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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萬五八萬五八萬五八萬五」」」」陰影陰影陰影陰影 揮之不去揮之不去揮之不去揮之不去   

新世紀論壇經濟事務發言人 羅祥國博士    ( 20-06-2000 ) 

 

在地產商及負資產者的壓力下，房委會公佈了暫停出售居屋措施，而據聞若上述

措施對穩定樓市作用不大，將會透過調節土地供應來穩定樓市。 

 

當經濟在今年第一季，已有雙位數字的實質增長，股市亦曾突破了亞洲金融風暴

的歷史高點，但我們的樓房交易數量，和部分住宅樓宇的價格仍然下跌﹑銀主盤

增加﹑供樓的實質利率高達十多厘﹑房協大幅減價出售「貨尾」，這些都使約有

一百萬個家庭的「有樓一族」蒙受嚴重的損失，並打擊他們安居樂業的信心。這

是否只是短期現象﹖情況是否可以改善過來﹖ 

 

根據新世紀論壇近日的一項調查，有超過 70%的被訪者對未來五年內，香港是否

一個可以安居樂業的地方是抱有懷疑，甚至是否定態度，這是對施政者一個嚴峻

的警號，不應掉以輕心。政府如果認為時間是否可以治癒這個傷口，並不即時以

危機處理，情況是不樂觀的，市民的耐性是有極限度的。 

 

警號響起 政府勿掉以輕心 

 

房屋委員會最近決定下半年停賣居屋，把部分居屋改為出租公屋，並把原本一半

一半的公屋和居屋比例，改為公屋佔六成，居屋佔四成。這些調整當然對穩定房

地產市場有一定的幫助，並再一次的顯示了「八萬五」的建屋目標名存實亡，但

除非政府願意明確的公開聲明取消「八萬五」的建屋目標，不然「八萬五」的陰

影，仍然是揮之不去的。 

 

特首在九七年十月第一次確立每年建屋八萬五千的「硬指標」，再加上七成市民

自置物業的宏願，一開始就有非常濃厚的計劃經濟的味道，這大大干預了香港房

地產市場原有的自由市場運作，與「基本法」的第五條可能是有牴觸的。 

 

特首以此為達到某些政治目的之手段，其出發點可能是非常高尚，和具有遠見

的﹔但他？忽略了很多的經濟規律和其影響，以及整體房屋問題的複雜性。 

 

房屋是市場商品 

 

房屋在香港的市場機制下作為一種商品，是有實質居住的需求，長期投資的需

求，和短期投機的需求。在九七年回歸前，投資和投機的需求非常龐大，物業交

易一年有二十多萬宗。政府從九七前的龐大需求，估計出每年八萬五的供應量，

以滿足市民的需求，這基本上是忽略了房屋需求的多方面性和複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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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不景和前景不明朗時，投機和投資的需求，是會短期內完全消失的，至於

實質的居住需求，也會產生同樣的情況。現在樓價雖然已跌了一半，但市民對房

委和房協的居屋，和夾屋需求？大大減少，就是這個原因。 

 

近日樓宇交易量創新低，並不是經濟整體仍然不景，主要是由於前景不明朗﹔市

民估計，政府仍會推出大量居屋﹗政府仍然有「八萬五」﹗利息可能會再升﹗ 

 

房地產業一向以來是香港主要的經濟支柱之一，樓房是全港一半家庭的重要資

產，和退休保證，也是很多中小型企業資金的來源。政府如果不？意地長期破壞

了房地產業，在香港整體經濟的正常功能和貢獻，這是錯誤和不負責任的政策，

必須設法糾正。 

 

取消「八萬五」才是最終出路 

 

政府是可以立刻公開向市民明確地宣布，取消「八萬五」這不合時宜的干預政策，

並恢復推行一個以自由市場運作為基礎的房屋政策。 

 

再者，政府高官也不應再批評香港樓價過高，競爭力不夠的言論，要令市民重拾

置業的信心。 

 

(本文已刊載於 2000年 6月 20日之《香港經濟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