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儲首期買低價樓 夫妻四年莫吃喝
工聯會青年置業調查：兩口家庭月入四萬上車無期

置業是不少年輕家庭的夢想，但在

樓價愈升愈有的情況下，他們與置業

夢想愈追愈遠。香港工聯會對全港34

個「上車盤」進行調查，一對月入共4

萬元（港元，下同）的年輕夫婦，即

使不吃不喝，最少要儲4年積蓄，才

夠四成首期買屯門210平方呎單位，

若要在市區置業更要儲錢12年，加上

10萬至近40萬元的印花稅，手頭無幾

百萬是難「上車」。中產人士也向香

港文匯報大呻：「別說是中產，現在

連高薪一族要買樓也不容易。」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現時樓價

與打工仔收入完全脫節，促請香港特

區政府增加資助房屋供應的同時，取

消通過補地價把居屋流入自由市場，

杜絕炒風進入資助房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香港工聯會調查顯示，兩人月收入約4萬港元
的年輕夫妻，即使買低價單位，也需4年不吃不
喝才能儲夠首期，可謂「望樓興嘆」。 資料圖片

望 樓 興 嘆

「我們不合資格申請
公屋單位，居屋又難抽
到，私樓就貴到飛起，
要『上車』真的很困
難！」民建聯大埔支部

副主席胡綽謙與女友是典型的「夾心一
族」，公屋無佢份，私樓又買不起，兩
人拚命省錢儲錢三四年，私樓樓價其間
卻三級跳，他們的積蓄與樓價的距離愈
拉愈遠。

樓價愈飆愈高 積蓄愈拉愈遠
居屋是他唯一希望，但抽籤難過中六

合彩，最怕更是升職加薪，因為屆時家
庭月入超額，不合資格申請居屋，「置
業夢」便瀕臨泡湯。

現年37歲的胡綽謙在大埔大元邨長

大，與女友一直想買個屬於他們的小天
地，「與女友已一起儲了三四年錢，希
望將來有首期能夠置業，作為結婚的居
所，但相信仍然要儲蓄多幾年，但只怕
到時樓價又升了不少，『上車』真的很
難。」

唯望加建居屋 惠及「夾心族」
他目前在大埔租住一個約400平方呎

的單位，租金近 1.3 萬元（港元，下
同），為儲錢買樓，直言這些年沒有什
麽娛樂，「要省錢，工餘時間亦只是與
女友在家煮飯，間中也會看一齣電
影。」而他與女友月入合共5萬多元，
但除要繳付租金和其他生活開支外，亦
各自要供養父母，故每月只能儲蓄到1
萬元左右。

胡綽謙也有意申請居屋，但直言現時
居屋供應不足，「要抽也未必成功抽
到。」現時以白表申請居屋，兩人入息
限額為6.6萬元，他直言怕升職加薪，
因為屆時與女友的月入或超出居屋申請
限額，失去申請資格，故希望特區政府
能增加居屋的數量，且可以放寬申請的
入息上限，令他們這些「夾心一族」較
易「上樓」，「如果日後可以購買居
屋，就算並非在大埔區，跨區上班也不
介意，最重要是抽到。」

要購買私樓，他直言十分困難，雖然
首次置業可以獲得九成按揭，但私樓樓
價高，首期加上印花稅等其他支出也不
少，「上到車，供樓開支亦會好大，不
是那麼易負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憂失抽屋資格 最怕升職加薪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右)及社區幹事吳
清清2日發布青年家庭置業負擔調查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8月至9月期間，抽出市面34個適合
二人家庭居住的私人「上車盤」，包括

10個一手樓盤、全港十大屋苑及港島區14個私
人住宅物業，統計它們在今年5月至9月的價
單，並以今年第二季統計處每月就業收入中位
數19,600元，推算一個二人家庭月入共約4萬
元。

有首期亦難通過壓力測試
2日公布的結果顯示，有85%「上車盤」四

成首期介乎160萬元至400萬元，代表該兩人家
庭即使不吃不花、零開支的情況下，仍要最少
儲錢近4年才夠繳付調查中最便宜、面積最小
的屯門「帝御．嵐天」210呎單位首期；若想
購置市區的黃竹坑揚海320呎單位，則需要儲
錢12年。二手市場方面，上車熱門嘉湖山莊及
沙田第一城也要儲錢5年多。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在2019年的施政報告放寬

按揭保險計劃，使800萬元以下的單位接受九
成按揭，是次調查中有33個樓盤也適合九成按
揭保險計劃。在高成數按揭下，帝御．嵐天、
Wetland Seasons Bay等較便宜的樓盤，首期儲
蓄時間縮短至14及21個月。
然而，在解決首期後，又有壓力測試成絆腳

石，由於假設的年輕夫婦家庭月入僅不足4萬
元，若使用九成按揭，每月供款飆升，申請人
還款能力不達標，今次調查只有4個「上車
盤」能讓年輕夫婦通過壓力測試，大多是納米
或者樓齡極高的舊樓。此外，他們還要再為儲
10萬至38萬元印花稅傷透腦筋。
郭偉强表示，調查反映樓價與打工仔收入脫

節，「假設一個青年25歲畢業，打工逾10年儲
夠首期，再供樓30年，即退休後還未供斷。」
他又指，印花稅款佔比近兩成，讓負擔變得更
明顯，坦言「因為印花稅的款項，業主在裝修
上不敢下本，如何住得舒服？」
「現時樓價這麽高，不但中產階層，連高薪

族要買樓也不容易。」中產之聲主席李子榮2
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政府的房屋政策向基層
家庭傾斜，忽略了中產及夾心巿民的需要，
「興建的公屋多了，但居屋則不足夠，現時政
府的公私營房屋不是七三比，而是八二比，即
是居屋更少，市民更難上車。」

倡取消居屋流入自由市場
郭偉强建議，特區政府訂立安居自住的房屋

市場，提供價格可負擔的資助房屋，並取消以
補地價把居屋流入自由市場買賣的政策，把私
人自由市場與資助房屋自住市場分隔，杜絕炒
風進入資助房屋市場，減少對有住屋需要的市
民的影響。同時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一次性優
惠，包括豁免印花稅及按揭保險費用，減輕他
們的負擔。他同時強調，政府亦應大幅增加資
助房屋供應，協助無法申請公屋但又無力負擔
私樓的市民置業，同時加快舊區重建的進度，
讓港島區等地方可以提供資助房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工聯會今次的調
查發現，雖然200平方呎
以下的「龍床納米盤」
已絕跡，但「納米樓
盤」仍相當盛行，10個
一手樓盤中，竟有9個單
位的面積少於 350平方
呎，比2016年統計處家
庭住戶居所面積的中位
數430呎還要低，其中6
個樓盤小於300平方呎。
工聯會社區幹事吳清清
建議，政府通過制定港
人人均住所面積標準，
作為未來公私營住屋建
築參考，同時在賣地條
款指定項目單位最小面
積及興建數量，以規管
納米單位的措施。

青年家庭港島上車機會渺茫
是次調查還發現，在

港島區樓盤中，只有50
年樓齡的太安樓、新都
城等舊樓單位價格適合
中等收入家庭上車。雖
然舊樓價格便宜，亦方
便打工一族探望居住在
同區的父母，但銀行按
揭未必能夠讓申請人攤
長至30年供樓，加上大
廈需要面對修繕管理的
問題，對經驗不足的青
年家庭是一個挑戰，然

而房委會在2005年後，再沒有於
港島區推出居屋項目，青年家庭
想在港島區上車的機會十分渺
茫。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建議，

香港特區政府應以不同模式大幅增
加資助房屋供應，例如加快舊區重
建步伐，令港島等市區可持續供應
資助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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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緩和下，香港今年樓價持續上
升，差估署7月售價指數為397.7點，
創下歷史新高。 資料圖片

增供應需時 樓價料高位徘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香港

疫情緩和下，今年樓價持續穩步上揚，
在連升7個月後終再次寫下歷史新高，
經香港差估署調整後，2021年7月份售
價指數向上修訂為397.7點，即7月份樓
價已創下歷史新高，較2019年5月份的
上次歷史高位396.9點，升0.20%；而
今年首 8 個月樓價指數累積升幅達
4.53%，並較新冠疫情爆發以來的2020
年2月373.4點的最低位累升6.35%。
不過，樓價創新高後未再向上，近期

樓市走勢維持在高位反覆爭持，差估署
剛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1年8月份
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報397.1點，較7月份
的397.7點，按月下跌0.15%，結束連
升7個月的走勢，惟仍處歷史次高（較
2019年5月份的396.9點，升0.05%）。

施政報告無礙升勢
展望後市，利嘉閣地產研究部主管陳

海潮認為樓價將於高位反覆徘徊，原因
包括近月股市表現反覆下挫，加上中央
對內地多個行業板塊進行整改，市場亦
傳聞指香港樓市的「遊戲規則」將會改
變，加上新一份施政報告本周三（10月
6日）公布，市場亦觀望當中的土地及
樓市政策，買家入市態度也變得審慎，
故估計未來兩月的樓價將維持在高位反
覆整固，短期不會出現大上大落的情
況；縱使《施政報告》有增加供應的措
施，但由規劃、招標、建樓到落成，最
快需時5年，如果需基建配合，時間動

輒10年，故料《施政報告》後樓價仍可
靠穩上升。

萊坊料今年樓價升8%
萊坊董事及大中華區研究及諮詢部主

管王兆麒表示，今年首8月私人住宅樓
價指數升4.53%，一手市場持續暢旺、
二手市場較前幾個月淡靜，部分購買力
由二手轉移一手市場。現時樓市以用家
主導市場，所以中小型單位的表現較
好，相信購買力仍然可持續到今年年
底，估計今年住宅樓價會升8%。
他預計，樓價在歷史高位徘徊，短期

受股市及內地經濟表現影響，但低息環
境繼續是未來12至18個月支持樓價的關
鍵因素。他相信今年一二手成交可以回
復2017年的水平，估計今年有6.3萬至
6.5 萬宗成交。一手佔 25%，二手佔
75%。發展商第四季會積極推盤，估計
今年餘下時間一手樓銷售仍然十分熾
熱。

上車盤 地區 實用面積 樓價（港元） 可否通過
（呎） 壓力測試

帝御·嵐天 屯門 210 3,236,870 
嘉輝花園 堅尼地城 221 5,100,000 ✕✕
THE HOLBORN 鰂魚涌 221 5,838,340 ✕✕
THE HENLEY III 啟德 229 6,159,800 ✕✕
維港匯 III 西南九龍 277 6,628,800 ✕✕
沙田第一城 沙田 284 5,430,000 ✕✕
柏傲莊 III 大圍 285 7,781,600 ✕✕
晉環 黃竹坑 290 9,580,060 ✕✕
資料來源：香港工聯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上車樓」 樓價（港元） 四成首期

儲多久

嘉湖山莊（442呎） 577萬 68個月

沙田第一城（284呎） 543萬 64個月

揚海（320呎） 1,004萬 145個月

美孚新村（464呎） 655萬 79個月

維港一號（330呎） 656萬 77個月

帝御‧嵐天（210呎） 323萬 46個月

THE HOLBORN（221呎） 583萬 68個月

筲箕灣太安樓（352呎） 400萬 47個月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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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一對青年夫婦，家庭月入4萬港元，想以九成按揭買
以下「上車盤」的壓力測試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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