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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1283/2024(01)號文件  

 

2024年 9月 24日  

討論文件  

 

 

研究工務工程效益成本管理小組委員會  

 

檢視香港建造成本高昂的原因  

 

目的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建 造 成 本 策 略 性 研 究 的 進 展

以及香港建造成本高昂的原因。  

 

 

策略性研究  

 

2 .  香港的基建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在瑞士洛桑國際

管理發展學院最新發布的《 2024 年世界競爭力年報》 1中，香

港的排名上升兩位至全球第五位，而當中「基礎建設」的排

名較去年明顯上升，躋身在全球前十名之內 (第九位 )，反映政

府近年持續推展基本工程的成效得到認同 。  

 

3 .  然而，香港的建造成本長期處於世界前列，過往多年

香港曾在《國際建造成本指數》2 排名前三位 3。香港是國際大

城市，生活水平較高，亦是世界上發展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加

上地理條件複雜，這些都是導致建造成本較高的客觀因素。隨著

發展局推出多項策略性措施，以及在建造業界各持份者的通

力協作下，在 2024 年香港的排名已下降至第九位，但仍居亞

洲首位。有見及此，我們於去年第四季展開建造成本的策略

性研究 (下稱策略性研究 )，希望找出建造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1 世界競爭力年報是一份由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每年所發行的報告。這份年報基於 333 個競爭

力測量的標準，評比了 60 個國家/城市的表現。 

2 《國際建造成本指數》由國際知名工程顧問凱諦思（Arcadis）出版，每年根據全球 100 個主要城市

不同種類建築物的工程造價，例如學校，住宅，酒店，辦公室等而得出來的。指數充分反映這些城

市每年建造工程的造價變動，而排名則是根據指數的高低排列。 

3 香港曾在 2016-2020 年間排名在全球前三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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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參考國內外的相關經 驗，制定相應的策略性措施以控制建

造成本。我們期望在降低建造成本的同時，保持高質量發展，更

有效地使用公共資源推展基建，並配合國家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政

策目標，加強香港的長遠競爭力。  

 

4 .  策略性研究以宏觀角度檢視香港建造工程，收集本地

建造界不同持份者的意見，並進行整合及分析，以確保研究

成果能夠充分反應本地建造界的實際情況。  

 

5 .  發展局已於 2024 年 7 月 19 日的研究工務工程效益成

本管理小組委員會簡介關於香港建造工程成本現況和現行成

本管理措施，詳情可參閱立法會 CB(1)1062/2024(02)號文件。 

 

 

初步研究結果  

 

6 .  策 略 性 研 究 參 考 了 本 港 過 往 不 同 類 型 的 工 程 4和 比較

了香港與 其他較 發達 城市在不同工程類型方面的造價 5，並參 考

國內外的工程經驗，深入分析香港工程造價的成本結構及所

佔百分比，從而找出香港建造成本高的原因。我們亦與業界

各持份者就研究成果作出交 流，收集意見，以助我們探討及

制定策略方向和建議。  

 

7 .  雖 然 不 同 類 型 的 工 程 在 建 造 成 本 結 構 上 可 能 有 所 差

異，但整體而言，建造成本可以分為四大類別，包括 (1)建築

工人成本（約佔 30%-40%）、 (2)建築材料及設備成本（約佔

25%-35%）、 (3)機械成本（約佔 10%-20%），以及 (4)工程複雜

性所引致的風險溢價、承建商的營運成本和利潤等（約佔 10%-

30%）。這些建造成本會直接受市場價格的變動所影響。  

 

 

 

 

                                                 
4 研究參考了超過七十項已完成的工程，包括建築、道路、工地平整、渠務、水務等不同類型的工程。 
5 策略性研究比較了道路、行車天橋、學校、醫院、商業樓宇以及住宅樓宇等。結果顯示雖然香港工程

造價比倫敦、紐約兩個主要海外城市為低，但對比新加坡以及鄰近灣區城市(如深圳和廣州)則為高，

根據分析，新加坡以及鄰近灣區城市(如深圳和廣州)比香港低 20%-70%。這個研究結果和我們一直參

考的國際建築造價指數的排名大致相符。 

https://www.legco.gov.hk/yr2023/chinese/hc/sub_com/hs02/papers/hs0220240719cb1-1062-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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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建造成本外，工程造價亦會受其他

不同因素所影響，包括經濟週期、承建商的投標策略等。例

如，承建商可能為提升市場佔有 率而調低投標價格。相反，

承建商亦可能在公司已承接大量工程的情況下而調高投標價

格。總括而言，當建造成本增 加或減少時，工程造價未必直

接反映建造成本的變化 。由於這些因素會跟隨市場環 境而浮

動，其不確定性較高，所以策略性研究會聚焦檢視上文第 7 段

所提及的建造成本，以期透過策略性措施去控制建造成本。  

 
9 .  策略性研究就 上述所提及的建 造成本作出深入分 析，

並比較了香港和其他較發達城市 6的成本結構所佔的百分比，

從而總結出香港建造成本高昂的五個主要成因。  

 
 
香港建造成本高昂的主要成因  
 

工人成本  

 

10 .  工人成本約佔整體建造成本的 30%-40%，並受工人工

資以及工程所需的工人工時所影響 (即生產力 )，高工人成本會

直接導致建造成本較高。策略性研究指出，香港的建築工人

工資比倫敦和紐約等城市低約 20%-30%，但比新加坡則高出

約 70%，更比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地方高出約 3 倍 7。在評估

建築工人工資水平時，策略性研究 分析香港的物價及生活水

平、其他非督導級工種 8的工資以及人力供求等各種因素，認

為香港建築工人工資屬合理水平。  

 

11 .  策 略 性 研 究 亦 對 比 不 同 城 市 每 十 億 工 程 所 需 的 工 人

工時，發現香港所需的工人工時比起國外其他城市為高 9。香

港建造業工人的平均年齡約為 47 歲，當中香港建造業約四成

                                                 
6 如倫敦、紐約、新加坡、廣州和深圳等國際城市。 
7 政府統計署 2024 年 3 月的數據顯示，香港建築工人平均日薪為($1270/日)。而倫敦建築工人平均日薪

為($1600/日)、新加坡建築工人平均成本為($750/日)，以及深圳建築工人平均日薪則為($330/日)。 
8 政府統計署 2024 年 3 月的數據顯示，非督導級的工種的日薪工資如廚師($835/日)、侍應生($651/

日)、司機($725/日)、保安主任($748/日)等，亦較深圳的同類工種高約 2-3 倍。 
9 研究數據顯示每十億工程的所需的工人工時，香港為(270,000 工人日/每 10 億工程) ，比倫敦(195,000

工人日/每 10 億工程)及新加坡(245,000 工人日/每 10 億工程為高。而深圳(281,000 工人日/每 10 億工

程)則和香港相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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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半熟練工人及熟練工人的年齡在 55 歲或以上 ，建築工人老

齡化的問題明顯較其他城市嚴重 10。而建築工人是屬於以體力

勞動為主的工種，工人老齡化問題會直接影響整體建築工人

的生產力，從而導致香港建造工程普 遍需要較長的建造期。  

 

12 .  此外，香港建造業普遍使用較依賴人力的建造方式 11，

從而加劇工人老齡化對生產力的影 響，導致工程需要更長的

工時才能完成。在建築工人工資較高、工人老齡化問題的影

響下，高工人成本亦成為香港建造成本高的主要成因之一。  

 

 

建築材料及設備的合約風險溢價  

 

13 .  建築材料及設備佔整體建造成本約 25%-35%。香港的

主要建築材料包括鋼筋、鋼材、混凝土、銅線，以及木材等。

由於香港已應用具競 爭力的環球採 購模式購買建築材料及設

備，所以其基本價格和其他較發達城市大致相約。  

 

14 .  香 港 的 工 程 項 目 採 購 模 式 大 多 由 總 承 建 商 經 招 標 機

制承包整個工程，然後把工程分拆並一 般以「連工包料」的

模式分判給不同的分包商，再由分包商向供應商購買建築材

料及設備，而供應商則會向世界各地的生 產商購入。我們亦

了解，有部分總承建商會自行向供應商購入建築材料及設備。

根據策略性研究收集的資料以及和持份者的交流，上述兩種

採購模式的價格差異可達 10%或以上。其主要差異在於總承

建商可以透過大量購買的優 勢而取得更競爭力的價格，同時

亦 可 減 少 每 一 層 分 包 商 在 建 築 材 料 及 設 備 價 格 加 入 的 風 險 溢

價 。 策略性研究亦指出， 如果工程所需建 築材料及設備的獨

有性越高，在缺乏市場競爭力的情況下，該建築材料及設備

的利潤及風險溢價會越高。  

 

15 .  策略性研究指出「工程分包」的合約採購模式制度在

香港建造業沿用多年，雖然當中涉及管理成本和風險溢價，

                                                 
10  倫敦建築工人的平均年齡為 42 歲，深圳建築工人的平均年齡為 43 歲，而新加坡建築工人(本地)的平        

均年齡為 49 歲。 
11  倫敦的一些大型工程項目利用數碼科技，配合組裝合成及場外預製的建造方式，節省高達 30%人力

需求。發展局近年已積極推動「組裝合成」建築法、「機電裝備合成法」等高效建築法。香港現時

有超過 70 個項目正在或將會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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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存在不少優點。例如在大型及複雜工程中，總承建商可

以利用「工程分包」制度來分配不同工作，增加彈性以應對

不穏定的工程量，同時亦能通過「工程分包」制度選取具專

業知識的專門承造商，承建不同工程項目中的相關工程，更

有效使用人力資源。  

 
 
設計標準及要求  

 

16 .  策略性研究分析香港所採用的設計標準及要求，並與

國內及英國 /歐洲的相關設計標準及要求作比較，結果顯示香

港的設計標準及要求屬於國際級水平，亦有因應本地情況而

附加的額外要求。在一些個別標準，例如混凝土的設計抗壓

強度、地基可承載力等，其差異可達 10%-30%不等。這些差

異亦導致香港的建造工程有機會需要比國內外其他城市使用

更多的建築材料和工序，從而令建造成本上升。  

 

17 .  香港一直沿用國際級的建築標準，國內外的建築材料

及產品，只要符合相關標準便可於本地應用。 策略性研究亦

指出建造技術、科技和材料質素於近年高 速發展，而香港大

部分的設計標準和要求 已經沿用多年 ，有需要適時檢視和優

化。這不但提高工程 顧問設計時的靈活性，更可以利用其國際

視野及經驗設計出最具成本效益的工程方案，同時亦可以應用

更多來自國內外甚至本地研發的優質並具成本效益的創新科技

物料，進而降低建築成本。例如，近年高強鋼 12的應用便是其中一

個應用創新建材而減低建造成本的成功例子。  

 

 

審批流程  

 

18 .  香港的建造業擁有一套完善並嚴謹審批流程，政府部

門、顧問公司、駐地盤監督人員以及承建商和分包商之間都

按現時不同的監察制度和審批流程推展工程，包括規劃、設

計及施工階段的設計圖則以及技術文件都需要轉 介不同的政

府部門和監督人員負責審批。在過去數十年，政府部門和監

                                                 
12  高強鋼比傳統鋼材強度更高、重量更輕，方便吊運，可節省 30%-50%的材料需求。同時，運用高    

強鋼亦可以減輕結構及地基的負荷要求，從而減低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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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人員會為工程項目就不同的工序增減關鍵檢查點和檢查頻

率去監察施工過程，旨在不斷完善其監察制度，以提高對質

量管控的要求。  

 

19 .  然而，業界認為過多的審批流程會產生大量文書工作，

不但會影響施工效率，更會導致承建商和顧問公司需要聘用

更多人手來處理，進而提高建造成本。跟據策略性研究所收

集 的 資 料 顯 示 ， 工 程 團 隊 在 設 計 及 建 造 階 段 中 大 約 有 30%-

40%的時間用於處理文書工作。發展局亦已在較早前的發展事

務委員會向委員介紹一系列精簡與發展相關的規 劃及行政程

序方面的工作。而基於策略性研究的分析，我們會進一步檢

視及優化設計及建造階段的審批流程 ，從而節省工程團隊的

人手需求，減低建造成本。  

 

 

工程複雜性  

 

20 .  香港山多平地少，城市發展高度集中，加上多變的地

質環境，以致香港工程的限制較大，從而增加其複雜性。  一

直以來，工程團隊會根據該工程附近的獨特環境，因地制宜，

設計工程方案。 例如一些跨區大型道路工程項目的設計走線

會受到所經地區的現有建 築物及未來發 展所限制，工程團隊

需考慮不同的設計走線，最終或需以隧道方 式進行工程 ，從

而增加建造成本。  

 

21 .  而且，在人口密雜的市區進行工程所面對的挑戰同困

難都會較多，工程團隊需設計相應的施工安排以確保對市民

大眾的影響減到最低，包括交通改道安排、對鄰近環境的保

護措施、施工時間限制等等。策略性研究亦指出，有不少較

發達城市同樣面對相同問題。事實上，在《國際建造成本指

數》前十名內，大多是生活水平和發展密度較高的國際城市。  

在這些高度發展的城市中進行工程無可避免會對市民大眾會

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而市民、各持份者以及政府相關法定

機構對建築工程亦有一定期望及要求，這些期望及要求會直

接影響項目設計、施工效率以及建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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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策略性措施的具體方向  

 

22 .  鑑於工人老齡化、生產力下降、採購模式所導致的風險

溢價、高標準設計及要求、冗長的審批流程等都是香港建造成

本高的成因，我們正 檢討現行採購模式、顧問研究工作、科技應

用、審批及工作流程等範疇，並研究建議措施的具體方向。  

 

23 .  我 們 會 繼 續 與 委 員 及 業 界 各 持 份 者 討 論 及 交 流 控 制

工務工程成本的相關策略，並優化建議、定訂短、中、長期的

不同策略措施，以及緩急優次，適時推展相關措施。  

 

24 .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並作日後委員會詳細討論

的參考。  

 

 

 

發展局  

2024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