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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成為世界知名的國際城市，擁有一流的基建，

建造業肩負重要角色。特首李家超期望加快造地建屋的速

度，提出「提速、提效、提量」的「三提」目標，但隨着近

年工程量日增、建造成本高昂及技術工人老化，加上個別大

型項目出現連串事故，建造業界面對巨大壓力和挑戰。業界

認為建造業必須跟隨時代趨勢，踐行特區政府2018年推出的

「建造業2.0」計劃，透過創新、專業化及年輕化，才能把握

建造業的未來機遇，並早日實現讓香港人房子住得更寬敞、

住得更好的願景。

社區宜居
比樓宇花哨更重要

◀建築師許允恒感慨，香港近年由
於樓價高企，市場有太多納米樓。

▲香港建造商會主席林健榮（左）
指，「建造業2.0」的目標能提升建
築行業，彌補行業短板。香港建造
業議會前主席、香港建造商會榮譽
監督陳家駒則提及業界人才短缺問
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梓田／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
	

&�
	

之

集思助「三提」(系列完)

全
速
推

全
速
推

建築商開辦課程吸引新血
建築師倡允提早賣樓花 加快流轉周期

建築師許允恒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加快
建屋流程的方法，建議政府允許發展商
提早賣樓花，讓發展商資金加快回籠，
形成加快開發、加快供應的良性循環，
也可收壓抑樓價上升之效。

發展商節省利息 加速新項目
許允恒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中規
定，發展商在項目「打完樁」之後才可
以賣樓，事實上「打完樁」之後還要準
備一段時間才可預售樓花，時間一般長

達18個月至24個月。如果政府可以讓
發展商提前一段時間賣樓，例如提早3
個月至6個月左右，所省去的利息開支
其實相當可觀。
他解釋，假設貸款利息為2厘、以一

個總投資100億元的項目計，發展商每
提早一個月賣樓，利息就能節省千多萬
元，半年甚至可以省去近億元。許允恒
坦言，自己曾經在地產公司工作過，他
所知道的是，發展商起樓所賺的利潤並
不如外界想像般多，平均只有8%至
15%的淨利潤，利息開支在當中佔去數

個百分點，這對於發展商的賣樓收入相
當關鍵，亦很大程度影響發展商定價。
因此，發展商如果能夠提早賣樓、加
快資金回籠，減低利息開支，就有條件
馬上投入下一個項目。當發展商節省了
利息成本，也就有了平價賣樓的條件。
在此良性循環下，發展商也更有誘因加
快建屋速度，如採用組裝合成(MiC)技
術以及機電裝備合成法(MiMEP)，提升
整體建屋效率和質素。在大家都貨如輪
轉下，市場上的單位供應會變相增加，
建築科技的發展也會因而能夠加快。

建造業培養新血刻不容緩，新地旗下新
輝（建築管理）就有專門為大專學生提供的
暑期實習計劃，今年更增添智慧科技和綠色
建築培訓，新一批學員早前畢業，公司並安
排學員參觀其新成立、位於科學園的科研中
心，學習操作「安裝石矢板牆機械人」。
新地執行董事郭基煇表示，新輝多年來

都有開辦暑期實習課程，為青年人提供實
習機會。而自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青
年就業困難，新輝為此加大了實習生名
額，前年至今年共培訓227名學員，今年
則共錄取了82名學員。學員經過數月培
訓後，當中超過九成已表示有興趣於畢業
後加入新輝，公司會積極考慮優先聘請當

中合適的畢業生。

BIM實戰最受歡迎
他指，為期一星期的建築信息模型

（BIM）課程是今年最受學員歡迎的環節
之一，學員可從中學到全面的BIM知
識，包括如何於實戰情況下運用這技術，
例如將無人機收集的數據上載至BIM模
型， 以及體驗如何在虛擬實境（ Virtual
reality） 「看到」BIM模型。
郭基煇說，隨着越來越多新科技融入建

築行業，希望學員在學習基本建築知識的同
時，更可接觸最新的科技，提高他們未來的
競爭力，配合香港積極發展創科的方向。

◆新輝安排學員參觀其位於科學園的科研中心，學
員更有機會親身學習操作「安裝石矢板牆機械人」。

��
�

近年工程為何多延誤？
香港近年房屋供應緊張，工程延誤嚴重是其中一個

原因。至於導致工程延誤的原因，也有多個方面。其一是
疫情影響。新冠疫情自2020年起在本港爆發，全港工地因爆疫經歷了多
次停工。每當工地有感染個案，根據防疫條例須即時停工14日進行消
毒。同時，內地過去兩年的「封控」措施亦導致建築物料未能按時運

港。工地由於缺乏建築物料被迫停工。
其次，建造業人手短缺。業內不單地盤工人短缺，建築師、工

程師也短缺。工程項目在審批工程時，在建築師、工程師
大量流失的情況下，缺乏人手審批圖則，大量工程圖則

積壓在建築師手中。經過多個月的「追圖」程
序，勉強才有初步圖則到工地管理人員手

中，此時工程已經延誤了二三個月。
第三是本港近年受惡劣天氣影

響的天數增加，對工程的進
度也產生較大影響。

正職為建築師的許允恒曾出書，筆名「建築
遊人」，著有《築覺》系列，介紹世界不同城市
的建築，系列今年來到第十年，新鮮出爐《築覺
VI—築遊香港》，以香港、九龍、新界三大範
圍向讀者介紹特色建築。他感慨香港近年由於
樓價高企，市場充斥着百多呎的納米樓，而他
自己也曾參與過納米樓的興建，「建築師變成
一項純粹維生的工作」，難言樂趣及成就感，認
為城市建設必須要合理規劃，讓人宜居。

屋苑不准踩單車 浪費空間
許允恒指，現在的私樓建得美輪美奐，但
「睇得唔用得」。他住在日出康城，樓下雖

然有很多設施，但要做一些看似簡單的
活動也受到很大限制，如他帶女兒落
樓踩單車，剛把單車推出門口，女兒便

受到保安斥責，原因是樓下的空間不容許
居民踩單車，女兒失去童年樂趣之餘，
亦反映香港在空間規劃上的浪費。
作為一名「建築遊人」，許允恒
以獨特的眼光發掘本港的特色建
築，他認為能兼顧功能與美學
的，不一定是中環金鐘的一線建
築，三四線建築都有，例如
高山劇場、宣道小學
等。他饒有興趣地
介紹啟業邨停
車 場 上

的有蓋運動場：「由一對本地夫婦設計師操
刀，不止有籃球場，更設特色投籃區、羽
毛球場、三人足球場。球場自活化以來成
為不少人打卡的熱點，使用量增加了五
成，更吸引了廣告商在籃球場內拍攝，
例如八達通以及麥當勞廣告等。」
許允恒認為，要打造一個有特色、

宜居的社區，類似啟業邨有蓋運動場
的設計模式，應該在各區以常態化
發展或者活化，並引入多用途模
式，例如一個場地，可同時兼
容多項運動進行，也可以進
行社區活動或者交流活
動，增加社區的凝聚力
及每個人的交流，而不
是把場地丟空，變
成一處只能用來
晾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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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商會主席林健榮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過去十
年裏，本地建築行業應用新科技並不普及，加上行業一直面對如

工程項目的複雜性高、成本高、生產力低及人力資源缺口大等幾大問題，所
以工程不論是質量或工期都跟不上。2018年發展局聯同香港建造業議會帶領
行業推行「建造業2.0」，正正就是為了提升建築行業，包括以數碼化配合
行業發展，彌補行業短板。

推行數年 成效獲業界肯定
「建造業2.0」涵蓋了三大方面：創新科技、專業化及年輕化。林健榮認
為，這幾方面剛好就是整個建築業的未來方向，商會十分鼓勵承建商朝着這
個方向行動，目前進展亦相當不俗。在「建造業2.0」推出這幾年來，業界
體驗到很多不同的科技應用的好處，無論是生產力、質量、工地安全以及環
境優化方面都有很大提升，在近年較為明顯的例子就是組裝合成建築法
（MiC）及建築信息模型（BIM）的應用。
其中MiC已有超過60多個項目在進行中，它的優點包括快捷、便
宜、有質素、更環保。而BIM的推出則對承建商的策劃、工程的施工過
程有最直接的幫助，例如可以利用模擬信息預先對機電、喉管、石屎等
的工程及布局有更全面的認知，避免工程之間出現互相衝撞的情況，更
可以用電腦預先演示建築的效果，提升行業生產力及準確性。
林健榮指，以數字來看，MiC技術可以節省20%的興建時間，BIM則未有
足夠的大數據去量度，未來希望用更多時間搜集更多數據以觀察成效。但他
提到，提升建築科技，並非單靠承建商或者單一持份者就可以「單打獨鬥」
做得到，要靠政府提供業界更多資助去進行，政府過去有推出建造業創科基金
(CITF)作鼓勵，但他認為政府仍有很大空間加強建築創科的推展力度。

冀開通以BIM「入則」加速建屋
同時，他指目前仍未能預見政府何時有時間表或者何時接受以BIM「入

則」，如能在「入則」過程中就能作出規範，整個行業的創新及發展就能夠
加速，這不止是承建商問題，也牽涉不少顧問公司以及中小企。
他也建議，政府應該以身作則，帶頭行動，一旦政府步伐加快，私人公司

為了生意考慮也會跟隨，久而久之就會有效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政府作為
業界的火車頭，需要「更大膽」去推動，而支援方面也很重要，例如BIM或
者人工智能的應用，都需要一個共享平台，去推動及讓中小企使用。

人手短缺難解決 需增科技應用
至於業界普遍反映的人才短缺問題，香港建造業議會前主席、香港建造商
會榮譽監督陳家駒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坦言，這是業界要接受的一個事實，將
來必然不會有很多新人入行，因此業界要珍惜及利用現在這群建造業工人，
提升他們的技術，令他們掌握更多新科技。過去幾年香港建造業議會旗下的
香港建造學院重點工作之一，就是提升下一代建築工人的知識水平以及學術
水平，「除了搬搬抬抬之外，還要懂得如何利用科技去優化建築工序。」
陳家駒指，現在有建造業課程已經引入了資歷架構，有些年輕人讀書成績

不好，想早點出來社會工作，假設一個年輕人中三、中四就輟學，然後修讀
建造業相關課程，畢業出來就相等於一個「中工」，而中工到大工之間的
時間，亦會有一個學徒計劃及配套，之後學員可以再按照工作需要進
修，當去到「資歷級別 4 」就可以擔任管理工作。
陳家駒再補充，有些大專或者大學的銜接學位課程，將來亦會承
認這些「資歷級別 4 」課程畢業生作為入學條件，因此地盤工友亦
可以透過個人努力進入大學，並在行業展開更高層次的發展，而整
個建造業的素質亦可以提升，同時又可以提高年輕人入行的興趣。

建造業落實「建造業2.0」策略目標
創新

‧組裝合成建築法 / 可供製造及裝配的設計：制定指標及量度利用相關技
術所完成的樓面面積。

‧創新的採購及合約模式：制定指標及量度採用相關採購及合約模式的項目 /
合約數量。

‧採用建築信息模型技術：提升未來數年建築信息模擬技術的使用率。
‧生產力：建立指數來量度業界不同範疇的生產力。
‧可建性：提升未來數年建築評估制度（BES）的使用率。

專業化
‧專業發展：為專業人員提供領導才能，項目管理，技術培訓和發展計劃的參與程

度制定指標。
‧工人培訓：為有經驗和新入職工人在某些優先領域的培訓時間制定指標，以及定期

評估培訓計劃的數量是否充足。
‧安全表現：為業界制定更嚴格的安全指標。
‧分包商管理：增加分包商的註冊比例，提升專業水平。
‧工人月薪制：增加月薪制工人比例，提供穩定的聘用環境，提升工人的專業形象。

年輕化
‧年輕人才：制定年輕人加入和留在業界人數的目標。
‧培育年輕人才：制定導師計劃和相關培訓課程數量的目標。
‧行業形象：定期進行調查，量度大眾對建造業的形象。
‧技術工人：在指定的時間內降低技術工人的年齡中位數。
‧社區和康樂活動：制定社區和康樂活動數目和參與程度的指標。
‧行業靈活性：減少不需要的規範，與國際做法接軌。

資料來源：特區政府《建造業2.0》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