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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5年新落成私人住宅實際和預計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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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類單位（實用面積少於430平方呎）

■丙類單位（實用面積為752-1075平方呎）

■乙類單位（實用面積為430-752平方呎）

■丁類單位（實用面積為1075-1721平方呎）

■戊類單位（實用面積為1721平方呎以上）

剛需不再納米樓 
勢成主流中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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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落成量

單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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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2006
平均 個單位24000

2007-2017
平均 個單位11600

2018-2022
平均 個單位18200

2023-2027
平均 個單位19000

2019-2025年新落成私人住宅實際和預計比例

團結基金料未來樓市「偏好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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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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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文

首屆光明科學城論壇
深圳開幕

掃碼睇片

掃碼睇圖文

帶「毛孩子」
免費遊巴士河

【香港商報訊】記者周偉立報道：發展局昨日總
結交椅洲人工島項目階段性公眾參與活動。團隊收
到約7800份公眾意見，其中約六成表示支持項目。
發展局局長甯漢豪強調，不應再停留於討論推展與
否，而是集思廣益，探討如何把項目做好。

發展局聯同相關部門去年12月底就人工島項目四
個範疇的初步建議，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匯
報，並隨即展開本次公眾參與活動。

兩成半反對憂財政影響
六成支持項目的公眾意見認為，項目有助增加土地供

應、完善策略運輸網絡，認為建議填海範圍及三島設計
已考慮環境及工程可行性等相關因素。而反對項目的佔
約兩成半，主要關注人工島對環境生態及公共財政的影
響。餘下約一成半並沒有明顯立場，只就不同範疇表達
意見及提問。

此外，團隊閱覽了約180份相關報章專欄及社評，約
有110份表明了立場，當中約六成表示支持項目，主要
認為項目有助提供土地，緩解房屋短缺，為香港經濟及
商業發展帶來好處；表示反對項目佔約四成，主要關注
成本控制、項目對公共財政的影響和經濟效益。

甯漢豪說，人工島項目填海造地1000公頃，是香港未
來土地供應的重要來源。造地發展一定要放眼未來，

要有充裕的土地才有條件制訂政策改善市民生活和工作
空間，發展優勢產業，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工程團隊將會就公眾關注的環節細化建議，深化人工
島發展方案。目標是在今年內就交椅洲人工島及連接人
工島的策略性道路開展環境影響評估的法定程序，並在
2024年展開詳細工程設計及土地勘測。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民建聯發展事務發言
人劉國勳對此表示支持，期望人工島項目可以盡快上
馬，為香港製造土地。

香港測量師學會表示，樂見大部分意見認同交椅洲人
工島項目可提供更多適宜發展的土地，不僅緩解房屋短
缺，更進一步完善香港整體交通網絡，為香港經濟及商
業發展帶來好處。

【香港商報訊】記者鄺偉軒報道：貿發局
及領展（823）昨日聯合發表《香港房地產發
展及物業管理領域綠色實力：RCEP機遇》研
究報告，提出香港綠色建築的七大優勢，當
中包括香港擁有龐大資金池，能夠滿足房地
產業不同的融資需要。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
表示，已透過發行綠色債券及可持續發展表
現掛貸款推動綠色營運，此舉有助稍為減
低融資成本。

報告提及一系列香港綠色建築的優勢，包
括：（一）作為亞洲領先的綠色金融樞紐，
擁有龐大資金池，能滿足房地產業不同的融
資需要；（二）綠色建材減隱含碳排放；
（三）業界標準一致，檢測及認證業發展成
熟，在綠色建材和項目認證方面能發揮重要
角色。

其他優勢包括：（四）發展商廣泛採用數
碼化和預製組件等高效建築方法；（五）高

樓層建築的可持續發展和物管享譽全球；
（六）電力供應商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能
源管理、數碼化和改裝設施等方式，推廣可
持續生活模式及促進能源效益；及（七）將
共用社區設施及共享抗氣候變化基建等建築
元素融入房地產項目設計。

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表示，香港有多達5
萬幢私人或政府建築物，該等樓宇佔全港碳
排 放 60% ； 觀 乎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協 定
（RCEP）成員國對綠色房地產及物管服務需
求日增，相信港商能夠乘此勢頭，把握RCEP
地區的商機，建立香港在國際間推動綠色建
築發展的領導地位。

王國龍提到，領展為促進綠色建築，不論
材料技術及設計上均引入綠色元素，以領展
旗下海濱匯為例，領展在物業外牆裝設根據
太陽移動軌道特製的建築鰭片，藉此遮擋陽
光，節省電力。

綠色建築 港擁七大優勢

六成市民支持交椅洲人工島

【香港商報訊】團結香港基金預期，新一屆政府政策推動下未
來5年公私營房屋供應將出現明顯改善，加上港府放寬按揭成數

令購買力上升。買家選擇增多，小型單位吸引力持續下降，
納米細戶不再壟斷剛需，中型單位將成未來主流。該會

又認為，小型單位熱度減退的情況會從發展周期下游
的銷售階段，逐漸延伸至上游的設計和建築階段，

小型單位佔新落成私人住宅的比例料將於今年
見頂，明年以後將有更多中型單位落成。

團結香港基金最新發表 「十年房屋落成量預測
2023」研究報告稱，以往小型單位是以 「銀碼細、
上車易」取勝，但本港樓市的小型單位售出比率，
自2020年起已被中型單位超越，並在去年進一步
拉開差距，顯示過去首置人士為求上車而不問面
積、只要較低總價入市的情況正在減退，所謂 「將
貨就價」的現象將有所減退。納米單位方面，在港
府宣布最低單位面積要求之前，已有一定數量的單
位動工，因而落成量雖然仍會持續增加，但將在
2024至2025年漸趨平穩。

公屋輪候時間料回落至4.6年
公營房屋方面，該會強調，簡約公屋將成為短期

不可或缺的額外補給。報告稱，展望未來5個財政
年度，即2023/24至2027/28年度，在按時交付3萬
伙簡約公屋的前提下，公營房屋的年均落成量為
31700個單位，達到長遠房屋策略的年均目標。此
外，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可望從 2021/22 年度的 6.1
年高位，下降至 2026/27 年度的 4.6 年，接近港府
定下的績效目標。

「困擾香港3年的疫情終於結束，加上港府公布
新政策措施，令房屋供應前景有所改善，但我們絕
不能因此掉以輕心。目前基層住屋問題尚未解決，
不少蝸居房的市民仍在等待上樓，大量夾心階層
和青年家庭期待置業。基金會每年一度的房屋供應
分析，正是為使社會各界更好地掌握住宅數量供應
變化，為策劃香港宜居環境提供方向。」團結香港
基金總裁李正儀說。

未來五年私樓年均落成量達1.9萬伙
至於私人住宅，基金預測未來 5 年供應維持高

企，2023至2027年的私人住宅年均落成量將達1.9
萬個單位，較該會去年的 5 年期滾動估算有所上
調。此外，預售樓花和樓宇施工等發展周期中的領
先指標趨勢正面，都對估算提供了支持。該會預期

未來10年（2023/24至2032/33年度）總落成量可
達約36萬伙，兌現《施政報告》已覓得土地興建
的所有潛在單位供應，並超出長遠房屋策略目標約
兩成。

然而，該會擔心，即使 10 年供應達標機會增
加，本港仍要面對頭輕尾重的不明朗因素。報告
稱，自 2017/18 年度以來，私人住宅熟地供應驟
降，已經預示了落成量將在5年後出現下滑，房屋
供應或後勁不繼。即使第二個5年期（2028至2032
年）私人住宅年均落成量料有約1.39萬個單位，與
該會去年預測當中的最樂觀情景相同，也高於長策
年均目標，然而與第一個5年期相比，第二個5年
期落成量下跌近三成。

促當局全力釋放北都會區潛力
除了現時已知的項目之外，基金指出，北部都會

區還有不少正在進行規劃申請的私人發展項目，地
理分布與基金會於2021年7月發表的《提速新界城
鎮化 助力香港創新天》研究報告中提出的潛在發
展區高度重疊。然而，要釋放相關發展潛力，還有
待港府解決交通、排污、保育，以及厭惡性設施等
挑戰，這將是第二個5年期私人住宅落成量能否進
一步提升的決定性因素。

「要確保未來10年公私營房屋供應達標，關鍵
在於加快開拓北部都會區，提升土地交付效率，增
加熟地供應儲備。因此，基金會一直以來提出的重
點建議，包括新界大規模城鎮化、精簡發展程序，
以及交通基建先行，當局都應持之以恒，繼續落
實。至於要在較短期內提升房屋供應，緩解基層住
屋困難，提升建築效率、普及組裝合成建築技術以
興建過渡性房屋和簡約公屋等，都是目前的合理選
擇。」團結香港基金副總裁葉文祺說。

報告強調，長遠來說，港府須把握時機進一步釋
放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潛力，以確保圓滿達成長遠房
屋策略的10年供應目標。

報告預測，未來5年私人住宅供應維持高企，2023至
2027年的私人住宅年均落成量將達1.9萬個單位。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新一份公私營房屋供應獨家
預測。圖為李正儀（中）、葉文祺（左）和梁躍
昊（右）。

未來人工島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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