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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分：引言 

1.1 本部分闡述這項帳目審查的背景，並概述其目的及範圍。 

政府建築物和設施的維修和翻修 

1.2 建築署就政府建築物和設施（註1）的設計、建造和維修提供專業服務。 

該署的物業事務處（見附錄A 的組織架構圖）負責策劃和進行維修工程（註幼；

建築署署長是在以下供進行維修工程的財政撥款的管制人員（註3): 

卹 修簣及一般維修工程 使用政府一般收人帳目總目 25（建築署）分

目218（政府建築物維修工程的運作開支）項下的撥款進行，20叫－ 

05年度的預算開支為 4.76億元。工程可以由最終用戶或建築署提

出，包括例行維修工程（例如修理滲水毛病）及緊急修聳工程； 

(b）翻修及定期維修工程 使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3（建築物）分

目3004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註。進行翻修政府建築物

工程）項下的整體撥款進行， 2004-05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 11.32 億

元。翻修及定期維修工程主要由建築署建議進行，包括以下由於

規模太大而不能使用上文（抑段所述的政府一般收人帳目項下維修

撥款進行的工程： 

(i） 翻修工程 主要包括翻新及／或更換建築構件和設施，例如

升降機、電線和排水管道；及 

（泌 定期維修工程 主要包括建築物內部和外部粉飾工程，例如

重髭外牆和更換地磚。多年沒有進行全面裝修或修薑的建築

物會獲選定進行定期維修；及 

(c）小規模建築工程 使用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3（建築物）分目 

3 101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項下的整

體撥款進行，2004-05 年度的預算開支為六億元。小規模建築工程 

註”：政府建築物包括政府辦公大樓、政府宿舍及文娛中心；政府設施包括公眾游泳池、遊

樂場及公廁。 

註 2：進行維修工程除了涉及建築工程外，也需要屋宇裝備和工料測量等相關服務。這些相

關服務由其他部門提供，例如機電工程署或建築署的其他分處（如工料測量處）。 

註3：建築署也為受資助學校、醫院等提供維修服務；這些服務的費用在教育統籌局、醫院

管理局和其他政府部門管制的財政撥款項下撥付。 

註 4：丁級工程項目屬小規模工程，每項所需費用不超過 1,500 萬元，從整體撥款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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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主要由決策局／部門（下稱使用部門）要求進行，包括改建、加

建、改善和裝修工程。這些工程有助改善建築物／設施的狀況和

辦公地方的水平。這類工程的例子包括街市和游泳池改善工程， 

以及垃圾收集站、公廁和鄰舍休憩用地的建造工程。 

定期合約 

1.3 建築署聘請定期合約承建商進行維修工程。以定期合約方式（註 5）安排

工程，不但可節省擬備基本工程合約文件的時間，也可靈活地在施工期問更改

工程的範圍及／或設計（註 6)。建築署已批出： 

卹 十份建築和電力裝置工程的維修定期合約； 

(b）四份“設計與施上’小規模工程的定期合約；及 

(c）三份“設計與施上’裝修工程的定期合約。 

這些維修定期合約和“設計與施上’定期合約覆蓋不同地區。 

帳目審查 

1.4 審計署最近就建築署進行的維修工程進行審查，重點包括下列幾方面： 

卹 建築署編訂的翻修工程計劃及使用部門要求進行的小規模建築工

程（見第 2 部分）; 

(b）定期合約施工令的管理（見第 3 部分）; 

(c）施工令的計量和付款程序（見第4 部分——註 7)；及 

（由 政府建築物維修個案研究（見第 5 部分）。 

1.5 審計署發現，在策劃和進行維修工程方面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鳴謝 

1.6 在帳目審查期問，建築署人員充分合作，審計署謹此致謝。 

註 5：定期合約一般為期二至三年。 

註 6：建築署也批出總價合約和報價合約，以進行維修工程。 

註 7：一九九四年三月，審計署就建築署的定期台約施工令的計量和付款程序進行審查。建

築署其後採取了一些措施，解決有關問題。這項帳目審查檢討現狀，並提出多項建

議，以期進一步改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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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2.1 本部分探討由建築署蝙訂的翻修工程計劃，以及使用部門要求進行的小

規模建築工程。 

翻修及定期維修工程 

2.2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3分目 3004GX 政府建築物的主要建築構

件，例如水管裝置、外牆批盪、電線及天台防水層等，往往因老化及風化而在

使用期屆滿前損壞。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703（建築物）分目3004GX（為工務

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翻修政府建築物工程）項下的整體撥款可用來進行建築

署勘測時認定須進行的維修工程。這些工程包括以下兩類： 

卹 翻修工程 翻修工程包括更換及／或翻新損壞的建築構件和設

施，以期改善公眾健康和衛生，加強公眾安全和樓宇保安，以及 

提升建築物標準。照片一顯示游泳池的翻修工程；及 

照片－ 

游泳池的翻修工程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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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b）定期維修工程 定期維修工程包括建築物的內部和外部粉飾工

程。維修周期視乎個別建築物的使用情況而定。舉例來說，公共

圖書館和公廁可能每年進行一次定期維修工程；其他政府建築物

可能每四年進行一次定期維修工程；位處偏遠地區、級別較低的

宿舍可能每隔六至七年才進行一次定期維修工程。照片二顯示社

區會堂外部的維修工程。 

照片二 

社區會堂外部的維修工程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2.3 周無預算的核准 在編訂周年預算時，建築署會蝙訂翻修工程計劃，以

申請分目 3004GX 項下的撥款。翻修工程計劃包括以下翻修工程和定期維修工

程： 

卹 新的翻修工程 新的項目按緩急次序逐一列出（註8); 

註 8：在編訂該計劃時，關乎公眾安全、‘葡生或健康的工程項目緩急次序會較高。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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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新的定期維修工程 由於這些項目涉及很多費用較低的項目，因

此不會逐一列出；及 

(c) 承接項目 這些項目是承接往年的未完成工程項目。 

工務小組委員會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建議批准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申

請。 

2.4 批准建築署編訂的周無翻修工程計劃 撥款申請獲財務委員會批准

後，建築署會把翻修工程計劃提交政府產業工程策略小組（註 9）審批。建築署

署長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轉授權力，修言〕翻修工程計劃和個別項目的費用

預算，但須符合以下條件： 

卹 就翻修工程計劃而言，經修改的項目（即延期進行、刪除、提前進

行、新增或被取代的項目）累積數目不得超過項目總數的四分之

一；或 

(b）修訂個別項目的費用預算不應使整體撥款增加。 

建築署署長作為分目 3004GX 項的管制人員，獲授權批准不超過 1,500 萬元的

個別項目。 

2.5 分目 3004GX項下的核准預算及實際開支 表一列載 2002-03 及2003-
04 財政年度在分目 3004GX 項下的核准預算，以及承接項目及建議新項目的預

計及實際開支。 

註 9：政府產業工程策略小組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3 擔任主席。小組成員包

括建築署署長、政府產業署署長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庫務）E。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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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表－ 

分目 3004GX 項下的核准預算及實際開支 

分目 

3004GX 

2002-03 無度 2003-04 無度 

頂

開
註
 

 
計
支
，
  

實際 

開支 

實際開支 

高於／（低於） 

預計開支 

耐
蔽

(
p
1
)
 

 

實
開
 
際

支
 

實際開支 

高於／（低於） 

預計開支 

(a) (b) (c) = (b) 一 (a) (d) (e) o =(e）一（d)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A）承接項目 

承接往年未 

完成的項目 

1,2叩 1,s27 327 27% 1,837 2，以8 211 11% 

(B）建議的新翻修和定期維修工程 

o 建議 

翻修工程 

870 446 (424) (49%) 30s 87 (218) (71 

曲建議 

定期維修 

工程 

458 539 

（註 2) 

81 18% 158 156 

(2)  

(1%) 

小計 1,328 985 (343) (26%) 463 243 (
2
2
0
)
 

(48%) 

總計 

(A) + (B) 

2,528 

(  

2,512 (16) (0.6%) 2,300 
	

(,ffi  

2,291 (9) (0.4%)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承接項目和建議新項目的預計開支分項數字已提交立法會秘書處，以供工務小組委員

會委員在審議整鵑囉款時參考。撥款申請獲財務委員會相匹准後，預計開支總額即成為

整體撥款的核准預算。預計開支也有助建築署對整體撥款實施管理和財政控制。 

註 2：這項開支包括用來改善消防裝置的 5,5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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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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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2.6 表一顯示： 

卹 就承接項目（見表一（A）項）而言，實際開支多於預計開支，2002-
03 年度的差額為 3.27 億元（佔 12 億元預計開支的 27%),2003-
04年度的差額為 2.11 億元（了占 18.37 億元預計開支的”%)；及 

小）就建議翻修工程（見表一（B) (i）項）而言，實際開支少於預計開

支， 2002-03 年度的差額為 4.24 億元（佔 8.7 億元預計開支的 

49%),2003-04年度的差額為2.18 億元（了占 3.05 億元預計開支的 

71%)。 

新翻修工程的進行情況 

2.7 如第 2.6助段所述，在 2002-03 及 2003-04 年度，建築署建議進行的新

翻修工程（分目 3004GX 項下）的實際開支遠少於其預計開支。審計署曾審查這

兩個年度的翻修工程計劃，以確定有關項目的進度，審查結果載於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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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表二 

新翻修工程的進行情況 

新翻修工程 

2002-03無度 200 3-04 無度 

項目 

核准預算 

中的預計 

開支 項目 

核准預算 

中的預計 

開支 

（項） （百萬元） （項） （百萬元） 

(A）建議的新翻修工程項目 454 870 281 305 

(B）年內新翻修工程項目的

進度： 

。） 沒有進行的項目 

卹已刪除的項目 112 111 5 7 

(b) 尚未動工的項目 118 

（註 1) 

229 177 

（註 2) 

185 

小計 230 340 182 192 

(ii）已進行的項目 224 530 99 113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底， 118 項翻修工程項目的情況如下： 

卹 101項已從翻修工程計劃中刪除； 

(b) 2 項尚未動工；及 

。 15 項已經動工。 

註2：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底， 177 項翻修工程項目的情況如下： 

卹 印項已從翻修工程計劃中刪除； 

(b) 97項尚未動工；及 

。 加項已經動工。 

8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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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2.8 表二顯示，有多項由建築署建議的新翻修工程沒有在有關無度內如期進

行： 

卹 2002-03 無度建議進行的 454 項新項目中，有 230 項（51%）沒有

進行；及 

偽） 2003-04 無度建議進行的 28”項新項目中，有”82 項（65%）沒有

進行。 

這些項目大多數已從翻修工程計劃中刪除（言主 10) (翻修工程計劃本來是建築署

在分目3004GX 項下申請鱗欠的f亡據），結果，本來用來在有關年度內進行這些

項目的撥款有很大部分並非作原定用途。在200 2-0 3無度，這筆款項達3.4 億

元，佔建議項目8.7 億元撥款的 39% 。在 2003-04 無度，這筆款項達 1.92 
億元，佔建議項目 3.05 億元撥款的 63% 

審計署的意見 

新翻修工程的進行情況 

2.9 根據建築署的《分組手冊》（下稱工程管理手冊）: 

卹 為擬備預算和申請撥款，工程管理人員應提供翻修工程項目的時

間表，列明工程項目的勘測、規劃及施工階段； 

化）只有可以在下一財政年度內大致上完成的項目（或其部分），才應納

人撥款申請內；及 

(c）為這些工程項目擬備施工時問表，有助在每個財政年度預留正確

數額的款項，支付該年度招致的開支。 

註 10：就很多已刪除的項目而言，提交建築署署長申請從翻修工程計劃中刪除有關項目的

文件，並無提出任何理由。至於其他項目，文件提出的理由包括：卹場地的狀況良

好／可以接受；(b)場地會重新發展；。工程無須進行；及昀工程已納人其他工程

項目。以南灣公廁翻修工程為例。該項工程在 2002-03 年度獲撥款 50萬元，被刪除

的原因是公廁的狀況良好，沒有迫切需要進行翻修工程。另一個例子是紅砌室內運

動場重鋪屋頂工程。該項工程在 2003-04 年度獲撥款 190 萬元，被刪除的原因是有關

毛病已由負責保養的公司修補妥當。 

9 — 9 —

2002�03 454 23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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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2.10 如第 2.8 段所述，建築署建議的新翻修項目中，很多沒有按計劃進行， 

並已從翻修工程計劃中刪除。審計署認為，為了加強問責性（註”）和管理控

制，建築署應審慎檢討為申請撥款而選定須在下一財政無度進行的翻修工程的

現行措施是否有效。 

承接項目的撥款 

2.11 如第 2.6(。段所述，在 2002-03 及 2003-04 年度，承接項目的實際開支

較預計開支分別多出 3.27 億元（佔 12 億元預計開支的 27%）和 2.11億元（佔 

18.37 億元預計開支的 11%)。由於很多建議的新翻修項目沒有進行（見第 2.8 
段），剩餘的撥款可用來進行承接項目。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採取必要措施， 

盡量確保承接項目的實際開支總額不會超逾核准預算中的預計開支總額。 

審計署的建議 

2.12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 

卹 審慎檢討為申請撥款而選定須在下一財政無度進行的翻修工程的

現行措施是否有效；及 

(b）採取必要措施，盡量確保承接項目的實際開支總額不會超逾核准

預算中的預計開支總額。 

當局的回應 

2.13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2.12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建築署會審慎檢討為申請撥款而選定須進行的翻修工程的現行措

施是否有效； 

。）建築署認為，如在蝙訂周年預算時與使用部門加強協調和溝通， 

可改善對翻修工程進行情況的管理控制； 

(c）翻修工程的挑選準則已在 2004-05 年度修訂，關乎公眾安全、健康

和衛生的工程項目會獲編配較高的緩急次序。這有助建築署取得

使用部門對擬進行的工程項目的支持； 

註”：當局向立法會秘書處提交列載所有項目的清單，以便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審議整體

撥款申請。 

一10 一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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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仲 審核2005-06 年度翻修工程計劃的政府產業工程策略小組會議提前

在二零零五年一月舉行；往年的會議通常在三／四月間舉行。由

於該小組提早通過翻修工程計劃，隨後一年便會有更多時間規劃

和進行工程項目； 

(e）由於工程造成滋擾（例如施工期間產生的噪音和塵埃），以及難以在

不影響使用部門的運作下安排施工，施工時間往往大為延長，有

時更要取消建議工程項目； 

o 在2002-03 及2003-04 年度，政府推出創造就業機會的措施。在這

兩個年度，分目 3004GX 項下的撥款是平時的兩倍。建築署藉此機

會清理積壓的維修工程；這些工程因工地環境的掣肘和使用部門

施加的限制而延期進行。在使用部門的合作和員工的努力下，建

築署能夠在這兩個財政年度完成大量承接項目；這正是 2002-03 年

度承接項目的實際開支總額較預計開支多 27% 的原因。在 2003-04 
年度，由於預期 2004-05 年度的撥款額會回復正常，因此很多建議

工程項目沒有進行，以免承接項目使 2004-05 年度的財政承擔額過

大；及 

(g）建築署會嘗試更準確地預計新項目與承接項目的比例，確保承接

項目的實際開支總額不會超逾核准預算中的預計開支總額。 

小規模建築工程 

2.14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703分目3101 GX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03 
（建築物）分目 3 101GX（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項下的

整體撥款專供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例如改建、加建、改善及裝修工程。小規

模建築工程可改善建築物和設施的水平和狀況，主要由使用部門要求進行。照

片三顯示危險品倉庫的小規模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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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照片三 

危險品倉庫的小規模建築工程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2.15 周無預算的核准 建築署署長在編訂周年預算時，邀請使用部門申請在

分目 3 1O1GX 項下撥款進行工程項目。就超過 100 萬元的新項目而言，使用部

門須就每個項目提交申請，並按緩急次序列出所有項目。至於不超過 100 萬元

的新項目，由於涉及很多費用較低的項目，建築署會擬備總額預算。政府產業

署也會為新的裝修工程提供總額預算。建築署會申請撥款進行新項目和承接往

年的未完成工程項目。工務小組委員會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批准基本工程儲備基

金整體撥款申請。 

— 12 —



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2.16 批核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的權力 批核進行分目 3 101GX 項下的小規模

建築工程的權力如下： 

卹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3 諮詢政府產業工程策略小組 

（註 1幼後，可批核進行不超過 1,500 萬元的小規模建築工程； 

(b）建築署署長諮詢小規模建築工程委員會（言主 13）後，可批核進行不 

超過 1,000 萬元的小規模建築工程（裝修工程除外）; 

(c）政府產業署署長可批核進行不超過 1,000 萬元的裝修工程（言主1勺；

及 

（。 助理署長（物業事務）可批核進行不超過 100 萬元的小規模建築工

程（裝修工程除外）（註 15）。 

2.17 分目 3101 GX項下的核准預算及實際開支 表三列載 2002-03 及 2003-

04 財政年度在分目 31O1GX 項下的核准預算，以及承接項目和建議新項目的預

計及實際開支。 

註 12：政府產業工程策略小組的主席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3 擔任。該小組

負責訂定準則，以決定建議在分目 31O1GX 項下撥款進行的小規模建築工程的緩急次

序。 

註 13：小規模建築工程委員會的主席由建築署署長擔任，成員包括助理署長（物業事務）、 

綜合工程經理和政府產業署署長或其代表。該委員會負責審議每項超過 100 萬元的

建議小規模建築工程（裝修工程除外），並決定各項工程的緩急次序。 

註 1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秘書長（庫務）3 諮詢政府產業工程策略小組後，可批准預算開

支介乎 1,0叩萬元與 1,5叩萬元之問的裝修工程。 

註15：建築署的高級屋宇保養測量師可批核進行不超過 10 萬元的小規模建築工程（裝修工

程除外）。 

一13 一 —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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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表三 

分目 3IOIGX 項下的核准預算及實際開支 

分目 3101GX 

2002-03年度 2003-04 年度 

殲
皺
劇
 

實際 

開支 

實際開支 

高於／《低於） 

預計開支 

簫
皺
劇
 

實際 

開支 

實際開支 

高於／《低於） 

預計開支 

(a) (b) (c) = (b) - (a) (d) (e) o=(e）一（d)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 

(A）承接項目 

承接往年未 

完成的項目 

398 s38 140 35% 335 451 116 35% 

（日）建議的新小規相 庭建築工程 

ci) 預算超過 

1團萬元 

的建議項目 3s6 

（註 2) 

引  

(29)  (8%) 38s 

（註勁 

98 

(161) 

(42%)  

(ii）預算不超過 

100萬元的

建議項目 

246  126 

小計 3s6 327 (29) (8%) 38s 2
2
4
 

(
1
6
1
)
 

(42%) 

(iii）建議裝修 

工程 

288 35 Q
5
3
)
 

(
8
8
%
)
 

印 80 叩 33% 

總計 

(A)+（日） 

1,042 

《核准預算） 

900 (142) (14%) 780 

《核准預算） 

755 (25) (3%)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承接項目和建議新項目的預計開支分項數字已提交立法會秘書處，以供工務小組委員

會委員在審議整體撥款時參考。撥款申請獲財務委員會批准後，預計開支總額即成為

整體撥款的核准預算。預計開支也有助建築署對整體撥款實施管理和財政控制。 

註2：並無關於預算超過 100萬元的建議新項目和預算不超過 100 萬元的建議新項目的分項

數字。 

2.18 表三顯示： 

卹 就承接項目（見表三休）項）而言，實際開支多於預計開支，2002 

03 年度的差額為”.4 億元（佔 3.98 億元預計開支的 35%),2003-

04 年度的差額為 1.16 億元（f占 3.35 億元預計開支的 35%); 

-14 - — 14 —

3101GX

3101GX

2002�03 2003�04

( ) ( )

( 1) ( 1)

(a) (b) (c) = (b) � (a) (d) (e) (f) = (e) � (d)

( ) ( ) ( ) (%) ( ) ( ) ( ) (%)

(A)

140 35% 116 35%

(B)

81 98

(29) (8%) (161) (42%)

1,042 900 (142) (14%) 780 755 (25) (3%)

(A)+(B) ( ) ( )

( (A) ) –

1.4 35% –

1.16 35%



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就預算超過”00 萬元的建議新項目及不超過”00 萬元的建議新項

目（見表三（B)(i）和（B)(ii）項）而言，實際開支少於預計開支， 

2002-03 年度的差額為 2,900 萬元（了占 3.56 億元預計開支的8%), 
2003-04 年度的差額為”.6”億元（佔 3.85 億元預計開支的42%); 
及 

(c）至於新的裝修工程（見表三（B)(iii）項）,2002-03 年度的實際開支較

預計開支少2.53 億元（f占 2.88 億元預計開支的88%)，而 2003-04 
年度的實際開支則較預計開支多 2,000 萬元（了占 6,000 萬元預計開

支的 33、細日16)。 

新小規模建築工程的進行情況 

2.19 表三顯示，在 2002-03 及 2003-04 年度，分目 3101 GX 項下預算超過 

100 萬元的建議新項目（見表三B(i）項）的實際開支分別只有 8,100 萬元及 

9,800 萬元，相對於預算不超過 100 萬元的建議新項目的實際開支為少。審計

署曾審查預算超過 1,000 萬元的項目，以確定這些項目的進度。審查結果（見

表四）顯示： 

卹 在2002-03年度，這類項目有 30 項，預計開支總額為 1.25 億元（佔

所有建議新項目的 3.56 億元撥款的 35%——見表三B (i）及（ii) 
項）；及 

小）在2003-04 年度，這類項目有42項，預計開支總額為1.41億元（佔

所有建議新項目的 3.85 億元撥款的 37%——見表三B(i）及（ii) 
項）。 

註化 2002-03 年度新裝修工程的 2.88 億元預計開支極其偏高。建築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

表示，由於政府部門縮減規模，2002-03 年度辦公室裝修工程的申請數目大幅減少。 

2003-04 年度新裝修工程的預計開支已大幅調低至 6,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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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預算超過”,000 萬元的新小規模建築工程的進行情況 

新小規模建築工程 

2002-0 3 無度 2003-04 無度 

項目 

核
中
 
算

計

准的
開
 
預
預

支
 

項目 

核准預算 

中的預計 

開支 

（項） （百萬元） （項） （百萬元） 

(A）預算超過”,000 萬元

的建議新項目（註” 

30 125 42 
（註 2) 

141 

(B）年內新項目的進度： 

。）沒有進仃的， 27 
（註 3) 

113 33 
（註 4) 

117 

。。 已進行的項目 3 12 9 24 

資料來源： 建築署的記錄 

註1：建議新項目包括街市及游泳池改善工程，以及垃圾收集站、公廁及鄰舍休憩用地的建

造工程。 

註 2：審計署的分析並不包括 8 項建議消防改善工程，因為這些項目雖然包括在建築署提交

的文件內，但沒有在 2003-04 年度申請撥款。 

註 3: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中， 27 項小規模建築工程的情況如下： 

卹 5 項在 2003-04 年度進行； 

卹 1項納人在分目 3004GX 項下撥款進行的 2004-05 年度翻修工程計劃；及 

。 21項尚未進行。 

註 4: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中， 33 項小規模建築工程的情況如下： 

卹 3 項在 2004-05 年度進行； 

卿 3 項納人在分目 3004GX 項下撥款進行的 2004-05 年度翻修工程計劃； 

(c) 1項不獲批准；及 

。 26 項尚未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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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2.加 表四顯示，有多項由使用部門建議的小規模建築工程沒有在有關無度內

如期進行： 

卹 2002-0 3 無度 30 項建議新項目中，有 27 項（90%）沒有進行；及

化） 200 3-04 無度 42 項建議新項目中，有 33 項（79%）沒有進行。 

建築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就上述不少項目而言，使用部門沒有向建築

署申請進行這些項目。審計署注意到，有些項目因批地問題或使用部門仍未決

定工程範圍而尚未準備就緒（註 17)。 

2.21 結果，本來用來在有關年度進行這些項目的撥款有很大部分並非作原定

用途。在 2002-03 年度，這筆款項達 1.13 億元，佔建議項目 1.25 億元撥款

的 90%（見表四（A）及（B)(i）項）。在 2003-04 無度，這筆款項達 1.17 億元， 

佔建議項目”.4”億元撥款的 83%（見表四（A）及（B)(i）項）。 

審計署的意見 

新小規模建築工程的進行情況 

2.22 每年分目 3 101GX 項下都預留款項進行小規模建築工程。當局把列明所

有使用整體撥款進行的項目清單提交立法會秘書處，供工務小組委員會委員審

議整體撥款時參考。 

2.23 審計署注意到，周年預算獲核准後，不少建議項目沒有如期進行，其中

一些由於仍未準備就緒，因而撒回。建築署表示，使用部門在編訂周年預算時

建議的項目最終沒有進行，情況並非不常見。 

2.24 在 2004-05 年度，當局編訂周年預算後，發現須撥出大筆款項進行承接

項目，因此在審批小規模建築工程項目方面，作出新的安排，主要目的是確保

把有限的撥款妥善分配予各個小規模建築工程項目。在 2005-06年度蝙訂周年

預算時，當局正式實施新的安排，務求妥善審核這些項目和決定這些項目的緩

急次序，並確保只為已準備就緒、可在下一年度進行的項目承擔款項。審計署

認為，建築署應密切監察新安排的成效，確保在編訂周無預算時，妥善審核小

規模建築工程建議。審計署也認為，建築署應在申請撥款前，審慎評估各個項

目是否已準備就緒，可在下一財政無度進行。 

註 17：以在元朗工業寥興建垃圾收集站暨公廁和檢獲物品存放處的項目為例。在 2002-03 
年度，該項目已獲撥款 380 萬元，但因批地問題而撒回。另一個例子是一項垃圾收

集站改善工程。在 2003-04 年度，該項目已獲撥款 540 萬元，但因使用部門尚未決定

工程範圍而未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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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承接項目的撥款 

2.25 如上文第 2.18卹段所述，在 2002-03 及 2003-04 年度，承接項目的實際

開支較預計開支分別多出 1.4 億元（佔 3.98 億元預計開支的 35%）及 1.16 億元

召占 3.35 億元預計開支的 35%)。由於使用部門建議的新小規模建築工程中，有

很多沒有進行（見第 2．加段），剩餘的撥款可用來進行承接項目。審計署認為， 

建築署應採取必要措施，盡量確保承接項目的實際開支紉額不會超逾核准預算

中的預計開支總額。 

審計署的建議 

2.26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 

卹 密切監察審批小規模建築工程項目的新安排的成效，確保在編訂

周無預算時，妥善審核小規模建築工程建議； 

(b）在申請撥款前，審慎評估各個小規模建築工程項目是否已準備就

緒，可在下一財政無度進行；及 

(c) 採取必要措施，盡量確保承接項目的實際開支總額不會超逾核准

預算中的預計開支總額。 

當局的回應 

2.27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2.26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建築署同意有需要在申請撥款前，審慎評估各個小規模建築工程

項目是否已準備就緒，可在下一財政年度進行。這個做法已在提

交 2005-06 年度的工程項目撥款申請時採用； 

。）根據2004-05 年度作出的新安排，建築署現時會初步審批使用部門

提交的工程項目清單（見第 2.24 段）; 

(c）在蝙訂周年預算時，建築署會提醒使用部門須在提交工程項目的

撥款申請前，先解決土地問題，確定面積分配表已獲批核，以及

已預留款項支付經常開支等； 

(d) 長遠來說，審批小規模建築工程建議的新安排能確保更多建議工

程項目按照已提交的計劃進行，並有助預測工程項目的現金流量

和監察工程項目的開支； 

(e）由於小規模建築工程的工程範圍和施工時間表往往須予修訂，因

此有需要保留一定的靈活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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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修及小規模建築工程 

（。 建築署會檢討新安排（即審批使用部門擬申請撥款進行的小規模建

築工程）的成效。 

2.28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同意第 2.12 及 2.26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

示： 

卹 審批小規模建築工程建議的新安排的確是為了確保妥善審核這些

工程項目和決定這些項目的緩急次序，並確保只為已準備就緒、 

可在下一年度進行的工程項目承擔款項；及 

(b）會繼續監察和按需要改善這項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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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施工令的管理 

3.1 本部分探討根據維修定期合約及“設計與施上’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

令的管理情況。 

維修定期合約及“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 

3.2 維修定期合約 建築署批出十份覆蓋不同地區的維修定期合約，以便進

行建築工程及電力工程，其中八份在二零零四年四月生效，其餘兩份在二零零

二年七月生效。 

3.3 由於八份維修定期合約在二零零四年四月才生效，這些合約完成的施工

令及小型工程施工令（註 18）為數不多。因此，審計署主要著眼於根據在二零

零二年七月生效的兩份合約和合約期已屆滿的八份舊合約（下稱“期滿合

約”→主 19 ，詳情見附錄 B）發出的施工令。 

3.4 “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 建築署也批出七份覆蓋不同地區的‘設計與

施上’定期合約，其中四份是有關小規模工程，三份是有關裝修工程。為取

得足夠施工令以作有效的分析，審計署主要看眼於三份仍然在進行中的合約 

（在二零零二年生效）及四份期滿合約（詳情見附錄 B)。 

3.5 	在 2003-04年度，根據十份維修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約有23 5帥份， 

小型工程施工令約有 328000 份。此外，根據七份“設計與施工”吳辟玥合約發

出的施工令約有 1 700 份。 

3.6 工程管理小組 建築署物業事務處負責管理這些定期合約。物業事務處

下設有多個維修組，每組由一名高級物業事務經理主管。高級物業事務經理負

責維修某個地區內訂有維修或“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的政府產業，其下有

三至四名物業事務經理，每名物業事務經理帶領一隊工地監督人員，其中包括

高級物業事務主任／物業事務主任。這些隊伍負責擬備費用預算，發出施工

令，檢查工程質素，以及核實工程是否已經完成。這些隊伍只負責建築工程；

電力工程由機電工程署借調的屋宇裝備工程師及屋宇裝備督察負責。物業事務

處的管理架構載於附錄 C。 

註”8：施工令涉及 1,000 元或以上的工程，而小型工程施工令則涉及 1,000 元以下的工程。 

這項審查的重點是施工令的管理。 

註 19：這八份期滿合約在二零零一年年中批出，這些合約發出的施工令大都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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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3.7 工料測量服務 工料測量處提供建築工程的工料測量服務，包括擬備合

約文件，查核承建商計量的工量，以及處理付款申請。電力工程的工料測量服

務由機電工程署借調的屋宇裝備工程師及屋宇裝備督察提供。 

工程管理程序 

3.8 完成施工令的期限 根據建築署的工程管理手冊，施工令應註明“完

工日數／完工日期”。定期合約承建商須提交施工時間表，以便監察工程進

度。如雙方同意修訂施工時間表，“完工日數／完工日期”一欄應予修改。 

完工日數由發出施工令當日起計至完工日期為止（包括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3.9 批准延長完工時間 建築署收到承建商的延長完工時問要求後，會在工

程管理人員及承建商出席的每月進度會議上予以考慮。工地監督人員應記錄所

有影響工程進度但並非因承建商的過失引致的因素。如延長完工時間申請獲高

級物業事務經理批准，工程管理人員隨即修改完工日期。無論如何，工程管理

人員須在核證施工令已經完成之前作出相應修改。 

3.10 完成施工令 工程管理人員須與承建商確定施工令的完工日期。工程完

成後，工程管理人員會檢討工程範圍及費用預算，並視乎需要，發出書面指示 

（修訂記錄）。如有些次要項目尚未完成，但不影響建築物的正常使用，也可發

出完工證明書，但任何尚未完成的項目應按照雙方同意的時間表如期完成。 

3.11 發出完工證明書後，工程管理人員便可採取以下行動： 

卹 悉數向承建商發放尚欠的中期付款； 

(b）向承建商發出催辦信，提醒承建商提交已完成工程的工料數量簿 

（註 20); 

(c）如承建商未能在指定期限提交工料數量簿，收回已完成的施工令

的中期付款； 

（。 如施工令未能在指定期間完成，要求承建商作出算定損害賠償； 

註 20 ：施工令完成後，承建商須提交工料數量簿，詳列已完成的工量。建築署會使用電腦

計算和分析工料數量簿內的詳細資料，並製作一份列載報稱價值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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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e）把施工令分批處理，並抽樣查核（註 21)，以便決算帳目和向承建

商發放最終付款；及 

0 擬備有關工程狀況的管理報告。 

3.12 工程完成後，建築署人員須盡映與承建商確定完工日期，並核證施工令

已經完成。 

審計署對施工令進行的審查 

目標完工日期過後仍未完成的施工令 

3.13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從電腦下載數據作分析當日），根據 17 份選

定進行審查的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中，很多在目標完工日期過後仍未完成 

（下稱尚未完成的施工令）。表五概述分析結果（詳情見附錄 D)。 

表五 

尚未完成的施工令 

（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的情況） 

合約 

施工令 

總計 預算費用 

少於五萬元 

預算費用 

五萬元或以上 

(a) (b) (c) = (a)+(b) 

（份） （份） （份） 

維修定期合約 

("0 份） 

2571 1 254 3 825 

（註1)  

“設計與施上 

定期合約（7 份） 

37 455 492 

（註2)  

總計 2608 1 709 4317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根據十份維修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約有 79 400 份。 

註2：根據七份“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約有 18帥份。 

註 21：建築署採用分批整筆付款方法處理已完成的施工令。建築署會把施工令分批處理， 

並抽樣查核，以確定承建商提交的工量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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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3.14 表五顯示： 

卹 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根據十份維修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

中，有 3 825 份尚未完成；及 

化）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根據七份“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發

出的施工令中，有 492 份尚未完成。 

工程逾期完成 

3.15 審計署分析過預算費用五萬元或以上而核證完工日期在二零零三年三月

三十一日之後的施工令（註 2助。審計署注意到，這些施工令中，有相當多出

現逾期完成的情況（即核證完工日期在原定目標完工日期之後）。表六概述這些

施工令逾期完成的情況。 

註 22：分析範圍也包括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尚未完成的施工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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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表六 

施工令逾期完成的情況 

（預算費用五萬元或以上而完工日期 

在二零零三無三月三十一日之後） 

合約 

準時完 

施工令逾期完成 

(註 1) 

總計 

已扣減的 

算定損害賠償 

成的施

工令 少於 

90日 

90日至 

少於 

180 日 

180日
或以上 小計 施工令 款額 

(a) (b) (c) (d) 
(e)=(b)+ 

(c)+(d) 

(f) = 

(a)+(e) (g) (h) 

（份） （份） （份） （份） （份） （份） （份） （元） 

維修定期 

合約 

(10 份） 

2132 
(42勁 

969 

(19%) 

598 
(12勁 

135s 
(27勁 

2922 
(58%) 

5 054 
(1叩%) 

53 801,000 

“設計與 

施上 

定期合約 

(7 份） 

203 
(23%) 

274 
(31%) 

143 

(16%) 

2印 

(30勁 

677 

口7%) 
880 

(1叩勁 

14 292,0叩 

總計 2 335 

(39%) 

1 243 
(21 

741 

(13%) 

1 615 
(27%) 

3 599 
(61 

(p2) 

5 934 

(100%) 

67 1,093,000 

（約”10 萬）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就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尚未完成的施工令而言，逾期日數是計算至當日。 

註2:3599份逾期完成的施工令中，3532 份（98%）獲准延長完工時間。 

3.16 表六顯示： 

卹 根據十份維修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中， 27% 的施工令逾期 180 
日或以上才完成（見但）欄）; 

化）根據七份“設計與施工”痲藝玥合約發出的施工令中， 30% 的施工

令逾期 180 日或以上才完成（見。欄）；及 

(c）在3 599 份逾期完成的施工令中（見（。欄）,67 份出現逾期完成的

原因部分或全部是承建商所導致。建築署已向有關承建商索取 110 
萬元的算定損害賠償（見卹欄）。至於其餘的施工令，建築署已批

准承建商延長完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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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3.17 審計署審查過 20 份逾期 180 日或以上才完成的施工令（見表六。欄）。 

審計署發現： 

卹 就大多數逾期但獲准延長完工時間的施工令而言，逾期情況因建

築署與使用部門在決定施工期方面協調不足所致（詳情見附錄B); 

及 

(b）在很多個案中，當局沒有詳細說明如何批核延長完工時間申請。 

延長完工時間或算定損害賠償未能完全抵銷逾期完成時間 

3.18 施工令的逾期時間，一般以批准延長完工時間及／或向承建商索取的算

定損害賠償所抵銷。不過，有 511份施工令（其中 431份根據十份維修定期合

約發出， 80 份根據七份“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發出）的逾期時間，未能被

批准延長完工時問及／或算定損害賠償所完全抵銷。二零零四年十月，建築署

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在該 511份施工令中，有 246 份仔8%）仍未決算。 

3.19 其餘 265 份施工令均已決算。假設延長完工時問或算定損害賠償未能抵

銷的逾期時間是歸因於承建商所導致的延誤，當局可以向承建商索取的額外算

定損害賠償金額約為 300 萬元（詳情見表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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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表七 

延長完工時間或算定損害賠償 

未能完全抵銷逾期完成時間 

合約 

延長完工時間或 

算定損害賠償 

未能完全抵銷 

逾期完成時間的施工令 

可以索取的 

額外算定 

損害賠償 

（註） 

（份） （元） 

維修定期合約（"0 份） 250 1,671,100 

“設計與施r 
定期合約（7份） 

15 1,346,400 

總計 265 3,017,500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施工令的算定損害賠償計算方法如下： 

（原來預算費用：完成日數）×延誤日數 ×10%。 

計算可以索取的額外算定損害賠償時，假設延長完工時問或算定損害賠償所未能抵銷的

逾期完成日數相等於延誤日數。 

核證施工令完成 

3.20 根據工程管理手冊，工程完成後，建築署須盡快與承建商確定完工日

期，並核證施工令已經完成。工程管理人員與承建商確定完工日期後，須把該

日期輸人電腦，以便褊製完工證明書（註 23)。審計署分析過施工令完工日期

輸人電腦的日期與實際完工日期之間的差距。如表八所示，在 75501 份施工

令中，19603份。6%）的時間差距達 90 日或以上，7 188 份 0.5%）的時問差距

更達 180 日或以上。 

註 23：由於分批處理，完工證明書通常在施工令完工日期輸人電腦後一個星期內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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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表八 

核證施工令完成 

合約 

已完成的 

施工令數目 

完工日期

與輸入電腦

的日期相距 

90 日或以上 

的施工令 

(註) 

完工日期 

與輸入電腦 

的日期相距 

180 日或以上 

的施工令 

(a) (b) (c) 

（份） （份） （份） 

維修定期合約 

("0 份） 

74493 19376 
(26%) 

7 126 
(9.6勁 

“設計與施上 

定期合約 

(7份） 

1 008 227 
(22.5%) 

62 
(6.2%) 

總計 75501 19603 
(26%) 

7 188 
(9.5%)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b）欄的施工令數目包括。欄的數目。 

審計署的意見 

目標完工日期過後仍未完成的施工令 

3.21 如第 3.13 段所述，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有很多施工令尚未完

成。審計署特別關注的情況，是這些未完成的施工令中，有很多（約 90 至 5叩
份）都是根據八份合約期已屆滿的維修定期合約（見附錄 B 及 D）發出的。 

3.22 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審慎檢討這些施工令遲遲未能完成的原因，並採

取必要措施，盡快完成這些施工令。這對於合約期已屆滿的定期合約，尤其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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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工程逾期完成 

3.23 如第 3.15 段表六顯示，在五萬元或以上的施工令中，逾期 180 日或以

上才完成的施工令的比率很高。就維修定期合約而言，這類施工令佔 27%；就 

“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而言，這類施工令佔 30%。 

3.24 由於工程逾期過久可能影響使用部門的運作，以及引致按合約索償，因

此並不理想。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加強控制程序，盡量減少施工令逾期完成

的情況。 

完成施工令的期限 

3.25 如第 3.17 段所述，逾期完成主要因建築署與使用部門在決定施工期方

面協調不足所致（見附錄B)。由於並非承建商導致逾期完成，因此建築署批准

延長完工時問。 

3.26 訂定完工日數 審計署注意到，施工令上沒有註明原定完工期限（即容

許的完工日數）有何理據支持，也沒有顯示是否曾經諮詢使用部門。審計署認

為，建築署向承建商發出施工令前，應先徵詢使用部門的意見，以便在決定施

工期時，顧及使用部門的運作需要。 

3.27 批准延長完工時間 承建商申請延長完工時間時，大都列舉一些籠統的

理由，而沒有提出具體理由。在大多數申請中，工程管理人員沒有把批准延長

完工時間前所作的評估記錄在案。第 3.15 段表六參）及。欄顯示，在 3599份

逾期完成的施工令中，只有 67 份 (2%）的逾期完成時間評定為部分或全部歸因

於承建商；其餘 3 532 份（98%）獲批准延長完工時間。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

檢討批准承建商延期的理據，並視乎需要收緊控制。 

延長完工時間或算定損害賠償未能完全抵銷逾期完成時間 

3.28 如第 3.18 段所述，有 511份施工令的逾期完成時間，未能以批准延長

完工時間及／或索取的算定損害賠償完全抵銷。如逾期完成時間是歸因於承建

商，當局可以向承建商索取額外的算定損害賠償。 

3.29 建築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在上述511份施工令中，有 246 份尚

未決算；該署正在處理此批施工令。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審慎評估這些施工

令未抵銷的逾期完成時間是否歸因於承建商。 

3.30 審計署注意到，其餘 265 份施工令都已決算。審計署認為，就這些施工

令而言，建築署應即時採取行動，在適當情況下向承建商索取算定損害賠償 

（見第 3.1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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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令的管理 

3.31 審計署亦認為，建築署應改善程序，在施工令決算前，確保批准延長完

工時間及／或索取的算定損害賠償可完全抵銷逾期完成時間。 

核證施工令完成 

3.32 如第 3.20 段所述，根據 17 份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中，有一些的完工

日期輸人電腦的日期（以便發出完工證明書）與工程的實際完工日期相距甚

遠。 

3.33 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改善程序，確保工程管理人員盡早與承建商確定完

工日期，務求盡快發出完工證明書（見第 3.11 段）。 

審計署的建議 

3.34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 

卹 審慎檢討施工令遲遲未能完成的原因，並採取適當措施加快工程

進度； 

(b）為免施工令遲遲未能完成： 

(i） 向承建商發出施工令前，就施工令的完工期限徵詢使用部門

的意見；及 

（泌 加強建築署的控制程序； 

(c）收緊建築署批准承建商延長完工時間的程序，確保： 

(i） 工程管理人員審慎評估延長完工時間；及 

（泌 把批准延長完工時間的理據記錄在案； 

（。 加強控制程序，在施工令決算前，確保批准延長完工時間及／或

索取的算定損害賠償可完全抵銷逾期完成時間； 

(e）審慎評估 5”份施工令未能抵銷的逾期完成時間是否歸因於承建 

商所導致的延誤，並在適當情況下索取算定損害賠償； 

0 加強控制程序，確保工程管理人員按工程管理手冊的規定，盡早

與承建商確定完工日期，務求盡快就施工令發出完工證明書；及 

(g）在管理建築署的維修定期合約及“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方面， 

考慮訂定可量度的質素指標，確保： 

(i） 施工令準時完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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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在工程完成後，盡快把施工令的完工日期輸入電腦。 

當局的回應 

3.35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3.34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建築署知悉審計報告指出的不足之處，現正採取改善措施，務求

為使用部門提供更佳服務。二零零三年，建築署獲財務委員會批

准撥款，改善該署的電腦系統，以期提升維修工程的管理質素； 

(b）電腦系統改善計劃定於二零零五年八月／九月或之前完成，新增

功能如下： 

。） 自動預警／催辦／提升緩急次序的功能，以便追查逾期完成

的施工令； 

(ii）自動從支付承建商的款項扣除算定損害賠償的功能；及 

併。電子文件管理功能； 

(c）施工令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原因很多，包括： 

。） 監管程度及承建商的表現； 

併）使用部門很遲才把處所交予承建商施工； 

(ii。使用部門要求修改工程範圍和施工時間表，以及／或者再三

要求更改先前議定的設計； 

(iv）使用部門為避免引起噪音問題而限制施工時問；及 

(v）由於每年處理的施工令數目龐大，導致監督人手緊絀；及 

幼 建築署已設立修聳工程聯絡中心，集中處理、記錄和監察小型修

聳工程的進度。該署設立這個電腦化的聯絡中心後，能調派有限

的人手處理其他更重要並需要借助他們的技術知識和專業意見的

職務。 

維修工程的質素保證 

3.36 工程技術審核組 建築署物業事務處成立了一個工程技術審核組，成員

主要包括總物業事務主任及其他輔助人員，負責確保和維持工程標準劃一和一

致，特別是保證維修工程的質素。工地監警人員須出席該小組的會議，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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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該小組對工程質素、費用預算及中期付款核證等方面進行工程技術審

核；審核結果提交工程技術審核主管（即物業事務處的助理署長）覆檢。 

審計署對工程質素查核報告進行的審查 

3.37 審計署對兩份維修定期合約的施工令（共 179 份）的工程質素查核報告

進行審查。該兩份合約曾在二零零四年年初由工程技術審核組查核。審計署注

意到 

卹 所有查核都在工程完成後進行； 

(b）超過一半查核是在工程完成三個月後進行；及 

(c）約七成的查核是關於小型工程施工令（預算費用少於 1,000 元）。 

3.38 二零零一年八月，在負責檢討施工令力J酒望工程施工令的分批處理、抽

樣和決算程序的工作小組會議上，有成員對工程技術查核的範圍只包括已完成

的施工令，表示關注。工作小組雖然同意技術保證查核的範圍應維持只包括已

完成的施工令，但決定工地監督人員應對仍在施工的工程進行品質控制檢查。 

審計署的意見 

3.39 由於工程技術審核是對維修工程質素進行的獨立審查，審計署認為審查

範圍應包括以下工程主要階段： 

卹 施工期間 進行審查有助查核工程的質素及承建商的表現；這對 

於日後會被隱藏的工程或嚴重延誤的工程，尤其重要； 

(b）剛完工後 進行審查有助查核工地監督人員是否過早核證施工令

已經完成；及 

(c）保養期剛屆滿後 進行審查有助查核是否有任何修補缺漏工程尚

未完成。 

審計署也認為應對一萬元以上的施工令進行更多工程技術審核。 

審計署的建議 

3.如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在以下工程主要階段，進行工程技術審核： 

卹 施工期間（特別是日後會被隱藏的工程或嚴重延誤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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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剛完工後；及 

(c）保養期剛屆滿後。 

當局的回應 

3.41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3.40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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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施工令的計量和付款程序 

4.1 本部分探討根據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的計量及付款程序。 

計量及付款程序 

4.2 標準收費表 承建商根據定期合約完成工程後，獲發放的款項按照標準

收費表計算；該收費表是合約的一部分。當局應盡可能使用標準收費表所載的

項目。工程應按照標準收費表的詳細指示計量，有關費用應根據表中所訂的收

費和按照承建商在標書中呈報的合約百分比（註 24）計算。承建商也可以就特

別項目申請不按標準收費表收費。 

4.3 費用預算及中期付款 建築署向承建商發出施工令前，根據標準收費表

擬備施工令的費用預算。有關費用預算是承擔款項和向承建商發放中期付款的

依據。按照合約條款，當局可在施工期間發放中期付款，詳情如下： 

卹 收到承建商的中期付款申請後，工地監督人員會根據工程實際進

度核對就每份施工令申請的付款百分比，並作出適當修訂； 

(b）有關人員建議批准申請； 

(c）付款金額以施工令的預算費用按該施工令的付款百分比計算；及 

（由 向承建商發放的中期付款不得超過已完成工程的估計價值的

乃% 。 

4.4 承建商提交工料數量簿 承建商應視乎情況，在施工期問或完打舫缶工令

後盡快按照標準收費表計量已完成的工量。承建商在合約指定的期限內提交工

料數量簿（註 25）後，可再獲發放一筆中期付款，款額不超過已完成工程的估

計價值的 10% 。 

4.5 分批整筆付款方法 處理已完成的施工令時，採用分批整筆付款方法。 

當局分批處理施工令，並抽樣查核承建商提交的工，件｝數量簿所載的工量是否準

確。當局查核樣本並與承建商議定須作出的任何修正後，這些樣本的報稱價值 

註 24 ：就投標而言，標準收費表按行業分組。建築署預先就各行業分組中每個項目釐定標

準市場收費。投標者對每個行業分組建議一個合約百分比（可以是增加或扣減百分

助。增加百分比表示收費較標準收費表所訂的高，扣減百分比表示收費較標準收費

表所訂的低。 

註 25：提交工料數量簿時，應一併提交付款憑單、發票、收據或其他建築署要求的文件， 

以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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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與修正後的價值總額之間的誤差百分比，會用來調幣幣批施工令的報稱價

值。 

4.6 最終付款 建築署向承建商作出最後建議價值，核證幣批施工令的最終

價值正確。承建商接受建議後，建築署會發放最終付款付口減已發放的中期付

款）。 

擬備和修訂施工令的費用預算 

4.7 施工令的費用預算 根據建築署的工程管理手冊，在授權撥款和發出施

工令前，物業事務經理或屋宇裝備工程師應查核和批簽所有預算表。這些預算

表應妥為存檔，如有需要，應在施工期問及施工令完成後予以檢討和修訂。 

4.8 修訂費用預算 工程管理人員須監察他們負責控制的項目的整體財政狀

況；如可能超支，須立即採取行動，修訂施工令的預算價值。 

4.9 中期付款以預算價值為依據。如要確保承建商獲發應得的款額，預算應

合理地準確，並且應在更改工程獲批核後立即修訂。預算的修訂不容忽視，不

應留待工程完成後或承建商提交工料數量簿後才作出。 

4.10 最終報稱價值偏離預算 如施工令的最終報稱價值遠遠偏離預算，電腦

系統會發出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按工程類別和施工令價值列明有關差額 

（詳情見表九）。 

表九 

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 

工程類別 施工令價值 

報稱價值與預算的差距 

超過／少過以下百分比才 

在報告中列出 

（元） (%) 

“設計與施上 

工程及建築工程 

少於 5,000 100% 

5,000 至 50,000 50% 

超過 50,000 加% 

電力工程 任何價值 50嗎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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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可能是由於預算不準確、報稱價值不準確或輸人錯誤資料

所致。高級物業事務經理／高級屋宇裝備工程師須重新評核預算是否準確，因

為報稱價值與預算價值之問出現重大差別，可能是由於預算不準確所致。 

審計署對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進行的審查 

4.11 審計署對二零零四年六月三十日止的一季內每日發出的報稱價值偏離預

算報告進行審查。該季共有 4 268 份施工令分批處理（見第 4.鐸受），其中 214 
份的預算遠遠偏離承建商報稱的價值。經建築署檢討和估價後，該 214 份施工

令的情況（截至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底）如下： 

卹 建築署修訂了 154 份施工令的預算，使預算與報稱價值相符； 

化） 10 份施工令的預算維持不變；及 

(c) 50份施工令仍在估價。 

4.12 審計署進一步分析上述 154 份施工令（詳情見表十）。表十顯示： 

卹 分批處理的施工令中，約有 3.6%（即 4268 份施工令中的 154 份）的

預算遠遠偏離報稱價值，其後已予修訂；及 

(b）就 5 萬元至 30 萬元的施工令和 30 萬元以上的施工令而言： 

(i） 預算遠遠偏離報稱價值的施工令分別佔總數的 10% 及 5.4%; 

及 

（泌 根據“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發出而預算遠遠偏離報稱價值

的施工令分別佔總數的 15.7% 及 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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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 

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 

（二零零四無六月止的一季） 

施工令的預算價值 

少於 5 萬元 

5 萬元 

至 30 萬元 30 萬元以上 總計 

(A）分批處理的施工令 

施工令類別 （份） （份） （份） （份） 

。） “設計與施上’工

程 

8s 89 191 365 

併）建築工程 2728 384 151 3263 

(ii。 電力工程 529 86 25 640 

總計 3 342 559 367 4 268 

(B）預算在估價後修訂 的施工令 

施工令類別 （份） （份） （份） （份） 

。） “設計與施上’工

程 

1 14 13 28 

併）建築工程 66 37 6 109 

(ii。 電力工程 11 5 1 17 

總計 78 56 20 154 

(C）預算在估價後修訂 的施工令佔長 卜批處理的施工， 令的百分比 

((C) = ((B) 十 (A)) x 100%) 

施工令類別 (%) (%) (%) (%) 

。） “設計與施上’工

程 

1.2 15.7 6.8 7.7 

(ii）建築工程 2.4 9.6 4.0 3.3 

併。 電力工程 2.1 5.8 4.0 2.7 

總計 2B 10.0 5湊 3石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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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審計署隨機抽取了 20 份預算遠遠偏離報稱價值的施工令進行審查。這

些施工令的預算其後已經修訂。審計署發現，當局核證這 20 份施工令的中期

付款前，大部分都沒有檢討或修訂預算。表十一概述審計署審查這 20 份施工

令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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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審計署對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所載的 20 份施工令進行的審查 

施工令 

(20 份） 

原來預算 

最終預算 

（與報稱價值 

相符） 

施工期間更改

施工令 

中期付款時 

修訂預算 

（元） （元） （是‘否） （是‘否） 

1.  100,000 64,040 否 否 

2.  415,000 290,800 是（註 1) 否 

3.  105,000 63,000 否 否 

4.  19,5叩 8,700 否 否 

5.  58,000 35,000 是 否 

6.  750,000 463,000 否 否 

7.  670,000 496,500 否 是（註 2) 

8.  50,000 18,000 否 否 

9.  75,000 32,000 是 是（註 2) 

10.  440,000 273,000 是 否 

11.  60,000 23,000 否 否 

12.  148,000 98,500 是（註 1) 否 

13.  202,000 159,100 否 否 

14.  155,000 50,400 是 否 

15.  17,000 6,950 否 否 

16.  96,000 42,000 是 否 

17.  190,000 340,000 是（註 1) 否 

18.  410,000 528,600 否 否 

19.  300,000 400,000 否 是（註 2) 

20.  300,000 180,000 是 否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 雖然工程項目有所增加，但預算並無更改。 

註 2: 預算曾在核證中期付款時檢討及修訂。不過，經修訂的預算仍偏離報稱價值，因而發

出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 

— 38 —

20

(

)

(20 ) ( ) ( ) ( / ) ( / )



施工令的計量和付款程序 

審計署的意見 

4.14 審計署認為，預算遠遠偏離報稱價值的施工令百分比偏高，其中尤以五

萬元以上及根據“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為然（見第 4.12 段及

表十）。建築署應檢討本身的控制程序，提高施工令預算的準確程度。建築署

亦應考慮委託專業工料測量師為高價的施工令擬備預算。 

4.15 審計署審查報稱價值偏離預算報告所載的 20 份施工令（見第 4.13 段） 

後，發現當中有大部分施工令建築署都沒有在核證中期付款前，以及在施工令

完成後，對有關預算進行必要的檢討和作出修訂（註 26)。審計署認為，建築

署應確保既定的控制程序得以遵從，以避免向承建商多付或少付款項，因為不

論多付或少付款項，兩者皆不可取。 

審計署的建議 

4.16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加強建築署的控制程序（特別對五萬元以上的

施工令），確保： 

卹 施工令的原來預算盡可能準確；及 

(b）在核證中期付款前，以及在施工令完成後，審慎檢討施工令的預

算，並作出適當修訂。 

當局的回應 

4.17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4.16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建築署明白保持預算準確的重要。改善電腦系統（見第 3.3 5(a) 段） 

能方便在電腦上擬備和修訂預算。該系統會提醒負責人員在核證 

中期付款前，以及在施工令完成後，檢討和修訂預算； 

(b）如進行工程的建築物已有人使用，為有關工程擬備準確的預算有

實際困難，因為一些問題和額外要求可能在工程進行期間才出現

及／或發現； 

(c）建築署會繼續探討改善措施，研究如何在施工期間不斷檢討施工

令的預算；及 

註 26：如第 3.36 段所述，工程技術審核組負責對擬備施工令的費用預算及核證中期付款的

程序進行工程技術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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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築署已制訂內部程序，視乎需要調低可向承建商發放的中期付

款百分比上限，以保障政府的利益。 

承建商提交工料數量簿 

4.18 提交工料數量簿 如第 4.4 段所述，承建商要求發放最終付款前，須把

工料數量簿提交建築署查核。根據合約，承建商須在工程完成後 90 日內提交

工料數量簿。 

4.19 因承建商逾期未交工料數量簿而收回中期付款 工程管理人員與承建商

確定完成日期後，須把該日期輸人電腦，以編製完工證明書。根據建築署的工

程管理手冊，如承建商未能在施工令完成日期起計 90 日內提交工料數量簿， 

電腦便會發出報告，以便該署向承建商收回已發放的中期付款。工程管理人員

須確保盡快把施工令的完成日期輸人電腦，務求盡早發現逾期未交工料數量簿

的個案。建築署收到工料數量簿後，會退還收回的中期付款。根據合約，可收

回的中期付款金額如下： 

卹 如中期付款不超過二萬元，建築署可全數收回；及 

(b）如中期付款超過二萬元，建築署可收回二萬元加上餘額的 50%。 

審計署的意見 

遲交工料數量簿 

4.20 審計署審查了根據附錄 B所載的17 份定期合約發出的施工令。這些施

工令中，有 73 657 份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前完成。按照在完工後 90 日內提

交工）件｝數量簿的規定，承建商最遲應在二零零四年六月底提交工料數量簿。審

計署發現，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 

卹 有”859 份（2.5%）施工令（預算費用總額為”.84 億元）承建商尚

未提交工料數量簿； 

小）有 41 518 份（56.4%）施工令承建商雖已提交工料數量簿，但過了

限期；及 

(c）其餘30280 份併1.1%）的施工令承建商在指定期限內提交工料數量

簿。 

4.21 表十二概述遲交工料數量簿的情況（見第 4.加（。及偽）段）。 

— 40 —

1 859 (2.5%) ( 1.84 )

41 518 (56.4%)



施工令的計量和付款程序 

表十二 

逾期未交／遲交工料數量簿 

（二零零四無十月四日的情況） 

逾期未交／ 

遲交 

逾期未交工料數 

量簿的施工令 

（註” 

遲交工料數量

簿的施工令 

（註 2) 
總計 

(a) (b) (c) (d) (e)= 
(a）十（c) 

(f) 

（日） （份） (%) （份） (%) （份） (%) 

藝 100 110 6% 刀 588 67% 27 698 64% 

> 100 藝 200 571 31% 8 279 20% 8 850 加% 

> 200, 300 322 17% 3221 8% 3543 8% 

> 300, 400 （
乙
 

(
,
 
 5
 

、J

-
  

13% 1300 3% 1535 4% 

> 400 盛 500 

•

土
 

《
，
 
 6

 
！
 
8
 
5
 
6
 

 
9% 603 1嗎 766 2嗎 

> 500 產

 

5
 
8
 
L
J
 

 
24% 527 1% 985 2嗎 

總計 1 859 100、 劇 5"8 100、 43 377 100、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這些施工令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前完成，但到了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承建商仍未

提交工料數量簿（見第 4.20(。段）。 

註2: 這西施工令在二零零四年四月一日前完成，承建商雖已在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前提交

工料數量簿，但過了限期（見第 4.20(b）段）。 

4.22 表十二顯示，截至二零零四年十月四日，有1859 份施工令的承建商逾

期未交工料數量簿，其中 856 份 (46%）更逾期超過 3叩日。表十二也顯示，很

多工料數量簿過了限期很久才提交。 

4.23 建築署已在多次進度會議卜提醒承建商依時提交工卜手數量簿，但通常沒

有效用。如第 4.19 段所述，承建商如未能在施工令完工日期起計 90日內提交

工料數量簿，建築署可收回中期付款。不過，很多施工令的完工日期在完工後 

180 日或更長時間後才輸入電腦（見第 3.20 段），以致提交工料數量簿的限期

過了很久，電腦才發出報告，提示建築署人員採取行動，收回中期付款，結果

該署未能及早執行收回中期付款的合約條文（見第 4.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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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審計署認為工料數量簿不宜遲交，因為會影響建築署妥為查核已完成工

程的能力；如後來工程有改動，查核工作會更為困難。 

4.25 根據合約條款，如承建商未能在指定的 90 日期限內提交工料數量簿而

沒有合理解釋，建築署可對工程進行估價。建築署的估價為最終決定。建築署

可扣除工程估價的 7.5%，作為僱主估價費用。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視乎情

況，在承建商未能提交工料數量簿時（尤以逾期很久仍未提交的個案為然），對

工程進行估價。 

審計署的建議 

4.26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 

卹 審慎檢討承建商遲交工料數量簿的理由，並盡快採取跟進行動； 

(b）確保盡快把施工令的完成日期輸入電腦，務求盡早發現逾期未交

工料數量簿的個案，並視乎需要，如期收回中期付款；及 

(c）如承建商未能提交工料數量簿，考慮根據合約條款對工程進行估

價，尤以逾期很久仍未提交的個案為然。 

當局的回應 

4.27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4.26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電腦系統改善

後（見第 3.35(卹段），會具備確保施工令完工日期及時輸人電腦的監察功能， 

以及處理初步建議價值的功能（見第4.31段）。增加工作站及供戶外工作時使用

的手提電腦設備後，更多人員可使用該系統管理施工令。 

查核和調整承建商報稱價值 

4.28 分批處理和抽樣 如第4.鋒受所述，建築署抽樣查核工料數量簿，以確

定計量的準確程度。建築署以電腦處理和分析諱建旦工料數量簿的計量數據，然

後蝙訂一份清單，列明承建商的報稱價值。該署收到施工令完工日期的報告並

處理有關的工）件｝數量簿後，會把施工令分批。收到的施工令達到指定數目後， 

會集成一批處理；負責人員會印製分批清單，列出該批施工令的詳情和哪些施

工令被抽樣查核。 

4.29 一批一份和一批多份 施工令會按一套預先訂定的準則分批處理；這套

準則訂明一批施工令最少要有和最多可有的份數。就“設計與施工”定期合

約而言，每份施工令自成一批（即一批一份），以便查核。至於維修定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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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施工令會集成一批（即一批多份）。按照合約條款，電腦隨機抽取的樣本數

目和價值，不少於施工令總數和報稱價值總額的 10% 。 

4.30 查核承建商報稱價值 建築署會對抽取的施工令和工）件｝數量簿樣本進行

以下查核： 

卹 辦公室查核 查核工料數量簿上各個項目是否正確； 

(b) 實地查核 到工地核實承建商在工料數量簿內呈報的各個項目和

工量；及 

(c）技術查核 審查辦公室和實地查核所作的調整是否準確。 

為控制查核質素，高級工料測量師會隨機抽取施工令樣本，送交工料測量分處

轄下的品質管理組（註 27)覆核。負責查核的人員和查核時限，載於附錄F。 

4.31 初步建議價值 初步建議價值指送交承建商徵求同意的施工令價值分批

摘要（連同工料數量簿）。該摘要顯示樣本的報稱價值和經查核的價值，以及每

份施工令經更正後或採用調整百分比調整後的價值（見第 4.5 段）。承建商須在

指定期限內（維修定期合約的期限為分批摘要送交承建商當日起計 45 日，而 

“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的期限則為 90 日）在分批摘要上簽署，表示同意摘要

所載的數額和經更正的工料數量簿，或者以書面形式向建築署提出異議。 

4.32 最後建議價值和最終付款 最後建議價值相等於施工令經調整後的最終

價值；有關調整是根據建築署的查核結果或因應承建商對初步建議價值提出的

異議作出的。承建商交回簽妥的分批摘要後，建築署會核證該金額是該批施工

令的最終價值。其後，該署會擬備扣除中期付款的最終付款證明書。如承建商

未能在指定時限內（見第 4.31段）簽妥和交回分批摘要和經更正的工料數量簿

或發出異議通知，建築署可根據合約核證分批摘要所載的款額正確無誤，並發

出付款證明書；承建商其後不得再就該批施工令提出任何申索。 

審計署的意見 

查核承建商報稱價值和議定初步建議價值需時過久 

4.33 審計署審查過二零零四年八月決算的 288 批施工令。就其中 233 批 

(81%）施工令而言，建築署用了超過 100 日查核承建商報稱價值和議定初步建 

註 27：品質管理組由一名首席測量主任主管，其下有兩名高級測量主任加以協助。該組負

責檢查工料數量簿的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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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價值；就另外70 批（舛嗎）施工令而言，該署用了超過 300 日才完成這個過 

程。審計署從這70批施工令抽取了 14 批作詳細分析。表十三概述分析結果。 

表十三 

查核承建商報稱價值和議定初步建議價值 

批號 

抽取的施工令樣本 查核報稱價值的時間 

（註” 

議定初步建議價值的時間 

(註 2) 

（份） （日） （日） 

(a) (b) (c) 

(A） 一批多份 

批 A 7 1 091 843 

批B 5 378 16 

批 C 7 445 170 

批D 4 438 22 

批B 4 487 18 

批F 5 92 692 

(B） 一批一份 

批 G 1 s21 843 

批H 1 504 18 

批I 1 1 450 154 

批I 1 780 14 

批K 1 538 43 

批L 1 5s8 26 

批M 1 491 26 

批N 1 576 13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這是完成查核施工令樣本和在每個查核階段對工料數量簿作出必要調整所用的時間。 

查核工作包括辦公室查核、實地查核、技術查核，以及品質管理組進行的覆核。 

註2：這是由完成查核施工令樣本直至與承建商議定初步建議價值所用的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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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根據建築署的電腦使用手冊，由蝙訂分批清單至定出初步建議價值，需

時 30 日至 96 日不等。表十三的。）欄顯示，就很多批施工令而言，建築署用

了很長時間才完成查核承建商報稱價值的工作。審計署認為，建築署應採取行

動，確保盡快完成查核和調整工料數量簿的工作。 

4.35 表十三的。欄顯示，就某些施工令而言，建築署用了很長時間才能與

承建商就初步建議價值達成協議。審計署注意到，在處理其中三批施工令時 

（批 A、批F及批。，承建商過了指定限期很久，才通知建築署不同意調整後

的價值（見第4.31段）。建築署其後也用了很長時問修訂初步建議價值。審計署

認為，建築署應嚴格執行合約條件，規定承建商如對初步建議價值有任何異

議，須在指定時間內通知建築署，而建築署也應盡快回應承建商提出的異議。 

舊定期合約尚未決算 

4.36 不少舊定期合約（除了附錄 B 所載的舊定期合約外）的合約期早已屆

滿（由兩年至九年以上不等），但尚未決算（這些合約的清單載於附錄。。遲遲

未能決算的主要原因是承建商遲交工）件｝數量簿，以及／或者建築署未能與承建

商就一些施工令的報稱價值達成協議（有些承建商實際上已違約）。 

審計署的建議 

4.37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 

卹 確保盡快完成查核和調整工料數量簿的工作； 

化）嚴格執行合約條件，確保承建商如對初步建議價值有任何異議， 

在指定時間內通知建築署； 

(c）盡快處理承建商提出的異議； 

（。 盡快採取行動，決算合約期早已屆滿的舊定期合約（即第 4.36 段

所述的合約）；及 

(e）考慮就第（a）和（C）分段的審計署建議所述的行動，設定工作表現

指標。 

當局的回應 

4.38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4.37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建築署會優先決算合約期已屆滿的舊定期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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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遲遲未能決算的原因之一，是近年工作量不斷上升，但人手

卻沒有相應增加。建築署正不斷探討提供服務的新模式； 

(c）在過去兩年，建築署已更多採用總價合約，進行工程範圍和施工

時間表明確的工程。採用這種合約使該署無須全面重新計量已完

成的工程； 

（。 建築署現正逐步把帳目查核工作外判予工料測量顧問。就維修定

期合約而言，約 20% 的工作已經外判。該署現正擬備另外兩份顧

問協議，把更多工作外判；及 

(e）建築署在二零零五年設定了查核工料數量簿的工作表現指標。根

據指標， 80% 的工料數量簿的查核工作應在以下時間內完成： 

。） 一萬元或以下的施工令—— 7 個工作日；及

併）一萬元以上的施工令—— 14 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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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政府建築物維修個案研究 

5.1 本部分載述維修天星碼頭停車場大廈的個案研究，藉此探討政府建築物

維修工程的規劃和進行情況。這項帳目審查工作主要集中在二零零一年以來該

大廈進行的維修工程。 

天星碼頭停車場大廈 

5.2 天星碼頭停車場大廈（下稱該大廈）建於一九五八年，分為地下、一樓

及天台三層，合共提供 370 個停車位和 35 個電單車停車位。建築署物業事務

處負責該大廈的瑯乏維修。除一般維修外，該大廈也須進行定期維修；如有經

費可用，通常會每孓鬲四年粉飾一次。該大戲艮據郁于合約給予一家停車場營辦商

管理日常業務（言主28)。在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年初期間，戀鳥署發出七份施

工令，在該大廈進行維修工程，費用總額為590萬元（詳情見第s.3至 5.8 段）。 

停車場大廈的維修工程 

5.3 二零零一無七月發出的施工令 二零零一年七月，由於有投訴該大廈混

凝土剝落及天台防水層有缺陷，建築署根據一份維修定期合約（註 29）發出一

份預算費用為一萬元的施工令（WO(1))，修聳剝落的混凝土。二零零一年十

月，運輸署對該大廈的破舊情況表示關注。建築署進行視察後，發現整體上混

凝土剝落問題嚴重。該署認為，有關損壞是因建築物老化和長期暴露於沿海地

區的腐蝕性環境所致。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建築署提出一項定期維修項目（註

勸，以擴大在該大廈進行的工程範圍。施工令WO(1）的預算費用由一萬元調

高至 185 萬元（最新的預算費用為 170 萬元）。經修訂的施工令包括重髭整幢大

廈的內外部，以及一些結構陸的更換工程。大部分工程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完成 

（註 31)。 

5.4 二零零二無十月發出的施工令 二零零二年十月，建築署接獲通知，得

悉由於天花滴水及油漆剝落，對車輛造成損壞，因此該大廈一樓 37 個停車位 

註 28：建築署表示，根據該份合約，除非建築署接獲停車場營辦商的書面通知，表示該大

廈有任何毛病或需要進行修薑，否則建築署沒有責任對該大廈進行任何修薑或修補

工程。 

註 29：該大廈的一般及定期維修工程根據一份維修定期合約進行，合約期由二零零一年

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註 30：建築署回應審計署的查詢時表示，二零零一年發出的施工令WO(1）是一份特別安排

的施工令，與其他定期維修工程的施工令不同。由於無須預先規劃維修工程，因此

沒有必要進行全面視察。建築署也表示，該大廈上一次定期維修工程在一九九五年

進行。 

註 31：維修工程進行期間，建築署同時安排先前批出的天台工程合約的承建商修補天台防

水層的滲漏問題。該份天台工程合約的保養期為七年，已於二零零二年五月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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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建築物維修個案研究 

暫停使用。二零零二年十月，為了預備重新開放停車位，建築署採取臨時措

施，發出預算費用為 78,0叩元的施工令（WO(助），把鬆脫的油漆移除，以及重

髭天花。工程在二零零二年十月如期完成。 

5.5 二零零二無十一月發出的施工令 二零零二年→一月，建築署發出預算

費用為 68 萬元的施工令（WO(3))，更換該大廈陳舊的照明設備，以改善照明， 

保障使用者安全。施工令主要包括安裝照明設備連導管、線槽和電線。工程在

二零零三年五月完成。 

5.6 二零零三無一月發出的施工令 二零零二年年底，建築署委託顧問研究

該大廈的滲漏問題。顧問認為滲漏問題的成因可能是天台面層物料磨損，以致

底層防水物料外露。由於防水物料不能抵擋紫外光直接照射，加上車輛長期磨

擦，結果受損，失去效用。二零零三年一月，建築署發出一份預算費用約為 

163 萬元的總價施工令（wo憐），委託專門承建商以適當的防水系統取代整個

天台的面層物料。這項工程與施工令WO(3）的照明設備改善工程一併進行。 

大部分工程在二零零三年三月底完成，但由於須修補一些缺漏，整項工程實際

上到二零零四年一月中才完成。照片四顯示該大廈受損的天台面層物料。 

照片四 

該大廈受損的天台面層物料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一48 一 — 48 —



了 
r（賺5.5&丹—— ∼ 為

嫵雲出了以下三份常r令︰ 

：潤。年十一月——工令閉償）r勻9 漁用為馴‘功兄， 
工肚歡•這繼工 	 ，但 

圾發臘大魷下及一〞〝∼→＝→戶 
租； 

. ＝騙三年十：月．出鱸工令卜v霄切 鷹用為5洶》元；
及 

(0):”個年一月劉邊」錢二令 (I'vV(7)) ∼用為卯川｝兄• 

臘片 it ；一 .vs汰' ...1, fl i;,,∼ ∼ ∼」→C冷的：工寫古興 
四年二月全邵究成． 

臘片五 

-- 
付： ∼ 甩• ． → 

0*w: 1*14.1 

一4,- — 49 —

)YQ)6**

)YQ)7**

)YQ)8**



政府建築物維修個案研究 

5.8 表十四概述二零零一年以來就該大廈發出的施工令。 

表十四 

就天星碼頭停車場大廈發出的施工令 

施工令 

工程 

內容 

施工令 

發出日期 

原來 

預算 

費用 

最
預
費
 
新
算用
 

施工令決算 

後繳付的 

款額 

完成 

日期 

（元） （元） （元） 

WO(1)  修聱剝落的

混凝土；重

髭整幢大 

廈；以及一

些結構更換

工程 

二零零一年 10,000 1,700,000 
一
 
 
(
)
 

 

二零零二年 

七月十二日 六月三十日 

WO(2)  臨時修鼙工

程，以解決

一樓的滲漏

問題 

二零零二年

十月十日 

78,000 124,000 125,011 二零零二年

十月三十日 

WO(3)  更換照明設

備以提高照

明亮度 

二零零二年 680,000 600,000 二零零三年 

五月 

二十九日 
() 十一月 

十四日 

w0(4) 以適當的防

水系統取代

整個天台的

面層物料 

二零零三年

一月三日 

1,628,680 1,628,680 1,628,680 二零零四年

一月十六日 

W0(5) 修聳剝落的

混凝土和天

花批盪的 

毛病 

二零零三年 84,000 1,820,268 
一
曲
 

二零零四年 

二月 

二十九日 

十一月 

二十日 

WO(6)  為建築工程

拆除及重新

安裝照明 

裝置 

二零零三年 5,000 4,3叩 4,235 二零零四年 

十二月二日 二月十六日 

WO(7)  修聳天台底

部、牆和柱

剝落的混 

凝土 

二零零四年 98,000 98,000 91,832 二零零四年 

一月十七日 二月十一日 

總計 2,583,680 5,975,248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 施工令在二零零五年二月尚未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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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的意見 

維修工程的規劃 

5.9 鑑於在二零零一無至二零零四無無初期間，該大廈經常進行大規模和重

複的維修工程（見第 5.3至 5.8段），審計署認為在規劃該大廈的維修工程方面

有可予改善的地方。 

對額外工程的控制 

5.10 如第 5.7 段所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發出的施工令WO(5）本來只包括小

規模的修飾工程，原來預算費用為 84,000 元。該施工令在二零零四年二月完 

成。 

5.11 二零零四年三月，負責該施工令的物業事務主任通知物業事務經理，根

據所得的“隱藏”工程（註 32）計量記錄，該施工令的預算費用須由 84,000 元
調高至 170 萬元（註 33)。該物業事務主任徵求物業事務經理批准修訂費用預

算。審計署審查修訂預算的分項數字後發現，修薑剝落的混凝土的工程費用為 

1,133,000 元。至於地下及一樓的重髭工程，預算費用為 575,000 元，這些費用

並未包括在原來的預算內。二零零四年六月，總物業事務經理事後批准有關工

程。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建築署接納承建商提交的工程記錄。 

5.12 審計署認為，施工令的原來預算費用沒有包括的額外工程，應在施工前

經適當職級的物業事務經理的批准。如涉及大量的隱藏工程，或者修訂預算遠

高於原來預算，這一點尤其重要。 

審計署的建議 

5.13 審計署建議建築署署長應： 

卹 改善維修工程（特別是大規模工程）的規劃，以免經常及／或重複

進行工程，招致額外費用和對公眾造成不便； 

(b）在根據施工令展開額外工程前，採取步驟，確保工程範圍和費用

經適當職級的物業事務經理批准；及 

註 32：隱藏工程指在工程完成後會被掩蓋或遮蔽而無法計量的工程。 

註33：建築署表示，與其他維修工程（例如髭漆）不同，混凝土修聳工程的範圍須待承建商

完全鏟除剝落的混凝土，以及建築署人員實地檢查後，才能準確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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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發出技術資料文件，就天台停車場地台的防水系統設計提供指 

引，以免出現類似天星碼頭停車場大廈的滲漏問題。 

當局的回應 

5.14 建築署署長同意第 5.13 段所述的審計署建議。他表示： 

卹 天星碼頭停車場大廈的樓齡已有如年，由於暴露於腐蝕性的海洋

環境中，而且使用量很高，因此須不時進行工程，修聳天台及剝

落的混凝土； 

(b）建築署人員會更主動就維修事宜與停車場管理公司溝通； 

(c）建築署會提醒其人員，即使租約條款要求租戶以書面形式向政府

報告建築物的毛病，他們也應更主動對出租物業進行維修視察； 

昀 為修薑剝落的混凝土而發出的兩份施工令（WO(1）和WO(5)）應在原

定範圍內的修聳工程完成後，即時核證已經完成。其後發現須大

幅擴大工程範圍時，應發出新的施工令； 

(e）電腦系統改善後（見第 3.3 5(a) 段），會具備管理功能，確保在根據

施工令展開額外工程前，有關工程經適當職級的人員批准；及 

0 建築署會擬備技術資料文件，就天台停車場防水系統的設計和安

裝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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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署署長 

建築署副署長 

附錄A 

（參閱第 1.2段） 

建築署的組織架構 

建築署總部 

物業事務處 建築設計處 結構工程處 

工程策劃 

管理處 

屋宇裝備處 工料測量處 

助理署長 

（物業事務） 

第1分處 

總物業事務 

經理1 

第 2分處 

總物業事務 

經理2 

第 3分處 

總物業事務 

經理 3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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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參閱第 3.3、3.4、3.21、4.20及 4.36段） 

審計署對定期合約進行的審查 

定期合約 合約期 

合約期長度 

（月） 

維修定期合約（"0 份） 

合約A 1.4.01-31.3.04 36 

合約B 1.4.01-31.3.叫 36 

合約C 1.4.01-31.3.04 36 

合約D 1.4.01-31.3.04 36 

合約B 1.4.01-31.3.04 36 

合約 F 1.4.01-31.3.叫 36 

合約G 1.6.01-31.3.04 34 

合約H 1五01-31.3.叫 34 

合約 I 1.7.02-30.9.05 39 

合約 J 1久02-30.9.05 39 

“設計與施工”小規模工！ 程定期合約（4 份） 

合約K 1.11.02-31.10.04 24 

合約L 1.11.02-31.10.04 24 

合約M 1.11.02-31.10.05 36 

合約N 1.11.02-31.10.05 36 

“設計與施工”裝修工程！ 定期合約（3份） 

合約0 1五01-31.5.03 24 

合約 P 1.6.02-31.5.04 24 

合約Q 1.6.02-31.5.05 36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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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C 
（參閱第 3.6段） 

物業事務處的管理架構 

助理署長 

物業事務 
	- ! - 

總物業事務經理 綜合工程經理 

高級物業事務經理 

（區域／組別） 

物業事務經理 

（地區） 

總物業事務主任 

高級屋宇裝備工程師 

（區域／組別） 

屋宇裝備工程師 

（地區） 

總技術主任 

（屋宇裝備） 

高級物業事務主任／ 

物業事務主任 

（地區） 

物業事務主任 

助理物業事務主任 

監工 

（建築） 

高級屋宇裝備督察／ 

屋宇裝備督察 

（地區） 

助理屋宇裝備督察 

監工 

（屋宇裝備） 

說明： 

直屬關係 

橫向關係 

工程小組 	■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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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D 

（參閱第 3.13及 3.21 段） 

尚未完成的施工令 

（二零零四無十月四日的情況） 

定期合約 

施工令 

總計 
預算費用 
少於五萬元 

預算費用 
五萬元或以上 

(a) (b) (c) = (a)+(b) 

（份） （份） （份） 

維修定期合約（10份） 

合約A 192 70 262 

合約B 134 88 222 

合約C s8 48 106 

合約D 70 24 94 

合約B 327 176 503 

合約 F 160 82 242 

合約G 117 印 177 

合約H 64 48 112 

合約 I 854 4叩 1 261 

合約 I 595 251 846 

小計 2571 1 254 3 825 

“設計與施工”定期合約（7份） 

合約K 4 131 135 

合約L 13 65 78 

合約M 16 142 158 

合約N 2 69 71 

合約0 1 14 15 

合約 P 0 13 13 

合約Q 1 21 22 

小計 37 455 492 

總計 2 608 1 709 4317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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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E 

（參閱第 3.17 及 3.25 段） 

有關批准承建商延長完工時間的分析 

施工令 

(20 份） 

天氣惡劣 額外工程 
與其他承
建商協調 

等候供應 
商發出 
保證書 

等候委託 
部門作出 

安排 其他 

批准延長 
完工時間 
的總數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1.  81 379 
(t1) 

460 

2.  492 492 

3.  s38 
（註助 

s38 

4.  3s0 
（註 3) 

350 

5.  488 488 

6.  644 131 126 901 

7.  91 184 90 334 
（註心 

。9 

8.  46 210 1m 8 371 

9, 306 306 

10.  791 791 

11.  98 62 76 433 669 

12.  33 211 244 

13.  774 19 793 

14.  456 456 

15.  298 298 

16.  36s 36s 

17.  10 加9 12 231 

18.  221 89 310 

19.  338 s9 3卯 

加． 兕 267 90 449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由於要等候委託部門安排進場施工，以及政府物流服務署延遲供應物料，因此批准延

長完工時問。 

註 2：延長完工時間中，有部分因天氣惡劣所致。 

註 3：由於要等候水務署接駁供水錶，因此批准延長完工時問。 

註 4：由於要分階段施工，因此批准延長完工時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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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F 

（參閱第 4.30 段） 

查核承建商報稱價值 

工程類別 

施工令的 

報稱價值 

負責查核的人員／ 

（查核時限） 

辦公室查核 實地查核 技術查核 品質管理組查核 

建築工程 不超過一萬元 監督人員 監督人員 工料測量人員 品質管理組人員 

（建築工程） 

(7 日） 口日） 。日） 

超過一萬元 監督人員 工料測量人員 工料測量人員 品質管理組人員 

（建築工程） 

(14 日） (14日） (14 日） 

電力工程 任何價值 監督人員及技 

術職系人員 

（屋宇裝備） 

監督人員及技 

術職系人員 

（屋宇裝備） 

監督人員及技 

術職系人員 

（屋宇裝備） 

品質管理組人員 

（屋宇裝備） 

(14日） (14 日）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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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G 
（參閱第 4.36段） 

尚未決算的舊定期合約 

（截至二零零四無十一月三十日） 

定期合約 合約期 合約期屆滿後的時間 

維修定期合約 

合約1（註 1) 1.4.1992 一 3 1.3. 1995 九年零八個月 

合約2（註 1) 1.4.1992 一 3 1.3. 1995 九年零八個月 

合約 3 1.4.1995 -31.3.1998 六年零八個月 

合約4（註 1) 1.4.1995 一 3 1.3. 1998 六年零八個月 

合約5（註助 9.12.1997 -31.3.1998 六年零八個月 

合約6（註 1及 2) 9.12.1997 一31.3.1998 六年零八個月 

合約7 1.4.1998 -31.3.2001 三年零八個月 

合約 8（註 1) 1.4.1998 -31.3.2001 三年零八個月 

合約9（註 1) 1.4.1998 -31.3.2000 四年零八個月 

合約10 1.7. 1999 - 30.6.2002 兩年零五個月 

合約11 1.6.2000-3 1.5.2001 三年零六個月 

“設計與施工”定期 合約 

合約12 1.4.1996 一 3 1.3. 1999 五年零八個月 

合約 13 1.6. 1999 -3 1.5.2001 三年零六個月 

合約 14 1.6.1999 一31.5.2002 兩年零六個月 

合約 15 1.11.1999 - 31.10.2002 兩年零一個月 

合約 16 1.11. 1999 一31.10.2002 兩年零一個月 

合約 17 1.11.1999 - 31.10.2002 兩年零一個月 

資料來源：建築署的記錄 

註1：這些合約的承建商已違約。合約 2、合約 4、合約 6 及合約 9 由同一承建商負責。 

註 2：台約5 及合約 6並非一般合約，而是委託其他承建商完成原來的承建商未按合約進行

的餘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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