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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主席，高工程師，各位嘉賓，各位在座的業界朋友： 

現今科技發達，加上大眾對安全要求日益提高，我們的社會理應變得更加

安全。但是，生活節奏加快，在追求效率的氛圍下，往往產生一些會做成

危害的誘因，但無論如何總不能犠牲安全。 

今天，當蛟龍號潛水器可以下潛深海7,062 多米，神舟九號和天宮一號  

成功對接，深潛和宇航人員能夠安全往返的時候，香港工業意外傷亡數字

依然高企。2011年，香港所有行業工傷數字高達40,578宗，其中191人   

死亡，相當於每13分鐘發生一宗意外，每兩天發生一宗致命事故。     

過往3年，因電力事故而導致死亡的個案平均每年只有一宗。2012年到現時

已經有6宗，我們感到非常痛心難過。就電力安全而言，2012年是令人傷感

的一年。 

澳門剛於上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格蘭披治大賽車。賽車屬於高風險運動，

賽車手需要在每小時高達300公里的速度風馳電掣，你追我逐。賽車運動

對安全措施的要求非常嚴謹，但不時會發生 嚴重的意外。上月澳門格蘭

披治大賽，有兩名車手於賽事中失事死亡。大家可能會記得，被譽為史上

最佳的一級方程式賽車手冼拿，在1994年聖馬利諾格蘭披治一級方程式 

賽事中因意外身亡。試想想，史上最佳的賽車手竟然命喪賽車跑道，清楚

表明安全不能單靠個人而達致。事實上整個團隊以至業界都有不可推卸的

責任。冼拿的死令人惋惜，震撼全球，亦引發一級方程式賽車的       

安全改革。 



當年的一級方程式賽事，賽車的馬力及速度是勝負的關鍵，是先决考慮，

安全相對被忽略。在冼拿的奪亡意外發生後，有關的賽車組織銳意提升 

比賽的安全，加強賽車及頭盔抵受撞擊及保護車手的能力，改善駕駛艙的

設計使車手在發生意外時能夠盡快離開，修緊比賽規則禁止車手作出危險

動作，提升賽道設計方便救援工作，以至保護工作人員及觀眾安全。透過

這些改善措施，由1994年至今，一級方程式賽事雖然不時仍會發生意外，

但再沒有因意外而導致車手死亡的個案。一級方程式賽車的成功故事， 

正好顯示只要業界下定决心，付諸行動，齊心用心，提升安全事在人為。

一級方程式賽車可以做得到，我們電業界亦都可以。 

機電工程署致力推動「先停電、後工作」的安全文化。我們將會推出 

《電工學堂3–停電工作方程式》教育短片，提醒電業工程人員必須在  

施工前，為有關電力裝置隔離電源，並在測試確定不帶電後才開始工作。

除了宣傳教育之外，我們亦會嚴謹執法。對於一些違反法例而導致人命 

傷亡的人士或承辦商，我的會亳不手軟，依法辦事，使違規的人得到應有

的制裁。我們會因應導致死亡的電力意外，對有關人士展開紀律研訊。 

當然，我們亦會不時檢討現有的法例及安全守則，以配合最新的技術要求

和社會發展。稍後，我們將會展開新一輪《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的

檢討工作，提升電力工作安全程序是其中一項重要課題。 

法例是社會道德規範的底線。在這條底線之上其實有很大空間給我們   

發揮。我們作為專業工程人員，不應只以達到法例的基本要求而滿足。 

我們應該多走幾步，以更高的標準確保電力工作安全，主動作出改善措

施，這樣才可以達致持續改善，確保安全。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全球的工傷成本是生產總值的4%。           

如果將這個比率應用在香港，以2011年本地生產總值約18,000億港元    

計算，我們因工業意外而引致的經濟損失便高達到720億港元，差不多是

香港一年大型基建工程預算的總和。 

減少意外是政府和業界的共同目標，而工友本身也必須緊遵安全工作程序

及配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設備。施工前應進行安全檢查，在工作時候      

倘若察覺潛在危害，就必須停一停、諗一諗，有需要的時候，找安全主任

進行評估，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才繼續工作，以免意外發生。現時，香港

已開展新一輪的大型基建 - 西九、東南九龍、高鐵、沙中線、港珠澳大

橋等大型基建，一浪接一浪。這些基建規劃了香港未來數十年的發展，作

為工程人員，我們必須確保安全的元素融入其內。 

一位與我相識了四十年的朋友，大學畢業當見習醫生的時候，遇到病人休

克昏迷，心臟停頓。在現場的他立刻用心臟除顫器為病人進行急救。經過

數次電擊，病人心臟依然沒有反應。由於繼續使用電擊可能令病人心臟 

受損。他於是用心肺復甦法為病人進行急救。當他做到手攰的時候，便由

護士接力，輪流不停地進行。最後，他們成功救活該名病人。他們的執着

和堅持，挽救了一條寶貴的生命。當他的第一位病人不治離世的時候，他

感到非常沮喪和失落。隨着年歲的過去，病人不治離世開始變得平常， 

感覺亦有點麻木。不過，他對病人的治理關愛與及對生命的尊重，絲毫 

沒有減少。我的醫生朋友曾經對我說：「醫生在治理末期病患者，都面臨

一個重大抉擇，必須要清楚判斷相關治療是否延長病人的生命，抑或是延

長病人的死亡過程。」    

 



工程人員在很多情況，都面對不同的抉擇。雖然很多的因素都可以因事制

宜而作出調整，但是我們要堅定地捍衛一些基本原則，安全是沒有妥協的

空間。工程人員對安全的堅持執着，減少危害，避免人命傷亡，正好就是

尊重生命的寫照。生命無價，與其為死哀痛，讓醫生挽救傷者，我們工程

人員應當從源頭着手，做好本份，確保安全。 

安全永遠可以做得更好。適逢今年是四年一度的奧運年。奧運精神不問 

勝負，而是積極參與，彰顯着運動員不屈不撓，永不放棄的毅力和堅持。

持續改善職安健，達致零意外是我們的共同目標，是一個大家祈盼可以 

達致的理想，就好像一場沒有終結的奧運馬拉松賽跑，需要我們不斷   

努力，不斷堅持下去。 

最後，我衷心感謝大家的參與，為改善電力安全共同努力。在聖誕節來臨

和新春將至的時刻，我祝願大家闔府安康，生活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