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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是否環保，不單看周圍
有多少棵樹，還視乎大廈座向、
用料、用電量、用水、室內環境
質素、空氣質素等等「內在因
素」。上述原則雖是全球通用，
但黃天祥指出，因應城市氣候、
文化不同，各地對綠色建築的定
義亦有分別。例如在香港，「選
址」的權重就遠超「單車泊位數
量」或「耗水量」。
在美國，政府鼓勵市民少揸

車，附帶單車泊位的建築物被視
為更環保；在極度缺水的中東，
節水建築物較易取得環保認證。

相比之下，香港地少人多，氣候
潮濕，建築物交通配套如何、對
周圍建築有何影響，尤其重要。

屏風樓熱島效應影響環境
早些年因為城市規劃失當，香

港誕生了一批屏風樓，數幢建築
物如屏風般連在一起，阻擋光線
又令風速減慢，演變成熱島效
應。吃塹長智，近年政府於起樓
前先進行「微氣候研究」，了解
建築物建成後對周圍建築物有何
影響。
其中之一是獲香港建築環境評

估體系（BEAM Plus）白金級認
證銅鑼灣希慎廣場，其低層部分
的大面積「空中花園」，不僅可
以提高通風性能，降低屏風效
應，而且可以廣植樹木，有助緩
解城市熱島效應。

希慎廣場空中花園增通風
一個希慎廣場「令整個銅鑼灣

空氣質素都變好了」，黃天祥笑
言，香港環保建築做得好，好易
成為亞洲典範，吸引其他國家效
仿，他不擔心遭人抄襲，「反而
希望大家多多來抄」。

本身是承建商的黃天祥，原本同大
部分商人一樣，凡事向「錢」

看。這樣一個理性的人，甘願入到綠建
議會作環保義工，源於十多年前一件小
事。
一日還在讀小學的女兒回家大哭，

黃天祥心疼地問為什麼，原來老師
說，斬光熱帶雨林的樹起樓，地球就
無救了，小女知道爸爸做建築，於是
認定 Daddy 就是謀殺熱帶雨林的兇
手，為此傷心不已。
黃天祥答應女兒「改邪歸正」，

多年後果然加入綠建議會，負責環
保建築小組。參加的環保會議多
了，他開始反思，金錢是否真能提
高下一代生活質素。

改善碳排從建築物入手
現時地球四成碳排來自建築物，香港

建築物碳排佔到六成，用電量更佔整體
用電九成。要改善碳排，從建築物入手
無疑效果最佳，但這麼簡單的道理，
「並非個個發展商都認同」。
「有人覺得回本期太長，有人根本不

相信，還有的希望政府全數補貼」。每
次聽到發展商這麼說，他都超生氣，
「如果全世界都生存不到，要那麼多錢
又有什麼意思？今時今日不着手解決碳
排問題，30年後就太遲了。」但冷靜下
來，他又自責是環保界沒將環保概念深

入發展商心裡。
是以綠建議會今年9月聯手建造業

議會，在香港舉辦了為期一個月的
「香港綠色建築周2014」，針對不同
階層市民制定不同策略，鼓勵他們改
變日常習慣。

鼓勵白領們穿得「輕便」
跟老人家講怎樣救地球效果不大，黃

天祥就教他們用LED燈省電 ；上班族
大部分時間在辦公室，主辦方就發起
「Business Green Monday」，鼓勵白領
們穿得「輕便」。至於愛新奇食物的學
生仔，則可通過攝影及微電影比賽施展
才藝。
「以前環保多是做硬件，推廣宣傳也

針對測量師、工程師這些專業人士」，
後來發現，建築物是應人而生，人若無
環保意識，建築物環保性能再高，結果
還是一樣耗電。

望來年再辦「綠色建築周」
黃天祥希望「綠色建築周」來年能再

舉辦，吸引更多市民參與，「只有讓大
家明白環保與下一代的切身關係，才能
撼動根深蒂固的觀念」。而除了熄燈、
調高冷氣溫度這些人盡皆知的招數，他
分享，男士少穿西裝，外出食飯少點幾
碟菜，避免沖涼時洗衫，都是適合港人
的節能方法。

被小女兒誤為熱帶雨林兇手被小女兒誤為熱帶雨林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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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環保建築，大部分人第

一反應是，貴！沒錯，由規

劃、設計、用料、起樓到維修，

環保建築前期投入較一般建築高出

4%至5%，但以一棟有740間客房的高

層酒店為例，每年可因此節省300萬元

電費，相當於4年就可以回本。這筆

賬，精明的發展商不會沒算過，惟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主席黃天祥慨

嘆，業界太過急功近利，除非政府

全數補貼，否則連4年也嫌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易

同承建商做訪問，話題自然去到香港
建築成本。黃天祥指香港普通建築每平
方呎成本約4,000元，在全球算高，當

中工人和管理層薪酬佔超過六成。他接
受社會選擇不大規模輸入外勞，惟擔心
樓價升得太快，對整個經濟不利。

剛畢業工程師起薪近2萬
不過凡事兩睇，限制輸入外勞

也有好處，即工人生活水平較
高，相較大規模輸入外勞的新加
坡，更易吸引年輕人入行。他透
露，自己公司一個剛畢業的工程
師，起薪近2萬元，一些特殊技
工每日收入更達2,000元，令到
建築成本居高不下。

環保準則因地制宜環保準則因地制宜 限制輸入外勞 有利有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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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慎廣場低層部分的大面積希慎廣場低層部分的大面積「「空中花園空中花園」，」，不僅可以提高通不僅可以提高通
風性能風性能，，也可廣植樹木也可廣植樹木，，有助緩解城市熱島效應有助緩解城市熱島效應。。 張偉民張偉民攝攝

■香港普通建築每平方呎成本約4,000元，在全球
算高，當中工人和管理層薪酬佔逾六成。 資料圖片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主
席黃天祥。 張偉民攝

本報專訪

宣揚綠建宣揚綠建
為宣揚綠建為宣揚綠建，，由建造業議會由建造業議會
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今年七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今年七
月舉辦月舉辦「「活現‧綠建活現‧綠建」」攝影攝影
及微電影比賽及微電影比賽，，並於九月頒並於九月頒
獎獎，，金獎得主為劉艷玲金獎得主為劉艷玲《《綠綠
建港島東建港島東》》—港島東中心—港島東中心。。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提供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