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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廁極繁忙 康景街「臭名遠播」
日用量超3000人次 申署促三級制增人手清潔

申訴專員公署有關公廁管理及維修的調

查報告昨日出爐，發現負責公廁衞生的食

環署未「急市民所急」，使市民人有三急

時避以不用公廁。公署昨日指出，全港808

間公廁當中，有15間屬極繁忙，每日超過

3,000人次使用，保守估計每分鐘平均有兩

人使用，但獲食環署投放的清潔人手和清

潔次數，與每日使用量逾300人次的公廁看

齊，資源錯配使繁忙公廁的衞生水平下

降。其中，元朗康景街公廁是重災區，當

區居民表示該廁「臭名遠播」，未走近已

聞到臭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特區政府已由
2019/20年度起5年內增撥資源進行公廁翻新，但進
度緩慢。在全港逾800間公廁中，每間公廁平均相
隔約17年才獲翻新一次，而申訴專員公署的調查報
告更發現，政府對承建商延誤工程的罰則未能產生
足夠阻嚇力，有公廁維修承建商延誤工程125天，
賠償額僅54元，有些工程延誤16天更只須賠償兩
元。公署認為賠償額偏低，未能反映延誤問題的嚴
重性。
申訴專員公署昨日公布的調查報告指出，由建築
署聘用的承建商負責公廁工程，絕大部分工程都能
於指定時間內完成，每年只有數宗個案因延誤而須
向承建商收取算定損害賠償。不過，建築署承辦商
嚴重延誤個案，按政府工務工程合約條款向承建商
收取的賠償金額並不高。
有個案顯示，一個施工令金額為330元的維修天

花、牆身混凝土和批盪飾面的公廁工程延誤16天，
賠償金額僅為兩元。另有一個施工令金額為320元
的更換感應式自動沖廁閥公廁工程項目延誤125
天，結果賠償金額也只是54元。
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表示，由於原本工程費的金
額低，只涉及數百元，所以計算出來的賠償金額同
樣偏低，以該宗延誤125天的個案為例，對於用者
而言很不便，但賠償金額低，所以沒有特定有效的
阻嚇作用，會與建築署研究，如何改善釐定罰則。

翻新一次 平均等17年
申訴專員公署同時發現公廁的翻新進度緩慢，全

港808間公廁中，每年僅翻新約48間，即每間公廁
平均隔約17年翻新一次。公署認為，食環署應定期
檢討翻新公廁的優次，以檢視是否有多年不獲翻新
的公廁，其設備陳舊、失修或經常損壞，如有需

要，可考慮向政府申請增撥資源，把具較高優先次
序的公廁納入翻新計劃。
建築署昨日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一直

遵循政府工務工程的指引及合約條款嚴格監管承建
商，當發現工程進度出現問題，建築署會適時向承
建商採取相應措施，包括舉行額外進度會議、發出
警告信、約見承建商的高層管理人員要求作出即時
改善，以及在承建商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如實反映
其表現等，季度表現評核報告的評分將影響其將來
競投政府合約的機會。
就申訴專員的建議，建築署會檢視其他施工令罰

則的可行性，以提高對延誤施工的工程承建商起實
質的阻嚇力。由於建築署須與其他各工務部門監管
承建商之措施保持一致，故須諮詢相關政策局或部
門，務求在增加罰則阻嚇力的同時，能與其他工務
部門相若之合約的處理手法保持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申訴
專員公署昨日就機電工程署對升降機
及自動梯的監管機制發表主動調查報
告，發現機制有六大不足，包括預先
通知巡查行動、巡查次數、資訊發放
透明度等均須改進。最引人詬病的是
突擊巡查次數不足：2018年11月至
2020年12月期間，署方突擊巡查次
數，僅佔每月平均巡查總數的3.6%。
對犯錯的承辦商，機電署一般會呈報
發展局，並成立紀律審裁委員會進行
聆訊，但報告指署方的呈交機制無一
致準則。
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發表有關升降

機及自動梯調查報告時表示，香港在
2017年和2018年接連發生嚴重升降機

和自動梯事故，令人質疑機電署的安
全監管是否足夠，亦帶出升降機及自
動梯老化和不合時宜的問題。公署就
此情況進行主動調查，發現機電署對
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監管有六大不
足之處。

突擊巡查率偏低
她指出，機電署的巡查機制成效存

疑，例如在巡查前會先聯絡註冊承辦
商確認保養工作時間，認為此做法會
削弱巡查的阻嚇力。同時，突擊巡查
的頻率偏低，每月平均僅佔保養巡查
總數約3.6%，對老舊及表現評級較差
承辦商所保養的升降機及自動梯進行
的實地巡查次數不多，在抽選檢驗報

告再聯同註冊承辦商進行機件查核的
比例亦甚低，核查時亦不會全面檢視
定期檢驗時涵蓋的所有項目。
根據現時規定，註冊工程人員在同
一天處理逾6部升降機或自動梯的保
養工作，註冊承辦商事後須向機電署
報告宗數及說明原因。公署指，部分
出現超額處理的原因包括升降機及自
動梯在鄰近、工作較簡單等，但認為
這種「先超額、後報告」的監管方式
過於被動，何謂「超額」的「合理原
因」及在什麼情況下接受「超額」保
養亦無訂立具體準則。

涉違紀個案採取跟進行動不足
公署批評，機電署對涉嫌違紀個案

採取的跟進行動不足，如沒有將被檢
控或定罪的註冊承辦商或人員的個
案，轉呈紀律審裁委員會進行紀律聆
訊；在網站公布機件故障事故的描述
非常簡短和籠統，無助大眾和業界了
解事故具體情況；優化舊式升降機及
自動梯的成效並不理想，截至去年底
僅18%舊式升降機和7.5%舊式自動梯
已進行優化工程，這些均須改善。
機電署回應表示，一直不斷優化監

管機制並加強執法力度，巡查次數由3
年前每年約1.1萬次，大增至前年及去
年約2.9萬次。該署會積極跟進申訴專
員公署的報告建議，部分已落實，包
括提升突擊巡查的比率，已由每月約
50次增至逾100次，並會繼續檢討及
適量增加；已就紀律聆訊個案公布更
多資訊；推出電子平台讓承辦商以電
子模式提交及更新保養時間表等，並
會跟進其他建議。

升降機自動梯出事故 申訴署批機電署監管六不足

●中環民耀街公廁膺中西區最佳公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元朗康景街公廁，居民表示未走近已聞到臭味。 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截圖

中環中環
最清潔公廁最清潔公廁

元朗元朗
最污穢公廁最污穢公廁

●申訴專員指機電署對升降機自動梯監管不足。 資料圖片

公廁維修延誤16天僅罰兩蚊

●廁所內安設了人流統計儀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中環街市公廁獲得最高評分，改善了異味及地面濕滑的情
況。 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截圖

●元朗康景街公廁是重災區，垃圾桶旁邊
有紙巾。 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截圖

●元朗康景街公廁地面濕滑。
申訴專員公署報告截圖

目前外判承辦商要遵照公廁潔淨服務表現指標，確保
公廁潔淨程度達至A級水平，惟該標準不適用於食

環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198間公廁。申訴專員公署於去
年11月派員到「臭名遠播」的元朗康景街公廁視察，發
現該公廁的環境衞生較差，地面和洗手盆濕滑、部分廁格
地面滿布垃圾、沒有廁紙供應、垃圾桶也裝滿，公廁內多
個設施的潔淨程度普遍未及A級程度。

居民：人流高 清潔工難免洗唔切
據食環署統計，包括該公廁在內的15間公廁每天使用
率超過3,000人次，而元朗康景街公廁由於鄰近住宅和商
販稠密的街道，使用率更是絡繹不絕。居民接受傳媒訪問
時也承認，該公廁人流高，清潔工人難免洗唔切。
申訴專員趙慧賢昨日指出，食環署會按公廁的使用率決
定投放多少資源提供潔淨服務，以及是否把該公廁納入翻
新計劃的主要考慮因素，若公廁每天使用率達300人次或
以上，會被界定為高使用率公廁，要求外判承辦商安排廁
所事務員長駐。
但公署調查發現，食環署的劃線太籠統，因為全港有
248間高使用率公廁，佔總額31%，當中有101間公廁使
用率達每天1,000人次或以上，更有15間公廁每天有超過
3,000人次使用，卻與300人次以上的公廁同級別。趙慧
賢認為在維修保養、翻新等方面，有關評級不合理，食環
署應細分為高中低三個級別處理，按需要增加人手和清潔
次數。
至於食環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則沒有為清潔工
人或管工提供較為客觀的潔淨服務表現指標。公署引述食
環署的數據，去年1月至9月沒有員工因履行公廁潔淨服
務的工作欠妥而按公務員紀律處分機制審理或受懲處的記
錄，但投訴數據顯示，食環署接獲的投訴中，每年有約
8%至12%個案涉及該署直接提供潔淨服務的公廁。
趙慧賢表示，如果管工巡查發現公廁的清潔程度不如理
想，會直接指示清潔工人清洗至妥當，但是何謂理想、何
謂妥當食環署沒有訂立一個客觀的標準，建議參考監管外
判承辦商的機制，制訂具體的服務表現指標，讓該署前線
員工遵從。

公廁衞生水平影響港國際形象
曾提出「公廁革命」的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批評，
公廁衞生水平影響香港的國際形象，建議食環署加強巡查
公廁，嚴懲違規的服務承辦商。
食環署昨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已落實報告中
大部分建議，正積極研究或跟進餘下的建議，並感謝申訴
專員就公廁管理和維修發表調查報告，認為報告對於食環
署加強宣傳教育及研究改善公廁設備的工作予以肯定，也
認同有關部門利用科技建立溝通平台，以提升維修保養工
程的效率是可取的發展方向。
食環署表示，元朗康景街公廁曾在2008年完成翻新工
程，目前已被納入在2019/20年度優化公廁翻新計劃，暫
定在今年6月開展翻新工程，以改善公廁環境。

全港使用率最高十五公廁
●中西區民耀街公廁

●油尖區上海街/窩打老道公廁

●油尖區街巿街公廁

●油尖區尖沙咀碼頭廣場公廁

●旺角區洗衣街公廁

●深水埗區南昌街公廁

●深水埗區鴨寮街公廁

●觀塘區崇仁街公廁

●葵青區葵芳站巴士總站公廁

●荃灣區德華公園公廁

●元朗區康景街公廁

●元朗區擊壤路公廁

●元朗區落馬洲公共交通交匯處公廁

●元朗區落馬洲管制站公廁（北）

●元朗區谷亭街公廁

註：2019年的統計，以上公廁
每日使用量超過3,000人次

資料來源：申訴專員公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