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化政策近年成為各地政府的主要施政目標，香港也不例

外，積極向高空綠化方向發展，在建築物上增加綠化面積。然

而，早前城大的綠化屋頂發生倒塌事故，令港人反思綠化政策的

目標與相關的配合。本文將就綠化政策的發展、目標，與如何監

察綠化建築物安全的方法，逐一說明。

■羅玉芬 兼任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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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的綠化屋頂倒塌事件引起全城恐慌，根據調
查，是次事故出現的原因為城大在進行綠化的時候
沒有入則申請，而天台上新建的綠化建築重量超過
天台的負重，導致天台倒塌，這事故其實是可以避
免的。根據城大6月初的調查報告和主流意見，改
善方向及避免倒塌的方法包括：

1. 更新定義、統一標準、明確入則需要：
入則即是向屋宇署提交工程圖則，經批核之後，

獲淮展開工程，而現行的高空綠化工程沒有強制及
統一的入則要求。入則需要視乎綠化工程會否改動
樓宇結構，而大中小學之間有不同的做法和理解。
正如各專家所說，「綠頂」會令天台負重增加，

本來的天台設計未必能負荷增加的重量，因此有必
要重新定義高空綠化與建築物結構的關係、嚴格規
定及統一入則要求。

2. 加強核對、監管、監察制度：
城大屋頂倒塌的主要原因，是承建商威華建築工

程有限公司錯用舊數據，因而高估天台的承重力，
設置了超重的「綠頂」，造成倒塌。
除了透過入則核對數據，建築公司及城大需要派

出專業人手，互相核對數據、全程跟進工程進度、
定期核對設計及綠化成品，防止偏差。

3. 選用合資格的人士及機構、豐富專業團隊：
除了上一點的錯用數據，承建商的鋪植被設計改

變了原有的排水系統，減低了排水速度，加上暴
雨，最終導致天台超重。除了確保合資格人士的全
程參與，綠化工程團隊亦需要加入熟悉植物的專
家，因為植物的品種、生長速度、需要水分及泥土
分量等等，將會影響天台的承重力、牆壁的結構等
等，而承建商的工程師未必通曉。
例如高空綠化是不會種植喬木如細葉榕，因為其

根部可以穿透石屎物料、堵塞排水道。

4. 提高危機意識：
天台倒塌後，承建商及城大立即檢視校園內其他

「綠頂」的情況，並移除部分草皮。
事實上，肇事的「綠頂」工程於2月完成，其間
發現天台積水和混凝土剝落情況，但承建商及城大
未有即時跟進。若雙方能夠及時採取同樣的危機處
理方法，5月的倒塌事件未必發生。

綠化政策就是透過大量種植花草樹木，
增加綠化帶的覆蓋面積，提高社會的生活
質素，尤其是高樓大廈密集的城市。

香港的綠化政策可追溯到2001年，政府
嘗試在公共設施及建築物如醫院、墳場、
政府辦工室等地，引入綠化
設計，例如種植盆栽、設立
綠化帶、興建平台或天台花
園。同年，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康文署）開展「綠
化校園資助計劃」，透過
現金津貼、技術顧問服務
及獎勵，鼓勵全港中小
學、特殊學校及幼稚園參
與「綠化香港運動」。

2004年，土木工程拓展署制定「綠化總綱
圖」，規劃及協調各區的綠化項目。2010
年3月，發展局工務科成立綠化、園境及
樹木管理組，主要職能是制訂策略性政
策，保障持續發展，推動更綠化的香港。

綠化政策的目標包括：
1. 改善空氣質素：透過光合作用，植物

一方面吸收空氣中的污染性二氧化碳，另
一方面製造氧氣，供應人類及動物呼
吸需要，既保障公共健康、維持生態
平衡，又紓緩氣候暖化的惡化。

2. 降温節能：植物需要吸收水
分、陽光和熱能生長、進行光合
作用，因而成為理想的「太陽
傘」、「隔熱層」。渠務署曾經
嘗試在建築物外牆上鋪上植
物，發現夏天的外牆温度降低
了攝氏七度之多，意味建築物
之內的用戶可以減少冷氣機
的使用量，節省能源。

3. 調節城市小氣候：「熱
島效應」是高度都市化社會
的小氣候，特徵是城市中心
的氣温比郊區的高出許多
度，主要原因是大量人為
的熱排放物如温室氣體和
污染物、石屎建築物的高
度吸熱、儲熱能力，以及
缺乏足夠的散熱、降温綠

色工具。承以上兩點，城市綠化能收窄城
郊温差，繼而調節空氣流向及風向力度、
降雨量及分佈，紓緩「熱島效應」。

4. 美化環境：在「石屎森林」之中建立
「綠化洲」，不但美化市容，而且鼓勵創
作如盆景藝術，提高視覺享受，優化生活
條件。

5. 提高工作、競爭能力：多個研究顯
示，青翠的環境及攝氏22度至25度的氣
温，是人類活動的最佳條件，前者提供舒
適、温馨的工作環境，以及鬆弛神經的用
途；後者有集中精神，繼而提高工作效率
的作用。另一方面，有調查指出，以上提
及的空氣污染、「熱島效應」、「石屎森
林」等現象，是外地人才拒絕來港工作、
發展的頭號原因。

在高樓臨立的城市，高空綠化是主要策
略，善用地面上建築物的內外空間進行綠
化，例如空中花園、平台種植、「綠頂」及
垂直綠化。後兩者是近年的主要形式，以物
盡其用和成本相對低廉的原則，抵消土地有
限的困難，而且能在較短的時間內，大幅增
加綠化帶的覆蓋面積。
2006年開始，政府在其建築物的屋頂工程

上，逐步加入綠化元素。2007年，政府更投
放10億元，推動「綠頂」項目，即是在屋頂
上鋪設草皮、增設花槽、種植樹木。目前的
「綠化校園」，就是以「綠頂」為主。
2008年，政府引入垂直綠化（或稱立體綠

化）的設計概念，顧名思義是綠化建築物的
垂直面，即是外牆。綠化方法有兩個：直接
在外牆上種植攀緣或下垂植物，和在外牆上

裝上種植用途的花槽或組件板。垂直綠化對
比「綠頂」的最大優勢有兩點：一，佔用體
積相對小，但覆蓋面積則大出好幾倍，適用
於多面的外牆及偏高的建築物。因此，在發
揮上文提及的改善空氣質素、降温節能等作
用，垂直綠化較「綠頂」有效益。二，由於
多面的外牆是面向地面，上文提及的美化、
感觀等享受，相對容易惠及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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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試指出綠化
政策的目標。

2. 高空綠化有什麼好處？
試舉例說明。

3. 有人認為城大的綠化天
台倒塌事件，顯示出舊
建築不適合進行綠化，
你如何評價此說法？

4. 針對城大的綠化天台倒
塌事件，你認為應如何
加強對綠化建築物的監
管？試舉例說明。

1. 本題同學需根據資料，指出綠化政策的目標是「透過大量種植花草
樹木，增加綠化帶的覆蓋面積，提高社會的生活質素」。

2. 本題同學可先簡介高空綠化，就是在建築物的內外空間進行綠化，
而這個做法的好處就是不受土地問題的限制，在較短時間內大幅增
加綠化帶的覆蓋面積。舉例方面，則可以舉綠頂項目，即是在屋頂
上鋪設草皮、種植樹木等。

3. 本題屬於開放評論題，同學需先了解綠化天台倒塌的原因，是在工
程開始前沒有入則申請，並忽略了原有的結構不能負擔增加的重
量，因此出現是次事件。若同學同意此說法，可以指出綠化天台所
增加的重量將超出舊建築的設計，做成危險；而反對的同學則可指
出，若經過合資格人士計算，綠化天台是可行的。

4. 本題亦是開放評論題，而論點在資料中亦可以找到，如加強檢查、
統一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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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改善空氣質素
．降溫節能
．調節城市小氣候
．美化環境
．提高競爭能力

好處
．物盡其用
．成本低廉
．佔用體積小
．覆蓋面積大

防止危險
．統一標準
．加強核對
．選用合資格人士
．提高危機意識

高空綠化

■■郵輪碼頭的綠化設施郵輪碼頭的綠化設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前渠務署副署長徐偉表示前渠務署副署長徐偉表示，，綠化工程既可綠化工程既可
替城市降溫替城市降溫，，又可美化環境又可美化環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大坑東洪水泵房的綠化工程大坑東洪水泵房的綠化工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市建局於荃灣的停車場外牆進行垂直綠化市建局於荃灣的停車場外牆進行垂直綠化，，種植約種植約44萬棵不同萬棵不同
種類的植物種類的植物，，提供約提供約77,,500500平方呎的綠化地帶平方呎的綠化地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城大陳大河綜合會堂綠化屋頂城大陳大河綜合會堂綠化屋頂55月月
2020日突然倒塌日突然倒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彩盈的綠化天台彩盈的綠化天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