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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香港高、中、低檔房屋的質量不斷提高，不僅私人房屋如此，連受政府補貼的

公屋，質量也不斷提高，因此我們社會住屋的歷史是一部進步的歷史。 

 

上周六我應邀到即將拆卸重建的蘇屋邨座談「香港公屋文化」。蘇屋邨建於 60年代，也就是石硤

尾大火後的 10年。我在座談會上說：「我很羨慕蘇屋邨的居民，因為蘇屋邨每家每戶都有獨立廁

所。」我青少年時期住在西營盤和荷李活道警察宿舍，每個單位沒有室內間格，廳房不分，家中

女性換衣服，要拉布簾遮擋。每層樓有十幾個單位，單位內沒有獨立廁所，洗澡時要拿着盆、毛

巾和衣服，冬天還要拿着水煲，經過十家八家人的門口去廁所洗澡。整座七、八層樓高的大廈只

有一部電梯，經常要走樓梯上落。 

 

警察宿舍的設備比出租公屋差，無他，只因為這兩處宿舍都在蘇屋邨之前落成，一先一後的比較，

標誌着住屋質素的進步。 

 

香港公屋計劃，始於一場大火，但其後的發展和進步，完全基於社會和當時政府對住屋的正確觀

念和對問題的重視。 

 

四、五十年前，我們這代人當中，不少人住在山邊寮屋。我小時候就每年挽着大包小包賀年禮爬

上筲箕灣淺水碼頭村和調景嶺的山坡給親戚拜年，當時這些居民也可以算是「居者有其所」，但

相信今天不會有人用這類衛生條件十分不堪的房屋，作為計算居民住房負擔能力的標準，因為社

會已經進步，而且還要繼續進步。 

 

電影「歲月神偷」中，鞋匠任達華一家四口住的是鐵皮屋，颱風襲港，兩夫婦用身體鎮住屋頂，

免被吹翻，今天我們不會說鞋匠一家居有其所。 

 

過去的公屋，面積標準是成人 24呎，兒童減半。今天，我們不會因為出租公屋入不敷支（公屋租

金收入經常不足以支付管理和維修費用）而將面積標準降至每人 24 呎。有 34 年歷史的居屋計劃，



設有大單位，我們不會說，沒有能力在市場買樓自住的人，不應奢望買大單位居屋，而應在市場

買 300呎的單位，一家六口擠一點也可以過日子。 

 

過去 60年，香港的經濟起起伏伏，市民收入時升時跌，政府財政狀況有鬆有緊，局勢也有陰晴不

定，而且這 60年的大部份時間，人口增長壓力頗大，但過去香港都能夠持之有恒地在補貼住屋問

題上下苦功，沒有人搬什麼市場經濟理論的大道理，阻止政府為市民不斷提升出租公屋或居屋的

質量。 

 

自從 1953年的石硤尾大火啟動香港的公屋建設後，香港的徙置大廈的設計、用料和設備不斷進步。

1954年的石硤尾屬第一型，16年後，1970年的徙置大廈已經改良至第六型，而且面積標準大幅

增加。 

 

徙置區之後是廉租屋，舊型廉租大廈之後是新型廉租大廈，出租公屋之後，還有居者有其屋。政

府不斷提升質量，沒有人說「有瓦遮頭，不必瞓街」就可以了。 

 

60年來，香港的公屋計劃是社會穩定和進步的最重要元素，60年後的今天，我們可以說，香港

已經解決了各階層的住屋問題嗎？我認為沒有。 

 

香港人住的問題，從面積、租金、樓價、樓齡、維修保養各方面衡量，即使考慮到香港的土地面

積和地形地勢，我們仍然離開理想目標甚遠。本周一沙田紅梅谷寮屋的一場三級火，讓大家知道

一千呎寮屋可以劏成 10個小房間，今年年初馬頭圍道 45 J塌樓悲劇，也令大家看見市區劏房的

實況。還有，我們的自置居所比率，多年來停滯不前。在現況和目標之間，可以完全靠市場嗎？

我認為不可以，歷史上我們沒有完全靠市場改善住屋狀況，今後也不能。 

 

一個地社會不補貼中下層家庭的住屋需要，結果會怎樣？巴西的里約熱內盧，有漫山遍野警察也

不敢到的寮屋；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有連綿十幾公里的簡陋房；印度的新德里和孟買，有搭

在馬路邊的方型尼龍帳蓬，這些我都親眼見過。這些現象就是放任市場的結果，這種結果是香港

人願意見到的嗎？ 

 

住的質量和價格是城市競爭力的一項主要內容。1988年，中國大陸推行住房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之前，大陸各地的住房條件也十分落後，20年後的今天，大陸大批城市的住屋條件比香港好，至



少在面積標準和自置居所比率上超越香港。我們要為香港人民的福利着想，我們也要考慮香港未

來的整體競爭力。香港和新加坡、深圳、上海、北京等城市比，在住的質量和負擔問題上已經落

後，如果我們不在這個問題上收窄差距，住屋質量將成為我們喪失競爭力的要害。 

 

談住屋問題，我們往往聽到這種說法：「我們小時候住的質素比現在青年人得到的更差。」我說：

「如果你的子女住的質素和你小時候的一樣，值得恭喜嗎？你會不理嗎？」我們看社會問題不能

忽略社會進步的需要。1960年興建蘇屋邨的港英政府沒有說：「6年前建的石硤尾一型徙置區不

是一樣可以住人嗎？」 

 

近年樓價和租金上漲，不少人用大學畢業生的薪水評估青年人買樓自住的購買力。香港的本地大

學畢業生，加上留學回港的一批，人數只佔相關年齡組別的四分之一以下。四分一有大學學位的

青年人有困難，其餘四分三怎麼辦？下一代的住屋問題，比在社會上有話語權的人的想像要大得

多。 

 

我們一代一代人，要努力把下一代整體往上推，整體社會就有了進步。在住屋質量問題上，我們

要認住代表進步的目標，不能退卻，不能停滯。 

 

香港的住屋發展史是進步史不是退步史，也不是停滯史。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