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屋政策的财政运营

香港公 屋政策有赖于财政预算支

撑是毋庸置疑的，问题是财政如何去

支撑，既能形成公屋政策的良性循环

机制，又能兼顾财政资金使用的公 平

与效率，这就需要从财政运营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公 屋的决策主体是房委会，由民

间代表、其他社会各界代表及政冶团

体代表组成，政府下属的房屋署负责

政策执行。这个以房委会为核心的运

营机构相当庞大，在建造、维护、资格

审查、物业管理以及社区卫生等方面

自成体系，有人以“超级开发商”来比

喻它，只不过这个“超级开发商”不以

盈利为目的，同时要消耗大量的财政资

金。

香港公 屋建设的资金来源，一是

通过政府免费拨地、拨款和贷款提供

资助；二是房委会通过出租公 屋及其

所属商业楼宇、停车场、出售居屋等获

得维护和兴建新的公 屋的资金。需要

指出的是，公屋建设初期，所有资金均

由财政包揽，公 屋的租金收入由于其

价格较低而无 法补偿财政投入。照此

模式，财政支出规模将越来越大。这

种单一的资金来源也会带来管理上的

惰性，使 财政资金的使 用失去效率。

只有从资金的运行机制上入手才能解

决这个难题，而居屋计划是解决这个

问题的有效 方法。居屋建设 用地以较

低的地价 批租而来，居住者购买后政

府可以回收这部分地价作为公 屋建设

的资金来源。这部分资金“有进有出”，

使公 屋资金“活”起来，为提高财政资

金效率奠定了基础。

从 1988 年开始，房委会改组为自

负盈亏的财政独立机构。改组前，其资

金来源于政府提供的 135 亿港元免息

永久资本，以及 128 亿 港元计息借 贷

资本，公 屋支出每年大 约为 150 亿—

200 亿港元，约占香港财政预算支出的

6% —7% 。改 组 后，上述两笔资金作

为永久资本，以 5% 的年息计息。在一

定时期政府仍 会补充注入 财政资金，

例如，1988—1993 年政府同意注 入

100 亿 港元财政资金给予扶持。居屋

计划的物业和公 屋非住宅部分的土地

价值作为政府的投资股本，政府与房

委会平均分配房委会经营公 屋与居屋

商业设 施所获净盈余，作为对政府股

本的回报。这一财政安排显示政府由

财政拨款和贷款人角色转换成投资人

的角色，目的是在保障公 屋建设资金

到位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政府

资金的使 用效率，取得了良好效果。

事实也证明，财政资金只有具 有效率

性才能保证其公 平性，才能承担支撑

公屋政策的重任。

（作者为中国财政学会特邀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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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话别

9月 25日，财政部党组书记、

部长谢旭人与圆满结束在财政部

挂职锻炼任务的西部地区和其他

少数民 族地区干部亲切 话别，并

同与会人员合影留念。

（本刊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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