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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 

第四十三次會議記錄 

 

日期 ： 2021年 11月 1日 

時間 ： 下午 2時 30分 

地點 ： 香港九龍啟成街 3號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 4 樓互動學習中心 A 及 B 室 

 

出席者 

陳國璋教授、工程師 （主席） 

彭耀雄先生  

黃月娥女士  

張愷文女士  

劉穎欣女士  

謝俊文先生  

葉錦儀女士  

潘江鵬博士  

蕭建芬女士  

葉崇泰先生  

梁俊傑先生  

林勁恒博士  

區達基工程師  

吳旅佳先生  

陳紫鳴先生  

張永豪先生  

李建承先生  

韋業堅工程師  

余秀華女士 （秘書） 

  

列席者  

潘國英先生 

朱祺明先生 

機電工程署副署長／規管服務 

機電工程署助理署長／電力及能源效益 

鄭佩雯女士 機電工程署署理總機電工程師／電力法例 

薛健嘉女士 

劉繼忠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用戶裝置1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用戶裝置2 

關紹堅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電氣產品 

黃子冲先生 機電工程署高級機電工程師／核電及電力供應安全 

  

缺席者 （已致歉意）  

柯少榮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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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議程[1] － 簡介會議安排  

   

1. 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第四十三次會議。首先，主席向委員介紹來

自民政事務總署的黃月娥女士。黃女士接任蔡詠怡女士，代表民政事務總署參與電氣

安全諮詢委員會。其後，主席亦介紹了列席會議的署方人員。 

 

   

2. 主席向各委員簡介會議的安排。主席特別提醒各委員須遵守諮詢委員會及委員會成員

的利益申報事宜中的「一層申報利益制度指引」。委員如得悉會上將予討論的事項與

委員本身的利益可能有衝突時，應詳盡披露有關利益，而委員所申報的利益會記錄在

會議記錄中。 

 

   

 議程[2] － 2021年4月20日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  

   

3. 各委員就第四十二次會議記錄沒有提出修正建議及跟進事項。主席宣佈，第四十二次

會議記錄獲得確認。秘書處將安排上載該會議記錄至署方網頁，供市民參閱。 

 

   

 議程[3] － 2021 年首六個月的電力安全概況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03/2021 號）  

 

   

4. 署方向各委員介紹上述文件。該文件綜述 2021 年首六個月的電力安全的執法和宣傳

工作概況。 

 

   

5. 有委員詢問，為何署方一方面減少了巡查次數，另一方面，對非註冊電業承辦商承辦

電力工程提出的檢控數字，卻有所增加。 該委員欲進一步瞭解，就非註冊電業承辦商

承辦電力工程，署方會否透過《電力（註冊）規例》進行檢控，其罰則又如何。 

 

   

6. 署方表示，2021年首六個月的巡查次數，因疫情影響而有所減少。然而，署方一直採

取多元的策略執法。除巡查外，署方亦會透過舉報個案及事故調查等方式，去進行執

法工作。若發現有非註冊電業承辦商承辦電力工程，署方便會作出調查。當掌握足夠

證據後，便會對涉案者提出檢控。 

 

此外，非註冊電業承辦商承辦電力工程的罪行會透過《電力條例》提出檢控。根據《電

力條例》的規定，非註冊電業承辦商承辦電力工程屬於嚴重罪行，首次定罪可被判處

罰款$50,000及監禁 6個月。若因相同罪行再被定罪，則可被判處罰款$100,000及監

禁 6個月。 

 

   

7. 有委員希望瞭解，署方製作的 STEM 工具箱是虛擬的，還是實體的，其具體內容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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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8. 署方表示，STEM 工具箱是採用實體工具，透過工作坊的形式，並糅合了電力安全的

元素，好讓小朋友可透過參與趣味性的活動，加強對電力安全的認識。 

 

   

9. 有委員詢問，一般市民購買家用電氣產品時，如何能辨識該產品是否符合安全標準。

供應商會否就此提供資料，以方便市民選購符合安全規格的家用電氣產品。 

 

   

10. 署方回應，市民應光顧信譽良好的商舖，以選購符合安全規格的家用電氣產品。根據

《電力條例》的規定，供應商必須確保其在本港供應的家用電氣產品，已獲發給符合

安全規格證明書。為方便市民選購符合安全規格的家用電氣產品，署方推出了一項自

願參與的註冊計劃。透過該註冊計劃，供應商可向署方提交家用電氣產品的符合安全

規格證明書，以便署方在審批後將該產品的牌子及型號，上載於署方網頁上，供市民

查閱。 

 

   

 議程[4] － 為固定電力裝置安排定期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的最新情況 

（電氣安全諮詢委員會文件第 04/2021 號） 
 

   

11. 署方向各委員介紹上述文件。該文件就進一步提升為處所內固定電力裝置進行定期檢

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工作的質素和安全標準，匯報有關現況、新措施及未來路向。 

 

   

12. 有來自電力公司的委員表示，他認同署方向物業管理公司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並透露

其所屬的公司，最近亦曾跟民政事務總署、區議會和大廈協會，就固定電力裝置定期

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的事宜進行溝通。該委員建議，署方日後可考慮跟兩間電力

公司、業主立案法團、以及物業管理公司合作，一起舉辦簡介會或會議，以便法團成

員、業主、以至長者們都可以了解「先停電、 後檢測」的安全要求。此外，電力公司

的電力裝置維修工作，亦可以配合大廈固定電力裝置的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同時

進行。這樣，住戶就不需要經歷兩次停電。不過，大廈住戶必須預早與電力公司進行

磋商，其業主立案法團和物業管理公司亦必須共同配合，方可成事。 

 

   

13. 署方表示，電力公司的支持及合作，對推動固定電力裝置定期進行檢查、測試及

領取證明書，有莫大幫助。署方一直致力跟電力公司保持緊密合作，宣傳必須停電以

安全地進行固定電力裝置定期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的工作，亦將於今年 12 月為物

業管理公司舉辦研討會，以宣傳及推動固定電力裝置檢查、測試及領取證明書的要求。

屆時，署方職員亦會加強宣傳有關兩間電力公司的停電安排。  

 

   

 議程[5] －  其他事項   

   

14. 有委員表示，在上次會議上，聽取了署方報告一宗在劏房內發生的觸電事故。隨後，

他跟港島東區的一個社福機構合作，在今年9月派出了20多名義工，前往探訪20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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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劏房獨居的長者。在探訪期間，義工採用了署方製作的《電力安全核對項目表》，核

對劏房內的固定電力裝置。結果發現，在20間劏房中，只有3間劏房內的固定電力裝置

屬於合格。而其餘17間劏房中，有6間被義工評估為有潛在風險。單位內的固定電力裝

置的問題包括：沒有安裝漏電斷路器、配電箱或獨立微型斷路器、配電箱內沒有標示、

經常跳掣、燈掣或插座鬆脫、電線外露等；亦有住戶曾經歷懷疑觸電或麻痺的感覺。  

 

有見及此，該委員已跟電力公司、電業界工會及署方的代表進行會面，商討如何尋找

資源及方法，去協助長者解決問題。會面後，該委員聯絡了被評估為有潛在危險的劏

房住戶，並獲其中5間住戶同意，再次進行探訪，以待義工隊發出欠妥項目的清單予以

跟進。至於未獲同意再次探訪的劏房戶，該委員及社福機構會再嘗試聯絡有關住戶進

行探訪。 

 

在另一個案中，有位婆婆由於單位內的電視機發生「時開時關」的情況，便以膠紙固

定電視機的插頭。該委員認為，這種做法會有潛在危險。一旦導體接觸不良，或會搶

火引致火警。此外，有些舊樓在落成的時候，根據當時的要求，無需安裝漏電斷路器。

現在若要進行加裝，可能須要更換配電箱，以及重新設計相關的電路。該委員表示，

礙於不同的因素及資源限制，這些問題並非一時三刻能夠解決。 

 

此外，該委員發現有長者經常前往天光墟購買二手電氣產品使用。為此，他親身到過

天光墟實地視察，曾見過有長者將一些殘舊的電氣產品擺放在地上售賣，懷疑這些產

品可能是從垃圾中拾荒得來。倘若有其他長者購買了這些電氣產品使用，情況將令人

擔憂。 

   

15. 署方感謝委員對獨居長者劏房戶的電力安全問題的關注和積極跟進，以及反映

有關在天光墟售賣二手電氣產品的情況。  

 

一直以來，署方對劏房的電力安全都非常重視。除了進行定期巡查外，署方亦

會透過業主聯會及社福機構，向劏房的業主及住戶進行廣泛宣傳，以提升業主

及住戶的安全意識。當發現有不安全的電力裝置時，住戶應盡早要求業主，或

自行安排註冊電業承辦商處理。就委員剛才所提到的情況，署方已跟該社福機

構進行會議，以便掌握確切的資料，以及了解問題的癥結所在。同時，署方希

望能從該社福機構中獲取有關處所的地址，以便署方派員前往有關處所進行實

地視察。署方理解社福機構或會因涉及住戶的個人資料而未能提供有關處所的

地址，故署方已就懷疑有嚴重電力安全問題的劏房樓宇，派員以「洗樓」形式

進行巡查。當得到住戶的許可，署方人員便會進入該單位檢查，以確定單位内

是否存在電力安全的隱患。若署方人員無法進入單位，亦會向有關單位發出檢

查通知書。  

 

現行法例並未授權署方即時進入處所進行檢查。署方須根據法例，在進入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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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前最少 14 日內，以信函通知住戶。過往，署方能夠即時成功進入劏房內，檢視

電力裝置的次數並不高。有見及此，署方製作了《電力安全核對項目表》，並透

過社福機構的協助，向劏房戶派發項目表，以便住戶自行檢視其電力裝置。項

目表內亦附有聯絡電話，讓住戶在發現有懷疑不符合規格或不齊全的電力裝置

時，可自行聯絡署方去跟進相關問題。  

 

此外，署方知道有不少社福機構及義工團體都會探訪劏房戶，故想藉此作出呼

籲，希望有關的工作人員及義工在進行探訪時，能夠向劏房住戶及長者介紹署

方製作的《電力安全核對項目表》，好讓他們知道須要檢視及留意的項目。同時，

工作人員及義工亦可先協助住戶及長者檢視其固定電力裝置，即時幫忙解決一

些問題。在適當的情況下，他們更可將個案轉交署方跟進。與硬性執法比較，

上述方法提供了較軟性的處理方法，實際上應較容實行，亦能解決住戶及長者

的問題。  

 

就電氣產品的情況，署方表示，在香港供應家用電氣產品受《電力條例》及《電

氣產品（安全）規例》所規管。署方一直秉承風險為本的規管方式，除了一般

供應全新家用電氣產品的商舖外，署方亦會針對不同形式的銷售地點及店舖進

行特別巡查，包括一些供應二手家用電氣產品的店舖、夜市及天光墟等。透過

巡查、舉報或事故個案，若懷疑有違例的情況出現，署方便會進行相應的調查

和跟進。此外，署方人員在巡查期間亦會向銷售人員說明法例的要求。正如該

委員所見，在天光墟售賣二手電氣產品的人士當中，不乏一些長者及弱勢社群，

他們都未必清楚有關供應家用電氣產品的法例規定。有見及此，當署方人員進

行巡查時，會向他們進行宣傳教育，令他們了解法例的要求，以及明白不應供

應不明來歷的或違規的電氣產品。署方認為，宣傳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在未來

的宣傳計劃中，署方會進一步加強向長者及弱勢社群進行宣傳教育工作，藉此

提升他們對電氣產品安全的意識。就此，署方正聯絡相關機構，包括民政事務

總署及一些社福機構，以探討合作的可能性。  

   

16. 有參與組織義工隊的委員表示，義工隊過往曾為很多劏房戶提供協助。義工隊

曾得到來自電氣工程商會、電器商聯會及署方的員工康樂會的義工參與，有些

個案還得到電器商聯會贊助家庭電器。該委員以義工隊的一宗個案為例，指出

義工在檢查某單位的固定電力裝置時，發現其電熱水爐並沒設置漏電斷路器。

由於加裝漏電斷路器需時，義工提醒該單位的獨居長者，在沐浴時要先關掉電

熱水爐的電源。另外，義工隊亦曾與深水埗警區合作，為三無大廈安裝閉路電

視。該計劃由少年警訊的會長資助，義工隊則負責工程策劃、設計、招標和驗

收。整個活動過程相當順利，並為總共百多座三無大廈安裝了閉路電視，成績

非常理想，而該區的罪案率亦因此大幅下降。  

 

該委員指出，義工隊的工作其實相當困難，面對的挑戰亦非常多，有時要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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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內容 

 

跟進人 

辦法去解決問題。由於需要服務的對象眾多，所以，義工隊亦希望在政策及資

源上能夠得到相應的配合。義工隊會竭盡所能，務求用最少的資源去協助最多

的人。  

 

該委員亦認為，署方採取執法行動時，應先確定電力裝置存在問題，而不應動

輒就引用權力，為巿民帶來不必要的困擾。相反，向巿民進行宣傳教育，會更

為適合。  

   

17. 各委員沒有提出其他事項。   

   

18. 主席多謝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並宣布會議結束。下次會議的日期、時間及地

點，秘書處將作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