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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去年 8月以來，特區政府連續出台一系列穩定樓市的措施，尤其是推出買家印花

稅、加強版印花稅及提高稅率後，令原本熾熱的香港樓市有所降溫。據土地註冊處最新

資料顯示，4月 1日至 25日，全港僅有 3708宗樓宇買賣登記，比 3月同期減少 39%，

有可能創出 53個月以來的次低紀錄。具體來說，一手樓市由於仍受到新的銷售條例生

效前的刺激，加上發展商努力減價促銷，令成交情況尚屬正常外，二手樓市非常淡靜，

有少量業主已經開始發出願意降價求售的信息。 

 

    現行政策不宜驟變 

 

    上述現象正是特區政府有關措施初見成效的體現。過去幾年，由於種種原因，特別

是上屆政府沒有及時根據客觀環境的變化而恢復定期賣地，令土地供應緊張，房屋建成

量大減，樓價隨之大幅攀升，一方面導致香港營商成本提高，另一方面，也給香港市民

置業造成困難。 

 

    梁特首上任後，沒有迴避矛盾，而是迎難而上，將房屋問題列為特區政府施政的「重

中之重」，以「成熟一項，推出一項」的原則，連續四次推出了多項嚴控房地產投機行

為的措施。雖然有人提出非議，但相信這些做法是符合香港長遠利益的。因此，希望有

關方面要毫不動搖地堅持調控房地產發展的大方向，繼續從建立足夠的土地儲備，增加

土地供應入手，令香港的房地產業能夠持續平穩而健康地向前發展。 

 

    現在的嚴控措施，特別是收緊按揭及印花稅上調的「辣招」，也令二手樓市一蹶不

振，地產代理行業叫苦連天，他們要求放寬港人購買第二套樓的按揭比例，希望能夠搞

活二手市場。 

 

    我認為，是否需要調整控制策略，關鍵還要看樓價是否已經回歸理性。從目前的樓

價看，儘管上漲的勢頭已經被抑制，但由於供應量還是不足，未來三到四年內，私人住

宅每年只能提供 19000個單位，少於年均 2萬多個的平衡目標，如稍一鬆懈，積累的購

買力及投機需求就會一湧而出，令樓市再度出現不健康的現象。因此，我認為現階段的

政策措施還要延續一段時間，不宜驟然更改。當然，如果客觀環境產生變化，必要的微

調還是需要的，希望有關方面能夠加強這方面的觀察和研究，並與業界保持密切聯繫，

及時採取因應措施。 

 

    須發展兩個新城市 

 

    針對目前房屋供應量不足的問題，特區政府其實可以採取更多的措施，鼓勵私人發



展商多建房屋。過去，政府有鼓勵私人參建居屋的計劃，也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最近，

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主動提出：如果政府可免補地價發展荒廢耕地，發展商有望興建一

些價值 100萬元的 300呎單位售予合資格的港人，協助他們上車，也可成為與「港人港

地」有異曲同功之效的方案。這些建議不失為緩解供應緊張並有效協助港人、特別是年

輕一代置業的良好方法，可惜到現在還沒有看到政府方面的詳細回應。我認為，政府既

然把房屋政策視為政府最重要的施政範疇，就應該積極回應他們的建議和要求，營造合

適環境，為私人機構多參與建屋創造條件。 

 

    最近梁特首指出，香港須盡快發展面積不少於沙田的兩個新城市，且在 10年內要

完成一個項目，即在 20年之內將建成兩個新城市，料可為香港大大紓緩房屋及商用住

宅供應不足的問題。但願此計劃可以馬上開始研究，盡快策劃並落實。 

 

    另外，建築界反映較為強烈的另一個問題，是勞工嚴重不足，影響了工程的進度，

間接拖慢了房屋的供應。在目前失業率較低的情況下，為了鼓勵私人多建屋，我認為可

以考慮根據勞工市場的情況，允許建築行業有計劃地輸入部分外勞。當然，這也需要和

勞工界充分溝通，在達成共識之後，才能逐步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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