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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涉人為疏忽 或安裝焊接不當
職安專家推斷安達臣道天秤倒塌事故兩大可能成因

其他國家或地區職安健罰款
（折合成港幣）

國家或地區 僱主「一般責任」 監禁
最高罰款額

澳洲 約2,200萬元 5年

新西蘭 約1,600萬元 5年

加拿大 約900萬元 1年安大略省

新加坡 約300萬元 兩年

美國 約100萬元 1年

香港 2,000元 3個月
至50萬元 至12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觀塘秀茂坪安達
臣道發生嚴重工業意外震驚各界，在要求特區政
府追究責任的同時，民建聯和工聯會均要求特區
政府展開全港性工業安全巡查工作，找出有潛在
風險的工地，及要求管理人員糾正問題，以保障
工友安全。
立法會議員顏汶羽、李世榮，觀塘區議員許有
為和林瑋昨日發表聲明，表示對是次事故感到非
常痛心，對遇難者及其家人表達最深切慰問，並
促請特區政府調查及公布事故原因，又建議政府
推行「全港工地安全大巡查行動」，徹底找出有
潛在風險的工地，防止悲劇再次發生。

倡加快「智慧地盤」發展步伐
顏汶羽又建議加快「智慧地盤」的發展步伐，資
助更多地盤引入智慧工具，監測高風險工序有否
足夠裝備、支援或違規情況，好讓管理人員可及
時察覺及糾正問題，防止悲劇發生，真正提升職
安水平。

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吳秋北表示是次意外
令人痛心，希望特區政府檢討工地安全相關問
題，展開全港性工業安全巡查工作，找出安全黑
點，防範同類事故再次發生。工聯會理事長、立
法會議員黃國促請政府作出改善，又希望正在立
法會審議的職安健條例修訂草案可盡快通過，以
加強對工友的保障。
立法會議員郭偉强昨日聯同建造業總工會代表

到場了解。他指出，天秤倒塌事故雖然非常少
見，但一宗也嫌多。他促請特區政府責成勞工處
調查成因，調查天秤設計有無問題，和事件是否
涉及人為疏忽。
建造業總工會對意外深表遺憾，認為調查方向
可從起重機檢驗是否依足程序進行檢驗工作，及
調查在完成負荷試驗後，檢驗人員有否再次檢驗
起重機是否因試驗而導致損壞等情況。
工聯職安健協會表示，將盡力為有需要的工友
及家屬提供支援協助及情緒輔導，並強烈要求勞
工處盡快展開深入意外調查。

安達臣道的巨型天秤倒塌事故敲起工業意外的警號，有職業

安全專家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現場照片

判斷，倒塌的天秤斷裂處位於基座焊接位置，推算事故兩大

可能成因：天秤安裝或焊接不當，以及負責檢驗測試的工程師

可能有人為疏忽。然而，目前法例只對檢驗員明知而虛報的罪

行，規定其要負上刑責，但對人為疏忽，極其量是「釘牌」處

理。多名建造業人士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疫情嚴峻期

間，人手及建材供應受阻，導致多個地盤停工，故

甫獲准復工不少地盤都「追落後」，令意外

頻生（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民記工聯促全港工業安全巡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香港最近20年整體
工業意外率一度明顯下降，但近年隨着疫情爆發，
建造業工業意外率趨升，2021年致命意外個案更達
25宗，是2018年以來最多。若證實僱主要為意外
負上部分責任，法庭可根據現行《職業安全及健康
條例》，對僱主作出最高50萬元的罰款，以及監
禁3個月至12個月。該條例沿用25年已落後，罰
則遠遠低於其他發達地區的規定，法庭判決時也輕
手，故2020年至今，建造業與致命意外有關的定
罪傳票，平均罰款僅20,974元。工作場所職業健康
及安全管理人員工會理事李光昇博士表示：「唔通
一條人命淨係值兩萬蚊？希望政府及早修訂提高罰
則的同時，也要提高量刑標準。」
香港的工業意外一度獲改善，對上一次天秤倒

塌嚴重意外是2007年7月銅鑼灣舊三越百貨公司
地盤，天秤倒塌釀成兩死5傷。然而，《職業安
全及健康條例》罰款及量刑標準偏低，根據勞工
處統計數字，由2020年1月至今年3月為止，勞
工處合共發出4,408張已定罪的職安健傳票，罰款
金額合共為3,444萬元，平均每張傳票罰款為
7,813元。若只計及致命意外，由2020年1月至今
年3月所有行業的致命意外，定罪職安健傳票數
字為296張，平均每張罰款金額為22,928元，若
單計建造業與致命意外有關的定罪傳票，每張傳
票罰款進一步下降至20,974元。

最高罰50萬 20多年來未改
李光昇表示，現行條例罰則及量刑標準過低，

不足以對僱主起阻嚇作用，「目前條例中，最高
罰款50萬元、最長監禁12個月的標準，是自1997
年至今20多年以來都未有更改。」
曾出庭擔任工傷證人的李光昇指出，法庭的量

刑通常參考過往個案判決，「上一單意外罰兩萬
（元），今次罰多少少兩萬二（元），這樣量刑
如何起到阻嚇力？」他建議，在提高量刑的基礎
上，罰則量刑應具體化，「死亡罰幾多？重傷罰
幾多？管理疏忽罰幾多？培訓不足罰幾多？諸如
此類亦應當清楚列明。」
特區政府5月份於立法會首讀《2022年職業安
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擬加重
罔顧後果並導致工人死亡或重傷的僱主違例罰
則，包括修訂《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職業
安全及健康條例》以及附屬法例。法案建議涉及
極嚴重職安健違法行為，可交由較高級別法院審

理，最高罰款額增至1,000萬元，最高監禁兩年。
李光昇指出，香港現有法例工傷官司被告為僱

主、即公司，而並非像內地有法人代表需要承擔責
任，因此大判、二判各判頭間亦會相互卸責，「香
港法例只指出由公司負責人承擔罰則，咁究竟誰是
公司負責人？存在很大爭議。而在英國工傷案件，
公司負責人指定是公司董事，若發生工業意外死亡
個案，董事最高可被判定誤殺罪行。」
勞工處現時在嚴重工業意外發生後，對僱主蒐

證時間有限，未必能將他們繩之以法。因此，工
聯職安健協會建議修訂《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
管理）規例》內有關「安全委員會」組成，要求
公司委任董事擔任安全委員會主席，並簽署文件
確認相關工序及設施合乎安全法規，如有失實須
負上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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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現時香港工傷案件
對死傷者的賠償分為法定賠償及民事索償兩部
分。法定賠償包括工傷病假及永久喪失工作能力
或死亡的賠償，相關程序和金額等均按照《僱員
補償條例》執行，通常不會出現很大爭拗，然而
民事索償部分就會因為傷勢判定、法庭排期，以
及僱主拖延等各種因素而費時多年，令傷者或死
者家屬通常要面對極大的心理負擔。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僱員因工傷無法工

作期間，僱主須按時根據僱員八成月薪出糧。
首次申請工傷病假最長可達24個月，其後可申
請一次為期12個月的延期，具體可申請病假時
長則由醫生判定。對永久喪失工作能力及死亡
個案的賠償，法例會參照僱員受傷時不同年齡
釐定相應賠償金額，其中死亡個案最高賠償
額，若僱員為40歲以下，一般補償金額為84
個月的收入或473,610元，兩者以較高的金額

為準。
工作場所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人員工會理事李

光昇指出，法定賠償由勞工處判定，通常根據程
序進行都較為順利，然而民事索償方面通常需時5
年，傷者或死者家屬才獲得賠償，「有些個案七
八年都未搞掂。」
即使順利開庭，原告與被告的「拉鋸戰」亦會

令官司一拖再拖。李光昇表示，通常被告、即僱
主會想方設法證明自己有盡到僱主責任，令聆訊
進度十分緩慢。由於一旦判決，僱主須代保險公
司墊支賠償，一些實力不足的承辦商資金難以周
轉，或會與二判甚至三判等相互卸責。

倡特設工傷法庭加快處理
李光昇建議法庭優先處理工傷個案，甚至特設

工傷法庭，以加快個案處理進度，「但更重要的
仍是加重對僱主的罰則，以起到警示作用。」

民事索償耗時多年 傷者心理負擔大

◆◆工人疏散至地盤外工人疏散至地盤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本來焊接地方，由兩條目測4毫米至
6毫米線焊連接，俗稱「面火」，即
表面見到地方燒焊，並非在4邊都有
焊接，俗稱「底火」，「底火」是
指地面往上看才看到的燒焊位置。

專家意見：焊口應用10毫米至
12毫米，4毫米至6毫米太單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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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秤壓毀多個貨櫃辦公室，天秤亦告嚴重扭
曲變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作場所職業健
康及安全管理

人員工會理事李光昇博士昨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根據意外現場

的照片判斷，肇事天秤基座焊口位目測約5毫
米、有兩條焊線，但正常焊口是10毫米、4條焊線，

「關鍵係呢個係天秤製造商工程師的設計？抑或是工人未按規定
去焊接？如果設計係咁，工人按圖紙操作，工人無問題。但若果製造商
安裝圖紙規定焊口為10毫米、4條焊線，安裝工人卻偷工減料，採用5
毫米焊口及兩條焊線，則屬於安裝程序問題。」
他指出，現時香港地盤使用的天秤部分為承建商租用，部分為承建商
自己擁有，不同的類別則涉及不同的安裝人士。在租用天秤時，安裝由
天秤公司負責，購買天秤時，安裝則由承建商工人負責，因此承建商在
安裝問題上需要承擔多少責任，需要釐清此問題。

專家：檢測工程師難辭其咎
李光昇認為，這次事故反映出檢測環節漏洞，檢測工程師難辭其咎。
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起重機械及起重裝置）規例》，每部天秤進行
吊運前，須由一名「合資格檢驗員」（通常是註冊專業工程師）進行嚴
格的測試與檢驗程序，均須以超越安全操作負荷最少25%進行測試，
「假設一部天秤設計負重為100噸，檢測時如果能吊起125噸，且在升
降、旋轉等各測試中都沒有問題，且測試後檢查天秤各固定位置均無異
常，才能證實其安全，及簽發證書。」
他補充，工程師的檢測每年須進行一次，而地盤每周都會要求合資格
人士檢查使用程序安全等。
然而，據現場消息指，涉事天秤事發時無負重、即空載的情況下倒
塌，因此他懷疑基座焊接處之前可能已出現裂痕，「並非今（昨）日突
然出現意外，這種情況下負責檢測的工程師更加難辭其咎。」
李光昇直言，目前法例罰則未能起到對工程師工作疏忽的警示作用。
根據法例，任何合資格檢驗員，如向擁有人交付他明知有任何要項屬虛
假的證明書，或作出他明知有任何要項屬虛假的報告，即屬犯罪，一經
定罪，可處罰款20萬元及監禁12個月。「除非該工程師偽造報告、證
書等文件，才可定罪，而工程師註冊局最多也只是除牌。」

倡工程師檢測時全程錄影
工程師在檢測天秤等機械時是否存在疏忽或失誤目前很難證
明，李光昇建議特區政府規定承辦商須在工程師檢測時全程錄
影，在收集證據的同時也起到監管作用，「全部錄低，係咪失
誤、疏忽就無得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另一接駁位，同樣整個鬆脫。

專家意見：工程師應另加螺絲穿
過鎖定，形成第二道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