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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為法定團體，於 1947年成立，
致力帶動一個具影響力、彼此合
作、靈活創新的社會服務界；並
且作為跨界別協作平台，以社會
福祉為依歸與各持份者同行共
創。社聯現時有超過 500個機
構會員，其服務單位遍布全港，
為市民提供優質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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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稱劏房租管的《2021 年業主與租客

（綜合）（修訂）條例》於 2022 年 1 月 22 日生

效，旨在加強保障劏房住戶的權益，規管內

容包括強制業主與租客簽訂書面租賃協議、

限制續租加幅及禁止濫收水電費，租客亦享

有 4年租住權保障。條例實施一年下來，成

效如何？基層生活可有改善？

劏房租管一周年
基層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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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租約期滿後�
未獲業主簽新約
47 歲的鄧小姐居住在荃灣一間位於單棟樓內的 90

呎劏房，單位為一劏四，月租 3,000 元，每月需另向
業主繳交 120 元電費及 50 元水費。租約在劏房租管條
例實施前簽訂、沒有交予稅務局加蓋印花（俗稱「打釐
印」），惟在 2022 年 11 月約滿後，業主仍未有與她聯
絡商討簽新租約事宜，故目前仍依原有租約所訂交租。
鄧小姐大感無奈，因她預料簽新約時，業主多數會提
出加租，但寄望至少新租約可受劏房租管規管，不用
被濫收水電費。「這裡沒有提供水電費單據，業主稱電
費 120 元、水費 50 元就說了算，年底發覺收多了便把
錢退回給 4 戶攤分，但總之沒有任何單據給租客看。」
另外，即使家中廁所門邊有漏水，但她也一直不敢找
人維修，怕因而反被要求加租。
本身是印尼華僑的鄧小姐，只懂聽及說中文，不

懂讀寫中文，因此並不太掌握條例內容，		 即使去社區
中心聽講座了解條例，也因語言問題而對條例理解有
限。她認為目前情況沒有多大改善，許多一同聽講座
的街坊都說沒有簽租約，規管不到業主。「你問他，你
跟他說（條例生效），他都是『詐唔知』，反問『係咩，
有呢啲條例㗎咩』。實施了一年也不知道，沒理由吧！
他都是恃著我不識字。」

鄧小姐稱家中附近
的 街 市 物 價 較 貴，
指「就算就腳但貴
兩 蚊 都 不 會 買 」，
寧願再行遠些的街
市買菜。

冀盡快上樓
鄧小姐任職辦公室清潔工，月入僅約 5,000 元，要

節衣縮食才能交得起租金。回想在荃灣居住劏房 9 年
的經歷，鄧小姐稱 9 年來搬遷過 5 次，曾因在惡劣劏
房生活得太辛苦，萌生輕生念頭。她目前已輪候公屋
7 年，最大願望是盡快獲配公屋。「我上到公屋當然開
心，環境又好些，地方不會那麼侷促，地方大些，『個
人都唔會諗埋啲無謂嘢』。」

鄧小姐指平日最大娛樂
是邊吃晚餐邊看電視解
悶， 但 訪 問 當 天， 卻 發
現 電 視 機 壞 了、 無 法 開
啟，連這娛樂也失去。

為了省錢，鄧小姐甚
少買菜及肉，每天晚
餐吃即食麵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