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4 月 21 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職業病的訂明及 2019年職業病和職業健康的情況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闡釋勞工處訂明職業病的考慮和原則，同時簡

介 2019 年香港的職業病和職業健康情況，以及勞工處推動職業健

康的措施及執法工作。  

 

 

職業病的訂明  

 

2.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定義，職業病是指某種疾病與特定工作

環境或工作活動中接觸或暴露於某些危害存在着因果關係，同時

該疾病在從事有關工作的人員中出現的風險顯著高於一般人士，

因而當有這類工作人員患上這疾病時，可合理地推定其疾病是因

其工作所導致。  

 

3. 香港目前在《僱員補償條例》、《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

和《肺塵埃沉着病及間皮瘤 (補償 )條例》下共列明52種職業病。勞

工處在考慮應否把某種疾病列為法定職業病或擴大某些職業病的

涵蓋範圍時，會參考國際勞工組織的準則，並以證據為本的原則

客觀地評估有關疾病是否與某種工作有明確直接的因果關係，以

及該疾病是否在從事某種工作的人員中出現的風險顯著高於一般

人士，包括檢視有關的醫學證據以及本地的研究或流行病學數據

等，以作出所需評估及建議。  

 

2019 冠狀病毒病  

 

4. 2019 冠狀病毒病目前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傳播。世界衞生組

織（世衞）於 2020 年 3 月 11 日正式宣布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為

全球大流行。  根據 2020 年 4 月 6 日的世衞情況報告，全球確診

個案合共有 1 210 956 宗，其中 77 200 宗是前一天新確診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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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普遍人口都有受感染的風險。對於可以在社區廣泛傳播的

傳染病而言，市民在一般社區環境中都有可能接觸到其傳染性病

原體而受到感染，並不僅限於在某些工作場所。在香港，截至 2020

年 4 月 7 日，已確診的個案有 936 宗，當中絕大多數屬於社區感

染個案，而非源於工作。  

 

5. 勞工處留意到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應針對不同行業立即將

2019 冠狀病毒病列為法定職業病。在訂立新的職業病時，勞工處

必須於法例内清楚訂明該疾病對從事甚麽行業及工序的僱員構成

確切顯著的風險，並訂明僱員須在指定期間内受僱從事該些行業

或工序。而根據上文提及國際勞工組織所訂定的準則，從事這些

行業或工序的僱員，若他們不幸感染 2019 冠狀病毒病，可合理推

斷他們是於工作期間感染得病，而僱主須為此作出補償。由於 2019

冠狀病毒病的疫情在香港及世界各地仍在發展，勞工處正密切留

意相關的醫學及流行病學數據，特別是源於工作的病例數目和行

業分佈，以及病症在社區傳播的情況和感染風險，以作出所需建

議。  

 

6. 同時，勞工處在建議加入新的職業病時必需就法例修訂和涉

及的相關問題，例如對僱員補償保險費用的影響及條例下的相關

責任等，諮詢僱主、僱員和保險業等持份者的意見。勞工處因此

有須要充分掌握有關 2019 冠狀病毒病對不同行業影響的明確資

料，作爲有關討論的基礎。勞工處會密切跟進 2019 冠狀病毒病的

疫情發展，一俟全面掌握所需的資料，會盡快作出適當跟進。  

 

7. 《僱員補償條例》規定，僱員若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

外或患上條例所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病以致受傷或死亡，僱主在

一般情況下須負起該條例下的補償責任。 2019 冠狀病毒病現時雖

不屬於《僱員補償條例》所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病，但該條例第

36 條訂明，僱員若染上疾病，縱然不是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病，

如符合該條例所指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以致身體受傷或

死亡，則該僱員仍可根據《僱員補償條例》向僱主追討補償，而

僱主在一般情況下須負起該條例下的補償責任。僱員若在受僱工

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染上或懷疑染上 2019 冠狀病毒病，應盡快通

知僱主向勞工處呈報。  

 

8. 香港在 2003 年出現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 SARS）疫

情，當時該病並不屬於《僱員補償條例》所指定可獲補償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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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根據勞工處的資料，處方共收到 415 宗呈報感染 SARS 的僱

員補償申索個案，當中超過九成來自醫護行業。在這 415 宗個案

中，約九成經勞工處處理後獲得解決，有關僱主均承認僱員補償

責任而沒有提出爭議。一些曾在早期出現爭議的個案中，大部分

僱主考慮衞生署擬備的接觸者追踪報告後，確認僱員是在受僱工

作期間感染了 SARS。  

 

2019 年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  

 

9. 在 2019 年，經證實的職業病個案有 442 宗。常見的職業病

包括職業性失聰、矽肺病及手部或前臂腱鞘炎，詳情載於下文第

10 至 13 段，有關統計數字載於附件。  

 

職業性失聰   

 

10. 職業性失聰是因工作關係暴露於指定職業的高噪音環境最

少五至十年而導致的永久性聽力損失。大部分個案涉及研磨、開

鑿、切割或衝擊石塊，以及在內燃機、渦輪機或噴射引擎的緊鄰

範圍工作。在 2019 年，職業性失聰確診個案共有 308 宗（包括單

耳失聰）。根據《職業性失聰 (補償 )條例》，申索人只要符合有關

職業和失聰規定便可向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提出申索，加上職

業性失聰潛伏期較長，以及工人對這種疾病的認知等因素，故此

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每年收到的補償申請數目可以變動很大。  

 

矽肺病  

 

11. 矽肺病是因吸入矽塵而引致的一種慢性肺部纖維化疾病，潛

伏期可長達 10至 20年，大部分個案的患者都是多年前曾接觸矽塵

的建造業工人。在2019年，矽肺病確診個案共有52宗。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12. 《僱員補償條例》把六種肌骨骼疾病（包括手部或前臂腱鞘

炎）列為職業病。流行病學證據顯示，這些疾病與特定職業有明

確的關係，例如工作時手部長時間進行重複動作或過度用力可導

致腱鞘炎。在 2019 年，共有 35 宗手部或前臂腱鞘炎確診個案，

患者屬服務及銷售人員、文書支援人員、非技術工人等。勞工處

會繼續向相關行業的負責人及從業員進行宣傳推廣，加強他們對

預防上肢肌骨骼疾病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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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職業病   

 

13. 在 2019 年，其他職業病的確診個案包括 10 宗間皮瘤、5 宗

結核病、17 宗氣體中毒、5 宗職業性皮膚炎、7 宗石棉沉着病、1

宗氣壓病、1 宗退伍軍人病和 1 宗膝瘍。  

 

 

職業健康情況  

 

勞工處推動職業健康的措施  

 

14. 勞工處不時舉辦健康講座及研討會、派發教育性刊物、在電

視及電台播放宣傳短片及聲帶、在報章發表專題文章，以及在流

動宣傳媒體放映教育短片及作宣傳廣告，加強僱主及僱員對預防

職業病及與工作有關疾病的認識。此外，勞工處亦舉辦外展健康

講座；在 2019 年，勞工處共舉辦了超過 1 100 場不同主題的職業

健康講座，包括預防上肢及下肢勞損、人力提舉操作及預防背部

勞損、如何預防中暑、工作壓力及飲食業僱員的職業健康等，參

加人數超過 38 000 人。  

 

15. 勞工處與職業安全健康局（職安局）、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

金委員會、職業性失聰補償管理局、僱主組織和職工會合作，透

過不同類型的活動，包括健康講座、嘉年華會，以及職業健康頒

獎及經驗分享會等，推廣職業健康。  

 

預防工作時中暑  

 

16. 香港夏天的天氣愈來愈炎熱，勞工處十分關注僱員在酷熱天

氣下工作可能面對的中暑危害，並透過宣傳與推廣、教育與培訓，

以及巡查與執法三管齊下策略，以減低僱員的中暑風險。在宣傳

及教育方面，勞工處與職安局於 2019 年 5 月開展了一項為期大約

五個月的大型預防中暑推廣活動，透過派發防護裝備、播放全新

製作宣傳短片及進行廣泛宣傳，提醒戶外工作人士注意在酷熱天

氣下工作的潛在危害，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包括多飲水或其

他含電解質的飲品、穿著淺色通爽衣服、佩戴濶邊帽或安全帽連

頸擋、穿戴手袖等等。我們亦提醒工友多留意身體有否出現與高

溫有關的疾病症狀，並在發現症狀時立即到陰涼處休息和飲水，

及通知主管以作適當的跟進。這項大型活動的對象主要是從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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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勞動及 /或需要經常進行戶外工作的僱員，包括建造業工人、戶

外清潔工人、園藝工人、保安員、於貨櫃碼頭及停機坪工作之從

業員。由於是次推廣活動反應良好，勞工處與職安局將於本年 5

月推行同類活動，並新增回收業工人作為活動對象。   

 

17. 因應建造業工人可能會面對較大的中暑風險，勞工處於 2019

年建議修訂建造業議會的《在酷熱天氣下工作的工地安全指引》，

在該指引下新增有關為戶外建造業工人提供安全帽頸擋和防曬手

袖的措施。建造業議會已接納勞工處的建議，並在 2019 年 12 月

出版了經修訂的指引，以加強對建造業工人的保障。  

 

18. 在天氣酷熱的日子，勞工處亦透過發出新聞公報及經電台提

醒僱主及僱員採取措施預防中暑。勞工處最近亦與天文台聯繫，

由今年夏季開始，天文台會在經流動應用程式向市民發出酷熱天

氣警告的推送訊息的同時，加入預防中暑的提示，為僱員提供適

時的訊息。天文台已同意有關建議並正進行該項工作，預計新提

示將於本年夏季推出。  

 

19. 在巡查執法方面，勞工處於 2019 年 4 月至 9 月期間針對中

暑風險較高的戶外工作場所，包括建築地盤、貨櫃碼頭 /貨櫃場、

以及戶外清潔員工、園藝工人和保安員的工作地點，進行了約    

29 500 次巡查，並發出了 26 封警告信。巡查時，勞工處檢視持責

者有否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包括為僱員提供充足飲用水、盡量

避免工人受陽光直接照射及確保工作地點有良好通風等，以有效

保障僱員的職業安全及健康。如在巡查中發現僱主未有採取適當

的措施，勞工處會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包括在有足夠證據的情

況下，向涉嫌違犯法例者作出檢控。  

 

預防站立工作引致健康危害  

 

20. 不少僱員需要經常以站立的姿勢工作，當中一些活動受限制

的站立工作，例如在零售商店或快餐店的收銀工作，或其他服務

業的客戶服務櫃檯工作，會較可能導致僱員出現肌肉疼痛疲勞及

腳部受壓的情況。腳部經常受壓與各種下肢疾病有關，勞工處因

此一直十分關注須站立工作的僱員的職業健康，並透過不同形式

及渠道加強僱主及僱員的相關職安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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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為進一步保障僱員免受站立工作所引致的健康風險，勞工處

於 2018 年 12 月推出了《站立工作和服務櫃檯設計指引》，該指

引除了說明僱員站立工作可引致的健康危害及預防措施外，亦特

別強調僱主必須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範圍內，為從事活動受限制的

站立工作的僱員，在工作位置提供合適的工作座椅或供稍事休息

的座椅。該指引亦對服務櫃檯的設計作出建議。  

 

22. 自指引推出後，勞工處已向僱主和僱員廣泛地宣傳該指引，

未來亦會繼續這方面的工作。另外，勞工處亦製作了相關的電視

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並透過播放短片和聲帶、在報章刊登

專題文章、舉辦健康講座和派發小冊子，致力提高僱主及僱員對

減低站立工作的健康風險的意識。另一方面，勞工處亦調配人手

加強推廣探訪和巡查工作，以協助僱主遵守指引的要求。如在巡

查中發現僱主未有按新指引採取應有的措施，勞工處會採取適當

的執法行動。  

 

23. 在 2019 年，勞工處針對站立工作進行了 281 次巡查，發出

了 18 張書面警告，涉及事項主要是未有為僱員提供座椅及未有適

當地安排僱員在工作期間坐下休息。勞工處在日常巡查時，亦向

僱員派發指引，讓更多僱員認識如何減少站立工作所涉及的健康

風險。  

 

 

職業健康診所診症服務  

 

24. 勞工處位於觀塘及粉嶺的兩間職業健康診所，為港九及新界

的在職人士提供診症服務。僱員如懷疑自己患上與其工作有關的

疾病，可預約到這兩間職業健康診所接受診斷及治療。診所醫生

會詳細了解病人的病史、就業史和工作情況、身體狀況和相關生

活習慣，並為他們檢查身體和安排相關的化驗，在有需要時會到

其工作的地點視察，以了解其工作環境中有否與該疾病相關的危

害因素。透過綜合分析這些資料，醫生便可診斷他們的病情是否

與職業病或其他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吻合，並作出合適的診治。為

方便星期一至五需要上班的僱員前往求診，職業健康診所亦於星

期六上午開放。在 2019 年，診所提供了 10 718 次診症服務。  

 

25. 勞工處透過健康講座、大型公開講座、研討會及派發小冊子

和海報，向僱主及僱員推廣職業健康診所的服務，並不時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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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工具播放資訊短片及作宣傳廣告加强推廣。另外，勞工

處亦透過互聯網絡、勞工團體的通訊和職安局所出版的刋物刊登

有關職業健康診所的資訊，推介診所的服務。  

 

未來路向  

 

26. 勞工處會繼續積極推動預防職業病和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加

強僱主及僱員對職業健康的認識，並會繼續透過執法工作，確保

僱主遵從職安健法例的規定。  

 

 

 

勞工及福利局  

勞工處  

2020 年 4 月  



 

 

 

附件  

 

2015 年至 2019 年的職業病確診個案數字  

 

職業病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職業性失聰  133 184 177 275 308 

矽肺病  56 43 54 59 52 

手部或前臂腱鞘炎  31 63 39 39 35 

間皮瘤  13 7 16 10 10 

結核病  9 6 9 4 5 

氣體中毒  7 14 1 4 17 

職業性皮膚炎  3 11 3 3 5 

石棉沉着病  0 4 2 2 7 

氣壓病  2 0 1 1 1 

其他  2 2 2 3 2 

總數：  256 334 304 400 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