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夫婦五年前以1800萬元購入新界獨立屋，惟外籍機師丈夫長期失業，現只能靠1份正
職及2份兼職養家，但其1歲多兒子有特殊學習需要，年長父母又得重病要做手術，令一
家經濟陷入困境，擔心無錢供樓而被收樓
惟屋苑交投淡靜，位置偏僻及缺乏配套是死因，放盤半年都無人問津，而且租金已較市
價低，但又怕太低被人做犯法勾當，亦無可能攞到幾十萬出嚟從新裝修分層（放租），
至於賣盤只有三兩個人來睇樓後都沒有下文，現在叫價已跌至1600萬元。
該丈夫之前一直靠公司的房屋津貼供樓，「無諗過會失業，所以之前儲錢都唔係都唔係
話儲到好多」，失業後需動用儲備就知道「大難臨頭」，直言「點計條數都唔會畀到樓
按」，所以最壞打算是被人收樓。



差估署樓價今年首次倒跌，加上「遊戲規則已
經改變」傳言，不再容許地產商「壟斷」。股
市波動加上政策消息不絕，除了令地產股缺堤
，亦嚇怕有貨在手的小業主，看淡後市蝕讓離
場。有業主年初買入「龍床盤」菁雋，隨即急
於減價「硬食」印花稅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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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第一城14座中層B室，實用面積約819方呎，屬三房兩廳連工人房間隔，座向
西北，享河景。原叫價1,500萬元，大減200萬元或約13.3%，以1,300萬元沽出，
實用面積呎價約15,873元。據了解，原業主於2015年7月購入單位，當時作價893
萬元，持貨6年至今沽售，帳面賺407萬元或約46%離場。



路透社早前引述消息稱，中國官員在一場非公開會議中，

向香港發展商表明，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北京不會再容忍

壟斷行為，要求香港的地產商幫助解決當地的房屋問題。

香港媒體再跟進報導時引述消息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一個內部會議明言，地產商左右香港情況的做法已經一

去不復返。

北京據報向發展商施壓的消息引起當地討論，多家地產公

司的股份下滑。

多家地產巨頭先後嘗試為說法降溫，其中新鴻基地產回應

香港媒體查詢時指出，公司沒有收到相關消息，也從不贊

成壟斷市場的行為。

分析認為北京一連串的舉動，似乎有意逐漸削弱地產商的

影響力。



2019年「反送中」示威時，香港示威者除了爭取普選、撤回《逃犯條例》、追究警暴
等訴求外，一些示威者留下的信息，卻是與香港房屋問題有關。

其中一個塗鴉質問：月租12,000港元換來120平方呎（的居住空間，相等於約11平方米
），你認為這沒問題嗎？

北京當局似乎也留意到這點，官方媒體新華社曾經明言香港年青一輩完全沒法負擔房

子是示威浪潮的社會深層根源。《人民日報》則說，發展商「是時候釋放最大善意，

而不應只打自己算盤、囤地居奇、賺盡最後一個銅板」。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曾宣佈將啟動一個稱
為「土地共享」的計劃，讓發展商在它
們擁有的土地興建更高密度的住宅，同
時需要讓出部份作為公眾房屋用途。

一些發展商已經作出反應，新世界發展
先宣佈捐出399萬呎農地發展社會房屋，
另一個發展商恆基也宣佈將借出一些土
地讓政府發展過渡性房屋，安置一些輪
候公共房屋的市民。

但外界留意到它目前仍然擁有超過4500
萬平方呎的未發展土地，而捐出土地的
面積只有43萬平方呎。



可發展土地不足的成因，是政府近年不斷賣
地，但發展商買下土地後不作發展，待政府
宣佈地皮附近有發展計劃時，令地皮升值的
時候，開發商才建房子，並高價出售給消費
者。香港社會稱這個做法為「囤地」。

香港媒體的資料顯示，恆基、新鴻基、新世
界和長江實業四家主要開發商現時「囤地」
約1.02億平方呎，差不多佔香港總土地面積
1%。

9月21日，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路透
社有關北京官員要求港地產商協助解決房屋
問題的報導時表示，香港地產開發商近年比
較願意配合特區政府的土地政策，強調政府
可運用公權力在有需要時收回私人土地發展
公營房。



政府規劃署的數字顯示，香港約65%的土地都劃
作綠化帶或郊野公園範圍，這些土地受法律保

護，不能隨便發展。

填海是香港過去其中一個主要增加土地供應的

辦法。林鄭月娥在2018年提出「明日大嶼」計
劃，在香港島和大嶼山中間的水域建造多個人

工島，總面積約1,700公頃，但計劃當時估計需
要5000億港元（約638億美元），引起爭議。計
劃至今仍然在研究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