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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地 土 地
房屋體制改
革以香港為
借鑑，也形
成了類似香
港的弊端。
尤其在大城
市，私人市
場樓價已追
近香港，同
時，不少新

市民和青年人 「買不起房、租
不好房」 。問題的根子在於土
地收益成為地方財政重要源
泉，同時，房屋演變成投資甚
至炒賣的資產而悖離其用於居
住的初衷。

最近，中央加大整治樓市秩
序的力度。7 月 22 日，國務院
召開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
和進一步做好房地產市場調控
工作電視電話會議，韓正副總
理強調，必須堅持 「房住不
炒」 定位，不把房地產作為短
期刺激經濟的手段，全面落實
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的房
地產長效機制，促進房地產市
場平穩健康發展。7 月 23 日，
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網站公布，
中央八部門決定，持續開展整
治規範房地產市場秩序工作，
重點整治房地產開發、房屋買
賣等，同時，加快完善以公租
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
權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保障體
系，力爭 3 年左右實現房地產
市場秩序明顯好轉。

內地經過多年努力，已累計
建成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
置住房8000多萬套，幫助兩億
多困難群眾改善住房條件。住
房和城鄉建設部正會同相關部
門，推動人口淨流入的大城市
等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
今年10月底前，各市人民政府
將確定 「十四五」 期間保障性
租賃住房建設目標和政策措
施，並制定和公布年度建設計
劃。新市民和青年人多、房價
偏高或上漲壓力較大的大城
市， 「十四五」 期間新增保障
性租賃住房佔新增住房供應總
量的比例力爭達到30%以上。

引述內地資訊，是供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參

考。9年了，調控樓市、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一直
是特區從上屆政府到現屆政府的經濟民生議程的重
中之重。然而，輪候公屋時間愈來愈長，私人市場
樓價不斷上漲，更多市民和青年人 「買不起房、租
不好房」 ，嚴重影響社會安定。以致於全國政協副
主席兼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明確指出， 「現在
大家揪心的住房問題必將得到極大改善，將告別
房、 『籠屋』 」 。

特區政府不是沒有時間表。例如，現任行政長官
2019 年 施 政 報 告 宣 布 ， 特 區 政 府 的 目 標 是 在
2020-2021 年度至 2022-2023 年度 3 年內提供合共 1
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2020 年1月，政府宣布將上
述3年目標提高至1.5萬個單位。問題在於落實。今
年7月，行政長官宣布已找到未來3年興建1.5萬個
過渡性房屋單位的土地。眾所周知，在土地上建成
房屋需要幾年時間。政府把原先說2020年至2023年
提供1.5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的目標往後推延了。

內地克服絕對貧困的經驗，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
經驗，讓人們對中央有關部門力爭3年左右實現房地
產市場秩序明顯好轉的承諾懷抱信心。特區歷屆政
府不僅無法實現關於公屋輪候的時間表，相反，時
被詬病一再食言。現屆政府3年提供1.5萬個過渡性
房屋單位的承諾，變成未來3年提供興建1.5萬個過
渡性房屋單位的土地。如此鮮明反差，不能不令人
深思內地與香港在管治施政上的制度差異和作風差
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是政府管治強而有
效。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宗旨和作風，確保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充分發揮。香港過於強調
原有資本主義制度50年不變，即使傳統產業結構已
阻礙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也不敢變動；傳統公務
員精英心態和作風依然故我，不知民間疾苦，脫離
市民；決策不時失焦，執行政策經常拖遝。於是，
夏寶龍主任7月16日講話具針對性地指出：特區管
治需要有擔當作為的愛國者， 「善於破解香港發展
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 「具有戰略思維和宏闊
眼光，注重調查研究和科學決策，勇擔當、敢碰
硬、善作為，逢山能開路、遇水能架橋，消除影響
香港社會政治生態好轉的各種痼疾，衝破制約香港
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各種利益藩籬」 。

希望下任行政長官是有擔當作為的堅定愛國者，
能帶領香港修補管治架構的制度缺失和克服管治隊
伍的作風缺點，建設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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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房地產開發投資、銷售增速近月放緩。

香港商報評論員 周武輝

享消費券紅利 商家勿短視
政府的5000元電子消費券

計劃，1 日已向約 550 萬名
合資格市民派發首期2000元

款項。近期出外購物吃喝的人明顯增多，商場與食
肆生意暢旺，顯示消費券刺激市道初見成效，市
民、商家皆獲益。

食正消費券這股熱潮，想方設法吸引更多市民消
費，成為商家紛紛瞄準的大生意。

不過，市民在使用消費券的過程中，遇到一些新
問題。消委會昨透露，至今收到42宗消費券相關投
訴，涉及的情況五花八門，包括有的商戶額外收
費、坐地起價。亦有投訴指，有保健服務公司要求
消費者購買3000元產品方可使用消費券等。種種現
象引起消費者的強烈不滿，亦與消費券計劃初衷相
悖。

政府發放消費券，一是令市民直接受惠；二是鼓
勵本地消費，最大程度刺激零售飲食市道，提振經
濟；三是推動電子支付發展。市民手中多了一筆餘
錢，加上款項須在期限內使用，都樂於盡情消費，
因此花費更疏爽。而很多商家早有準備，密鑼緊鼓
推出優惠活動，務求最大程度吸引持消費券者光

顧，讓顧客滿意，拉動生意。此乃皆大歡喜的好
事，既能讓消費券發揮效應，也符合推出消費券的
本意。

享消費券紅利，商家作為最大受益者，理應提高
品質，讓消費者覺得超值，願意多花錢，吸引回頭
光顧，才能帶動生意額滾動增長，長做長有。

但個別商家藉消費旺季，貪圖眼前薄利，搞歪
門邪道賺快錢，是短視和愚蠢的，更涉嫌違法違
規。

要知道，普羅大眾對價格波動一向敏感，不少市
民領取消費券前，早已看好心儀的商品，了解過大
致價格，商家臨時加價，無疑是在直接趕客。而近
日有不少網友留言，抱怨遇到的各種變相加價經
歷。

例如有商家為食盡消費券，竟預先把貨品加價，
有加幅更高達四至六成，網友對此直斥是 「搶
錢」 ；一些不良商家急功近利， 「宰客」 的名聲一
經廣傳，壞了形象口碑，只會令自己失去立足之
地。

至於有商戶涉及收取額外 「手續費」 ，大部分為
使用八達通時收取約10多元額外費用，這是絕不允

許的。根據電子支付營辦商與商戶簽訂的服務合
約，提供這些收費平台不會收取額外費用，而是按
貨品實際價格收取，相關商戶向消費者加收服務
費，明顯違反與支付營辦商的協議。

政府須及時了解和跟進消費券的相關問題。對有
不足之處，例如趁機加價及私設消費門檻，應適當
作出指引和規管；對違規商戶，須加以懲處，以儆
效尤。八達通公司已表示，正核實相關商戶是否在
接受八達通付款時有額外收取手續費，如有違反協
議，將採取合適行動。

此外，網上還流傳有人 「套現」 消費券，參與其
中者有機會涉及串謀詐騙罪，當局也要加強監查，
有必要時採取進一步行動。

消費券分二至三次派發，稍後還會有第二波和第
三波的消費熱潮。商家做生意眼光要放長遠，以服
務和品質爭客；市民宜多多留心，做精明消費者；
政府須多管齊下，堵塞漏洞，避免資源誤用。電子
消費券計劃為大家所樂見，出現一些瑕疵不能否定
其正面積極作用，重要的是解決存在問題，盡力改
善，發揮出最大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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