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0
歲的工匠邱先生跟隨其判頭工作
逾10年，早前首次獲判一宗地盤

的裝修工程，由於雙方情同手足，靠個
「信」字合作，故無簽訂工程合約。意
外事發當日，邱先生切割板塊，一不
留神，左腳踩右腳失平衡跌倒，手指
誤放在切割機上，其中指完全割斷，
另外食指、無名指則各斷一半，隨即
被送往醫院進行接駁手術，以鋼針固定
斷指。

靠「信」無簽約 工匠「廢武功」

事隔幾天，判頭基於「公司原因」主
動向邱先生提出賠償20萬元私下了結，
「工傷可獲賠償
80%工資，最
長24個月，共
約32萬元。加

上計算日後喪失的工作能
力，總數約40萬元。公司
願意一筆過賠償一半金額20
萬元。判頭指只購買自僱人
士的勞工保險，只保僱員，不

保判頭，故可能要自己掏錢賠
償」。手術後，邱先生的手指可輕

微活動、仍有知覺，估計康復後可回
復近80%活動能力，打算私下和解，
「豈料，最終事與願違，拆除鋼針、拆線
後，我的手指竟然難以活動，只剩下
20%至30%活動能力，現需接受物理治
療。想起日後可能失去工作能力，故決
定拒絕私下和解」。
邱先生是全家的生活支柱，育有一名5

歲女兒的他，對自己的前景深感惆悵，
「建造業這行，只要肯做，便不愁三餐。
可是一個人做，三個人食，積蓄不多。
現今與太太的角色對調，我負責照料女
兒，太太做兼職幫補家計。即使康復
後，我相信會力不從心，未能再投身建
造業。做木工不能單靠一隻手工作，尤
以高空的木工工程為甚」。

判頭避行政費躲額外保險費

建造業總工會會務主任馮健中指，計
算工傷假期的80%工資、意外導致喪失

的工作能力及法庭判處判頭的疏忽賠
償，估計邱先生最少可獲賠償近80萬
元。他表示，邱先生的個案只是冰山一
角，主因是判頭為逃避行政費、避免支
付額外保險費用，或為提高獲判政府工
程的機率（另見稿）而瞞報工傷。「在
外判的合約中，有不少大判會定下條
款，為每宗工傷收取行政費，『如果承
判人向總判索償任何保險賠償而導致主
判人被總判徵收任何費用（每次約港幣2
萬元正），承判人須負責』。另外，工傷
亦會令判頭日後購買勞工保險的成本大
幅增加」。

周聯僑：亡多傷少不合理

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表示，根
據勞工處的統計數字，本港建造業意外
率，由2003年的68.1（每千人），下跌近
半至2012年的44.3（每千人），創10年新
底。可是，過去10年的建造業致命意外
率，卻一直徘徊在0.3（每千人）的水
平。去年錄得的24宗死亡個案，更是
2006年以來最多。
周聯僑指，工業傷亡的關係猶如一個

金字塔，底層受傷個案，而頂端的就是
死亡個案，「每一宗大的死亡或傷亡個
案之下，都會有許多小型工傷。死亡個

案比率維持偏高，反之工傷個案大幅減
少，是不合理的現象」。周聯僑建議，政
府應立例禁止承建商徵收判頭行政費，
以免承建商或大判頭為節省金錢而不為
工人呈報工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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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劉雅艷）香

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每年有多個基建工

程、樓宇建築相繼上馬。為保障建造業工人

的安全及健康，政府都致力透過立法、執

法、教育及培訓，完善工業安全風險管理。

雖然本港建造業工業意外率在過去10年間

下跌近一半，至每千人有44.3人受工傷，

惟這數字未必反映現實，因為必須呈報的

致命意外未有明顯減少。工會指，造成

「意外率低，死亡率高」此弔詭現象的原

因有：判頭為逃避行政費、避免支付額

外保險費用，或提高獲判政府工程的機

率而瞞報工傷，與受傷員工私下了結事

件。

工
傷
少
奪
命
多

圖增獲政府工程機率 寧與傷者私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聶曉輝）無良僱主
瞞報工傷，背後除或因沒有購買保險外，更大程度是
惟恐工傷「往績」令公司在承接政府外判工程時被
「扣分」，而失落合約。發展局擬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年
初，增加承建商「過往意外率」在評審標書時的比
重，以提升有良好安全紀錄的承建商的中標機會。工
聯會香港建造業總工會理事長周聯僑指出，地盤行內
瞞報工傷情況普遍，而不能隱瞞的致命意外又未有明
顯減少，建議政府對輕微工傷不用扣分，令判頭肯如
實申報。
政府目前在外判工程時實施評分制，效率促進組亦列

明「外判成功因素」之一是「訂定適當的甄選準則和評
分制度，用以挑選合適的服務提供者」。換言之，政府
會檢視承建商進行工程時，有沒有工人受傷，若有，便
會逐單扣分，影響承建商接政府工程。

擬年底增比重 意外低易中標

發展局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增加承建商「過往
意外率」在評審標書時的比重，日後無論是採用「評分
制度」抑或「公式計算制度」，承建商的「過往意外率」
比重將會增加，令意外率低的承建商在投標工務工程時
有較高的中標機會。
發展局表示，「評分制度」適用於評審較複雜及技術

要求較高的工務工程標書，評審主要分為「技術建議書」
及「價格建議書」兩部分。發展局建議評審「技術建議
書」時，將承建商「過往意外率」的分數由現時平均佔
1.5%提高至平均佔6%。
而「公式計算制度」則適用於評審較小變化的工務工

程標書，評審主要分為「標書價格」及「過往表現」兩
部分。發展局建議將「過往表現」的總分由現時100分
增加至107.5分，而所增加的7.5分將用作計算承建商
「過往意外率」之用。

倡分類處理 勿輕易判罰

周聯僑建議政府將工傷分類處理，「政府不要胡亂判
罰，例如工人扭傷小腿你懲罰，扭傷腰部又懲罰，到頭
來承建商就不向勞工處申報工傷，反而損害工人的權
利」。
另一方面，發展局早於1995年在外判工務工程合約中

推出「安全支付計劃」，參與的承建商可透過推展建立
整體安全計劃、聘用安全主任及工人培訓等項目，獲取
額外工程費用。發展局亦將於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引進與
安全表現掛 的獎賞制度，強化現有的「安全支付計
劃」，新加入一系列「目標」，例如每月內沒有意外事
故；或合約完成時整體意外率低於10萬工時0.25宗等，
均可獲取額外工程費用。

倡輕傷不扣分 誘如實申報

針對近年工程量大增以致
工傷意外率上升，發展局去
年展開一項大型研究，以

「由下而上」的新思維模式，徹底分析2011年及
2012年發生的350宗工務工程的意外成因，特別是
當中涉及的人為因素。調查發現，半數意外其實是
出於工人違規，例如他們為節省時間或貪圖方便而
走捷徑。此外，不少承建商的管理亦出現問題，包
括權力及工作分配不清及人手編配欠妥等，甚至
重商業考慮多於安全考慮。
發展局發言人表示，過往的意外調查除了考慮意

外的地點、時間及過程等因素，一般只針對傷者本
人，例如傷者的年齡與從事的工種。然而，外國很
多研究卻指出，60%至90%的意外均屬人為錯誤造
成，且錯誤並不局限於傷者本人，他的同事、上

司、公司管理人員及決策者的錯誤，也可導致前線
員工在工作上出錯而促成意外。

管理欠周詳 重商業勝安全

發展局認為，不少違規行為是由於惡劣的工作環
境、工人過分自信及團隊間溝通不足所造成。此
外，中、高層督導人員在策劃工作時對安全考慮不
足、高估僱員能力，以及容忍不安全行為亦是導致
意外的成因。調查同時發現，權力及工作分配不
清、欠缺安全問責制度、人手編配程序有欠妥善、
對風險的關注出於商業考慮而非安全為首等管理文
化亦責無旁貸。
為此，發展局於今年5月成立了一個由業界代表

組成的工作小組，與業界、工會及承建商進行商議
及深入研究，制定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期望攜手
培養及推動建造業的安全文化，同心締造「地盤零
意外」。

■記者　聶曉輝、劉雅艷

半數意外因工人違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劉雅艷）部分僱主為
了一己私利，工人出事時期望私下解決了事；更壞的
情況是有工人不幸於工作期間送命，卻無人承認責
任，不知如何追究。另一方面，近年樓宇裝修工程繁
多，工聯會建造業總工會呼籲大廈或單位業主進行裝
修工程時，必須檢視承辦商有否為工人購買保險，以
及工人是否有相關工作的安全證書，以免不幸出意外
時或要承擔賠償責任。
今年8月，一名年僅31歲的搭棚工人陳文輝在荃

灣一個貨櫃中心工作時不慎失足，從8米高空墮下
即場斃命。然而，其家人其後透過勞工處向大判爭
取發放撫恤金及生活費，惟大判及二判卻互不承認
責任，至今仍未解決。陳文輝的父親指出，兒子善
良孝順，為讓父母能過較好生活而放棄低薪文職，
轉任薪酬較高、危險性亦高的搭棚工作，去年才剛
結婚，死後遺下一名年輕妻子。
建造業總工會會務主任馮健中指出，去年8月一

名年輕裝修工人以「兄弟班」形式接了一個住宅單
位的裝修工程，最後失足墮樓致死。馮健中表示，
由於高空工作危險度高，投保金額不菲，甚至沒有
保險公司願意承保，該「兄弟班」事前並無購買保
險，事件過後，死者的合夥朋友亦告失蹤，成為另

一「無頭公案」。建造業總工會呼籲需要裝修的小
業主必須檢視承辦商有否為工人購買保險，以及工
人是否有相關工作的安全證書，「否則萬一出意外
而無人負責，業主亦可能要承擔賠償責任」。

「職安健」先導供中小企保險優惠

為改善建造業工作安全問題，職業安全健康局及
勞工處去年6月推出為期2年、涉款250萬元的「職
安健星級企業及維修安全認可先導計劃」，為中小
企提供免費安全培訓，及提供保險優惠。任何僱用
少於50名員工的裝修及維修中小企，只要過去12個
月內，沒有涉及任何致命工業意外，便可透過計劃
安排管工參加由職安局免費提供的「裝修及維修工
作安全」證書課程，亦可獲資助1萬元，購買符合
安全標準的「流動式臨時防墮繫穩裝置」。
企業若通過安全系統審核，可成為「職安健星級

企業」。一年過後，若表現良好，更可晉升為「金
星級企業」。成為「星級企業」及「金星級企業」
後，透過「僱員補償聯保計劃」為建造業工人投
保，可分別獲40%及50%保費減免。截至目前，已
有66間企業申請計劃，當中13間已通過評審，成為
「職安健星級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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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傷亡比率
年份 意外率 致命意外率

（每千人） （每千人）

2003 68.1 0.390

2004 60.3 0.268

2005 59.9 0.422

2006 64.3 0.303

2007 60.6 0.379

2008 61.4 0.405

2009 54.6 0.376

2010 52.1 0.163

2011 49.7 0.367

2012 44.3 0.337

2013（首6月） 35.9 0.3

■資料來源：勞工處職業安全及健康部

■製表：劉雅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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