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名：工程和物業管理安全研討會 

 

熒幕蓋字 工程和物業管理安全研討會 2020 

2020 年 11 月 2 日  

 

 旁白： 現在放映的是  2020 年 11 月 2 日 

「2020 年工程和物業管理安全研討會」的片段 

 

熒幕蓋字 香港鐡路有限公司  

物業安全經理李家榮先生  

「港鐡物業的安全管理分享 – 圓方」 

 

旁白： 台上的講者是 

香港鐡路有限公司物業安全經理李家榮先生  

他的講題是「港鐡物業的安全管理分享 – 圓方」 

 

李先生： 我姓李，來自港鐵的物業處 

再一次多謝主辦單位給個機會讓我在這裡 

向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在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 

首先給大家一個概念，我們港鐵物業處 

旗下的物業工程部，現在有 24 個建築項目 

投資物業部包括商場和商業大廈就有 18 個 

而物業管理部管理中的屋苑有 52 個 

每日有超過 20,000 名的員工 

今天跟大家用圓方做一個例子來分享 

也都很多謝職安局 

在安全比賽中圓方獲得了一個獎項的殊榮 

圓方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最大的購物商場 

面積有 100 萬平方尺 

而每日有超過 300 名不同承辦商的工友 

在我們的商場中工作 

大家也可以想想 

在一個商場中員工有哪些職安健的風險？ 

當然，一個安全管理系統 

首先我們要有安全政策 

一個管理層對安全支援的承諾 

另外，右手邊你可以看到 

有我們的兩本安全手冊 

就是根據工作的風險而編制 



裡面定明了很詳細的一個安全工作程序 

包括使用吊船、棚架的搭建等 

我們也不斷去更新優化這兩本書裏的程序 

至於在分判制度下怎樣才能配合風險管理 

最左手邊的分判商安全守則 

我們就會放進分判合約中 

要承辦商同意我們制定的安全守則 

跟我們一起做好安全 

當中除了一些法例的要求之外 

還有一些我們稱為家規的 

舉例剛才有講員提到 

大風情況下吊船很大機會被吹到好像鐘擺一樣 

我們在裡面加上了風速計要持續監察風速 

當風速監察到差不多接近吊船操作的最高風速時 

就要停止工作，希望能保障好工友的安全 

而中間你可以看到，是一些維修工程 

我們有一個制度 

就是工程根據安全要求，區分了不同的級別 

舉例︰一個屋苑的大維修 

如果動用很多的棚架或者是吊船 

就是一個最高的級別 

另外我們分判商有一個大型的「資格預審」 

我們所有的分判商 

在投標之前都需要經過這個「資格預審」 

只有安全管理系統是達到工程級別的分判商 

我們的投標部才會邀請他去投標的 

另外就是，第三張你可以看到，在我們商場裡 

可能大家都會問︰都有很多客人的裝修 

包括租戶趕著要開張做生意 

其實我們也都很重視裝修、維修等工作 

除了工友在裡面工作的安全之外 

電力或者是消防方面 

對整個商場、附近的租戶、或是商場的客人 

都會構成很大的風險 

所以我們就定明了商戶承辦商的工作安全守則 

要求他們要配合我們做好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最後，右手邊商場的工作指引 

我們叫「工作指引」，針對我們自己的承辦商 

無論清潔、保安、園藝也好，特定一些的項目 



例如酷熱天氣警告之下的工作指引，又或者可能是一個 

我們叫非酒精政策，要保障好工友的安全 

定明一些這樣的指引，當然有一些步驟 

我們都需要去巡查看看同事是否有誤解的地方？ 

是否有跟著去做？ 

每年都有一次的安全稽核 

看看安全管理系統有沒有要改善的地方 

這個就是我們管理的架構，安全部是會跟前線 

也會報告給管理層，來繼續查找及解決安全的風險 

我們看到新入職的員工 

往往因為他們對環境不熟悉 

很可能增加他們工作時受傷的風險 

可能大家都會問 

那保安、清潔有些什麼的風險呢？ 

我會跟大家講 

其實很多時候保安未必有很嚴重的受傷 

但是，例如絆倒、踢傷、走樓梯會滑倒這些 

我們不會坐視不理，希望用盡各樣方法如何改善 

儘量避免這些受傷 

另外在訓練方面，對新入職的工友 

除了要提供足夠的訓練 

我們不會讓他單獨工作的 

我們會一對一地有個「輔導員」 

由一些已經是做了一些時日 

熟識商場環境的工友帶著他們工作 

讓他們儘快瞭解到工作環境的風險 

你所看到圖中我們在做些什麼呢？ 

有同事是正在攝錄中 

我們是因應那個風險管理 

可能在業界或者在我們其他的屋苑 

有一些的意外發生過 

我們會將它拍錄成一些的影片 

利用這些影片在指導培訓時，讓新入職的工友觀看 

加深他們的印象和對安全知識的吸收 

左下角的圖片 

撿垃圾的清潔工有什麼風險呢？ 

剛才我問了大家一個問題，其實不要小看 

很多時候就是一些屋苑的住客，或者商場的租戶 

或者一些我們的顧客，將一些尖銳的物品扔到垃圾桶 



清潔工如果沒有一個安全意識 

或者沒帶個人防護裝備，防砌割手套的話 

他們收垃圾時就會被尖銳物品割傷的 

我們將這些拍成一個訓練的影片 

跟工友做一個安全訓練 

緊急應變措施 

我們當中除了涉及員工安全之外 

也會顧及第三者的安全 

包括我們的租戶、商場的顧客 

就惡劣天氣例如是颱風、黑雨或者是火警 

我們會為工友安排不同類型演習 

讓他們可以在當真有這些事故發生時 

能快速應變，將傷亡減到最低 

但大家都會想，在如此趕急的時間 

如果沒有提供足夠的訓練予工友的話，一邊很趕急地工作 

一邊做保護工作，可能都是比較大型的 

大家看到我們圓方有很大的天幕 

在右上角的圖片，我們要拉一個很大的保護網 

以免在有颱風時有硬物破壞天幕 

而引致下面的商場中有人受傷 

所以，我們是特別重視那個演習 

希望工友是已經準備好，隨時預備好 

減少突然間發生事故時受傷的機會 

另外，我們推動分判商去參與及做好安全 

除了剛才所說在合約那方面之外 

其實我們都會跟他們有定期的安全會議 

安全會議最要緊就是不只是我們去發布要求 

我們也希望聽到他們的意見，尤其是前線員工的意見 

何解呢？因為很多時候在風險評估或文件上 

大家都可能想了很多的安全問題 

可能想了一下風險、想了一些改善措施 

但是我們真正的風險評估的步驟是持續的 

最清楚做現場環境有些什麼危害呢? 

其實就是工友本身 

所以很鼓勵的是他們給我們的回饋 

告訴我們怎樣共同改善職安健 

當然你說讓工友報喜、喜事可能他很願意 

但要他們講一些不好的事、或者一些問題 

他們會否願意呢? 



其實我們公司有一個稱為 

險失事故和良好作業報告的獎勵計劃 

圓方也在其中 

你可以看到中間的圖片，是一些前線的員工 

他們發現了一些險失的問題都會向管理層彙報 

因而解決了那個安全隱患 

我們也有獎勵給那位同事 

希望藉此帶起一個好的安全文化氣氛 

讓工友願意出聲、願意去參與 

這樣才能一起做好職安健 

至於工程監控方面，當然大家都會想到 

做工程之前一定要有施工方案、風險評估 

也要和有關的分判商及工作的工友 

最重要是負責人 

一起來制定施工方案及當中的風險及安全事項 

預早訂明後，就避免當開工時出現遺漏的情況 

訂明了工程的監控之後，我們要不斷地巡查 

看看有否根據訂明的施工方案來做 

更加重要的就是看看有否一些額外風險 

是之前未看到的 

商場大型的裝飾 

這也是我們要關顧的風險之一，尤其是夜間的工作 

離地工作方面 

其實我們做了一個風險評估 

根據建造業議會指南的要求去看不同的地方 

我們儘量是用一些合適的升降台 

梯台、功夫櫈來完成這些離地工作 

在真正情況的需要下 

用不到合適的工作台時 

我們都根據指引出工作許可証 

其中的例子：看到左邊紅色就是溜冰場 

我們有個很大的溜冰場，要去洗那些玻璃牆時 

要搭棚或者要一個很大的升降台 

其實增加工作時的風險 

也都增加了高空工作的難度 

我們之後想過，管理層也很大力支援 

就做了右下角那個吊船 

沿著那個很大的玻璃幕牆 

以後在清潔時就比以前安全了很多 



也有些位置，以往在電梯頂換電燈 

怎麼做呢？ 

是要停自動梯，還可能要裝棚架上去，那事後呢？ 

這些都是一些同事的建議來的 

我們將那些燈移到較低的地方 

就減少了不必要的離地工作 

關於清潔工 

可能要他們在洗手間裡添加梘液 

要蹲下身來續個添加 

這樣會引致勞損、扭傷的風險 

使用這個系統就只要加一次 

就會自動分派至整個洗手間的多個梘液機 

在溜冰場那裡工作 

同事不時要進入溜冰場內做一些低位的清潔 

他們有些建議也和我們一起想辦法“有這樣的風險” 

我們一起想了一個冰爪鞋專利品牌 

穿了之後，真的可以抓緊冰面，減低滑到風險 

我相信如果不去想這些細節的話 

其實出意外的風險是很高的 

這些就是酷熱天氣、寒冷天氣的貼心安排 

安全夥伴計劃 

剛才說過業界比較多就是警衛受傷 

我們希望怎樣去減少、去避免這些風險呢？ 

就是觀察。透過觀察 

跟著警衛去走他們主要的巡查路線 

看看有哪些風險，其實他們不知道 

因為警衛是一個比較需要體力勞動的工作 

當他們看到一些問題，他們都未必會懂提出 

但他們會很忠心地去完成工作 

例如有一些的卡鐘可能是在一些樓梯位的頂 

隨時可能會踏空腳而掉下來 

我們都會建議將卡鐘移去一個較安全的位置 

透過觀察來幫助改善 

這些例子都是我們在夥伴計劃中得出來的改善 

有些室外的位置，因為晚上不可以照明得太亮 

因為上面的住客會有投訴的 

但我們又不可以在完全黑暗中工作 

或者不可以不理工友在室外巡查時的風險 

你看到我們儘量在左手邊 



這些級邊位的位置加了顏色的識別 

另外，亦有感應器的燈要經過才會亮 

就會減低對居民的滋擾 

但又可以協助巡查中的警衛 

下面就是一個很簡單、又很實用的一個電筒套 

警衛就不需要手拿電筒 

以往需要用手拿但上落就沒手去扶樓梯 

有了這個小工具之後 

他就會多出一隻手去抓扶手，減低滑到的風險 

電力方面就是上鎖掛牌 

右手邊就是電掣箱 

我們如何方便工友再多深一層去檢查？ 

再多看是否有其他的隱患呢? 

那時候電開關箱如果開始過熱不正常地熱的話 

很可能就會引致漏電接著就是火警 

我們加了一些這樣的溫度計 

檢查工友進去時就可以目視管理 

可以看到電掣箱而作初步評估 

是否有異常才去跟進 

好了，最後 

「沒有最安全只有更安全」就是我們的方針 

港鐵物業處都會繼續查找消除工作間的風險 

為員工締造一個更安全的工作環境 

謝謝各位 

 

旁白：  謝謝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