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來我們有請房屋署高級經理 

（工程安全及健康）劉賜添先生為大家作專題演講 

我們這節的主題是： 

風險評估從安全事故中學習，有請劉先生 

黃主席，各位業界朋友，各位同事大家好，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 

是風險評估的理念和從事故中回顧， 

如何進行風險評估和風險評估重要性。 

香港的建築工地涉及多種工序， 

使用很多重型機械，工作環境的不斷改變， 

工友數目亦眾多，工友流動性亦大， 

其實工地危機四伏，在房屋署的工程裏， 

我們要求承建商推行安全管理制度， 

妥善控制風險，提供安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避免工人在工地裏發生工傷。 

風險評估分為五步曲， 

第一步是找出危害，第二步曲是估計誰會受傷， 

第三步曲是找出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和危害的嚴重性，從而得出風險。 



要有效和系統地控制風險，我們必須由多方面做起： 

第一，從源頭消除風險。 

第二，使用危害較低的替代方式。 

第三，透過工程控制的方法，隔離危害。 

接著，憑藉行政管理，減少接觸危害的機會。 

最後，對於剩餘的風險，以穿著個人防護裝備來處理。 

第四步曲是記錄評估結果。 

依據風險評估結果制定的安全施工方法是甚麼呢？ 

第五，面對一些改變的環境， 

看看我們作出的風險評估有否需要作出覆核， 

作出重新的修訂。接著，我們從一些 

非房署工地發生的嚴重事故， 

我們看看，從事故中我們能學習到甚麼， 

值得所有同業留意，避免在房委會工地內發生同類悲劇。 

從第一個事故中，一名安裝鋼筋的工友 

在棚架上的工作台工作。 

施工期間，工友需把存放在 

棚架上的材料及工具， 

移送到棚架的另一個位置。 



該名工友在棚架上移送材料時， 

因為失去平衡，從工作台的缺口墮下至地面， 

不幸身故。 

我們從這事故中可以作反思，是否有改進的地方呢？ 

承建商在工程策劃階段，有沒有做好風險評估。 

包括識別危害、找出受影響的人士， 

並在分析及評估風險後，在選擇風險處理措施時， 

優先考慮採用合適的建造方法， 

避免人體從高處墮下的風險， 

把風險降至最低，或者能否使用預制件 

減少高空工作的機會。 

第二，規劃團隊選擇採用棚架作工台後， 

有沒有制定搭建、檢查和使用合符安全標準 

工作台有關的安全施工方法？ 

搭建棚架就要提供一個穩固的工作台， 

在工作台上要有適當的圍欄和踢腳板。 

第三，施工方法有沒有指定合資格人士， 

在使用前檢查工作台？確保工作台安全。 

第四，承建商有沒有向所有監督人員和 



工友提供適當的培訓並作出定期監察 

使這些安全施的工方法得到落實。 

在第二個事故裏，一名電氣技工從梯子上墮下， 

該工友負責在一處天花板安裝電線喉。 

在摺梯上到達天花板後， 

因為失去平衡墮到地面。 

他的頭部嚴重受創，隨後不幸身故。 

在是次事故上承建商有沒有做好風險評估， 

在選擇控制風險措施時， 

有沒有優先考慮合適的建築方法， 

將人體從高處墮下的風險降至最低？ 

規劃團隊選擇工作設備的時候，有否考慮 

這些設備是否能夠減低人體從高處墮下機會， 

或者減少受傷的嚴重性呢？ 

第三，如果無法在地面進行安全的施工， 

承建商有沒有提供合適工作台並配備護欄和踼腳板呢？ 

在圖片上，有電動的工作台，有圍欄的工作台， 

這些都是好的選擇。 

在第三個事故裏，吊運的鐵架在吊運途中飛墮到地面。 



一個工地內，一位工友使用鏈吊索，這鏈吊索的安全操作負荷只有 1

噸， 

但他將重達兩噸的金屬架捆綁在一起。 

然後，從地面吊運到天台。 

在吊運途中，鏈吊索突然斷裂，這些金屬支架墮到地面， 

擊中一名在地面工作的工友。 

事故中，其實這些鏈吊索，是沒有經過檢查及測試的。 

在這事件上，承建商在策劃階段，有沒有做好風險評估呢？ 

識別出高處墮物的危害，和受影響的人士。 

評估風險，然後制定控制風險的措施。 

決定由誰人執行控制風險的措施呢? 

這風險措施的先後次序是怎樣呢? 

當工作都做好以後，餘下的風險可否 

由個人防護裝備作為最後的防線來處理呢? 

 

第二， 規劃團隊制定的施工方法有沒有 

指明鏈吊索須由合資格檢驗員定期測試及檢驗呢?  

以證明工具是在安全狀態下被使用。 

第三，施工方法有沒有指出吊運路線 



不應經過有人工作的地方， 

以確保其他工友遠離吊運區呢？ 

第四，承建商有沒有向安全吊運程序 

及捆綁方法涉及的監督人員和工友 

提供適當的培訓並作出定期監察？ 

在第四宗事故中，一名電焊工觸電身亡， 

一個下雨天，兩位電焊工友被派到戶外工作， 

把兩條金屬工字樑焊接在一起。 

其中一名電焊工在進行焊接時觸電死亡。 

在這件事上，承建商在工作策劃其間， 

有沒有做好風險評估，識別出觸電的危害呢？ 

在下雨天時，會不會有不可能接受的風險呢？ 

其實在下雨天時，最好在有蓋室內進行電焊工作。 

規劃團隊制定安全施工方法的時候有沒有提供 

保護、阻隔，或導電體 

以防止工友受到電擊呢？施工方法有沒有指明 

提供個人防護裝備，避免接觸工件？ 

並提供絕緣手套及地蓆或使用 110V 的手提焊接機。 

承建商有沒有向監督人員和電焊工 



提供適當的培訓並作出定期監督確保施工方法能夠執行？ 

第五宗事故，一名升降機安裝工友墮至升降機槽底。 

三名工友在一樓宇內安裝一部升降機的鋼䌫。 

其中一名工友徒手把鋼䌫的一端從天台的機房 

放下到升降機槽底，另外兩名工友 

分別站在 35 樓和 15 樓升降機槽內的鐵棚架上， 

協助引導鋼䌫下降。 

當鋼䌫的下端接觸到升降機槽底時， 

在 15 樓的工友便離開棚架。這一剎那， 

整條鋼纜突然急速墮下， 

在 35 樓的工友被下墮的鋼纜拖離棚架， 

並墮至升降機槽底身亡。 

其實，承建商在工程策劃階段。 

有沒有做好風險評估? 

包括識別出鋼䌫突然下墮的危險。 

建造方法有沒有指明 

需要在升降機糟內設置適當的工作台給工友使用？ 

出入通道是否足夠？ 

有否提供足夠的安全防護網，以免物體下墮擊傷工友？ 



規劃團隊制定施工方法時，有否指明需要 

機械工具來處理吊運的重物？ 

施工方法有沒有指明為工友 

提供適當的全身式安全帶及繫穏物？ 

承建商有沒有作出指導及定期監察各種施工方法的執行？ 

來一個總結，風險評估是一把開啟安全的鑰匙 

幫我們識別危害，制定一份全面安全的危害因素清單 

分析風險產生的原因、影響、出現的可能性 

處理風險，以確保控制風險的優先次序 

然後採取適當的防護措施，將風險消除或減至最低，避免意外。 

我們有個期望，希望業界能夠仔細分析工作流程， 

找出令工友受傷的機會，落實預防措施， 

妥善處理風險，核實風險之後， 

以應付新的機械、物料、工序，所帶來新的危害。 

全線提高警覺，及時採取預防措施， 

加強溝通、支援。把風險評估做好，提升工地安全。 

在業界，發生很多不幸事件， 

會否是安全系統出了問題呢？風險評估足夠嗎？ 

做好控制風險，防患於未然。 



 

風險評估做得好，工地安全可提高。 

安全從心出發，坐言起行。 

多謝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