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出席工程界社促會 10 周年晚宴致辭全文 

 

 

  以下為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今日（十二月十二日）出席工程界社促會 10

周年晚宴的致辭全文（只有中文）： 

 

主席、各位「工程界社促會」會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 : 

 

  我很榮幸今天獲邀參與「工程界社促會」的 10 周年晚宴。 

 

  工程師一向給人的印象是默默工作，努力建設。現實上亦是如此。香港之有今天的成就，

得以稱為「東方之珠」，實有賴一班工程界的朋友們不斷努力，為香港建設了先進及優良的建

築及基礎設施。但除了硬件之外，工程師更是努力協助香港軟件的建設。我所說的軟件，當

然不單是指電腦程式的軟件，而是指包括人才、社會事務、議會政治等。在我所認識的工程

界朋友中，有很多都經常參與公共事務，對社會、民生、經濟等事件發表意見及作出建議。

因此工程界社促會自 1995 年的成立，正好為有志服務社會的工程師提供一個平台，凝聚業界

在工程及社會民生等事務上的意見，向政府及公眾發表。十年的成就是有目共覩。 

 

  回歸之後，國家近年經濟發展迅速，配合着 CEPA 的簽訂和落實，實可為香港的建造業帶

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在過去三個階段的 CEPA 中，特區政府分別為香港的承建商及顧問公

司在企業的設立和資質申請方面取得了多項優惠，包括在人員、營運方式及業務範圍等多方

面獲得寬免。這些寬免措施，對香港的公司打進內地市場，都有莫大幫助。在 CEPA 的優惠下，

現時已有不少香港建造業公司在內地設立企業，並成功取得了相關的企業資質證書，開展業

務。 

 

  在 CEPA 下，兩地亦同意推動雙方的專業資格互認，這不單可加強雙方專業人才的互通，

從而促進專業技術和經驗的交流，更可提高整體專業水平和幫助兩地建造業的發展。為此，

本局一直與國家建設部及兩地相關的專業團體，保持緊密聯繫，致力推動和協調互認的磋商。

在各方的努力下，兩地在建築及工程相關的專業資格互認工作上，比其他行業做得都要快，

而且取得了令人非常鼓舞的成果。目前，我們已經在 5個專業上達成了互認協議，包括產業

測量師、建築師、結構工程師，規劃師和工料測量師。而透過互認的安排，兩地先後共有約

800 名專業人士，成功取得對方的專業資格。在其他工程專業方面，兩地正積極進行商討有

關岩土工程師、電氣工程師、監理工程師及屋宇裝備工程師資格互認的工作。我們會繼續盡

最大努力，加快兩地商討的進度，務求在不久的將來取得更進一步的成果。 

 

  除了推動專業資格互認外，本局亦致力為建造業培訓專業人才。政府每年都透過「專業

培訓計劃」聘請百多名建造業相關的大學畢業生，提供優質及有系統性的專業培訓。為了使

到我們的年青專業人員能更有效地配合兩地經濟的融合及發展，並帶動兩地業界之間的人才



交流和培訓合作，我們於本年 4月與深圳市建設局及深圳市建築工務署簽訂了一份為本局見

習生而設的內地短期培訓計劃書，並於 5月間派調首批土木工程及建築見習生各兩名，到深

圳接受為期 3個月的培訓。 

 

  該 4 名見習生在完成培訓後均表示，今次的培訓安排擴闊了他們的視野和加深他們對內

地有關專業制度、標準和法規等的認識，對他們日後的專業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因此，我們

正積極考慮把該計劃擴展至其他與建造業相關的專業及內地其他城市。 

 

  說完了工程業界的發展，我想將話題一轉，談談社會的發展，應該說是「社會的可持續

發展」。固體廢物管理是重要的一項，而其中「拆建物料處理」尤為重要。 

 

  本地建築工程產生的拆建物料數量有上升趨勢。1995 年產生的拆建物料數量為 1,170 萬

公噸，2000 年為 1,380 萬公噸，而 2004 年則激增至 2,050 萬公噸。雖然工程界的朋友們已

盡量重用或循環再造大部份拆建物料，例如當中的惰性物料，但每年仍有約 200 萬公噸的廢

料被運往堆填區。 

 

  在 2002 年以前，我們一直有足夠填海工程吸納拆建物料中的惰性物料。但由於近年填海

工程幾乎全部被擱置，以致產生的公眾填料遠超需求。自 02 年年底起，我們已把剩餘的公眾

填料暫時堆存在將軍澳和屯門兩個臨時填料庫，留待日後使用。然而，這兩個填料庫的容量

最近分別只剩餘 400 萬公噸和 200 萬公噸，情況已達嚴峻地步。預計到 2006 年年中前，這兩

個填料庫將會被填滿。此外，這兩個填料庫只屬臨時設施，所在土地日後必須清理妥當，供

發展之用。如在臨時填料庫填滿前尚未找到新的安排，所有公眾填料必將被運往堆填區，把

堆填區的剩餘使用期大減至四至六年左右。 

 

  為解決目前問題，政府一直帶頭盡量減少在源頭產生拆建物料。現時，所有政府工程合

約的承建商都必須根據我們所訂的規格擬備和推行廢物管理計劃，尤其是須在現場把拆建物

料篩選分類和落實運載記錄制度，以確保各類物料被送往合適的接收地點。我們並已把承建

商在廢物管理計劃方面的表現納入“支付安全及環境計劃”，藉此向承建商提供經濟誘因，

吸引他們妥善執行廢物管理。我們一直與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和該委員會轄下的建築廢物

工作小組以及業界緊密合作，鼓勵私營機構響應。 

 

  另一方面，立法會已通過有關法例並已於本年 12 月 1 日實施的建築廢物處置收費計劃，

將可加強提供經濟誘因予發展商和承建商以減少產生拆建廢料。由明年 1月 20 日起，建築廢

物產生者，例如建造工程承建商，在使用政府的廢物處置設施前，須先向環境保護署開立帳

戶，並透過帳戶繳交有關費用。屆時，使用公眾填料設施將要繳付每噸 27 元的費用，使用篩

選分類設施每公噸為 100 元，而使用堆填區則為每公噸 125 元。政府希望透過此收費計劃鼓

勵社會減少產生建築廢物，以及將廢物篩選分類及循環再造，從而節省成本和善用堆填區等

資源。儘管這項措施未必可以即時緩解我們當前面對過剩公眾填料的危機，但相信長遠而言，



這措施將可鼓勵建造業界盡量減少產生各類型的拆建物料。通過與國內單位，包括國家海洋

局的支持合作，惰性廢料可運往國內有需要填海或平土的工程。 

 

  要解決整個固體廢物處理的問題，政府固然會用盡一切可行的辦法，但很明顯我們須要

社會及建造業界的支持與合作。因此今晚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容許我向工程界的朋友們發出

呼籲，大家一起同心合力協助我們解決這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問題。 

 

  最後，正如我一開始時所說，工程界的朋友多是努力建設香港，並且理性地討論及熱心

地參與各種社會事務的。現時，社會關注的問題包括公共交通票價機制及政改方案，社會上

的討論往往集中了在個別的環節上，以忽略了探討有關的政府建議對促進香港整體利益的實

際意義。例如，以巴士票價可加可減的機制來說，政府建議的新制度不但降低了巴士公司與

乘客分享盈利的啟動點至 9.7% 多了 25%，更引入一條客觀，透明的方程式，以令政府可依

據方程式，主動檢討及調低巴士車資。此做法在公共事業的規管上是一個重大的突破，為政

府提供一個渠道，因應經濟情況，使巴士票價的調整不只有加，亦可以有減。但傳媒的報導，

往往集中了在這一次過具體減價安排方面，而未能帶出這套新制度對巴士行業規管，以至整

體社會利益方面的深層正面影響。 

 

  在座各位都是工程界的精英，你們的訓練一向是以客觀，持平的態度研究各種方案，以

達致最佳效果為目標，這正是我們社會處理各種複雜社會問題需要的態度，我希望你們大家

都可帶領社會對有關問題作更深入的分析，協助香港社會各界建立共識，一起為促進香港利

益而奮鬥。最後，我在此謹祝社促會會務蒸蒸日上，各位嘉賓朋友們身體健康，並預祝大家

聖誕快樂。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