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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孫君犖文 匯 要 聞

舊樓日久失修已成為「都市炸彈」，

前日旺角有大廈石屎砸中巴士車頂，當

晚灣仔駱克道鬧市亦發生塌石屎事件，

而上月兩度出現石屎剝落的旺角寶安大

廈昨日再有鋁窗飛脫墜下，碎片濺傷一

名男途人，是香港兩日內第三宗大廈組

件剝落事件。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局長

甯漢豪透露，初步已識別全港900棟既

未有委聘驗樓人員，亦未曾遵辦驗樓令

的大廈，並警告若有關的業主「冥頑不

靈」，屋宇署將於今年底進行檢控。該

署稍後亦會對有關大廈進行風險評估，

以及考慮介入維修，再向業主追討相關

費用。

接令驗樓零進度 900棟年底挨告
屋署將評估風險 研介入維修再向業主追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健怡、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天氣太熱唔喜歡玩鐵
製的滑梯，坐上去熱辣辣，好似煎牛扒咁。」這是民建
聯執委會委員李家良的8歲女兒Abby對香港公共兒童遊
樂設施的評價。民建聯昨日公布的一項研究結果發現，
香港公共兒童遊樂設施千篇一律，部分設施年久失修、
遊樂空間定義狹窄、各區遊樂空間不均、設計標誌陳舊
等，以致遊樂空間未能善用。他們建議政府在十八區推
動「好玩社區」項目，匯集相關的持份者（包括學校、
NGO、遊樂設施的業界等）集思廣益，思考如何改造
軟硬件，提供資源讓政府和民間團體共同策劃遊樂空間
及設施的「遊戲策略」，訂立「好玩社區」約章，讓香
港成為「好玩城市」。

公眾參與建設 推開放式管理
民建聯指出，不少研究顯示遊戲與學習相輔相成，對兒
童整體身心發展影響深遠。但民建聯昨日公布有關香港兒
童遊樂設施的研究就發現，過去香港社會普遍注重讀書考
試和競爭，忽視兒童遊戲的重要性，政府在規劃遊樂設施
時，側重安全管理而採用組合式設計，雖然易於維修管
理，但設計往往千篇一律，難以吸引較年長的兒童遊玩，
因此不少家長寧願付費帶子女到私營遊樂場消遣。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形容，「康文署公園個個都

一樣，已經無乜人會去，小朋友已經玩到唔想玩。」加
上不少公共遊樂場設施若出現損毀，康文署立即進行圍
封，維修動輒禁用數月至半年，「爛咗兩個窿，起碼要
等一年先整返好。」不少基層兒童都失去玩樂場地。他
認為日後的公園，不論在設計、管理上不應交由康文署
負責，建議讓公眾參與建設，並進行開放式管理，碰撞
出新的思路。
同時，目前許多新落成的遊戲設施根據兒童的能力設

計，然而康文署轄下的兒童遊樂場，對象涵蓋兩歲至12
歲，意味兩歲以下的幼兒和12歲以上青少年的玩樂需
求被忽略，且各區遊樂設施分布不均。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林琳指出，目前，全港十八區公共

遊樂場分布和區內兒童人均遊樂場面積不均，比例最高
是中西區，平均0.55平方米，最低為0.22平方米的沙
田，「中產家庭有能力帶兒童到質素較好的付費室內遊
樂場，但基層家庭只能『硬食』乏味設施。」

審視標準落伍 管理未與時並進
民建聯認為，不少設計團隊的新穎、富創意的設計最

終無法落實，原因是管理遊樂場的部門仍沿用舊有的標
準審視新的設計，業界往往要花費時間解釋，增加了與
政府的溝通成本。即使新穎遊樂設施最後落實，但其後

出現損耗，卻會用最傳統和恒常的遊樂設施替代，反映
政府的管理方式未能與時並進。
民建聯建議逐步在全港十八區推動「好玩社區」項

目，完善地區治理方案強化政府在地區管理的統籌力
度，建議民政專員和地區部門一同策劃當區的遊樂空間
政策；透過加強地區參與，把遊戲和創意結合，每年舉
辦工作坊、比賽、會議，邀請不同專業和學科的人共同
推出「好玩城市」、「好玩社區」的項目，並建議政府
在全港圖書館推動「閱讀與遊戲融合」的項目，讓兒童
開心自由地在圖書館玩遊戲和閱讀。

近期樓宇冧石屎事件簿
時間 地點 情況

◆8月8日 旺角彌敦道603號 有外牆石屎從高處墜下，
新興大廈 砸中一輛九巴車頂

◆8月8日 灣仔駱克道397號 簷篷底一幅石屎剝落
金禧大廈 墜落一間餐廳門外行人路

◆8月6日 西營盤東邊街1D號 簷篷石屎剝落墜落行人路
德東樓

◆8月4日 紅磡民樂街18號 約15厘米乘10厘米石屎
凱旋工商中心三期 剝落，一名途人輕傷

◆7月30日 葵涌華星街8號至 有外牆石屎從高處墜下，
10號華達工業中心 一輛貨車損毀

◆7月29日 旺角彌敦道607號 騎樓簷篷約1呎乘約半呎
新興大廈 石屎剝落

◆7月29日 廟街119號 約2吋乘2吋乘4吋石屎
剝落，私家車損毀

◆7月19日 筲箕灣道33號至 行人路上方二樓底部
35號麗灣大廈 約600毫米乘600毫米石屎

批盪剝落，擊傷男途人頭部

◆7月10日 旺角塘尾道66號至 向塘尾道外牆有部分飾面
68號福強工業大廈 及批盪剝落，擊中一輛

私家車

◆7月5日 旺角道30號至36號 16樓一單位外牆有批盪剝落
寶安大廈

◆7月2日 旺角道30號至36號 16樓外牆有簷篷墜下，
寶安大廈 伸建物有鬆脫情況

◆4月2日 葵涌永基路35號 9樓面向永孝街的外牆
一棟倉庫大廈 有部分飾面及批盪剝落，

一對父女路過被擊中受傷

細路嫌遊樂場舊夾悶 民記倡建「好玩社區」

◆民建聯倡議改造全港遊戲空間，建立「好玩城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吳健怡）香港建築業界近年面
對不少瓶頸，包括人手短缺、大量樓宇老齡化等。建造
業議會昨日舉辦中國建築科技發展與香港建造業未來論
壇，聚集兩地專家學者集思廣益，助香港建築業提量、
提速、提效、提質，其中有學者提出透過人工智能「計
算」方式，提高效率；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引用內地
經驗，建議採用「組裝合成」減省人力。發展局局長甯
漢豪強調，創新是建造業的關鍵，會持續鼓勵業界使用
創新方法，不排除強制推行。
勞動力短缺一直是香港各行各業面臨的挑戰，人工智

能作為新一代資訊技術，解決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在昨
日論壇演講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國
家數字建造技術創新中心首席科學家丁烈雲認為，人工
智能正在深入改變各行各業，從產品設計、生產方式、
建築產品三個方面促進建築業深刻變革。在生產方式方
面，他形容，「像造汽車一樣造房子」將成為可能，善
用建築機械人在不確定性條件下，進行智能演算，在建
築產品形態方面，研發用戶行為識別、理解與需求預測
等技術。

「組裝合成」人力減半省時六成
建造業議會主席何安誠特別點出，北京亦莊藍領公寓

在使用「組裝合成」後，人力需求大減五成，施工時間
縮短六成等，以及順德大橋塔身的各部分都是在工廠內
建造完成，因此只需要3名工作人員在現場進行高空作
業，主要技術人員只需在控制中心監控及指導項目施
工，這些項目技術值得香港業界學習。
自香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以來，他多次率領香港業

界的代表團到內地參觀不同創新建築項目，他形容「組
裝合成」勢必成為業內焦點，本地企業亦朝着「Mi無
極限」目標推進，除了積極採用「組裝合成」外，更在
本地設立生產線。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提出建造業的發展重點，他

認為必須將這些核心價值融入本地的項目建設中，特別
是「北部都會區」、交椅洲人工島、機場城市等，相信
內地不同的科技公司，將可為香港業界提升兩三成的效
率及生產力。

政府願牽頭 工務工程先行先試
在本港未來整體的工程量方面，甯漢豪預計會增至每

年3,000億元水平，面對龐大的工程量，使建築業面臨
挑戰，而創新是業界的出路，政府提倡組裝合成，機電
裝備合成等高效建築等合成，以提升工地的生產力，達
到工人少、速度快、節約成本等效果，以及採用嶄新物
料，如強度高、體積小、重量輕的S690高強鋼。
她強調，特區政府會以創新思維，願意擔當牽頭羊及

馬前兵的角色，在工務工程先行先試，採用新物料、新
建造方法及新技術，為成功案例制定通用標準及規範，
讓業界及審批機構參考。
甯漢豪表示，發展局已於今年4月成立專責小組督導

研發政策，建造業亦肩負使命——研究中的「建築研發
及測試中心」，除吸引全球人才及投資外，亦能夠為國
家的建造及有關產品標準與國際市場接軌，幫助打入國
際市場，並為國家與國際間建造標準進行對接互認工
作。

續鼓勵建造業創新 發展局：或強制推行

◆中國建築科技發展與香港建造業的未來論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攝

香港連續第二日有未遵辦驗樓令的大廈出
現石屎剝落或建築物組件飛脫的事故，

外牆先後兩次石屎剝落的旺角新興大廈前日有
石屎墜落，砸穿停泊在樓下巴士站的巴士車
頂。上月在4天內兩度冧石屎、有57年樓齡的
旺角道寶安大廈昨日再發生鋁窗墜街意外。一
扇3呎乘2呎半的鋁窗從該大廈8樓墜下，直
墜通菜街後巷，鋁框應聲爆裂，玻璃碎散一
地。其間，一名在附近店舖工作的27歲姓林
男子途經上址，被玻璃碎擊中右手手臂。救護
員到場替傷者包紮，再將其送往廣華醫院救
治。警員圍封現場並登樓視察。

復修嘆慢板 寶安廈兩冧石屎
旺角道寶安大廈上月發生兩次冧石屎意外，
7月2日16樓外牆曾有部分簷篷石屎墜下，擊
穿途經的車輛貨斗，車上司機受輕傷送院。至
7月5日，上址再度冧石屎，幸無人受傷。屋
宇署事後安排政府承建商於外牆安裝棚架及防
護網，並表示不排除同一單位外牆批盪因首次
簷篷下墜時出現微裂痕，其後再因大雨及高溫
天氣影響，導致出現剝落情況。
屋宇署早在2014年就樓宇的公用部分，向寶
安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發出強制驗樓法定通知，法
團其後參加市區重建局的樓宇復修資助計劃，市
建局在2021年3月批准有關資助申請，惟大廈收
標後受疫情影響，無法召開業主立案法團，故在
市建局批准下，拖至去年9月才揀選工程顧問，
法團委聘的註冊檢驗人員於今年3月向屋宇署提
交檢驗報告，建議需進行修葺工程，現時顧問公
司正準備有關修葺工程的招標文件，並預計於7
月下旬與法團商討承建商招標事宜。
甯漢豪昨日在出席一個建造業論壇後提醒樓
宇維修承建商，要確保施工質素，另一持份者
是驗樓人員，業主可以在屋宇署網站的註冊驗
樓人員清單，物色合資格的驗樓人員。「樓宇
維修方面，政府與不同持份者合作，業主必定
負上責任，需要有意識維修好本身物業，政府
會做好把關工作及法例執管，並提出行政措
施，研究如何協助業主。」

若屢勸不改 或提早檢控
接連有樓宇日久失修險傷及途人，甯漢豪表
示，全港有數千幢舊樓未遵辦驗樓令，大部分
已陸續開展驗樓工程，但其中900幢連驗樓員
都未委聘，屋宇署稍後會進駐作風險評估，以
及考慮提早介入維修，再追收費用。「如果他
們跟進維修工程，速度不理想，或未有具體計
劃，屋宇署會在年底考慮進行檢控。」
被問及政府不即時檢控的原因，她解釋：
「是希望有數個月時間，讓有關業主跟進他們
維修工夫。當然如果有些情況，業主冥頑不
靈，或屢勸下未曾做有關工夫，真的有很大風
險，屋宇署不會等到年底才做檢控工作。」
甯漢豪形容，近期的事件是對社會的警醒，
確實有許多樓宇受疫情影響拖慢維修，加上天
氣令情況惡化，呼籲業主盡快處理問題，因為
無論室內室外位置樓宇失修，一旦有石屎墜
下，業主除了需負上民事責任，亦可能要負上
建築物條例以外的刑事責任。
未來，發展局會與市建局及屋宇署合作，檢視
有什麼方法可加快市建局審批樓宇更新的資助及
協助業主招標，同時會與不同學會保持溝通，協
助進行公眾教育，以及對目標樓宇的風險檢視。

◆甯漢豪提醒
業主，若屢勸
不改，或提早
檢控。
香港文匯報
記者涂穴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