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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進行了一項審查工作，檢視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
署 ")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行動處理滲水個案的效率和效益。  
 
 
2. 為令食環署職員與屋宇署職員於處理市民舉報的滲水個

案時更加協調有度、縮短調查滲水個案的時間，以及提高找到

滲水源頭的成功率，食環署和屋宇署職員於 2006 年 7 月在食環
署轄下 19 個分區辦事處組成聯合行動。食環署職員具有執行《公
眾衞生及市政條例》(第 132 章 )的權力，而屋宇署職員則具備屋
宇測量專業知識。在 2007 年 1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間，聯合行
動共完成了 196 926 宗滲水個案 (平均每年完成約 21 000 宗 )。在
這些已完成的個案中，49%是經甄別為不予調查的個案而無須
追查滲水源頭； 21%是舉報人撤銷舉報或滲水情況在調查期間
停止的個案；9%是調查完成後未能成功找到滲水源頭的個案；
21%是成功找到滲水源頭的個案。截至 2016 年 3 月，參與聯合
行動的人員包括 211 名食環署聯合行動職員和 63 名屋宇署聯合
行動職員。在 2014-2015 年度，聯合行動所涉及的總費用為
1 億 2,900 萬元。  
 
 
3. 委員會知悉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載的以下審查結果：  
 

─  找到滲水源頭的成功率由 2007 年的 46%下降至
2015 年的 36%；  

 
─  在 2015 年 4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間完成行動的

28 332 宗個案中，有 9 710 宗 (34%)的完成時間超過
食環署及屋宇署所訂的 133 日整體參考時限。截至
2016 年 3 月，有 643 宗 (2%)個案需時 2.2 年至 7.5 年
才 完成，而在 15 564 宗尚未完成的個案中，有
6 368 宗 (41%)超過 133 日仍未完成；  

 
─  在滲水個案調查期間，食環署聯合行動職員及 /或屋

宇署聯合行動職員會初步評估滲水問題是否可能因

樓宇損破或供水喉管滲漏而導致，並把有關個案分別

轉介予屋宇署樓宇部及水務署跟進。審計署發現，雖

然食環署的指引規定食環署聯合行動職員須備存記

錄表，記錄轉介予屋宇署及水務署跟進的個案，但有

8 個分區辦事處沒有備存相關記錄表。與此同時，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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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署及屋宇署均未能向審計署提供 2011 年至 2015 年
間由聯合行動轉介予屋宇署樓宇部的個案數字。審計

署亦留意到，在聯合行動下轉介予水務署跟進的滲水

個案數字，與水務署接獲及記錄的個案數字不符；  
 
─  食環署要求 19 個分區辦事處的聯合行動職員，於每

區備存滲水個案監察資料庫及妨擾事故通知監察記

錄表。然而，審計署發現，部分分區辦事處並沒有備

存原應透過資料庫/監察記錄表收集的以下資料：  
 

(a) 進行色水測試 1 及檢視測試結果的日期；  
 
(b) 發出妨擾事故通知的日期及其指明期限；  
 
(c) 把個案轉介予食環署檢控組處理的日期；及  
 
(d) 相關的跟進行動及結果；  
 

─  食環署並設立了一套投訴管理資訊系統，以記錄市民
就食環署的服務及運作提出各項查詢和投訴的資

料，包括滲水舉報的資料。2012 年 7 月，食環署委聘
一個承辦商開發新的投訴管理資訊系統，所需費用為

730 萬元。在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2 月期間，新
系統於 19 個食環署分區辦事處分階段推行。然而，
食環署聯合行動職員未有全面採用新的投訴管理資

訊系統，而且其新增功能一直沒有全面付諸實施，以

致管理層未能有效監察有關人員的表現及個案的進

度；  
 
─  食環署和屋宇署各自設有用來監察滲水個案的電腦

系統；及  
  

                                                 
1 如懷疑滲水問題是源自破損的排水管或污水管，調查人員會把色水倒進

排水渠口和污水渠口，然後觀察受影響位置是否有色水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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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宇署聯合行動職員將滲水個案第三階段調查工作 2

外判予服務承辦商。然而，該等合約沒有提供誘因，

鼓勵承辦商提高找到滲水源頭的成功率。屋宇署聯合

行動職員並沒有編製亦無從參考承辦商成功找到獲

分派個案的滲水源頭的比率。在 2014年 4月至 2015年
4 月，所涉 9 份合約找到滲水源頭的成功率由 23%至
67%不等。部分承辦商需時甚久才完成調查。截至
2016 年 4 月，在涵蓋 2014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合約
的 5 457 宗個案中，有 3 337 宗 (61%)進行測試所需的
時間超過 30 日目標時限，當中 85 宗 (2%)需時 1.1 年
至 2.1 年才完成有關工作。然而，屋宇署並沒有向有
關承辦商發出警告信或表現欠佳報告。  

 
 
4.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但要求當局就下述事宜

作出書面回應：食環署及屋宇署處理滲水個案的監察機制，以

及聯合行動的成效。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及屋宇署署長的回覆

分別載於附錄 40 及附錄 41。  
 
 
5.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

的進展。  
 

                                                 
2 因應市民的滲水舉報，有關的食環署聯合行動職員會到受影響的處所視

察，檢查滲水情況是否可能違反《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建築物條

例》 (第 123 章 )及《水務設施條例》 (第 102 章 )的任何規定，以及滲水
位置的濕度是否達 35%或以上 (即第一階段調查 )。如第一階段調查發現
滲水情況可能違反《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而滲水位置的濕度又在

35%或以上，食環署聯合行動職員便會進行測試，以追查滲水源頭 (即
第二階段調查 )。如第二階段調查找不到滲水源頭，個案便會轉交屋宇
署聯合行動職員作進一步測試，以追查滲水源頭 (即第三階段調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