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匯要聞
20232023年年1111月月1717日日（（星期五星期五））

2023年11月17日（星期五）

2023年11月17日（星期五）

A6 ◆責任編輯：陳啟恒

工聯倡重新審視工業安全指引
參考內地工程質量安全終身責任制 源頭減少意外

香港的職安健等相關條例於今年4月通過後，罰則大幅提

升以加強對僱主的阻嚇作用，但修例後發生的工業意外不跌

反升。香港建造業總工會表示，修例至今共發生37宗嚴重工

業意外，造成16死26傷，每月平均傷亡人數高於修例前（1

月至4月）的5.5人，反映加重罰則的作用有限。就此，工聯

職安健協會聯同建造業總工會昨日約見發展局局長甯漢豪，

促請改善地盤安全管理，包括要求勞工處重新審視《工廠及

工業經營條例》附屬條例及其安全指引，並且參考內地的工

程質量安全終身責任制，在施工時已引入安全概念，包括項

目日後的維修安全，而相關人等的法律責任終身有效，冀從

源頭減少意外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工聯職安健協會副主席葉偉明、工聯職安健協會顧問及立法會議員
郭偉强等昨日聯同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約見甯漢豪。

黃平於同日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今年初至今最少發生57宗嚴重工
業意外，新修訂的《職安健條例》等於今年4月下旬實施，整體提高違
反相關罪行的最高罰則，原意是希望利用具阻嚇性罰則，減少工業意
外發生。然而，由5月至今香港整體工業意外不跌反升。
他說，在修例後，全港發生37宗嚴重工業意外，造成16死26傷，高

於修例前、即今年首4個月的22人傷亡，反映提高罰則未能收到預期
效果，工業意外並沒有減少。
本身從事前線搭棚工作的港九搭棚同敬工會理事長何炳德直言，加
大罰則後，有些工地增加了不少「喊口號」及派發宣傳單張的活動，
惟未見有實際行動，所有工作與之前一樣。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李光昇指出，高空工作造成的工業意外一直以

來佔高比例，今年超過一半工業意外與其相關，但至今香港仍未有一本正式
的高空工作安全指引，教導工友該注意的事項，他建議政府進一步改善。

建議引英例監管施工設計與管理
李光昇建議香港引入英國的施工設計與管理法例（CDM），即在施
工設計及規劃階段時，已考慮到施工期間及以後維修時的安全問題，
相關人等有法律責任，確保設計的工序符合安全要求，若設計工序出
錯，工友發生意外可以採取法律行動控告相關人等，從源頭堵截問
題，減少意外發生。
他指出，有關法例在英國運行多年，數據顯示傷亡事故明顯減少，
例如，應在設計時考慮能否避免工友在高空工作，若需要高空工作時
應該設計安全的平台，避免工友高空跌下，若難以建造平台，應最後
才考慮安全網、安全帶。
何炳德舉例說，香港在進行冷氣機維修時，工友需要攀爬至窗外置
換零件，令墮地意外頻生，若引入有關法例，一旦發生工業意外，除
了樓宇，冷氣機設計者亦要負責，「設計時有否考慮到冷氣機要這樣
維修？會不會令維修工出現意外。」
他指出，內地有部分城市也推行了類似的工程質量安全終身責任
制，誰設計便要誰負責，若出現意外或要負刑事責任，例如坐牢，
「從源頭上做好，設計時就要考慮安全因素，是一個可以借鑒的制
度。」
黃平強調，近期所發生的工業意外，已經不是個別個案，工業意外

不斷重複發生，現時的安全管理制度明顯已經響起警號，業界持份者
有必要作反思及檢討，勞工處亦要切實加強實地巡查，包括派出專業
人員檢查工作場所內的專業器械，防止文件內容與事實不符等意外發
生，以及強制實施《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

職安健修例後發生的嚴重工業意外
日期

5月16日

8月19日

8月24日

9月21日

9月24日

10月10日

10月31日

11月10日

11月11日

11月12日

註：自4月底修例後，香港最少發生 37宗嚴重工

業意外。只列部分

資料來源：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事件

中九龍幹線地盤男工
於地底遭鏟車撞斃

元朗田寮村男工遭塌牆壓

九肚山工人1.5米高木梯
墜下

元朗洪水橋房協地盤貨車
司機被石屎擊中

圓方工地兩工人整夜困管
道捱沼氣

油麻地工人從4米高棚架
墜下

吊臂疑「甩鈎」兩噸鋼筋
砸中司機

葵涌拆屋塌石屎壓中工人

中九龍幹線地盤吊臂車纜
索疑斷裂墜鐵支

修剪林木外判工10米高墮
地

傷亡

1人死亡

1人死亡

1人死亡

1人死亡

2人死亡

1人死亡

1人死亡

1人死亡

4人受傷

1人受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特區政府未
來一年將檢討《建築物條例》，檢視有工業
安全問題的註冊承建商續牌制度，並檢討紀
律處分罰則。勞聯立法會議員周小松昨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樂見政府將工務工程招
標、與承建商技術和安全情況掛鈎，至於承
接私人工程的承建商，則必須靠續牌程序加
強阻嚇力，建議政府高調進行聯合行動，高
姿態巡查，提高業界警覺性。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日前於立法會上

表示，為賦權屋宇署更有效執法以加強保障
建築工程安全，政府將檢討《建築物條
例》，包括簡化轉介問題承建商的紀律委員
會程序、研究同步檢控和紀律處分、考慮提
高紀律處分罰則，例如停牌期限、罰款水平
及譴責條款等。在工務工程招標制度方面，
有關部門在評審標書時不會以「價低者得」
為準則，除考慮標價外，更會審視投標者的
技術能力及過往表現，工地安全是重要的考
慮因素，評分可佔整體技術評分約三成。
周小松昨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涉及工業

事故的承建商面對法律程序時，政府應該同
步處理相關紀律處分的工作，「日後無需特
別設立委員會調查處理，這樣可以加快程
序。亦應由屋宇署審視有關承建商的續牌事
宜，因為不獲續牌，對承建商很有阻嚇力，
促使他們更關注職業安全。」

續牌程序須具阻嚇力
建造業分包商聯會會長伍新華在同一電台節
目上指出，自從今年4月《職安健條例》修訂
加強罰則後，工地安全文化仍無明顯提升，不
少工人心存僥倖或趕工時「貪快」，危機意識
不足，尤其高台及吊運工作，忽視工業安全情
況嚴重，「並非提高罰則可以做到職業安全，
始終工友本身的因素是最重要，若工友不注重
本身安全及他人安全，也難以處理。即使系統
有多完善，若沒有人去進行適當檢查及驗證，
很難達至職安健標準。」
他舉例說，目前勞工處巡查工地，需先到
達工地門口作登記，工人間已立刻用電話和
對講機互相通知，並會暫停進行危險工序，

「準確執法很有困難，勞工處應該想辦法解
決。」 他認為承建商和工人等工業安全持
份者，都有一定責任，修訂《建築物條例》
加強針對註冊承建商雖然合理，但不能夠完
全解決問題。
工程師學會安全工程專責事務委員會委員
何賜明說，目前註冊承建商須每3年續牌，
政府可以因應安全事故，在法庭聆訊以外，
拒絕涉事承建商續牌申請，但相關委員會處
理部分個案長達10年，情況不理想。
他認為，有時候意外責任未必在於承建
商，在法庭未處理案件前召開紀律聆訊，是
雙重審案，不合邏輯。
他說：「安全責任屬於所有人，包括承建
商及前線工人等。且針對承建商的條例及罰
則已經有相當阻嚇力，包括職安健條例提高
罰則至1,000萬元及監禁兩年；針對註冊承
建商的建築物條例最高可罰100萬元監禁3
年；涉及承建商的紀律委員會，可罰款25
萬元、停牌、高級人員除名、譴責公司或董
事等。」

議員促政府高姿態巡查增業界警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法例
規定地盤必須聘用安全主任，負責巡查
地盤安全措施是否到位，但香港建造業
總工會質疑有關人員未發揮作用，更形
容安全主任淪為「打雜」般「身兼數職」，
包括滅蚊、環保等，同時因為其受聘於
承辦商，有關人員發現不安全施工行為
時，為保住飯碗而不敢勸止。
目前工地通常會聘用安全主任，然而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黃平指出，地
盤安全主任除自身的安全管理外，還要
在地盤內兼任數職，譬如防疫、滅蚊、
環保等工作，頓時淪為「打雜」，失去
巡查地盤安全措施，以及向管理層提供
安全建議的意義。

同時，地盤的安全主任受聘於承建
商，受制於僱主，導致工地安全出現
「灰色地帶」，「如果安全主任在地
盤，見到分判商作出違反職安健的行
為，管理層大多勸喻安全主任『大局為
重』，未能停止不安全施工行為。」他
認為業界要改善分工和進行培訓。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安全顧問李光昇表
示，地盤並非由安全主任管安全，安全
主任沒有能力、亦不能夠取代施工人員
管理安全，而安全主任在整個地盤再多
也只有幾人，但同一時間有很多地方正
在施工，未必能顧及。
他建議特區政府落實責任制，做到
「誰管施工就誰管安全」。

免安全主任淪「打雜」工會倡改善分工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促請政府盡快檢討安全施工管理制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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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舉行記者

會，指近月已發生了37宗嚴重工業

意外，造成16死26傷，情況嚴重，

促請政府嚴肅對待工業意外頻生的

問題，設法改善地盤安全管理。人

命關天，防範嚴重工業意外重演，

關鍵在於落實施工責任制，杜絕為

趕工而輕視安全，同時應檢討更新

現行安全指引、操作細則，盡快堵

塞安全漏洞，保障工友的生命安

全。

職安健條例今年4月獲立法會三讀

通過修訂，將嚴重事故的最高罰則

提升至可判監兩年及罰款 1,000 萬

元，遠高於原來的罰款50萬元，以

提升阻嚇力。但實際情況反映，本

港今年共發生57宗嚴重工業意外，

造成21名工人死亡，其中37宗嚴重

工業意外都是在條例修訂後發生

的，共造成16死26傷，反映條例的

修訂未能發揮出應有的效果。

據業界反映，現時很多工程施工

期緊張，部分工程會因為趕工而忽

略了安全措施，是導致嚴重意外較

多的原因之一。這就要求嚴格落實

工程施工責任制，實施誰主管、誰

負責的安全管理，要求所有工程都

必須在安全的前提下進行，絕不能

以趕工為理由而罔顧安全。

在安全責任問題上，業界認為應

該檢討現行的分判制度，限制分判

層數和推行註冊制度，確保分判商

都有專業能力確保安全。在追究責任

時，必須釐清包括總承判商和業主之

間的關係，不能以分判為由推卸責

任，更不能簡單地將責任推到地盤安

全主任一人的身上。事實上，現時地

盤安全主任受聘於承建商，受制於僱

主，更經常要身兼多職，淪為「打

雜」，正正反映總承判商和業主安全

意識不足、責任不明的現實。

與此同時，業界認為應反思現行的

安全指引和操作細則，包括重新審視

《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附屬法例，

加強對工人的保障。早前發生的三起

涉及吊運的嚴重事故，業界認為與沒

有嚴格遵守吊運守則或涉及不當的捆

紮方法有關。要切實提升工業安全，

必須從細節着手，包括工人的工作規

範、設備的定期檢查規定、高空作業

守則等等。勞工處應該盡快與業界合

作，檢討現行的安全指引和操作細

則，逐項分析潛藏的風險，盡快消除

隱患。

工業意外一宗都嫌多。行政長官李

家超早前回應一宗嚴重工業意外時指

出，修訂職安健條例可以提升罰則去

阻嚇或是懲罰一些違法的人士，但條

例再嚴都需要人遵守，關鍵是要靠社

會整體遵從並提升職安健文化。

為保障工友的工作環境，需要政府

持續提升各行各業的安全意識和責任

感，切實將安全措施落到實處，營造

安全工作環境。

落實安全責任制 防範意外頻生
全球矚目的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順利舉行，在關鍵

時刻為中美關係增信釋疑、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為

中美關係回暖和世界穩定發展帶來重大利好。習近平

主席全面闡述中方對於改善中美關係的權威立場，指

出要做出正確歷史選擇、找到正確相處之道，以「五

個共同」原則為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澆築五根支柱，並

就台灣問題等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劃定紅線，為

雙方互利合作增進互信、排除干擾、明確路徑。全世

界希望美方言而有信，與中方相向而行，促進民間交

往、增進人心相通，進一步夯實中美關係根基，推動

兩國關係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

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需要合作，世

界也需要中美合作；不合作，世界很多問題都不會解

決。習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

變對方是不切實際的，衝突對抗的後果是誰都不能承

受的。大國競爭解決不了中美兩國和世界面臨的問

題。正確的做法是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贏。這三項原則既是從半個世紀來中美關係進程提煉

的重要經驗，也是歷史上大國衝突對抗帶來的深刻啟
示，應該成為中美雙方共同努力的方向。

兩國元首在此次會晤中面對面深度交流，在相互尊

重和平等互惠基礎上，探討了各領域對話合作，在政

治外交、人文交流、全球治理、軍事安全等領域達成

了20多項共識。這些重要共識和成果進一步說明，中

美之間有廣泛共同利益，對話合作是中美唯一正確

選擇，符合包括中美兩國在內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和期盼。

在兩國元首把舵領航下，中美關係越過暗礁險

灘，從巴厘島抵達舊金山，殊為不易。但舊金山不

是終點，而應該成為新的起點。要開闢舊金山願

景，習近平主席高屋建瓴地指出，中美要共同樹立正

確認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進互利合作，共

同承擔大國責任，共同促進人文交流。這「五個共

同」為中美關係的穩定發展澆築起五根支柱，開闢了

中美關係面向未來的新願景。

台灣問題始終是中美關係中最重要、最敏感的問

題。習近平主席表示，美方應該將不支持「台獨」的

表態體現在具體行動上，停止武裝台灣，支持中國和

平統一。中國終將統一，也必然統一。習近平主席還

就經貿科技問題表明了中方的立場，指出美方在經貿

科技領域對華遏制打壓不是在「去風險」，而是在製

造風險。這些錯誤做法以及由此造成的中美關係不確

定性，已經成為最大的風險。回應中方的核心關切和

利益紅線，是中美關係穩定的應有之義。

中方致力改善中美關係，同時，中方必須維護正當

利益、捍衛原則立場、堅守紅線底線。「中國沒有超

越或取代美國的規劃，美國也不要有打壓遏制中國的

打算。」美方應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防止誤解誤

判。拜登總統重申在巴厘島會晤作出的五點承諾，

即：美國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不尋

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灣獨

立」，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世界各國期待中美關係

在舊金山會晤後有進一步改善，希望美方信守承諾，

拿出行動，推動中美關係實質性改善。

中美合作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美國國內呼籲

兩國共贏合作的聲音越來越多。習近平主席此次訪

美，受到美國各界和人民的熱烈歡迎。美國友好團體

聯合舉行歡迎習近平主席的宴會，雲集了美國金融、

能源、科技等各領域的代表人士。「國之交在於民相

親」。歷史已經充分證明，中美兩國人民完全可以跨

越制度、文化、語言的差異，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發

展兩國關係的民意基礎越厚實，中美關係改善空間就

越廣闊，動力就越強勁。期待兩國人民多走動、多來

往、多交流，共同續寫新時代中美友好的故事！

元首會晤傳遞重大利好 開闢中美關係嶄新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