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在放映的是 

2019 年 10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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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署高級建築師(三)余淑華女士及房屋署高級結構工程師(三)鄭嘉誠先生 

他們的講題是韓國建造業職安健創新科技考察團分享 

大家好 午安 

首先多謝大家今天來臨 

我和 Sherman(鄭嘉誠先生)有幸地於今年 3 月 

亦趁着今天這個機會多謝職業安全健康局 

同事的安排  

讓我們去韓國參加一個交流活動 

了解當地的工地安全 

有什麼我們可以學習到？ 

或雙方有什麼可以交流呢？ 

感謝職安局的安排 

我們房屋署有兩位同事有幸去參與 

稍後與大家做個簡單的分享吧 

因為我們在五日行程都看得很多 

我會說重點的 

今天的內容會分開幾部份 

首先是一些背景 

我們今次去到韓國，知道他們打算改革 

設立一些新的安全的法例 

而現有的相關法例希望有一些更新 

做更好一點 

他們的原意是什麼呢？ 重點有什麼改動？ 

然後我又會說一說 

在今次的行程中，我們参觀了兩個工地 



除了分享出席的講座 

他們所提及的安全體驗外 

也會分享我們在工地現場所看到的 

最後鄭嘉誠先生亦會分享 

我們参觀的其中一個 

“Safety Innovation School” (體感安全訓練中心)  

這是其中一個承建商參與辦學 

和大家做一個這樣的分享 

於此我不詳盡地探討他們的管理架構 

但他們其中的一個韓國職業安全局 

Kore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gency (KOSHA) 

與香港的職安局有少許類似 

他們都是幫忙監察工地安全 

除了做培訓外，他們亦會安排人員到工地巡查 

有一些認證的安排 

角色上他們希望 

可以盡量多方面做關於安全的事情 

就可以增加大家在工地安全方面的意識 

講少許背景資料 

在經合組織(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裡 

有很多成員國的 

很多成員國的意外死亡率 

一般來說相對都比較低 

韓國的意外死亡率以 10 萬人口計算是 5.3 

雖然這個數字不單是建築工地 

而是歸納了各行各業的 

他們希望在 2022 年可以將死亡率減半 

但是大家試想減半其實不容易 

所以他們可能第一個反應就是 

「如果要推動各行各業去增加他們的安全意識 



或者希望他們做多些 

應該在法例上要有一些改動 

為了要遵守這些法例，那他們就會做好些」 

主要原因是這樣 

接下來我說那些他們想着要做的事 

有些可能未正式實行 

他們的”OSH Act”(職業安全健康法令)  

原本是想於 2020 年的 1 月那段時間執行的 

但是由於業界的諮詢延遲了   

稍後都會講述 

首先講法例上 

條文上改動了很多很細節 

今日我為大家抽取了一些 

大家有興趣的或者主要的來說 

譬如以前的條例未必全部很廣泛涵蓋 

譬如在網上購物的配送服務 

那些工人有些什麼意外時會涵蓋到嗎？ 

他們希望在條例上可以將涵蓋範圍廣泛一些 

多些工人受到保障 

第二點就是外判工作 

外判工作在現行的行業是避免不到的 

但是他們希望能堅守不外判一些較高危的工序 

因為他們覺得由自己公司培訓後的工人 

有比較高的安全意識 

而他們自己做這些比較高危的工序 

相對比較安全 

因為每次外判給不同的公司 

會比較難以控制 

第三點就是僱主與員工同樣重要 

不要把安全責任全放在工人或是承建商上 



假如發展商或者業主注重安全意識 

或者有一些計劃的話，對於將來工地上 

能夠做到的安全效果就會事半功倍 

此外就是第四點 

如果在工地上發生了一些危害 

或工人意識到危險 

「我是不是應該停工 

我是否應該要離開這裡個地方呢?」 

但是很多時工人不敢作決定 

因為停工或者離開可能是要由老闆決定的 

如果「我」覺得危險，那麼「我」離開後會被老闆處罰嗎？ 

這條條例比較特別  

你不可以隨便處罰那個員工 

因為他是留意到危害 而要離開 

你不讓他離開，事後還說:「你為什麼走了? 」 

這是希望以另一個角度改變條例 

令員工遇到危險可以離開 

另外第五點 

我有試過另外於一個場合分享，大家都很震驚 

「哇!不是吧!」 

他們很特別 

一項工程，有預計的工期、預計的價錢 

假如有人突然想到一個方法快一個月可以完工 

或者想到節約費用的方法 

在香港的話，你會不會提出呢？ 

韓國的條例不讓你亂來  

除非你能證明這個計劃是安全的 

因為制定者擔心  

這個節省金錢的工序，會導致危害 

又或是你故意把工期強行縮減了 



會不會因為趕工導致在安全上疏忽呢？ 

或者做得不夠？ 

所以不會亂給你作出更改 

這個他們的條例希望有些監管 

第六、七點比較簡單些 

是希望在教育上，或者罰則上加強少許 

可以提升大家安全意識 

看看這個表，它其實不只是關於建築行業的 

不過我們看到有幾樣事情 

第一在右邊看到 

除了是政府可以做得更多 

加強一些法例之外 

業主的角色很重要，不只是承建商 

至於左邊紅色的 

因為他們不只是關於工地，很多時候是工廠 

窒息意外率都很高的 

但是相對香港與韓國 

大家都會看到從高處墮下 

似乎都在工地上，或者建築行業上 

這些是意外發生比較頻繁的地方 

就這個課程，他們打算做些什麼呢？ 

就是分開幾個範疇 

稍後會有一些投影片會詳細解釋 

譬如第一就是法例上 

要他們開工前提交一份文件 

Hazard Risk Prevention Plan (危害風險預防方案) 

稍後會再詳細說明 

至於開工後，當然有很多事要考慮 

但他們主要是關注較高危的 

高處墮下這一個範疇 



所以他們會集中在棚架及使用梯子 

使用梯子攀上攀落 

有什麼要特別留意注意的呢？ 

有什麼要規管呢？ 

稍後會再稍稍地說明 

接著兩項 

主要是說明如果有意外發生，他們會進行調查 

但是他們不是完成後就撒手不管 

他們會有個案記錄 

會為同事作經驗分享 

令到他們可以避免同樣的意外 

從經驗中學習，下次就不要重犯了 

另外財務支援 

與我們房屋署的政策有些相似 

我們有安全支付 

他們都有些資助以作鼓勵 

如果工業安全做得好，是會獲得金額的資助 

剛才說的危害風險預防方案 

就是要求當他們開工之前 

需要提交這個方案 

但是他們不只是提交 

房屋署開工前都有很多方案需要提交 

他們需要做面談 

工程的主管人員，又或者安全主任 

會被邀請参與會面商談方案 

看主管人員和安全主任是不是可以切實執行 

又或者他們會不會對這個方案有什麼意見？ 

我亦問過他們如果將來執行時 

穾然發覺方案不可行怎麼辦？ 

他便需要再提交危害風險預防方案 



或者非常不理想就先不批准開工 

有可以改動得到的小問題都可以開工 

不是完全不可以開工 

不過要他跟進要改善被發現的問題 

但開工後，他就要根據現在提交的方案 

監察是否真的依足該方案執行 

在工程進行間 

會不會跟不上該方案？ 

他們可能會隔每兩個月、四個月或六個月 

就覆核一次 

這個密度，取決於工程是屬於哪個金額範圍 

如果金額大的工程，可能兩個月覆核一次 

小額工程就可能半年一次 

你看下方的目標項目  

即使不詳盡解說，你也會看到危害高些的 

譬如可能是地下隧道，做些大型的挖掘的 

又或者相對金額比較大的 

涉及的樓面面積更廣闊的那一類 

他們就會在那些建築工程裡，作一個監管 

這裏有兩張相 

左邊他們叫 Steel Pipe Scaffolds (鋼管棚架) 

右邊他們叫 System Scaffolds (系統棚架) 

他們會鼓勵用右邊那個系統棚架 

用左邊的那比較不完整，踢腳板又沒有的棚架 

他們便會覺得不理想 

如果在工程期間 

他認為你的棚架好像左邊的棚架那麼差 

他們會巡查比較頻密一些 

特別之處是他們思考過 

「哪裡找那麼多人巡查那麼多工地呢?」 



韓國很多人 55 歲就退休 

他們是很有經驗的人員 

他們認為這些人士 

可以到工地幫忙做巡查 

於是考慮聘請這些人士 

兩人一組，對於剛才說的工地 

尤其是棚架沒那麼理想的，去做巡查然後評分 

評分比較低的，巡查就會頻密一些 

看到做得不錯便高分些 

高分的工地巡查就不用那麼頻密 

此外在三大類較高危害的機械 

第一類是挖土機，第二類是工作台 

第三類包括流動式起重機和塔式起重機 

他們覺得這些都是需要特別去巡查的項目 

原來韓國有一個全國性的巡查 

是在每個月的 24 日舉行 

不只是說建築工地 

很多各行各業的指引 

都會於 24 日做安全巡查 

除此之外，自從 2017 年 

剛才提到接待我們的 KOSHA(韓國職業安全局)  

亦都派人去做一個聯合巡查 

當然人手方面 

韓國職業安全局不保證什麼都幫承建商做巡查 

如果有一些承建商或者其他組織 

申請進行一些高危的工序的工作 

譬如拆天秤 

那個程序或時間比較高危的 

可以邀請 KOSHA 幫忙一起巡查 

或者那段時間來看看工序 



另外韓國國土交通部 

會每六個月為一個時段去抽查他們的器材 

這個項目在他們的國家提出之後 

聽說在業界都挺具爭議性 

就是涉及 A 梯 (人字梯)  

當局訂明不可以再用 A 梯(人字梯) 工作 

做任何工序也不要用人字梯了 

最合適就是用照片中間的四平八穩一個工作台 

有護欄最好了 

如果真的要用人字梯的話 

在梯附近有錨固點讓工友可以掛上安全帶 

以防萬一工友掉下 

如未能提供就不要用人字梯了 

這個業界似乎有些顧慮 

因為大家都知道人字梯比較容易使用 

做少許工作便要搭台？ 

但似乎當局在安全上都有考慮 

都想執行 

另外這個案記錄即是當不同的工地發生了意外 

他們使用一個個案記錄的方法 

把資訊帶給業內的人士 

令大家知道有什麼意外發生／事故是什麼？ 

將來可以避免 

這項類似安全支付(Pay for Safety) 

剛才大家所看到的相片 

如果承建商想用系統棚架(System Scaffold) 

又整齊些、又有踢腳板、又有系統 

如果承建商肯用安全的器材  

照常理花費會多些 

當局會資助 



取決於建築工程金額多少去決定資助多少 

希望做到這事後安全的程度有所提升 

另外需要僱主方面 

去與一些防止意外顧問機構 

(Accident Prevention Specialized Guidance Institution) 

訂定合約提供服務 

那是做什麼呢？ 

這些機構就會定期，每一個月給一些指導他們 

即是提議怎樣利用那些職安健的預算 

如何利用那筆金錢改善工業安全的情況呢？ 

去做一些與職安健有關的事 

如果你沒有做這些計劃 

找人來幫忙做些指引 

做些合約 

那可能你會被罰 

除了剛才所說 

KOSHA 在政府方面希望做到一些事外 

亦有邀請一些建築公司來作分享 

這個 Partner Safety Gate(同行安全門)同行安全門是其中一個 

我感覺上這個有少許像 

PASS(建築工程承建商表現評分制) 

即是說如果 KOSHA 已經驗證了你 

是一間很注重工業安全的公司 

可能這間建築公司就會覺得 

既然 KOSHA 認證了你 

你就可以通過 Gate 1 

自動進入了下一個 Gate 2 

我可以有機會與你做某些工程 

但是他都會評估你的表現 

如果他真的聘請你做建築 



他亦都會開工前 

要你做一些安全表現計劃 

然後在工程進行期間 

他亦都會每季度看你的表現評分 

其實就是一個循環 

即是如果你分數下跌 

下次是否會判工程給你 

要計算你以往的分數、以往的表現 

有少許像我們的 PASS(建築工程承建商表現評分制) 

這個是另外一間機構 

這間機構稍後鄭嘉誠先生會講解 

參觀他們的 Innovation Training School 

他們管理層心想 

「如果做工程的話，整天教育你 

上培訓課程都不足夠 

該如何推動你會想做好些呢? 」 

就是想推出員工的表現報告 

即是說如果那個員工在他們公司 

做多些與安全表現有關或者有貢獻的事 

那表現報告會高分些 

例如你有沒有去幫忙做一些安全清單？ 

你有沒有很積極去呈報 

一些不安全的行為呢？ 

又或者你有沒有幫忙做培訓？ 

你有做導師幫忙做培訓？ 

或者你看到一些險失事故 

有沒有呈報呢？ 

這些都是他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 

另外他們都鼓勵管理層可以多些去視察工地 

另外定期參與一些，管理層會參與的安全會議 



希望可以帶動整間公司的安全風氣 

學術性的說完，講一些工地的事 

我們第一個去參觀的工地，就是一條隧道 

他們是希望可以利用科技進步 

希望用了智能安全之後可以提升工業安全 

以下這些智能安全的資料 

相對來說地底工序比較適合 

譬如他們用航拍機 

是希望於局限的空間  

譬如好像隧道或者其他密閉的空間 

可能不是每人都可以巡查到 

或者是一些位置很難視察到 

危險的位置  

那可以用航拍機幫忙飛過去拍照 

就可以看到情況是怎樣 

至於智能手帶就是綁在手上的手帶 

我知道有些香港的外判商  

都開始建議於某些地方(使用智能手帶) 

在密閉空間，如果繫上手帶 

在工人失去他的知覺及意識前 

起碼都可以知道他的位置 

有什麼事都可以容易救他出來 

尤其是密閉空間，入去工作的時候環境很黑暗 

未能即時知道他在哪裏 

感應器 

如果在隧道位置的周圍安裝感應器 

便可以早些偵測到有些不明氣體 

可以知道那個地方有沒有危害 

VR (虛擬實境) 大家都很熟悉 

現在經常會用來讓工人感受模擬的危害發生 



可以在虛擬實境裡 

讓你感受在這裏很高掉下去很危險 

或者在這裡絆倒很危險 

感受到親歷其境，可能比較害怕 

會在做工程時加以小心 

另外就是智能頭盔 

那個安全帽稍後會看到 

頭頂有一個鏡頭 

就像接駁閉路電視的東西 

可以看到他戴着安全帽時 

他現在附近環境，工作現場是怎樣呢？ 

可以拍到影像傳送到辦公室 

我們參觀了一條鐵路車站的伸延 

每一段的深度都不一樣 

大約是離地面 30 至 40 米 

全長大約 2 公里 

我們去了其中一個站，到下面視察 

雖然去到那個站 

不是看得見所有剛才所提及的東西 

不過那間公司認為剛才提及的智能安全 

在地底的工序會較常用到 

其中看到有一個像閉路電視夾在安全帽上 

現在拍回來的影像就是 

從他帽的攝影機拍回來的情景 

此外在隧道上方，即是它附近擺放了裝置 

這個裝置是什麼呢？ 

就是怕工人高處墮下 

所以他們攀高攀低 

最好有智能頭盔的系統監察着 

大家看到右上方的那張圖片 



這就是用來方便他們 

這枝好像棍子的東西，是可以隨時拿走的 

可以夾着工字鐵 

令到他們不需要現場釘在牆上的錙固點 

那些工具都未必需要 

他們看到工字鐵，就把這個東西夾上工字鐵 

就自然扯着穩妥 

他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東西來扣着安全帶 

當然這幅照片看到他示範如何夾而已 

要高掛低用就不是現在這樣夾在最低的鐵上 

而是應該挑一些高位夾，然後扣着安全帶 

這個讓工人練習，如何使用這些繫穩的系統 

另外各類型的安全設備  

譬如中間有些安全反光衣 

你看到背面是特別加厚的 

因為在隧道裡工作，工人害怕後方有東西擊到他 

背面加厚些，變了安全反光衣亦有保護作用 

不怕有東西墮下時擊到他 

另外配有手提滅火器 

十分方便可以隨時使用 

在褲腳上繫有帶子，用以綁緊褲腳 

減低絆倒的機會 

另外於工地實施人車分路，顏色上標示出來 

大家行起上來就會安全些 

此外如果有一些位置放置水泡 

萬一有突發事情都可以掉水泡下來拯救 

接下來鄭嘉誠先生會繼續說 

關於建築安全設計 

謝謝余淑華女士 

我再繼續介紹韓國的職安健的措施 



有一樣是建築安全設計(Design for Safety) 

韓國職業安全局專門設計了結構分析的軟件 

目的很簡單，讓工人根據現場行架的情況 

他們很快計算出行架所承受的力度  

從而看出行架是否安全 

譬如這裏有不同的支撐即是斜撐的排列 

就會出現不同的力度，即是應用力 

看看行架是否安全 

可以在工地讓工人即時知道 

他們搭的行架是否安全 

譬如這個個案 

不同的高度會有不同的應用力出現 

又或者這個力是上下的，即是垂直的力 

或者是橫向的力，都會出現不同的應用力 

不同的高度都會有不同的應用力 

目的是希望工友很容易透過這個軟件 

就工地行架的情況，分析到結構是否安全 

即是說行架的安全指數是否能承受到 

從而很快檢查到工地行架是否安全 

這個高牆那邊是專門設計給工人使用 

目的就是令工人方便使用，不是很複雜的 

另外都再介紹一下韓國 

關於流動式起重機(Mobile Crane)和 

升降工作台(Elevated Work Platform)的應用和監管 

他們確保載貨和載人是要分開 

譬如這就是 

輪胎式起重機(Vehicle-mounted mobile crane)載貨那種 

就不可以載人 

而下方是升降工作台(Elevated Work Platform)載人的 

即是人和貨需要分開的 



在不同階段都有不同的監管 

譬如先說制造的階段  

他們有一個 KCs 認證，即是安全認證 

譬如電子產品及玩具等都要通過 KCs Mark 

通過安全認證才可以推出市場 

當然升降工作台和流動式起重機 

都需要 KCs 安全認證才可以推出市場 

這個是第一個步驟的監管 

第二個步驟是在使用階段 

當符合後，三年便需要做初步安全檢查 

之後每兩年需要再做檢查 

確保在使用階段是安全的 

另外針對起重機的監管(Crane Control System) 

我們香港都有的 

就是確保吊運負荷是可以承受的 

另外對於機手亦有監管 

不過這個是來年 

2020 年 2 月 1 日就會實施 

對於機手來說都有特別的資格 

和認證都有考牌制度 

接下來介紹的是 

Back-up Fail Safe System 備用故障安全系統 

這個的意思是工人就算真的是遺漏了一個步驟 

都有一個多重安全保護措施 

就不會只一層防線，失誤了就馬上有危險 

像圖片中表示 

看一號工人 

譬如這裡，通常樓邊就會有些圍欄的 

就算圍欄真的不幸破損了 

外面都還有斜栅及保護幕接着人 



簡單地說就是多重防線 

再看這個升降機槽邊 

除了圍欄外還有防墮網 

另外高空工作除了救生繩外，亦有防墮網 

而這個天秤，除了原有的閉路電視裝有感應器外  

下方使用中的機械都裝有感應器 

如果兩部機械太接近的話 

會收到訊息就會停止運作 

簡單地說有多重防線 

剛才所說備用故障安全系統 

在我們參觀的工地都有看到，在此介紹一下 

有兩座大樓 

一座是 69 層高，另一座是 53 層高 

亦都有 8 層商場和 31 層高的酒店 

在這個工地裡，都看到有剛才所說 

Back-up Fail Safe System 備用故障安全系統的措施 

譬如這個鋼屋頂除了剛才所提及的救生繩外 

還有防墮網的 

流動式起重機有很清晰的指示牌 

放置在工地出入口 

變相假如那裡有吊機正在進行吊運 

一看牌就一目了然 

另外在工地裏，全部行人通道是有蓋的 

即是工地內行人路都有蓋 

確保即使有東西掉下都不會令工人受傷 

另外圍板與香港的挺不同 

是特別高的，差不多去到 8、9 米左右 

圍板裡有斜栅及保護幕 

另外剛才都提及，全部孔洞都鋪滿防墜網 

剛才說孔洞，圍欄裡有防墮網 



升降機槽亦一樣，不過這相片比較模糊一些 

這個就是外面的圍欄，內裡還有一個網 

就算工人跨過圍欄，還有一個網可以接着他 

如果不小心墮下去的話 

每三層都會有急救箱 

而那些氣瓶亦有籠儲好及鎖好 

工地整理方面 

物料擺放得比較乾淨整齊 

看這個物料都擺放得整整齊齊 

另外那些流動機械有個物件感應器 

機尾就不會撞到人 

升降工作台有高度的感應器 

意思向上升時，起碼工人不會頭頂撞到上去 

他們亦有監測空氣污染指數及噪音指數 

而且都挺公開的，整個資料牌放在工地外 

工地內亦有，即是公開透明 

可以加強監測 

這個設置了時間監察著工地施工的設備 

因為韓國輸入不少的外籍勞工 

所以特別聘請外國人去訓練外國勞工 

最後介紹剛才余淑華女士有提及的 

Safety Innovation School(體感安全訓練中心) 

體感安全訓練中心有 

模擬一些安全措施的情況 

目的讓工人感受一下一些安全措施的情況 

就像這個穿著安全鞋放腳進去 

當上方有東西墜下來 

有穿安全鞋當然沒有事 

沒有安全鞋就千萬不要試 

另外戴了安全帽 



上方東西掉下來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是說你扣了安全帶 

突然間這個平台一開，那你自由落體  

有安全帶扣着你時是怎樣情況？ 

目的就是讓工人起碼知道害怕 

有安全措施都這樣了 

如果沒有的話，真是不堪設想 

另外亦都有模擬吊運 

吊運來說，你可以鈎中間和鈎旁邊 

這裡會顯示力度給你看 

均勻地做或是不均勻地吊的情況是怎樣的？ 

目的是給工人知道，側一旁去吊時 

力會大了，吊運方面就有危險了 

最後有 VR 模擬工地危險的情況 

讓工人去感受 

好，今天我們的分享就這麼多 

最後要再次感謝香港職安局 

因為他們的安排非常好 

我們才看到韓國的職安健措施  

多謝各位  

多謝觀看 

 


	結構書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