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 地 房 屋

•放寬首置

九成按揭保

險的樓價上

限，由400

萬元提升至

800萬元。

•預留50億

元大幅增加

過渡性房屋

項目，未來

三年提供一

萬個單位。

• 加快出

售現時「租
置計劃」屋
邨中約4.2

萬個未售

出單位。

•明年預售

約1.2萬居

屋和綠置居

單位；房委

會增加白居

二配額。

•運用《收

回土地條例

》收回三類

私地，發展

公營房屋及

「首置」。

•搭建平台

讓青年人參

與構建「明
日大嶼願景

」下的交椅

洲人工島。

•展開東涌線延

線、屯門南延線

及北環線的詳細

規劃和設計，冀

早日動工。

交 通 基 建

•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

海底隧道及將軍澳─藍

田隧道啟用後，豁免青

嶼幹線、將軍澳隧道和

兩條新隧道的收費。

•向「樓宇

更新大行動

2.0」額外撥

款30億元。

•籌備20億元先導資

助計劃，推動在現有

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

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

設施。

優 化 居 所

資助房增供應私樓價料平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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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本報經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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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泛暴派議員搗
亂立法會，林鄭月
娥昨透過視像向市
民發表2019年施
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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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 業 安 居

大公報記者

邵淑芬

林鄭月娥： 「我
們要讓每一個香港人和

他的家人，不再需要為住
屋問題費煞思量，都將可以
在香港這個我們共同擁有的
城市裏面，建立一個屬

於自己的家。」

責任編輯：馮耀宗 美術編輯：李明逸

要聞A1 2019施政報告

樓 價 個 案

樓價 8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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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期按揭、實際按息2.375厘）

項目

首期

月供

每月最低
入息要求

六成按揭

$320萬

$18,655

$44,797*

九成按揭

$80萬

$27,983

$55,966**

變幅

-75%

+50%

+25%

樓價 600萬
（30年期按揭、實際按息2.375厘）

項目

首期

月供

每月最低
入息要求

八成按揭

$120萬

$18,655

$45,760*

九成按揭

$60萬

$20,987

$41,974**

變幅

-50%

+12.5%

-9%

*加3厘壓測 **供款佔收入最多50%規定

新舊制首期上車比較
樓價

400萬
600萬
800萬
1000萬

舊制（按揭）

$40萬（九成）
$120萬（八成）
$320萬（六成）
$500萬（五成）

新制（按揭）

$40萬（九成）
$60萬（九成）
$80萬（九成）
$200萬（八成）

變幅

不變
-50%
-75%
-60%

800萬首置准按九成
圓市民上車夢

林鄭第三份施政報告 精準回應民生訴求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新一

份施政報告中，大幅提高申請八至九成按

揭保險計劃的樓價上限。會德豐（00020

）副主席梁志堅認為，新按保計劃對置業

者是好消息，若政府未來有充裕土地供應

建屋，新計劃未必對樓價起大刺激作用。

恒地（00012）聯席主席李家誠稱，恒地

支持新一份施政報告的內容，因可幫助有

需要的市民，相信其他發展商也會支持。

九龍建業（00034）市務及銷售部總

經理楊聰永表示，新按保計劃應可突破首

置人士首期不足的樽頸位，令整體樓市趨

健康發展，交投轉活，然樓價受其他因素

影響，未必因而上升。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

陳永傑表示，新按保可視為樓市 「減辣」
之一，相信可即時激活1000萬元以下的二

手住宅單位，此類單位本季的交投料按季

可彈升30%，但礙於社會紛爭及中美貿戰

陰霾下，樓價難大幅上升，只可減慢樓價

下調步伐。

對於放寬按揭保險助上車，仲量聯行

主席曾煥平估計，部分置業需求將流向二

手市場。然而，樓市正受本地經濟、社會

事件及環球經濟放緩等三個負面影響困擾

，加上政府增加資助及公營房屋供應，正

好對沖了按揭保險的利好因素，預期樓價

跌勢將持續。

施政報告重點措施

A2·A3·A4
A5·A6·A7
A8·A9·A10

相關新聞刊

•全面調高在職家

庭津貼金額，增加

住戶津貼16.7%至

25%，並把兒童津

貼大幅增加40%。

•關愛基金低

收入家庭「一次

過生活津貼」下
年度會先後發

放兩次。

•公共交通費用補

貼計劃補貼比率提

升至三分之一，上

限 由 300 元 增 至

400元。

•學習津貼恆常

化，每位中學日

校、小學和幼稚

園生每年會獲得

2500元津貼。

社 福 津 貼

•預留10億元

為600多所資

助學校進行小

型內部改裝。

•為修讀可配合香港

發展需要的指定研究

院修課課程的本地學

生提供獎學金。

•擴大「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適用範圍，以及擴大

「研究員計劃」、「博士專

才庫」等資助範圍。

•向社會創新

及創業發展基

金注資5億元。

育 才 納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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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輪逆周期措施自2009年起推出，社

會一直反映 「上車難」 問題。新一份施政

報告提出，首次置業人士可申請最高九成

按揭貸款的樓價上限，由原來400萬元提

升至800萬元，而可申請最高八成按揭貸

款的樓價上限，則由600萬元提升至1000

萬元，後者更包括自用樓換樓按揭。

與舊制比較，若首置住宅物業樓價

800萬元，按揭成數由原來六成大幅放寬

至九成，首期將由320萬元降至80萬元，

節省75%，而1000萬元物業亦由原來按五

成增至八成，首期由500萬元減少60%至

200萬元。價錢較 「大眾化」 的600萬元物

業，首期亦由120萬元省一半至60萬元。

適用於已落成住宅物業
林鄭月娥表示，放寬首置按揭的樓價

上限，目的是協助有即時置業自用需要的

人士，九成按揭適用於已落成的住宅物業

。她指出，現在香港有不少人，特別是專

業人士，兩夫婦都有工作，供得起樓但無

足夠首期，亦很難找到400萬以下的物業

，在沒有選擇下，只能買一手樓（因備有

高成數按揭配套），故希望能夠幫助這些

沒有足夠首期但有即時置業需要的人士。

按揭證券公司表示，一直有因應市場

變化和客戶需求審視是否有需要修訂按保

計劃，當中亦有顧及可能對物業市場造成

的影響。在近期外圍和本地因素影響下，

物業市場熾熱氣氛有所減退，故認為可以

提高合資格物業價格上限，為有意置業人

士提供更適切的支援。

未通過壓測亦可借九成
對於放寬壓力測試，金管局發言人指

出，金管局要求銀行妥善管理風險，銀行

須評估借款人的還款能力，包括借款人須

符合相關的供款與入息比率上限要求，並

為他們進行按息上升的壓力測試（加三厘

後供款佔入息比為60%或以下）。

按現行規定，供款佔入息比率最高仍

為50%，若超過則不會獲銀行批出按揭。

因此，即使置業人士可加大按揭成數，減

付首期，但由於借貸比率增加，每月還款

額會上升，入息要求亦較高。例如購買

800萬物業分30年還款，利息2.375厘，舊

制下按揭最高六成，首期320萬，每月供

款約18655元，置業人士每月收入（連壓

測）最少要44797元。新計劃下借九成，

首期減至80萬，但每月還款增加50%至

27983元，每月最低收入（連壓測）最少

73305元。值得留意的是，首置人士如未

能通過壓測，也可做九成按揭，但保險需

加25%，每月入息仍至少約56000元。

對於提高九成按揭樓價門檻，經絡按

揭轉介高級副總裁曹德明指出，400萬以

下的單位近乎絕跡，相信政府是因應市場

及需求作出調整。他預期，1000萬以下樓

價物業需求將見增加。

中原按揭董事總經理王美鳳相信，放

寬按保樓價上限可有助促進二手物業交投

，幫助上車及換樓鏈回復正常，避免買家

在無可選擇下紛紛流向備有高成數按揭配

套的一手樓盤市場，有利樓市健康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