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在放映的是2017年7月6日
「2017年工程和物业管理工地安全研讨会」的片段
台上的讲者是
房屋署副署长（发展及建筑）
暨工地安全小组委员会主席
冯宜萱女士
她现在致辞

职安局黄天祥主席
建造业议会陈家驹主席
劳工处陈嘉信处长
各位支持机构的代表、各位业界来宾
各位同事，大家午安
我们合办的工地安全研讨会
不经不觉已踏入第11届
感谢大家一路以来鼎力支持
互相交流经验
提升工地的安全水平
今年的主题是「设计免危害」
不断以创新思维
推动安全设计及安全施工程序
提升安全设备及安全意识
做到「设计周详减事故施工畅顺保平安」

首先介绍房屋署工地安全小组委员会
我担任主席一职

我们向房屋署环境健康及安全委员会负责
成员包括：今天所有的支持机构的代表
以及房屋署同事
每年召开两次会议，不是太多
提供一个发放讯息
收集及交换业界意见的平台
从而优化房委会、建造和物业管理合约的
工地安全管理措施
今天跟大家分享
房委会建筑工程的安全表现
三管齐下的安全管理模式
及临时工程之建造安全
最后有结语部分
首先，回顾房委会建筑工程的安全表现

自1990年开始
房委会新工程及维修保养工程的千人意外率
分别于2009年及2010年，已跌至个位数字
90年代，我们的千人意外率与业界的数字相近
经历四分一世纪后，我们的成绩有目共睹
2016年，房委会的新工程及维修保养工程的千人意外率
分别为6.8与1.5
比全港建造业的千人意外率34.5为低
但不能因此而松懈
从建造业和房委会工程合约
工业意外的统计数字及工友数目可见
根据统计数字，新工程工作的前线人员持续上升由2011年，约6,400人
倍增至2016年接近12,000人
现时建造业工程量很大
但承建商工地监管人员却不足
新入职的技术人员尚未熟悉建筑工作
或现场危害情况
加上熟练工友渐趋年长



这些因素成为工地安全的挑战
大家不能掉以轻心

自1990年开始
房委会推行三管齐下的安全管理策略
透过表现监察机制的优化措施
以合约规管设计硬件及软件新要求
和研究、训练及推广安全文化意识等实务工作
不断提升工地安全水平

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工地安全成绩
首先，看看这些工作，进步得来不易
房委会表现监察制度及大家努力的成果
就是三管齐下的第一管
1990年开始实施建筑工程承建商表现评分制（PASS）
大家十分熟悉
1996年开始与职安局联手推行独立安全稽核制度
2013年，更实施突击安全巡查计划
增加难度，2017年加强表现监察机制
进一步优化安全稽核制度

把屋宇装备承办商的安全稽核表现
加入屋宇装备承办商的系统评分
若安全稽核连续两次不合格
就会被禁止投标3个月
三管齐下的第二管，就是加强合约规管
制订比当时法例更严谨的标准
而且不断推行一系列的优化措施

2017年已落实6项合约措施
包括要求工友利用手绳及腰带
携带及使用手提工具
从事吊运、道路工程及车辆交通控制工作等人员
需穿着反光背心
规定安全帽及Y型安全帽带
需由同一所供应商供应
为工地人员提供最新款抗热服
第五项，确保悬挂吊船之吊索保持垂直状态

第六项，发出临时楼梯设计要求
为围封的危险区域加上警告标示
在有关安全稽核制度内，承建商会获得加许
即是刚才获得证书的承建商
共有15项创新的安全措施
他们可在安全支付中取得款项
所以是既有奖也有罚

我们的研究就是
将他们的创新设计加入合约内的可能性
包括，第一项就是货车高度警报系统
第二，流动式吊运警告设备
第三，以尼龙网覆盖扎铁场
第四，竹棚架的铝制平台
第五，应用无线射频辨识系统（RFID）
在机械准许证的制度上
第六项就是铲车自动关闭引擎感应器
第七项，操作铲车智能卡
第八，为屈铁机安装脚踏掣及互锁式保护罩
第九，机械监察速度系统
第十，是互锁式吊钩
十一，应用虚拟实境（VR）及建筑信息模拟（BIM）



于安全训练
十二，应用无线射频辨识系统（RFID）
于危险区域警报系统
十三，鎅碟机隔音及防尘护罩
十四，天秤吊运警报系统
十五，屈铁机角度显示器

大家的工作创意可在安全稽核上展现
便能获得支付及也可被纳入新合约内
我们还在研究优化安全支付计划
其中五项措施，包括资助午饭时举行的安全讲座
鼓励依时汇报意外及事故
调整安全稽核关键项目的得分门槛
以及将千人意外率上限调整至不多于9
第五，承建商需提交创新安全项目的技术细节
才可获得安全支付
成为提早递交技术细节的诱因
接着，我们会将建造业议会的指引
纳入工程标书之内，并要求承建商遵行
包括去年出版的「离地工作的安全指引」以及
刚更新的「竹棚架工作平台安全指引」
以及「升降机槽工程安全指引」
第一至四卷等等
至于三管齐下
第三管是关于研究、训练及推广方面
对于建立安全文化尤其重要
房委会于2010年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并出版了「规划与设计安全图解指南」
及后仍搜集临时及永久工程的
安全和良好设计的模式
现在推出2017年的更新版本
同时，将2008年出版的「工地安全手册」更新

今天我们带了600套指南及安全手册
大家可分发给同业
亦已将其上载于房委会工地安全网站，供大家下载 
我们与职安局合作为高风险作业
制定标准化的「指差呼称」指令
前年进行了有关比赛
现时，已出版了三张有关
吊运、电力工作及高处工作的海报
我们会继续努力
大家可留意房委会的工地安全网站中的
安全提示、意外数字及各项安全计划资料等

现在网页已可应用于智能电话
让大家可随时查询工地安全资料

房委会的工伤及闪失事故和职业病监测系统
在2016年5月，全面应用于房委会的新工程
让意外事故及资料可即时传送
给管理层及项目经理

发展局及建造业议会推出了流动装置程式
包括大量工地安全资讯，鼓励大家下载
让我们一起携手提升工地安全的成绩

重点介绍一项较为新鲜的项目
房委会新工程运用《安全气候指数调查》，提升安全文化
我们运用了安全稽核制度
对承建商的安全管理系统及环境进行审查



透过推行安全气候指数，了解前线员工
包括管理层、工地督导员及工友
对于工作安全的认知和认同
借着安全行为的观察
就前线员工的安全操作及行为进行评估

工作安全气候反映机构
工作安全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
抽样调查的样本
不应少于全体员工数目的百分之三十

工作安全气候得出七项因素
我们将2008年与2016年
所得的数值进行分析
整体指数从2008年至2016年有上升趋势

因素四，认知安全规则和程序的指数
于2008年及2016年都是最低
2016年，承建商的指数被分判商超越
分判商的指数由2008年的59.6进步至2016年的65.6进步达10％
经理及监督人员一般比工人的指数高，相距2至9分拥有较高安全文化的雇员较少受伤及违反安全规则
年资长或需要照顾多名家人的雇员，有较高的安全文化
所以推行关顾新人计划，让新人提升安全文化

工作安全气候指数调查指出
现时的工作安全气候指数水平，存在有待改善的范畴
机构可作持续调查，以确定其工作指数水平是否已提升
安全气候调查的结果
考虑推动优化措施
第一项是针对因素四: 认知安全规则和程序
加强承建商及分判商与工友的意见沟通
简化安全规则及利用图像表达规则和程序
第二项是因素六: 安全工作态度及朋辈影响
鼓励雇员多参与及培育学习文化
我们继续将安全气候指数调查工作
纳入合约条款之内
将各类工种的工作安全行为观察检查清单标准化

另一项重点讲解的内容
就是临时工程之建造安全
在设计阶段，建筑团队已考虑进行
各种临时工程时所涉及之建筑方式
工序及物料方面，团队亦要制订可行方法
处理临时工程之潜在风险
例如: 兴建沙田水泉澳邨行人天桥
涉及大量临时工程
须小心处理多种力学分析
房委会亦采用大型金属模板
预制组件及机械化建筑方式兴建住宅楼宇
也运用建筑信息模拟（BIM）
协助团队理顺拆卸及建筑工程的作业模式及程序
识别所涉及的临时工程之范围及步骤

有助工作畅顺及安全施工
不单施工团队需进行设计
设计团队也要进行安全审视
现时，业界有一些临时工程指引
例如，预制混凝土建筑工作守则
国际标准例如BS5975，以供参考
积极研究为吊船加装遮荫蓬
这设计是经由工友在每年两次例会中提议



今年应该成功有望
与各有关的规管机构也要通力合作
还可以在建造业议会（CIC）获得奖项
另外，还坚持房委会提出的座右铭
就是一二三四五，安全第一

第二包含两句说话
Do it right the first time(一做即妥)

以及What gets measured gets done(要量度与评核才能进步)
我常常鼓励要有「三早」的习惯及文化
早计划、早设计及早管理
第四，就是房委会四个核心价值
关怀为本、顾客为本、创新为本及尽心为本
最后第五个
希望有五「零」的承建商: 零意外、零事故、零定罪、零投诉以及零纠纷
大家运用科技改进工作文化及工地安全
大家要紧记
防患未然，都是由最早阶段开始
总比意外发生后才处理和改善容易
这样，设计免危害，设计周详减事故
就能做到施工畅顺保平安
我们常说：「工地安全，人人有责」
我呼吁设计团队、承建商、分判商及前线工友
在设计安全、建筑及施工步骤时
我们的工程团队多走几步
培育安全文化
大家可以开开心心上班去
平平安安回家来
或许你会问如何多走几步
看看图中的照片
承建商与工友每日举办早操及安全讲解环节

去年12月，我们的总建筑师与前线建筑师
建议参与工友出席的安全小组

鼓励与感谢他们于工地落实执行职业健康
整齐清洁的工作环境及文化
这就是房委会多走一步的小故事
很高兴看到伙伴合作及安全基因可以薪火相传
多谢大家

多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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