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來座談會即將再次開始， 

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多位維修保養改善工程 

及物業管理方面的業界專家。 

就以「從安全事故、日常保養及操作中學習」為題， 

互相交流心得。 

台下的各位如果對嘉賓的討論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向在場工作人員索取和提交問題紙。 

稍後我們同樣會設有答問環節， 

嘉賓會解答大家問題。 

現在我們請以下的講者上台就座。 

勞工處分區職業安全主任凌健照先生、 

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安全委員會秘書溫建文博士、 

香港建造商會代表劉顯泰先生、 

香港建造商會代表葉志光先生、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義務秘書高修富博士、 

特區清潔商協會有限公司幹事楊昭榮先生、 

香港清潔商會總幹事潘岳忠先生、 

職業安全健康局高級顧問張名銑先生。 

現在我們再次請出我們的嘉賓主持李錦洪先生為我們主持討論。 



有請李先生。 

我將以下的時間交給李先生。 

在第一部份的環節中，我說了一個故事作開始， 

這部份我們一字排開各位不同業界的精英和我們分享。 

在第一部份，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 

風險評估的概念、重要性、挑戰性、面對困難等等。 

在這部份我希望嘉賓多說一些 

實戰的經驗，包括很多教訓， 

好讓我們留下來的同業們能得到實際的資料回家。 

我的時間拿捏得很好，大家可以放心。 

我會準時放學，這是我給大家的定心丸。 

在這部分我們有三個很重要的業界， 

包括維修、物業管理、保安清潔等等。 

當然亦有職安局、勞工處的同事在此。 

我先請問勞工處的代表 

，說說勞工處就着這三個很獨特的行業， 

在這風險評估的議題上，你認為他們 

掌握程度如何和有甚麼地方值得留意？  

 



有勞你，李先生，在這方面勞工處是有相關法例的，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 

僱主和東主是有責任根據一般責任條款 

為他們的工作地方對一些 

危險工序、活動和裝置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系統。 

因有此目標，所以東主和僱主是須要 

針對一些危險的事項，作一個「風險評估」， 

也正正是我們今天的議題「風險評估」， 

制定一些稱上「安全」的施工方案和控制風險的措施， 

當然亦需要提供一些有關的資料、訓練和指導予工人。 

作為管理人員，亦需要透過一個名為 

「有效的監控制度」去確保我剛才所說的 

安全工作系統得以有效實施。 

法例已寫清楚，達到有效的實施是否能真正做到， 

我會再訪問具體情況。 

請問張先生， 

張先生基本上是我們每年的座上客， 

每年都會講解基本的理論，今年會有甚麼新的見解呢？ 

針對今年的議題「風險評估」，有甚麼新訊息帶給我們？ 



有勞主持 

其實在我們為房委會屋宇保養維修及改善工程合約 

 

進行安全工程稽核工程的經驗 

和我們舉辦每年最佳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的經驗得知， 

其實有實施安全管理制度和有做安全審核的機構 

風險評估是做得到的。 

比如說針對人體墮下的風險所使用的設備， 

正如黃世遒先生所說的平衡防墮鋼索， 

或者去年金獎得主的公司電動流動式的升降台， 

其實這都是針對高風險和高處工作。 

其實現時越來越普遍，再者就是幫助 

體力處理操作的起渠蓋的工具， 

或在短片中用以推不同物料的手推車，層出不窮， 

其實都顯示到有效的風險評估是能夠 

促使更加多的資源投放於控制行業內職安健的風險。 

聽來像是很簡單，尤其是這三個工種，其實都多涉及人的因素， 

同樣的一個短片，一位年青人從事物業管理， 

其實他的水平和工作認知並不深，不及於工程師等的專業。 



面對一班相對基層工種的同事， 

一會兒我請兩位清潔和保安（基層的工種）行業代表， 

如果你把一些很深奧的概念告知他們， 

都需要有一些技巧。 

我們有建造業商會的代表在此，劉先生和葉先生。 

先請兩位，其實我第一個環節承建商都分享了很多， 

他們實際上都有不同的困難存在， 

比如有一些變化，有新同事加入 

你們兩位如何理解實際的情況如何，葉先生先說吧。 

 

有勞主持， 我認為現時業界面對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人手短缺。 

當然，剛才的講者提及 

當做風險評估的時候，會約所有人去討論及制定風險評估。 

但我認為在現時的情況下， 

無論前線工友、承建商管理人員或工地的管理人員， 

 

他們的工作量非常重。 

要相約一起討論風險評估在時間安排上似乎是較難。 



而人手短缺也帶來另一個問題，就是青黃不接。 

坐下來商討風險評估的時候，我們中層的人員 

或承建商管理人員，他們有否足夠的經驗 

或知識去給予寶貴的意見，令我們的風險評估能完美呢？ 

我對於這點是有所保留的。 

不知劉先生是否同意？ 

非常同意，其實除了人手短缺的問題之外， 

本人是從事保養工程，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例如，我們做風險評估時，很多時都只收到 

工作指示就已經要開始做風險評估了， 

但可能在當刻，有很多工程的資料都未齊全， 

比如最後的設計仍未落實， 

甚至承判商都未決定哪個分判商去做， 

用哪些工人去做。 

這都會影響風險評估的準確性。 

第二方面就是上一環節很多同業都有提及的問題， 

 

 

就是工程中有很多變動，例如設計改動，經常出現 



其實除了設計改動之外， 

我們做保養維修還要考慮的是天氣。 

很多時候，比如說有些工程原本是計劃在冬天施工的， 

過年前要完成，但因為某些原因要延遲，推遲到夏天才施工。 

其實整個天氣環境已經改變了， 

夏天是酷熱的，容易中暑，有颱風及多雨。 

整個風險評估都會改變，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三樣是風險評估是全靠做評估的人 

他過往的經驗和自己主觀的因素來評核風險程度。 

這也是一個困難。 

對於工程，即使很簡單的工程，都會牽涉很多不同的工種， 

不同技術的人與不同的工具，所以令風險評估更加困難去實行。 

 

兩位都很老實說出困難所在。儘管法例清晰， 

儘管職安局做很多宣傳推廣，實戰上事實會有很多困難。 

總括來說，天時（天氣變化），地利（實際工作環境）， 

人和（青黄不接），這三大問題都需要我們去處理。 

每年的工地安全研討會都會有幾位骨幹人物， 

兩位博士在場，所有問題都會問他們。 



有溫健文和高修富在此，面對這個風險評估， 

其實這是一個學術性問題，請問兩位博士， 

有很多很實際的問題要處理，請兩位給予意見。 

溫建文先說吧。 

對於風險評估，理論上，那些險失事故每三百宗， 

其實有二十九宗會變成意外， 

有一宗會變成很嚴重的意外，包括死亡。 

其實風險評估有沒有為險失事故作出適時的檢討呢？ 

我們往往會在意外時檢討，或到死亡個案時才檢討， 

但其實會否都在那 300 次的險失故事中都作檢討呢？ 

這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其實對於 

未必發生意外的事故都要將評估報告作出檢討。 

另外，剛才有提及如何令評估有效推動前線員工實行， 

我會認為開工前的簡報會是重要的。 

因為它是很清楚將風險評估的內容告知工友， 

亦要和工友一起去檢討該控制措施是否可以在工地合適地執行。 

我們機電業，多變和工種多， 

我們往往都在開工前會就評估報告檢討一次。 

我們往往都說可能工作內容、客觀環境因素、 



互相的工作內容、時間、空間， 

我們會就這些事情去檢討，會比採用以前批過的報告好。 

 

其實那個時刻是重要的，開工前我們都有作檢討。 

即是下雨打傘，陽光猛烈時亦會打傘， 

開工前作一個評估，很簡單，幾分鐘，已經可以減少風險。 

 

不要等出事才作檢討，作為開工的一部份，程序的一部份， 

每天早上花少少時間作檢討。請高修富發言。 

剛才幾位都有提及很多有關風險評估的意見， 

我想說一些實際上執行時發生的問題。 

舉例說明，在商場做電器維修，正確手續是停電。 

這情況下的風險評估是要停電，但中間都有很多突發的事情。 

例如商戶和租戶不贊成停電，商戶不能作業， 

養魚的說要水泵養魚，沒有新鮮水，魚會死的。 

或者其他不一而足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風險評估不單只做一次就算， 

都要看實際情況，會遇到甚麼問題。 

如我剛才所說的情況。前線員工如何和公司商討， 



亦要和租戶，住戶商討。然後再看大家怎樣互相妥協， 

亦保證自己工作安全。這是我想說實際執行的事情。 

可否再多說一個例子進行工程，如停電是最安全的， 

但停電會使冷氣停，水泵也要停， 

可能影響很多行業，例如海鮮酒家，生猛龍蝦又死光。 

不停電又會有危機，高博士，請教你。 

如何能說服他們，讓你停電安全進行。 

這不只是當時發生的，其實我們 

可能在兩三天前做風險評估時和商戶逐一商討。 

看他有甚麼要求， 

或者他可以有多少時間讓我們停電。 

如不能白天施工就在晚上施工，或就著一個時間做。 

當然這要看工序的逼切性。很逼切的話，就沒法子了。 

但我們都盡量說服商戶。 

至少令大家知道他的風險程度和 

我們的員工會有多大的風險。 

或有哪些是安全主任認為可以接受的風險。 

其實每一個情況也是不一樣的。 

這情況是風險評估不單止是一個參與員工本身的安全風險， 



也有顧及到當某些東西要改變時，整體的風險評估， 

就不可閉門造車。 

正如高博士你剛說，我們要逐一商戶去游說，然後組織一下去安排時

間， 

找出影響大家最少的時間，讓前線去做。 

今天有兩位清潔商的代表，楊先生和潘先生。 

請說說你這行業面對這像是十分高深的議題， 

去到前線的員工，他們不明白你所說的，如何是好？ 

多謝李生，風險評估，實際我們都是要 

從三方面為重點，僱主、做風險評估之專業機構， 

加上前線的員工。我們主要告訴前線員工， 

我們所有做的風險評估是關乎你們性命安全的， 

讓他們理解更深和更投入，去注視風險評估， 

讓他們知道他們的生命為我們重視的， 

令所有的機構執行時比較順利。 

比如說密閉空間，例如水箱，都屬於密閉空間。 

要有專業機構去測試，空氣流通程度， 

空氣中氧的濃度是否足夠。 

各方面的都要合資格的人去簽署後才施工。 



我們注重具體事情。 

事實上很多清潔的工人，他們不是月薪幾萬的工程師， 

怎能處理這麼複雜的事情，反正能把工程辦好便可， 

面對這些員工，你們會如何處理呢？潘先生。 

我們會向他們說「生命無 take two，只得一次」。 

你不想自己受傷，躺訓在病床上，令家屬， 

令所有同事都為你擔憂，你自己也會受痛苦， 

我們不希望有這些事故發生。 

攻心為上，你這樣做不是要符合公司的要求， 

而是自己保障自己。 

楊先生，請分享你的經驗。 

關於員工對風險評估這方面上，我們大部份工友都是無文化的， 

很多都不懂的，和他們解釋都是白費的。 

他們有他們做，我們有我們說，要實質讓他們深入了解， 

其實是靠我們管理層加以關心。和他們剛說完，做完風險評估， 

和所有工友都說過一次，而我們會針對高危的工種， 

像是簷篷工作的工人，要實地去了解， 

和問清楚他們有甚麼問題我們可以去配合他們， 

可以幫助他們，有何工具協助和關心他們多點， 



甚至探他們班，去工地視察他們， 

讓他們知道管理層都是很重視的， 

希望他們會做事更加上心。他們做得好的， 

我們要稱讚他們，他們又會高興，會更投入工作。 

有時要恩威並施才可。針對這三個工種， 

其實都比較上是基層的工人去做， 

當然他的接收能力各方面就可能不是太全面。 

職安局張先生，面對前線的工友們，面對一個又要風險評估， 

又要執行力，又要弄得清楚， 

在教育方面有甚麼奇招是有效的？ 

好，其實，要知道風險評估員工是需要參與的， 

其實風險評估也不只是得一種， 

它應該就著工程不同的時期而有不同的功能。 

這才能建立一個安全的工作系統。 

比如說，剛才我們說的多數是規劃時期的風險評估， 

是做得好的，配合施工方案，去做識別，分析， 

評估風險，就發現到現行措施不足的情況下， 

就去建議額外的風險措施。 

餘下的風險減至可以接受和可容忍的程度。 



但不要忘記還有另一種的風險評估， 

就是剛才金獎得主的小組，叫作「工作危害分析」， 

這把施工的每個步驟去分析，如何剔除風險。 

以便製作施工的方法、操作的程序和工作指示。 

風險評估報告本身不可用以施工，一定要有施工的方法。 

另外一種可讓前線員工參與的 

是每日或每更開工前的危害識別活動。 

好讓員工去做到識別、評估、控制。 

加上「指差呼稱」確認技巧就可確認當日的工作風險。 

至於到達現場的主管，都很重要的。 

之前有講者亦有提及，他可否就當天的員工的狀況、 

機械設備、物料、環境作出另一種現場的即時風險評估。 

正如黃世遒先生所說，如狗臂架是應當垂直， 

但如果處境不能做到，是否可橫向安裝呢？ 

看他的施工方法，是否適用，或可稍加調整也可取用呢？ 

或他知道其實涉及力學的原理，不只是三口鏍絲般簡單。 

所以，他要有能力去作決定是否停工，去報告，去請示。 

其實風險評估除了第一種的規劃性評估比較成熟以外， 

其他的風險評估，大家對其認知和落實尚要加把勁。 



這都涉及溝通、檢討和令員工更加參與。 

這問題很實際地涉及兩個問題。 

第一，工人的接收能力。跟他說了但他不一定明白； 

第二，是實際去監察執行有否做到。 

不知勞工處在這方面是否有意見提供予大家？ 

比如工人的接收能力弱，監督法例的執行， 

亦都未必有好的方法。 

有勞主持，工人的接收能力視乎他對風險評估的認知程度， 

其實透過提供資料和提供一個合適的訓練 

予前線員工同事，會令他們在這方面會有更多的認知。 

當然我們也建議在進行風險評估時， 

僱主應該邀請僱員多加參與。 

因為他們的參與或多或少 

會對風險評估的結果有很大的幫助。 

原因是因為工人或前線員工， 

他們平時的工作環境中， 

他們或多或少都會知道一些潛在的風險， 

所以有他們的參與確實會令風險評估的結果更加全面。 

員工的參與的過程是如何做得最好呢？ 



請問兩位建造商會的代表，葉先生和劉先生請發言。 

如何達到上下溝通，接收得好， 

也能令他們明白到此重要性。 

我自己認為最重要首先要令工人有文化的改變， 

以我的觀察是很多工人認為風險評估 

只是承判商交給業主或建築師的一份功課。 

用以參予 Pay for safety 之計劃， 與他們無關， 

他的工作不應要看這麼大疊的文件。 

他們會有這樣的心態。我們身為承判商， 

要很清楚告訴工人或分判商知， 

風險評估是關乎個人安危， 

還有他的伙伴、住戶、或其他人士的安危， 

這是第一樣很重要的。 

第二是如何令他們知道風險評估的內容， 

最重要是把風險評估完成後， 

有關人員、工地總管也好，安全主任也好， 

要親身到工地，同他們詳細講解一次風險評估的內容， 

他們是不會看一大疊文件。 

還有，有時可能要有示範。 



舉例黃先生看到清潔水缸，都放到滿地工具。 

其實叫工人看風險評估他們會否明白呢？ 

可能真的要示範一次。 

三腳架如何放置，開工時有甚麼儀器要準備， 

示範一次，開工前做給他們看。 

風險估評本身一定要在工地張貼出來，最後的一個版本。 

還有，起草風險評估，要用大家都能明白的方法去寫。 

這不只是中文和英文的分別。 

如工人是中國籍用中文是最好的， 

但可能有少數族裔的工人，可能需要中英各要一份。 

甚至要簡易易明。還有不只中英文去寫風險評估， 

有時寫的用語都很重要， 

有時安全主任認為我要提交的風險評估要有體面。 

想要用高深的用語表示， 

最好不要寫氧炔切割，工人會看不明白，倒不如直接寫‘風煤’ 切

割。 

那些術語應該貼近行內使用的術語來寫風險評估， 

工人看的時候便會明白，明白的機會亦會大一些。 

你要明白當工人看不明白，他們便覺得不關於自己。 



這不關他事，他便不理會。這是我少少心得。 

 

這很重要的，千萬不要將風險評估只視為交功課， 

交代了便算數。葉先生有什麼經驗可以分享? 

 

剛才劉先生說得很好， 

我們的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將風險評估的內容 

告訴給工人知。我們千萬不要忽略前線的管工， 

他們很重要的，有時候我們到工地問管工， 

基本上他們不知道風險評估的內容， 

但他們需要知道內容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們擔任監察和即時教育的角色。 

當他們看見工友的錯誤，他們應該知道 

風險評估的要求他們應該怎麼做而去改正工友， 

讓工友可以安全施工，從而減少意外發生。 

 

如果管工都不明白是很嚴重的問題，他們是很關鍵人物。 

我想他們不是不明白。有時我們的教育工作忽略了這班人， 

我們將風險評估直接地告訴工友， 



忽略了地盤總管和前線的管工。 

有時候他們經過，看見工友不安全， 

他們不知道風險評估的要求他們做很多步驟。 

我覺得這是一個缺憾。 

 

是的，我又請教温建文和高修富， 

剛才提過幾個問題 : 員工的接收能力， 

有效溝通，甚至是否圖文並茂。 

怎麼令到整個團隊每個人 

都接收到這個信息而配合推行？ 

有請兩位講解。先請教温先生。 

 

在廣州時我與一些行家談過，他說「一崗雙責」， 

即一個崗位兩個責任。 

除了他的本份工作崗位外，安全亦是他的責任。 

這表示安全應該一向需要做的， 

評估在開工前一直都要 

想想有什麼要做的。 

另外，很多時風險評估，安全很重要。 



但其實健康會否被我們忽略？ 

如果我們在評估時都考慮健康的因素， 

你會發覺很關懷一個員工。 

例如陽光劇烈，他們需要多飲水。 

這是很關心的行為，風險評估往往都是注重安全， 

例如怕他跌傷，但會忽略健康。 

另外，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說風險評估有很多文字， 

會否如劉先生所說多一些圖像化， 

上一節的座談會都提及， 

我們的 BIM 即「建築信息模擬」， 

除了開工安裝其間使用外， 

應該伸延到運作和保養期間。 

其實模擬已經存在，我們可以利用模擬在操作和維修中， 

讓員工可以了解到整個場地有什麼危險 

和有什麼地方需要留意，甚至和他們一起評估。 

這可以多一些利用科技而不只是說書。 

在工地裡可利用電腦模擬他們的工作環境 

有什麼風險，有什麼措施可以做到呢，這都有幫助的。 

 



温先生講得很重要，其實有時候我們和員工交代 

和講解這些評估條例和準則之餘， 

一定要有人性，因為人性不是 

我講了給你知，你自己去解決； 

而是我講給你知，對你的生命安全的關心。 

在演繹方面大家需要留意。 

高修富在這方面經驗應該很豐富，怎樣達到有效的溝通？ 

 

剛才同行的温博士都提過，我想再補充一下。 

舉例來說，前線的員工文化水平， 

與做風險評估的同事的文化水平有一定差距。 

例如我們自己買了新電器後，閱讀了說明書， 

但我們仍可能不明白， 

因為寫說明書的人已經十分熟識該電器。 

但新買的人可能看幾次都不明白。 

同樣道理，如果我們做的風險評估交給前線員工和管工， 

可能他們只是一知半解。 

我認為在這情況下，安全主任或安全督導員 

可以在第一次實施的時候，最好用一點時間親自監察。 



如發現有什麼不對，可以直接指出錯誤， 

或者前線員工似明非明之間， 

至少督導員或安全主任可以講解及指出錯誤地方。 

我覺得這一方面都需要人性化一點。 

有時可以拍拍對方肩膀一下，不需要板著臉， 

因為板著臉會沒有什麼成果，有可能更反感。 

所以我覺得温博士所說的頗有道理。 

 

 

解釋得人性化和淺白化同時又能帶給他們警惕性。潘先生都想發表一

下，有請潘先生。 

兩位博士都說得很好。今日我說的是風險評估 

作為我們的手段達到安全生產的目的， 

假如從密閉空間作評估，我們可以從五方面來探討， 

第一是缺氧，第二是有毒氣，第三是不明物品進入， 

第四是火警或爆炸的可能性，第五是人為機器突然開啟。 

我們會用深入淺出的方法告訴員工 

這五方面都有機會對你的生命構成危險， 

讓他們明白以後他們在工作時會很小心， 



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是僱主給你的， 

但我們自己應該有安全的工作行為， 

這比安全的工作環境更重要。 

 

有時行為可以克服環境的惡劣 

 

沒錯 

 

我們不能改變環境，但我們改變 

我們的意識和行為都能克服環境。 

請問楊先生有什麼可以分享？ 

 

 

我們做清潔行業的員工很多是接上手的員工， 

他們在這崗位工作了十多二十年。 

我們明白他們以已前是需要工作快，忽略安全這方面的知識。 

當我們為他們做風險評估時， 

我們會安排安全主任親身和他們研究，了解他們的工作， 

改變他們的工作文化。 



自從有了風險評估後，慢慢改變了很多員工的文化， 

以前掃斜坡是直接進入斜坡， 

但現在我們會提供安全設施，安全帶，防墮扣等等。 

很多員工都能掌握到如何運作， 

這都是靠親身與他們到實地了解情況。 

 

好了，我們經過兩個環節的討論， 

大家基本上都掌握了現在的情況。 

在餘下的少少時間，我希望在座各位朋友 

能就著今日的議題，因為難得這麼多人 

仍然留心吸收知識，有什麼特別的看法或總結， 

現每一人一分鐘來說一下。 

我們從勞工處的凌先生到張先生作總結。 

 

多謝主持，其實風險評估做是不難， 

但是否有成效，最關鍵的是風險評估有沒有做複核這一步。 

因為複核能因應環境的變化而作出修改， 

令到那份風險評估報告中的預防措施是 

有效地控制到你面對的工作危害，我認為這是最重要的。 



 

 

風險評平估, 過往我們往往會高估自己的能力， 

高估自己控制風險的能力， 

高估了自己的知識，低估了風險。 

我覺得寧可高估風險，也比高估自己能力， 

低估風險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我們機電業往往都是下游的工序工作， 

我們應該從設計開始想機電的保養或運作的風險， 

在設計的期間已想到有效的控制措施消減 

或免除了一些風險，好比在開的時候才帶安全帶 

或其他安全措施更為有效。 

第三點是我剛才提過的風險評估除了考慮安全， 

還要考慮健康，因為考慮健康又可以關懷員工，又可以挽留員工。 

最後一點我想提一提的， 

「指差呼稱」可以提高我們的警覺性和行動的準確性， 

若在風險評估時發現一些高危的工序， 

都可以利用這方法增加自己的警覺性和準確性， 

亦讓人知道一些關鍵的工序已經做了， 



包括在升降機保養時的檢視模式制 

是否已關了？是否鎖上了？ 

這可以大聲地說出來，讓自己知道和同事都清楚。 

這四點讓大家可以互相參考。 

 

劉先生後接著是葉先生 

 

今日這麼多位都說過風險評估， 

一直都是集中如何識別風險， 

評估風險和訂立一些措施以減低風險且令剩餘風險可以接受， 

然後進行工程。 

我覺得風險評估還有一個作用， 

在展開工程之前做的風險評估， 

可以讓我們看到該工程的風險是否高。 

其實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迴避風險， 

沒有風險就不用評估。 

舉例來說，我們的保養工作很多時都 

在天台的樓邊或者水缸的樓邊做些鉛水圍欄， 

我們做完風險評估後， 



發現很多工序都要在高處工作都頗危險。 

有些方法可以減低風險，透過工程未開始前， 

已經在設計方面改動以減低風險， 

例如不用鉛水鐵做欄柵而改用不銹鋼會否比較好？ 

不銹鋼不需塗油漆的工序，即少了一個工序， 

少了一個風險，便沒了高空地方塗油漆這風險。 

以及不銹鋼耐用，可以減少維修保養的次數， 

亦不需經常塗油漆。 

風險評估除了減低風險，控制風險， 

令工程可以安全執行外，還可以在工程未開始前， 

在設計階段可以想一些設計 

或改動一些設計令工程可以安全進行， 

甚至在使用或保養維修都可以減低風險，這是我的意見。 

 

請葉先生 

 

我覺得風險評估是評估誰人的風險， 

正如剛才李主持所說， 

這是一個很學術性和很抽象的議題。 



風險評估怎樣由第三者去評估面對風險的人的風險? 

我們大家想一想，一個工人在高空工作， 

他知不知道有什麼風險？ 

在密閉空間知不知道有什麼風險？ 

為什麼有風險他都要做？ 

這個留給大家想一想。 

剛才很多講者和朋友都說過教育工作， 

我覺得如果單靠承判商做教育工作的成效， 

我認為不會太理想。 

舉例來說，如果勞工處在其他方面 

進行效果會更好。 

例如平安咭，新入行的工友要取得平安咭， 

三年之後他重新申請平安咭的時候， 

都是讀三年前的課程。 

又三年之後，他重温時又是讀六年前的課程。 

我們工友的安全知識如何提高？ 

在這方面可否考慮每三年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每六年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九年後，工友可能已經是老闆或管工， 



他可能會帶領一班工友。 

當他續平安咭時，這班九年的工友 

加入一些新的元素，例如如何管理新的工人， 

我的責任是什麼?再高級的時候， 

平安咭課程能不能不斷地更新內容。這是我的疑問。 

 

請高博士 

 

我有一個觀點，我覺得每一個工序的風險評估 

不是只做一次便完成。做完一次風險評估之後， 

實際施工的時候就會發覺有其他的問題。 

作為安全主任或安全督導員應該在 

風險評估完之後執行工序時有沒有產生其他問題。 

當產生了問題，在做第二次的風險評估時， 

同一個工序可能有另一個更好的方法 

將事情做得更好，更安全。 

這是永遠都有一個改進的空間， 

每一個風險評估都有改善的空間。 

我希望各位會留意這方面， 



這方面可以令每一個工序越來越安全。 

 

請楊先生和潘先生 

 

我們清潔這方面，房署對安全的情況越來越加緊， 

要求我們有位安全主任，又要寫安全報告。 

自從有了這些後， 

我們的工友安全情況都提高了很多。 

在以前，工友發現有什麼問題 

並不會向管工報告，都是自己解決。 

自從有了這個溝通的渠道， 

我們可以直接寫報告給房署。 

例如有些樓宇的簷蓬需要利用梯架上去， 

發覺可以在大堂開門出外。 

我們寫報告給他們，之後他們真的開門 

和設置了樓梯及扶手，我們落到簷蓬時扣好安全帶， 

差不多是零風險。 

自從有了風險評估後，與署方的交流簡單了很多。 

 



我覺得風險評估大家的做得如康業一樣好， 

公司有一個很好的職業健康的安全文化。 

這是長期性的，並不是評估了做了便沒有， 

這是一種文化，一種文化的推廣。 

我們香港清潔商會同職安局將會 

推出一本香港清潔業的職業安全健康小冊子， 

快將出版，我們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有請張先生總結 

 

職安局會持續改善業界對風險評估的認知， 

例如我們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課程， 

如温博士提出的「指差呼稱」課程，危害識別活動課程等等， 

可以供業界不同階層的員工 

全面認識有關概念，程序和技巧， 

再者，學習不一定在課堂， 

所以我們每年都會舉辦建造業的安全推廣活動， 

最佳的職安健物業管理大獎， 

這都能提供給業界交流和互相學習。 

在 8 月 27 日，今年的最佳施工方案金獎得主 



會在觀塘的一個社區會堂在一個研討會上與業界分享， 

最佳施工方案、風險評估與施工方法如何結合， 

希望大家可以出席。 

 

記住這日子。 

以下是問答環節， 

由於時間關係，我抽一至兩個問題 

是比較有內涵和重要的。 

這問題很實際，我想勞工處或建造商都可以回答。 

現在香港的本地工人的水平越來越高， 

是否可以由他們帶動職業安全文化， 

由工人開工前的自我評估，由下而上 

再交給有關的主任討論再決定如何推行。 

比起由寫字樓的員工寫報告給他們做好。 

這個由下而上的方法可行嗎？誰想回應？ 

 

由下而上做風險評估是必要的， 

做風險評估一向都不應該只是安全主任 

或工程經理在會議室內看著平面圖和文件， 



一定是要與工人和分判商一起討論， 

甚至一起到現場觀察完才寫報告。 

其實不一定是由下而上， 

應該是由大家一起平衡去做， 

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都不應該， 

因為工人在做風險評估時考慮的是實際操作時的流程。 

但工程師、工程經理或安全主任在做風險評估時 

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和危害是需要識別的， 

即是很簡單的工程都涉及不同工種的工友和工具， 

我們未必所有工人都可以邀請到， 

所以有時候風險評估中的某些風險是需要 

由有經驗的工程經理或者管工才知道。 

我認為風險評估不應該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應該是由工人、前線管工、安全主任及工程經理 

四方面一起做才可以。 

 

 

我很同意劉先生的說話。 

我覺得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 



而是一個圓圈，溝通應該是綿綿不絶地進行。 

我們承判商作為一個主導的角色， 

而工友提出的意見會 

於我們在制定風險評估時作為參考， 

因為工友會忽略了法例的要求，僱主的要求， 

我們承判商會將所有要求融會貫通 

才可以做到一份活生生的風險評估。 

 

接下來的問題都有幾位觀眾提問，勞工處需要回應， 

他們主要問有關勞工的安全條例提出了很多， 

但有些並沒有立法和立法的時間表， 

關於今日的議題風險評估有沒有一些 

可以透過立法程序/執法的阻嚇性令風險評估可以更加落實推行？ 

 

多謝主持，風險評估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根據僱主僱員的一般責任已經講解過 

要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系統。 

因為要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系統， 

僱主必須要用風險評估。 



風險評估就是一個工具，幫助僱主使用這工具 

找出僱員的工作或裝置有什麼危險的地方， 

從而制定一些安全的施工方案或風險控制措施， 

去消除工作或裝置的危害。 

剛才所說的已經在兩條大條例的一般責任， 

有一些特定的規例之內, 例如密閉空間， 

密閉空間的規例中清楚訂明僱主需要做風險評估， 

裡面都有寫明如果不做風險評估 

會有什麼懲罰，十分清楚說明。 

另外，例如噪音規例，噪音規例都有清楚說明 

僱主要做一個評估，該評估當然因應噪音而做， 

亦清楚定明了如有違規，會有相應的罰則。 

你要清楚，不可能每一種的工種都有一條規例， 

所以其他的工種都歸納在我們所說的 

已經包含在兩條大的條例中的一般責任內。 

 

 

時間差不多， 

需要準時散場。 



我們對問題進一步加深討論了， 

我總結了三個要點。 

第一點，風險評估是需要人性化的演繹 

和表達才可達到一個互相接收的情況。 

溝通問題不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問題， 

而是一個圓形。圓形的溝通是每個參與的人士 

都應該參與整個風險評估的過程。 

第三點是盡量令風險不存在 

就是最好的方法評估風險的問題， 

這是我們更高的目標。 

多謝在座的各位嘉賓和台下的各位朋友耐心聆聽， 

希望今天得到的經驗智慧 

大家能帶回自己的工作環境， 

在因應個別的情況將這良好的意識推廣。 

以下時間交給我們今日的司儀小姐 

交代如何和平散去的程序。 

多謝台上的各位嘉賓，請鼓掌，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嘉賓，多謝李錦洪先生， 



今日的研討會已經接近尾聲， 

我謹代表香港房屋委員會和職業安全健康局 

多謝各機構和參加者的踴躍支持。 

經過今日的交流希望大家都能謹記 

「風險評估做得好，工地安全可提高」 

切實執行工地安全各項措施， 

以達至「安全施工，零事故」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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