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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過去幾年，社會各界就不同社會範疇如房屋、福利、勞工等，出現過不少爭論。不少團體

提出不同方案。這些方案，有不同的側重點和取捨，部份方案亦有民意調查，亦有其他方

案透過社會運動及社會媒體等，來爭取社會人士的支持。但往往香港市民對一些社會、經

濟和民生中的關鍵問題，有何取捨，在社會並未有廣泛討論。 

 

有見於此，一群關心社會事務的人士走在一起，組成「末來@香港」。末來@香港不屬於任

何派別，亦不會組織政團。對於個別社會政策，成員之間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都願

意以個人名義集資，委託嶺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進行民意調查，務求提供獨立的數據，

促進政府和社會各界對相關問題的更深入討論。一系列的民調，目的不是找出個別方案有

多少支持或反對，而是在於瞭解和分析市民就各重要社會問題中不同的兩難之處如何取捨，

從而促進和倡議社會作出理性的討論和決策。我們亦樂意與政府和社會各界就各相關課題

交流和討論。 

 

這是我們的第二份民調報告，主題為「香港房屋問題」，調查涵蓋了市民對住屋質素的評

價、住屋前景的看法、
 
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如何增加土地供應等等的問題。電話民意

調查委託嶺南大學公共管治研究部，在二零一五年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晚上進行，並以

18 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為訪問對象。本次民調所用的電話號碼是以隨機抽樣方式於

電話簿中抽出，然後再把電話號碼的最後兩位數字以隨機數字代替；在接通電話後，我們

在住戶內再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一名合資格的被訪者。我們最後完成共 1,031份問卷，回

應率是 33.4%，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約為±3.0 個百分點。 

 

 

 



分析結果 

 

一、超過 9成受訪市民視房屋為住屋需要，而非投資需要 

本調查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在房屋問題上，有些地方的看法頗為一致，超過 9成受訪者指出

房屋的最主要功能是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相反認為是主要滿足投資需要的只有約 6% 

(圖一)。對於要滿足市民的住屋需要，市民對政府有很高的期望，近 9成的人認同特區政

府房屋政策的重點 應該包括提供適切的居所(decent housing)(圖二)，可能因為這樣，

超過 7成的市民希望政府能夠增加居住在公共房屋(公屋以及居屋)的人口比例(圖三)，超

過 6成的人認為政府應該幫助市民買樓(圖四)，近 5成的受訪者認為長期租住私樓不化算，

而且有加租、迫遷的可能，因此一定要買樓。這種意見反映出，市民想買樓不一定因為想

享受樓宇價格升值的好處，「得恒產，可安居」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考慮。 

 

圖一: 你認為房屋最主要是滿足市民的投資需要、住屋需要、還是其他需要? 

 

圖二: 你認為特區政府的重點應不應該包括令所有市民都可以有適切居所居住? 

 

圖三: 你認為政府應該增加、減少，還是保持不變公營房屋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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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你認為特區政府房屋政策重點，應不應該包括協助市民買樓? 

 

二、市民對特區政府房屋政策評價不高 

雖然市民對政府期望很高，但我們的調查同時發現市民對特區政府解決房屋問題的評價卻

不高，以 0 分為「表現非常差」、10 分為「表現非常好」，平均得分只有 4.19 分，而受

訪者對於整體市民的住屋需求得到滿足以及香港房屋問題的前景看法也偏向負面，平均得

分只有 3.99 分以及 4.3 分，而給予較低分的人，就以年輕人以及自稱泛民主派的人較多。

然而，有趣及值得留意的一點是，當受訪者被問及對自已居住情況的評分時，絕大部分的

人都給予 5 分或以上的評級，平均分數高達 6.47 分(圖五)，這個發現與我們上一份有关

香港前景民調報告結果脗合，市民對於自身处境的評估，較整體社會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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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市民對房屋問題的評價 

 

三、增加土地供應方式市民無共識 

本屆特區政府一直強調土地供應不足是香港過去幾年樓價飈升的主因，但我們的調查發現，

同意這個說法的市民只有不夠一半，而對於填海、更改郊野公園土地用途、以及提高市區

重建後的人口密度來增加土地供應，市民的看法亦頗為分歧 (圖六)，當中較年輕以及自

稱泛民主派的人會較傾向反對填海以及更改郊野公園用途，相反較年長以及自稱建制派的

人，則會較傾向支持。 

 

圖六: 市民對增加土地供應方式看法分歧 

 

 

四、大多數人同意遏止樓市炒賣措施 

 

近 7 成受訪者認為過去 3 年香港物業市場炒樓情況嚴重，過半數認為政府的遏止市場過熱

措施並未足夠，7 成市民認同應限制外來投資者在香港買樓(圖七)。5 成 7 的市民贊成政

府的樓市需求管理措施的目的是要令樓價降至市民可以負擔的水平，而認為要保持樓市平

穩發展的市民，也有 3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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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你認為政府應不應該限制外來投資者在香港買樓? 

 

 

 

總結和建議 

 

總括來說，調查結果清楚顯示一個共識：即房屋對香港市民來說，首先是一個住所而不是

投資的工具。市民都想有一個安居的住所，也期待特區政府在住屋方面扮演吃重的角色。

我們認為政府可以在規划中明確提高居住在公營房屋的人口比例，現時居住在公營房屋的

人口比例是 45.6% (當中公屋 29.1%、居屋 16.5%)，而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以及

運輸及房屋局的建議，香港在未來 10年將會供應 48萬個住宅單位，當中 6成是公營房屋 

(20萬個出租公屋單位、9萬個資助出售房屋單位)，此數目或未必能夠滿足市民的殷切需

求。 

 

調查亦反映出社會對於如何增加土地供應存有嚴重分歧，但這分歧衕時亦預示了政策的方

向。在解決市民住屋需要的大前題下，政府有需要更積極地協調當下看似紛紜的意見，和

各界坐下來一同尋求揉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折衷方案，譬如考慮提高土地利用密度，更好地

規劃市區土地以及鄉郊丁地的使用模式， 在設計政策時尤要注意具體細節對不同考慮的

影響，正視市民對安居的合理期待，通過調整公私營房屋的比例，達致安居、保育和發展

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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