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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聯與不同團體一直倡議必須設立起始租金。社
聯總主任（政策研究及倡議）黃和平表示，起始租金應
做到平衡業主與租戶利益，當中數據科學或能協助我
們尋求到各方接受的水平。明愛專上學院湯羅鳳賢社
會科學院高級講師賴建國表示，民間正努力地嘗試設
立起始租金模型，初步已找來數據專家，透過搜集與
分析各民間機構就劏房議題的數據，訂立起始租金的
雛型。「我們要繼續驗證模型的可行性，但這亦反映民
間用極有限的資源都做到模型的話，政府應有更多資
源及更多數據去做一個更加可靠的起始租金，政府應
加把勁去研究及落實設立起始租金。」
黃和平表示，如何把起始租金加入條例中仍有待

各界共同探討，而現時政府亦可透過提升資訊透明度，
以助市民、尤其是弱勢基層掌握租務市場資訊。
社聯早前便嘗試制作了「劏房租金水平參考站

（Beta）」，是 2020 年 5 月起，透過邀請 57 個「為低收入
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認可執行服務單位，向參
與該計劃的劏房戶進行問卷調查，收集他們當時的住屋
租金、地區及設施等資料所制成，藉此幫助公眾以較客
觀的數據了解租務市場。自去年 1月，所有新簽劏房租
約須向差估署提交租賃通知書，政府擁有最完備的劏房
租務市場資訊，政府應主動發佈有關數據。

2022 年施政報告就劏房租管訂立一項績效指標：
差估署和水務署於 2023-24 年度完結前聯合造訪約
4,000 個劏房戶，以加強執行劏房租務管制和視察有
否濫收水費。立法會議員鄭泳舜表示，這個指標訂立
得「相對鬆動咗啲」。他形容若果所謂巡查只是上門問
劏房戶是否知道條例存在、派發宣傳單張等，「這個巡
查是一個很輕鬆的巡查」，未能有助署方有效地發揮執
法。他建議當局應仿傚控煙辦做法，成立一個關於處
理劏房事宜部門，專責處理執法、宣傳在內所有劏房
事務，同時亦有助當局整合來自不同部門的劏房資料。
此外，鄭泳舜亦提議當局可考慮設發牌制度，訂

明哪些劏房屬合法合規、符合消防安全、可繼續經營
的，從而取締劣質劏房，保障基層可居於安全的劏房。
不過他強調，要解決劏房問題，核心還是要處理公屋
供應，以及中短期住屋階梯供應，如過渡性房屋或簡
約公屋。

劏房租金水平 
參考站（Beta）網頁

改善條例從何入手？
面對劏房租管條例漏洞及執行問題，

社會各方都有不同意見提出，冀透過改善

條例以加強對保障劏房戶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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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支援�
劏房戶改善生活質素
劏房戶每天生活都面對著不同的問題，住屋環境

惡劣、租金昂貴、經濟壓力等，連帶個人情緒以至家
庭關係也受影響。當局有需要加強支援，協助劏房戶
改善生活、減輕重擔，避免他們陷入孤立無助的處境。
社聯建議從六個面向改善劏房戶生活處境：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鄧寶山表示，除了完善
條例及加強執法外，亦要增加提供社會服務支援劏房
戶。他指很多社福機構都透過自身資源或申請基金，
以提供短期服務予劏房戶，成效不錯，惟服務覆蓋面
有限，「有啲區有、有啲區無」，屬杯水車薪，倡議政
府增撥資源介入，建立一個有規劃、針對劏房戶需要
的社會服務，讓他們得到適切支援。
他認為當局可參考過渡性房屋做法，「過渡性房屋

其中一個較好的地方就是有社工支援，不只是改善居
住環境，還有社工服務從中幫助租戶提升能力或建立
網絡。而其實未入住過渡性房屋的街坊正居於劏房，
他們豈不是更需要這些社會服務嗎？」他期望政府提
供資源予目前支援劏房街坊的社會服務機構，讓機構
得以提供穩定的服務予劏房戶。

社會服務支援
同樣重要

全港關注劏房平台召集人 
鄧寶山

總結

加強對劏房住戶的地區支援

•		由社福機構於劏房密集的社區提供更多支援服務，
包括及早辨識、支援及介入有緊急需要的家庭；組
織居民投入社區生活及建立社區網絡；為居於劏房
的弱勢社群提供福利資訊；連繫及轉介有需要的家
庭至公共服務系統。

支援有潛在危機的家庭

•		在有機會接觸有潛在危機家庭的公共服務中（如社
會保障辦事處等），建立危機辨識機制，為高危家庭
設個案管理制度，及早介入及轉介。

•		加強支援服務，包括增加具彈性的照顧者喘息服務
和緊急支援服務、兒童緊急住宿、照顧及暫託服務
名額。

改善劏房住戶的生活空間

•		在劏房集中的社區提供共享空間，讓照顧者、兒童
及青年等群體可在此進行不同的日常生活事務、社
交、玩樂及發展活動。

•		配合室內設計改善劏房空間，及擴大協助劏房住戶
維修及更換添置家電的資助。

•		為住屋標準或適切住屋權訂立規例。

�改善社會福利資訊的�
傳播渠道及透明度

•		政府主動向市民發放社會福利資訊，例如開展外展
工作，長遠研究如同步申請等機制。

支援基層兒童及青年

•		為劏房兒童提供疫後支援，例如免費視力檢查、更
多社區親子活動及課後學習支援等。

•		改善「共創明 Teen」、「地區青少年發展資助計劃」
等計劃，進一步擴闊劏房青年的社交圈子與視野；
並增加大學學位及減免學債，發展兼讀制資助專上
課程。

為貧窮家庭提供經濟支援

•		減少劏房住戶房屋開支，包括加強租金管制，訂立
起始租金等；恆常化及加強租金津貼；設立劏房搬
遷緊急基金；恆常化及改善工廈住戶的搬遷津貼；
長遠需增建公營及過渡性房屋。

•		改善綜援、職津等社會保障制度。

•		透過提升最低工資、增加培訓及進修等增加基層市
民的工作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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