賴新基建設施的配合，亦會因有關方面提供基建設

施出現延誤，阻延了提供新房屋單位的時間。部分專業人士特別指

出，運輸基建設施是由運輸署統籌，但該署的工作優先次序不一定

與其他部門如地政總署、規劃署及房署等相同。

                                                
1 本部因時間及資源所限，並未對此項因素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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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

5.1 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每年都會不同 (見表 2)。房署及房協均
表示，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出現波動，主要受已平整土地的多寡影

響。此外，公營房屋租住／出售單位的建屋量指標 2有所轉移，亦是

導致公營房屋出售單位建屋量出現較大波動的原因。雖然出現這些

因素，政府應保持穩定的公營房屋建屋量，以滿足市民的需要，同

時對私營房屋的建屋量起著重要的平衡作用。

表 2：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公營房
屋租住／出售單位的供應量

(單位數目 )

年度 公營房屋出售單位 公營房屋租住單位 單位供應量總額

1985/86 18,687 29,605 48,292

1986/87 14,784 27,073 41,857

1987/88 4,639 20,997 25,636

1988/89 12,322 40,368 52,690

1989/90 19,600 34,915 54,515

1990/91 15,612 34,773 50,385

1991/92 16,024 22,307 38,331

1992/93 15,960 22,852 38,812

1993/94 25,212 20,274 45,486

1994/95 4,158 24,440 28,598

1995/96 20,904 14,828 35,732

1985/86-95/96平均數字 15,264 26,585 41,849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1985/86 1986/87 1987/88 1988/89 1989/90 1990/91 1991/92 1992/93 1993/94 1994/95 1995/96

公營房屋
租住單位

公營房屋
出售單位

資料來源 :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每年三月份的〈公營房
屋發展計劃〉，以及房署統計組。

                                                
2 在實施一九八八年長遠房屋策略的建屋量指標前，租住公屋差不多佔公營房
屋供應量總額的 75%。但自一九九零年代以來，當局興建更多的居者有其屋
計劃 (居屋 )房屋單位，現時居屋單位已約佔公營房屋供應量總額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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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從表 3所見，一九八六／八七年度及一九八七／八八年度的
建屋量偏低，但其後三年，即在一九八八／八九至一九九零／九一

年度期間，每年建屋量均較高，平均達 52,530個房屋單位，足以追
回該兩年的短缺數字。在第一發展期中，建屋量出現小量盈餘，較

指標多出了 275個單位。

5.3 不過，在第二發展期卻短缺了 8,972個房屋單位。值得注意
的是在這期間的總建屋量只有 186,959個單位，僅約為第一發展期總
建屋量的 68%。如上文所述，一九九四／九五及一九九五／九六年
度出現的低建屋量，主要是因為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已平整土地的

供應有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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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在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公營
房屋實際建屋量與長遠房屋策略建屋量指標的比較

年度 房屋委員會 房屋協會(1) 總數 長遠房屋策略

建屋量指標

差額

市區 ( 2 ) 新界 ( 2 ) 小計

第一發展期

1985/86 19 ,793 28 ,183 47 ,976 316 48 ,292

1986/87 20 ,468 21 ,009 41 ,477 380 41 ,857

1987/88 16 ,633 7 ,512 24 ,145 1 ,491 25 ,636

1988/89 23 ,642 26 ,822 50 ,464 2 ,226 52 ,690

1989/90 21 ,174 32 ,082 53 ,256 1 ,259 54 ,515

1990/91 16 ,354 31 ,877 48 ,231 2 ,154 50 ,385
小計 118 ,064 147 ,485 265 ,549 7 ,826 273 ,375 273,100(3) 275 ( 5 )

第二發展期

1991/92 17 ,307 17 ,581 34 ,888 3 ,443 38 ,331

1992/93 18 ,211 19 ,687 37 ,898 914 38 ,812

1993/94 18 ,141 26 ,450 44 ,591 895 45 ,486

1994/95 21 ,641 6 ,803 28 ,444 154 28 ,598

1995/96 22 ,823 11 ,064 33 ,887 1 ,845 35 ,732
小計 98 ,123 81 ,585 179 ,708 7 ,251 186 ,959 195,931(4) -8,9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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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每年三月份的〈公營房
屋發展計劃〉，以及房署統計組。

備註：

1.  房屋協會的建屋量未有包括夾心階層住屋 (夾層住屋 )。各區的分項數字未
備。

2.  市區包括港島、九龍、荃灣及葵涌，新界則包括沙田、將軍澳、大埔、粉
嶺、屯門、元朗及各離島。

3.  根據一九八七年長遠房屋策略的建屋量指標 (包括容差 )。
4.  根據最新通過的一九九四年長遠房屋策略建屋量指標，而此一指標已承接
較早的發展期 (一九八五／八六年度至一九九零／九一年度 )的多出／短缺
數字。

5.  建屋量的多出／短缺數字已結轉至及反映在一九九一／九二至二零零零／
零一年度期間的建屋量的指標中。

6. 截至一九九五／九六年的短缺數字將結轉至下一個發展期，即一九九六／九七至二
零零零／零一年度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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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在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公營
房屋租住單位實際建屋量與長遠房屋策略建屋量指標的比較

年度
房屋委員會 房屋協會 (1) 總數

長遠房屋

策略建屋

量指標

差額

市區 ( 2 ) 新界 ( 2 ) 小計

第一發展期

1985/86 10 ,211 19 ,175 29 ,386 219 29 ,605

1986/87 8 ,750 18 ,323 27 ,073 0 27 ,073

1987/88 13 ,263 6 ,728 19 ,991 1 ,006 20 ,997

1988/89 20 ,142 19 ,376 39 ,518 850 40 ,368

1989/90 15 ,908 18 ,002 33 ,910 1 ,005 34 ,915

1990/91 15 ,384 17 ,235 32 ,619 2 ,154 34 ,773
小計 83 ,658 98 ,839 182 ,497 5 ,234 187 ,731 未備  

( 3 )

第二發展期

1991/92 11 ,827 9 ,363 21 ,190 1 ,117 23 ,307

1992/93 10 ,459 12 ,117 22 ,576 276 22 ,852

1993/94 12 ,950 6 ,898 19 ,848 426 20 ,274

1994/95 19 ,037 5 ,403 24 ,440 0 24 ,440

1995/96 11 ,515 3 ,044 14 ,559 269 14 ,828
小計 65 ,788 36 ,825 102 ,613 2 ,088 104 ,701 103 ,507 ( 4 ) 1 ,194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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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每年三月份的〈公

營房屋發展計劃〉，以及房署統計組。

備註：

1.  房屋協會的建屋量未有包括夾層住屋。各區的分項數字未備。
2.  市區包括港島、九龍、荃灣及葵涌，新界則包括沙田、將軍澳、大埔、粉
嶺、屯門、元朗及各離島。

3.  〈一九八七年長遠房屋策略檢討〉中並未制訂房屋混合建屋量指標。
4.  根據最新通過的一九九四年長遠房屋策略建屋量指標。
5. 截至一九九五／九六年的盈餘額將結轉至下一個發展期，即一九九六／九
七年度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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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至於租住公屋，一九九一／九二年度至一九九五／九六年

度的總建屋量為 104,701個單位，是一九八五／八六年度至一九九零
／九一年度總建屋量的 56%。一九九五／九六年度的全年總建屋量
為 14, 828個單位，僅為一九八八／八九年度相對數字的 37%(請參閱
表 4)，是整個十年期的最低全年建屋量數字。

5.5 公營房屋出售單位在兩個發展期的每年供應量並不穩定。

如表 5所示，一九九四／九五年度的建屋量僅為 4,158個單位。同時，
在第二發展期亦短缺了 10,166個公營房屋出售單位。由於短缺數字
會結轉至下一個發展期，這會對房委會、房署、房協及本地建築業

構成壓力。再者，合資格申請人士亦因而須繼續輪候所需單位。

5.6 房委會及房協均表示公營房屋供應不穩定，主要是因為政

府在撥地方面欠穩定所致。此外，所撥出的土地是否可以在指定時

間內建屋，是會受環境影響、交通容量及基建工程計劃等因素所限

制；除此之外，建屋計劃在取得不同政府部門的審批過程中，往往

需時甚久，建屋計劃因而多出現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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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在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出售
公營房屋的實際建屋量與長遠房屋策略的目標建屋量的比較

年度 房屋委員會 房屋協會 ( 1 ) 總數

長遠房屋

策略目標

建屋量
差額

居屋 私營參建計劃

市區 ( 2 ) 新界 ( 2 ) 市區 ( 2 ) 新界 ( 2 ) 小計

第一發展期

1985/96 0 6 ,688 9 ,582 2 ,320 18 ,590 97 18 ,687

1986/87 9 ,538 0 2 ,180 2 ,686 14 ,404 380 14 ,784

1987/88 3 ,370 0 0 784 4 ,154 485 4 ,639

1988/89 3 ,500 2 ,800 0 4 ,646 10 ,946 1 ,376 12 ,322

1989/90 2 ,176 7 ,872 3 ,090 6 ,208 19 ,346 254 19 ,600

1990/91 970 8 ,832 0 5 ,810 15 ,612 0 15 ,612
小計 19 ,554 26 ,192 14 ,852 22 ,454 83 ,052 2 ,592 85 ,644 未備  ( 3 )

第二發展期

1991/92 4 ,206 5 ,598 1 ,274 2 ,620 13 ,698 2 ,326 16 ,024

1992/93 4 ,512 6 ,140 3 ,240 1 ,430 15 ,322 638 15 ,960

1993/94 5 ,191 9 ,782 0 9 ,770 24 ,743 469 25 ,212

1994/95 2 ,604 1 ,400 0 0 4 ,004 154 4 ,158

1995/96 6 ,848 8 ,020 4 ,460 0 19 ,328 1 ,576 20 ,904
小計 23 ,361 30 ,940 8 ,974 13 ,820 77 ,095 5 ,163 82 ,258 92 ,424 ( 4 ) -10,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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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每年三月份的〈公營

房屋發展計劃〉，以及房署統計組。

備註：

1.  房屋協會的建屋量未有包括夾心階層房屋。各區的分項數字未備。
2.  市區包括港島、九龍、荃灣及葵涌，新界則包括沙田、將軍澳、大埔、粉
嶺、屯門、元朗及各離島。

3.  〈一九八七年長遠房屋策略檢討〉中並未制訂房屋混合建屋量指標。
4.  根據最新通過的一九九四年長遠房屋策略建屋量指標。
5. 截至一九九五／九六年的盈餘額將結轉至下一個發展期，即一九九六／九
七年度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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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公營
房屋的實際建屋量

年度 房屋委員會 房屋協會 ( 1 ) 總結

1985/86 47,976 316 48,292
1986/87 41,477 380 41,857
1987/88 24,145 1,491 25,636
1988/89 50,464 2,226 52,690
1989/90 53,256 1,259 54,515
1990/91 48,231 2,154 50,385
1991/92 34,888 3,443 38,331
1992/93 37,898 914 38,812
1993/94 44,591 895 45,486
1994/95 28,444 154 28,598
1995/96 33,887 1,845 35,732

總數 445,257 15,077 460,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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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每年三月份的〈公營房

屋發展計劃〉，以及房署統計組。

備註：房屋協會的建屋量未有包括夾心階層房屋。各區的分項數字未備。

5.7 表 6顯示在一九八五／八六至一九九五／九六年度期間公
營房屋的實際建屋量。在這段期間，公營房屋單位的總建屋量為

460,334個單位，即每年平均興建 41,848個單位。房委會扮演重要角
色，在建屋量總額中佔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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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房屋單位供應的預測

政府的建屋量指標

租住公屋單位

6.1 政府的指標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至二零零一年四月的期

間，興建 141,000個租住公屋單位。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將提供
21,500個租住公屋單位。

公營房屋出售單位

6.2 政府的指標是為房委會及房協提供土地，透過居屋、私人

機構參建居屋計劃 (私人參建計劃 )及位宅發售計劃，在二零零一年
年底前興建超過 150,000個房屋單位。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在這
些計劃之下，預料會有約 17,000個房屋單位落成。此外，政府向房
協提供土地及貸款，以期在二零零三年底前，在夾層住屋計劃中興

建 30,000個房屋單位。

6.3 在一九九七／九八年度，將有 16,000個資助房屋單位及
4,000個夾層住屋計劃單位出售。

私營房屋單位

6.4 政府的指標是在一九九五年四月至二零零一年四月 3的期

間，協助私營機構興建 195,000個私營房屋單位。在一九九七／九八
年度，將有 21,500個私營房屋單位推出。

在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期間公營房屋的預計建屋

量

6.5 房署提供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期間公營

房屋的預計建屋量 (請參閱表 7)。在一九九六／九七至一九九八／九
九年度期間，每年的建屋量會穩定在大約 37,400個單位。預料每年
建屋量數字會上升，在一九九九／二零零零年度可望增至 56,275個
單位，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更會進一步增至 106,287個單位 (是一九
九六／九七年度至一九九八／九九年度期間每年平均建屋量的 2.8
倍 )。

6.6 房署預料在整個發展階期內可興建 132,084個租住公屋單
位，即平均每年約 26,417個單位。至於公營房屋出售單位，總建
量為 142, 647個單位，即平均每年 28,529個單位。

                                                
3 地產建設商會指出，由於商業情況不斷改變，因此無法預測每年建屋量的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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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一九九六／九七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公營房屋單位的預計建屋量

年度 房委會 房屋協會

租住房屋 居者有其屋計劃 私人機構

參建居屋計劃

小計

(居屋及

私人參

建居屋

計劃 )

小計

(房委會 )

租住

單位

出售

單位

小計

(房協 )

總計

市區 新界 小計 市區 新界 市區 新界

1996/97 15 ,045 1 ,918 16 ,963 11 ,673 1 ,515 2 ,340 1 ,350 16 ,878 33 ,841 971 648 1 ,619 35 ,460

1997/98 12 ,528 8 ,888 21 ,416 2 ,912 6 ,992 0 1 ,844 11 ,748 33 ,164 234 4 ,314 4 ,548 37 ,712

1998/99 16 ,193 2 ,929 19 ,122 2 ,043 1 ,920 6 ,360 9 ,016 19 ,339 38 ,461 0 536 536 38 ,997

1999/00 17 ,542 6 ,255 23 ,797 1 ,480 15 ,400 5 ,340 9 ,346 31 ,566 55 ,363 0 912 912 56 ,275

2000/01 37 ,438 12 ,143 49 ,581 22 ,208 12 ,792 7 ,060 14 ,150 56 ,210 105 ,791 0 496 496 106,287
總計 98 ,746 32 ,133 130 ,879 40 ,316 38 ,619 21 ,100 35 ,706 135,741 266 ,620 1 ,205 6 ,906 8 ,111 27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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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公營房屋發展計劃〉 (九六年九月 )

備註： 房屋協會的建屋量並未包括夾層住屋計劃的建屋量。各區的分項數字未備。

市區所指包括港島、九龍、荃灣和沙田。新界所指包括將軍澳、大埔、粉嶺、屯門、元朗及離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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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房屋單位的供應

6.7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所載資料，根據最新

的預計房屋需求，一九九五／九六年度至二零零五／零六年度整段

預測期內，每年平均需要 80,000個新單位：前半期即一九九五／九
六年度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的需求量約為 85,000個，後半期即二
零零零／零一至二零零五／零六年度的需求量則為 73,000個單位。

6.8 就一九九五／九六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期間的前半期而

言，政府已撥出或物色足夠土地，(按私營機構以往的建屋速度作出
估計 )，以達致每年興建所公佈的約 852,000個公營及私營房屋單位
的建屋量指標 4  。

6.9 就二零零零／零一至二零零五／零六年度期間的第二段時

期而言，政府為方便進行土地用途規劃，已假設這段期間的新單位

需求量為平均每年 78,000個。這數字包括的容差約為同期房屋需求
量目前所作預測的 7%。

6.10 為確保有足夠房屋單位供應，以應付整段預測期的預計需

求，政府建議採取以下措施：

1. 增加土地供應和有助發展的基建設施。實際提供用地的時間是

一個重要因素，直接影響當局是否能夠確保穩定地提供足夠土

地，以滿足市民的房屋需求；

2. 簡化和加快政府審批房屋計劃和有關土地買賣的程序；

3. 協助市區重建工作；及

4. 繼續注視建造業的應付能力，並在適當時候及早採取措施，紓

緩可能出現的任何特殊限制。

確保日後房屋供應的各項措施

6.11 根據本部接獲的回覆，為應付直至二零零五／零六年度的

預計房屋需求，規劃環境地政科採取了以下的措施。

                                                
4  此為平均數字。每年的實際供應量將視乎各項不同因素而略有差異。公營

機構方面的建屋量，預料會在這段時期的末段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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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九六至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期間的房屋供應

6.12 按照一九九六年九月份〈公營房屋發展計劃〉、拓展署的

一九九六年發展計劃、機場鐵路發展計劃及假設私營機構會進行的

重建計劃資料，當局已物色足夠土地，以達致每年興建 85,000個公
營及私營房屋單位的建屋量指標。

二零零一／零二至二零零五／零六年度期間的房屋供應

6.13 當局為應付估計的 390,000個房屋單位的需求量，有下列幾
個方法：透過重建工作「重新興建」、在城市圖則上預留用地、開

闢策略性發展區和補充房屋用地。

來自預留用地及重建現有用地的房屋供應

6.14 當局估計在城市圖則上預留新用地，並在公營機構和私營

機構的現有用地進行重建，應有潛力供應約 180,000個房屋單位。表
8載列了該些預留用地的地理位置分佈點。

表 8：二零零一／零二至二零零五／零六年度 (財政年度 )期間用作

興建房屋的預留用地的地理分佈情況

土地面積 (公頃 )

區議會 私營房屋 公營房屋 總計 (百分率 )%

中西區 1.69 - 1.69 0.9
灣仔區 1.99 - 1.99 1.0
東區 2.2 - 2.2 1.1
南區 0.2 0.92 1.12 0.6

油尖旺區 6.42 - 6.42 3.3
深水 區 2.62 - 2.62 1.3
九龍城區 3.6 2.20 5.8 2.9
黃大仙區 1.39 2.05 3.44 1.7
觀塘區 0.52 2.72 3.24 1.6
荃灣區 5.02 - 5.02 2.5
屯門區 39.8 - 39.8 20.2
元朗區 6.64 35.29 41.93 21.3
北區 0.61 10.96 11.57 5.9
大埔區 6.52 - 6.52 3.3
西貢區 7.61 - 7.61 3.9
沙田區 29.58 12.44 42.02 21.3
葵青區 5.06 5.60 10.66 5.4
離島區 3.65 - 3.65 1.8

總計 125.12 72.18 197.3 100.0

資料來源：規劃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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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策略性發展區的房屋單位供應

6.15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選定了下列幾個策略性發展區，作

為中期發展策略的發展部分：

1. 西九龍填海區

2. 啟德至九龍灣 (第一及第二期 )
3. 青洲填海區

4. 荃灣填海區

5. 中區灣仔填海區

6. 將軍澳 (第三期 )及擴展區
7. 東涌至大澳 (第二、三及四期 )
8. 坳頭至錦田

9. 元朗南

10. 白石

6.16 部分策略性發展區已進行了深入的規劃工作及／或工程可

行性研究報告，而部分則正在進行發展。

6.17 〈全港發展策略檢討〉經定案後，下列的策略性發展區應

可提供 165,000個房屋單位，以應付中期房屋需求：

1. 西九龍填海區

2. 啟德至九龍灣 (第一及第二期 )
3. 將軍澳 (第三期 )及擴展區
4. 東涌至大澳 (第二、三及四期 )
5. 坳頭至錦田

6. 元朗南

7. 白石

來自補充房屋用地的房屋單位供應

6.18 由於並非所有策略性發展區均可在二零零五／零六年度前

發展完成，以達致中期的建屋量指標，當局亦已物色了一些或可用

作補充房屋用地的地區，這些房屋用地來自以下類別的地區：

1. 可重新規劃土地用途的用地；

2. 可提升分區用途的用地；

3. 可更為密集地發展的用地；

4. 處於市區邊陲的新房屋用地；及

5. 可用以興建房屋的房委會分層工廠大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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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9 上述用地若能通過基建容量及環境影響的評估，或能在中

期的時間提供 45,000個房屋單位。這些正在研究當中的補充房屋用
地一般位於沙田、屯門西、粉嶺西、九龍東、九龍西和香港東等地

區。

房署

6.20 房署會要求政府提供額外新土地，同時在現有屋 物色有

潛力遷空用作發展的土地和重建現有屋 ；倘獲得各有關部門同

意，該署會增加已計劃的工程項目的發展密度。

6.21 能否準時完成各項工程，須視乎多個不同因素，包括建築

進度、規劃工作、重新規劃土地用途、能否及時解決環境／交通方

面的問題，以及有關用地是否在建築工程開展前已經平整／清拆／

收回。房署須監察工程的進展情況，並與其他部門進行磋商，務求

能夠依時完成各項有關工程。

影響未來公營及私營房屋供應的因素

6.22 市區內只有少數用地可供重建，能夠發展住宅的新用地將

來自填海區，例如香港的愛秩序灣、九龍的西九龍及紅磡灣，以及

搬遷後的啟德機場現址。至於新界方面的用地，則須先進行地盤平

整工程或填海工程，並獲提供基建設施，才可進行發展。

6.23 若新用地或現有用地涉及更改土地用途 (例如由工業用地
轉為住宅用地 )，當局在研究時需要進行各種研究調查，例如在交
通、渠務、污水排放及環境影響等方面進行研究，確保擬議的基建

設施足夠應付計劃中的人口量，並確保環境問題獲得適當處理。

6.24 市場蓬勃時，發展商會加快進行建築工程。  相反，若市
況放緩，工程進度或會被拖慢，一九九四年年中至一九九五年年底

時的情況便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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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

6.25 根據本部所收到的回覆，對房協而言，影響不同類別公營

房屋的供應的因素包括：

1. 是否在適當時候獲供應適宜用作發展的用地；

2. 調遷受重建計劃影響的租戶工作 (主要指房協自行進行的重建
工作 )；

3. 有關用地在規劃設計、地形、基建設施的提供等方面受到的限

制；

4. 為應付規劃、交通及環境影響等方面的嚴格規定，以及與有關

政府部門經常進行磋商和進行詳細研究；

5. 由壓力團體或涉事團體帶動的政治問題；

6. 財政可行性和房協內部是否有財政資源；

7. 對使用者而言有欠靈活的批地條件；

8. 為應付在規劃、交通或其他方面等執行的嚴格新規定 (特別是在
發展後期才實施者 )而需修改設計圖則；

9. 顧問及承建商的表現；及

10. 建造業勞工短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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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規範程序

7 興建私營及公營房屋的規範程序

7.1 整個發展過程，由物色用地開始，至進行規劃研究、批地、

通過建築圖則，到最後實際興建房屋單位，是一個很長的過程，需

要規劃署、地政總署、屋宇署及房署 手合作。整個過程中，每一

個步驟均由其中一個部門負責主導，其他部門就所負責的有關範圍

會提供資料。

私營房屋

7.2 對於經由拍賣或招標售出，或經由修訂契約和換地而獲准

用作發展住宅的用地，地政總署均會在契約條款中訂定建築規約，

規定有關發展計劃須在建築規約指定的限期內竣工。當局視乎發展

工程的規模而定出建築規約的限期，一般限期是三至四年，部分規

模較大的工程，其限期則為五年。

7.3 發展商須提交以下文件：

1. 按《建築物條例》規定向屋宇署提交總建築圖則，以予審批；

及

2. 總綱規劃圖則及景觀建議圖則 (倘契約有訂明此項規定 )，並按
契約規定向地政總署提交總建築圖則。

7.4 地政總署訂有處理這些文件的目標時限：總綱規劃圖則及

景觀建議圖則會在 12個星期內處理，而總建築圖則會在 15個星期內
處理。

7.5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表示，現時發展一些毋須提交規劃申請

的簡單工程，實際約需 39個月的時間。這段時間的工作包括：獲得
當局審批建築圖則需時五個月 (儘管法定時間為 60日 )、獲得當局審
批結構圖則需時三個月、取得動工同意書需時兩個月、建築期 27個
月、取得入伙紙和消防許可證需時兩個月。工程若需要提交規劃申

請或總綱發展藍圖者，則再需要額外三至十二個月時間。有關詳情

可參閱附錄A的流程表。

7.6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並表示，將來需要用七個月取得環境影

響評估報告。而一個專業學會答覆本部查詢時表示，由於環境影響

評估條例草案的技術備忘錄仍未定案，現階段難以對該條例草案作

詳細評論。在執行有關細節時，應採取較靈活的方法，維持良好的

環保標準時，也應方便發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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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房屋

房委會

7.7 現時房委會給予公營房屋發展計劃下所有租住房屋和居屋

計劃工程的籌建時間，平均為 62個月。籌建時間由物色得房屋用地
而列入公營房屋發展計劃內起計，至房屋用地的建築工程竣工為

止。這 62個月期間各個主要階段列述如下 (見表 9)：

! 設計和規劃工作需要 25個月。在這個過程中，屋署須與多個不同
政府部門共同合作。其中，規劃署須與房署聯合擬備設計綱要，

交由政府審批。然後，房委會和房署要根據有關地區的特定需

要，為客戶的綱要作出定案，詳列有關屋 具備的設施和房屋單

位的面積。房署並須與區議會、有關居民團體、環保署、拓展署

和規劃署等進行磋商，設計有關屋 的設計圖則。工程規模較

小、複雜程度較低的項目，這個過程可以略為縮短。

 

! 地盤的實際建築工程需要 37個月時間。這過程所需的時間很難再
進一步縮短。與此同時，房署須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合作，以確

保道路和基建設施等工程能夠按時完成。

表 9：興建公營房屋的各個主要階段

自一九九四年

起的籌建時間

(以月計 )

一九九四年前

的籌建時間

(以月計 )

(a) 進行可行性研究和擬備規劃大綱，供政

府的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審批

6 11

(b) 撰備基本藍圖、設計綱要和工程預算，

供建築小組委員會審批 ( 1 )
6 4

(c) 擬備計劃設計和工程預算，供建築小組

委員會審批

6 10

(d) 擬備設計詳圖，供房署的設計詳圖檢討

小組審批

3 3

(e) 進行招標，並交由建築小組委員會審批 4 4

(f) 展開建築工程至工程竣工 37 40

(包括九個月時間進行打樁，和 28個月時
間興建一幢 41層高的標準和諧式大廈 )

總計 62 72

資料來源：房署

備註  :  (1) 此乃房委會的一個內部委員會，成員均為獲政府委任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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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建造租住公屋／居屋住宅大廈所需的詳細工序和時間，約

需 37個月，詳情如下 (見表 10)：

表 10：興建公營房屋涉及的工作程序詳情和所需時間

程序／活動 所需月數 累積總月數

地基工程  :

以另一份合約進行打樁及樁帽工程

9.0 9.0

建築工程  :

(a)  調動時間  +  建造至地面為止的下
層結構工程

3.0 12.0

(b)  上層結構  (41 層高 ) 13.0 25.0

(c)  天花、機房及水箱等 1.6 26.6

(d)  外牆及內部裝修 8.4 35.0

預留予因天氣惡劣以致工程受阻的時

間

2.0 37.0

總計 37 +

(地盤平整工程
所需時間 )

備註：工程計劃的籌建時間，是以建造一幢 41層高標準住宅大廈的現行標準為
基準。

資料來源：房署

房協

7.9 整體來說，房協一般採取的程序可分為：

對外工作： 房協跟私營發展商一樣，需要為建造工程辦理所有法

定程序和標準程序，例如向當局提交建築圖則和申請

入伙紙等。這點是與房委會有所不同的。

內部工作： 在建築期間各個階段，有關設計、聘任承建商等的建

議，均須在建造過程中同步提交房協轄下各有關小組

委員會審批。

7.10 就房協而言，過去十年來興建公營房屋的程序並無明顯轉

變。然而，該協會覺得，政府在環境影響、規劃及交通等問題所實

施的嚴格規定，很多時會令建築工程需要較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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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如上文所闡述，房協須與私營發展商一樣，遵守同樣的法

定管制措施。在房屋工程行動小組 5  協助下，房協可更為快捷暢順
地處理各項必須的法定程序。

在興建房屋單位過程中涉及的政府部門

7.12 在興建房屋時，即規劃過程開始以至完成建築為止，當中

涉及不少政府部門，這些部門會不時應邀提供意見。在這些部門當

中，規劃署、屋宇署、運輸署、拓展署、路政署、土木工程署、渠

務署、土力工程處、水務署、地政總署及環境保護署等部門均常常

就他們各自負責的相關範疇向有關方面提供徵詢意見。若干地盤需

要個別部門進行特別的研究工作，例如有關交通、環境及渠務等評

估研究，在這些情況下，有關部門參與工程計劃的時間便會較長。

因此，要計算個別部門投入的工作時間會有困難。

加快興建公營房屋的措施

7.13 根據房委會向本部所作回覆，他們已採取下列措施加快推

行建造房屋的進度：

1. 鼓勵承建商藉使用機械化方法提高效率；約在十年前要求承建

商使用大型鑲板模工；並在建築合約中訂明使用預鑄部件。現

時房委會正積極敦促承建商使用預製網格鋼筋。

2. 在一九九零年，本港首次推出新式標準和諧式居屋大廈；這些

大廈提高設計上標準化的程度，把所有部件的尺碼標準化，從

而使更多部件在品質受到妥善監管的情況下製造，而無須在地

盤就地製造。

3. 規定承建商使用預鑄建造方法，以控制住宅大廈的品質及加快

住宅建築周期。

4. 繼續改善標準大廈的設計，及在更多大廈的外牆選用油漆工序

代替鋪設瓷磚，以縮短項目所需的施工時間。

                                                
5  政府在房屋司之下成立此一小組，以監察、協助及加快興建五百個以上房屋
單位的發展計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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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房署並正進行工作流程改良計劃，包括簡化內部公營房屋

發展審批程序，以縮短現時房屋發展計劃的籌建時間。能否成功縮

短公營房屋發展計劃整體的籌建時間，將有賴其他部門在審批程序

上作出相應更改的配合，例如精簡審批程序或放寬部分規定及標

準。

房署及房協的工程受到延誤

7.15 在過去數年中，房署及房協與私營發展商有相同遭遇，同

樣在推展發展計劃時遇到不少困難。本文提供某些例子以供參考。

房署

7.16 本港在設計、城市規劃、交通、環保及建築各方面的規定，

均會對公營房屋的籌建時間有所影響。房署提供的例子如下：

工程
初擬

完工日期

現定

完工日期
原因

油 塘 ／ 高 超 道

／ 鯉 魚 門 屋 地

盤

1999/2000 2001/2002 • 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及交通影

響評估研究 (原區及區域兩方面 )。
• 西岸公路與地鐵連線的不明朗因

素。

長沙灣 1999/2000 2000/2001 受到基建容量問題的影響，致令規劃大綱

的審批受到阻延。

將 軍 澳 第 59區 第
5、 6期

1997/1998 1998/1999 受到環保問題 (降低噪音措施 )影響而需
要修訂屋 設計。

紅 磡 灣 私 人 參 建

居屋計劃

1998/1999 1999/2000 受 到 反 對 重 訂 分 區 用 途 意 見 的 影

響。

粉嶺第 49A區 1998/1999 1999/2000 受 到 維 修 天 然 斜 坡 的 責 任 問 題 影

響。

資料來源：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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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協

7.17 房協遇到困難的例子如下：

工程 阻延時間 原因

龍蟠街 半年 規劃 重訂分區用途受到反對

屯門第 4C區 2年 運輸   區議會提出反對

皇后大道中／荷里活道 4年 地盤情況   土力工程問題

西九龍填海區地盤 1年 環保問題

寶石大廈 2年 環保問題

馬鞍山第 77區 9個月 環保問題

馬鞍山第 86B區 1年半 基建問題

興盛路 半年 受清拆影響人士提出反對

資料來源：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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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分析

8 關注事項

土地供應

8.1 土地供應是影響公營及私營房屋供應的主要因素。在八十

年代，大多數發展商藉重建大型船塢及貨倉作為市區土地供應的來

源，但現時這方面的來源已告減少。此外，大量私營擁有的舊樓均

已重建，因此現時的土地供應主要是來自政府官地拍賣及投標，以

及把新界的農地轉作房屋用地。現時政府官地拍賣及投標計劃所供

應的新闢地區有限，而把土地轉作房屋用地的過程亦被視為緩慢，

現時漸見明顯的是，政府將是今後供應土地作房屋發展計劃的主要

來源。因此，政府應採取必需步驟，增闢足夠用地，以興建公營及

私營房屋。

政府訂定的規例與審批程序

8.2 每項發展計劃均需遵守多個政府部門與機關 (即屋宇署、環
保署、運輸署、拓展署、建築署、政府產業署等 )所訂定的多項規例
與規定。有時負責發展工程的個別發展商需同時聯絡很多政府部

門，而在這些不同部門 (每一個部門有其個別管轄權範圍 )之間進行
協調工作，當中所需時間頗長。從政府部門及機關取得回應及審批

所需的長時間，是一個值得關注的主要問題。政府應考慮立例，規

定政府部門須在某一時限內對發展商提交的工程計劃作出回應。屋

宇署現已訂有一項法定時限規定，訂明在發展商提交建築圖則後 60
天內，該署須就有關圖則作出回應。

8.3 有時不同政府部門會在環境保護、城市規劃、運輸等範疇

(超過一個部門對該等範疇有管轄權 )持不同或相反的意見，要設法
使這些部門達致若干程度的共識，可能需要頗長時間及付出極大努

力。當部門之間出現意見分歧，最好能由一個中央機構擔當仲裁人

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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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發展

8.4 能否迅速提供足夠所需的基建設施，如道路及公共運輸、

供水及學校等，是影響公營及私營房屋供應的一項主要因素。這些

設施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時間，而政府亦需要投入足夠的資源以增加

土地及房屋單位的供應。特別在一些大型發展計劃及改變土地用途

的情況下，往往需要進行道路加寬工程及改善工程；在一些情況，

甚至因而需要停止建築發展工程。因此，基建設施的發展應能夠配

合增加的土地供應，這是十分重要的。有專業人士建議政府先將基

建發展交由發展商提前進行，然後再從公帑中撥出償還成本的款

項。如此一來，所需的基建設施便可與房屋發展計劃配合起來。

發展及建築工程的勞工供應

8.5 勞工供應及工資成本是影響土地發展計劃的主要因素。在

過去幾年，發展及建築工程的勞工供應受到政府推展新機場與有關

鐵路系統及快速公路等大型發展工程計劃所影響。倘若政府計劃在

中長期增加生產土地及建造房屋，便應首先關注建築勞工及其他資

源的供應是否足夠的問題。

8.6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評議諮詢文件＞，以中期而言，政府

相信建造業整體上不會出現嚴重的勞工短缺情況，不過，一些個別

行業 (例如電工技師及批盪技工 )則有人手短缺的隱憂，特別是公營
房屋的興建工程預計會在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期間大幅增加。

政府承諾會繼續注視情況，如有需要，會諮詢建造業諮詢委員會和

建築業訓練局，及早採取措施，紓緩可能出現的任何特殊限制因素。

城市規劃政策

8.7 城市規劃是影響房屋發展的一項主要因素。城市規劃影響

發展模式及土地用途，因此，妥善及切合時宜的城市規劃工作，對

改善本港的土地發展至為重要。嚴格控制發展密度對可發展的樓面

面積有所影響。在新界，土地現時的地積比率可低至 0.2或 0.4，嚴重
減少土地供應 (實際上應為可發展的樓面面積 )6  。政府如要在二零
一一年為八百萬人提供居所，及在該年後為更多人提供居所，便可

能需要檢討現時訂定住宅密度的取向。

                                                
6  本部現正就此事項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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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規例

8.8 政府應在環境保護及興建房屋之間取得平衡，專業人士指

出，政府部門與發展商就某些工程計劃的降低噪音措施磋商，以達

致協議的過程往往需時頗長。環保署為評估噪音影響所制訂的嚴格

要求、標準及方法亦是令人關注的問題。事實上，私營發展商、房

委會、房署及房協對此均有同感。正如上文所述，環保因素是令公

營房屋計劃受到延誤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他

8.9 規劃環境地政科可考慮向市民就策略性發展區及補充房屋

用地的現時發展狀況，以及提供這些地區的定期進度報告，以增加

其可信性。

8.10 目前房署進行設計及規劃的工作約需時 25個月，由於部分
建築工程工序可在內部完成，而公共屋 的設計也相若，因此，有

關規劃程序應可進一步簡化。

考慮事項

8.11 鑑於建造公營房屋所需時間一般較長，即使現時已物色到

新用地作興建公營房屋之用，亦要到二零零一年以後，才能完成建

屋工程。為了在二零零一年前增加建屋量，探討在現存計劃內進一步

增加建屋量應是可行的措施。倘若政府採取下列措施，發展潛質可能

獲得進一步擴展：

1.  放寬基於規劃及市區設計理由而實施的限制；

 

2.  在提供運動康樂設施方面，採取較彈性的處理方法；及

 

3.  消除有關基建容量及環境因素方面的限制。

8.12 除了土地供應外，私營發展商及專業人士均希望政府認真

檢討土地發展及興建房屋的過程。此舉應包括重訂分區用途、修訂

契約、收回土地以至城市規劃、環境及交通評估等所有範疇。此外，

他們又建議政府尋求簡化審批程序及縮短進行各項評估所需時間的

方法。

8.13 值得注意的是，發展商與專業人士提出的意見，與政府的

意見並未出現重大分歧。他們建議政府實際採取所需行動，履行承

諾，以增加未來的房屋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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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工程報告

同意書

出租／出售

完工

上層結構

地盤勘測

拆卸

私營房屋興建程序

地盤平整

規劃申請

總綱發展藍圖

建築圖則審批

結構圖則審批
監工計劃書

圍板申請

方法說明／
計算

同意書

地基

下層結構
測試報告

幕牆審批

同意書

升降機及自動梯證明書停車場規劃圖

車輛出入處

交通影響研究

動工同意書

總綱發展藍圖/
設計外觀及高度

景觀圖

拓闢綠化地帶

申請入伙紙／查驗

入伙紙

完工證

土地交易程序

地價評估

契約修訂
交回／重批土地

政府

部門

城市規劃委員
會/地區規劃處

地政處

屋宇署

屋宇署

屋宇署

屋宇署

房屋署／運輸署

水務署

機電工程署

地政處

屋宇署

消防處

屋宇署

地政處

法定

期限

60天

-

60天

60天

28天

-

14天

-

平均所
需時間

3-15個月

5個月

3個月

2個月

27個月

視乎樓宇的高度及複

雜性而定。在市區發

展的樓宇，約需 18至
36個月

所需時間並不一致，

但可能與建築期及處

理入伙紙申請期重疊

2

3-6個月

工程總發展期

工程總發展期

39個月

60個月

地盤移交

資料來源：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附錄A

售樓同意書

(無須提交規劃申請的簡單工程 )

(有提交規劃申請的工程 )

供水證明書

消防處巡查/消防證書

敷設水管審批

排水系統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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