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放映的是2018年4⽉12⽇ 

香港房屋委員會 

「新⼯程合約⼯地安全講座」的片段 

台上的講者是 

房屋署⾼級經理（⼯程安全及健康）劉賜添先⽣ 

他的講題是 

2017年第21屆新加坡世界⼯作安全與健康⼤會 

************************************************ 

(00:30) 

9⽉3⽇⾄6⽇的時候，那時候副署長馮⼩姐帶隊 

參加在新加坡舉⾏的第21屆世界⼯作安全和健康的論壇 

稍後，我們另外兩位同事會講述9⽉7⽇⾄8⽇的技術訪問 

簡單講述⼀下流程，9⽉3⽇當天是開幕禮 

有幾位重要⼈⼠出席 

包括新加坡的⼈⼒部署長作主禮 

包括新加坡的⼈⼒部署長作主禮 

國際勞⼯組織，主席亦有出席 

另外國際社會保障協會主席 

還有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出席演講 

9⽉4⽇，國際勞⼯組織和國際社會保障協會做⼀個報告 

帶出零願景的訊息 

還有⼀些技術環節 

下午有很多座談會，提及創新措施 



9⽉5⽇，新加坡的⼯作場所安全與衛⽣理事會 

帶出「以⼈為本，防患未然的訊息」 

接著有⼀些技術環節 

下午有青年論壇 

他們很着重由⼩朋友和年青⼈開始帶出注意職安健的訊息 

亦有創新座談會 

9⽉6⽇閉幕禮，再由ISSA國際社會保障協會 

講出這個零願景，這個論壇的亮點:零事故，零願景 

由新加坡⼈⼒部作閉幕辭 

之後，3M公司安排了⼀個技術之旅 

之後介紹防患未然的⽂化 

國際勞⼯組織說出，每年⼤約有230萬⼈因⼯死亡 

有1億6千萬⼈忍受危害及疾病 

有3億多⼈因為⼯作上的意外⽽受傷 

在2017年，在新加坡舉⾏⼀個 

國際性的預防運動推廣以防患未然為宗旨的⼀個會議 

提⾼⼯作的危害意識，希望達到零願景 

這個世界對⼯作上的意外 

⼯作上的疾病、危害做到零願景 

四個重點，⼈命是不可以妥協的 

每個意外和疾病都可以避免 

避免意外和疾病，防患未然是企業成功的其中⼀個重要元素 

希望全球朝向這個零願景的⽅向邁進 

在新加坡，他們已經推動⼀個職安健⽂化 

10年前即2008年，已經提到希望2018年達到某⼀個理想 



他們把這個職安健作為⼀個個⼈的責任 

⽽主動去消除、減少危害 

2011年，他們提出這個⼯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案 

已經涵蓋了所有⼯地 

2011年成立職場安全衛⽣研究所，作出研究 

以帶動⽂化的改變，令到職安健能在⼯作地點推⾏ 

避免所有的意外 

2012年，他們帶出這個安全⽂化的計劃以推動公司 

在⼯作環境、⼯地去推⾏這個計劃 

2015年他們推⾏這個零願景的運動，希望改變⼈的⼼態 

意外、危害、疾病是可以消除的，可以避免的 

有六個途徑，希望可以達到零願景 

第⼀，⼀定要有承擔 

第⼆，你的⽬標是什麼 

第三，將⽬標說出去，讓⼈知道 

第四，你要⾯對什麼挑戰 

第五，找出⼀個⽅法 

第六，監察然後再檢討 

新加坡在建築範疇⽅⾯，他們看到情況是不理想的 

他們看到在⼯⼈⽅⾯有很多⼈為的失誤 

能⼒的不⾜，意識的不⾜ 

另外，危害的管理，危害的控制，接着再去到規劃和推⾏ 

在監管上，溝通上，管理上，協調上 

都有不⾜⽽導致這些嚴重的死亡事故 

另外，看到⼯⼈在年資⽅⾯ 

經驗不⾜的⼯⼈都容易受到死亡的威脅 

接着再看到在建築⼯業上 



⼤家對於職安健的承擔有多少呢 

是否⾃⼰要負責呢? 

這個也希望整個業界做多⼀點 

有些公司將意外被罰視為成本之⼀，已經作好預算 

或叫醫⽣寫少⼀點病假 

甚⾄有⼀些提供訓練的服務供應商作弊 

提供答案讓⼯⼈們上完課之後得到合格的結果 

這些問題他們是看到的 

再者，職安健和福利，未能結合 

即是做不到⼀個綜合⽅法 

舉⼀個例⼦，近年都有⼈提出 

⾼樓⼤廈是否需要提供⼯⼈升降機呢？ 

有些不會提供的，⼯⼈走到上30樓、40樓 

已經喘氣，還有能⼒⼯作嗎？ 

會不會疲累，會不會受傷 

這些是可以跟安全結合在⼀起考慮的 

還有⼯作場所安全及健康的⼈員 

是否有⾜夠能⼒去管理環境和個⼈健康風險呢？ 

看了這麼多的問題，看⼀些過往幾年新加坡和香港的比較 

黃⾊的直條是新加坡的致命意外數字 

藍⾊的直條就是香港的致命意外數字 

看來香港的情况較好⼀點， 2016年香港有10宗 

不過2017年香港有22宗，新加坡反⽽2017年只有11單 

意外事故率還可能會有些漏報 

那麼致命意外事故率，我們⽤他們的報告，⼗萬⼯⼈來算 

紅⾊的斜線，就是房署的 



房署因為⼈數不是那麼多，所以有上有落 

藍⾊的斜線是香港的 

⽽新加坡那⼀條在下⾯，下⾯是比較低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官⽅報告 

新加坡在2017年10萬⼯⼈致命意外事故率只有2.6 

香港是18.5，房署是14.9 

因為房署⼈數少，多⼀宗兩宗已經可以升到很⾼ 

有兩宗的死亡事故出現 

⼤家可以看到香港有很⼤的改進空間 

新加坡已經正在趕上來 

他們在2018年提出⼀個名叫「WSH 2018 Plus」的計劃 

2018年「加」這個計劃，有三個重點 

第⼀，重點提⾼建築業安全與健康表現 

第⼆，建造業裏⾯的能⼒要提⾼ 

第三，對於職安健⼈⼈有份 

現在讓我們就每⼀點細看，在建造業⽅⾯ 

他們知道法例是重要的 

在2016年他們已經推出了設計安全法規 

想到可以在源頭上消除和減少很多危害 

就在法例那裏推⾏ 

稍後我們同事會講解這⽅⾯的問題 

另外建築法例裡，亦都看看模板⼯作安全 

⼯地交通安全，需要檢討 

第⼆，他們推動在合約⽅⾯，投標⽅⾯ 

公共機構僱主需要考慮承建商的安全紀錄 

在投標裡注重安全 

第三，對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處理⽅法 



右上⾓的那⼀個是有些公司做到的 

願意做的，請它出來做榜樣、分享 

左下⾓，對不懂得做⼜不願意做的公司，便要執法 

加強檢控 

另外對那些懂得做⼜不做的公司 

或很想做但是⼜不懂做的那些公司，盡量去抽查⼀下他們 

希望他們能改進，亦利⽤科技 

例如他們已經提出預製預裝修廂式建築這種做法 

例如他們已經提出預製預裝修廂式建築這種做法 

已經進⾏了好幾年，香港要開始研究採⽤ 

預先裝飾立體預製件減少⼯地的⼈，⼈少了 

意外的機會真的是少了 

另外，他們在所有的移動式起重機安裝了數據庫 

儲存了所有數據 

可以翻查究竟在做什麼操作，當時發⽣什麼事 

有沒有什麼不正確的做法 

第三，去到⼀些特別的指定區域 

他們⽤⾯容辨識系統 

⼯地有些⾼危地⽅只有特定⼯⼈才能進去 

剛剛稽核報告也有類似的管制 

第四，增加宣傳活動，座談會等，推廣技術知識 

提升職安健的能⼒，他們不是計算⼈數，他們是計算錢 

新加坡幣⼀千萬就會聘請⼀個安全主任 

他們現在有超過4000個安全主任 

他們都知道是要提升安全主任的專業能⼒ 

所以他們跟⼤學有聯辦課程，持續改進、持續進修 

另外將⼀些培訓模塊放進⼿機，⽅便學習 



亦教導⼯⼈做最後1分鐘的風險評估，⼗分重要 

⼯⼈⾃⼰能夠意識到危險，能⾃⼰應變 

之後還有培訓訓練員的課程，訓練員要去訓練別⼈ 

訓練員⾃⼰也要受到訓練 

亦要滿⾜每年最少10⼩時的持續訓練 

對職安健⼤家都有認同、有歸屬、有責任感 

以他們⼼態上的轉變，以前只是討論死亡 

現在應該說減少意外，減少受傷和健康的問題 

舉辦多⼀點獎勵活動，在意識上要認為這些疾病，受傷是可以預防的 

從⼩朋友開始已經把這些意識灌輸給他們 

從學校，讓學⽣知道什麼是職安健 

以前會說賠償，受傷了便賠償給你 

現在應該是避免，不要有傷害出現 

如果做得好，保險費也相對減少，會有推動性 

第三點是舉辦職安健活動 

安全及健康同樣重要，透過網⾴、會談、會議作宣傳 

要深化和擴闊，由政府帶動 

希望全⺠都⼀起做 

要做這個⽂化，提出七件事，實質要做⼀些事情 

七個黃⾦定律，有些斜體的 

都是房署現有的類似措施，可以值得⼤家留意 

第⼀， ⼀定要領導，由上⾯帶動⼀定是最有效 

第⼆，我們的房屋署署長，主持⼀個環保、安全及健康的會議 

另外，房署的副署長(發展及建築)專責跟進⼯地職安健會議 

房署的副署長(機構事務)監察房署員⼯的職安健 

有⼀個專責委員會負責 

我們提出4C，如果聽得多我們的講座，就會知道4C的 



房委會項⽬團隊⽅⾯ 

有⼯地的安全約章和⼯地安全委員會 

第⼆件事，認識危害，我們有⼀個名單管理制度 

那⼀間公司有能⼒才能進我們的名單去投標 

投標也要看安全的紀錄，要求他們有⼀個認證 

稍後我們的同事也會跟我們分享認證的要求 

進入投標後，我們會有不同的監察系統 

例如承建商表現評分制 

房委會安全稽核及突擊安全巡查計劃 

接著，我們在⼯程推出前，要經過很多次設計審查會議 

建築諮詢⼩組、環保評分⼩組、項⽬設計檢討委員會 

你們承建商可能不太認識 

我們有很多輪的檢討，加上屋邨管理處的 

同事查看將來項⽬興建完成後的危害在哪裏 

盡量在源頭消滅及減少危害是很重要的 

⼯地承建商要採⽤建築訊息模擬系統 

每⽉安全及健康⼯地會議，安全計劃 

很多事情、很多⼯具在這裏 

第三個因素就是訂立⽬標，房署⽬標是什麼？ 

是零致命意外及千⼈意外率不多過九 

第四，有系統，職安健系統 

我們經常說三管⿑下 

第⼀是採購策略和表現監察 

第⼆是加強合約規管，第三是訓練推廣 

另外就是⼯地推⾏安全施⼯程序 

第五，⼯地的環境 



我們要跟隨合約及跟隨法例 

⼯地的⼀些機械要符合環保要求，提供休息的地⽅ 

第六樣是能⼒ 

承建商的⼈員，我們有培訓的要求，資格的要求 

我們的同事亦都有⼀個⼯地安全訓練計劃 

我們都要充實⾃⼰，在⼯地才會懂得查看安全的情況 

第七是⼈ 

要推動全⺠參與，給⼀些獎勵，給⼀些活動，讓他們參與 

你們也有參與，你們在安全⽀付計劃可以拿到款項 

有⼩⼩的推動性 

P牌及N牌，這些都是希望⼯⼈能夠參與多⼀點 

受到訓練，受到照顧 

在9⽉4號，有些都跟⼤家分享⼀下 

媒體是很有效的⼯具，拍⼀段短片 

半分鐘或2分鐘已經帶到很多安全訊息出來 

職安局⽅⾯亦都拿到了⼀個獎項，是⼤獎來的 

主要是說⼀些廚房裏⾯的安全，得到了國際認同 

馮⼩姐在9⽉4⽇分享了房署的創新措施 

當中可也有你們的作品包含當中 

你們做多⼀點創新，我們就多⼀點材料分享 

9⽉5⽇，剛剛有提及很着重年輕⼈跟的參與 

當中左⼿邊那個桌⼦最尾的那⼀位 

就是他們的勞⼯部第⼆部長 

他們能找到⼀班年青⼈，⼤家⼀起參加職安健的⼯作 

他們邀請了百多⼈，從全世界邀請來的 

右⼿邊這張相是他們上台分享了 



在當地⾃⼰有什麼得着，有什麼貢獻 

做完這個會議，他們回到⾃⼰的地⽅都可以交流 

變成了整個世界的網絡 

在他們⾃⼰的地⽅再提升對職安健的⽔平 

9⽉3⽇⾄6⽇也有⼀個展覽，有機械⼈ 

香港部分承建商也開始嘗試 

有承建商將虛擬實境作為訓練的⼯具之⼀ 

⾄閉幕禮，由勞⼯部的部長做⼀個閉幕 

另外請到這位醫⽣，他從⼩就患病，是⼩兒⿇痹症 

為什麼會患病呢，因為他⽗⺟沒有為他注射疫苗 

就是差那⼀針，他就跛了，需要坐輪椅 

但是他沒有放棄，最後成為了⼀位醫⽣ 

他上台講述預防的重要性，只是差⼀針 

他就變了⼀輩⼦都要坐輪椅 

如果打⼀針他就不⽤這樣了 

我們參觀了3M公司，左下⾓的那⼀幅圖 

⼤家都知道是不安全的⾏為，不安全的環境 

接著成為險失事故，跌了⼀件物件 

拾回它，但再進⼀步可能會出現受傷事件 

嚴重⼀點是要報告的，要上報勞⼯處 

再進⼀步就變成致命意外 

⼀層層的遞進 

很多時候險失事故，我們都要承建商報告的 

我們⼗分著重，今天是險失事故 

明天不知道會否變為致命意外 

我的分享到此為⽌ 



多謝⼤家 

多謝觀看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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