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十三題：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試驗計劃及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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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今日（四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民政事務局

局長曾德成的書面答覆： 

 

問題：  

 

  政府聯同香港房屋協會及 4 個物業管理專業團體，於 2010 年 4 月推行了一

項為期 1 年的「大廈管理專業服務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為舊樓較多的 5

個地區、約 1,600 個舊樓單位的業主，免費提供專業的物業管理意見及跟進服

務；又於去年 11 月推行「大廈管理專業顧問服務計劃」（服務計劃）至 2014

年 3 月，以擴展試驗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就試驗計劃所提供的各項服務的最新實施詳情，當局曾進行多少次逐戶家

訪，以直接聯絡業主，協助他們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法團）；曾為多少幢大廈撰

寫大廈公用部分管理檢核報告；出席了多少個法團的會議，以及共出席多少次該

等會議，以提供專業意見及支援文書工作；曾協助多少個法團申請各項維修資助

及貸款計劃，以及跟進維修工程和標書等；已協助多少個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

險；為法團負責人和一般業主提供的大廈管理培訓課程或講座等的數目為何； 

 

（二）按年及區議會分區劃分，在試驗計劃中屬第一類目標大廈／大廈群組（即

由參與機構共同選定的大廈群組，約共 900 個服務單位）中，政府曾進行家訪的

大廈群組數目為何，以及至現時為止，當中有多少幢大廈於其後成立或重組法

團；另外政府協助業主成功統籌和協調樓宇維修工作的個案數目為何； 

 

（三）按年及區議會分區劃分，在試驗計劃中屬第二類目標大廈／大廈群組（即

由有意參與該計劃的業主提出申請的大廈）的數目為何，以及至現時為止，當中

有多少幢大廈參與試驗計劃後成立或重組法團，而另外當中有否大廈退出計劃；

若有，詳情為何；此外，政府協助業主成功統籌和協調樓宇維修工作的個案數目

為何； 

 

（四）政府有否統計，在試驗計劃中，一般需時多久才能完成單一個案的跟進工

作；  

 

（五）鑑於政府會推行服務計劃至 2014 年 3 月，並通過公開招標批出合約予兩

間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有關服務，而據悉，政府在合約中規定兩間物業管理公司須

在服務計劃期內為指定數目的大廈成立法團，每間公司每年的目標數目分別為何

（按區議會分區列出分項數字）； 



 

（六）鑑於服務計劃「以大廈群組形式推行」，「鼓勵群組內的大廈業主互相仿

效，改善舊樓失修的問題」，有關的實施詳情為何；現時有何「群組」； 

 

（七）服務計劃的服務範疇中「為法團負責人及業主提供大廈管理培訓」的具體

內容為何；是否所有合資格大廈的業主均可享用此服務；及 

 

（八）鑑於據悉，政府同時於去年 11 月推行「居民聯絡大使計劃」，招募年滿

18 歲，以及居於樓齡 30 年或以上的「三無大廈」的業主或租客參與該計劃，以

協助政府部門聯絡居民，政府有否統計，至今共有多少名該等居民參與該大使計

劃；若有，人數為何（按區議會分區列出分項數字）；政府會否定期檢討該大使

計劃的成效；以及當反應未如理想，政府會否加強宣傳；若會，詳情為何？ 

 

答覆：  

 

主席： 

 

  為加強對舊樓業主的支援，民政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總署）於 2010 年

4 月，聯同香港房屋協會以及四個物業管理專業團體，推行為期一年的大廈管理

專業服務試驗計劃（試驗計劃），由物業管理專業團體義務工作人員組成的專家

小組，在舊樓較多的五個地區（包括油尖旺、九龍城、深水埗、荃灣及中西區），

為舊樓單位的業主提供免費的專業物業管理意見及跟進服務。試驗計劃十分成功

及受到業主和居民歡迎。 

 

  為進一步加強對舊樓業主的支援，總署在 2011 年 11 月推出「大廈管理專業

顧問服務計劃」（顧問服務計劃），委聘兩間物業管理公司在全港 18 區為 1,200

幢（約 18,000 個單位）舊樓的業主提供專業顧問服務。顧問服務計劃為期兩年

多至 2014 年 3 月為止。 

 

  就涂議員提出的問題，現回覆如下︰ 

 

（一）至（三）試驗計劃已於 2011 年 3 月結束。專家小組共為超過 1,600 個舊

樓單位的業主（包括兩幢第二類大廈（註一）共 26 個單位的業主）提供專業服

務，包括進行家訪、出席業主會議（註二）、提供大廈管理的基本知識和資訊，

及為所有有關大廈評估並編寫大廈管理檢核報告。當中，專家小組曾為 9幢大廈

（約 282 個單位）提供維修保養建議，及協助他們申請各項維修資助和統籌樓宇

維修工作。另外，專家小組亦成功為 10 幢大廈（約 155 個單位）成立 11 個業主

立案法團（法團），及協助兩個法團重選委員，使法團重新運作（分區數字見附



件一）。在成立法團後，專家小組協助了六個法團購買／通過決議購買第三者風

險保險。參與試驗計劃的大廈，並沒有中途退出。 

 

（四）由於每幢大廈的情況不一，因此有關的跟進工作所需時間亦不相同。一般

而言，由家訪、撰寫大廈公用部分檢核報告、協助業主成立法團，以及申請有關

資助等，需時約一年。至於維修工程所需的時間，則視乎有關維修項目的範圍和

工程複雜程度。 

 

（五）為推行顧問服務計劃，總署根據各區的舊樓數目，把全港分為七個區域，

分別進行公開招標，以委聘合適的物業管理公司提供有關服務。根據顧問服務計

劃的合約條款，各區域每年須成立的法團數目載於附件二。 

 

（六）顧問服務計劃是以「大廈群組」為本位，即是以位於同一街道或附近街道

的大廈組成群組。我們希望透過大廈群組的形式提供服務，以提高成本效益，同

時讓毗鄰的大廈互起示範及推動作用。 

 

（七）在顧問服務計劃下，獲委聘的物業管理公司會按情況和目標大廈業主的需

要，提供合適的大廈管理培訓課程和講座，例如法團的成立程序與運作、大廈維

修、相關的維修資助計劃等。參與顧問服務計劃大廈的所有業主均可參與。 

 

（八）總署於 2011 年 11 月推出「居民聯絡大使」計劃，目的是招募居於樓齡

30 年或以上的「三無大廈」的業主和租客，以協助政府部門聯絡居民，商討和

處理日常的樓宇管理問題。計劃的長遠目標，是提升大廈居民對樓宇管理的認識

及興趣，並通過居民網絡，協助這些大廈組織業主立案法團，以便有效地推行樓

宇管理的工作。 

 

  截至今年 3 月 31 日，總署共招募了 632 位「居民聯絡大使」（按顧問服務

計劃的七個區域列出的人數見附件三）。地區民政事務處亦成功地透過「居民聯

絡大使」這個網絡，在中西區、灣仔、油尖旺、九龍城及黃大仙等地區成立了七

個法團。「居民聯絡大使」計劃推行至今，已初見成效，成績令人鼓舞。總署會

繼續積極向目標大廈的業主和租客宣傳此計劃，招募更多「居民聯絡大使」，並

不時檢討計劃的成效。 

 

註一：試驗計劃的對象分為兩類。第一類是由參與機構共同選定的大廈群組；第

二類則由有意參與計劃的業主提出申請的大廈。 

 

註二：我們並無備存專家小組家訪、出席業主法團會議或安排大廈管理講座的具

體數字。 



完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８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