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討論  

有關 2012 年上半年香港的職業安全狀況的立場書  

2012 年 12 月 14 日  

香港工人健康中心成立於 1984 年，由專科醫生、康復治療師、職業

健康安全專業人士及社會工作者組成，多年來致力保障前線工人的職

業健康。本中心得悉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 將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就本港 2012 年上半年的職業健康及安全  (下稱「職

安健」) 狀況和對工業安全規管措施作出討論，就此，本中心表達以

下立場和建議：  

1.  因應多個大型基礎建設工程及樓宇檢驗維修計劃的開展，本港建

造業的職安健情況面對重大挑戰，當中以人力資源老化和工程時

間不足導致趕工情況最為嚴重。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管理局最新

公佈的註冊數字，超過半數有效註冊工人已年逾 45 歲，雖然近

年政府部門及組織已推出多項措施以冀吸引更多人材加入建造

行業，但由於建造行業相較其他行業需要更高的體力要求和過程

中涉及較多危險工序而未能聘用足夠人手，結果在緊迫的工作安

排下，導致程序之間未有妥善溝通而出現意外事故及人命傷亡。

本中心強烈建議有關當局應就各大小工程的施工時間進行嚴格

監管，要求承建商必須就工人每天工作時數及時段和總工程天數

作出妥善而合理的安排，更要預留候補時間以避免因天氣變化等

情況而要求工人趕工的機會。  

2.  本地及國際上多份研究結果早已表明，當工傷病者的年齡越大、

身處社會較基層和教育水平較低時，往往需要更多支援來達致全

面康復，包括醫療和經濟方面。如前所述，本港建造業正面臨「人

口老化」的情況，而且絕大部份從業員俱是家中的主要經濟支

柱，如一旦發生意外受傷以致未能工作，「手停口停」，便有可能

因此出現經濟困難。現時本港的工傷員工主要依賴公營醫療網絡

提供復康服務，但由於政府未有投放足夠資源予有關架構以優化

服務，往往令服務輪候需時，導致這些富有經驗的工傷工人未能

在最短時間內有效地處理傷患，結果令他們需要更長時間才可重

返工作崗位，甚至更可能因延誤處理而減低康復後的工作能力，

導致行業人手不足問題更雪上加霜。現時本港有多個非牟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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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機構都有提供不同的專業工傷個案管理服務以協助工傷員

工在傷後的關鍵時期渡過生理和心理難關，並在妥善安排下重投

工作。本中心建議政府應增加資源予公營醫療網絡以縮短復康服

務的輪候時間，而各有關單位亦可聯同這些非牟利社會福利機

構，透過主動的個案轉介程序，減少不必要的延誤時間，妥善運

用各方既有資源，互助合作，以達致更佳的個案管理效果。  

3.  據勞工處早前呈交予委員會的文件中提到，有關政府部門曾就本

港的職安健情況推出多項措施，包括要求從業員必須接受足夠的

訓練、舉辦大型推廣活動和印製宣傳教育刊物等。但除年度統計

數字外，有關工作卻未有其他更直接和合適的評鑑方法以反映及

檢討措施的成效。本中心強烈建議有關當局就監察、執法及宣傳

教育推廣等每項工作設立個別的針對性評鑑方法，這有助當局就

制定長遠政策有更詳盡的數據支持；並要求公開有關評鑑結果，

讓公眾得悉各項措施的成效，亦有助加強市民大眾的職安健意

識。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