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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府近年債台高築，預算捉襟見肘，單靠公
帑已難以支持大型基建項目，工黨上台後亦立

即叫停了好幾個計劃中的公路項目，以節省開支。
因此工黨政府提出的基建大計，把吸引私人投資列
為重點，希望透過私人資金加入來減輕政府的基建
開支負擔，財相里夫斯本月初更為此宣布一項具爭
議計劃，就是打算將英國各地方政府管理的退休基
金合併為一個「超級退休基金」，再將這些資金投
資到能源設施、房屋或其他基建當中。
不過工黨政府有意推動是一回事，私人投資者和
退休基金管理者是否願意「入局」又是另一回事。
分析指出，英國當前的確有很多基建項目急需私人
投資來支持，例如英國財政部轄下的全國基建委員
會就估計，每年單是能源、水利和電訊基建的更新
工程，就需要起碼400億至500億英鎊（約3,924億
至4,905億港元）的私人資金投入，不過事實上能夠
吸引私人資金投資的英國基建項目卻是絕無僅有。
對於私人投資者或退休基金管理人而言，投資基

建項目的其中一個考慮關鍵就是要有足夠回報，而
要達到足夠回報，相關項目必須要有完善的長遠規
劃，而且必須確保項目不會在他們投入資金後突然
因為各種因素而被取消。

項目零碎缺完整藍圖
不過英國近年的基建項目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欠缺長遠規劃，原因是無
論在中央抑或地方政府層面，規劃基建項目時經常都非常短視，項目零零
碎碎，缺乏考慮整體發展藍圖，有時甚至是為建而建。此外，很多項目的
前期規劃往往準備時間不足，容易在動工後才出現問題，導致超支和延
期，甚至最後因為預算問題而要叫停。
去年被保守黨政府叫停的HS2高鐵伯明翰至曼徹斯特段工程，就是英國
基建項目缺乏長遠規劃問題的象徵。不少評論都指出，HS2高鐵從初期規
劃就犯了不了錯誤，才會導致後期超支和延期等種種問題。
工黨政府亦知道問題所在，在當局提出的基建計劃中，就包括改革現有
的基建規劃政策，並且減少環評或建築許可申請等繁文縟節，首相斯塔默
亦計劃在明年春季提出未來10年國家基建戰略。

14年換了16名規劃大臣
分析指出，除了政策外，政治穩定對於建立長遠的基建規劃亦非常重要。

保守黨自2010年起執政14年間，就先後出了16位房屋及規劃國務大臣，每
位任期平均不到一年，當一個負責基建規劃的部門主管經常換人，制定基建
項目時自然難有遠見可言，而一些進行中的基建項目也會隨時因為負責官員
換人而出現變化。因此分析認為，工黨政府若想要落實長遠的基建規劃，就
必須先確保政府本身穩定，不要經常出現逼宮或改組內閣等情況，否則就應
該建立一個更完善的制度，確保基建規劃不會輕易受到官員換人的影響。

●●HSHS22高鐵伯明翰至曼徹斯高鐵伯明翰至曼徹斯
特段工程特段工程，，是英國基建項目是英國基建項目
缺乏長遠規劃問題的象徵缺乏長遠規劃問題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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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西洛錫安巴斯蓋特小學的主蘇格蘭西洛錫安巴斯蓋特小學的主
要支架受要支架受「「泡沫混凝土泡沫混凝土」」到期影響到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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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兼限制移民 建造業嚴重缺人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道）不止是大型基建，
英國很多小型基建項目近年都面臨延期和超支等問題，結果就是令
到很多本來已經超過了使用期限的基建設施，例如學校和醫院等，
被迫繼續使用，導致相關維護開支大增，英國國會國家審計辦公室
今年初就指出，英國每年為此浪費數十億英鎊（數百億港元）。

全國逾1/3校舍建設「過期」
以學校校舍為例，雖然英格蘭有超過500家學校的校舍在2020年
被政府列入校舍重建及改善計劃，但截至今年夏季，當局累計只批
出其中62家校舍的重建合約，遠低於原先計劃的每年50家，導致很
多學生這個學年仍需要在老舊甚至腐朽的校舍上課。
國家審計辦公室的調查亦發現，英國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學校校舍

已經超出了原本的設計壽命期限，導致運作成本更高，在某些情況
下亦需要昂貴的緊急維修，同樣問題亦在醫院出現。

英國政府的資訊科技基建設施亦是另一個「基建滯後」的重災
區。國家審計辦公室發現，英國政府很多部門仍然使用老舊的資訊
科技系統，並為此每年支付龐大的維護費用，例如環境、食品和農
村事務部每年的資訊科技預算中，有多達四分之三用於維護老化的
系統，而國防部更有很多冷戰時期的資訊科技設備仍在使用。國家
審計辦公室指出，與其不斷維護舊系統，更新資訊科技系統將更有
助節省成本，同時也可以提高部門運作效率。

殘舊學校醫院翻新無期
寧花數百億維護老化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周天梧倫敦報道）英國政府雖然雄心勃勃發展
基建，但由於脫歐及簽證政策改變，英建造業近年愈來愈難找到足夠人手。
英國多家大型基建項目負責公司及公用事業公司近月都相繼發聲，表
示由於建造業工人不足，導致基建項目成本和完工時間都大受影響，例
如負責興建核電站的英國核電公司就指出，要在2030年之前獲得所需
的約13.8萬名新工人難度非常大。

每月出現近4萬空缺
英國官方數據顯示，自2019年以來，英國建築工人人數累計減少了

14%，降至只有210萬人。而在2023年，平均每個月市場上就會出現
3.8萬個建造業職位空缺。
建造業界人士指出，一些大型建築公司和小型專業承建商都找不到員
工。同時，人才短缺也涉及到建造業所有專業和層面，從高級項目經理
到地盤現場所需的紮鐵和焊接工人等。
導致英國建造業缺人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愈來愈多本地工人提前退
休、脫歐後來自歐盟地區的工人回國，以及來自中東地區的高薪挖角。
英國在2021年實施新簽證規則，亦導致很多外勞離開。
除了人手不足，建造業界亦面臨青黃不接。業界團體指出，雖然過去5年

每年都有大約3.1萬名學徒入行，但超過40%的新人都會選擇退出轉行。
缺乏新人入行，資深員工叫價能力自然更高。截至2023年底，英國

建造業薪酬就比2019年初高出22%。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周天梧倫敦報道）
英國國會一個委員會今年5月發表報告，指出英
國公務員團隊缺乏管理及監督大型基建項目的技
能和能力，無法確保公帑花得物有所值。
報告指出，2016年成立的英國基建及項目管
理局雖然負責監管全國200多項公路、鐵路及能
源基建項目，但部門的公務員團隊卻缺乏必須的
項目管理能力，尤其是技術及工程技能，這導致
當局只能過度依賴私人顧問、建築
和工程公司。

僅6％人手受過培訓
報告又指，雖然英國政府正透過
內部培訓來讓高級公務員獲得相關
技能，但相對管理局實際需要的
1.6萬名專業公務員，政府至今只
培訓了1,000人，比率僅6%。
工程專家指出，英國政府「始終
未能弄清楚主要基建項目的實際目
的、分析項目實施情況，以及從以
往的經驗中汲取教訓」，這些本應
由高級公務員負責的工作，本來可
以大大改善基建項目的質素、效
率、時間和成本。

英國近年的大型基建工程問題多多，早已嚴重

影響經濟發展，新上台的工黨政府就以「讓英國

恢復建設」為口號，提出多項基建大計，並希

望吸引各方私人投資者重新「投資英國」。

不過分析就認為，英國現時缺的不是基建項

目，而是欠缺擁有完善長遠規劃、且能夠提供足

夠回報的項目，尤其是經過去年HS2高速鐵路項

目腰斬事件後，不少投資者都擔心投資英國基建

隨時會因為項目突然叫停而血本無歸。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周天梧 倫敦報道

欠完善規劃 無回報前景 有腰斬前科

爛尾HS2高
鐵「死因報告」

總結英基建失敗癥結
去年10月，英國時

任保守黨政府決定叫停HS2
高鐵伯明翰至曼徹斯特段的工程，相

隔約一年，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ICE）發表報告，
總結HS2事件的教訓以至英國近年基建失敗問題的癥結：

●基建項目缺乏明確領導

報告指出，自2009年成立以來，負責HS2項目的HS2公司本身角色與職責就不
斷變化，由最初負責項目概念與設計，之後變成負責提出項目詳細計劃，到最後
更變成負責落實項目工程，由於每個階段均需要不同專業人士領導，這導致公司
內部人員經常變動，造成組織記憶流失。到了項目後期，很多時候都已經搞不清
楚哪些決定是哪些人、在什麼時候以及為什麼作出，令到繼任者無法掌握足夠資
訊作出適合決定，同時外部持份者也難以知道如何與HS2公司合作。

●政府官員缺乏監管能力

HS2項目理論上是由英國運輸部負責監督，確保項目不會出現超支或出現其他
問題，但就在HS2開始動工的關鍵時刻，英國政府遇上脫歐公投後的混亂時
期，官員接連換人，導致政府內部失去對項目有足夠認識、能夠對設計及成本
作監督的負責人，為此當局只能將監督工作外判給私人顧問公司，但效果不
佳。報告指出，政治官員穩定對大型基建項目非常重要，但這無可避免受制於
更宏觀的政治環境，退而求其次下，政府應該確保每任問責官員都獲得足夠資
訊，甚至在接受過基建規劃訓練後，才作出基建相關決策。

●基建項目前期籌備時間不足

報告認為，任何大型基建項目都應該有足夠的前期計劃和籌備時間，因為很多早期
決策都會對項目結果有重大影響。報告指出，HS2前期籌備工作大部分都在2009年
短時間內進行，原因是當時快將下台的工黨政府擔心如果未能及時提出詳盡計劃，
保守黨上台後將會叫停項目，這導致HS2項目從一開始就未能考慮所有可能影響成
本的因素，亦令工程動工後的彈性大大降低。此外，報告亦指出像HS2這種大型基
建項目，在籌備過程就應該考慮如何與其他基建項目結合，提升整體成本效益。

●過度外判增加成本

報告指出，HS2項目太過依賴外判，導致外判商討價還價能力大大提高，而且
因為外判涉及太多範疇，導致HS2公司本身對項目細節的控制能力大減。同
時，外判商為了獲利和延長工期，經常向HS2公司提出賠償請求，項目動工
首兩年內就錄得多達3,000宗，導致項目成本大增。

●基建項目缺乏明確目標

報告指出，HS2項目一開始只是以縮短倫敦至英格蘭中部地區的交通時間作賣
點，而非項目最終會帶來什麼具體利益。而且官員後來在推銷項目過程中，又
不斷為HS2項目添加各種「賣點」，最終反而導致項目真正目標變得不清晰。
報告認為，假如最初倡議項目時不是以縮短交通時間作考慮，或者HS2根本就
不會以高鐵形式來興建。
報告又建議，任何大型基建項目都必須將重點放在結果而非成本之上，若然
項目缺乏明確目標或具體利益，決策者在遇到問題時往往就會單純以成本作
考慮，結果就會像HS2一樣，當項目因為缺乏清晰目標、失去政治支持後，
很容易就會因為成本問題而被叫停。

●●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香港文匯報特約記者 周天梧周天梧 倫敦報道倫敦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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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公務員缺乏管理大型基英公務員缺乏管理大型基
建項目技能建項目技能。。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