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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728/99-00(01)及 (02)，以及CB(1)766/99-00
號文件 )

房屋署編配及銷售總監 (下稱 “編配及銷售總
監 ”)向委員敘述政府當局對委員在 1999年 12月 15日上次
會議所提關注事項作出的回應，載述有關回應的文件 (立
法會 CB(1)766/99-00號文件 )已於會議席上提交委員參
閱。

2. 委員對政府當局的消極回應表示失望。政府當

局在其答覆中差不多完全拒絕委員在上次會議提出的要

求，包括提供市區中轉房屋單位、將不受歡迎或翻新的

單位用作中轉房屋，以及在同一幢大廈內同時提供中轉

房屋和租住公屋 (下稱 “公屋 ”)單位。

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年長居民的安置政策

3. 陳婉嫻議員促請政府當局特別考慮受清拆影響

的寮屋區年長居民的需要。她強調須為該等受清拆影響

的寮屋區年長居民制訂安置政策，而政策內容應類似為

公屋輪候登記冊 (下稱 “輪候冊 ”)的年長申請人及受重建
影響的長者所提供的各項優先編配房屋計劃。李永達議

員表示，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年長居民只佔輪候冊申請

人中的小部分，他不明白當局為何不能給予特別考慮，

安置他們入住市區的房屋。

4. 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安置受鑽石山寮屋區清

拆計劃影響的年長居民問題不大，原因是只有 40個年長
住戶需要中轉房屋。當局會透過各項長者優先配屋計

劃，優先安置該等住戶，他們只須在輪候冊上等候兩年

左右，便可獲得安置。當局會將值得考慮的個案轉介社

會福利署，以便因應個別情況考慮體恤安置。

同時提供中轉房屋及公屋單位

5. 梁耀忠議員詢問關於在一幢大廈內同時提供中

轉房屋和公屋單位的管理問題，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時

表示，由於兩類房屋的編配標準有別，兩類住戶的期望

亦因此各有不同，以致在同一幢大廈內提供中轉房屋和

公屋單位容易引起管理上的問題。此外，在市區提供中

轉房屋，亦只能暫時紓緩問題，因為已在輪候冊上登記

的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在他們可獲編配公屋時，

最終仍會編配至擴展市區及新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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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對於在葵盛 及石籬 提供中轉房屋大廈一

事，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有關安排旨在應付對中轉房

屋的短期需求。現時當局既然已興建特別設計的新型中

轉房屋大廈，便應善加運用該等中轉房屋設施。因此，

市區公屋單位應編配予輪候冊上的申請人。

在市區提供中轉房屋單位

7. 梁耀忠議員始終認為應讓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

居民選擇獲安置在市區居住。李華明議員贊同其意見，

並且表示，既然等候安置到擴展市區及新界居住的輪候

冊申請人在市區有單位空出時可獲編配市區單位，有空

出的市區中轉房屋單位時，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同

樣亦應獲編配該等單位。他表示，受清拆影響的居民會

對中轉房屋的地點比對其質素及設計更為在意，他們都

不願遷離熟悉的地區。他促請政府當局考慮受影響居民

的需要，為他們提供市區的中轉房屋大廈。

8. 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自 1990年起，輪候冊的
新申請人只可申請擴展市區及新界的公屋，而視乎市區

公屋單位的供應情況，合資格的年長住戶及已輪候 6年或
以上的輪候冊申請人可獲編配市區的公屋單位。若有受

清拆影響的住戶不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卻獲編配市區

的房屋單位，這對輪候冊申請人不公平。

9. 陳婉嫻議員認為，不應以處理輪候冊申請人的

手法處理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她強調，輪候冊申

請人是自願輪候公屋單位，但寮屋居民卻是因為政府的

清拆行動而被迫放棄家園，因此，政府有責任按其需要

安置他們。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時解釋，寮屋是在政府

土地上非法搭建的房屋，為改善整體環境，政府須予以

取締。當局已興建特別設計的新型中轉房屋單位，以安

置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而這些房屋的質素遠勝於

臨時房屋區 (下稱 “臨屋區 ”)，可為受清拆影響的居民提供
較理想的居住環境。政府的政策是，絕不會令任何人因

清拆行動而無家可歸。真正受清拆行動影響的居民會有

多個安置方案供其選擇。中轉房屋是其中一個方案，供

不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居民及正在輪候冊上輪候的申請

人選擇。

10. 儘管政府當局已作解釋，但委員仍繼續要求當

局提供市區的中轉房屋單位。他們指出，對於受清拆影

響居民而言，他們是被迫遷離熟悉的環境，當局必須審

慎評估此事對其生活所造成的影響。他們認為可能需要

與較高層人士討論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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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山寮屋區清拆計劃

11. 委員表示察悉受鑽石山寮屋區清拆計劃影響的

居民不願遷至當局為其提供的中轉房屋單位。他們已習

慣該區的環境，故希望獲得原區安置。但編配及銷售總

監指出，現時為受鑽石山寮屋區清拆計劃影響的居民編

配中轉房屋的工作進展順利。單位的編配是透過抽籤方

法進行。有些居民曾表示希望入住石籬 及葵盛 的中

轉房屋單位而不願入住屯門的單位。當局已於鑽石山寮

屋區設立流動辦事處，協助辦理受影響居民的安置安

排。

東頭 第 23座

12. 陳婉嫻議員促請政府當局重新考慮將東頭 第

23座改為中轉房屋，因為此舉可解決東南九龍的安置問
題。她表示其要求獲有關社區及民政事務專員支持。李

華明議員亦支持將東頭 第 23座保留作中轉房屋用途，
因為此舉與現時在石籬 及葵盛 提供中轉房屋大廈的

做法並無分別。

13. 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東頭 第 23座已安排在
整體重建計劃下重建，並定於 2001年年中拆卸，原址會
用作興建公共房屋。保留該大廈會影響到整體重建計

劃，因此當局不可能將大廈保留作中轉房屋用途。他告

知與會各人，政府當局曾就將東頭 第 23座改作中轉房
屋用途一事與區議會議員舉行會議，並向他們解釋，延

期拆卸該幢大廈會對整體重建計劃構成影響。

調遷公屋計劃

14. 李永達議員提述政府當局的回應中 (d)段所載有
關為葵盛 及石籬 中轉房屋大廈合資格住戶安排調遷

公屋計劃的結果時表示，政府當局應採取更積極的措

施，鼓勵合資格的住戶接受當局提供的公屋單位。此舉

有助騰出更多中轉房屋讓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入

住。房屋署助理署長 (行動及重建 )表示，如果資源許可，
房屋署 (下稱 “房署 ”)會繼續其調遷計劃，以騰出更多中轉
房屋單位予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

1984／ 85年度寮屋居民登記及九二三政策

15. 編配及銷售總監解釋，房署於 1982年就全港未
批租和未發展的政府土地，以及已批租的農地進行寮屋

管制登記，以便管制寮屋。對於在該次行動中獲登記的

寮屋，當局會容忍其暫時存在，但任何於 1982年 6月 1日
後蓋搭的僭建物一經發現，房署會採取行動立即予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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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為防止寮屋居民人口增長，房署於 1984／ 85年度進
行了一項寮屋居民登記，記錄 1982年所登記寮屋的居民
資料。當寮屋區須予清拆時，在已登記寮屋居住、並有

1984／ 85年度寮屋登記紀錄的人士，若能符合適用於受
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其他資格準則，即有資格入住公

屋。符合其他資格準則但未有在 1984／ 85年度寮屋居民
登記時登記的居民，只能安置到中轉房屋。有關寮屋居

民登記的政策，當局已作廣泛宣傳，寮屋居民亦十分清

楚。

16. 關於取消寮屋居民登記限制的建議，編配及銷

售總監表示，該次凍結寮屋人口登記的目的，是要防止

寮屋居民人口增長，因此當局不能同意該建議。建議取

消該項登記的限制，會導致很多不良後果。第一，此舉

會鼓勵人們遷進寮屋區，導致輪候公屋出現插隊情況，

這對其他可望入住公屋的人 (包括輪候冊上申請人 )不公
平。第二，更改沿用已久的基線，可能會令人以為新搭

建的寮屋會受到容忍，而新建寮屋的居民亦可獲安置入

住公屋，因而引發新的僭建寮屋之風。第三，寮屋區人

口可能激增，令居住環境更形惡劣，而寮屋買賣活動亦

可能變得猖獗。簡而言之，一旦更改安置基線，將破壞

凍結人口登記的原意，並會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爭拗及無

理的要求。編配及銷售總監進一步解釋，在 1995年 9月
前，不符合入住公屋資格的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只須

符合安置資格，即獲安排入住臨屋區。臨屋區清拆後，

他們便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

17. 編配及銷售總監表示，九二三政策旨在避免有

人利用入住寮屋區作為獲取入住公屋資格的捷徑，並確

保公屋資源獲得合理分配。房屋委員會的管理及行動小

組委員會在 1995年 9月 23日通過，在 1995年 9月 23日後入
住臨屋區或中轉房屋的人  (受該日之前公布的清拆行動
影響而其後獲安排入住臨屋區者除外 )必須在輪候冊上
登記，而輪到時也必須符合申請資格才可獲編配公屋。

換言之，1995年 9月 23日後入住臨屋區或中轉房屋的持證
人於其住所清拆後不會自動獲安排入住公屋。這項政策

自實施以來已達到預期目的，亦普遍獲得公眾接受。

18. 陳婉嫻議員認為，未獲寮屋登記的受清拆影響

人士為數並非太多，政府當局因此應採取較開明的態

度，接納更多可解決受清拆影響寮屋居民的安置需要的

措施，而非一成不變、固守寮屋居民登記結果及九二三

政策。她又指出，若干已獲登記的受清拆影響居民在寮

屋區已居住很長時間，卻由於不知道須在輪候冊上登

記，因而在九二三政策實施後失去了入住公屋的資格。

她促請政府當局因應受清拆影響居民的需要而調整寮屋

居民登記的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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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編配及銷售總監重申，取消寮屋登記的限制或

更改基線，會破壞凍結寮屋人口登記的原意，並且無可

避免地引起不必要的爭拗及無理的要求，同時引發新的

僭建寮屋問題。此外，設定新基線必須進行另一次凍結

人口登記以資配合，但要核實每宗申索個案中有關居民

的居住時間，實際上極之困難。

20. 委員詢問受清拆影響的寮屋居民人數有多少，

房屋署助理署長 (行動及重建 )告知與會各人，已登記的寮
屋居民現時仍有 22萬人左右，其中約有 20 700人在市區居
住， 208 000人則在新界居住。在該等人中，約有 10萬人
是佔住政府土地，而其餘則佔住已批租的農地。

全面經濟狀況審查

21. 委員認為政府當局正逐步收緊受清拆影響寮屋

區居民入住公屋的資格準則。寮屋居民登記已凍結了合

資格獲編配公屋的居民人數。當局進一步實施的九二三

政策及在 1998年 9月實行的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又令部分
居民喪失入住公屋的資格。由於房屋政策的改變，一些

在惡劣環境下生活多年，以為可透過清拆而獲安置入住

公屋的寮屋居民，會因未能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而不

符合入住公屋的資格。委員認為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實際

上鼓勵了輪候冊上的申請人將積蓄花掉或用去，以求重

獲入住公屋的資格。

22. 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時表示，以全面經濟狀況

審查作為其中一項安置準則，是長遠房屋政策的一部

分，並且是經過一輪公眾諮詢才在 1998年 9月實施的。由
於所有輪候冊申請人均須通過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受清

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並無理由獲得豁免。房屋局助理局

長補充，實施全面經濟狀況審查的目的，是要確保房屋

資助是提供予有真正住屋需要的人。未能通過經濟狀況

審查的人，仍可選擇其他分配房屋的方案。

23. 委員察悉，當局在實施全面經濟狀況審查前已

宣布清拆鑽石山寮屋區，因此，受該清拆計劃影響的居

民無須接受全面經濟狀況審查。

24. 編配及銷售總監回應委員時答應檢討安置受清

拆影響的寮屋區居民的現行政策準則，尤其在全面經濟

狀況審查方面，並會在訂於 2000年 2月 15日下午 4時 30分
舉行的下次會議就該事提交文件，供委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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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6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9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