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個案研究 (二)：能源管理新紀元 

個案研究 (二)：
能源管理新紀元

能源管理是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推動可持續發展房屋的主要工作，能帶來多重優勢，包括減低

能源成本、促進能源效益及降低溫室氣體排放。要全面抓緊這些優勢，我們積極將能源管理概念融

入現有屋邨的設計、建築及管理上。

自2011年12月起，房委會逐步採用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以提供明確的框架，持續提高我們的

能源表現。同時，我們亦邀請承辦商與我們攜手達致更佳的能源管理。 

ISO 50001標準的背景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標準能協助機構提升其能源效益及識別其能源表現的改善空間。它奉行

「規劃－實施－檢查－行動」的循環模式，了解機構的耗能狀況、制訂改善目標、監察和檢討其能

源使用模式，最終達到提高能源使用效益。 

推行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的進程

建築物的日常運作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有見

及此，房委會在新建築物的設計上，積極尋求

所有可提升能源效益的機會。 2011年，房委會

發展及建築處率先推行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

經過一連串的培訓和差距分析，並推出各種節能

措施，該處於 2012年6月已成功取得「公營房屋

建築工程的規劃、設計、項目管理和合約管理」 

ISO 50001的認證。 
房屋署署長應耀康（左）在頒獎禮上獲香港品質保證局

頒發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證書。

於2013年初，屋邨管理處挑選了葵盛西邨作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屋邨推行 ISO 50001能源管

理體系的試點。隨後，葵盛邨於同年 6月取得 ISO 50001認證。利用發展及建築處和屋邨管理處

成功實施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的經驗，促使我們把ISO 50001的認證全面推展至所有1 155幢

公屋的住宅大廈，有關認證分兩個階段進行。兩個階段的認證審核分別在 2014年8月及 2015年3月

完成，為期少於 21個月。 

1



個案研究(二)：能源管理新紀元 

在香港公共租住房屋全面推行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標準，對監察及提高能源效益具關鍵性的影

響。透過能源管理體系，我們收集、分析及檢討公共租住房屋樓宇的能源數據及資料，為制定監察
公共租住房屋整體的能源效益及相關基準提供寶貴資料。因此，我們掌握了公共租住房屋過去多年
在公共地方的節能情況，並會繼續識別改善措施。

房委會在內部持續推行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之餘，亦進一步強制規定部份房委會名冊內的工程
承建商，必須取得 ISO  50001認證。我們與相關承建商進行一連串磋商活動，了解各界意見後，落
實規定凡於 2014年1月或以後申請列入或已成為房委會承建商（新工程）及打樁工程承建商名冊的
承建商，均須取得 ISO  50001認證；而在之前已列入房委會名冊的承建商，則可獲 24個月寬限期，
即在 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取得該認證。我們亦與工程承建商共同進行調查研究，以識別本地建

築及打樁工程的主要能源管理措施，並與名冊內的建築工程承建商及建築業從業員分享研究結果。

除了實行 ISO  50001能源管理體系認證的強制性規定外，我們亦定期監察建築工程承建商的能源使
用量。自 2014年5月起開展的合約，房委會會收集並分析承建商的能源使用數據，以釐定他們的能

源表現。

建築工程承建商的能源使用量 (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 千兆焦耳

建築活動的柴油使用量 211,751 

運輸建築廢物的柴油使用量 24,687  

建築活動的電力使用量 3,198 

合約車輛的汽油使用量 3,011 

建築工程承建商的能源使用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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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2014年5月至2015年4月的能源使用數據，在建築工地，建築活動的柴油使用量佔年內整體
能源使用約 87%，當中包括在施工項目中的不同階段，包括打樁、樓宇建設及拆卸等。我們將繼

續收集、分析和檢視建築工地的能源數據，並鼓勵我們的承建商持續改善。此外，我們會特別是

針對在一般的建築活動上，減少柴油使用，引入最佳作業模式，提升公營房屋的能源效益。房委

會致力與工程承建商合作，使公營房屋的能源效益獲得明顯改善，並推動建築業界加強應用能源

管理，為香港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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