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半年內兩度出招穩定樓市，中原
地產創辦人施永青認為，辣招見效，炒風
冷卻，樓價3月份開始回落，但提醒政府應
避免過度壓抑樓市，影響整體經濟，為樓
市降溫應從新供應樓宇落手，建議政府撥
地建屋幫助有需要人士 「上車」 ，限制銷
售對象只能是首次置業人士。

本報記者 曾敏捷

施永青促建首置單位
解決樓市炒風應由供應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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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昨日以 「提倡多元卓
越觀念」為題，在 「局長隨筆」網上專欄撰文稱，現今的香
港社會屬於後工業時代的國際大都會，特點是經濟、服務、
文化、藝術都趨於多元化，工作行業無分貴賤，所謂 「行行
出狀元」。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聚焦青年的發展機會
，提倡多元卓越文化，讓年輕人在升學和就業方面有各種機
會，發揮潛能。曾德成表示，在這政策方向下，青年事務委
員會將繼續探討年輕人面對的挑戰及機遇，討論如何達致上
述的願景和目標。民政事務局亦會聽取來自年輕一代的具體
政策建議，並與其他決策局和部門共同努力，使各方面的政
策能配合，為年輕人開拓更廣闊的天空。

曾德成表示，在過去數十年間，香港生產總值有大幅度
提高，經濟也經歷重大轉型，因此政府對教育的投資也大增
，以配合香港走向知識型社會的變化。可是年輕人要面對由
全球一體化帶來的競爭壓力，這也是前所未有的。

「香港社會一向奉行精英主義，追求卓越本來無可厚非
，可是有時偏於狹隘。」曾德成舉例，很多人只視主流社會
崇尚的某些行業為 「理想工作」，又把卓越限於某幾座金字
塔的頂尖，若不能置身其間、置身其上，便容易被社會標籤
為失敗者；年輕人也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些觀念，不甘做一些
傳統上被視為 「無出息」的行業，特別是一些較要求體力勞
動或操作技巧的工種，也容易自卑，甚至放棄。

曾德成認為，香港是多元的社會，如果人的觀念未能跟
上實際，會出現人力市場的錯配，即有人沒有工作，但有些
工作卻又無人問津，長遠而言會窒礙經濟發展和競爭力。

曾德成稱青年須多元發展

【本報訊】繼上年底加碼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
稅雙辣招後，政府今年頭再推雙倍印花稅等穩定樓市
，有研究指新招針對工商舖的措施 「過辣」，中小型
工商舖成交量及成交金額均激增，或禍及真正用家，
甚至轉移成本至消費者，影響香港營商環境，建議政
府只以轉售年期徵收工商舖的額外印花稅，能限制炒
賣的同時避免過分干預市場。

新招推出接近2個月，雙倍印花稅率適用於所有

住宅和非住宅物業交易，同時要求非住宅物業在簽訂
臨時買賣合約即繳付印花稅，與住宅物業看齊。香港
經濟發展策略研究中心主任許輝引述中原地產研究部
數據表示，新措施實施後，本港2月份的商舖買賣錄
得1081宗，創1995年7月份有紀錄以來新高，較2013
年1月份的708宗顯著上升52.7%，金額方面則略有下
調，但主要是大型商舖的成交減少所致。

許輝指出，新措施對成交額較大的商舖所徵收的

稅率較小舖位較高，數據反映可能有人將炒賣轉移至
中小型工商舖，所以1000萬元以下的舖位成交增多，
特別是200萬元至500萬元的小舖位交易按月上升1倍
多，成交額亦上升，擔心業主會因投資成本增加而加
租，繼而轉嫁至消費者。

許輝認為政府壓抑非住宅物業炒賣的方向正確，
但措施 「過辣」，其豁免的退稅安排造成投資者的現
金流出現問題，令真正的用家亦受影響。而香港作為
自由經濟體，政府不適宜過分干擾工商投資市場，但
可適度控制炒賣的風氣，例如在工商舖實施額外印花
稅，規定一定年期內轉讓要繳交印花稅，可以打擊短
期炒賣，但不會影響真正用家。

炒家轉炒中小型舖

施永青昨日出席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的房屋
論壇時表示，政府半年內2度出招穩定樓市，措施漸
見成效，樓市炒風冷卻，樓價3月份開始回落，較他
原先估計樓市下半年才下調要早。他說，額外印花稅
措施令住宅市場上的短期炒賣減少，中途轉讓的交易
少了90%，而買家印花稅則令非本地買家與機構投資
者的入市意欲大減，曾預料香港樓市在本年內出現調
整，而最近的雙倍印花稅更令冷卻的範圍擴大到本地
投資者及工商舖的投資者，連發展商也降價賣樓，樓
市開始回落。

政府須避免出招過度
施永青認為現屆政府要以解決房屋問題為施政重

點是 「揀了一條難路」，而適當的高樓市有助香港的
經濟發展，提醒政府應避免過度壓抑樓市，影響整體
經濟。他說，為樓市降溫應從新供應樓宇落手，建議
政府撥地興建協助首次置業人士的 「上車盤」，規定
銷售及轉讓對象都只能是首次置業人士，令發展商因
應銷售對象的負擔能力，設計和建造相對廉價的房屋
，協助有需要人士 「上車」。

他認為解決房屋問題應從增加土地供應入手，建
議政府重新規劃現時已不適合香港發展模式的工業及

農業用地，同時增加市區住宅的發展密度，例如九龍
塘、又一村及加多利山等，把傳統洋房轉為住宅大廈
，增加市區發展用地。

出席同一論壇的青年民建聯主席周浩鼎表示，認
同施政報告提出增加房屋供應的措施，鋪排出短中長
期的應對措施，但本港面對土地供應不足，以及受全
球經濟環境的客觀因素影響，大量資金湧入樓市，樓
價飆升以致置業困難都難以避免，市民應該給政府相
當的時間解決房屋問題。

年輕人應改變置業思路
周浩鼎說，年輕人住屋難的問題引起社會關注，

怨懟的聲音很多。但他認為抱怨樓價高不能 「上車」
的年輕人應調整心態，了解買樓難是不少地方例如英
國、新加坡等普遍存在的問題，調查顯示當地年輕人
都將置業的年齡推至35歲或以後，香港的年輕人同樣
應以正面態度面對問題，例如積極裝備自己為日後置
業提供更好的經濟基礎。

愛中港青年文化社團聯會是新成立的團體，主席
楊君豪表示，聯會關注社會不同的議題，舉辦公開房
屋論壇主要希望市民可以發表對房屋問題的意見，令
政府關注問題及了解更多的情況，急市民所急、為市
民解決問題。

【本報訊】記者陳卓康報道：內地山區貧民居住環境惡
劣，樓房結構簡陋，倘遇天災後果不堪設想。慈善團體為助
鄉民建造安全美好家園，號召300名青少年義工到山區親力
親為 「石仔」，身在福中港人助村民安居之餘，亦可體驗
耐力鍛煉及團隊精神。

「青年領袖建屋之旅2013」將於4月26至28日舉行，300
名14歲或以上義工前往廣東從化良口鎮，為窮困居民展開危
房改造之旅。參加者要籌得3000至4000港元，到當地為村民
挖掘地基、攪拌水泥、搬運建材，並嘗試砌磚及紮鋼筋。

主辦團體 「仁人家園」獲多間發展商贊助，昨舉行誓師
大會，邀得香港傑出青年建築師歐暉及歌手關心妍擔任 「青
年領袖建屋大使」， 「仁人家園」行政總裁嚴啟泉稱，組織
宗旨希望世界人人得以安居，明日的領袖由今日建造，青年
參與勞動為有需要家庭建安樂窩，有助培養愛心從家庭推演
至社區，擴闊視野及發揮潛能，成為將來社會棟樑。他認為
香港青少年與其在手機遊戲建屋，倒不如親歷其境體驗來得
實際。

香港傑出青年建築師歐暉表示，山區貧民房子欠缺專業
人員及適當建材，單靠水泥建造房子結構危如累卵，倘遇上
地震不堪設想。建築師平常為地產商及業主服務，甚少踏足
迫切需要家園的社區。他認為做慈善不應只捐錢，義工參與
出力建成一間屋是看得到的成效，助人與受助者同樣快樂。
他笑指自己身為建築師卻從未親手堆泥砌牆，但可以向參加
者介紹房屋設計過程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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