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人為本、生命第一、
綜合治理、各司其職、與時並進

內容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任何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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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建造業安全不少都是基於運營需求而達致指定標準，例如法
律法規，合約指明作為施工營運的標準。然而，現今建造業管理
人員，已經清晰明白到：

• 該些標準是最低水平，單純達致法例及合約要求的安全，並不足
以在建造業營運中勝出。

• 法例及合約安全標準並不足以在競爭激烈的人才爭奪中留住良好
工匠。然而，除了主動提供外，以人為本亦需考慮到協助工友的
自身能力。例如：資料、指導、訓練。

• 簡單而言: 人本位。

以人為本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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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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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獎勵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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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獎勵和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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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通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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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通道、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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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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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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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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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 福利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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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載到工友Mobile Apps“ 新輝安全資訊系統’  “”影片分享”

安全微電影 - 高空工作    安全微電影 - 失魂篇 

安全微電影 - 踩釘篇

以人為本 – 自家制安全短片

https://youtu.be/mTpnk3OAAls
https://youtu.be/ybv6LYmSDxQ
https://youtu.be/vSR15_Ezfoc


以人為本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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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第一」旨在集合建造業各持份者的力量，攜手提升業界的
安全意識及工地安全水平。

• 喚起業界，切實推行人人有責、各司其職及行出安全的安全理念。

• 識別和檢視各高危工作的工序，包括 1) 高空工作 2) 大型吊運 
   3) 重型機械 4) 密閉空間 及 5)臨時工程；以進一步減少建造業致命
意外。

• 重點防治、加強宣教活動。

• 重點在於出行，從設計、圖紙、會議室走出去，去到工地現場。

生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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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第一

15



生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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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第一 – 安全誓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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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治理

• 綜合治理用較簡單詞語解釋即是組合拳。

• 單純用傳統或單一方法管理一個安全目標未必可以達致預期效果，
必須處以設計、工具、技術、監控等以系統性方法管理含有危害
的事項並將其風險減至最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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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治理 – 成功背後的安全規劃

元朗站上蓋商場天橋「一夜出現」 採全港首創「轉體式」施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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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預防  重事前控制

重安全組織措施  做好技術措施

綜合治理 – 地洞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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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錄進出情況

雙CP監察進行動態評估

系統控制

密閉場地盤工作進度

運用AI實時監察及提示

綜合治理 – 密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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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無棚�吊船三重急停保
險裝置

主副威也保險

鎖機裝置

路軌偵測裝置

高像素鏡頭即時監測

SILM無棚�吊船監測系統

手機應用程式

綜合治理 – 無棚裝升降機 

腳踏

腳踏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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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治理 –持續探索提升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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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治理 –持續探索提升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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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 臨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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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 臨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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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 臨時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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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一缺席

• 全員參與

• 不分層次

• 各盡本份

• 垂直式，全方位

• 要做到安全從人發，人人齊負責

各司其職 – 董事安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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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 董事安全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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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業主、管理層、監督人員安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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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業主、管理層、監督人員安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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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各級意外檢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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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司其職 –業主、總經理、策劃總監各級安全巡查

33



各司其職 –功能組別針對性安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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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科技不斷發展，未來建造業不能單像以前一樣，只是根據建
造方式建造就可以了；

• 相反，將會在未來與各種科技更加緊密接觸，以便利用各種新科
技技術幫助建築業在未來的工作優化。

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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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時並進 – 智慧安全工地 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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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網頁



與時並進 – 研發 Safety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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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保護
(操作安全設定)

[1]  遙控操作 [2]  安全提升 [3] 高效吊運 [4]  路徑建議

操作畫面

與時並進 – 遙控天秤

示範：有人在3m/7m範圍停吊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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