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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屋宇署罷工 

領導無能 改革加人 

 

本會屋宇署的會員，將於本月 31 日下午 12 時 30 分，在屋宇署旺角總部，始創中

心旁的水渠道休憩處舉行罷工集會，抗議署方管理不善，漠視人手嚴重不足問題，引致

前線人員不勝負荷，士氣低落。在前線員工人手緊絀的情況下，屋宇署已不能有效地進

行保障樓宇安全的巡查工作。至於在審批新建樓宇圖則的工作上，屋宇署已無力監管建

屋質素，審批新建樓宇圖則的進度被迫拖慢，導致樓宇落成量減少。 

背景 

2. 自 2010 年馬頭圍道塌樓事件後，屋宇署進行改組，削減了大量不同職系的合約前

線員工。本會在屋宇署的技術主任(Technical Officer, TO)及測量主任(Survey Officer, 

SO)職系代表已就著人手和工作安排和署方進行討論。可惜，署方至今仍無決心增加人

手及改善管理，最終導致本會會員於本年 5 月 6 日發起工業行動，在署內張貼抗議標語

表達不滿。其後本會與署方再進行談判，惟署方繼續拖延改革，無意舒緩前線員工壓力，

迫使本會將工業行動升級。會員已於 10 月 7 日開始無限期拒絕加班工作，及將於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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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下午罷工一小時，以示抗議及警告。 

3. 屋宇署曾在 2011 年 4 月重組架構，削減了數百名不同職系的合約前線員工，引致

積壓逾 5 萬張清拆僭建物及樓宇維修命令未能處理，當中涉及逾 10 萬個危險僭建物及

數百棟失修舊樓。署方隨後更加強對天台、平台及後巷僭建物的執法，不斷增加新的管

制工作，包括監管劏房、監管小型工程、村屋僭建物管制、強制驗樓驗窗計劃、巡查 6,500

座舊式樓宇消防危險行動(因花園街牌檔大火被揭露的樓宇安全問題)及監管外牆招牌

登記制度等。削減了大量合約員工後只補充少量正常編制的人手，令前線員工百上加

斤。據本會估計，屋宇署需增加約 500 名技術主任及測量主任，才可使巡查及執法工作

回復正軌。 

4. 屋宇署自改組以來，整體表現一直下滑。例如就發出清拆僭建物命令及拆除僭建物

數量的工作目標，署方只能完成 2011 及 2012 年度的全年目標的約 50%，為隱瞞現存樓

宇安全情況惡化，更調低 2013 年度的工作目標 (可參考施政報告內數據)。 

目前的緊急情況 

5. 拓展部(New Buildings Division, NBD)負責審批新樓圖則及監管興建新樓。該部有

150 名屋宇測量師(Building Surveyor, BS)及結構工程師(Structural Engineer, SE)，卻只

有約 50 名屬於技術職系的技術主任及測量主任。多年來拓展部的人手架構並沒有配合

現代樓宇的發展規模和複雜程度作改善，以致長年缺乏足夠技術職系人員巡查及監管新

樓施工，情況嚴峻。署方經過檢討後既未能簡化拓展部的工作流程及準則、舒緩前線員

工壓力，亦無法理順專業職系人員(BS/SE)與技術職系人員(TO/SO)的職責及工作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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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引致兩職系間的矛盾日益惡化，工作氣氛緊張，影響興建新樓的審批及監管工作，

新樓質量下滑。 

6. 強制驗樓驗窗計劃–自 2012 年 6 月 30 日計劃實施以來，屋宇署共揀選了 3,000 座

樓宇作強制驗樓，及 8,700座作強制驗窗執法，即在過去 6季每季分別揀選 500座及 1,450

座舊樓。但由於工作進度嚴重落後，署方需向立法會提交報告解釋。然而，署方在未有

增加人手及落實改善方法的情況下，竟再加推第 7 及第 8 季強制驗樓驗窗計劃，令前線

人員壓力爆煲，士氣急速下墜。 

7. 小型工程監管計劃 - 自 2010 年 12 月 31 日實施計劃以來，受監管的小型工程項目

已由 118 項增至 126 項，屋宇署每月需處理數百宗小型工程申請。但由於人手不足，現

時已積壓逾千宗未能按時完成辦理的申請，尤以未能及早對小型工程進行審核工作至為

影響市民及樓宇安全。在一些嚴重個案中，有在工程完成一年後才由屋宇署人員進行審

核，要是發現工程違規或質量不達標，亦難以追究及進行補救措施，直接損害市民和業

主利益。署方如不增加人手，本會相信同類問題將蔓延至「監管招牌及登記制度」。 

8. 加強對天台、平台及後巷僭建物的執法 - 自 2011 年 4 月實施加強執法政策以來，

屋宇署已揀選了數百座樓宇進行清拆天台、平台及後巷僭建物的大型行動，但署方未有

為加強行動而增撥人手及資源，以至大量個案未能處理，使樓宇安全情況惡化。如能及

早清拆僭建物，相信可避免類似本月發生在長沙灣保安道的平台僭建物(劏房) 火災，

減低意外對人命傷亡的風險。 

9. 監管劏房 – 現時全港有逾 10 萬市民居住在環境惡劣並有僭建及消防危險的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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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涉及以萬計的私人單位及工廈。雖然近年發生了多宗因劏房而導致的傷亡意外，惟

署局仍然未增加足夠人手應付大量的巡查及執法工作，不只打擊士氣，更危及市民安

全。現時政府對劏房應採取發牌/取締/加強執法仍未有清晰方向，本會認為發展局及屋

宇署要及早作出安排及增加人手, 以達致至有效執法。 

員工訴求 

10. 本會希望藉 10 月 31 日的罷工，引起市民關注樓宇安全及新樓質量惡化的問題和原

因，及呼籲政府立即增加屋宇署技術職系前線人員，並考慮委任政務主任為下一任屋宇

署署長；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改善屋宇署的管理質素，徹底改革屋宇署積累多年的

管理弊端。 

11. 本會重申，如發展局和屋宇署未能確實回應下列 4 個訴求，會員將繼續進行工業行

動，甚至發動全面罷工。 

12. 訴求一：前線救急，立即加人 

 目前拓展部(NBD)的人手比例約為 2-4名屋宇測量師(BS)或結構工程師(SE)對 1

名 SO 或 TO，但過去十多年來工作量不斷膨脹，人手卻未有增加，以至現時

NBD 的 SSO/STO/SO/TO 每天被迫超時工作數小時，以確保在期限前完成審

批新建樓宇的申請，及應付監管新樓質量的工作。由於本會會員所受的壓力已

達臨界點，難以繼續承受，因此現已拒絕再做超時工作。 

 署方必頇改善 NBD 的人手比例至 1 名 BS/SE 對 1 名 SO/TO，即最少需增加

30 名 SO 及 20 名 TO，共約 50 多名 SO/TO (註：現時署內其他組別已達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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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1 名 BS/SE 對 1 名 SO/TO 的人手比例)。 

 此外，現時樓宇部 (Existing Buildings Divisions, EBD) 、強制驗樓部

(Mandatory Building Inspection Division, MBID)及機構事務部(Corporate 

Services Division, CSD)的人手編制比例約為 1 名 BS/SE 對 1 名 SO/TO，人

手根本無力處理數以萬計的積壓命令，亦不能有效執行新的管制工作，如監管

劏房、監管小型工程、強制驗樓/驗窗計劃及村屋管制等。 

 因此，EBD 必頇改善人手編制至 1 名 BS/SE 對 4 名 SO/TO，即共增加 450

名 SO/TO(註：即回復到 2011 年改組前的人手比例)。 

13. 訴求二：恢復士氣，捉高效率 

 加快將長期署任的職位轉為常額編制職位，包括 PSO、PTO、SSO 和 STO。 

 加快填補編制內的 SO/TO 職位空缺。 

 要求署方頇加強監管負責協助巡查及大型行動的外判顧問公司工作，停止將未

完成或未達標的外判工作交回給內部前線人員處理，不要再浪費公帑，並全面

檢討外判成效。 

 為提升員工士氣及改善效率，本會呼籲署方應以公務員薪酬條件聘用新增員

工，停止再以合約形式招聘人員。 

14. 訴求三：正名正職，還我公道 

 現時 SO 和 TO 職系各級人員均有負責本職以外的工作，部分人員更頇處理原

本屬上級職責的工作，實不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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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局方頇即時檢討 SO 和 TO 的職責範圍，改善人手編制。 

 署方近年因應新增的執法工作而增加的人手，每次皆側重 BS/SE 專業職系人

員，而其相應的工作夥伴SO和TO技術職系人員只增加少量職位以作點綴。 每

當在實際執法行動時卻發現技術職系人員不足以應付，則只懂得從其他組別抽

調 SO 和 TO 支援，而不認真地檢視和改善人手不足，對本職系人員極之不公，

亦引至其他組別處處火頭，左支右絀。 

 署方頇成立調查小組，成員包括署局員工及工會代表，及必頇引入獨立人士如

立法會議員，全面審查署方管理不善、行政混亂及肥上瘦下等問題，並需於本

年年底前提交獨立調查報告。 

15. 訴求四：撥亂反正，更換署長 

 現時由專業職系的屋宇測量師擔任屋宇署署長，多年未能改善署內管理質素。 

 本會認為應委任合適的政務主任，擔當屋宇署下任署長，推動全面改革。 

 經過十多年來的變化，樓宇安全問題已變得複雜及政治化，再加上新的管制工

作，如監管劏房、監管小型工程、強制驗樓/驗窗計劃及村屋管制等，已全面

影響市民及建築/裝修/招牌業的從業員，至今已成為一個極大的社會問題。屋

宇署內的種種問題猶如一個即將爆炸的大炸彈，實非只專一業的 BS/SE 所能

有效領導和化解。 

 屋宇署多年來管理不善，兼無力遏止 BS 與 SE 兩個專業職系惡性競爭地開設新

職位，引致肥上瘦下, 令前線缺乏人手執法，終於引致前線工作人員崩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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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的服務承諾及表現大幅下滑。本會認為現任署長頇要就此過失問責。 

 無論由 BS/SE 任何一方職系人員出任署長，皆無心無力改善管理，亦缺乏能

力和人際網絡向政策局爭取增加前線人員，難以解決屋宇署的根本問題。 

 本會相信，如果由政務主任出任新署長，其在署內更能以客觀持平之態度，理

順各職系的矛盾，從上而下施行改革。對社會及局方則可以其專業之政治技巧， 

制定政策及爭取資源人手，可保政通人和。而事實上，屋宇署便曾有以政務主

任出任署長的好例子。 

 

政府工程技術及測量人員協會 

2013 年 10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