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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立  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的規定成立，這些規定

載於本報告書附錄1。  
 
 
2 .  委員會的成員  立法會主席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72(3)條任命下列議員為委員會成員：  
 

主席  ：  邵家輝議員 , JP 
 
副主席 ：  謝偉俊議員 , JP 
 
委員  ：  容海恩議員 , JP 

陸頌雄議員 , JP 
黃俊碩議員  
龍漢標議員  
簡慧敏議員  

 

秘書  ：  陳向紅  
 
法律顧問：  陳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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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的程序 委員會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72條
決定的行事方式及程序如下：  
 

(a)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72條被傳召出席委員會

會議的官員，通常應為審計署署長在其報告書裏提

及的收支總目的管制人員；如果所研究的事宜影響

超過一個收支總目，或涉及政策或原則問題，則應

傳召政府的有關政策局局長或其他適當人員。到

委員會席前應訊，應是被傳召官員的個人責任。雖然

他可以由屬員陪同出席，協助解釋細節，但委員會

要求提出的資料、紀錄或文件，均應由他單獨負責； 
 

(b) 如果審計署署長的政府帳目審計結果報告書所提及

的 任 何 事 項 與 政 府 補 助 機 構 的 事 務 有 關 ， 則 到

委員會席前應訊的人士通常應為管制補助費撥款的

人員。如委員會認為傳召有關補助機構的代表有助

審議，則委員會亦可傳召該代表出席；  
 
(c) 管制人員或其他人士向委員會提供資料或解釋時，

委員會會要求審計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協助；  
 
(d) 委員會在報告書內提及不屬於政府及補助機構的

任何人士或機構前，須先行聽取這些人士或機構的

陳詞；  
 
(e) 委員會通常不應單憑審計署署長報告書所述而就

某一事項提出建議；  
 
(f) 委員會不應容許管制人員以書面作證，但作為親身

到委員會席前應訊的附加資料，則屬例外；及  
 
(g) 委員會應不時與審計署署長進行非正式磋商，向

署長建議甚麼地方可進行有收穫的衡工量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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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委員會委員的保密承諾書  為加強委員會及其工作

行事持正，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委員簽署保密承諾書。委員同意，

就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研究工作，他們不會披露任何關涉

委員會有關程序而被列為機密的事情，這些事情包括任何向

委員會提供的證據或文件，以及任何與委員會在非公開會議上

所作討論或商議有關的資料。委員亦同意採取所需步驟，時刻

防止這些事情向外披露，但經委員會撤銷保密限制的事情，則

不受這限制。 

 
 
3. 委員會委員所簽署的保密承諾書已上載至立法會網站。 
 
 
4. 委員會的報告書  本報告書載有政府帳目委員會就

2022年 11月 23日提交立法會的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衡工

量值式審計結果報告書第 3章提交的補充報告書。審計署署長

是根據 1998年 2月 11日提交臨時立法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衡工量值式審計 ”》文件所列

的準則及程序進行衡工量值式審計。該份文件載於附錄 2。
委員會第七十八號報告書已於2023年2月15日提交立法會。  
 
 
5. 政府的回應  政府對委員會報告書的回應，載於政府

覆文內。在該覆文內，政府在適當時會就委員會的結論及建議

提出意見，並就委員會或審計署署長指出的不合規則事宜提出

糾正方法；如有需要，更解釋政府不擬採取行動的理由。政府

已表示會在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內，向立法會

呈交有關的政府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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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 委員會先後就本報告書所涵蓋的議題召開了 4次
會議和 2次公開聆訊。在公開聆訊中，委員會聆聽了 14名
證人，包括 2名局長及 5名部門首長的證供。證人名單載於

本報告書附錄 3。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所作的證供，以及

委員會根據這些證供及研究有關議題後所作出的具體結論和

建議，載於本報告書第4部。  
 
 
2. 委員會公開聆訊的現場及過去的網上廣播已上載至

立法會網站。  
 
 
3. 鳴謝  委員會衷心感謝所有應邀出席公開聆訊作證的

人士，他們都採取合作的態度；以及所有向委員會提供詳細

資料，以助委員會審議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的政策局/

部門。同時，委員會感謝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委員會法律

顧問和秘書，他們一直從旁給予協助，提供有建設性的意見。

此外，審計署署長在編寫其報告書時，採用了客觀而專業的

手法，而署長及其屬下人員更在整個研議期間為委員會提供

不少協助，委員會亦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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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審計署就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拓署 ”)推展安達臣道發展
工程計劃 (“工程計劃 ”)的工作進行審查，而工程計劃涵蓋土地
平整及相關基礎設施工程；審計署亦就路政署、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及運輸署對工程計劃下興建行人天橋系統 (由行人
天橋A至D組成 )的管理工作進行審查。  
 
 
2. 邵家輝議員申報，他是香港房屋委員會委員。龍漢標議員

申報，他是代表地產及建造界功能界別的立法會議員，該界別

內的承建商或曾進行相關工程項目。  
 
 
3. 前運輸及房屋局 (“運房局 ”)，現為房屋局， 1是工程計劃

的政策局。土拓署是工程計劃的承建部門及管制人員。  
 
 
背景  
 
4. 1996年，政府在東九龍安達臣道與秀茂坪道之間物色
到一幅具發展潛力的土地 (即工程計劃所在之處 )，面積約
58公頃，可供增加房屋土地供應。相關的規劃及工程可行性研
究 (“可行性研究 ”)在1998年10月完成，結果證實建議的房屋發
展計劃可行，並就發展計劃提出一個較可取的建議方案，而該

方案亦在1999年3月12日獲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擬議的房屋
發展計劃由發展公營房屋和私人房屋組成，預計可容納約

41 000人。 2 
 
 
5. 根據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 (“該審計報告 ”)
第 2.8段，按照原本設計，工程計劃下的行人天橋系統由 3條
行人天橋 (即行人天橋A至C)組成。經諮詢觀塘區議會和西貢
區議會後，原本設計下 3條行人天橋的建造工程和其他擬議
道路工程，於 2000年 9月按《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1 由 2022年 7月 1日起，運房局已分拆為運輸及物流局和房屋局。  
2 詳情請參閱登載於立法會網站的立法會 PWSC(1999-2000)46號

文件。  

https://www.legco.gov.hk/yr98-99/chinese/fc/pwsc/papers/pw23064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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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0章 )刊憲。該條例訂明的必要法定程序在 2002年 3月完
成，當局按條例因應在2002年進行的諮詢所收集到的意見，來
決定該3條擬議行人天橋的位置。  
 
 
6. 2003年，房屋發展計劃有變，工程計劃因而暫緩。2005年
10月，工程計劃重新推展，而發展參數也有所改變，由公私營
房屋發展全部改為公共房屋發展。2007年1月，政府就可行性
研究所得結果進行檢討，確認了於安達臣道推展擬議公共房屋

發展項目的可行性。根據新的發展參數，工程計劃將提供

約16 1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供約48 000人在2015年至2016年
分階段入住。 3 
 
 
7. 為配合擬議公共房屋發展當時預計在 2015年入伙的
時間表，即使新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尚未敲定，土拓署仍於

2007年 9月就合約A進行招標。 4於合約A招標前，土拓署在
2006年 8月至 2007年 8月期間聽取不同持份者就行人天橋系統
設計提出的意見。在 2008年 1月批出合約A後，行人天橋系統
的設計大幅改動，導致合約A的工程更改，以及須支付趕工費
用和承建商A提出的申索。此外，工程計劃增添了新的行人
天橋D，並在2013年1月批出的新合約B下興建。合約A及B的工

程 (不包括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 )於2016年12月大致完成，

較原訂完工日期分別遲約28.6及13個月。  
 
 
8. 根據該審計報告附錄A，截至2021年10月，合約A的最新
合約開支為28億4,430萬元，較原訂合約金額20億6,300萬元增加
7億8,130萬元 (37.9%)。合約B的最終合約金額為1億6,790萬元，
較原訂合約金額 1億 5,180萬元增加 1,610萬元 (10.6%)。據政府
表示，工程合約的結算開支為35億2,880萬元， (即佔核准預算
35億 4,340萬元的 99.6%)。房屋局局長在 2023年 2月 8日所發出
的函件 (附錄4)載列了兩份合約的開支項目的分項詳情。  
  
                                           
3 詳情請參閱登載於立法會網站的立法會 PWSC(2007-08)57號文件。 
4 合約 A主要涉及平整約 20公頃的建築地台和相關的土力及斜坡

鞏固工程，而行人天橋A至C的建造工程大致基於 2002年的諮詢結
果而進行。  

https://www.legco.gov.hk/yr07-08/chinese/fc/pwsc/papers/p07-57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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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委員會分別於 2023年 1月 13日及 2月 13日舉行兩次公開
聆訊，以聽取證供。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女士在首次公開聆訊的

開場發言載於附錄5。  
 
 
工程項目的分工  
 
10. 委員會從該審計報告第1.2段知悉，前運房局是負責工程
計劃的政策局，而發展局轄下的土拓署是承建部門，負責進行

工程計劃下的各項工程。委員會關注到，在推展工程項目時，

不同政策局和工務部門之間或會出現權責不清的情況。委員會

詢問有何措施確保這些局/部門之間有效地協調。  
 
 
11.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方學誠先生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闡述：  
 

─  在推展基本工程項目時，政府內部有清晰指引釐清
政策局與工務部門之間的分工。具體來說，在工程

計劃初期，前運房局擬備工程界定書給土木工程拓

展署署長，述明進行工程計劃的理據，並界定工程

範圍。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收到工程界定書後，擬

備技術可行性說明書，以確定工程計劃技術上可行，

並按規定就不同範疇作出評估 (包括設計限制、環境
考慮因素、工程費用預算及施工時間表 )；及  

 
─  當工程計劃納入基本工程計劃後，土拓署即開始施

工前期工作，包括工地勘測、初步/詳細設計、環境

影響評估、交通影響研究、法定刊憲程序和擬備標

書工作等。在完成詳細設計、其他前期預備工作及

諮詢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後，前運房局向立法會

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提交撥款
申請。當財委會批准撥款後，土拓署批出工程合約，

隨即開始施工。在批出工程合約後，土拓署根據核

准金額密切監控項目的成本估算，並監控工程計劃

的進度，以防止計劃延誤，並在延誤出現時制定措

施減少這些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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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委員會關注到，運房局於 2007年 7月從房屋及規劃地政
局接手處理政策工作，有否影響工程計劃在相近時期所進行的

地區諮詢工作及合約A招標工作。房屋局局長在公開聆訊上表
示及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 2007年政府總
部政策局的重組安排沒有影響房屋政策的目標。刊憲程序的地

區諮詢和工程計劃的招標為土拓署的工作，政策局的轉變沒有

影響相關工作。  
 
 
推展工程計劃  
 
13. 截至2021年10月，儘管合約A較原訂合約金額20億6,300萬
元增加 7億 8,130萬元 (37.9%)，然而工程計劃並未超出其
35億 4,340萬元的核准預算。委員會質疑，政府在向立法會
申請撥款時有否高估工程計劃的開支。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

公開聆訊上回應時表示，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
的函件 (附錄4)中進一步解釋，土拓署在為合約A招標前，按照
當時其他批出與合約A的類型及規模相近的工程合約價格，估
算合約A的價格為 26億 2,600萬元，最後合約A由承建商A以
20億 6,300萬元投得。近年，在採購所有工程合約及與工程
相關的顧問合約方面，政府採用同步招標安排，即在申請撥款

前或申請撥款期間會展開工程招標或顧問公司的遴選工作，並

把回標價反映在撥款文件內，從而避免因較預期為高的回標價

而需調整的應急費用。政府亦只會在取得立法會撥款後才會

開展工程或顧問工作。  
 
 
14. 當局在公開聆訊上向委員會表示，合約A及B下的更改
令、趕工及工程申索等所產生的額外成本由工程計劃下的應急

費用支付。委員會詢問有關應急費用的詳情，以及如何釐定有

關費用。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

在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補充：  
 

─  工務部門在估計工程應急費用時，會按照工務局技
術通告第22/93號 “風險分析估算法 ”，按各工程項目
的獨特性及風險因素推算應急費用。一般而言，部

門會分別為每份工程合約及整項工程預留約 10%的
預算作為應急費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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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拓署在 2007年就工程計劃向立法會申請撥款時，
按 “風險分析估算法 ”估計的工程合約應急費用，約
為當時工程合約預算金額的8%。另外，整項工程項
目的應急費用約為整項工程項目預算的8%。  

 
 
15. 關於該審計報告附錄A，委員會就合約A的價格變動調整
撥備錄得14.9%增幅，以及釐定工程項目撥備水平的機制，要
求當局作出解釋。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闡述：  
 

─  政府設立的合約價格調整制度是一個公平的風險分
擔制度，在該制度下，工程合約的價格調整預算是

按政府對未來 10年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預測進行推算；  

 
─  土拓署在準備合約A時，按政府對 2007年至 2017年

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的趨勢增減

率所作的預測，推算價格調整的預留費用。在工程

進行期間，合約規定工程費用需根據政府統計處在

合約期間發表的實際公營建築工程計劃所採用的工

資及材料成本作出調整；及  
 

─  合約A於2008年1月展開，原訂於2014年7月完成，其
原訂合約價格為 20億 6,300萬元，當中1億2,400萬元
為合約價格調整金額。由於工資及材料成本的實際

升幅比預期高，隨着工程進展，至2014年7月為止，
合約A的開支為 21億 9,900萬元，當中 3億 2,300萬元
為實際合約價格調整金額。因應實際工程進度，

合約A於 2016年 12月完成，其結算時所涉及的合約
價格調整金額最終為 4億 3,100萬元，比原本預計的
1億 2,400萬元多出 3億 700萬元，多出的部分約為原
訂工程合約金額的14.9%。  

 
 
16.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1.5及1.6段，2006年5月土拓署批出為
合約A及B進行工地勘測、設計和工程監督工作的顧問合約Y，
而顧問費的金額為2,600萬元。委員會詢問，合約A及B延遲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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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令支付給顧問Y的顧問費增加。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
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
中補充，2,600萬元的金額為截至2021年10月已支付給顧問Y的
費用。合約A及顧問合約Y的原訂完成日期分別為2014年7月及
2016年5月，而合約A及B的最終完成日期為2016年12月，顧問
合約Y的最終完成日期為2022年12月。因顧問合約期的延長 (即
由2016年6月延長至2022年12月 )，政府需向顧問Y支付按通脹
調節的額外費用約為20萬元。  
 
 
17.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1.6段表三的備註，截至2021年10月，
合約A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仍在進行中。委員會要求當
局說明有關方面的最新情況，以及承辦商A延遲完成美化工程
和培植工程 (即合約A於 2016年 12月大致完成後接近 5年 )的原
因為何。委員會亦詢問，土拓署認為這個延誤是否普遍而且可

以接受，以及採取了甚麼措施以加快進程。  
 
 
18.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

在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進一步解釋：  
 

─  於斜坡上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需待斜坡修
補缺漏工程完成後才能進行。由於斜坡修補缺漏工

程的延誤，於斜坡上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直

到2020年1月至2021年9月才分階段完成；  
 

─  土拓署認為在工程計劃下，承建商A用了較長時間
才完成修補缺漏工程、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的

情況，並不普遍發生於一般的工務工程內，亦是不可

接受。土拓署在 2017年至 2019年間總共 11次將承建
商A的表現評估為 “差 ”。自2018年起，土拓署將原訂
3個月作 1次的承建商A表現評估加密至 6星期 1次。
此外，土拓署的首長級職員與承建商A會面，訂定餘
下工程的時間表；每星期土拓署亦會檢視承建商A
有否按照時間表完成餘下的工作；及  

 
─  在日後進行其他工程時，土拓署會緊密監管承建商

的表現，亦會在發現問題時盡早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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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程計劃下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  
 
19.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2.8段，委員會詢問，2005年10月工程計
劃發展參數的改變有否影響其整體管理。房屋局局長及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為配合擬議公營房屋發
展當時預計在2015年入伙的時間表，土拓署需要在2011年起陸
續將完成的房屋建築平台交付予房屋署。因此，土拓署須於

2007年為合約A招標並於2008年1月動工。另一方面，自工程計
劃改為全屬公營房屋發展後，房屋署須重新作出規劃和設計、

與相關政府部門商討區內的配套及社區設施、進行其相關技術

評估及研究，再經諮詢持份者後，才能確立發展參數及行人天

橋系統設計方案。其後就行人天橋系統作出的大幅改動，對工

程管理帶來一定挑戰及影響。  
 
 
20.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2.9至2.13段，合約A在2007年9月招標
前，土拓署在2006年8月至2007年8月期間，收到不同持份者就
工程計劃下行人天橋系統設計提出的意見，當中包括增建 1條
行人天橋、更改行人天橋B的走線，以及在房屋署交通檢討研
究完成後是否有需要檢視行人天橋的數目及地點。委員會詢

問，鑒於各方均要求改動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當局仍把興建

行人天橋A至C納入合約A的原因為何。  
 

 

21.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房屋署署長王天予女士在公開

聆訊上解釋，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原有的行人天橋座落位置與土地平整工程緊
密連接，為興建行人天橋另訂工程合約會衍生許多合約間配合

問題的風險，有可能導致在合約A下建造的基礎設施以至相關
行人天橋未能如期完成。因此，土拓署認為以單一工程合約同

時涵蓋土地平整工程和行人天橋建造工程，是實際和比較可取

的做法。有見行人天橋系統設計的不確定性，土拓署先將行人

天橋系統工程以可刪減合約條款安排於合約A下進行。倘若
土拓署在考慮最終的行人天橋位置、規模、數量及對合約影響

等因素後，認為新的行人天橋不宜在合約A下興建，便可行使
該條款，把原有行人天橋工程從合約A中刪除，並為行人天橋
系統工程重新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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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2.9(b)及2.22(a)段，2006年10月，房屋
署建議通過數份工程合約，分階段推展土地平整和餘下的基礎

設施工程 (包括行人天橋 )。此外，土拓署在 2007年 3月觀塘
區議會會議上提供的討論文件亦提到將於2007年9月先就土地
平整工程進行招標。委員會詢問為何土拓署隨後在2007年 9月
就包括興建行人天橋 A至 C的單一合約 (即合約 A)招標並於
2008年1月批出該合約，以及土拓署在敲定採用這項安排前，
有否進一步與房屋署商討。  
 
 
23.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房屋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澄清，

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進一步解
釋，政府在2007年3月向觀塘區議會就工程計劃提交的文件中
提及，會先就土地平整工程進行招標，其後再就房屋建築工程

招標。就房屋署建議為行人天橋系統分拆合約，土拓署當時經

考慮後採用了可刪減合約條款的安排，先將原有行人天橋A至
C涵蓋於合約A的範圍內，若土拓署認為行人天橋不宜在合約A
下興建，可以把行人天橋工程從合約A中刪除。此合約安排
大概與房屋署的建議一致。  
 
 
24.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2.9(f)(ii)段，土拓署於2007年8月告知
顧問Y，由於合約A下行人天橋A至C的工程有可能被刪除，加
上這些行人天橋的設計大有可能作大幅修改，以及為應付這些

潛在修改，合約A應加入相關合約條款。委員會詢問為何前
運房局及土拓署未有在 2007年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和
財委會提交的討論文件中提供此一資訊。  
 
 
25. 房屋署署長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

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政
府於2007年11月22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中指出，在房屋發
展項目的布置圖及設計於2008年度至2009年度備妥後，房屋署
會進行行人流量研究，就在房屋發展項目建造行人通道進行檢

視，而當局可因應研究結果重新考慮行人天橋的數目及地點。

在研究完成後，政府會就建造行人天橋進一步諮詢相關區議

會。因應相關的研究結果，政府決定改動行人天橋A、B及C，
並新增行人天橋D。由於以可刪減合約條款處理行人天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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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的安排屬操作細節，政府一般不會在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

件中表述。有見委員會對工程合約條款的關注，土拓署在日後

申請工程撥款時，會按需要考慮向立法會交代較重要的工程合

約條款安排。  
 
 
26.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2.12及2.13段，委員會詢問為何土拓署
沒有將工程計劃的招標延後至房屋署就安達臣道公共房屋發

展項目完成交通檢討研究，以及在敲定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後

才進行，而另一方面為何房屋署亦未有在土拓署為合約A招標
前進行交通檢討研究。  
 
 
27.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房屋署署長及房屋署助理署長

(工務 )(三 )黃至中先生在公開聆訊上解釋，以及房屋局局長在
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補充：  
 

─  土拓署在2007年9月為合約A招標時，已知悉公眾對
行人天橋設計的意見。然而，為配合擬議公營房屋

發展當時預計在 2015年入伙的時間表，土拓署需
要在 2011年起陸續將完成的房屋建築平台交付予
房屋署。若土拓署將招標程序延後至房屋署完成交

通檢討研究，有關平台將不能準時交付以配合目標

入伙時間；及  
 

─  房屋署認為待發展參數和設計方案確立後才進行交
通檢討研究較為合適，因為區內的行人流量分布會

因應屋邨布局和社區設施所在地點而有所差異，而

項目的發展參數和設計方案須在 2008年至 2009年才
能確立。  

 
 
28.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2.15(c)段，委員會要求當局就與承建
商A簽訂興建行人天橋D的補充協議，以及在合約B下興建行人
天橋D的實際開支作成本比較。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
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
補充，行人天橋D是全新的工程項目。承建商A曾就涵蓋行人
天橋A至D的工程提出報價，但政府當時因報價過高而沒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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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慮。政府決定為行人天橋D另行招標，而最終的開支為
1億6,800萬元，較承建商A的報價為低。  
 
 
29.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 2.22(c)(iii)段及附錄C，為增建行人
天橋D，新的合約B於2013年1月批出。在這安排下，合約A和
B之間在工地出入通道方面出現配合問題。承建商B以有關事
宜為由提出申索，並可獲得延長合約期177.5天及1,110萬元延
期完工費用。委員會詢問土拓署採取甚麼措施，以解決合約A
和B之間的配合問題，以及土拓署為減少日後合約之間的配合
問題而已經/將會採取的措施。  
 
 
30.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

在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闡述：  
 

─  由於承建商A在 2013年 5月發生山泥傾瀉事故 (地點
為行人天橋D附近 )後進行修補工作，故未能將承建
商B所需用地交出。土拓署及顧問Y立即採取行動，
以減低用地交付問題所帶來的影響，包括透過多次

會議督促承建商A盡快處理斜坡事故的補救工作並
交付有關用地，以及與承建商B商討改變其他相關
工程的施工工序，在有關用地尚未備妥時進行其他

相關工程；  
 
─  為避免工程合約之間的配合問題，土拓署日後會在

工程設計時盡量減少不同合約之間的通道和工地交

付情況，並在訂定合約內容時具體訂明承建商之間

的責任和配合細節。在工程進行期間，土拓署亦會

協調及加強各承建商之間的溝通；及  
 

─  現時政府採用的 “新工程合約 ”已引入風險預警機
制，鼓勵僱主代表和承建商盡早識別和提出可能對

項目造成影響的潛在風險，以及在遇到施工困難和

問題時，透過合約設定的程序框架及時限，共同協

商和擬定可令工程項目順利推展的最佳方案，以避

免或減少工程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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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2.22(d)段，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財庫局”)
留意到由於工程計劃的目標完工日期為2015年，即使新行人天
橋系統的設計尚未敲定，土拓署實際別無選擇，唯有於2007年
把合約A招標。財庫局提醒土拓署日後應改善地區諮詢程序，
以及更好地評估當區居民和區議會對基礎設施工程的要求，

避免再次出現類似情況。委員會詢問，土拓署就這方面已經 /

將會採取甚麼具體措施。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

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
在近年推展的工程項目，土拓署透過各個途徑盡量取得公眾對

工程項目的意見，包括諮詢相關的區議會、舉辦公眾參與的活

動、工作坊、與當區居民會面加強溝通、透過互聯網途徑收集

市民意見等。土拓署會按需要在工程的不同階段向公眾交代工

程內容和吸納市民的意見，務求更好地掌握各持份者的意見，

並將有關的意見反映在工程設計及合約安排之中。  
 
 
32.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2.22(e)段，2007年9月合約A招標文件
所載行人天橋A至C的原本設計，大致基於2002年 (即5年前 )進
行諮詢的結果。委員會詢問，為何土拓署在為合約A招標前沒
有進行新一輪諮詢，以掌握持份者對行人天橋系統設計的最新

意見。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房屋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

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政
府在2007年9月為合約A招標前，於2007年3月15日曾就工程計
劃諮詢觀塘區議會，當時土拓署收到須檢視行人天橋系統的意

見。自工程計劃的發展參數改為全屬公營房屋發展後，房屋署

因應將來發展區內的行人流量分布及屋邨布局進行交通檢討

研究，並對相關行人天橋的位置和數目提出建議。房屋署於

2009年3月向觀塘區議會介紹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初步發展藍
圖時，亦有提及有關行人連接通道的檢討結果。土拓署隨後與

有關部門跟進及完成詳細設計。  
 
 
33.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2.23(c)段，可刪減合約條款給予土拓署
彈性決定是否和何時開展行人天橋A至C的建造工程，然而，
由於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大幅改動，因而衍生出重大工程更改

及合約申索。委員會詢問，可刪減合約條款是否屬於工程合約

中的標準條文，以及土拓署是否認為該條款未能達致合約A下
的目標。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回應時表示，以及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七十八 A號報告書第 4部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  

 

 

-  16 -  

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可刪減
合約條款是一項可供選擇的標準工程合約條款，政府會按個別

工程需要考慮是否採用有關條款。土拓署在日後的工程合約招

標前會盡量整合公眾意見以敲定設計，務求減少在工程進行期

間的改動。  
 
 
34.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2.23(d)段，委員會詢問，為何當局沒
有紀錄顯示就興建行人天橋A至C採用單一合約安排的理據，
並查詢有權力作出該決定的人員的職級，以及土拓署已經 /

將會採取甚麼措施以加強這方面的紀錄。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2月 8日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政府會參考顧問的建議而作出工程合約的安
排，而顧問合約的署長代理人一般是由首長級第二級或第三級

的政府人員出任。政府與顧問Y在2006年簽訂的合約中沒有訂
明顧問Y需提交工程合約安排策略評估報告，在本次審計期間
亦未能找到相關紀錄。在近年推展的工程中，政府已要求顧問

在招標前提交工程合約安排策略評估報告，以詳細記錄有關

理據。  
 
 
35.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2.24(a)段，委員會要求當局提供詳細
資料，說明交付工程計劃時，所遇到的工地環境限制及技術

問題，並詢問這些問題在公共房屋發展項目中是否常見。

房屋局局長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以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2月8日的函件 (附錄4)中進一步表示，就
工程計劃而言，政府需要在地質情況複雜的山坡興建道路及建

築平台，並以行人天橋接通新發展區及鄰近觀塘市區。行人天

橋坐落的地方涉及大量斜坡及擋土牆工程，考慮到將土地平整

工程及行人天橋分拆合約招標可能引起合約間配合問題的風

險，政府認為將土地平整及行人天橋安排在同一工程合約下進

行，是實際和比較可取的做法。這工程計劃遇到的情況未必常

見於其他公營房屋發展項目。  
 
 
36.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2.26(a)及2.26(b)段，委員會詢問政府如
何合理地在如期完成工程項目，以及為合約招標前敲定所有工

程細節之間保持平衡，並且從工程計劃下行人天橋有重大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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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中，汲取了甚麼經驗。房屋局局長及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在公開聆訊上回應時表示，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2月8日
的函件 (附錄 4)中補充，日後工務部門會充分考慮持份者提出
的意見。由於工程項目的不同部分均有其複雜性，而彼此之間

亦互相影響，工務部門在決定合約安排前，須審慎權衡不同選

項和因素，以期在時間及開支可控的情況下達致預定目標。工

務部門會一直與負責的政策局保持密切溝通，當處理重要決定

時，工務部門會提供充分理據徵詢政策局的意見。  
 
 
C. 合約管理  
 
37.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 3.3(a)(i)段，顧問Y表示 2009年 5月的
混凝土墩墮下事故是由於前線監工和工人對於採取積極措施

以防高空墜物的意識薄弱所致。委員會詢問，合約A的招標文
件中有否載列任何規定，要求承建商A應採取必要保護措施，
以盡量減低斜坡工程帶來的潛在危險。委員會並查詢土拓署就

上述事件對承建商A採取的跟進行動/施加的懲罰。  
 
 
38.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

在其2023年3月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  合約A設有相關條款要求承建商A提供保護措施，減
少斜坡工程對附近公眾地方的影響，包括在斜坡下

方邊緣及在行人路旁設置圍板。承建商A已按要求
實施相關措施；及  

 
─  事故發生後，承建商A在貼近作業區下方的斜坡範

圍額外設置了一列屏障，防止任何泥石和鬆散物料

從斜坡滾到下方的圍板，並已為相關前線監工和工

人提供培訓，加強他們的防範意識及積極採取適當

的預防措施，以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39.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 3.3(b)段所述，因臨時排水系統的排
水能力不足而導致 2013年 5月在合約A下發生山泥傾瀉事故，
委員會質疑，即使一如該審計報告分別在第 3.3(b)(ii)和 (iv)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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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已採用建議的臨時排水措施，而土拓署亦在2014年 1月
發出技術指引，為何2015年5月再有類似事件發生。  
 
 
40.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房屋局局長

在其2023年3月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  2013年 5月的事故與 2015年 5月的事故性質並不相
同。前者是由於臨時排水系統的設計排水量不足所

致，而後者則是與臨時排水系統中的一個沙井內出

水位被阻塞有關，導致雨水湧出至附近的斜坡，引

致小規模滑坡；及  
 

─  為進一步提升斜坡排水設施，土拓署正進行斜坡排
水渠智慧監察系統的研究，監測排水系統的水位及

偵察排水系統的障礙物。有關研究的先導計劃將於

2023年 4月開展，在 3個地方進行測試。視乎先導計
劃的成果，土拓署可能會將該技術推廣至其他合適

地方使用。  
 
 
41. 委員會進一步詢問，若承建商不遵從該審計報告第3.3(b)(iv)段
提述的技術指引，將面臨甚麼後果/懲罰，以及土拓署如何確

保從業員/承建商遵從技術指引。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

聆訊上解釋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
補充：  
 

─  土拓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會在每年雨季開始前，提
醒各工務部門及工程業界人士留意該技術指引的建

議，在進行土地平整及興建加筋填土結構時，需因

應暴雨設計合適的臨時排水安排及提供足夠的預防

和緩降措施，以防止因臨時排水安排不足而引致滑

坡。工地監督人員會確保承建商按指引設計適當的

臨時排水設備，並在日常視察工地時監察承建商有

否妥善實施臨時排水安排；及  
 
─  若承建商在實施臨時排水安排的表現未如理想，

政府會將有關表現反映在承建商的季度表現評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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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內，而有關表現評核會影響該承建商投得新工務

工程合約的機會。  
 
 
42. 委員會詢問，土拓署如何進行該審計報告第3.3(b)(ii)段
提述的定期實地視察和安全巡查，以及這些監察工作如

何能夠有效地辨識承建商的不當行為 /不合規的情況。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進一步解釋，土拓署委聘的駐
工地監督人員 (包括工程師和工程督察 )及承建商 (包括駐地盤
代表和安全主任 )會每星期共同視察工地及施工工序，確保施
工按合約要求安全地進行。若發現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會記錄在

案及持續跟進，直至跟進工作妥善完成為止。此外，工程合約

設有工地安全管理委員會，由駐工地的管理人員、承建商的管

理層和土拓署的代表組成，檢視工程項目推展過程中的安全隱

患和進行風險評估，制訂相應的安全措施。工地安全管理委員

會亦會進行每月工地巡查，確保工程項目依照安全的施工方法

推展。  
 
 
43.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3.9段，委員會詢問土拓署採取了甚麼
措施，以便就涉及打樁工程的更改令作更準確的估算，從而更

有效地控制成本。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補充，土力工
程處正進行一個先導計劃，將其管有的土地勘探紀錄製作成

數碼立體模型，以分析不同土壤和岩石的特性、深度及位置，

讓業界在土力工程的初步設計階段已能掌握較為準確的地質

資料，為後續的詳細設計階段所需進行的土地勘探工作，作更

好的準備。  
 
 
44.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3.11(a)(i)段，委員會詢問，修補缺漏
工程有否引致額外的合約開支，以及當局會否就尚未完成的修

補缺漏工程向承建商A支付費用。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
聆訊上解釋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
補充，根據合約A的要求，承建商A有責任完成修補缺漏工程，
因此土拓署無需為完成修補缺漏工程向承建商A支付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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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另一方面，土拓署只會在承建商A完成所有的修補缺漏
工程後，才發放合約保留金給承建商A，以保障政府的利益。 
 
 
45.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3.11(a)(i)段的備註32，在保養期內及
屆滿後，均沒有就整份合約A備存載有全部有缺漏工程項目的
單一清單。委員會詢問，在沒有該清單的情況下，土拓署如何

確保承建商A能適時並妥善地跟進修補缺漏工程，以及土拓署
會否考慮編製一份缺漏工程項目的總清單，以更有效地進行

監察。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回應時表示，以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補充，由於工
程計劃的工地範圍大，工程的位置分散而且完成的時間不一，

顧問Y只為不同位置及種類的修補缺漏工程編製相應的清單
和時間表，以方便於各位置監督工作的進度，直至完成修補

缺漏為止。工程監督人員有跟進每張清單內的修補缺漏工程，

確保承建商按照各清單完成工作，並將完成了修補缺漏的工程

交付保養部門。整體而言，土拓署轄下工程項目的工程監督人

員和承建商會按修補缺漏工程的實際情況編製合適的清單和

時間表，以便有效監察相關工程的進度。  
 
 
46.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3.12(b)及 (c)段所述，承建商A進行修補
缺漏工程的表現欠佳，委員會詢問有否設立懲罰機制以處理這

情況，以及有否措施鼓勵承建商改善表現。房屋局局長及土木

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3月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  當政府部門為工務工程合約招標時，表現報告中的
評分會作為評審標書的依據之一，而承建商A持續
“差 ”的表現報告評分會影響其投得新工務工程合約
的機會；及  

 
─  土拓署只會在承建商A完成所有修補缺漏工程後，

才發放合約保留金給承建商A。假若承建商A當時最
終未能完成相關工作，土拓署可按合約條款終止該

合約，並向承建商A追討因其放棄工程而引致的政
府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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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委員會詢問市場上具備工程計劃所需專業知識及經驗

的承建商的數目為何。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回應

時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3月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現時，工務工程合約估值超過4億元的地盤平整工程，會邀請
相關的丙組註冊承建商參與有關工程合約的投標。發展局認可

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中現共有35間相關的丙組註冊承建商。  
 
 
48.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 3.20段，委員會請當局澄清，為何
土拓署同意顧問 Y於 2015年 8月指示承建商 B根據合約 B的
A部分而展開行人天橋A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儘管
由於未能提供行人天橋A以進行有關工程，有關決定可能會
引致申索A出現。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解釋及
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補充，合約A
原包括行人天橋A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在工程進行期
間，顧問公司Y向承建商A發出更改令改動行人天橋A的規模，
因而令該行人天橋的工期有所延長。有見合約 B的金額較
合約A的為小，若將相關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從合約A
刪除並交由承建商B負責進行，行人天橋A因工期延長而可能
引致的延期完工費用會相對較少，因此當時土拓署決定將

行人天橋A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從合約A刪除並交由
承建商B負責，務求減低因工期延長而需支付的延期完工費
用。在發出以上的指示時，延遲交付行人天橋A的事件及其
引致的申索A尚未發生。  
 
 
49.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3.21段，委員會詢問為何批予承建商B
的 480萬元延期完工費用涵蓋承建商B按照在合約B下另一個
工程部分的申索，而就承建商B的申索A可獲得的延期完工費
用則應只與A部分的工程有關；以及土拓署就顧問Y對申索A
的評估提供了甚麼意見。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

回應時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
補充，在處理有關合約B的申索時，土拓署曾向顧問公司Y提
供意見，指出該申索評估應只與行人天橋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

工程有關。當時顧問公司Y表示備悉有關意見，卻沒有進一步
全面交代申索評估細節。直至土拓署檢視有關申索細節時，顧

問公司Y才向土拓署表示，有關申索亦包括其他因應維修部門
要求而所發出的工程更改令引致的延期完工費用。不過，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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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Y確認，延期完工費用均屬合理及公正的評估，政府並無
多付款項予承建商B。  
 
 
D. 行人天橋A至D的管理和完工後檢討  
 
50.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4.2(b)段，委員會詢問升降機的維修保
養合約是否批予原廠負責提供服務。機電工程署署長彭耀雄先生

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機電署開放升降
機的維修保養工作予註冊的升降機承辦商競逐投標。在2019年
至2021年期間，該審計報告第4.2(b)段中提及的17部升降機的維
修保養服務，分別由3份機電工程合約提供，其中兩份合約由原
廠提供服務，另外一份合約由非原廠的公司提供服務。  
 
 
51.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 4.3(b)段，委員會詢問機電署有否就
升降機的維修工作及處理關乎升降機服務的投訴方面訂定任

何服務承諾。機電工程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

在其2023年3月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  根據機電署的服務承諾，如升降機故障牽涉有人受
困，升降機維修保養承辦商人員須在 30分鐘內到達
現場協助受困人士並進行維修；而在其他故障報告

情況下 (如升降機出現故障信號等 )，升降機維修保養
承辦商人員須在1小時內到達現場檢查並進行維修；
及  

 
─  至於升降機的查詢或投訴個案，機電署會將有關個案

分類及按既定程序處理。若個案是關於通報及投訴

升降機日常維修保養事宜，或與《升降機及自動梯

條例》(第618章 )有關，機電署會在10個工作日內回應
或初步回應通報人/投訴人。  

 
應委員會的要求，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在其 2023年 1月 10日的
函件 (附錄 7)，提供自行人天橋A至D開放予公眾使用以來，
政府部門收到涉及升降機服務的投訴/意見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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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委員會詢問有關行人天橋A的一部升降機服務暫停 10天
(暫停時間最長 )的個案的詳情。機電工程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
回應時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
闡述：  
 

─  事緣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在檢查該升降機後，發現懸
吊纜索開始出現鏽蝕情況。有關的懸吊纜索是比較

特別的扁平設計，在香港沒有足夠存貨，故此承辦

商需要由外國訂購，並估算由採購、運送至更換懸

吊纜索可在7天內完成。不過，及後承辦商發現訂購
的懸吊纜索長度有誤，需要增補訂單，以致工程延

誤至10天才完成；及  
 

─  雖然政府無需為更換懸吊纜索的工作承擔額外支
出，但機電署認為承辦商在零件庫存管理上的表現

並不理想，因此向承辦商發出了兩封警告信，並在

承辦商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上給予 “差 ”的評級。  
 
 
53. 關於涉及行人天橋B的一部升降機因黑色暴雨警告信號
生效期間出現水浸而暫停服務7天的個案，委員會詢問為何升
降機服務需時7天才恢復，以及這類事故是否可以避免，因為
惡劣天氣情況是可以預測的，事前可以採取所需的預防措施。

機電工程署署長及路政署總工程師 /市區 (維修護養 )陳維德
先生在公開聆訊上解釋，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3月3日的
函件 (附錄6)中補充，在事故發生後，路政署已採取適當的改善
措施及排水改善工程，以改善行人天橋的排水能力。 5自改善

工程於2022年7月完成後，行人天橋A至D的升降機並沒有因暴
雨而須暫停服務。  
 
 
54.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4.4段，委員會詢問機電署是否認為升
降機運作數年便出現事故是與自然損耗有關。機電工程署署長

在公開聆訊上回應時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
函件 (附錄 6)中補充，工程計劃下興建的 17部行人天橋升降機

                                           
5 有關事故及所採取的措施和改善工程的詳情，請參閱附錄 6附件

第 (j)(iii)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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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於2015年至2017年期間啟用。機電署參考路政署轄下其他
行人天橋升降機的維修情況，發現升降機一般會隨服務時間增

加而有所損耗，工程計劃下的17部行人天橋升降機的損耗情況
大致與其他行人天橋升降機相同。  
 
 
55. 委員會詢問為何行人天橋A的升降機服務暫停個案平均
數目在4條行人天橋的升降機中最高，以及此情況是否由於升
降機不同品牌的質量所致。機電工程署署長及土木工程拓展署

署長在公開聆訊上表示，以及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3月3日的
函件 (附錄6)中進一步解釋，行人天橋A、B及C的升降機均屬同
一品牌，而現時並沒有發現工程計劃下的17部行人天橋升降機
出現質量問題。行人天橋A的升降機服務暫停個案數目相對較
高，主要是受到外在因素影響所致，包括較多的個案涉及乘客

不小心使用升降機及受到一些外物 (如垃圾或樹葉等 )阻礙升
降機運作。同時，行人天橋A的使用量比其他行人天橋高，亦
對相關升降機的損耗有所影響。土拓署已完成行人天橋A的人
流統計。統計結果已交予相關管理及維修保養部門，以檢視行

人天橋A的升降機的表現和制訂相關改善措施。  
 
 
56. 委員會詢問 4條行人天橋的升降機的最新表現為何，以
及有何措施改善升降機服務，並詢問機電署是否有需要檢視現

有保養合約的條款及規定，以改善升降機服務。機電工程署署長

在公開聆訊上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  根據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紀錄，69%的升降機
服務暫停個案在 6分鐘至 3小時內恢復升降機運作。
相比該審計報告第4.3(b)段表七有關2019年至2021年
的紀錄， 2022年的表現已有所改善。 2022年的暫停
時間中位數，由2019年至2021年的少於3小時，縮短
至少於2小時。機電署已採取房屋局局長在上述函件
詳述的6項主要措施，以持續改善升降機的維修保養
工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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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電署已定期檢討及更新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合約條
款，以提升維修保養服務質素。機電署會繼續監察

行人天橋A至D所設升降機的表現，並與相關部門保
持緊密聯繫，按需要聯同各部門採取適當跟進措施。 

 
 
57.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4.10(a)段，委員會詢問有否就工程計
劃下的4條行人天橋進行任何進一步的交通調查，以及619號線
巴士站 (往順利 )與行人天橋D之間有否任何行人過路設施，方
便當區居民前往安泰邨。運輸署署長羅淑佩女士在公開聆訊上

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2023年3月3日的函件 (附錄6)中補充：  
 

─  在2022年，運輸署於行人天橋A至D進行交通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行人天橋的人流大致順暢，除在行人

天橋A行人於早上繁忙時間最長約需等候 7分鐘以
乘搭升降機往下坡外，行人於其他3條行人天橋乘搭
升降機均只需等候不多於3分鐘；  

 
─  為改善行人天橋A的情況，運輸署聯同相關政府部門

提出，將現有的升降機編程系統由節能模式改為需

求模式以減少升降機輪候時間，以及於行人天橋D
下坡順安道附近增設 619號線 (往中環 )的巴士站及
於安茵街增加行人指示牌，藉以分流近安泰邨行人

天橋A及D的人流；及  
 

─  619號線巴士站 (來回方向 )與行人天橋D之間地面設
有兩個行人過路處，可讓行人及乘客橫過順安道。  

 
 
58. 根據該審計報告第 4.10段，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將會有
另一個可容納總人口約3萬人的房屋發展項目，毗鄰工程計劃下
所平整的建築地台上的公共房屋發展。當局計劃以行人天橋A
至D，把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的房屋發展項目與鄰近社區連接
起來。委員會詢問 4條行人天橋的升降機及相關行人連繫設施
的容量是否足以應付當區居民越趨殷切的需求，以及就這方面

會採取甚麼相應措施。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回應

時表示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進一
步解釋，行人天橋及行人連繫設施是按照各相關政府部門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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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計建成，足夠應付已規劃的發展項目的需求。土拓署會與相

關管理及維修保養部門保持緊密聯絡，以交付完成的行人連繫

設施。  
 
 
59. 關於該審計報告第4.18(d)、4.19及4.20段，委員會詢問為
何土拓署需要如此長的時間 (即約 5.4年 )才完成工程計劃的完
工後檢討，並詢問土拓署採取了甚麼措施以確保會適時為各項

工程項目進行完工後檢討。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公開聆訊上

解釋及房屋局局長在其 2023年 3月 3日的函件 (附錄 6)中進一步
表示，土拓署同意工程計劃的完工後檢討應更早完成。土拓署

已全面檢視轄下所有已完成的工程項目，確認完工後檢討已經

完成。土拓署亦已將工程的完工後檢討列入土拓署行政管理

會議的常規議程，確保完工後檢討能適時完成。  
 
 
E. 結論及建議  
 

整體意見 

 
60. 委員會：  
 

─  強調：  
 

(a) 為照顧公眾的房屋及交通需要，以提升其生活
質素，政府有整體責任確保所有由不同政策局/

部門推展的工務工程項目得以妥善協調，並能

如期及以有效和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推展。工

程項目須具備良好質素之餘，亦應顧及地區人

士的需要和社區的意見；  
 
(b) 政府當局須及早諮詢持份者 (包括區議會 )，以及

與項目參與者 (包括顧問及承建商 )保持有效溝
通，以確保能順利規劃及推展工程項目；尤其在

有地區人士要求政府當局改動設計的情況下，

此舉更為重要。若未能與主要持份者就工程項

目的設計和優化措施積極溝通，或會導致項目

的推展有所延誤，並招致額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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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當局須及早確認項目用地的發展參數，因
為在批出相關的工程合約後，若該等參數及設

計準則有任何改動，或會導致政府須因項目延

誤而承擔額外成本；及  
 
(d) 政府應持續檢視及監察整個工程項目的推展流

程，並注意工程推展的不同階段可能會出現的

不確定情況或問題，以確保工程項目可在預算

範圍內如期完成。為加強問責並便利日後參考，

政府當局應妥善備存完整的文件紀錄，將推展

過程中出現的任何問題及所作決定的背後理據

存檔；  
 
在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 (“工程計劃 ”)的規劃及推展
期間進行公眾諮詢及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  

 
─  對下述情況表示極度關注：與工程計劃相關的合約A

批出後，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有大幅改動，因而導

致額外的合約開支及工程延誤；此有欠理想的情況

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當局未有就行人天橋系統的

設計進行有效諮詢所致，而政府部門之間在解決與

工程計劃相關的規劃及推展問題時亦缺乏協調，這

可見於以下情況：  
 

(a) 工程計劃下的行人天橋系統的原本設計由 3條
行人天橋 (即在合約A下興建的行人天橋A至C，
當中涵蓋土地平整及相關基礎設施 )組成，該設
計主要建基於2002年按照《道路 (工程、使用及
補償 )條例》(第370章 )的法定程序進行諮詢的結
果。鑒於房屋發展計劃有變，工程計劃因而於

2003年暫緩。2005年10月，工程計劃重新推展，
而其發展參數也有所改變，由公私營房屋發展，

全部改為公共房屋發展；  
 
(b) 隨着工程計劃的發展參數有所改變，房屋署需

要重新規劃及設計該地區。鑒於發展區內的人

流及行人分布取決於屋邨的總綱發展藍圖，以

及社區設施的地點，而這些細節要到大約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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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09年才可敲定，房屋署因而表示交通檢討
研究將會待發展參數及設計建議敲定後才進行； 

 
(c) 為如期向房屋署交付已完成的建築地台，以配

合擬議公共房屋發展當時預計在 2015年入伙的
時間表，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拓署 ”)認為，應在
2007年 9月就合約A進行招標 (在房屋署的交通
檢討研究完成之前 )，以便工程可於 2008年 1月
展開；  

 
(d) 合約A於2007年9月招標前，土拓署在2006年8月

至2007年8月期間，收到不同持份者就行人天橋
系統設計提出的意見，包括增建1條行人天橋，
以及在房屋署完成交通檢討研究後應進一步檢

視是否需要興建該等行人天橋。儘管行人天橋

系統設計尚未敲定，土拓署仍在2008年1月批出
合約A；  

 
(e) 雖然房屋署建議土拓署通過數份工程合約，分

階段推展土地平整和餘下的基礎設施工程 (包括
行人天橋 )，土拓署最終仍於 2008年 1月就工程
計劃批出包括建造行人天橋A至 C的單一合約
(即合約A)，亦沒有備存紀錄以顯示採用單一合
約安排的理據；  

 
(f) 合約A批出後，行人天橋系統的原本設計有大幅

改動，包括大幅修改行人天橋A至C的設計，以
及增建 1條行人天橋D。在推展因大幅修改行人
天橋系統設計而衍生的工程方面：  
 
 在合約 A下發出總定價為 1億 8,600萬元的

141份更改令，以修訂行人天橋A至C及相關
工程的細節。在收到更改令後，承建商A提出
申索，要求延長合約期和追討延期完工費用； 
 

 土拓署於 2014年 2月與承建商A簽訂補充協
議。根據該補充協議，政府須支付7,010萬元
以加快完成行人天橋 B和 C的工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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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就簽訂補充協議前所發生的有關興建

行人天橋A至C的事件提出的所有申索；及  
 

 為增建行人天橋D，新的合約B於2013年1月
批出，最終合約金額為1億6,790萬元；及  

 
 

(g) 土拓署在展開合約A原本的行人天橋系統工程
時，採用可刪減合約條款，以應付行人天橋系統

的任何設計改動。這項合約條款可讓土拓署決

定是否和何時開展行人天橋A至C的建造工程，
但未能防止因行人天橋A至C的設計大幅改動，
而出現根據合約A提出申索的情況 (例如要求延
長合約期和追討延期完工費用 )；  

 
─  強烈認為涉及工程計劃的政策局及工務部門應從上

述事件汲取教訓，並採取改善措施，包括避免在批

出工程合約後大幅改動設計、加強政策局/部門之間

的協調、安排充分的公眾諮詢，並有效地監察承建

商的工作及妥善備存紀錄等；  
 
─  知悉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已同意審計署署長第

七十八號報告書 (“該審計報告 ”)第 2.26段所載的
審計署建議；  

 
─  強烈促請政府當局在日後推展工程項目時：  

 
(a) 房屋局應更積極擔當主導項目經理的角色，由

項目的規劃階段直至完工，監督有關部門以確

保工程項目的效率和效益；  
 
(b) 就公共房屋發展項目的時間表或預算作出必要

調整時，房屋局、房屋署及土拓署應互相緊密協

調，以配合當區的需要；  
 
(c) 就公共房屋發展項目進行地區諮詢時，房屋署

及土拓署應加強協作，以更好地評估當地社區

對公眾設施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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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土拓署應記錄所採用的合約安排的理據；及  
 
(e) 應加強工程項目的風險管理，而就該等在招標

文件發出時尚未確定推展的項目而言，土拓署

應與發展局商討，在工程合約中加入適當條款，

以減低政府因工程延誤及改動而令後續開支增

加的風險；  
 

工程費用的估算和控制  
 

─  對下述情況深表關注：  
 

(a) 雖 然 合 約 A的 最 終 開 支 較 原 本 合 約 的 金 額
20億 6,300萬元增加了 7億 8,200萬元 (38%)，但
在 應 急 費 用 的 涵 蓋 下 ， 工 程 計 劃 仍 未 超 出

35億4,340萬元的核准預算；及  
 

(b) 合約A延期完工導致合約價格調整金額最終上
升至4億3,100萬元，較原本估算的1億2,400萬元
增加3億700萬元；及  

 
─  促請土拓署：  

 
(a) 與發展局商討是否需要檢視計算應急費用的方

法，令工程項目的估算更為可靠；  
 

(b) 對採購所有工程合約及與工程有關的顧問服務
進行同步招標，以便工程項目能如期落成，並減

低超支風險；及  
 
(c) 從審計署觀察到的工程計劃失誤中汲取教訓，

加強監察工程項目的落成進度，以便更有效地

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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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意見 

 
61. 委員會：  
 

工程計劃的合約管理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就合約A的建造工程而言，發生了6宗事故/其他

關於斜坡工程的事件；該等事故/事件的成因包

括沒有採取保護措施以防止任何物料從斜坡滾

下，以及在施工階段，臨時排水系統的處理能力

不足；  
 
(b) 大量修補缺漏工程 (不包括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

工程的修補缺漏工程 )由承建商 A於保養期在
2017年12月屆滿後約2.6年完成；  

 
(c) 在保養期內及屆滿後，均沒有就整份合約A備存

載有全部有缺漏工程項目的單一清單；  
 
(d) 合約A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在 2020年 1月

至 2021年 9月期間 (即合約A於 2016年 12月大致
完成後的3年至接近5年 )分階段完成；及  

 
(e) 雖然承建商B提出的申索A下可獲得的延期完工

費用應只與A部分的工程有關，但批予承建商B
的 480萬元延期完工費用並非只涵蓋A部分，亦
包括承建商B就合約B下另一個工程部分提出的
申索；  

 
─  促請土拓署在日後推展工程項目時應：  

 
(a) 確保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以保障於建築地盤

工作的工人及附近居民的安全；  
 

(b) 密切監察承建商修補缺漏工程的進度，並考
慮編制相關的清單，以協助監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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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妥善備存紀錄，顯示項目顧問就承建商提出申
索而作出的相關決定/評估的理據；及  

 
(d) 與發展局討論進一步加強現有的承建商績效

管理機制 (例如按情況引入懲罰措施 )，以有效
地處理該等表現持續欠佳的承建商；  

 
─  知悉：  

 
(a) 土拓署將於 2023年 4月開展斜坡排水渠智慧監

察系統研究的先導計劃，以加強斜坡排水設施

的效用；及  
 
(b)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已同意該審計報告第 3.14

及3.23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行人天橋A至D的管理及完工後檢討  
 

─  對以下情況深表關注：  
 

(a) 行人天橋A至D共設有 17部升降機。於 2019年
1月至 2021年 12月期間，涉及該等行人天橋的
升降機服務暫停個案共有 183宗。升降機服務
暫停時間介乎6分鐘至242小時 (或10天 )，平均為
10小時；   

 
(b) 安達臣道石礦場用地將會推展另一個房屋發展

項目，毗鄰工程計劃下所平整的建築地台上的

公共房屋發展，而政府當局計劃以行人天橋A至
D把該項目與鄰近社區連接起來。新增的人口
(在 2026年左右全面入伙後將容納總人口約
30 000人 )或會在人流和使用量方面加重行人天
橋A至D的負荷；及  

 
(c) 合約A及B於 2016年12月大致完成，但完工後檢

討卻直至2022年5月 (即約5.4年後 )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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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請：  
 

(a) 機電工程署 (“機電署 ”)及路政署應密切監察設
於行人天橋A至D的升降機是否運作正常，必要
時採取改善措施，以利便居民；  

 
(b) 運輸署應與相關政府部門合力檢視行人天橋A

至D的使用狀況，同時顧及當區居民是否有足夠
的運輸配套設施；及  

 
(c) 土拓署應就日後的主要工程合約適時進行完工

後檢討；及  
 

─  知悉：  
 

(a) 機電署已採取 6項主要措施 6，以改善設於行人

天橋A至D的升降機的維修保養服務；  
 
(b) 2022年行人天橋A至D的升降機服務暫停時間

中位數，由2019年至2021年的少於3小時縮短至
少於2小時；  

 
(c) 為監察日後主要工程合約的完工後檢討進度，

土拓署已將有關完工後檢討的討論列入其行政

管理會議的常規議程，以確保有關檢討能適時

完成；  
 
(d) 路政署署長及機電工程署署長已同意該審計

報告第4.12及4.14(b)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  
 
(e)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已同意該審計報告第 4.13

及4.20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及  
 
(f) 運輸署署長已同意該審計報告第 4.14(a)段所載

的審計署建議。  
 
 

                                           
6 詳情請參閱附錄 6的附件第 (k)(iii)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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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行動 

 
62. 委員會希望政府當局繼續向其報告落實委員會及審計署

各項建議的進展。  





 
 

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內  

經政府帳目委員會在補充報告書研議的章節  
 

 

-  36 -  

審計署署長  
第七十八號報告書  

 
 章節   

 

 

 

 
項目 

 

政府帳目委員會  
第七十八A號報告書  

 
 部   

 
3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

計劃的管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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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  
 
 

72. 政府帳目委員會 

 
 (1)  立法會設有一個名為政府帳目委員會的常設委員會，

負責研究審計署署長就以下各事宜提交的報告   
 

(a) 政府的帳目；  
 
(b) 委員會認為須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其他帳目；及  
 
(c) 委員會認為與審計署署長履行職責或行使職權

有關的事宜。  
 
 (2)  委員會亦須研究由審計署署長就其審計 (衡工量值

審計 )工作而提交立法會省覽的報告。在該報告中，審計署署長就

政府部門、憑藉任何條例審計署署長職權範圍所及的公共團體或

組織或接受公帑補助的組織是否符合經濟原則及是否講求效率與

效用，進行審計。  
 
 (3)  委員會由一名主席、副主席及5名委員組成，全部均須

為立法會主席按內務委員會決定的選舉程序任命的議員。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2017年第186號法律公告 ) 
 
 (3A) 委員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兩名委員。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 ) 
 
 (3B) 如主席及副主席暫時缺席，委員會可在其缺席期間另

選一委員代行主席之職。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 ) 
 
 (3C) 所有在委員會內討論的事宜，須以參與表決的委員

贊成者及反對者的過半數決定。主席或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

不得參與表決，但如其他委員贊成者及反對者數目相等，則在此

情況下他須作決定性表決。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 ) 
 
 (4)  第 (1)及 (2)款所述的報告，一經提交立法會省覽，即

當作已由立法會交付委員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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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除主席另有命令外，委員會根據第 (8)款邀請任何人士

列席的會議，新聞界及公眾人士得准進入會場旁聽。  
 
 (6)  委員會須在主席決定的日期、時間及地點舉行會議。

會議的書面預告須在會議日期最少 5整天前發給各委員及任何獲

邀列席的人士；但主席可視個別情況指示給予較短時間的預告。  
(2017年第186號法律公告 ) 
 
 (7)  (由 2005年第214號法律公告廢除 ) 
 
 (8)  主席或委員會可邀請任何官員，或報告所指帳目所屬

或與之有關的非政府團體或組織的成員或僱員，提供委員會在

履行其職責時可能需要的資料，或作出解釋，或出示紀錄或文件；

委員會亦可就該等資料、解釋、紀錄或文件邀請其他人士提供

協助。  
 
 (9)  委員會須於審計署署長將政府帳目的審計報告提交

立法會省覽之日起 3個月內 (或根據《核數條例》 (第 122章 )第 12條
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就該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10)  委員 會 須 於 審計署署長將第 (2) 款所述的報告提交

立法會省覽之日起 3個月內 (或立法會決定的較長時間內 )，就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提交報告。  
 
 (11)  除本議事規則另有規定外，委員會的行事方式及程序，

由委員會自行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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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1998年 2月 11日臨時立法會會議上 

政府帳目委員會主席提交臨時立法會的文件：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帳目審計工作的範圍"衡工量值式審計"》 

 
 

工作範圍  
 
1.  審計署署長可就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

公共機構或受審核機構在履行其職務時所遵守的經濟原則、取得

的效率和效益進行調查。  
 

2.  "受審核機構 "一詞包括    
 

(i) 審計署署長可根據任何有關條例所賦權力對其帳目加以

審核的任何人士、法人團體或其他團體；  
 

(ii) 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 (但署長亦可根據補助條件中

的一項協議對少過半數收入來自公帑的機構進行類似

審核 )；及  
 

(iii) 行政長官為公眾利益計而根據《核數條例》 (第 122章 )
第 15條的規定以書面授權署長對其帳目及紀錄進行審核

的機構。  
 

3.  上述工作範圍的定義，不應闡釋為給予審計署署長權利，

使其可對審核中的任何決策局、部門、機構、其他公眾團體、公共

機構或受審核機構的政策目標的優劣加以質詢，而依照下列準則，

亦不得質詢求得此等政策目標的方法，但署長可對達到此等目標

所用方法的經濟原則、效率和效益提出質詢。  
 

 

準則 

 

4.  審計署署長向立法會提交報告時，應享有很大自由。他可

以促請立法會注意他在核數過程中所發現的任何情況，並指出

所牽涉的財政問題。按照準則訂定的範圍，審計署署長不會評論

行政會議及立法會的決策，但可指出此等決策對公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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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計署署長在審查政策目標如何執行的過程中，如有理由

相信有關人員在制訂政策目標和作出決定時，可能缺乏足夠、有關

和可靠的財政及其他資料作為制訂政策目標或作出決定的根據，

而一些重要的基本假設亦可能不夠明確，他都可以進行調查，證實

他的想法是否正確。調查結果如顯示他的想法正確，他便應把有關

事項提交立法會，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提出進一步質詢。由於進行

此類調查的程序，可能涉及審查政策目標的制訂方法，審計署署長

向立法會作出報告時，不應對有關事項下任何判斷，而只應條陳

事實，由政府帳目委員會根據此等事實提出質詢。  
 
6.  審計署署長亦可    
 

(i) 查核有關方面在釐定政策目標及作出決策時，是否有適當

的權力；  
 

(ii) 查核有關方面有否作出令人滿意的安排，以期探討、揀選

和評估其他推行政策的辦法；  
 
(iii) 查核既定的政策目標是否已明確界定；其後就推行政策所

作的決定，是否符合核准的目標並由適當階層的人員運用

適當權力作出；向執行人員發出的指示，又是否符合核准

的政策目標和決定，並為有關人員清楚了解；  
 

(iv) 查核各項不同的政策目標，以及所選用的推行辦法，是否

有衝突或可能有衝突；  
 
(v) 查核有關方面在將政策目標演繹為行動目標和成效標準

方面，進展和效用如何；查核有關方面有否考慮其他服務

水平成本及其他有關的因素，以及在成本變動時加以

檢討；及  
 
(vi) 有權行使《核數條例》 (第122章 )第9條所授予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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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7.  審計署署長須將其 "衡工量值式審計 "研究的結果，每年向

立法會報告兩次。第一份報告書須於每個財政年度完結後 7個月

內，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呈交立法會主席。報告書

須在一個月內，或立法會主席另行規定的較長期間內，提交立法會。

第二份報告書最遲須於每年 4月 7日或行政長官另行規定的日期

之前，提交立法會主席，並且最遲須於4月30日或立法會主席另行

規定的日期之前，提交立法會。  
 
8.  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須交付政府帳目委員會

研究。政府帳目委員會研究審計署署長的報告書時，須依循立法會

的《議事規則》。  
 

9.  政府就本委員會報告書所提事項擬採取的行動，將在政府

覆文內加以評論，政府覆文須在本委員會報告書提交立法會後

3個月內，提交該會。  
 
10.  本文所提及的立法會，在臨時立法會存在期間指臨時

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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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出席委員會聆訊的證人  
(按出席次序排列 ) 

 
 

何永賢女士  房屋局局長  
 

林世雄先生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方學誠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黃志斌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  
土木工程處處長  
 

藍偉文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署土木工程處  
高級工程師/3 
 

王天予女士  房屋署署長  
 

黃至中先生  房屋署助理署長 (工務 )(三 ) 
 

陳派明先生  路政署署長  
 

陳維德先生  路政署總工程師/市區 (維修護養 ) 
 

彭耀雄先生  機電工程署署長  
 

關嘉文先生  機電工程署總工程師/邊境及運輸工程  
 

羅淑佩女士  運輸署署長  
 

何廣鏗先生  運輸署副署長/策劃及技術服務  
 

吳偉強先生  署理路政署署長  
 

 
 
 
註：以上所列的職銜為各證人在出席委員會公開聆訊時的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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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政府總部  

房屋局  

香港九龍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  
 

Government Secretariat 

Housing Bureau 

33 Fat Kwo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HD(CEPWP)5/6/9     電話 Tel No.  3549 6509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78&R79     圖文傳真 Fax No. 3549 6539 

 

 

香港中區 電郵：hhchan@legco.gov.hk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陳向紅女士) 

 

 

陳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 

第 3章－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 

 

 謝謝你於 2023 年 1 月 20 日就上述審計署署長報告第 3 章
致房屋局局長的來函。經諮詢相關部門後，本局隨函附上有關回
覆，以供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參閱。 

 

 

   房屋局局長 

 

      (黃栢誠     代行) 

 

 

2023 年 2 月 8 日 

連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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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署署長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路政署署長 

機電工程署署長 

運輸署署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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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關部門就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第 3章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 

於 2023年 1月 13日提問的整體回覆 

 

 

第 1部分： 

 

(a) (i) & (ii)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下稱「工程計劃」）是一項

與公營房屋有關的基本工程項目。前運輸及房屋局

（下稱「運房局」），現房屋局，是該工程計劃的決

策局，負責在項目初期向承建部門制定項目工程範

圍；並在承建部門完成詳細設計以及其他前期預備

工作後，帶領承建部門諮詢相關的立法會事務委員

會、向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提交申請撥

款，及在有需要時就工程計劃在政策層面提供方向

性指引。土木工程拓展署（下稱「土拓署」）是該工

程計劃的承建部門及管制人員，負責全權監察管轄

範圍內由公帑撥款的工程開支，嚴格按照核准的範

圍及在核准工程預算內，以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

妥善而有效地如期完成工程。作為基本工程儲備金

總目 711 項下土木工程範疇的管制人員，土拓署署

長須最終對其管制內的款項是否適當使用負責和交

代。此外，土拓署亦會定期就項目工程的進度及開

支向決策局滙報。 

 

在推展基本工程項目時，政府內部有清晰指引釐清

決策局與工程部門之間的分工。具體來說，在項目

初期，前運房局擬備工程界定書1給土拓署署長，述

明進行擬議工程項目的理據，並界定工程範圍。土

拓署署長收到工程界定書後，擬備技術可行性說明

                                                 
1 前稱為「工程計劃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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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2，以確定工程技術上可行、並按規定就不同範疇

作出評估（包括設計限制、環境考慮因素、工程費

用預算及施工時間表）。當工程項目納入基本工程計

劃後，土拓署即開始施工前期工作，包括工地勘測、

初步/詳細設計、環境影響評估、交通影響研究、法

定刋憲程序和擬備標書工作等。在完成詳細設計、

其他前期預備工作及諮詢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後，前運房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財委會提交撥款申

請。當財委會批准撥款後，土拓署批出工程合約，

隨即開始施工。在批出工程合約後，土拓署根據核

准金額密切監控項目的成本估算，並監控工程項目

的進度，以防止計劃延誤，並在延誤出現時制定措

施減少這些延誤。 

 

決策局與工程部門之間就推展基本工程項目的權責

分工有清晰的界定。在工程項目推展期間，前運房

局與土拓署亦一直保持緊密溝通。 

 

 (iii) 按照 2007 年政府總部決策局的重組安排，前房屋及

規劃地政局轄下房屋範疇的工作，轉交前運輸及房

屋局。相關的決策局重組安排沒有影響房屋政策的

目標。此外，刋憲程序的地區諮詢和工程招標為土

拓署的工作，決策局的轉變沒有影響相關工作。 

 

(b)  審計報告第 1.5 至 1.6 段中提及的 2,600 萬元為截止

2021 年 10 月已支付給顧問公司 Y 的費用。工程合

約 A 及顧問合約 Y 的原訂完成日期分別為 2014 年

7 月及 2016 年 5 月，而工程合約 A 及合約 B 的最

終完成日期為 2016 年 12 月，顧問合約 Y 的最終完

成日期為 2022 年 12 月。因顧問合約期的延長（即

由 2016 年 6 月延長至 2022 年 12 月），政府需向顧

問公司 Y 支付額外按通脹調節的費用約 20 萬元。 

 

                                                 
2 前稱為「工程計劃初步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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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自 2016 年 12 月起，承建商 A 須完成餘下修補缺漏

工程，當中包括斜坡工程的修補缺漏工作。於斜坡

上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需待斜坡修補缺漏

工作完成後才能進行。由於斜坡修補缺漏工作的延

誤，於斜坡上的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直至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9 月才分階段完成。在完成了所有

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的修補缺漏工作後，土拓

署已於 2022 年 6 月與保養部門完成移交程序。 

 

土拓署認為在此工程項目下，承建商 A 用了較長時

間才完成修補缺漏工作、種植美化工程和培植工程

的情況，並不普遍發生於一般的工務工程內，亦是

不可接受。由於承建商 A 的工程進度問題，土拓署

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間總共 11 次將承建商 A 的表

現評估為「差」，期間自 2018 年起將原訂三個月作

一次的承建商表現評估加密至六星期一次。此外，

土拓署的首長級職員亦與承建商會面，訂定完成有

關餘下工程的時間表；每星期土拓署亦會檢視承建

商有否按照時間表完成餘下的工作。在日後進行其

他工程時，土拓署會緊密監管承建商的表現，首長

級職員亦會在發現問題時盡早介入，以確保工程（包

括修補缺漏工程）能按時完成。 

 

(d) (i) 審計報告第 1.8 段中提及的 35.434 億元的核准工程

預算包括了工程三個階段的撥款，總覽如下﹕ 

 

工程

撥款 

用途 撥款 

(百萬元) 

結算開支 

(百萬元) 

A 規劃及工程可行

性研究 

18.7 15.6 

B 工地勘測和詳細

設計 

57.5 47.6 

C 土地平整及相關

基礎設施工程 

3,467.2 3,465.6 

 合計 3,543.4 3,5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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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工程撥款 C 為 2007 年立法會就開展工程所撥

出的款項，工程撥款 C 的總覽如下﹕ 

 

用途 結算開支 

(百萬元) 

工程合約 A  

 

2,746.3 

（由工程撥款 C 支出的部分） 

 

［當中 7.82 億元的增幅（對比原

合約價格）包括價格變動調整 3.07

億元、行人天橋更改令及補充協

議 2.56 億元、其他工程改動 1.58

億元及工程申索 0.61 億元］ 

 

工程合約 B  

 

167.9 

［當中 1 千 6 百萬元的增幅（對
比原合約價格）主要為工程申索］ 

 

工程監督費用 

 

312.1 

顧問費用 

 

10.2 

其他 

（處理泥石填
料、工務試驗

所費用等） 

 

229.1 

合計 3,465.6 

  
 

 (ii) 工務部門在估計工程應急費用時，會按照工務局技

術通告第 22/93號「風險分析估算法(Estimating using 

Risk Analysis)」，按各工程項目的獨特性及風險因素

推算應急費用。一般而言，每份工程合約會預留約

百分之十的預算作為應急費用，而整項工程項目亦

會預留約百分之十的預算作為應急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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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拓署在 2007 年就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向立法

會申請撥款時，按「風險分析估算法」估計的工程

合約應急費用，約為當時工程合約預算金額的 8%。

另外，整項工程項目的應急費用約為整項工程項目

預算的 8%。 

 
(e)  政府設立的合約價格調整制度是一個公平的風險分

擔制度。一般而言，工程合約的價格調整預算是按

政府對未來 10 年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

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預測進行推算。 

 

就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而言，土拓署在準備工程

合約 A 時，按政府對 2007 至 2017 年期間公營部門

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預

測，推算價格調整的預留費用。及後，在工程進行

期間，合約規定工程費用需根據政府統計處在合約

期間發表的實際公營建築工程計劃所採用的工資及

材料成本作出調整。 

 

工程合約 A 於 2008 年 1 月展開，原訂於 2014 年 7

月完成，其原訂合約價格為 20.63 億元，當中 1.24

億元為合約價格調整金額。由於工資及材料成本的

實際升幅比預期高，隨著工程進展，至 2014 年 7 月

為止，工程合約 A 的開支為 21.99 億，當中 3.23 億

為實際合約價格調整金額。隨後，因應實際工程進

度，工程合約 A 於 2016 年 12 月完成，其結算時所

涉及的合約價格調整金額最終為 4.31 億元，比原本

預計的 1.24 億元多出 3.07 億元，多出的部份約為原

訂工程合約金額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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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部分： 

 

(f)  有關工程合約 A 開支所增加的 7.81 億元開支已在

上述(d)(i)交代。土拓署在為工程合約 A 招標前，
按照當時其他批出與合約 A 類型及規模相近的工

程合約價格，估算工程合約 A 的價格為 26.26 億

元，最後工程合約 A 由承建商 A 以 20.63 億元投
得。 

 

近年，政府採用同步招標安排，即在取得撥款前或

申請撥款期間會展開工程招標或顧問公司的遴選

工作，並把回標價反映在撥款文件內，從而避免因

較預期為高的回標價而需調整的應急費用。政府
亦只會在取得立法會撥款後才會開展工程或顧問

工作。這安排能有效減低超支風險及避免公共資

源在不必要情況下被凍結。 

 

(g)  在 2007年時政府就工程計劃所訂立的目標完工日

期為 2015 年，為配合擬議公營房屋發展當時預計
在 2015 年入伙的時間表，土拓署需要在 2011 年

起陸續將完成的房屋建築平台交付予房屋署。為

了準時交付有關房屋建築平台，土拓署需要於
2007 年為工程合約 A 招標並於 2008 年 1 月動工。

自安達臣道發展改為全屬公營房屋發展後，房屋

署須重新作出規劃和設計、與相關政府部門商討
區內的配套及社區設施、進行其相關技術評估及

研究（例如空氣流通評估、微氣候研究及零售顧問

研究等），再經諮詢持份者後，才能確立發展參數
及行人天橋系統設計方案。其後就行人天橋系統

作出的大幅改動，對工程管理帶來一定挑戰及影

響。 

 

(h)  原有的行人天橋座落位置與土地平整工程緊密連

接，為興建行人天橋另訂工程合約會衍生許多合
約間配合問題的風險，有可能導致在合約 A 下建

造的基礎設施以至相關行人天橋未能如期完成。

因此，土拓署認為以單一工程合約同時涵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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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工程和行人天橋建造工程，是實際和比較可

取的做法。有見行人天橋系統設計的不確定性，土

拓署先將原有行人天橋系統工程以可刪減條款安
排於合約 A 下進行，倘若在考慮最終的行人天橋

位置、規模、數量及對合約影響等因素後認為新的

行人天橋不宜在合約 A 下興建，土拓署是可以行
使可刪減條款，把原有行人天橋工程從合約 A 中

删除，並為行人天橋系統工程重新招標。 

 

(i)  政府於 2007 年 3 月向觀塘區議會就安達臣道發展

所提交的文件中提及會先就土地平整工程進行招

標，是相對於房屋署日後的房屋建築工程的招標

工作而言。至於政府在文件中指會先進行土地平

整工程再進行基建工程，是指工程合約 A 內相關

工程的推展先後安排。就房屋署建議為行人天橋

分拆合約，土拓署當時經考慮後採用了可刪減條

款的安排，先將原有行人天橋 A 至 C 涵蓋於合約

A 的範圍內，倘若在考慮新的行人天橋位置、規

模、數量及對合約影響等因素後認為新的行人天

橋不宜在合約 A 下興建，土拓署是可以行使可刪

減條款，把原有行人天橋工程從合約 A 中删除，

並為行人天橋系統工程重新招標。此合約安排與

房屋署的建議大致一致。 

 

(j)  在申請工程撥款的過程時，政府於 2007 年 11 月

22 日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中指出（見附錄一會

議記錄第 70 段），在房屋發展項目的佈置圖及設

計於 2008-2009 年度備妥後，房屋署會進行行人流

量研究，就在房屋發展項目建造行人通道進行研

究，而當局可考慮研究的結果重新考慮行人天橋

的數目及其地點。在研究完成後，政府當局會就建

造行人天橋進一步諮詢相關區議會。因應相關的

研究結果，政府決定改動行人天橋 A、B 及 C，並

新增行人天橋 D。至於以可刪減條款處理行人天

橋工程建造的安排屬操作細節，政府一般不會在

工務小組委員會的文件中表述。有見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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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工程合約條款的關注，土拓署在日後申請工程

撥款時，會按需要考慮向立法會交待較重要的工

程合約條款安排。 

 

(k)  房屋署在確立安達臣道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即現

時安達邨及安泰邨）的發展參數及設計方案後，於

2009 年 3 月向觀塘區議會提交文件（見附錄二），

介紹安達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初步發展藍圖

及回應有關人士的意見。文件中指出房屋署已收

集各界人士意見，完成有關行人連接通道及交通

設施的檢討，並將建議方案提交相關部門審閱，當

中包括改善行人天橋 A 至 C （即附錄二內附件

一所述的“行人連接通道（1）至（3）”）的位置，

加設新行人天橋（即行人天橋 D，或附錄二內附

件一所述的“行人連接通道（4）”）等建議，以提

高行人天橋系統的效率和舒適度。 

 

土拓署當時亦表示房屋署的建議技術上可行，並

計劃與有關部門繼續商討設計細節及施工時間

表，以落實建議方案。 

 

(l) (i) 土拓署在 2007 年 9 月為工程合約 A 招標時，已知

悉公眾對行人天橋設計的意見。然而，為配合擬議

公營房屋發展當時預計在 2015 年入伙的時間表，

土拓署需要在 2011年起陸續將完成的房屋建築平

台交付予房屋署。為了準時交付有關房屋建築平

台，土拓署需要於 2007 年 9 月為工程合約 A 招標

並於 2008 年 1 月動工。若土拓署將招標程序延後

至房屋署完成交通檢討及行人天橋布局建議，有

關平台將不能準時交付以配合目標入伙時間。 

 

 (ii) 自安達臣道發展改為全屬公營房屋發展後，房屋

署須重新作出規劃和設計、與相關政府部門商討

區內的配套及社區設施、進行其相關技術評估及

研究（例如空氣流通評估、微氣候研究及零售顧問

研究等），再經諮詢持份者後，才能確立發展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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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計方案。考慮到將來發展區內的行人流量分

佈會因應屋邨佈局和社區設施所在地點而有所差

異，而項目的發展參數和設計方案須在 2008-2009

年才能確立，房屋署認為待發展參數和設計方案

確立後才進行交通檢討研究較為合適。 

 

(m)  行人天橋 D 是全新的工程項目，承建商 A 曾就有

關工程提出報價（涵蓋行人天橋 A 至 D），但政府

當時因報價過高而沒有加以考慮。政府決定為行

人天橋 D 另行招標，而最終的開支為 1.68 億元，

較承建商 A 的報價為低。 

 

(n)  審計報告第 2.18 段中提及的 2016 年 4 月的完工

日期，是指因應行人天橋 A、B 及 C 的改動而延

後的預計完工日期，而非合約 A 下相關行人天橋

的原訂完工日期。工程合約 A 下行人天橋 A 至 C

原訂最遲於 2014 年 12 月完成，以配合安達邨於

2015 年入伙。如果土拓署將工程合約 A 的招標延

後至 2011 年 9 月行人天橋 D 的設計完成之後，土

拓署將不能在 2011年起陸續將有關房屋建築平台

交付予房屋署，以配合安達邨的目標入伙時間。 

 

(o)  審計報告第 2.19 段提及在工程合約 A 下的申索總

覽如下﹕ 

 

事件 申索理據 金額 

行人天橋

系統改動 

因應行人天橋 A 至

C 的規模擴大令工

作量大幅增加，承建

商 A 需要安排工人

加班及增加資源以

壓縮工序時間以如

期完成擴大了的行

人天橋 A 至 C，因而

引致額外開支。 

 

7,01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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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項工程

的工程改

動及工作

量實計比

預期更多 

 

整項工程的不同工

程改動和比預期更

多的岩石挖掘量等，

擾亂了承建商 A 的

原有工序，令承建商

A 的工作量增加，導

致工期延長，因而引

致額外的延工管理

成本。 

6,120 萬元 

 

正如審計報告註 23 指出，顧問 Y 就相關事件涉及

的申索進行一併評估，並沒有個別事件所涉款項

的分項數字。 

 

(p)  合約 A 和 B 之間在工地出入口通道方面出現配合

問題，主要源於承建商 A 於 2013 年 5 月發生山泥

傾瀉事故（地點為行人天橋 D 附近）後所進行的

修補工作。土拓署及顧問公司 Y 在知悉承建商 A

由於斜坡事故未能將承建商 B 所需用地交出後，

立即採取行動，以減低用地交付問題所帶來的影

響，包括透過多次會議督促承建商 A 盡快處理斜

坡事故的補救工作並交付有關用地；及與承建商 B

商討改變施工工序，在有關用地尚未備妥時進行

其他相關工程。 

 

為避免工程合約之間的配合問題，土拓署日後會

在工程設計時盡量減少不同合約之間通道和工地

的交付情況，並在訂定合約內容時具體訂明承建

商之間的責任和配合細節。在工程進行期間，土拓

署亦會協調及加強各承建商之間的溝通，務求減

少各承建商對彼此工程的影響。此外，現時政府採

用的「新工程合約」已引入風險預警機制，鼓勵僱

主代表和承建商盡早識別和提出可能對項目造成

影響的潛在風險，以及在遇到施工困難和問題時，

透過合約設定的程序框架及時限，共同協商和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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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可令工程項目順利推展的最佳方案，以避免或

減少工程延誤。 

 

(q)  在近年推展的工程項目，土拓署會透過各個途徑

盡量獲取公眾對工程項目的意見，包括諮詢相關

的區議會、舉辦公眾參與的活動、工作坊、與當區

居民會面加強溝通、透過互聯網途徑收集市民意

見等。土拓署會按需要在工程的不同階段向公眾

交待工程內容和吸納市民的意見，務求更好地掌

握各持份者的意見，並將有關的意見反映在工程

設計及合約安排之中。 

 

(r)  政府在 2007 年 9 月為合約 A 招標前，於 2007 年

3 月 15 日曾就有關工程項目諮詢觀塘區議會，當

時土拓署收到須檢視行人天橋系統的意見，見附

錄三。自安達臣道發展改為全屬公營房屋發展後，

房屋署因應將來發展區內的行人流量分佈及屋邨

佈局進行交通檢討研究，並對相關行人天橋的位

置和數目提出建議。房屋署於 2009 年 3 月向觀塘

區議會介紹安達臣道公營房屋發展計劃的初步發

展藍圖時，亦有提及有關行人連接通道的檢討結

果，詳情見回覆(k)及(l)(ii)。土拓署隨後與有關部

門跟進及完成詳細設計。 

 

(s)  可刪減合約條款是一項可供選擇的標準工程合約

條款，政府會按個別工程需要考慮是否採用有關

條款。土拓署以可刪減條款方式將原有行人天橋A

至 C 建造工程安排在工程合約 A 下進行，提供了

可刪除相關工程的彈性。及後，考慮到造價、進度

及對工程合約 A 的影響，土拓署決定按可刪減條

款在合約 A 保留行人天橋 A 至 C，並發出工程更

改令要求承建商 A 建造改動後的行人天橋 A 至

C，以及在一份新合約下建造行人天橋 D。土拓署

在日後的工程合約招標前會盡量整合公眾意見以

敲定設計，務求減少在工程進行期間的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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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一般而言，政府會參考顧問公司的建議而作出工

程合約的安排，而顧問合約的署長代理人一般是

由首長級第二級或第三級的政府人員出任。政府

與顧問公司 Y 在 2006 年簽訂的合約中沒有訂明

顧問公司 Y 需提交工程合約安排策略評估報告，

在本次審計期間亦未能找到相關記錄。在近年推

展的工程中，政府已要求顧問公司在招標前提交

工程合約安排策略評估報告，以詳細記錄有關理

據。 

 
(u)  就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而言，政府需要在地質

情況複雜的山坡興建道路及建築平台，並以行人

天橋接通新發展區及鄰近觀塘市區。行人天橋座

落的地方涉及大量斜坡及擋土牆工程，考慮到將

土地平整工程及行人天橋分拆合約招標可能引起

合約間配合問題的風險，政府認為將土地平整及

行人天橋安排在同一工程合約下進行，是實際和

比較可取的做法。不同的土地平整及基建工程有

著不同的工地限制及其獨特的地質條件，而在安

達臣道發展工程遇到的情況未必常見於其他公營

房屋發展項目。一般而言，政府會因應每項工程的

工地限制和地質條件等情況，制訂最合適的工程

合約安排。 

 
(v)  正如回覆(q)所述，在近年推展的工程項目，土拓

署會透過各個途徑盡量獲取公眾對工程項目的意

見，包括諮詢相關的區議會、舉辦公眾參與的活

動、工作坊、與當區居民會面加強溝通、透過互聯

網途徑收集市民意見等。土拓署會按需要在工程

的不同階段向公眾交待工程內容和吸納市民的意

見，務求更好地掌握各持份者的意見，將有關的意

見反映在工程設計及合約安排之中，並將工程設

計完成後才招標，以減低工程合約批出後因設計

大幅改動而衍生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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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會汲取經驗，日後工程部門會充分考慮持份

者提出的意見。由於工程項目的不同部分均有其

複雜性，而彼此之間亦互相影響，工程部門在決定

合約安排前，須審慎權衡不同選項和因素（例如人

手需求、工程通道、充足工地、分階段接收地盤及

分階段完成工程的須要，以及若其中一個合約延

誤而可能引致的影響等），以期在時間及開支可控

的情況下達至預定目標。工程部門會一直與決策

局保持密切溝通，當處理重要決定時，工程部門會

提供充分理據徵詢決策局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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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總目 708－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PWSC(2007-08)60 20EJ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多 媒 體 大

樓－第 2階段

主席請委員注意，當局曾在 2007年 6月 20日就這

項撥款建議向工務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提交  
PWSC(2007-08)44號文件。委員在上述會議上要求提供

的補充資料載於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7。  

多媒體大樓的設計及樓面面積

2. 郭家麒議員察悉城市大學 (下稱 "城大 ")會自行

籌集資金支付多媒體大樓(下稱 "大樓 ")特別建築元素的

費用，並詢問假如所有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資助院校有意在建築設計中納入特別元素，這是不是各

院校的慣常做法。劉慧卿議員表達類似的關注。她欣賞

具有壯麗外觀的大樓的美學設計，並認為建築設計方面

的創意及獨特性應予鼓勵。就此，劉議員關注到教資會

在評審高等教育學院的撥款建議時，會否及如何在需要

控制費用與便利創意設計之間取得平衡。

3. 教資會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教資會將按照

以合理費用紓緩有足夠理由支持用地不足的基本原則評

審每個建築建議。就此，教資會將根據標準空間及校舍

需求評估有關院校的教研活動的空間需求，並考慮若干

因素，例如工程設計及財政影響，以確保有真正需要及

成本合理的建議才會獲得資助。教育局副秘書長 (1)表
示，當局雖然遵守提供標準設施以滿足教研活動需要的

基本原則，但按照現時的做法，若屬有關院校的意願，

而有關院校亦有財政能力，便可以納入特別設計元素。

他指出現時的建議是相當好的例子，說明城大致力在現

時的做法的範圍內納入部分特別元素。

4. 郭家麒議員仍然關注，教資會按個別個案逐一

審核各項工程計劃建議，可能會出現不一致的問題，有

關院校亦會質疑資金分配是否公平。

5. 郭家麒議員及劉慧卿議員提及政府當局文件附

件 7中有關大樓與香港浸會大學(下稱 "浸大 ")傳理學院暨

創意／視覺藝術學院大樓的建築樓面面積與淨作業樓面

面積的比較，並關注到大樓的建築樓面面積／淨作業樓

面面積是否與為類似目的而興建的其他院校的校園建築

物相若。教育局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大樓的 55%建

築樓面面積／淨作業樓面面積比例被視為合理並與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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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目的而興建的其他校園建築物相若。香港城市大學校

長 (署任 ) (下稱 "城大校長 (署任 )")補充，因為這些建築物

在通道及屋宇設備方面的空間需求普遍較高，大樓的有

關比例在這類建築物當中已屬偏高。城大校長 (署任 )亦指

出，儘管大樓設計成不規則水晶形狀，但已特別注意內

部間隔設計以求善用空間，例如將較小及不規則的空間

用於小組討論等。

6. 周梁淑怡議員支持撥款建議並認為，由於香港

創意工業對人才的需求龐大，當局必須投資在培訓有關

人才之上。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應鼓勵建築設計方面的獨

特性及創意。她呼籲政府當局在審核工程計劃設計時採

取靈活的態度，重視創意設計多於根據建築樓面面積／

淨作業樓面面積比例利用空間。劉秀成議員認為，某些

措施，例如通過設計比賽表揚及聘用建築專業人才，會

有助在工程計劃設計方面發揮創意及達致多元化。

7. 陳偉業議員欣賞大樓的創意設計。他認為，長

遠而言，政府當局應透過合適的促進措施，鼓勵在工程

計劃設計方面發揮創意。劉慧卿議員贊同他的意見並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透過在評審標書時就有關顧問給予額

外的獎分，以表揚創意設計。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下
稱 "常任秘書長 (工務 )")回應時表示，當局在制訂評審顧

問標書的計分標準時會考慮委員的建議。

8. 陳偉業議員察悉城大會自行籌集 1,640萬元的

資金，支付特別建築元素的費用，並關注到所籌集的資

金會否涉及私人捐款，並將大樓以有關捐款人的名字命

名以示鳴謝。陳議員深信，單單為了表彰某大亨作出某

個金額的私人捐款而將校園建築物以他／她的名字命名

並不適當，亦不會有助維護有關院校的學術尊嚴。

9. 城大校長 (署任 )回應時向委員保證，鑒於大樓對

城大相當重要，城大不會單單為了任何捐款人的捐款金

額而將大樓以其名字命名。城大校長 (署任 )進一步表示，

城大有將校園建築物命名的既定機制。在該機制下將會

考慮相關因素，例如捐款人的背景及聲望，以及他／她

與有關院校的關係。

10. 郭家麒議員提及香港大學一個學院以捐款人的

名字命名的先例，並指出這種不可取的安排令學生感到

不滿。就此，郭議員問及教資會有否就校園建築物的命

名及教資會資助院校如何使用捐款制訂任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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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資會副秘書長 (1)回應時表示，各院校須就使

用公帑向政府當局及教資會負責，但各院校在使用所籌

集的其他資金方面有自主權。教資會副秘書長 (1)表示，

本地及海外大學的常見做法是為有關大學的發展籌集其

他資金來源，並在研究可否對各院校使用自行籌集的資

金施加限制之前須考慮院校自主的問題。

12. 郭家麒議員不同意教資會資助院校使用捐款一

事屬有關院校的自主範圍，因為當局會在配對補助金計

劃下按這些院校籌得的私人捐款提供公帑作配對補助

金。因此，他認為政府當局亦應就教資會資助院校使用

私人捐款制訂指引。

設施及專用設備

13. 劉秀成議員提及此工程計劃估計所需費用，並

關注到大樓所需的電力設施及專用設備的價格上升可能

帶來的影響。他呼籲城大加快進行合約招標並就所需設

備的供應進行更多研究，以在進一步加價之前以最優惠

價格購買有關設備。劉議員亦建議城大可以在大樓工程

計劃中引進更多環保概念，例如使用可再生能源。城大

校長 (署任 )回應時表示，城大會在大樓工程計劃中引進環

保措施，並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參考城大科學及工程

學院的創意設計。

14. 郭家麒議員察悉大樓的專用設備清單，有關設

備與開辦創意媒體課程的其他海外院校及頂級動畫製作

公司現時使用的設備一致。他詢問城大有何計劃及政策

(如有 )，讓其他大學的學生及其他創意工業機構共用及／

或租用有關設備。

15. 城大校長 (署任 )回應時表示，城大與浸大之間有

學生交流安排，透過有關安排，修讀創意媒體課程的學

生可以選擇兩間大學提供的課程，以善用專用設備。有

關劉健儀議員對與海外院校的學生交流計劃的意見，城

大校長 (署任 )表示，城大創意媒體學院 (下稱 "該學院 ")已
與開辦創意媒體課程的其他高等教育院校，例如北京電

影學院及南加州大學，達成合作協議。由於大樓將會提

供較高水準的校舍和設備，預計可以擴大合作網絡。

16. 至於相關機構租用專用設備，城大校長 (署任 )
表示，在作出有關安排時，將會優先考慮城大學生教研

活動的需要，以及有關機構的背景及性質。他表示所得

的租金收入會用於該學院運作及發展，讓學生受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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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城大會舉辦外展計劃，例如與其他藝術及文化機構

合辦活動，給予學生機會接觸社會並與社會有所互動。

17. 周梁淑怡議員關注到城大有何機制，確保與創

意工業的私營企業 (特別是小型企業 )緊密聯繫。她認為應

充分利用大樓將獲提供的高級專用設備，以便透過與私

營企業緊密合作發展創意工業。

18. 城大校長 (署任 )回應時表示，城大有既定機制透

過招聘創意工業的在職專業人士及專家 (例如電影導演

及混音專家 )擔任教授及講師，與私營機構保持聯絡。因

此，創意媒體課程的學生在修讀課程時已有機會透過這

些教職員參與電影製作或為創意工業工作。周梁淑怡議

員欣賞城大與創意工業建立緊密聯繫的做法。她呼籲城

大進一步與學術界及商界合作，並參考美國教育院校的

成功經驗，使學生在應用過程中充分驗證他們在修讀課

程時學到的知識。

19. 劉健儀議員支持現時的建議。她察悉，雖然城

大會獲批 3,080萬元以提供高水準的專用設備，甚至是荷

里活頂級動畫製作公司和數碼後期製作公司現正使用的

設備，但鑒於科技發展迅速，城大日後在取得足夠資金

以提升有關設備方面或會遇到困難。劉慧卿議員表達類

似的關注，並呼籲政府當局考慮日後提升有關設備所需

的資源。

20. 城大校長(署任)回應時同意，日後提升有關設

備的要求是城大的一項挑戰。他指出，該學院在成立不

足 10年的短時間內，憑著學生及職員的高水準工作建立

了國際聲譽。大樓建成後將會提供適合的校舍及設備，

預計該學院可以在創意工業達致更高成就，可能更容易

徵求創意工業及軟件公司為日後提升有關設備而提供贊

助。鑒於貯存專用設備時的濕度控制等因素，劉慧卿議

員關注到專用設備的貯存及保養問題。城大校長(署任)

表示，城大會妥善保養大樓的專用設備，並參考現有實

驗室，例如科學及工程學院的實驗室的相關經驗。

21. 劉慧卿議員察悉，大樓內會有一間配音用的劇

院並詢問該劇院的用途及容量。她關注到該劇院會否公

開供其他機構或大學使用。城大校長 (署任 )回應時表

示，該劇院最多可以容納 150人，主要為教學用途而設

計。該劇院將會配備高效能配音系統，以便在課堂上進

行示範及即時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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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劉健儀議員指出，該學院開辦的課程一向極受

歡迎，過去數年吸引了大量學生申請報讀，並要求當局

提供資料，說明城大有何計劃，透過在大樓提供額外的

校舍及設備拓展受歡迎的課程。城大校長(署任)回應時

表示，大樓將會容納該學院及其他相關學系，包括英文

與傳播系和電腦科學系。他表示，城大有計劃在 2010年
之前增加該學院及前述兩個學系所提供的學額總數，從

大約 700個增至 980個。隨着 334學制下大學四年制的推

行，預計在 2012年有機會進一步增加學額。

第 1階段大樓工程及成本控制

23. 李華明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7所載的費

用比較，可以回應民主黨議員的關注。民主黨議員在小

組委員會 2007年 6月 20日會議上關注到，大樓的特別設計

元素會招致較高的工程費用。不過，李議員指出民主黨

議員仍然關注到，在推行第 1階段大樓工程的設計及地盤

平整工程 (下稱 "第 1階段工程 ")的合約前顧問工作方面有

所延誤，尤其是有否涉及浪費公帑及管理不當情況。

24. 城大校長 (署任 )表示，第 1階段工程下的工程因

若干因素而受到延誤，包括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爆

發及設計圖的修改。結果招致額外費用，超出第 1階段工

程的原來預算。他向委員保證，城大已從第 1階段工程中

汲取經驗，並已加強監察機制，以控制工程進度及費用。

城大校董會主席及城大校長會分別領導校董會及高層管

理人員，監察第 2階段工程的進展及開支。他亦指出，就

先前的建築工程，包括學生宿舍及教學樓，城大顯示了

審慎控制費用的能力。城大會透過強化後的監察機制審

慎督導現時的工程。

25. 李華明議員表示，民主黨議員支持此項建議並

強調，城大在推展第 2階段工程時應注重審慎的成本控

制，確保開支不超過工程預算。劉慧卿議員贊同他的意

見並指出，教資會資助院校應注意香港科技大學超支的

不良先例，並嚴格控制工程費用。劉秀成議員亦呼籲城

大審慎控制此工程計劃的成本。

26. 李永達議員表示會支持有關提供校舍及設施的

建議，以滿足城大教師及學生的需求。然而，他記得他

曾到訪城大而他的印象是，在第 1階段工程下已就修改平

面設計圖支付大約 3,000萬元，而進行修改的原因主要是

當時的城大校長與當時的城大校董會主席有不同意見。

李議員深切關注到因決策者之間不同意見而招致額外費

用應否由納稅人的公帑支付，並要求當局澄清有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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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劉慧卿議員同樣關注李議員提出的事宜，並問及因

而招致的額外費用總額。

27. 城大校長 (署任 )回應時表示，他未能就修改設計

圖所涉及的細節作出第一手解釋，因為他當時並非高層

管理人員之一。他從有關的文件紀錄察悉，城大於 2004
年修改設計圖，對大樓的地基作出改動。他表示此項修

改招致了大約 650萬元的費用，而額外的費用由城大自行

籌集資金承擔。他重申城大會不遺餘力，達致加快順利

完成大樓工程，而城大高層管理人員及校董會亦已就此

制訂聯合監察機制。

28. 李永達議員表示，有關的決策者應對因他們之

間意見不同而導致的超支及浪費公帑 (如有 )負責。他認為

教資會亦應擔當監察者的角色，監察教資會資助院校進

行的非經常資助金工程。劉慧卿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

否知悉在推行第 1階段工程方面有任何不符規定情況，導

致額外費用及確實招致的費用總額。

政府當局

29. 教育局副秘書長 (1)表示，政府當局知道可能會

涉 及 額 外 費 用 但 理 解 城 大 尚 待 確 定 所 涉 及 的 確 實 金

額，因為第 1階段工程仍有待完成。他強調城大承諾會

承擔任何額外費用，亦不會為此進一步尋求公帑撥款。

教育局副秘書長 (1)指出，城大曾就先前的建造工程，例

如與興建學生宿舍有關的工程，妥善地控制費用，並表

示政府當局仍有信心，在城大高層管理人員及校董會聯

合督導下，城大會審慎監察第 2階段工程下大樓工程的

費用。應劉慧卿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在以下資料確

定後，提供有關第 1階段工程合約前顧問工作的費用總

額的資料，以及城大承擔的費用的分項數字。

30. 郭家麒議員呼籲政府當局促請教資會資助院校

討論審慎控制費用的重要性，以及有何措施防止日後的

非經常資助金工程再次出現超支的情況。

31.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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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目 704－  渠務  

PWSC(2007-08)52 92CD 元朗、錦田、牛潭尾及天

水 圍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計 劃 第 1 階 段 第 2B 期 －

餘下工程

32.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就此工程計劃提供的

資料文件已於 2007年 7月 18日送交當時的規劃地政及工

程事務委員會。主席請委員注意政府當局應劉慧卿議員

要求就此工程計劃的估計清理土地費用提供的補充資

料，有關資料已在會議席上提交。劉慧卿議員歡迎當局

提供補充資料，並呼籲當局在日後提交的工程計劃中包

括與擬議工程相關的詳細費用及其他資料。

(會後補註：有關的補充資料已於 2007年 11月
23 日 隨 立 法 會 PWSC28/07-08 號 文 件 送 交 委

員。 ) 

33. 陳偉業議員提及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1並認為，雖

然排水道的設計已經改良，並使用石籠而非混凝土，此

項設計的人工化外貌仍與周圍自然環境不協調。就此，

陳議員記得在先前的工程中曾採用河道式排水道的創意

設計，並呼籲政府當局考慮修訂現時的建議下排水道的

設計，令有關設計與自然環境更為協調。

34. 渠務署署長表示，排水道使用石籠可以突出整

體工程設計的自然環境。他表示政府當局曾就排水道的

設計諮詢環保團體，並收到他們就使用石籠對自然環境

造成的視覺影響作出正面回應。

35. 陳偉業議員不信服政府當局的解釋並認為，排

水道的劃一設計未能配合自然環境中河道的多樣化。他

促請政府當局改善排水道的設計，在不削弱雨水排放系

統改善工程的目的下，盡量減少人工化元素。就此，陳

議員建議可以舉辦設計比賽，邀請公眾提供創意設計意

念。劉秀成議員及劉慧卿議員贊同陳議員的意見。劉秀

成議員認為當局應作出更大努力，就雨水排放系統工程

引入更為協調的設計，以期美化自然環境。

36. 渠務署署長強調，政府當局在制訂現時的工程

下排水道的設計時曾考慮與自然環境協調的因素。為

此，排水道走線的設計繞過馬鞍崗，以保存天然河流。

他解釋，石籠可以為魚類及水生生物提供生存環境。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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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當局亦在雨水排放系統工程納入綠化措施，以改善及

美化環境。

37. 陳偉業議員察悉當局會沿着排水道設置欄杆，

並認為當局應考慮有關設計及欄杆的材料與自然環境是

否協調，例如使用木製而非金屬欄杆。渠務署署長察悉

陳議員的建議並會作進一步考慮。

38. 劉秀成議員察悉，在 2億 240萬元的工程費用總

額當中， 1,610萬元的撥款將用於工地監管的顧問費。他

關注到有關撥款是否與此工程計劃的性質及複雜性相

稱。就此，劉議員提及PWSC(2007-08)60號文件，即多媒

體大樓－第 2階段，用於工地監管的撥款為 650萬元；而

該工程計劃較為複雜，估計費用亦高達 4億 3,700萬元。他

質疑在現時的工程下就工地監管的顧問費的撥款是否合

理。劉慧卿議員與劉秀成議員同樣關注此事。

政府當局

39. 渠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現時的建議是一項土

木工程項目，所涉及的工程的性質與PWSC(2007-08)60
號文件下的建築工程有所不同。此外，鑒於地盤面積廣

闊及分散，此工程計劃的工地監管所需的人手較多。為

回應委員的關注，政府當局同意參考PWSC(2007-08)60
號 文 件 並 檢 討 此 工 程 計 劃 的 工 地 監 管 所 需 的 估 計 撥

款，以及在相關的財務委員會 (下稱 "財委會 ")會議之

前，向小組委員會提交檢討結果。

40. 劉慧卿議員察悉並關注，隨着這些地區多年來

土地用途的轉變，部分天然地面已經鋪築，無法透水，

令區內水浸情況更為嚴重。她詢問政府當局曾否就轉變

土地用途的管制機制作出必要的修訂，防止新界的水浸

情況進一步惡化。

41. 渠務署署長表示，當局會要求工程發展商在新

界推展任何發展計劃之前進行排水影響評估研究。這項

要求會盡量減低新發展項目因轉變土地用途而對有關地

區的排水影響。他進一步表示，現時的建議包含元朗低

漥地區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有關地區在暴雨期間

出現水浸的風險將可減低，而雨水排放系統的防洪能力

將可抵禦重現期為五十年一遇 (現時是十年一遇 )的暴雨。 

42. 劉慧卿議員察悉並關注到處理有關擬議計劃的

反對書的漫長商議過程。她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所

接獲的反對書的詳情，以及當局縮短商議過程的可行方

法，以加快完成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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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渠務署總工程師 (工程管理 )表示，當局分別於

2005年 11月 17日及 2006年 7月 21日在憲報公布擬議工程

計劃及修訂計劃後，接獲 3份有關擬議計劃的反對書。經

過當局澄清後，其中兩名反對者無條件撤回反對書。餘

下的反對者要求當局收回其地段一些剩餘部分，並提供

通往這些地段的車路；當局因而需修訂有關的排水道走

線。由於修訂排水道走線將需向其他業權人徵用更多土

地，並會在連接排水道走線與上游和下游方面構成技術

可行性問題。當局已就擬議計劃的走線方面與餘下的反

對者進行漫長的討論。反對者其後出售他的地段，但拒

絕表明會否撤回反對書。因此，該份反對書仍被視為未

獲調解。他進一步表示，當局在憲報公布工程計劃後，

容許公眾在兩個月內提出反對，當局亦會盡力與反對者

進行商議，以期在大約數個月 (可能的話 )的合理時間內調

解有關反對書。經商議後仍未獲調解的反對書將會提交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

44.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 709－水務  

PWSC(2007-08)55 46WS 沙 田 海 水 供 應 系 統 提 升

工程

45. 主席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就此工程計劃提供的

資料文件已於 2007年 10月 16日送交發展事務委員會。

46. 郭家麒議員雖然支持此工程計劃，但問及將會

取代沙田海水增壓抽水站的現有水泵的新水泵的使用期

限。水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以高壓水泵取代沙田海水

增壓抽水站的現有水泵旨在加強抽水水壓，應付沙田市

中心區不斷增加的沖廁水需求。預期擬議提升現有的設

施可以彌補預期 2011年以後的不足之數，預計在不久將

來不需要進一步提升現有的設施。新水泵的使用期限約

為 12至 13年。

47. 郭家麒議員察悉，在此工程計劃下會興建及／

或重建海水配水庫，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利用配水庫頂

部提供康樂及文化設施供市民享用，並彌補有關地區內

此等設施的不足之數。他亦促請當局透過綠化工程改善

配水庫的外部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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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48. 水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有關部門在考慮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署 ")對附近地區內此等設施的

供求情況的意見後，會安排在配水庫頂部提供康樂及社

區設施。他表示，回應康文署及當區區議會的意見，當

局曾透過就現有配水庫進行改裝工程提供此等設施。應

郭家麒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應在相關的財委會之前

採取下列行動⎯⎯

(a) 就在此工程計劃下在海水配水庫頂部提供康樂及

社區設施的可能性與康文署聯絡；及

(b) 檢討及提升此工程計劃的設計，以期進行更多綠

化工程及提供一份圖則，顯示海水配水庫的設

計，供委員參閱。

政府當局 

49. 劉慧卿議員要求當局澄清有關沙田海傍海水抽

水站現時的總抽水量的數字，在現時的建議下進行提升

工程後的總抽水量，以及沙田和馬鞍山區的現時及預期

沖廁水需求。水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在 2006
年 12月進行前期工程，更換現有沙田海傍海水抽水站的 4
個老化水泵，把抽水量由每日 86 000立方米增至每日

95 000立方米，工程所需費用為 985萬元。水務署署長指

出，雖然當局估計 2011年以後，沖廁水每日平均總需求

量會逐步增至 84 000立方米，但在現時的建議下會將抽水

站的總抽水量進一步提升至每日 112 000立方米，以提供

足夠和可靠的海水供應，應付日常及季節性需求量的波

動情況和緊急需求。應劉慧卿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

應提供有關沙田和馬鞍山區的現時及預期沖廁水供求的

詳情，並提供有關沙田海傍海水抽水站現時的總抽水量

及在此工程計劃或其他前期工程下提供的額外抽水量的

分項數字。

50. 劉慧卿議員察悉在此工程計劃下敷設水管及修

復水管的估計費用分別為 4,060萬元及 4,390萬元，並要求

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所涉及的水管的長度和修復水

管的成本較高的原因。水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建議工

程計劃包括敷設長約 3.5公里，以及修復 2.9公里的海水

管。修復水管的單位成本較高，原因是須採用特別技術

在地下進行工程，例如採用無坑敷管法，盡量減少掘路

工程及減低在施工期間可能對交通造成的影響。回應劉

慧卿議員的進一步提問，水務署署長確認經修復水管的

性能將可比擬新的水管，政府當局亦會在技術可行的範

圍內進行修復工程，減少敷設水管所需的掘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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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劉秀成議員表示關注沖廁用海水的質量。他詢

問當局在供應沖廁用海水之前會否及如何處理海水。水

務署署長表示，雖然當局不會按照處理飲用水的標準處

理沖廁用海水，但會以抽水站的隔濾器篩去較大微粒，

並以氯氣或次氯酸鹽消毒，然後才向住戶供應沖廁用海

水。

52.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總目 711－  房屋  

PWSC(2007-08)57 566CL 安達臣道的發展計劃

53. 主席告知委員，當局已於 2007年 11月 5日就此項

建議及下一個議程項目，即 PWSC(2007-08)56號文件徵

詢房屋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李永達

議員表示，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對有關建議並無異議，

但對下列事項表示關注⎯⎯

(a) 由於安達臣道的發展計劃將提供約 16 000個公營

房屋單位，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關注到入伙後人

口增加會對附近地區的道路網及交通造成壓力，

並促請政府當局盡快就此制訂紓減措施。在此方

面，當局已提供有關擬議房屋發展項目的交通影

響評估研究的結果摘要，以及建議的紓減措施；

(b) 建造工程期間對附近居民造成的滋擾，包括爆石

工程帶來的噪音及塵埃，以及棄置建築廢物的環

境影響。該事務委員會的委員要求當局減少產生

建築廢物並推行適當的紓減措施；及

(c) 安達臣道的房屋發展計劃令有關地區的公營房屋

人口增加，可能會導致公營房屋過度集中於該區。

提供租住公屋

54. 郭家麒議員表示支持現時的建議及下一個議程

項目的建議，即有關安達臣道房屋發展項目的供水計劃

的 PWSC(2007-08)56號文件。郭議員察悉，擬議房屋發

展項目將提供公營房屋單位，可供居民在 2015年至 2016
年分階段入住，並詢問當局可否加快完成兩項工程計

劃，適時提供租住公屋，縮短租住公屋申請人的輪候時

間。

70- -



經辦人／部門

55. 運輸及房屋局助理署長 (工務 )1(下稱 "助理署長

(工務 )1")表示，當局已作出努力，縮短完成擬議工程計

劃的時間，鑒於工地範圍面積廣闊和複雜的地盤平整工

程，進一步縮短有關工程的期間或許並非切實可行。他

表示，為加快推行工程，當局已作出安排，以便及時交

付土地平台以供進行打樁及建造工程。至於租住公屋的

供應，助理署長 (工務 )1表示，房屋委員會致力物色適合

用地以在未來數年進行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維持平均約 3
年的租住公屋輪候時間。可是，鑒於須考慮的因素，包

括相關區議會及區內居民的意見，物色用地的過程並非

經常順利或在控制之下。

環境影響

56. 陳婉嫻議員雖然支持此工程計劃，但她轉達區

內居民關注到工程期間長約 7年 (2008年至 2015／ 2016年 )
及建造工程的環境影響，特別是須採取的紓減措施，以

控制爆石工程對毗鄰屋的影響。陳議員察悉政府當局

會成立聯絡小組監察此工程計劃的進度，並要求當局確

認小組的運作，確保在整項工程期間與有關的居民及區

內組織保持密切聯繫。

57. 土木工程拓展署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 )(工程 )(下
稱 "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 )(工程 )")表示，在此工程計劃的規

劃階段，政府當局曾向相關的區議會及區內組織，例如

分區委員會及學校，簡介此工程計劃及為減低建造工程

的影響而採取的紓減措施的詳情。將會在展開有關工程

之前於 2008年成立的聯絡小組會包括區內居民聯會和學

校的代表，以及相關區議員。聯絡小組會定期舉行會議，

檢討建造工程的影響及紓減措施的效用。此外，當局會

設立 24小時熱線接受公眾投訴，公眾亦可以直接向地盤

辦事處查詢。有關此工程計劃的資料，例如環境監察數

據，亦會上載到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網頁供公眾查閱。

政府當局

58. 發展局常任秘書長 (工務 )告知委員，倘若現時的

建議獲批撥款，房屋發展項目的地盤平整工程將於 2008年
1月展開，土地平台將於 2011年年底開始交付，以供建造

公營房屋單位。因此，可能在整個工地範圍導致更多環境

滋擾的地盤平整工程將會大約為期 4年，從 2008年年初至

2011年年底。在 2011年年底之後有關工程 (如打樁 )造成的

環境影響會限於工地範圍內範圍較小的地區，持續的期間

亦會較短。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補充，為確保有效監察建

造工程的影響，聯絡小組會繼續運作，直至所有相關工程

已經完成為止。應陳婉嫻議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應定期

提供有關此工程計劃的報告，讓立法會議員了解工程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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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發展，特別是建造工程對附近居民的影響及紓減措施的

效用。

59. 陳婉嫻議員從政府當局的文件察悉，觀塘區議

會的議員 (下稱 "觀塘區議員 ")就棄置剩餘挖掘所得物料

的擬議安排沒有提出任何負面意見。她要求當局提供觀

塘區議員就此表達的意見 (如有 )的詳情。總工程師 (專責

事務 )(工程 )表示，政府當局曾就棄置剩餘挖掘所得物料

的擬議運送路線諮詢觀塘區議會轄下交通及運輸事務委

員會。觀塘區議員同意擬議安排並察悉有關路線的設計

旨在縮短泥頭車的行車距離，以減低環境影響。將會召

開的聯絡小組亦會監察處置安排的推行及效用，並會就

此提供意見。

60. 李永達議員讚揚相關政府部門為回應擬議工程

的環境影響的關注而作出的努力及採取的積極態度。就

此，李議員關注到在建造工程期間監察塵埃排放量的措

施，並建議邀請環保團體的代表加入聯絡小組。李議員

察悉當局會在此工程計劃中納入種植樹木建議，估計會

種植 50 000棵樹和 20 000叢灌木，並建議可以在房屋發展

項目下提供樹木研習徑。

61.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察悉李議員的建議並會作

進一步考慮。有關監察環境數據，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表示，當局會要求承建商及顧問監察工地範圍周圍的外

界空氣質素，包括塵埃量，以確保符合環保標準。李永

達議員進一步問及更新網頁上供公眾參閱的監察環境數

據的頻密程度，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 )(工程 )回應時表示，

當局須就收集到的空氣樣本進行化驗，然後才可以將有

關數據上載到網頁。他表示政府當局會盡量頻密地 (每隔

數天或每星期 )更新有關資料。李永達議員促請政府當局

盡一切努力更頻密地 (每天或每兩天 )更新有關資料。

62. 李華明議員支持此工程計劃。李議員提到佐敦

谷附近供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的爆石工程，彩雲及其他

鄰近屋的居民飽受碎石橫飛、塵埃及噪音的不良影

響。李議員呼籲政府當局從經驗中汲取教訓並制訂必要

措施，減少對鄰近屋居民的影響。李議員亦關注到有

關工地範圍毗鄰的安達臣道石礦場的日後運作的計劃。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及助理署長 (工務 )1回應時表示，石

礦場會繼續運作直至 2012年年初為止，接著會在石礦場

用地進行修復及美化工程，直至 2013年年底為止。李議

員關注到石礦場的運作與此工程計劃下的爆石工程同時

進行，可能會令塵埃問題惡化。他促請當局制訂機制，

處理居民因爆石工程造成的損害而提出的補償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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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長會議時間

63. 在大約上午 10時 25分的時候，主席告知委員，

根據財委會 2007年 11月 2日會議上對小組委員會會議程

序作出的修訂，已在會議程序中加入第 11A段，訂明主席

可在指定時間內宣布，會議由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延長

不多於 15分鐘。由於指定的會議結束時間為上午 10時
30分，主席宣布會議將會延長至上午 10時 45分。委員關

注到進一步延長會議時間的安排，秘書表示，如有會議

場地可供使用及假若同日將舉行立法會會議，經延長的

會議時間亦不會與該立法會會議的開會時間有衝突，小

組委員會可將會議進一步延長至一段指明的時間。鑒於

現時的會議場地可供使用，同日亦不會舉行立法會會

議，秘書表示小組可以考慮是否需要進一步延長會議時

間。在與政府當局討論及徵詢當局意見後，委員同意將

會 議 延 長 至 上 午 11 時 ， 以 繼 續 討 論 現 時 的 建 議

(PWSC(2007-08)57 號 文 件 ) 及 下 一 個 議 程 項 目

(PWSC(2007-08)56 號 文 件 ) ， 以 及 押 後 餘 下 4 個 項 目

(PWSC(2007-08)53 、 PWSC(2007-08)54 、

PWSC(2007-08)58及 PWSC(2007-08)59 號 文 件 ) 至 稍 後

舉行的特別會議上討論。

(會後補註：小組委員會訂於 2007年 11月 30日舉

行特別會議以討論 4個押後討論項目。會議預告  
已於 2007年 11月 23日隨立法會 PWSC29/07-08
號文件送交委員。 ) 

廟宇遷移及交通安全

64. 李 華 明 議 員 提 及 須 遷 移 的 工 地 範 圍 內 4 間 廟

宇，並表示居民經常到這些廟宇參拜，並呼籲政府當局

在遷移方面給予廟宇營辦人必要的協助。助理署長(工

務)1回應時表示感謝部分立法會議員在與廟宇營辦人作

出遷移安排方面給予寶貴的協助，並向委員保證，當局

會盡力提供協助以順利實施商定的安排。

65. 楊孝華議員察悉就擬議房屋發展項目進行的交

通影響評估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幾個道路交界處進行改

善工程後，現有道路網的容量可以應付行車量的增長。

然而，楊議員關注到清水灣道與安達臣道交界處的安全

問題。楊議員指出車輛須在清水灣道右轉入安達臣道，

以進入擬議房屋發展項目。鑒於清水灣道沿線車輛速度

相當高，他關注到當局會否為道路安全而在道路交界處

推行適當的交通管理措施。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回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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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當局已考慮道路安全問題，因此，清水灣道與安

達臣道交界處會改為有燈號控制的路口。

交通噪音紓減措施

66. 劉慧卿議員認為，聯絡小組在監察各項紓減措

施，以減少對附近居民的滋擾方面擔當重要角色，並促

請政府當局協助聯絡小組在此方面進行工作。劉議員從

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1察悉，當局會在此工程計劃下 "重置

隔音屏障 "，並關注到當局有何計劃就擬議房屋發展項目

採取交通噪音紓減措施。就此，劉議員認為，與其設置

隔音屏障，當局可以透過更可取的方法紓減交通噪音，

例如建造沉降式道路或在設計房屋發展項目時使公屋大

廈遠離道路。

67. 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 )(工程 )表示，在現時的建議

下進行道路擴闊工程後，將會重置現時在寶琳路的隔音

屏障。他表示，由於工地範圍內斜坡範圍廣闊，須平整

土地平台以建造公屋大廈，而建造沉降式道路並不可

取，因為須進行額外的挖掘工程，亦須解決通風問題。

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 )(工程 )進一步表示，在設計新的房屋

發展項目時，當局會先透過適合安排制訂措施，以減少

對住宅大廈的交通噪音影響，以及在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將大廈座向於遠離交通噪音來源的地點。當局會在

較後階段當擬議房屋發展項目的設計及平面圖備妥時，

考慮是否需要隔音屏障。

68. 劉慧卿議員對隔音屏障的效能，設置隔音屏障

的高昂費用及對鄰近地區的不良視覺影響存有疑問，並

呼籲政府當局採取其他措施紓減對房屋發展項目的交通

噪音影響。主席贊同劉議員的意見。助理署長 (工務 )1回
應時向委員保證，政府當局會適當考慮在設計房屋發展

項目時，透過住宅大廈的恰當安排及布置，紓減交通噪

音影響。他表示當局會在擬議設計布置圖備妥時，於 2009
年就有關設計，包括就設置隔音屏障及／或其他交通噪

音紓減措施，進一步諮詢有關的區議會及區內居民。

擬議房屋發展項目的行人和車輛通道

69. 陳鑑林議員支持此工程計劃。陳議員察悉現時

的建議的範圍會包括行車天橋、行人天橋及行人隧道，

並扼要重述觀塘區議員的關注，指出僅建議建造 3條行人

天橋可能不足以應付人口約 48 000人的擬議房屋發展項

目帶來的行人流量。陳婉嫻議員贊同他的意見。陳鑑林

議員建議應為房屋發展項目建造更多行人天橋，並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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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方便的行人通道連接房屋發展項目與鄰近設施(例

如公共運輸交匯處及購物中心)的需要，決定行人天橋的

地點。就此，陳議員認為在進一步考慮政府當局文件附

件 1中 3條行人天橋的擬議地點時應徵詢當區區議會的意

見。

70. 總工程師 (專責事務 )(工程 )回應時表示，當局於

2002年根據《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香港法例

第 370章)進行諮詢，並因應收集到的意見決定擬議行人

天橋的地點。政府當局清楚知道觀塘區議員對在合適的

地點建造足夠的行人通道的意見，以便新房屋發展項目

的居民進出鄰近地區。他指出，在房屋發展項目的布置

圖及設計在 2008-2009年度備妥後，房屋署會進行行人流

量研究(下稱 "研究 ")，就在房屋發展項目建造行人通道

進行研究，而當局可考慮研究的結果重新考慮行人天橋

的數目及其地點。在研究完成後，政府當局會就建造行

人天橋進一步諮詢相關區議會。

71. 陳婉嫻議員指出，擬議房屋發展項目位於斜坡

上，並促請政府當局為居民 (特別是長者 )提供暢通無阻的

通道，以便他們往來房屋發展項目與山下地區。就此，

她認為應在行人設施 (例如行人天橋 )提供升降機或自動

電梯。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察悉陳議員的意見並表示，

當局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在行人設施提供升降機。

交通影響

72. 陳鑑林議員提到有關擬議道路交界處改善工程

的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2，並關注到房屋發展項目對現有道

路交界處的交通影響，特別是清水灣道及龍翔道之間相

當繁忙的道路交界處，在早上繁忙時間，該等地點的交

通擠塞情況頗為嚴重。他呼籲政府當局考慮採取紓減措

施，在房屋發展項目入伙後應付該等道路交界處所增加

的交通量。

73.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表示，根據交通影響評估

研究中交界處容量分析的結果，坪石、清水灣道及龍

翔道的交界處有足夠容量應付房屋發展項目增加的交通

量，運作將會令人滿意。土木工程拓展署會與運輸署合

作考慮推行適合的交通管理措施的可行性及效益以利便

交通流量，例如改善清水灣道近龍翔道的綠色專線小巴

站的布置。回應陳鑑林議員的進一步提問，總工程師 (專
責事務 )(工程 )表示，當局已於 2007年 11月 13日向房屋事

務委員會提供有關交通影響評估研究的補充資料，包括

龍翔道及清水灣道的交界處直至 2021年的預計交通量。

75- -



經辦人／部門

74.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PWSC(2007-08)56 126WC 安 達 臣 道 房 屋 發 展 項 目

的供水計劃

75. 陳婉嫻議員關注到建造 126WC號工程計劃餘下

工程的時間表，並詢問政府當局文件所載在 2014年完成

工程的目標是否仍有待確定。水務署署長表示，展開餘

下工程的時間取決於地盤平整工程的完成。雖然政府當

局在現階段未能確定展開及完成 126WC號工程計劃餘下

工程的日期，當局計劃在 2012年開始建造工程並在 2014
年完成工程，以配合房屋發展項目。他表示當局向小組

委員會提交有關工程的撥款建議時，會提供 126WC號工

程計劃餘下工程的擬議時間表，供委員備悉。

76. 劉慧卿議員察悉擬議敷設水管工程將會納入土

木工程拓展署在 566CL號工程計劃下批出的地盤平整及

相關基礎設施合約，並詢問這是否批出公共工程合約的

常見安排。她關注到這項安排可能會對相關行業的就業

機會造成的影響。水務署署長回應時表示，由於擬議敷

設水管工程在 566CL號工程計劃的工程範圍以內，擬議

工程將會納入在 566CL號工程計劃下批出的合約，以免

因兩個承建商在同一工地上進行工作而帶來配合上的問

題。他表示這是批出公共工程合約的既定做法，並不會

影響這些行業的就業機會，而相關行業對這做法亦非常

受落。

77. 此項目在席上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78. 會議於上午 11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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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i 0 

4. ~Zp 1,s ~ jf,f F.0: Jj'tJi ilJ w= ~ ' ::ft J=t tE: f,j tj[ f I& ~} l --' I· at frfr & ~ 1~Y J5t~ fll 0 

s. ~*~~m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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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E E n f f i E ; # g
H-+ - ) r . +eg -#Ed ,$ f t

E t r  i  2 o o 7  +  3  F  l s  E ( 8 f f t r )
E*Fel :  T+ 2 F+ 30 r)
'b ffiA : )T HE EH fE IEJ T='th EH IE E! T{T 6 E 3 E

EEf f iEE!A#f f igF f ;E

H I f f # :

Tffi

FHTEWfr , * . ,  BBS,  JP

E U T [ M

+ t € e l A t ,  M H

=:c El

H # F l

FFFff i t fr fr ,+.,  sBS, JP

rH+ r4fr,+
tFIrF + fr,+
f4 tr R,ft,+^
FITCHA fr, +^
Ki#v,Hfr,+
ru {# Yr, ft, +-
tE$$$$$FFfr,fr.+, MH

i,E* x//-t
{4 {#6t rH

#*+ f r ,+
t xlfr ft, +.
wg\Jfr_xft+.
f f i l pw- f r ,+

+  s 4 *
E F 1r,fr,+.
XHryfr.+.
ffilg++ fr, +- , MH
rueuU ffifr,+.
iffiE itrfr,+.
1 # f f f f i V k ! ,  M H
f f i xHf r ,+
ffi tr H"F,fr,+^
ffir++ !Hfr,+.
f f i H V k t
f f iF374 f r ,+^ ,  BBS,  JP
Hllf iHfr,+
( *frt fr ,+.
FFFFFtr HEfr,+
F+ ff i fr ,+_
f i EE1+ f t+ . ,MH
Hqqwfr ,+^,  MH
* f r b k t

85- -



H ffi g -;# H! & ffi #13 F1 /ttr,F# {t *

H H S A * ,  J P

# f F 6 k t
ffi,xruffiftK9 tr
glj;tr i^ ftH g tr

**Ft3ff i{# k+
tFfexfr,+
PEffi,E frH
ffi f'H fr& fr, +.
4fif f i fr,+

Ff f i f f i , f t .+ . ,JP
f'*'tF-R trA
#J+l@-.-fr,+,

+B trsft,+.

+ iH ++ fr,+^

' frE.iHft+.

f f i f re*fr ,+.
ryffitrsfr,+.

fi/'g

+Hli\ft ,+.

f f i rER&# f f i  SE
EH}trRFTF-f f iErtW$tr
gff i f f iwt$g tr+F+FH
Hff i f f i f r  f f '+9tr  fFfF H
trEEEH {ff i .B trSff ir$rE(ff i f f i )
r'1 g IE fU Effi}Etr ffi fU S tr
F fn W ffi,'Rr +^ E ffirf tr W ffi, Tfrr +.ftH ffi
ff i # h.x. k,+ffi Effi iE tr ff i # s t# /$w
Eff iEHf;&iE*f t  T{+
i A I fE +E E B H ftfr. TfE EM I 2OL"HE)

W I Y . E E F
F#UTEWWE tr / f f i ' t r
wEt EEff t t r t4 I fEHm t/"aeR

trEh.rF,EtIre [9.ff i  GE)
H fe i ^ r fE  Hm

Etrh.ffr,Eljre frt E(G.trE)
i  AI fE HM

IAI fg +trWEfiHIfE HM/
gFHTfr

sH#f f i
wttrftts r tEffi F"1 iF E ftS iE
wtt r f tEr fEEFrf i f#EHX

)

) ;#IF I

)

)

)

)

)

)  ;# IF I I

)

)

)

)

)

ffi ir R & #ffi ffiH t&.11 E{ r {f (tr -#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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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ffi# :

Er '{ f f i f i  f r ,+ f f i }EE&#ff i  EH {&.\ fr f r  f t6r{ f  (r)
H \XHk+ f f i rER&$f f i f f iH {& . \ f i f r  f i 6 *  I+Q)
F{]f l  I#k t  EHff iREt +tfr f f i f f i f t&.I1&E ffGfr, t rHrs)
FHffi f f i fr,+. ff i  iERE{ #ff i  f f i-t&.11&r{f (tr;#g)

f f i IH# :

H H M A *  ,  M H

f f igEa

T ffi ffi il F[ H ̂ ffile.  

 

+,H,ffi g ;#' ++ EtI E *' A I fE +EffiE
(T f€  "  +ER E "  )H!  H f r&, I . fE Hm 4t r  f f i  f r ,+ .&_t r  EZ WXH iH
H######################################################################################################ef$IE(F/rHE)FHlfl,F f,+. . It{n^ EU{t #H S^FE,Hfg;#
f r !FEH f r ,+ -& ,8$FA f r ,+  .

2. T ff i g ff A g' H H ffi ;# F N FFEfrN fi lE ff i '  EI €'S E.r]
'&&**H8,H ffi + x+g g ;#' ffi ffi ,fE R Xel ;# tr {t F # i^ . t gffi
tr tr .Bff+IF O

I .  E E f * E ! . E E F E E

3 .  I f f i  f f i  r oF6EYEEF+ t rF t ^+ f tH* (T f€ "HEF" ) .  E r IS
E F /ffi tr Fft,IF.R ft +.KH ftE E I4 I f5 Hfr IAFE H gtj + H ft E,H
ffi g ;#' 9t+ qq g  

 

* { ifi e F-S ;ft €' Efi PS EY.E W IIF .

4. H E F #i HE H t#g ,H ffi ffi Ir tr ;# g g ;# ' 95{ A tr ;# tr g H
*rr \  K#'  f f  FAftWfrY.E#.f f i  tEtr  t4 t r t iF!  t  4 I fE .  + EF
f's, E#Et.E fl4 g IHIL, - f* IL,e-+-k,6 E H! g ffi E W A frft,' ifi ft ;t
BtJ E1-: ffi ffi i+ xffi fr,rn 'fnl fE f+WIE tr ru H! E F6 H * .

( f f ix* ;# t r  .  FFf f i f  ;#Ef r t4e lJ f f i ;# t r  ET + 2 H+ 4s  ̂
s l J E g � r E "  6 I J f f i H ; # t r F U A T +  3  E + F l J ] , € . g r E "  )

s. ;# tr fE,H H! H F,W,;6 F{ 4[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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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

A IE fr4 f#' EA EY. E g 4 tr fl+ H Wfl 1F iE r-tu tr t . F-
ER' M H E F H! E F iA EfiT IfrI IF frd,T # O

10.r0 Ef i  f iAiH H { l l f  f iS f t .  fT Ei l -# tr  *  f f i  H! r fE'  8f i
&.w st lE$tuEH!r fE+H +tk '  g  rc f t  f f i f f iF/ l f tT.
IF, fr.WH Efi *u F5 (firl 4r iE ffi E &.ffi{X E )i# E ktffi
iffi th. h @ ffi t . Fn ffi F! F+ Ffi FU'tF ffl * 4 lE r fE ffi'
f r -  ' ^q - {FXF t r -F f t  o

(F+ f f i i #R&_#f rV i#Rf r .T+  3  f+  40 {+Ht r f f i e^ tE .  )

1  1 .  I l f f i  { t t t  @ e=#FEF,Hf f i  f r ^g ;# '  -65+4 t r  H ! t r ;#  t r
#1-t ifr e.ffi A HF H! H F,' * m ff tr H, & Iv';# tr ft t E & )E *ft
+ H g r u r n r E f r l \ # P - F * H F , .

1 2 .  I f f i * E I f r {  g 5 { : . . . . : \ f f i .

+ i * H i H ; E E
(EH lE E ;# g t I+H r0t2007 ffi )

13. I ffi ffi i l tr E&.iE EII rfr,E.ffi (trtr )ffi fr&. +.* r fE Hm F Ai^
fr,+. - E tr&-*E €tI ttu W.H Gtr )t fr I fE BF + iH 1+ ft,+., +EE E
ft,,H r fE HM /S F #ffi FH ffi NE fr, +. , +E E E H f;& :t fE Hffi /g F S ffi'fr
,H,iH fr,+_ '4 ttrfir� rfSEF rfirF E ftSrE ffifre*fr,+ ru WffifttsrfEEF
f"l ffi E S X*ffi i^ fr,+.,H ffi g ;#, lffi Vrit-ift q E H E dF E .

( rFf i f l iF ;# F&.T+ 4 F+Htr f f ie � rE.  )

14. +E ffiE FH ffi qE fr 4 lI fffiX.T+ " FH ft + T€, XE H E H! Wry
I fEf+f t  2008 ++nf iJt I . '  E 20rr  k 2014 +f t f f i f t ,F l . ' ,  "  m-*|3
, j f r \  I fE @,+fr  t&f f i+H k, l . t r?}  *"a[ . f fa '  H + B!HFzK.|F*F--{E
20 0oo f fi *H! fif; zR i& H4 H fr,frE,r' H flf; ffi A + ig.Tw @,+fr^ffi e E
w+gtHMrc f i  "  H  E f i r f5H! fEHr - lF f+ fA  2007  +  e  EEf f i  ,
ffi Fn H fuMft,FI + Wtk, E fi g fl+ I J& frt 20rt E 2012 +tr\ ffi F$
f  t r  t r E @ e A +  t r E '  7 F ; t r f 5 f l + f i A  2 0 r s  A  2 0 r 6  + f t , F X .  n
,1  ,H  E f iH ! : t fE ; iE t I6 ' t fA  2007  +++fE ' . f r  i x€ r t rE+ f f i * t r
gFt;f t  '  f f  fA+lEfEt:r f f i ,J,{rH+ tr g h-Wtfr+ tr g +;ff i  I##fr. .

1s. FFFFFFFFFFFFFFFF�HfiFEtS frffif;H ftrffi AEtrErfgffifft ly,=-"g.Et - WfEr
tH  ' iEE ' iE f f ie f f i+F f f i++SH "  (MXt r r l  E f rB �  f f rE rFr fE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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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 UE R \fifr fiArJ.ftE, ffi Fn4E +frH BfrW.ffiSll F5 . 7F(e ffi . EF H A
El' miE R I& S tfr ff i(T ff i ".R & ffi") ' ff i tE tr -r# g ;# F fn € & {t
TT  ,  D}8 f r l  E f f iF r fEH! re f ]  O

G ^ * $ e ; # t r T +  4  F +  r s  J I f t J E e � E " H @ E ; # F F U A T
+  4 f f i  2 0 ^ B t r f f i g r a  " )

16. ;# tr e # H! H F,*,u=E f"1 4[ T :

(A) rfE ru a

t6.r  4{f f iF;# tr  f r ' fFl f#B;# tr  f r9-{ i+H Ef ir fE#{Xre
'{s' # ffif i* -r# tr tr #i *. t+ 6E ;+ # /| ftE t fE H! H f+
t 4r ftX.H. o

1 6.2 K {tr iF ;# tr fr .4.;+ ftH T fr4 H Bfr H rF :t fE, fr H H
Efi f* E k * e r fE w fitu:r + tr .

r6.3 FHff i f^ ;#t r  .  g t jEq;#tr  .  K{ f f iF;#t r  f r {4{+6
;# tr fr W E fr fr?r4 m qJ E#.* +-F, t4 E j' i5 * F!jF
in' it A # ffiW'X#.trrfE fr f E rE ffi T H ffi yi F{f
)11 E F F! *"tH o

(B) H F6 f*,6n

16.4 FH ffi f "=# E -=,fl,ffi +X rtF ffi;q;t ftH H ru RF 4i T lE tr
w,F! E I* X HFtfrffi dt #, IMe ;# Z fr E dft H F6AW
fu tr' ff u fl |l+ ttr + 6 {t ffi 11 Lf,+ E " (ul( fE ;#
E fi tB trn frtr, r+ € Efr ffi t+ ffiIA , B-Hf {f IrF fU {ll
H ! E f t .

r6.s {4{#6;#tr  ; f l  lE FHff i+ ;# RHEfi  t r l4f f i  f t  ̂ EE
f*,6n H! H -R, ;d, H *fi € tr frl\ Zffi ffi ,A ryrfu ffi E f* "

( C )  f * E I f E

1 6 . 6  [ H f f i f  ; # t r  . g t J E 4 ; # F  . # E i i * ; # t r f r { 4 { + 6
;# tr r9 #j f* Et f5ffi * Efi ir' it tr * E fi m rtJBfl
i r € -E f i r *E  ' f f i f f i .  -  E+ ruH ' J -+F { f f i .

16.7 gt j  f i  A;# t r  fE,H' i r*  E & EW.'AW R;t  A\Fn ref t

11
89- -



Hn!'X* E rfg €I € 5I H ErH ft € *fi iF zJ< ig E' E fi
,Y, 'FHH '  MMff iFfr  O

16.8 &tf rwi# Hfr .EWfi  dH'14 f f iwH+ fr t  T + = H*i  #11
E!,X* E IT?, D}|]F R E ffi H ry{4 -L AXKfT W[E. &T
ry€frF,ry.

(D)  tE iE$f t

16.s FFff i t^ ;# R frH^f f i8;# t r  A--rEiE# Yn*+ H! l t rFFH
x 'EN^ .

16.10 FH ff i  f t ;# E e ;# iEff i  WfrRt1 +^ ff i  t+F iFE' Z< 6
ftS tfi iF zK ig E' D) fr' Lg )n *fi iH zR ig E H! ffi 8{E
iX, .  HIJfr.?. i#Fq++|lH;#trKEHHfi O

I6.1r  HtJ  f i  4 ;#  E T^ Ef i  f i f f ;Hg+* f f iH HYtrFFHfr t /F
%]FA'l't F+ Fq ?l ,F{ , IE4E 'fE r* E rfi ffi Ih @ ffiHWH E
R H ! H i f i  O

16.12 K{f f  iF;# R * 4r '  f f i t  iFEE Wfrf f i  }+ F!  fntr  
-"1

HE tr H XE Itr FF H,fH ffi ffi 'HI,F.W * O

16.13 HF f i  H ;# F fE,L' H H E 1R E tr IE gE Htr W,ryNf+M
,U tF, t E ffi E' *R, €l @ E tt5'H n {U tr H! t E iffi
tt, ff tg tr[ H Ifu,H! r* E iffi lF' HF =r'# E ffi W- E fr frZ
fr, IF,H A Ig H! ;+'ffi , ffi 

"i6'#J ffi tr tr E F'� @+fr ffi
#ffie-ffitrfr,E R H! H tr, .

(E) E R qfF f;6 4. ftH

r6 . r4  | lH f f i i F  ; #  R  f rWEf i  84 ' i tEE&  I t rW- ' d r yR ; t
E['J fr! \frfr fi# rJ. f;H + f# ' ffi{X fH f;e E R qtF ft6'j'ftH .

1 6 . 1 s  g l j f  f  ; # t r ' # f f i f  i * ; # t r ' f f i } F i H ; # t r f [ ' f 4 { # 6
ffi tr t5 ry ffifi E fi ffi {* Ft f E R \rfr /#'J.r f;H' J)]{E E
i f f iE f r f f i € fqFF.

| 6 .r 6'fFJ {+ 6 -# tr * rn fr Wm ,^. E R \frft ft&'J' f;H' + lEl ff i
* r *E  -  iEE iS*E- tE+r f i f f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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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k =nt.At

16.r7 #U*r +-#tr  f tgEf i  f f iHfAf i f t  I t , f f i  ru q HE'H ra.fr \
&,f it e;# fE fH € ,ffi w.-,$.FE H! {ff ̂  .

16 .18  {nJ {+6 ;# t r ; f rHHf f iE  13 .4  AhFE! f r f t ,F  t r tA@,
+frWEftEHruH!+.+'E O

( c )  q e € &

r 6 . re  g { J+F ;#E ' [ ' FF^ t iEE t l  f i f f i t 6 f f i t r@e  s  f f i g
& "  Kf f i f  iF ;#Ff iH;#&f f i rc6f f i ,€ f49Afr r i l .
iE* | IH ! ' lF iE  '  t r r iREEAf r t r r ^@@g& .

(H) A+-Eqrf t

|6.20 {4{H6;# tr -FE rf i  E+x)g-ap.;t  H FlJ ru H6 @.+fr[9.Ft
&-f i*tr+=-,9.frf i ,o

( I )  iFfFf f i+

16.2r #tl t F ;# tr * rr\ H BA ffi + W FF  

 

IrtE + t+S[ F5
f r \Q#XHF ,  f r ' 48  F f f i {X f f i IE  O

(r) tr lHiEEIle€tr

1 6 . 2 2  F ^ f f i W ; * E A - F 6 , E l  + g r f E f i t  2 0 1 4  + f i @ f t ,
f i  '  m w+EFfrtF.ww f+fl+E{r ff i I*ff irEfl@E_r fr!
ffi F+ H fi FS iE ffi ' g E rcE tr'R ffr,EII H! e€ F .

17 .  fEEE l IH t r r y f r 4 . t r J f f i 4 [T :

17 .r IF, ffi r f5 ;t Htl IF H 3 (K Ii ^x ffi w f:ttr E t* wE ;t
E[[ ru W & {E tr {I3 " EI H Bfl H! F+ f;H'# ET IhE f# E H
+, Efr @ 4 f f i , ;#tr  F!H_8, gn+ H BASI F1 f f i  ;V W+ft
eSEtr  ru  &M t r14 Zf f r f r1  ' {s   EE-Fq f rE@6HW
# g r f i .

17 .2 H BEitr E i5 + fi ffi , E fi HT*f; qy $t E*j,[s H! ffi ffa, FI

f i  @€tr f f i  E t1  f f i , t  3  ̂ wf f i  t r ,  D) f f t  iF t IE i  f f i , f f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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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7  . 3

r 7  . 4

t 7  . 5

t 7  . 6

t 7  . 7

EIa
ftH

F!{F iX, . E fr y4 ffi.# ft,f i + WtkH! + 6 -t tHH
D/iJfr{ef f iEzqff f f i ' � lE iE.

H BA#&K,fi ffi , E fi @ 4 ffi.;# F F! H -8,'EfH Ffi ffi
w w r n .

€ EE ryW.fr ffi , E fi g Tai#tr E! H tr, fJ-l#'.H ftfi € E
ffiF{ .

fr @ #'R q@ R f9. ffi -# ;ft 'n I4 fi t E R Wft fr&,J'
'  i f  gH; f f i t r ;# t r  .  g&{ t  #e-EE * f in  .

E fi + E qfF E H BE #F P5 t#, ffi frt tr 1R ttr rA =-,9. tr ffi F$
H flil FS E fS' H fi tr fi! frt Iffi LEEE E + Fq . E*,ffi H+ H
trn+$$$$$tr -yfi fr! I tr{F ffi F+ Ffi F 2008-201 1 +' fik tt T
@ *^tW F3 fH iE EII F! #W .

rFfrt. E h.lk"?k't*# R;t ElJ fH tb ' E lE f* f^ ffi iE $fi
ffi )E W, Yn X+' -. -H F H rH IJn ffi ' m E- ̂sff- e H! r fE ffi H+
- + H & '  y j p f f  I E E f f i & w f l ? E t  "  f r * '  E r F
:t fE W Ffr ffi E ffi E 11 t Xt *E & ItrW.'d #R ;t EtJ
E! s -6 FX,, W Z fi -Fr. ffi )tr +ft ffi K fi *tr Zi 4'�l-s .

t7 .B H BAffi + fi ffi , E fi Affi ffi fr'l: I't.,ry +-|fu,ffi 6 F ;ffi
w f - l F ' f f f f i 9 f f i ' [ x f f i 8 f f i + .  .

17 .s  HEf i  iEFFHE!Ht  E ,  E f r  l f r -= " tEH4f f i  €  A  f teH f f i
t ,  I  000 f f i i t rFFH,H, \  "  Ef i iH, , f f ie ;#H!)Ef f iw. ,R
E] B +EH E5 H! T E Rffi " M T F H! iE ffi F6f;R H H4H
iF U' E fr fl49 ffi ttJffi.f4 H $m {f ffi *niF zK ig E k W"
H trf,*E H!,[EiE O

r7. r0  HBAfrk l f , f i f f i ,Hf f iE  13.4 AhFB!$f t  IL , t f r ,EE f i * f i
tg H! ,F ̂  te , T E +fi IRH tr, fft tL,W ft+ tE h-W * ---,k

ffw" m trE,Bf ' f i fetr tr  F! F&If,-akffalrT;t  

 

Efr W
fr . f i . t , i&Hf f i ru .

18.  Wttr f t f t r fEEF H4ff i i^ tA f t r f f i  ErFrfE ^f f i l  Kt  FE klE"?k
'-d #E ;t EtI E! T lE Z tffi ' H + @, +f; :

r8.r q E H E r fg t+ D)'REE Ytir f f i  h H! iE E RftXtE

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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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 
"*.'A W E ;t EU H! 4 FL .

r8.2 E rF r fg € X RX HF - Fp'lretr ffi Ffi ' m'l&E ffi H+ ffi
w ̂ fk1 &frtf f i f f i  ,  \Hf+*if f . ,rkf i@ftr1 0

18.3 E4refyf&E WHf.gtr1 ff i  2 000_3 000 f i . f i  X , fr l '
fr, *E & ltr9r.'�d wF ;t ErI H!'X#.E Ht E ru rre ffi 3
0 0 0 - 5  0 0 0  f r ^ f i  *  o

r  8.4 Rtr . t& Hf i  AH{f  f f i  F +f f i  €g'  XA H f iq '  f f  f r .Hsfr .
ft+ tA ltnr,€lsfi tr trd S .

1 8.5 r fE E\reff iEf# E H+' H'1 0fr. fr  H,Z,AFH Htr R E E
I J  '  F F I f S g H H J h  .  F J I  4 E J I f t T l  O

18.6 ffiX a frg-F, ' pff fr.T: Hf;ft "l HEfrtf# E T-fE ffi ffi g{F
t1 Hg!.ft fffi .

rB.7 E rF r fE +^ ffi {e r* ffi t# ffr fn +9,'if,i fr'{s ' @ff; f^ ffi ,,-ffi
H'kF W h-[ffi E tr FH' 7F tr E] tdl,'y r* ffi E tr H W -

+ o

l 8.8 E\W ffi il. H ---,ktr iH zKF-H IMA fift,+4 ffitJ E tA ' D) {X ffi
+ffi, iH *fi o

18.e tr'l.F,E Ef , Er t& F! H tffiH4€'ffi H H! ryW5 4r ' +
p f t ' [ F ! E R 1 + t r .

18.10 'X#E ffi ffr H4H HX#.IE ffi +4'f&6.E ffi fg &-jf\ e ffi fr!
I , IF O

re. Wttrfitu r fE EF fdffi W rK fr, + t/ H FU /| {ffi 'f&E ItE&rET +
--#.hfi, HH! F €H re '�fi IH ifr, .

20.  ^H{e;#tr  W#ff iH F.* , fEf f i ruT :

(A) rf5 ru 6

20.r iffi Eitr;# tr frfEeUffi ;# tr t rriq ++ reftAE H E
W R I f E  O

t5
93- -



20.2 4HS;#t r  y i tE .  f#Ef fnEi  f f i , f f iT  f f i  FFf f 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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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5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進行的公開聆訊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第 3 章) 

 

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首先我感謝審計署就土木工程拓展署在安達臣道發展工程

計劃下行人天橋系統的設計及合約管理，運輸署在相關天橋的

管理和路政署在行人天橋結構的維修保養，以及機電工程署在

升降機機電工程和照明工程的維修保養所進行的全面審計工

作，並提供寶貴的意見。我亦感謝政府帳目委員會給予我和同

事機會向大家解釋當中細節。 

 

2. 房屋局以及相關部門同意報告書的內容，並接納報告書的

建議。各部門會繼續密切監察其改善措施的執行進度及情況，

以確保審計報告的建議得以有效及全面地落實。房屋局會繼續

監察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711轄下，即與房屋有關的基礎建

設的工程項目，務求在已核准的預算內準時完成有關工程。 

 

3. 就此項目的詳情及個別細節，我、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和其

他同事樂意回應委員的提問。 

 

4. 我現在請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就審計報告的建議作重點回

應。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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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政府總部  

房屋局  

香港九龍何文田佛光街 33 號  
 

Government Secretariat 

Housing Bureau 

33 Fat Kwong Street, Ho Man Tin, Kowloon,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HD(CEPWP)5/6/9     電話 Tel No.  3549 6509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78&R79     圖文傳真 Fax No. 3549 6539 

 

 

香港中區 電郵：hhchan@legco.gov.hk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經辦人：陳向紅女士) 

 

 

陳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 

第 3章－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 

 

 謝謝你於 2023 年 2 月 17 日就上述審計署署長報告第 3 章
致房屋局局長的來函。經諮詢相關部門後，本局隨函附上有關回
覆，以供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參閱。 

 

 

   房屋局局長 

 

                             (黃栢誠        代行)

  

2023 年 3 月 3 日 

 

連附件 

  

HD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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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送：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署署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路政署署長 

機電工程署署長 

運輸署署長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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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關部門就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第 3章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 

於 2023年 2月 13日提問的整體回覆 

 

 

第 3部分： 

 
(a)  工程合約 A 設有相關條款要求承建商 A 提供保護

措施，減少斜坡工程對附近公眾地方的影響，包括

在斜坡下方邊緣及在行人路旁設置圍板。承建商 A

已按要求實施相關措施。當 2009 年 5 月發生混凝土

墩墮下事故時，承建商 A 正在寶琳路東行行車路旁

進行斜坡工程，在斜坡工程進行前承建商 A 已沿寶

琳路設置圍板。這圍板在攔截混凝土墩墮下發揮一

定作用，阻止該混凝土墩滾至寶琳路行車道。事故

發生後，承建商 A 在貼近作業區下方的斜坡範圍額

外設置了一列屏障，防止任何泥石和鬆散物料從斜

坡滾到下方的圍板，並已為相關前線監工和工人提

供培訓，加強他們的防範意識及積極採取適當的預

防措施，以防止同類事件發生。 

 
(b) (i) 在過往五年，土木工程拓展署（下稱「土拓署」）轄

下的工地並沒有發生同類型的山泥傾瀉事件。 

 
 (ii) 2013 年 5 月的事故發生後，承建商 A 在工地實施了

就該事故檢討後所建議的臨時排水措施。其後，承

建商 A及駐地盤監督人員亦按照土拓署轄下的土力

工程處於 2014 年 1 月發出的技術指引第 40 號檢視

及更新工地的臨時排水安排，在餘下的工程中並沒

有發生同類型的山泥傾瀉事故。 

 

2013 年 5 月的事故與 2015 年 5 月的事故性質並不

相同。前者是由於臨時排水系統的設計排水量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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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致；而後者則是與臨時排水系統中的一個沙井內

出水位被阻塞有關，導致雨水湧出至附近的斜坡，

引致小規模滑坡。 

 

為進一步提升斜坡排水設施的持續有效性，土拓署

正進行斜坡排水渠智慧監察系統的研究，利用超聲

波及雷射技術，在排水管道的重要位置監測排水系

統的水位及偵察可能造成排水管道阻塞的障礙物，

讓工程人員在獲得不尋常的監測數據時作出適當應

變。有關研究的先導計劃將於 2023 年 4 月開展，在

三個地方進行測試，若見成效，土拓署可能會將該

技術推廣至其他合適地方使用。 

 
 (iii) 土拓署委聘的駐工地監督人員（包括工程師和工程

督察）及承建商（包括駐地盤代表和安全主任）會

每星期共同視察工地的施工工序，確保施工按合約

要求安全地進行，若發現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會作記

錄及持續跟進，直至跟進工作妥善完成為止。此外，

工程合約設有工地安全管理委員會 (Site Safety 

Management Committee)，由駐工地的管理人員、承

建商的管理層和土拓署的代表組成，檢視工程項目

推展過程中的安全隱患和進行風險評估，制定相對

應的安全措施。委員會亦會進行每月工地巡查，確

保工程項目依照安全的施工方法推展。 

 
 (iv) 一般的工務工程合約條款有要求承建商需按照經工

程監督人員同意的方法和適用的相關技術指引，對

進行的工程作出相應的保護措施。現時，土拓署轄

下的土力工程處會在每年雨季開始前，提醒各工務

部門及工程業界人士留意該技術指引的建議，在進

行土地平整及興建加筋填土結構時，需因應暴雨設

計合適的臨時排水安排以及提供足夠的預防和緩降

措施，以防止因臨時排水安排不妥善而引致滑坡。

工地監督人員會確保承建商按指引設計適當的臨時

排水設備，並在日常視察工地時監察承建商有否妥



-  103  -  

善實施臨時排水安排。若承建商在實施臨時排水安

排的表現未如理想，政府會將有關表現反映在承建

商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內，而有關表現評核會影響

該承建商投得新工務工程合約的機會。 

 

(c)  土拓署轄下的土力工程處管有香港的土地勘探記

錄。以往，工程業界人士需在土力工程處圖書館查

閱有關記錄。自 2012 年起，為讓業界人士更有效及

全面地獲得土地勘探記錄，土力工程處已將有關記

錄數碼化，方便查閱。現時，土力工程處正進行一

個先導計劃，將其管有的土地勘探記錄製作成數碼

立體模型，以分析不同土壤和岩石的特性、深度及

位置，讓業界在土力工程的初步設計階段已能掌握

較為準確的地質資料，為後續的詳細設計階段所需

進行的土地勘探工作，作更好的準備。 

 

(d)  根據工程合約 A 的要求，承建商 A 有責任完成修補

缺漏工程，土拓署無需為完成修補缺漏工程向承建

商 A 支付額外的費用。另一方面，土拓署只會在承

建商 A 完成所有的修補缺漏工程後，才發放合約保

留金(Retention Money)給承建商，以保障政府的利

益。 

 

(e)  在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下，由於工地範圍較大，

工程的位置分散而且完成的時間不一，顧問公司 Y

只為不同位置及種類的修補缺漏工程編製相應的清

單和時間表，以方便於各位置監督工作的進度，直

至完成修補缺漏為止。工程監督人員有仔細跟進每

張清單內的修補缺漏工程，確保承建商按照各清單

完成工作，並將完成了修補缺漏的工程交付保養部

門。整體而言，土拓署轄下工程項目的工程監督人

員和承建商會按修補缺漏工程的實際情況編製合適

的清單和時間表，以便有效監察相關工程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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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 由於承建商 A 進行修補缺漏工程的進度緩慢，土拓

署在 2017 年至 2018 年間向承建商 A 共發出了 11

個評估為「差」的表現報告。承建商的表現評核機

制旨在監察承建商在進行工務工程期間的表現，表

現報告中的評分是考慮承建商是否適合承接新的工

務工程合約的其中一項考慮因素。當政府部門為工

務工程合約招標時，這些表現報告中的評分會作為

評審標書的依據之一，而承建商 A 持續「差」的表

現報告評分會影響其投得新工務工程合約的機會。 

 

此外，在工程合約層面上，土拓署只會在承建商 A

完成所有修補缺漏工程後，才發放合約保留金

(Retention Money)給承建商 A。假若承建商 A 當時

最終未能完成相關工作，土拓署可按合約條款終止

該合約，並向承建商 A 追討因其放棄工作而引致的

政府損失。 

 
 (ii) 現時，工務工程合約估值超過 4 億元的地盤平整工

程，會邀請相關的丙組註冊承建商參與有關工程合

約的投標。發展局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册中現共

有 35 間相關的丙組註冊承建商。 

 
 (iii) 承建商 A 近年有承辦工務工程合約，其整體表現大

致被評為滿意。 

 
 (iv) 政府對於正在放取離職前休假的公務員或前公務

員，按其服務政府的職級制定了不同的離職就業規

管機制。一般而言，停止政府職務之後歷時愈短，

則對離職後就業的管制愈嚴；而高級公務員的限制

期則較初級公務員為長。規管機制以保障公眾利益

及保障個人就業權利這兩項原則為基礎。在規管機

制下，維持公眾對政府的信任、良好管治，以及公

正及有誠信的公務員隊伍，是須予以保障的公眾利

益。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團隊一向專業、

高效、廉潔，承建商聘請退休/離職高級公務員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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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土拓署在工程項目和合約管理方面帶來影響，

土拓署的團隊會專業地按合約要求嚴格地管理各工

程合約。 

 
(g) (i) 工程合約 A 原包括行人天橋 A 的植物種植養護工

作。在工程進行期間，顧問公司 Y 向承建商 A 發出

更改令改動行人天橋 A 的規模，因而令該行人天橋

的工期有所延長。有見工程合約 B 的金額較工程合

約 A 的為小，若將相關的植物種植養護工作從合約

A 刪除並交由承建商 B 負責進行，行人天橋 A 因工

期延長而可能引致的延期完工費用會相對較少，因

此當時土拓署決定將行人天橋 A 的植物種植養護

工作從合約 A 刪除並交由承建商 B 負責，務求減低

因工期延長而需支付的延期完工費用。在發出以上

的指示時，延遲交付行人天橋 A 的事件及其引致的

申索 A 尚未發生。 

 
 (ii) 根據工程合約 B 的合約條款，承建商 B 可在工程資

料不足、獲發工程更改令、被要求進行合約訂明以

外的工程檢驗、延遲獲得工地、延遲收到合約中訂

明由政府提供的物料等情況下，合理地獲准延長工

期及延期完工費用。 

 
(h) (i) & (ii) 在處理有關工程合約 B 的申索時，土拓署曾向顧問

公司 Y 提供意見，指出該申索評估應只與行人天橋

種植植物養護有關。當時顧問公司 Y 表示備悉有關

意見，卻沒有進一步全面交代申索評估細節，直至

土拓署檢視有關申索細節時，顧問公司 Y 才向土拓

署確認有關申索亦包括其他因應維修部門要求而

所發出的工程更改令引致的延期完工費用。雖然顧

問公司 Y 當初沒有提及因其他工程更改令而引致

的延期完工費用亦包括在內，但顧問公司 Y 確認已

就有關更改令和行人天橋種植植物養護所引致的

額外開支作出綜合評估，延期完工費用屬合理及公

正的評估，政府並無多付款項予承建商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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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部分： 

 
(i)  按照《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機電工程署（下稱

「機電署」）已開放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工作予註冊

的升降機承辦商競逐投標。機電署在招標時會獨

立審視每份標書，包括承辦商是否具備能力及資

格保養合約訂明的升降機設備、保養方法、技術培

訓、備用部件等多項因素，以確保維修保養工作的

質素。 

 

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間，審計報告第 4.2 段(b)

中提及的 17 部升降機的維修保養服務，分別由三

份機電工程合約提供，其中兩份合約由原廠提供

服務，另外一份合約由非原廠的公司提供服務。 

 
(j) (i) 根據機電工程署的服務承諾，如升降機故障牽涉

有人受困，升降機維修保養承辦商人員須在 30 分

鐘內到達現場協助受困人士並進行維修；而在其

他故障報告情況下（如升降機出現故障信號等），

升降機維修保養承辦商人員須在一小時內到達現

場檢查並進行維修。 

 

至於升降機的查詢或投訴個案，機電署會將有關

個案分類及按既定程序處理。若個案是關於通報

及投訴升降機日常維修保養事宜，或與《升降機及

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有關，機電署會在 10 個

工作日內回應或初步回應通報人/投訴人。 

 
 (ii) 行人天橋 A 內的升降機 A3 於 2021 年 3 月停止運

作約 10 天。事緣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在檢查該升降

機後，發現懸吊纜索開始出現鏽蝕情況，雖然未有

即時危險，但建議安排更換全部的懸吊纜索。機電

署審視後，同意更換懸吊纜索為穩妥及合適的做

法。根據合約要求，更換懸吊纜索的工作並不涉及

合約的額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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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 A3 的懸吊纜索是比較特別的扁平設計，與

其他常見的圓形懸吊纜索不同。因扁平懸吊纜索

在香港沒有足夠存貨，承辦商需要由外國訂購，並

估算由採購、運送至更換懸吊纜索可在七天內完

成。及後，承辦商發現訂購的懸吊纜索長度有誤，

需要增補訂單，以致工程延誤至十天才完成。機電

署認為承辦商在零件庫存管理上的表現並不理

想，因此向承辦商發出了兩封警告信，並在承辦商

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上給予 「差」的評級。機電署

會繼續監督承辦商，確保承辦商的維修工作適時

及早完成。 

 
 (iii) 該個案發生於 2020 年 6 月 6 日。當天香港天文台

發出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在黑色暴雨警告信號發

出期間，天文台於東九龍區清水灣道的雨量站錄

得一小時的最高降雨量為 139 毫米，遠高於黑色

暴雨警告信號的一小時 70毫米雨量的水平。當天，

大量雨水及泥水流入行人天橋 B 的一部升降機井

道，波及升降機機身，因此事後需要較長時間暫停

升降機服務以作大幅度清洗、維修及測試。 

 

上述事件後，路政署已檢視行人天橋 B 的排水系

統，確定排水系統符合相關的設計標準，並有定期

巡查以及妥善保養。儘管如此，路政署亦採取了適

當的改善措施，包括在連接行人天橋 B 的行人隧

道出口護欄加裝檔水牆，以防止雨水流進行人隧

道和升降機。此外，路政署在行人天橋 B 以及行

人天橋 A、C 和 D 上蓋進行了排水改善工程，改

善了行人天橋上蓋的排水能力，從而避免雨水由

行人天橋上蓋流至行人天橋橋面和升降機。有關

工程於 2022 年 7 月完成後，行人天橋 A、B、C 和

D 的升降機至今沒有因暴雨而須暫停服務。 

 
(k) (i)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下興建的 17部行人天橋升

降機分別於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間啟用。 

 



-  108  -  

機電署參考其他路政署轄下行人天橋升降機的維

修情況，發現升降機一般會隨服務時間增加而有

所損耗，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下興建的 17 部行

人天橋升降機的損耗情況大致與其他行人天橋升

降機相同。 

 

為了有效監察正常損耗及減低其影響，承辦商每

星期會為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升降機進行一

次例行檢查及即時進行所需的維修。按法例要求，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亦會為升降機進行年度詳細檢

查。在需要時，註冊升降機工程師亦會進行特別檢

查，確保升降機的運作暢順。 

 
 (ii) 行人天橋 A、B 及 C 的升降機是同一品牌。行人

天橋 A 的升降機服務暫停個案數字較高的主要原

因是受到外在因素影響，包括較多的個案涉及不

小心使用升降機及受到一些外物（如垃圾或樹葉

等）阻礙升降機運作。同時，而行人天橋 A 的使

用量比其他行人天橋高，亦對相關升降機的損耗

有所影響。現時沒有發現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

的 17 部行人天橋升降機出現質量問題。路政署和

機電署會持續監察及改善升降機的表現。 

 
 (iii) 根據最近一年的紀錄（即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69%的升降機服務暫停個案

在 6 分鐘至 3 小時內恢復升降機運作。相比審計

報告第 4.3 段(b)表七有關 2019 至 2021 年的紀錄，

67%個案在 6 分鐘至 3 小時內恢復升降機運作，

表現有所改善。而 2022 年的暫停時間中位數，亦

由 2019 年至 2021 年的少於 3 小時，縮短至少於

2 小時。 

 

在 2022年期間有一宗引致暫停時間為 167小時的

個案。此個案於 2022 年 5 月 17 日發生，涉及行

人天橋 C 的 1 部升降機，原因為升降機馬達故障，

須拆除馬達並送交供應商進行維修。機電署會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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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監督承辦商的工作，並確保承辦商的工作適時

及早完成。 

 

機電署亦已採取以下改善措施，以持續改善升降

機的維修保養服務： 

 

（一） 進行特別檢查：除了註冊升降機保養承辦

商外，機電署已另外聘請獨立註冊升降機

工程師每年抽樣檢查升降機，及在有需要

時進行特別檢查； 

 

（二） 定期檢視備用零件貯存量：升降機保養承

辦商會定期檢視備用零件貯存量及已添置

更多備用零件，務求縮短日後維修時間； 

 

（三） 升級升降機遙距監測系統實時監察升降機

故障情況：機電署已升級升降機遙距監測

系統以實時監察升降機故障情況（例如水

浸、警鐘啟動等），有關故障信號會轉發到

保養承辦商，同時記錄在機電署的伺服器，

供機電署分析停運數據及監察保養承辦商

的工作表現； 

 

（四） 加強與公眾溝通：機電署已加強與公眾溝

通，包括責成保養承辦商盡早在升降機當

眼處張貼維修告示，交代每周檢測時間及

維修工作以通知市民、積極聯絡當區區議

員交代維修事宜，維修的時間也會選擇在

非繁忙的時間內進行； 

 

（五） 採用升降機數碼工作日誌：機電署已於

2022 年 12 月在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

17部行人天橋升降機採用新推出的升降機

數碼工作日誌，取代過去以紙本形式的工

作日誌，令升降機的管理更具成效，服務

更為可靠。各持份者包括保養承辦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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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署及機電署均可透過使用系統的流動應

用程式或網上平台即時下載和閱覽升降機

過往及最新的工程資料，令監察承辦商的

工作更實時及更有效；以及 

 

（六） 安裝智能預測性維修保養系統：保養承辦

商已於 2022 年 3 月為行人天橋 D 的升降

機完成安裝智能預測性維修保養系統，進
行遙距監控和分析馬達的運行狀態，從而

實現故障預報並作預測性維護，減少維修

次數及時間。機電署亦正與其他保養承辦
商為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下其餘的升降

機（行人天橋 A 至行人天橋 C）就安裝智

能預測性維修保養系統物色可行方案。 

 

機電署會定期檢討及更新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合約
條款，以提升維修保養服務質素。機電署亦會繼續

監察行人天橋 A 至 D 所設升降機的表現，並與相

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按需要聯同各部門採取適
當跟進措施，以維持可靠而有效率的升降機服務。 

 

土拓署亦已完成行人天橋 A 的人流統計。統計結
果已交予相關管理及維修保養部門以檢視行人天

橋 A 的升降機的表現和制定相關改善措施。 

 

(l) (i) 自行人天橋 A 至 D 在 2016 至 2017 年啟用後，運

輸署不時派員到四條行人天橋進行現場視察，並
曾於 2018 年、2020 年和 2021 年在行人天橋 A 及

B 進行交通調查以檢討其使用情況。在 2022 年，

運輸署亦於行人天橋 A 至 D 進行交通調查，調查
結果顯示，行人天橋的人流大致順暢，除在行人天

橋 A 行人於早上繁忙時間（約上午 7 時至 8 時）

最長約需等候 7 分鐘以乘搭升降機往下坡外，行
人於三條其他行人天橋乘搭升降機均只需等候不

多於 3 分鐘。為改善行人天橋 A 的情況，運輸署

聯同相關政府部門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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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現有的升降機編程系統由節能模式改為

需求模式以減少升降機輪候時間；以及 

 

（二） 為分流近安泰邨行人天橋 A 及 D 的人流，

於行人天橋 D 下坡順安道附近增設 619 號

線（往中環）的巴士站（見附圖一）及於安
茵街增加行人指示牌。 

 
 (ii) 619 號線巴士站（來回方向）與行人天橋 D 之間

地面設有兩個行人過路處，可讓行人及乘客橫過

順安道。請參考附圖一。 

 
(m)  行人天橋及行人連繫設施是按照各相關政府部門

批核的設計而建成，足夠應付已規劃的安達臣道

石礦場發展的需求。土拓署會與相關管理及維修

保養部門保持緊密聯絡，以交付完成的行人連繫

設施。 

 
(n) (i) & (ii) 土拓署同意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完工後檢討

應更早完成。現時，土拓署已全面檢視轄下所有已

完成的工程項目，確認完工後檢討已經完成。土拓

署亦已將工程的完工後檢討列入土拓署行政管理

會議的常規議程，定期監察完工後檢討的進度，確

保完工後檢討能適時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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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 

政 府 總 部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香港添馬添美道 2 號  

政府總部東翼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Bureau 

Government Secretariat 

East Wing,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s, 

2 Tim Mei Avenue, Tamar, Hong Kong 

 

本局檔號 Our Ref.   TLB CR 1/2172/2022 

 

來函檔號 Your Ref.  CB4/PAC/R78&R79 

 

 

 

香港中區立法會道 1號  電郵: hhchan@legco.gov.hk 

立法會綜合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陳向紅女士 
  

 

陳女士： 

 

 

政府帳目委員會  

考慮《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  

第 3 章－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  

 

 謝謝你於2022年12月23日就上述審計署署長報告第3章致運輸及

物流局局長的來函，經諮詢路政署、運輸署、機電工程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

後，隨函附上所需資料，以供政府帳目委員會委員參閱。 

 

 運輸及物流局會繼續聯同各部門積極跟進及執行審計報告的建

議，並會督促相關部門檢視行人天橋A至D所設升降機的保養工作，持續檢

討行人天橋A至D的使用情況，以採取適當的改善措施，維持可靠而有效率

的服務。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馮睿聰           代行） 

 

 

2023年 1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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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附件 

 

副本送： 

 

房屋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房屋局常任秘書長 / 房屋署署長   

路政署署長   

運輸署署長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   

機電工程署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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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部門就審計署署長第七十八號報告書第3章 

「安達臣道發展工程計劃的管理」第4.3段內容的整體回覆 

 

 有關行人天橋A至D分別自2016及2017年開放予公眾使用以來，

相關部門收到涉及升降機服務之投訴／意見合共有18宗個案，其主要內容

包括升降機故障和維修(13宗)以及升降機設計(5宗)。各部門均已完成相關跟

進工作，包括維修升降機等。有關投訴／意見按年及相關行人天橋的資料如

下: 

 

年份 投訴／意見個案 涉及的行人天橋 

2016 – 2017 - - 

2018 3 兩宗有關行人天橋 A及 D，以及一宗有關行人

天橋 D 

2019 4 兩宗有關行人天橋 A，一宗有關行人天橋 D，

以及一宗有關行人天橋 A及 D 

2020 2 一宗有關行人天橋 A及 D，以及一宗有關行人

天橋 B 

2021 8 三宗有關行人天橋 A，四宗有關行人天橋 A及

D，以及一宗有關行人天橋 B 

2022 1 該宗個案有關行人天橋 A及 D 

總數 18  

 

 路政署委託機電工程署為上述升降機提供機電設施的維修及保

養服務，並會繼續與機電工程署密切監察升降機的運作情況。為此，路政署

已要求機電工程署在定期維修工作進度會議中，匯報「安達臣道發展項目」

下興建之行人天橋升降機的最新運作及維修情況，並在有需要時提出改善

方案。此外，就上述升降機的維修保養工作，機電工程署已採取一系列改善

措施，包括適時進行常規檢查以外的特別檢查，加強檢視備用零件貯存量以

便加快維修時間，並已加裝升降機遙距監測系統，供署方實時監察升降機故

障情況及分析停運數據，以加強監察保養承辦商的工作表現。路政署會聯同

機電工程署持續檢視整體升降機運作情況，檢討升降機暫停服務和維修個

案，監察改善措施的成效，以提供可靠有效的升降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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