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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呎租$933僅次於紐約第五大道

尖沙咀舖租 全球第二貴

額外印花稅（SSD）：
任何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取得住宅物

業，並在取得後36個月內將其轉售，按
不同的物業持有期繳付額外印花稅，6
個月內出售，稅率為20%，超過6個月
到12個月為15%，超過12個月到36個
月為10%。

雙倍印花稅（DSD）：
購買第二間物業的買家或公司名義買

家，從價印花稅稅率調升至劃一15%。

買家印花稅（BSD）：
非香港永久居民及所有公司購買香港

住宅，需繳付15%的買家印花稅。

【香港商報訊】記者姚一鶴報道：美國加息等因
素令本港樓價進入下行周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
接受媒體訪問時強調：本港樓價下跌是預期之內，
當局不會為樓市 「撤辣」。

陳茂波表示，對比2003年 「沙士」及2008年金融
海嘯期間，現時樓市跌幅相對算慢。他續說，港府
一直緊盯市場情況，除非有其他因素急劇轉變，否
則看不到樓價會出現大幅急跌。

目前，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買樓需繳付買家印花
稅。陳茂波稱，市民都希望本地人可優先置業，故
不會考慮調整。至於已有物業者再購入多一層物
業，亦要支付額外印花稅，當局希望未置業市民可
以更容易置業，目前樓市相對穩健，當局會以不變
應萬變。

另外，有議員因關注扶持中產及夾心階層議題，
而向港府提出 「減辣」。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
正宇回應指，維持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健康平穩發

展，是港府房屋政策中一個重要目標。綜合考慮，
包括樓價變化的速度和幅度、住宅樓宇的成交量、
未來供應量、經濟情況和展望、市場氣氛等多項因
素，港府在目前環境下不用調整住宅物業的需求管
理措施。他又指，本港負資產個案雖由第二季55宗
增至第三季533宗，惟相比2003年和2008年高位時
仍處於低位。

花旗：明年有機會「減辣」
中原地產創辦人施永青撰文稱，今年全年樓價或

跌20%。他提到，反映二手樓價的中原城市領先指
數已跌至近5年新低，由高位跌幅更高達15%，樓市
第一條臨界線已失守，今年內有可能跌穿第二條臨
界線。

施永青表示，近兩年入市的買家多數承造樓價800
萬元至1000萬元物業的八成按揭，假如樓價下跌兩
成，這批高追買家買到的樓便會成為負資產。他提

醒高位入市的小業主忍心 「斷臂」，避免日後抬錢
贖樓，要提防出現類似連鎖反應。

花旗近日公布的香港市民置業意向調查，逾 51%
受訪者預期未來12個月本港樓價向下，該行估計港
府明年有機會為樓市 「減辣」。

戴德梁行報告稱，截至第三季度數據，全球主要零
售市場平均租金已回復至僅低於疫情前6%的水平。當
中，亞太地區是疫情期間相對較受影響的地區，惟現
時租金比疫情間最低位已稍微回暖，比疫情前水平低
12%。亞太地區主要零售地段租金逐漸恢復，平均租
金較疫情低位上升約7%。

香港尖沙咀區繼續位居亞太區最昂貴零售地段榜
首。不過，受限於檢疫安排，內地與香港未能正常通
關，整體而言，香港主要區域平均零售租金較疫情前
最多下跌49%。當中，傳統遊客區的尖沙咀和銅鑼灣
租金較去年分別按年下調5%和7%，中環區則保持平
穩。

明年舖位租金料溫和增長
戴德梁行執行董事、香港商舖部主管林應威表示，

尖沙咀自2020年起取替銅鑼灣成為亞太區最昂貴的購
物大街，今年尖沙咀繼續蟬聯亞太區租金表現之冠。
雖然現時內地遊客訪港數字仍處於極低水平，令傳統
遊客區的尖沙咀和銅鑼灣一帶空置舖位續現，租金依
然受壓，但租金跌幅已趨穩定，過往為名店街的尖沙
咀廣東道，部分國際奢侈品牌相繼遷出，改由其他更
大眾化的品牌填補。展望明年，林應威料，全球整體
街道舖位租金會錄得溫和增長，惟升幅料僅為低單位
數。

該行執行董事兼香港研究部主管鄧淑賢表示，近期
其他貨幣表現疲弱，令香港在今年租金上保持排名。
而今年電子商務銷售額亦較去年有所回落，反映網購
未能完全取替實體消費，相信社交措施進一步放寬
後，將刺激實體消費。 「預期來年本港防疫政策能進
一步放寬，加上與國際和內地通關可期，將為實體零

售市場帶來更利好支持。」
該行香港董事總經理及項目/企業服務部主管蕭亮

輝指，目前香港商廈待租面積偏高，部分業主已採取
更靈活的租賃方案，由於租金從2019年高位已累跌近
三成，相信寫字樓租金難以再像疫情初期般大幅調

整。現時整體待租率由第二季的13.8%升至第三季約
16.1%，創2004年後新高，整體待租面積逾1000萬平
方呎。

廣東道吉舖較高位跌逾八成
本月初，中原（工商舖）商舖部分區營業董事鄧銘

揚曾對本地媒體表示，尖沙咀廣東道86至98號文利
大廈地下4至5號舖招租，舖位與Apple Store僅相隔
一個舖位，面積約 2518 平方呎，舖位在 9 月初才交
吉，近月正交吉招租，意向月租約 80 萬元，呎租約
318元。他指，業主叫價克制，該舖前租客為連鎖個
人護理產品連鎖店萬寧，當時月租曾約125萬元，反
映業主因應市況作出調整，目前意向月租已較當時月
租折讓超過35%。

市場消息指，上述舖位2013年零售高峰期時曾由周

大福租用，月租高達452萬元。目前最新意向月租僅
80萬元，僅為9年前高峰期的2折水平，累挫82.3%或
372萬元。

與此同時 ，尖沙咀區 10 月商舖空置率錄得約
10.69%，較9月輕微上升約0.01個百分點，對比去年
10月則大幅遞減約4.75個百分點。

松本清筍租金巴利道巨舖
另有消息指，日本連鎖藥妝專門店 「Matsumoto

Kiyoshi 松本清」近月以約40萬元月租，承租金巴利
道26號地下舖位，屬單邊舖位，地舖面積約6081平
方呎。以每月租金約40萬元計，呎租約66元。

據了解，該舖位原由連鎖化妝品品牌莎莎租用，
2018 年續租時的月租曾高達 134 萬元，惟受疫情影
響，莎莎2020年中就已遷出該舖位。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戴德梁行發布2022《全球主要零售大
街》報告稱，疫情肆虐三年，香港舖租跌至第二位——尖沙咀街道以933
元的呎租，位列紐約的上第五大道（呎租1300元）之後，米蘭蒙特拿破崙
大街的租金則排名第三（呎租897元）。不過，近來市場不斷傳出尖沙咀
新造租務呎租不斷尋底，僅為疫前的三分一水平，最低見66元。

◀尖沙咀自2020年起取替銅鑼
灣成為亞太區最昂貴的購物大
街，今年尖沙咀繼續蟬聯亞太區
租金表現之冠。

指樓價跌屬預期內
財爺：暫不「撤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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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委會昨公布，截至今年 9
月底，一般公屋平均輪候時間
回落至5.6年，按季跌0.4年，

長者一人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為 3.9 年，按季跌
0.2年。雖然是季節性變化，但仍說明經過幾屆政府
在解決土地房屋問題上不斷追落後，初步見到成
效，對苦候上樓的基層市民來說，無疑看到了一線
曙光。能夠早一天脫離惡劣居住環境，肯定是一件
企盼已久的好事。而解決房困需要久久為功，特首
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讓輪候公屋時間 「封
頂」 ，在4年內降至約4.5年，既已確立了目標，就
應多管齊下拓地建屋，使房屋供應得以提速、提
效、提量，讓市民早圓安居夢。

習近平主席在七一重要講話指出，香港最大的民

心，就是盼望生活變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寬敞
一些。房屋問題是本港頭號民生難題，也是歷屆特
區政府施政的重中之重。由於過去在土地房屋供應
上欠債太多，覓地建屋需時，以及面臨一些阻力，
新增供應無法在短期內彌補過往累積的欠缺，導致
近年輪候公屋時間愈來愈長，嚴重困擾港人。

好的進展是，經過幾屆政府多年不懈努力，公屋
輪候時間的升勢有得到扭轉的象。房委會指，由
於2022年第三季有超過一萬個公屋單位可供編配，
在消化了部分輪候年期較長的一般申請者的公屋需
求後，於當季獲分配單位的一般申請者的輪候時間
相對較短，令整體的平均輪候時間縮短。

市民少等一天上樓，當然就多一天開心，輪候時
間縮短也讓人看到破解房屋難題的希望。必須指

出，新公屋落成數量仍處於低水平，不能忽視基層
市民改善居住環境的迫切需求，而房屋土地問題是
本港深層次問題，破解不易，增加供應的大方向不
能變，要穩定和可持續。政府仍須積極作為，從多
途徑整合資源，優化發展程序，加強建造能力，繼
續全方位加快供應，才能幫助市民上樓早一些，住
房大一些。

李家超上任後，一直將解決 「住」 的問題視為重
中之重。考慮到傳統公屋未來5年供應無法再提高
的實際情況，提出以 「簡約公屋」 增加過渡性房屋
供應，短期內為居住困難戶改善居住環境提供多一
個選擇。這是從房戶的角度考慮，為他們切實紓
困解難，市民當會支持。政府還以創新思維，循各
種途徑，包括使用組裝合成興建公屋，發展棕地和

綠化地帶，降低強拍業權門檻，以及精簡規劃、環
評、收地等法定程序，希望用較短時間興建一定數
量的公屋，反映進取心態，市民樂見其成。

更重要的是，政府須以行動證明，增加土地房屋
供應說到做到，並拿出實質成績，令市民穩定預
期，增強信心，給政府時間做事。施政報告已為政
府部門訂立明確的關鍵績效指標（KPI），包括將
現時約6年的輪候時間 「封頂」 ，未來10年提供約
3300公頃新平整土地，未來5年提供7.2萬個私宅和
15.8 萬個公營房屋等，項目的落實考驗政府執行
力，須大刀闊斧、破難而進。政府亦要建立土地儲
備配合長遠發展，重握土地供應主導權，香港的土
地房屋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讓基層市民告別住
得貴、住得細的苦況。

多管齊下增供應 解決房困現曙光

香港商報評論員 蘇信

2022年亞太區最昂貴零售區域 （每年每平方呎港元）

2022年全球最昂貴零售區域 （每年每平方呎港元）

2022年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疫情前
排名
2
1
5
3
4
6
8
7
9
10

城市

紐約
香港
米蘭
倫敦
巴黎
東京
蘇黎士
悉尼
首爾
上海

位置

上第五大道（第49至60街）
尖沙咀（主要街道商店）
蒙特拿破崙街
新邦德街
香榭麗舍大道
銀座
班霍夫大街
彼特街購物中心
明洞
南京西路

租金
（元）
1300
933
897
886
684
615
551
470
369
323

對比疫情
前水平
+14%
-41%
9%
-11%
-18%
0%
-3%
-24%
-23%
-14%

按年
變化
+7%
-5%
+7%
-7%
-4%
+5%
-1%
-7%
-15%
-14%

2022年排名 市場 位置 租金（元） 對比疫情前水平
1 香港 尖沙咀 935 -41%
2 香港 銅鑼灣 841 -49%
3 東京 銀座 615 0%
4 東京 表參道 492 +7%
5 悉尼 彼特街購物中心 470 -24%
6 東京 新宿區 461 -6%
7 香港 中環 401 -45%
8 首爾 明洞 369 -23%
9 首爾 江南站 340 -23%
10 上海 南京西路 32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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