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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安全和防止山泥倾泻措施 

 

撮要及主要审计结果 

 

 

 
A.  引言  香港地势山峦起伏。多年来，市区在邻近山坡的地点不断发展，形成

大量邻近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人造斜坡。七十年代，香港发生多宗山泥倾泻灾难。

其后，政府在一九七七年七月成立土力工程处，根据工务局按其权责制定的政策，

推行斜坡安全计划，处理斜坡崩塌的问题。凡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以前修筑的斜坡，

称为旧斜坡，在一九七七年七月以后修筑的斜坡，则称为新斜坡。土力工程处一直

审核所有新斜坡的设计和施工，确保斜坡符合现行的安全标准。土力工程处也推行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持续施工巩固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第1.1至1.3段及1.5段)。 
 
B.  帐目审查  审计署 近审查了政府推行斜坡安全计划的节省程度、效率和效

益(第1.16 段)。审查结果撮述于下文C 至G 段。 
 
C.  需要改善山泥倾泻事故统计数字的编制和报告  山泥倾泻带来人命伤亡和经

济损失。自土力工程处于一九七七年成立后，山泥倾泻事故造成的死亡事故已显著

减少。由一九九七年开始，土力工程处一直进行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以找出措

施改善斜坡安全。不过，对于向其他政府部门报告的山泥倾泻事故，土力工程处并

未进行有系统的研究，亦没有把这些数字包括在所公布的山泥倾泻数字内。此外，

自一九九九年起，土力工程处已停止编制山泥倾泻导致的经济损失的详细报告。为

了方便全面评估斜坡安全，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需要为所有已报告的山泥倾泻事

故和所有斜坡编制崩塌率(第2.3 、2.6 、2.10 、2.11 及2.13 至2.19 段)。 
 
D.  斜坡记录册并不完备  全港凡是符合既定登记准则的人造斜坡，土力工程处

都会为其登记。一九七八年，土力工程处完成《旧斜坡记录册》的编制工作。不过，

旧记录册并不完备。一九九八年九月，土力工程处完成《新斜坡记录册》的编制工

作。不过，新记录册也不完备。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期间对山泥倾泻事故进行

的调查发现，62个已崩塌的斜坡并未登记在新记录册内。当局发现这些未登记的斜

坡，是因为这些斜坡发生山泥倾泻。可能尚有其他并未登记的斜坡仍未被发现，因

为这些斜坡并没有崩塌。未登记斜坡的存在或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审计署亦发

现，大部分该类从山泥倾泻调查发现的未登记斜坡的登记工作仍未完成 (第3.2 至
3.7 段及3.11 至3.1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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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需要改善巩固旧政府斜坡工程的监管  在一九七七年前修筑的旧斜坡有不少

不合标准，需要进行巩固才符合现行的安全标准。自一九七七年起，土力工程处一

直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巩固旧政府斜坡。一九九五年二月，当时的总督会同行

政局指令政府加速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以期提早于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大致完成

旧记录册所列斜坡的巩固工程。不过，审计署发现，当局没有清晰地说明这个为期

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标，有关目标其后并曾以不同方式诠释。一九九

七年九月，政府制订了一项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于二零零零年四月展开。

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二零一零年或之前，为另外2 500个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完成

巩固工程。在制订这项计划时，政府承诺推行三项附加的斜坡安全措施，即综合发

展、强化维修和清拆寮屋，处理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总括来说，在二零一零年

三月或之前，共10 000 个高风险斜坡将会获得处理。不过，审计署注意到，在防止

山泥倾泻计划下进行巩固工程的斜坡中有34%并非高风险斜坡。工务局仍未就综合

发展和强化维修这两项措施的目标，制定任何详细的工作计划。工务局和土力工程

处仍未制定长远的计划，处理余下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第4.2、4.3、4.8、4.13、
4.14 、4.18 、4.26 、4.29 、4.31 、4.36 及4.37 段)。 
 

F.  遗漏实施新斜坡岩土工程管制  土力工程处对新斜坡的修筑工程实施岩土工

程管制。原则上，所有在一九七七年以后修筑的新斜坡，均须由土力工程处审核，

以确保这些斜坡的设计和施工均达到规定的安全标准。土力工程处对一九九七年至

二零零零年间发生的山泥倾泻事故进行的调查显示，有一些新斜坡在修筑时并未受

土力工程处的岩土工程管制。这类斜坡大多是政府斜坡。二零零一年八月，工务局

实施审核证书制度，以避免相似的个案再次出现。审计署注意到，工务部门可自行

决定不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不过，工务局没有注明工务部门行使酌情权的准则

和情况。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有需要进行一次特别检讨，以找出未受适当岩土

工程管制的新斜坡( 第5 . 2 、5 . 1 0 、5 . 1 2 、5 . 1 5 、5 . 1 7 、5 . 1 8 及5 . 2 1 至
5.23 段)。 
 

G.  需要改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  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土力工程处对

不合标准的政府斜坡进行详细研究及巩固工程。审计署选取了在1999–2000 年度和

2000–01年度竣工的502个斜坡工程项目，进行详细分析。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

处没有编写管理报告，以便监督个别斜坡工程项目的进度和费用。在已竣工的502个
斜坡工程项目之中，有不少项目的竣工日期出现延误，费用亦有增加。在这些斜坡

工程项目之中， 384 个斜坡工程项目(即76%) 未能在原来订定的竣工日期前完成，

及有220 个斜坡工程项目(即44%) 的费用有增加。若把在其他斜坡工程项目所节省

的6,200 万元计算在内，费用亦净增加了3,200 万元。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在防

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方面有可改善之处，以尽量减少斜坡工程项目的延误及费用

增加(第6.2 、6.8 、6.10 、6.11 、6.13 及6.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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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审计署的建议  审计署的主要建议如下： 
 
 (a) 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 
 
  (i) 联同工务局局长，要求其他政府部门向土力工程处汇报所有山泥倾

   泻事故，以便该处进行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并编制全面的山泥 
   倾泻统计数字 (第2.22(a) 段)； 
 
   (ii)  就所有山泥倾泻事故造成的后果(包括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 编制详

   细的统计数字，以便进行趋势分析和监察(第2.22(d) 段)； 
 
  斜坡登记 
 
  (iii) 采取行动，找出和登记其他须予登记而未登记的人造斜坡  (第
   3.15(b) 段)； 
 
  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 
 
  (iv) 联同工务局局长，确保日后政府计划的目标，例如为期五年的加速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在呈交有关当局的文件中清晰明确地说明    
   (第4.16(a) 段)； 
 
  (v) 透过比较已巩固旧政府斜坡的实际数目及土力工程处的承诺目标，

   监察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进度，并另行报告已巩固的新

   政府斜坡和综合责任斜坡的数目 (第4.24(a) 段)； 
 
  (vi) 在报告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时： 
 

   ── 准确地报告已巩固的高风险旧政府斜坡的实际数目(第4.40(a)(i)
    段)；及 
 

   ── 把经由附加斜坡安全措施处理的斜坡数目，例如以清拆寮屋处

    理的斜坡数目，另行作出报告(第4.40(a)(ii) 段)； 
 

  (vii) 在征询工务局局长的意见后，就巩固余下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

   制定一项长远的计划(第4.40(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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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 

 
  (viii) 小心检讨有关的工务局技术通告及发出清晰的指引，列明在什么情

   况下工务部门毋须向土力工程处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 (第5.24 (c)
   段)； 
 
  (ix) 考虑进行一次特别检讨，以找出未受适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 (第
    5.24(d) 段)； 
 
  用以巩固旧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 

 
  (x) 小心检讨现时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管理程序，实施有效的管制措

    施，以确保工程在原定日期及投标金额内竣工(第6.18(a) 段)；及 
 
  (xi) 定期编制管理报告，密切监管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进度和费用，辨 
    别须及早采取管理行动的斜坡工程项目(第6.18(b) 段)；及 
 
 (b) 工务局局长应： 
 
  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 

 
  (i) 与斜坡维修部门和有关的工务部门互相协调，以制订工作计划，进 
    行斜坡巩固／改善工程(第4.41(a) 段)；及 
 
  (ii)  探讨其他加快巩固／改善旧政府斜坡的方法(第4.41(b) 段)。 
 
I. 当局的回应  当局大致同意审计署的建议(第2.23 、3.16 、4.42 、4.43 、5.25
及6.19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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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引言 

斜坡与山泥倾泻 

1.1 香港地势山峦起伏，六成多的土地都是天然山坡。多年来，随着市区不断发展，

人造斜坡涌现，其密度之高，世界其他地方鲜有能及。目前，全港约有54 000 个人造斜

坡。人造斜坡可分为三大类，即削土斜坡、填土斜坡和挡土墙。各类斜坡的示意图见中

间内页图一(本报告有关斜坡的词汇见附录I)。 
 
1.2 天然斜坡和人造斜坡同样有发生山泥倾泻的风险，尤以每年五月至九月雨季期间，

大雨倾盆时为甚。山泥倾泻的定义是天然斜坡或人造斜坡上泥土或岩石与斜坡分离或发

生过度横向位移。本港每年接到的山泥倾泻报告平均约300 宗，大多数是轻微事故。不

过，过往却发生了多宗不幸的山泥倾泻灾难，除了造成人命伤亡之外，亦带来经济损失。 

推行斜坡安全计划 

土力工程处的成立 

1.3  土木工程署辖下的土力工程处(注1) 全面负责香港的斜坡安全。七十年代，香港发

生多宗山泥倾泻灾难(中间内页照片一显示一幅在一九七二年发生的一宗山泥倾泻灾难的

照片)。其后，政府在一九七七年七月成立土力工程处，负责改善斜坡安全。土力工程处

根据工务局按其权责制定的政策，推行斜坡安全计划。在该处成立以前，无论是对私人

或政府的修筑斜坡工程，岩土工程管制都非常有限。在土力工程处成立(一九七七年七月)
以前修筑的斜坡被列为旧斜坡。旧斜坡大多不合标准，在土力工程处成立以后修筑而经

土力工程处审核的斜坡，被列为新斜坡。 
 
1.4  政府基本的斜坡安全策略如下： 
 

(a) 巩固不合标准的斜坡，以达到现行的安全标准； 
 

(b) 审核所有新斜坡的设计和施工，以控制不合标准斜坡的数目；及 
 

(c) 妥善维修所有斜坡，以防失修。 
 
1.5  自一九七七年以来，土力工程处已审核所有新斜坡的修筑工程，确保斜坡符合现

行的安全标准。新斜坡通常无需巩固，惟须进行维修，以防失修。在一九七七年以前修

筑的斜坡，大多数不合标准，需要施工巩固，以求达到现行标准。中间内页照片二显示

一个正在进行斜坡巩固工程的工地。政府巩固斜坡的措施是着眼于旧斜坡，而所有人造 
 
  
注1： 土力工程处的英文名称是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Office ，原来的英文名称是Geotechnical Control 

Office，于一九九一年易名，中文名称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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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则需要维修。土力工程处推行持续性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巩固不合标准的旧政府

斜坡。这项计划亦对私人斜坡进行安全筛选。根据《建筑物条例》(第123 章)，私人土地

范围内的斜坡，或者由私人负责的斜坡，一旦需要进行土地勘察或施工巩固，土力工程

处可要求屋宇署向土地拥有人发出《危险斜坡修葺令》，要求土地拥有人勘察斜坡的稳

定性，并采取必要的防止山泥倾泻措施。倘若土地拥有人不理会《危险斜坡修葺令》，

政府便有权进行所需的工程，费用由土地拥有人负担。 
 
1.6  政府斜坡的日常维修工作由七个政府部门(下文统称为斜坡维修部门) 负责。这七

个部门分别是路政署、建筑署、渔农自然护理署、渠务署、地政总署、水务署和房屋署。 
 
1.7  如上文第1.3 段所述，土力工程处全面负责香港的斜坡安全。土力工程处除了巩固

较危险和复杂的不合标准斜坡，还负责全盘统筹维修斜坡的事宜。该处与斜坡维修部门

保持密切联络，并通过提供维修斜坡的标准和指引、开发合乎经济效益的维修工程技术、

提供技术援助以解决棘手的个案及检讨维修工程的运作，协助这些部门维修斜坡。 

工务局的斜坡安全检讨 

1.8  一九九四年年底，工务局就香港的斜坡安全计划进行重大检讨，并发表《斜坡安

全检讨报告》。一九九五年二月，行政局通过《斜坡安全检讨报告》，土力工程处亦获

得额外拨款，以加快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详情见下文第4.8 段)。 
 
1.9  一九九五年五月，土木工程署署长委任了一个斜坡安全技术检讨委员会，就斜坡

安全的技术问题向政府提供意见。委员会由三位国际知名的土力工程专家组成，每年在

香港召开一次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发表报告。 
 
1.10  一九九六年，政府设立斜坡安全常务委员会(注2)，监察改善斜坡安全措施的实施

情况。委员会的职责还包括检讨现行管制斜坡安全的法例，以及研究工务局局长转交的

关乎斜坡安全的事宜。 

政府推行斜坡安全的开支 

1.11  政府已拨出大量资源，改善斜坡安全。在土力工程处的编制内，负责斜坡安全工

作的人手有520 人。防止山泥倾泻计划获拨款对不合标准旧政府斜坡进行巩固工程。此

外，七个斜坡维修部门亦获得拨款进行斜坡维修。根据2001–02年度的周年预算，巩固和

维修政府斜坡的开支总额如下： 
 
 
 
 
 
  
 
注2： 斜坡安全常务委员会由一位工务局副局长担任主席，其他成员包括负责斜坡安全的决策局和部门的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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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元) 

土力工程处经常性开支 271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开支 883 

斜坡维修开支 600 

 ______________ 

总计 1,754 

 =========== 

斜坡安全的改善 

1.12  斜坡安全是大众向来关注的问题，也是政府主要的政策措施之一。为改善斜坡安

全，政府一直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患未然及作出补救。 
 
1.13  根据土力工程处的记录，近年在山泥倾泻事故中死亡的人数显著减少，可见本港

发生山泥倾泻的风险，跟土力工程处于一九七七年成立以前的情况相比，已大大减低。

今天，香港的斜坡安全程度大致可以媲美加拿大、日本及美国等地。二零零一年一月，

斜坡安全技术检讨委员会 (见上文第1.9 段) 发表第十号报告书，赞扬土力工程处的工作

成效，并表示土力工程处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均已达到国际水平。委员会建议土力工程处

可考虑向其他国家提供专业知识及经验，以协助各国减低发生山泥倾泻的风险。不过，

政府认为本地发生山泥倾泻的风险，尚未减低至公众认可的水平。因此，政府仍然要保

持警觉，注意斜坡安全。 
 
1.14  鉴于大众对斜坡外观的关注，土力工程处公布了美化斜坡景观和在斜坡进行生物

工程的指引。自二零零一年起，土力工程处已美化每一个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巩固的

斜坡。斜坡维修部门日后在进行维修工程时，亦会逐步美化各个斜坡。 
 
1.15  土力工程处调查重大的山泥倾泻事故，以及从事研究和开发工作，目的是改良岩

土工程作业。土力工程处公布了《斜坡岩土工程手册》和一套多册的《岩土指南》，就

勘察斜坡和分析斜坡稳定性的方法，以及认可的 低安全标准，提供指引。土力工程界

视这些文件为斜坡工程的标准指引。 

帐目审查 

1.16  审计署 近审查了政府推行斜坡安全计划的节省程度、效率和效益，重点在于审

查土力工程处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为不合标准旧斜坡进行的巩固工程，以及对新斜坡

实施的岩土工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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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本帐目审查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a) 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见下文第2 部分)； 
 
(b) 斜坡登记(见下文第3 部分)； 
 
(c) 旧政府斜坡巩固工程的进度(见下文第4 部分)； 
 
(d) 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见下文第5 部分)；及 
 
(e) 用以巩固旧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见下文第6 部分)。 

 
审计署发现，以上几方面有可加改善之处。就这几方面，审计署作出多项建议。 

当局的整体回应 

1.18  土木工程署署长欢迎审计署报告中为进一步加强斜坡安全而提出的建议。他也乐

意见到报告提及，斜坡安全技术检讨委员会赞扬土力工程处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均已达到

国际水平一事。此外，他注意到审计署的观点，即过去二十多年来，因山泥倾泻事故而

死亡的人数大大减少，显示了土力工程处在改善本港斜坡安全所做的工作的成效。 
 
1.19 工务局局长欢迎审计署报告提出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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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 
 
2.1  本部分审查山泥倾泻事故统计数字的编制和报告工作。是项审查显示，在收集和

提供山泥倾泻事故的资料方面，土力工程处所采用的方法有可予改善之处。 

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后果 

2.2  香港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尤以豪雨期间为然。土力工程处按崩塌程度，把

山泥倾泻分类如下： 
 

(a) 严重山泥倾泻  指崩塌量(注3) 达50 立方米或以上的山泥倾泻；及 
 
(b) 轻微山泥倾泻  指崩塌量少于50 立方米的山泥倾泻。 

 
2.3  土力工程处每年接获的山泥倾泻报告，平均约300宗。中间内页图二显示一九八四

年至二零零零年间，土力工程处接获的山泥倾泻数目。山泥倾泻会带来人命伤亡和经济

损失(设施受影响和交通、公共服务受阻等)。附录A显示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零年间山泥

倾泻的数目及后果。 

山泥倾泻事故的调查工作 

2.4  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土力工程处除了收集本港的雨量和山泥倾泻事故的数据外，

每年还进行检讨。土力工程处： 
 

(a)  挑选严重的山泥倾泻事故作出调查，并发表个别的调查报告； 
 
(b)  进行研究和发展，以加深对本港山泥倾泻特性和机制的了解； 
 
(c)  自一九八四年起至一九九八年止，发表“Hong Kong Rainfall and Landslides”

年报，概述本港雨量和山泥倾泻情况；及 
 
(d)  从一九九七年起，发表“Review of Landslides”年报(见下文第2.7 段)。 

 
2.5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坚尼地城观龙楼外一个斜坡和一幅挡土墙倒塌，引致

五人丧生，三人重伤。在这次山泥倾泻发生后，政府从加拿大聘请国际知名的山泥倾泻

专家穆根士顿教授来港，进行独立的山泥倾泻检讨。穆根士顿教授提出多项建议，其中

包括建议土力工程处采用更统一的方式，评估斜坡的稳定性。他建议其中一种做法如下： 
 

(a)  所有山泥倾泻事故须向土力工程处提交事件报告； 
 
 
  
注3： 崩塌量指脱落物料体积与移位不多而仍留在斜坡上的变形物料体积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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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力工程处的高级土力工程师会根据山泥倾泻事件报告的内容，确定是否

采取一个更统一的方式或按照斜坡记录册的指引，于事后对斜坡进行评估；

及 
 
(c)  更统一的方式通常根据工程或发展计划的规模而定，必须： 

 
(i)  鉴定什么是已知的，什么是假设的； 
 
(ii)  鉴定须否知悉个别斜坡的土壤特性和特殊地质特征；及 
 
(iii)  描述所有可能影响斜坡的水流途径。 

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 

2.6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政府接纳穆根士顿教授的建议，向土力工程处增拨资源，进

行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以便采取统一的方式。自一九九七年起，土力工程处展开有

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目的是： 
 

(a)  鉴别出现固有稳定性问题的斜坡，以便作出适当跟进，进行统一斜坡评估和

巩固工程；及 
 
(b)  检讨政府在斜坡安全系统方面的工作表现，从而改善现行的斜坡工程作业。 

 
2.7  这些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可提供关于山泥倾泻种类和成因的有用资料。土力工

程处根据研究所得的数据和资料，进行分析检讨，从而评估斜坡安全系统的整体表现，

并且找出须予注意之处。土力工程处编订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资料库。一九九七

年，土力工程处出版新一辑名为“Review of Landslides”的报告。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止，该处已发表了三份报告： 
 

(a)  Review of 1997 and 1998 Landslides (一九九九年十月发表)； 
 
(b)  Review of 1999 Landslides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发表)；及 
 
(c)  Review of Landslides in 2000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发表)。 

 
2.8  根据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结果所得，土力工程处引进了一些技术和行政改善措

施，包括： 
 

── 修订《岩土指南》第五册《斜坡维修指南》； 
 
── 为《土力工程处紧急服务手册》中关于勘察山泥倾泻的部分订立指引；及 
 
── 提供资料草拟新的《公路斜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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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工程处也取得更多山泥倾泻的技术知识，如山泥倾泻发生前斜坡变形的现象、滑坡

泥石的流动性和天然山坡山泥倾泻的成因。 

审计署对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的意见 

土力工程处就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的发现 

2.9  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帮助有关方面得以对斜坡崩塌的成因有更深入的了解，并

以研究所得为根据，制订了改善斜坡安全的新措施。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提供了一些

改善措施 (见上文第 2.8 段)。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正积极跟进大部分建议。审计

署认为，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对改善本港斜坡安全作用甚大，土力工程处应继续致力

进行研究和采取所需的跟进措施。不过，审计署认为下列两点必须特别留意： 
 

(a)  尚有未登记的斜坡(见下文第3 部分)；及 
 
(b)  新斜坡岩土工程管制的成效(见下文第5 部分)。 

向土力工程处报告山泥倾泻事故以便该处进行有系统的研究 

2.10  附录 A载列了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零年间香港发生的山泥倾泻事故的数字。土力

工程处已在 “Hong Kong Rainfall and Landslides” 报告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九八年) 和
“Review of Landslides”报告 (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 公布这些数字。审计署留意到，

土力工程处所公布的山泥倾泻数字是该处根据向该处报告的山泥倾泻事故计算出来的，

而该处会就这些事故提供岩土工程意见。不过，这些数字并不包括向其他部门报告，而

并没有向土力工程处征询岩土工程意见的山泥倾泻事故 (参阅下文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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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一九九四年至一九九八年间 
未计算在土力工程处公布的山泥倾泻数字内的山泥倾泻事故数字 

(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零年的数字不详(注1))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数目)  (数目)  (数目)  (数目)  (数目) 
 
(A) 土力工程处公布的山泥 436  295  153  559  228 

倾泻数字，是该处根据 
向其报告以征询岩土工 
程意见的山泥倾泻事故 
制订的。 

 
(B) 向其他部门(注2)报告，  244  134  17  122  54 

并且没有向土力工程处 
征询岩土工程意见的山 
泥倾泻事故。土力工程 
处在上述(A) 项公布的 
数字并不包括这些数  
字。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注1： 截至一九九八年止，土力工程处从各部门收集山泥倾泻数据。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零年的资料不详

是因为土力工程处自一九九九年起停止从各部门收集有关数据。 
 
注2： 这些部门包括路政署、水务署、建筑署、消防处、房屋署及渔农自然护理署。土力工程处表示，其

他部门收到的山泥倾泻报告的数字可能有重复，因为有些山泥倾泻事故可能不只向一个部门报告。 
 
2.11  审计署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进行查询，当时，土力工程处指出，并非所有山泥倾

泻事故都会向该处报告，以征询该处的岩土工程意见。有些山泥倾泻事故(例如在偏远地

区和建筑地盘发生的轻微山泥倾泻事故) 只向其他部门报告，而土力工程处并无参与处理

这些事故。因此，土力工程处并没有这些轻微山泥倾泻事故的详细资料，亦未能确定政

府收到的山泥倾泻报告的整体数字。 
 
2.12  二零零二年一月，审计署向土力工程处提及有关穆根士顿教授曾建议所有山泥倾

泻事故须向土力工程处提交事件报告 (见上文第2.5 段) 。按照他的建议，审计署提议土

力工程处应要求其他部门向其汇报所有山泥倾泻事故，从而更新斜坡资讯系统内有关山

泥倾泻的资料，并对山泥倾泻事故作出全面剖析。二零零二年一月，土力工程处向审计

署表示，为了取得有关山泥倾泻更准确的资料，土力工程处现正制订一套合用的报表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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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使用，以便它们向该处报告山泥倾泻事故。该处会就如何汇报相关的资料发出指引，

以便鉴别真正的山泥倾泻事故。土力工程处日后就山泥倾泻事故进行有系统的研究及编

制统计数字时，会细心研究其他部门提供的资料。 

山泥倾泻的后果分析 

2.13  附录A 载列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零年间山泥倾泻造成的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数

据。审计署留意到，截至一九九八年，设施受影响和封路所致的经济损失亦已载于   
“Hong Kong Rainfall and Landslides”报告内。不过，自一九九九年起，土力工程处便停止

编制这份报告。二零零二年一月审计署提议，土力工程处有需要编制有关的统计数字，

以便评估山泥倾泻带来的经济损失。鉴于审计署的查询，土力工程处编制了山泥倾泻事

故在一九九九年和二零零零年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有关数字 (现载于附录A) 。土力工程处

向审计署表示，这些数字会载于日后公布的“Review of Landslides”报告。 
 
2.14  自土力工程处于一九七七年成立后，山泥倾泻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减少。附录  
B载列一九七二年至二零零零年间造成人命损失的山泥倾泻事故的详细资料分析和发生地

点。资料显示，五年期人命损失总数和五年期人命损失平均数在过往29年大幅减少，显

示了土力工程处在改善香港斜坡安全所做的工作的成效。 

斜坡崩塌率的计算 

2.15  土力工程处为已登记的斜坡计算出两组崩塌率(请参阅载于附录I 的词汇) 以评估

政府斜坡安全系统的成效。第一组崩塌率属于那些经斜坡安全系统处理的斜坡 (即经评

估、设计或巩固以达到岩土安全标准的斜坡)。另一组崩塌率则属于那些未经斜坡安全系

统处理的斜坡。下文表二载列土力工程处根据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间已登记斜坡的

山泥倾泻事故统计数字所计算的每年崩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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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已登记斜坡的每年崩塌率 
 
 1997  1998  1999  2000  目标 
 
(A) 经斜坡安全系统 

处理的斜坡： 
 

(i)   所有山泥倾泻事故 0.16%  0.11%  0.11%  0.11%  * 
(严重和轻微事故) 
 

(ii)  只限严重的山泥倾 0.04%  0.03%  0.03%  0.02%  0.2% 
泻事故     (即1 000 

     个斜坡 
     中有2 
     个崩塌； 
     请参阅下 
     文第2.16 段) 
 
(B) 未经斜坡安全系 

统处理的斜坡： 
 

(iii)  所有山泥倾泻事故 0.88%  0.33%  0.71%  0.40%  * 
(严重和轻微事故) 
 

(iv)  只限严重的山泥倾 0.10%  0.03%  0.09%  0.02%  * 
泻事故 
 

(C)  所有斜坡：(即上文(A) 及(B) 的所有斜坡) 
 
(v)  所有山泥倾泻事故 0.65%  0.26%  0.51%  0.30%  * 

(严重和轻微事故) 
 

(vi)  只限严重的山泥倾 0.08%  0.03%  0.07%  0.02%  * 
泻事故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及审计署的分析 
 
注：* 表示未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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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土力工程处为已登记及经斜坡安全系统处理的斜坡设定了99.8%为避免发生严重山

泥倾泻的目标成功率。为方便比较数据起见，上文表二把这项成功率换算为0.2%的目标

崩塌率(即每1 000 个斜坡中有2 个崩塌)。在报告每年斜坡安全的整体成效方面，土力工

程处只提及经斜坡安全系统处理的斜坡的成功率，并以此证明这系统在防止严重山泥倾

泻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2.17  上文表二的资料显示，所有山泥倾泻事故类别的崩塌率大大高于严重山泥倾泻事

故类别。在这方面，审计署注意到，以往即使是轻微山泥倾泻事故，其崩塌量少于 50 
立方米，亦曾造成严重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有关例子见附录C 。 
 
2.18  审计署认为，在评估整体斜坡安全时，所有已报告的山泥倾泻事故(包括严重和轻

微的事故) 也应考虑在内。审计署留意到斜坡安全技术检讨委员会(见上文第1.9段) 在二

零零零年一月发表的第九号报告书中表示，“ Review of 1997 and 1998 Landslides ” 报
告(见上文第2.7段) 把政府斜坡安全系统的可靠性以99.9%的成功率作报导是过于乐观。

委员会建议作出适当调整。 
 
2.19  审计署认为应该编制所有山泥倾泻事故(包括严重和轻微的事故) 和所有斜坡(不
论曾否经斜坡安全系统处理) 的崩塌率，以便作出趋势分析和报告。土力工程处已为经斜

坡安全系统处理的斜坡所发生的严重山泥倾泻事故设定目标成功率。该处亦应为经斜坡

安全系统处理的斜坡所发生的所有山泥倾泻事故设定目标成功率。 

及早公布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 

2.20  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造成的后果是有用的管理资料，作为评估斜坡安全和

制订政策之用。能够及早得到这些管理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审计署留意到，每年出版的

“Review of Landslides”报告(自1997 年刊载，见上文第2.4 段) 所载的资料大约需时一年才

能编订 (见上文第2.7 段) 。此外，土木工程署在周年预算中的管制人员报告亦没有载列

这些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以便立法会及有关人士能对过去一年斜坡安全的情况作

出整体评估。 
 
2.21  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应加快编制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并及早公布有关

资料。在二零零一年的施政报告中，政府表示拟于二零零二年四月或之前发表第一份《二

零零一年政府斜坡安全工作的周年报告》。审计署认为这份报告应加入有关山泥倾泻事故

的 新统计数字和所造成后果的资料，以就香港斜坡安全的情况提供 新及全面的资料。 

审计署对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的建议 

2.22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联同工务局局长，要求其他政府部门向土力工程处汇报所有山泥倾泻事故，

以便该处进行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并编制全面的山泥倾泻统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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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所有山泥倾泻事故和所有斜坡计算崩塌率，以提供有意义和全面的山泥倾

泻资料； 
 
(c)  为经斜坡安全系统处理的斜坡所发生的所有山泥倾泻事故设定目标百分比，

方便评估系统的成效； 
 
(d)  就所有山泥倾泻事故造成的后果(包括人命伤亡和经济损失) 编制详细的统计

数字，以便进行趋势分析和监察；及 
 
(e)  在即将发表的《政府斜坡安全工作的周年报告》中及早公布有关山泥倾泻事

故的详细统计数字和所造成的后果，以及考虑在周年预算中的土木工程处的

管制人员报告内提供有关资料。 
 
当局的回应 
2.23  土木工程署署长同意审计署在上文第2.22 段就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提

出的建议。 



 — 13 —

第3部分：斜坡登记 
 
3.1  本部分审查由土力工程处所编制的斜坡记录册的完备情况。是项审查显示编制斜

坡记录册的工作尚有可改善之处。 

斜坡登记的准则 

3.2  要推行斜坡安全计划，首先须记录斜坡的位置和其他细则。全港凡是符合附录 D
所载登记准则的人造斜坡，土力工程处都会为其登记。 
 
3.3  土力工程处为每个斜坡编配一个独一的斜坡登记编号，并详细登记斜坡的有关资

料 (包括斜坡位置、种类、大小及其他参数)，以制定斜坡安全计划。自一九七七年以来，

土力工程处编制了两份斜坡记录册，分别为： 
 

(a)  一九七八年的《旧斜坡记录册》；及 
 
(b)  一九九八年九月的《新斜坡记录册》。 

《旧斜坡记录册》 

3.4  一九七七年，土力工程处着手编制一部全港人造斜坡记录册，其目的是提供一份

当时已存在的“大型人造斜坡”的资料目录，主要收录港岛和九龙主要市区范围内的斜

坡，以及新界较大型斜坡的资料。一九七八年，土力工程处完成了《旧斜坡记录册》的

编制(下称旧记录册)。该份记录册载有约10 000 个旧斜坡的详情(其中约70% 为政府斜

坡)。自编制该份资料后，土力工程处便以旧记录册作为资料库，以进行防止山泥倾泻计

划下有系统的斜坡勘察和巩固工作。 
 
3.5  然而，一九七八年编制的旧记录册并没有收录所有旧斜坡的资料(即在一九七七年

七月以前修筑的斜坡── 见上文第1.3 段) 。一九九二年，山泥倾泻事故的调查结果显

示，有许多山泥倾泻涉及未列入旧记录册之内的斜坡，其中包括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在

碧瑶湾发生的斜坡崩塌意外，便与一幅未登记的挡土墙有关。该次意外引致两人死亡。 

《新斜坡记录册》 

3.6  一九九二年年中，土力工程处展开“全港斜坡的有系统勘察研究”计划，找出以

往并未登记在旧记录册内的斜坡，并更新已登记斜坡的资料。一九九四年七月，为了加

快进行记录斜坡的工作，土力工程处聘用顾问进行另一项名为“全港斜坡有系统鉴定及

登记”的计划。该计划的工作范围包括： 
 

(a)  利用航摄照片解说技术和现有的地形图，有系统地找出和鉴定全港所有须予

登记的人造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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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记录及更新斜坡的有关资料； 
 
(c)  对每个须予登记的斜坡进行勘察； 
 
(d)  就跟进工作提出建议；及 
 
(e)  设立电脑资料库，载列斜坡记录册内的所有资料。 

 
3.7  一九九八年九月，土力工程处耗费1.1 亿元编制的《新斜坡记录册》(下称新记录

册) 完成。新记录册共登记了大约 54 000个斜坡，其中 37 000个为旧斜坡；17 000个为

新斜坡： 
 
 

表三 
 

截至一九九八年九月止 
新记录册内的斜坡数目 

 
 政府 私人 总计 
 (a)  (b)  (c) = (a) + (b) 
 (数目)  (数目)  (数目) 
 

旧斜坡 26 000  11 000  37 000 
 
新斜坡 11 000  6 000  17 000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总计 37 000  17 000  54 000 
 =======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注： 土力工程处所发表的数字是以千位为单位计算。根据土力工程处的记录，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一月止，已登记在新记录册内的斜坡数字仍维持不变。 
 
3.8  土力工程处采用新记录册取代旧记录册。在记录斜坡期间，土力工程处亦对载录

于新记录册内的旧斜坡进行初步研究。此外，土力工程处也开发了一套斜坡资讯系统，

详载收录于新记录册内的斜坡的资料。公众可通过设于土力工程处办事处内的指定电脑

终端机或香港斜坡安全网站，查阅斜坡资讯系统的资料。有关资料请参阅中间内页图三，

中间内页的图四则是斜坡资讯系统内的斜坡位置图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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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斜坡登记的意见 

3.9  鉴定和详细记录斜坡的资料，用以编制斜坡资料库，是推行斜坡安全计划的首项

重要工作。土力工程处依据斜坡记录册规划岩土管制工程、确定岩土研究的优先次序，

以及进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的斜坡巩固工程。斜坡记录册亦为规划公共工程和私人发

展项目提供有用资料，也为斜坡维修部门、工程界专业人士和公众人士提供相关资料。

因此，斜坡记录册内关于全港所有须予登记的人造斜坡的资料，必须是全面、准确和

新的。然而，审计署注意到旧记录册和新记录册皆没有包括全港所有斜坡的资料。 

旧记录册并不完备 

3.10  如上文第3.4 段所述，一九七八年编制的旧记录册载有约10 000 个旧斜坡的详细

资料。然而，旧记录册并没有包括全港所有旧斜坡的资料。在一九九八年编制的新记录

册显示，当土力工程处成立时(即于一九七七年七月)，全港约有37 000 个旧斜坡。因此，

旧记录册欠缺大约27 000 (37 000 - 10 000) 个斜坡的资料。由于有关资料并不完备，因而

会对制订及推行旧斜坡巩固工程的计划带来影响。关于这方面，审计署注意到，在一九

九五年推出，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详见下文第4.8 段) 是根据旧记录册内

未完备的资料制订的。 

新记录册并不完备 

3.11  如上文第3.6 至3.7 段所述，从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土力工程处花费了大量

资源编制新记录册。该项计划的主要目的，是为全港所有须予登记的人造斜坡办理登记 
(见上文第 3.6 段) 。该项计划完成后，一般认为所有须予登记的人造斜坡已登记在新记

录册内。然而，新记录册也不完备。根据土力工程处的资料，由于在确定斜坡时涉及技

术困难，约有 4% 须予登记的人造斜坡可能未被发现及登记。审计署亦注意到，在土力

工程处的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中，发现多个已崩塌的斜坡并未登记在新记录册内。下

文表四是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所发现的未登记斜坡的资料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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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 
所发现的未登记斜坡数目 

 
 年内发生  未登记斜坡的数目 
 山泥倾泻    
年份 的数目 总计 不须登记 须予登记 
   (注) 
     (d) 
 (a)  (b)  (c)  (d) = (b) – (c)  (e) = ── × 100% 
      (a) 
 (数目)  (数目)  (数目)  (数目) 
 
1998  228  88  71  17  7.5% 
 
1999  402  126  107  19  4.7% 
 
2000  322  160  134  26  8.1%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 
 
总计 952  374  312  62  6.5% 
 ======  ======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注：这些斜坡属于天然斜坡或是不符合载于附录D的登记准则的小型人造斜坡，故此不须登记。 
 
3.12  如上文表四所示，于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零年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发现，须予

登记但未有登记于新记录册的斜坡共有 62 个，或约占发生山泥倾泻的斜坡的总数

6.5% 。该62 个未登记的斜坡因发生山泥倾泻而被发现，因此，可能尚有其他须予登记

的斜坡仍未被发现。由于缺乏这些未登记斜坡的数目、位置、稳定性和维修状况等方面

的资料，这些斜坡或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审计署认为有需要进行进一步覆查，以找

出须予登记但尚未登记的斜坡，然后为这些斜坡办理登记，从而进行适当的跟进工作。 

于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期间发现的未登记斜坡 

3.13  对于那些于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期间发现的未登记斜坡，审计署注意到，现时

设有机制，为有关的斜坡补办登记。为此，审计署覆查斜坡资讯系统内有关这些斜坡登

记进度的资料。审计署发现，大部分该类斜坡的登记工作仍未完成。土力工程处已为每

一斜坡编配编号，并拟备显示它们的位置和大小的位置图。然而，在斜坡资讯系统中，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该62个未登记的斜坡中有许多并没有完全记录下述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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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斜坡分类  斜坡属于新斜坡或旧斜坡的分类将决定应采取什么跟进工作； 
 
(b)  业权  斜坡的业权将决定应否由政府部门还是私人业主承担斜坡维修的责任；

及 
 
(c)  后果分类  这是对斜坡一旦崩塌后公众可能遭受的后果所作的评估(注4)。 

 
3.14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在62 个未登记的斜坡中(见上文第3.11 段表四)，审计

署发现其中只有10个斜坡(约占16%) 的所有重要资料已完全记录在斜坡资讯系统内。根

据这些资料，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把若干数目的斜坡分类为属于高风险斜坡。鉴于

登记进度缓慢及未登记斜坡的潜在危险，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应加快为这些斜坡完成

登记。 

审计署对斜坡登记的建议 

3.15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加快把调查山泥倾泻事故期间发现但尚未登记的斜坡完成登记； 
 
(b)  采取行动，找出和登记其他须予登记但尚未登记的人造斜坡；及 
 
(c)  采取所需跟进工作，确保已找出的尚未登记斜坡的安全。 

当局的回应 

3.16  土木工程署署长同意上文第3.15 段所述有关审计署对斜坡登记提出的建议。 
 
 
 
 
 
 
 
 
 
 
 
 
 
 
 
  
 
注4： 斜坡后果类别，是对斜坡一旦崩塌后公众可能遭受的后果所作的评估。后果分类制度原本用“高风

险”、“低风险”和“微风险”这些字眼描述，以反映斜坡崩塌后从人命损失角度来看的相对严重
程度。自一九九六年三月开始，该三个后果类别，即“高风险”、“低风险” 和“微风险”，已分
别由类别1 、2 和3 代替。类别1 表示后果 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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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 
 
4.1  本部分审查政府藉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和附加的斜坡安全改善措施巩固新斜坡

记录册所载26 000 个旧政府斜坡的进度。审计署发现，当局在策划和监管旧政府斜坡巩

固工程方面，有可改善之处。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4.2  土力工程处于一九七七年成立，在此之前，当局甚少对私人用地和公共工程计划

的斜坡修筑工程施行岩土工程管制。在一九七七年前修筑的旧斜坡有不少不合标准，这

构成香港山泥倾泻的主要风险。这些斜坡需要巩固，才符合现行的安全标准。斜坡巩固

工程包括岩土勘察、稳定性评估、设计和施工。巩固一个斜坡可耗时数年，费用亦不菲。 
 
4.3  在新记录册载列的37 000 个旧斜坡中，26 000 个(约70%) 为政府斜坡。自一九七

七年起，土力工程处持续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有系统地勘察及巩固不合标准的斜坡。

一九九五年前，当局并未为完成所有不合标准政府斜坡的巩固工程制订具体计划。在

1977–78 年度至 1994–95 年度期间，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共有 631 个斜坡 (每年约 
35 个斜坡) 已作巩固(见下文第4.11 段表五)。 
 
4.4  不合标准的斜坡如情况恶化、遇上豪雨或失修，均会变得不稳定。要判断斜坡是

否稳定，土力工程处须进行详细研究。在研究后，可能确定有关的斜坡不须巩固。不过，

根据土力工程处完成的详细研究结果显示，无须巩固的斜坡实属少数。在  1995–96     
年度至2000–01 年度选作进行详细研究的旧斜坡中，逾90% 需要巩固，才可达到现行的

安全标准(见下文第6.4 段)。 

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4.5  观龙楼山泥倾泻事故  一九九四年七月，观龙楼发生山泥倾泻后 (见上文第2.5 
段)，各界呼吁政府加紧推行斜坡安全计划，并促请政府多拨资源，用以勘察和巩固旧斜

坡，以及加强管制政府和私人斜坡的检查和维修事宜。 
 
4.6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立法局规划地政及工程事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委员对于巩固

旧记录册上的不合标准旧斜坡需时太久 (当时预计约需15 年) 表示关注。他们亦关注是

否已调配足够资源维修斜坡。一九九五年四月，委员在另一次会议提出，可否增加拨款，

进一步加速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4.7  斜坡安全检讨  一九九四年年底，工务司检讨了与防止山泥倾泻有关的政策、法

例及资源。一九九五年二月，工务司发表斜坡安全检讨报告。报告指出： 
 

(a)  当局虽已投入大量资源，但以当时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进展速度，仍需要约  
15 年(即到二零零九年) 才能完成旧记录册所列不合标准斜坡的巩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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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立法局议员、区议员和传媒反映的民意，均要求加速处理旧斜坡；及 
 
(c)  为保障公众安全，应加速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并建议在二零零零年或之

前，完成旧记录册所列不合标准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 
 
4.8  行政局通过建议  一九九五年二月，当局通知行政局，按当时的进度，旧记录册

所列不合标准斜坡的巩固工程不可能于二零零九年前竣工。当局明白斜坡安全的重要性，

故建议加速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以期在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完成旧记录册所列斜坡的

工程。一九九五年二月，行政局建议，并由当时的总督指令： 
 

(a)  提早约十年完成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以期于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大致完成旧记

录册所列斜坡的巩固工程；及 
 
(b)  把更多位于道路和小径旁的低风险斜坡(见上文第3.13 段注4) 拨为防止山泥

倾泻计划须考虑的斜坡。 
 
为实施行政局在一九九五年二月通过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一九九五年四

月至二零零零年三月期间，当局多拨13 亿元进行基本建设工程，另增拨4 亿元予土力工

程处及屋宇署开设160 个职位。 

审计署对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意见 

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标 

4.9  如上文第4.8段所述，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标，是于二零零零年

或之前可大致完成旧记录册所列斜坡的巩固工程。一九九五年三月三日，当局发出新闻

稿，公布这个目标。新闻稿载明，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应加速以提早十年，即于二零零零

年大致完成。根据这项计划，政府会视察列于旧记录册的10 000 个人造斜坡，并按需要

加以巩固。这项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于一九九五年四月展开，并预定于二

零零零年三月完成。土力工程处每季发表进度报告(下称季报)，报告研究和巩固斜坡工程

的进度。 
 
4.10  一九九六年一月，土力工程处在第4/95 号季报报告说，上述计划的目标是于一九

九五年四月一日起计的五年内，完成旧记录册所列不合标准斜坡的研究和巩固工程。不

过，审计署发现，自一九九六年七月起，当局曾以下列不同方式诠释这个目标： 
 

(a)  巩固“高风险”斜坡  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当局向行政局提交资料文件，并

告知行政局，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正加速推行，以期在二零零零年或之前为旧

记录册所列的“高风险”斜坡(见上文第3.13段注4) 完成研究及必要的巩固工

程。不过，行政局并未获悉“高风险”斜坡的定义和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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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量巩固不合标准斜坡  土力工程处在一九九六年七月

九日(第2/96号季报) 表示，上述计划的目标为，由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起计

的五年内，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量勘察旧记录册所列的不合标准斜坡，

并完成必要的巩固工程；及 
 
(c)  巩固850个政府斜坡   一九九七年八月，当局向临时立法会规划地政及工程

事务委员会提交有关斜坡安全的资料文件，表示上述计划的目标是于二零零

零年或之前巩固约850 个政府斜坡。 

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实际成效 

4.11  上述计划于二零零零年三月完成，资本开支共约29 亿。下文表五列出1995–96 年
度至1999–2000 年度在该计划下巩固的斜坡数目，以及一九七七年以来已巩固斜坡的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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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1995–96 年度至1999–2000 年度 
在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巩固的斜坡数目 

 
  已巩固斜坡数目 
 
  为期五年的 
  加速防止 持续进行的防止 
 年度 山泥倾泻计划 山泥倾泻计划 
 
  (数目)  (数目) 
 
1977–78 至1994–95 (18 年)  ─  631  (即每年约 
    35 个斜坡) 
1995–96   51 
1996–97   72 
1997–98   150 
1998–99   240 
1999–2000   251 
  ________ 
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 764  764  (即每年约153 
泻计划所巩固斜坡的总数 ======   个斜坡) 
   ____________ 
(A) 一九七七年以来已巩固  1 395 

斜坡总数(即764 + 631)  ========= 
 
(B) 旧记录册所列斜坡总数(注)   10 000 
 
(C) 截至1999–2000 年度已  14% 

巩固斜坡比率((C) = (A)/(B) × 100%) 
 
(D) 旧记录册所列政府斜坡  7 000 

总数 
(E) 截至1999–2000 年度已  20% 

巩固政府斜坡比率 
((E) = (A)/(D) × 100%)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注： 由于新记录册在一九九八年才编制完成，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由1995–96年度至1999– 

2000年度) 是根据旧记录册的斜坡数目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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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如上文表五显示，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为764 个斜坡完成巩固工程

(每年约 153个斜坡)。即使把持续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在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九四年 18年
间巩固的 631个斜坡计算在内，已巩固斜坡的总数也只是 1 395个，即旧记录册所列    
10 000 个斜坡的14%，或仅为旧记录册所列7 000 个政府斜坡的20%。 
 
4.13  审计署注意到，当局在上文第4.10 段所述提交给行政局及立法会的不同文件中，

以不同方式诠释行政局在一九九五年二月通过的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

标。审计署却无法找到任何记录解释为何目标会以不同的方式诠释。二零零二年二月，

土力工程处及工务局向审计署表示，上述计划的真正意向是加速进行旧记录册所列高风

险斜坡的巩固工程，以期提早十年完成，因为这类斜坡是构成 高风险的。根据当时巩

固政府斜坡的平均速度，以及完成所需工程估计需时约15年来计算，上述计划相应可巩

固约800个政府斜坡。一九九五年二月提交行政局的文件 (见上文第4.8段) 并无清晰明确

地说明这预期的目标。其后提交行政局的文件(见上文第4.10(a) 段) 却清楚看见，计划的

目标是处理“高风险”政府斜坡。 
 
4.14  审计署注意到，当局于一九九五年推出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时，并

没清晰明确地说明计划的目标。审计署认为，当局在提交某项计划时，如为期五年的加

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须确保在呈交有关当局的文件中清晰明确地说明计划的目标。 

没有在计划推行后进行检讨 

4.15  如上文第4.9段指出，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完成。

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并无在计划推行后进行检讨 (注 5)。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

在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推行后，必须进行检讨，以评估于将来在推行防止

山泥倾泻计划时有否可改善之处。 

审计署对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建议 

4.16  审计署建议工务局局长和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确保日后政府计划的目标，例如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在呈交

有关当局的文件中清晰明确地说明；及 
 
(b)  替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进行检讨，以确定计划的目标是否已经

达到，以及确定日后在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方面有否可改善之处。 
 
 
 
  
 
注5：  例如，一九九八年十月发表的《审计署署长第三十一号报告书》第4章有关吐露港污水输出计划的

章节中，审计署建议当局应考虑在工程完成后进行检讨，藉以改善基本工程项目的管理。当局表示
同意审计署的建议。渠务署随后成立检讨小组，负责检讨吐露港污水输出计划的各个不同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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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4.17  如上文第3.7 段所述，在一九九八年编制的新记录册登记了约37 000 个旧斜坡，

其中26 000 个为政府斜坡。有关部门须为这些旧政府斜坡展开研究工作，并进行巩固工

程，以确保斜坡符合现行的安全标准。 
 
4.18  鉴于新记录册列出的已登记旧斜坡数目庞大，土力工程处在一项延续进行的巩固

和维修计划下制订了一项长远策略，为那些没有列入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的高风险斜坡进行巩固工程。一九九七年九月，政府制订了一项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

泻计划，这项计划预计在二零零零年四月动工。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目标是

在二零一零年或之前为另外 2 500个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完成巩固工程 (即在2000–01
年度至 2009–10年度的十年内每年巩固约 250个旧斜坡)。一九九八年七月，当局告知行

政会议和立法会有关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标。 

巩固旧政府斜坡以外的斜坡 

4.19  制订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目标是在二零零零年至二零一零年每年巩固

250个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因此，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进度，应以已巩固

的旧政府斜坡数目来衡量。 
 
4.20  土力工程处第19号通告订明拣选斜坡进行巩固工程的准则。除旧政府斜坡外，以

下类别的斜坡亦会被列入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 
 

(a)  与新界豁免管制屋宇发展有关的斜坡(注6)  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制定《建筑物

条例(新界适用) 条例》(第121 章) 前，政府并无法定权力要求新界豁免管制

屋宇的业主把斜坡工程的设计经屋宇署交予土力工程处审核。因此，在一九

七七年至一九八七年间修筑的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斜坡可能并不符合规定的土

力安全标准。土力工程处估计约有100个这类斜坡须列入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

倾泻计划内； 
 
(b)  在七十年代后期／八十年代初期处理的斜坡  在七十年代后期及八十年代初

期进行的勘察研究，这类斜坡须进行稳固工程。按土力工程处的记录，约有

674个这类斜坡须在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为其展开研究工作及进

行巩固工程。直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为止， 156 个这类斜坡的详细研究已

经完成，其中71 个证实须进行巩固工程； 
 
 
 
  
 
注6：  新界豁免管制屋宇是指主要作居住用途但非宾馆或酒店的建筑物，并由地政总署署长根据《建筑物

条例(新界适用) 条例》发出有关豁免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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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因山泥倾泻而须进行巩固工程的斜坡  这类斜坡包括旧斜坡及新斜坡。二零

零零年二月，当局根据多项山泥倾泻研究的结果，把56个斜坡列入延续十年

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在这56 个斜坡中， 19 个为新斜坡； 
 
(d)  综合责任斜坡  综合责任斜坡是指土力工程处列为私人斜坡，但实际上是部

分由政府拥有，部分由私人拥有的斜坡。这类斜坡并不包括在新记录册的   
26 000个旧政府斜坡内。二零零零年二月，共有11 个这类斜坡获准列入延续

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及 
 
(e)  没有接受足够稳定性评估的新政府斜坡  这类新政府斜坡已接受有关检查，

但由于过去进行的稳定性评估并不足够，因此建议把这类斜坡纳入延续十年

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 

审计署对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意见 

4.21  审计署注意到，二零零一年一月及七月，共有539个斜坡的巩固工程获准列入延续

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在这539 个斜坡中， 114 个为新政府斜坡。由于须把资源

改用作巩固114 个新政府斜坡，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每年巩固250 个不合标准

旧政府斜坡的目标在某程度上可能会受影响。 
 
4.22  土力工程处报告说，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该处在1999–2000年度和2000–01年
度，每年巩固了251 个斜坡。审计署查核了这502 个斜坡(即每年251 个斜坡× 2年) 的类

别，发现在 1999–2000年度及 2000–01年度，分别有 40个及 46个已巩固斜坡是属于新

政府斜坡或综合责任斜坡。这 86 个斜坡 (占 502 个斜坡的17%) 并不属于旧政府斜坡。

不过，在衡量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进度时，土力工程处却把这些斜坡列入已巩固的旧政

府斜坡的数目内，并报称每年巩固了251 个斜坡，以达致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巩固旧政

府斜坡的每年目标。 
 
4.23  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所持的理由是，该处为了公众安全，把不属于旧政府斜

坡的斜坡都纳入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不过，计划的进度必须根据已巩固的旧政府斜坡

的实际数目来衡量。已巩固的新斜坡和综合责任斜坡数目应另行计算，不应包括在已巩

固的旧政府斜坡数目内。如未能达到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所订的承诺目标，土力工程处应

考虑是否须采用其他方法弥补差额。 

审计署对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建议 

4.24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透过比较已巩固旧政府斜坡的实际数目及土力工程处的承诺目标，监察延续

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进度，并另行报告已巩固的新政府斜坡和综合责

任斜坡的数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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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虑研究其他方法，藉以弥补已巩固旧政府斜坡的实际数目与延续十年的防

止山泥倾泻计划下每年须巩固250 个这类斜坡的承诺目标之间的差距。倘若

因急需巩固部分新政府斜坡及综合责任斜坡而影响当局达致承诺目标，当局

更尤其须要作此考虑。 

巩固旧政府斜坡的整体进度 

4.25  如下文第4.27 段表六指出，在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土力工程处准备

在二零一零年前巩固2 500 个旧政府斜坡。在二零一零年或之前处理另外4 000 个 (900 + 
2 400 + 700) 旧政府斜坡。由于新记录册登记了约26 000 个旧政府斜坡，政府在二零一零

年后仍须处理16 000 个(26 000 – 10 000) 旧政府斜坡。 

附加斜坡安全措施 

4.26  在制订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时，政府曾承诺在2000–01年度至2009–10年
度推行以下的附加斜坡安全措施，以处理那些不包括在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

的不合标准旧政府斜坡： 
 

(a)  综合发展  政府将以综合方式筹划政府的道路及发展计划，确保会为受计划

影响的斜坡进行巩固工程，使斜坡能符合现行的安全标准，而这类巩固工程

会成为计划不可分割的部分。斜坡巩固工程的费用由个别工程拨款支付； 
 
(b)  强化维修  政府将尽量透过“强化维修”的方式，改善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

坡的稳定性。斜坡维修部门可通过斜坡维修拨款获得资源，作强化维修工程

之用；及 
 
(c)  清拆寮屋  由八十年代初起，政府便藉着清拆寮屋和安置寮屋居民来解决山

泥倾泻对寮屋构成危险的问题。有关部门基于斜坡安全理由清拆寮屋，是以

土力工程处的寮屋区视察结果为依据的。 
 
4.27  在拣选斜坡进行巩固工程时，土力工程处会较优先处理稳定程度较低而且崩塌后

会更为直接影响公众的斜坡。政府从而可在 短的时间内尽量降低山泥倾泻的整体风险。

在一九九九年十月土力工程处估计，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所有高风险(见上文第3.13 段
注4) 政府斜坡都会得到处理。下文表六显示了已经或将会以不同斜坡安全措施处理的高

风险斜坡的估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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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将在2000–2001 年度至2009–10 年度内 
处理的高风险政府斜坡的估计数目 

 
   斜坡的估计数目 
 
   将在 
  截至二零零 2000–01 
  零年三月 年度至 
  已经处理 2009–10 年度 
 斜坡处理措施 的斜坡 处理的斜坡 总计 
 
  (a)  (b)  (c) = (a) + (b) 
 
  (数目)  (数目)  (数目) 
 
(A) 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进行 1 500 (注)  2 500  4 000 

巩固工程 
 
(B) 由工务部门通过新的发展计 100  900  1 000 

划进行巩固工程 
 
(C) 由斜坡维修部门通过强化维 100  2 400  2 500 

修工作进行改善 
 
(D) 清拆寮屋  1 800  700  2 500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总计 3 500  6 500  10 000 
  ===========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注：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已巩固的斜坡的实际数目为1 395个(见上文第4.12段)。. 
 
4.28  山泥倾泻造成的整体风险  政府估计，当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于二

零零零年三月完成时，这项计划本身已把山泥倾泻对社会造成的整体风险降至一九七七

年风险程度的50% 。在实施上文第4.26 段载列的附加斜坡安全措施之后，旧斜坡导致山

泥倾泻的风险会进一步降低。根据土力工程处的资料，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当延续十

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完成后，所有旧斜坡发生山泥倾泻对社会造成的整体风险会降至

一九七七年风险程度的25%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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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根据上文第4.27 段表六，当局估计，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已处理的旧政府斜坡

有3 500 个。当局计划在2000–01 年度至2009–10 年度期间，处理多另外6 500 个旧政府

斜坡。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将会完成处理全部10 000 个列作高风险斜坡的旧政府斜坡。

不过，审计署发现，部分已处理的斜坡不在 26 000 个旧政府斜坡之列，亦不属于土力   
工程处列为的高风险斜坡。详细资料载于下文第4.30 至4.34 段。 

审计署对巩固旧政府斜坡的整体进度的意见 

高风险斜坡的巩固工程 

4.30  如上文第4.27 段所述，政府选出高风险的斜坡进行巩固工程。截至二零零零年三

月，共有3 500个高风险斜坡已获处理。不过，审计署注意到，并非所有在防止山泥倾泻

计划下进行巩固工程的斜坡均属高风险斜坡。 
 
4.31  根据第1/2000 号季报，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底，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进行巩固

工程的斜坡共有 1 395个。在已巩固的 1 395个斜坡中，只有 927个或 66%是列为高风险

斜坡，其余的 468个或 34%并非高风险斜坡。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在报告旧政府斜

坡巩固工程的进度时，需要分别报告已巩固的高风险斜坡的数目。已经巩固但属于其他

类别的斜坡不应包括在已巩固高风险斜坡的数目之内。 

以清拆寮屋进行的斜坡安全措施 

4.32  如上文第4.27 段表六显示，土力工程处估计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根据以清拆寮屋

进行的斜坡安全措施已处理1 800 个斜坡。由2000–01 年度至2009–10 年度，土力工程处

会藉清拆寮屋处理另外的700 个斜坡。审计署注意到，该处并没有记录显示，在这1 800
个斜坡之中，有多少个是包括在26 000 个需要处理的旧政府斜坡之内。 
 
4.33  在回应审计署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的查询时，土力工程处表示，岩土工程视察的

重点是找出需要清拆的寮屋，寮屋区通常位于天然山坡之上，斜坡通常是由寮屋居民本

身建造。这些斜坡通常过于细小不须予纳入斜坡记录册内。已清拆的寮屋斜坡数目是从

寮屋居民迁置数目估计的。 
 
4.34  在过去十年，清拆寮屋措施大大减少了山泥倾泻对寮屋的威胁。不过，清拆寮屋

只能减少斜坡崩塌对寮屋造成的严重后果，未能提高有关斜坡的稳定性。审计署认为，

这些斜坡不应计算在已经处理的旧政府斜坡的数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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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维修工作和综合性项目发展的策划 

4.35  如上文第4.27 段表六显示，到了二零一零年，斜坡维修部门预期通过强化维修工

作，改善 2 400个旧政府斜坡，而工务部门预期通过综合性项目发展，巩固900个旧政府

斜坡。 
 
4.36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为止，工务局仍未为斜坡维修部门制定任何详细的工作计

划，以达致到了二零一零年改善2 400个斜坡的目标。该局亦未有为工务部门制定任何详

细的工作计划，以达致到了二零一零年巩固 900 个斜坡的目标。由于牵涉多个工务部  
门及斜坡维修部门，审计署认为有需要于计划开始时便制订一个详细的工作计划，说明如

何达到目标。 

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缓慢 

4.37  旧政府斜坡巩固工程的整体进度于上文第4.27 段表六列出。土力工程处的记录显

示，截至二零零零年三月，已处理的旧政府斜坡约有 3 500 个。根据现时的计划，到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将会完成处理共 10 000 个旧政府斜坡。审计署认为，旧政府斜坡巩   
固工程的整体进度缓慢。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需要处理的旧政府斜坡仍有 16 000 个 
(26 000个 ― 10 000 个)。不过，工务局和土力工程处仍未制定长远的计划，处理余下的

16 000 个旧政府斜坡。 
 
4.38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现时的目标是每年巩固250个斜坡。土力工程处认为，防止山泥

倾泻计划现时工作量是恰当的。需要巩固的斜坡数目如果进一步增加，可能导致更多临

时封路和交通改道的情况出现。同时，当局亦需要在每年的目标工作量与物色经验丰富

的斜坡工程承建商的情况之间取得平衡，以保持工程的质素优良。 
 
4.39  审计署知道土力工程处在上文第4.38 段提及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在施工方面的限

制。不过，鉴于现时经济不景，本地建造业可能有剩余施工能力进行斜坡巩固工程。在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工务局宣布扩展小型工程计划和简化公共工程计划程序的计划，以

创造职位。这可能是加快旧政府斜坡巩固／改善工程进度的良机。 

审计署对巩固旧政府斜坡的整体进度的建议 

4.40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在报告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时： 
 

(i)  准确地报告已巩固的高风险旧政府斜坡的实际数目；及 
 
(ii)  把经由附加斜坡安全措施处理的斜坡数目，例如以清拆寮屋处理的斜坡

数目，另行作出报告；及



图一 

 

各类斜坡的示意图 

(参阅第1.1 段) 
 

 
 
资料来源: 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图二 
 

土力工程处接获山泥倾泻报告的数目 
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零年 

(参阅第2.3段) 
 
 

 
 
 
 
 
 
资料来源: 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图三 
香港斜坡安全网站 

(参阅第3.8 段) 
 

 
 

资料来源: 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图四 
斜坡资讯系统内的一幅斜坡位置的图示例 

(参阅第3.8 段) 
 

 
 

资料来源: 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照片一 
一九七二年在香港岛宝珊道的一宗山泥倾泻灾难 

(参阅第1.3 段) 
 

 
 

资料来源: 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照片二 
进行中的斜坡巩固工程 

(参阅第1.5 段) 
 

 
 

资料来源: 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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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征询工务局局长的意见后，就巩固余下不合标准的旧政府斜坡，制定一项

长远的计划。 
 
4.41  审计署建议工务局局长应： 
 

(a)  与所有斜坡维修部门和有关的工务部门互相协调，以制订工作计划，进行斜

坡巩固／改善工程；及 
 
(b)  就着建造业出现的过剩施工能力，以及工务局近期为加快进行公共工程计划

而采纳的措施，探讨其他加快巩固／改善旧政府斜坡的方法。 

当局的回应 

4.42  土木工程署署长同意审计署于上文第4.16 、4.24 及4.40 段对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

山泥倾泻计划、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以及巩固旧政府斜坡的整体进度的建议。

他表示： 
 

(a)  香港的斜坡安全问题严重，该署现正采用危机管理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在

选出斜坡进行勘察和巩固时，土力工程处会给予崩塌可能性较高和后果较严

重的斜坡较高优次。除进行大型工程巩固不合标准的旧斜坡外，该署亦采用

附加斜坡安全措施，以减低山泥倾泻的危险。这些措施包括迁移受影响的设

施 (例如清拆寮屋)、进行斜坡维修计划之下的改善工程、公共教育及在斜坡

上给予警告等；及 
 
(b)  该署将会在二零零五年或以前，检讨不合标准旧斜坡巩固工程的长远策略。 

 
4.43  工务局局长欢迎审计署于上文第4.16及4.41段对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

划及巩固旧政府斜坡的整体进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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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 
 
5.1  土力工程处对新斜坡的修筑实施岩土工程管制(参阅附录I 的词汇)。这一部分会审

查土力工程处对斜坡的修筑工程所实施的岩土工程管制的效益。审计署发现，部分新斜

坡曾发生崩塌，而这些斜坡有一部分并未受岩土工程管制。土力工程处需要加强对新斜

坡的修筑工程所实施的岩土工程管制。 

修筑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 

5.2  在香港，每年在进行建筑和基础设施工程期间，有不少新的人造斜坡修筑形成。

这些新斜坡的设计和施工是否达到规定的安全标准，是确保其长远安全的要素。土力工

程处自一九七七年成立后，一直检查所有新斜坡的修筑工程，以确保这些斜坡的设计和

施工均达到规定的安全标准。因此，在一九七七年之后修筑的新斜坡通常无需巩固。不

过，为免这些斜坡失修，当局需要进行定期维修。 
 
5.3  土力工程处投入的大部分资源，是对政府和私人修筑的新斜坡实施岩土工程管制。

只有达到该处规定的安全标准的设计，才会获得批准。土力工程处的《斜坡岩土工程手

册》和《岩土指南》已详细列出斜坡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方面需要达到的技术标准。 
 
5.4  政府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  一九八八年一月，当时的地政工务科发出了地政工务

科技术通告第3/88 号：“审核政府工程岩土设计”。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3/88 号列明

了工务部门及其顾问在提交公共工程的岩土设计，供土力工程处审核时所需遵守的程序。 
 
5.5  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 3/88 号列明，工务部门应确保，由其设计的所有岩土工 
程，如涉及公众安全，应送交土力工程处审核。如有疑问，工务部门应谘询土力工程处，

以决定是否需要该处进行审核。该通告亦表明除了在土力工程处已给予书面同意的情况

下，任何岩土工程在未得土力工程处同意前不应招标。 
 
5.6  私人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  对私人发展实施的岩土工程管制的法定权力是载于 
《建筑物条例》内。土力工程处透过屋宇署，对私人发展计划实施岩土工程管制，而屋宇

署会在建筑工程展开之前，审批发展商提交的设计书。一九九五年，政府检讨了岩土工

程管制法例的效益，并提出若干修订，以加强法定的岩土工程管制。 

未受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崩塌事故 

5.7  新斜坡崩塌的试验研究  一九九七年，土力工程处就新斜坡的崩塌进行试验研究，

研究结果已纳入一九九七年十月的《技术拓展报告》拟稿之内。这项研究显示，在一九

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期间向土力工程处报告的156 宗严重山泥倾泻(即崩塌量为50 立方

米或以上) 事故之中，有 12 宗与新斜坡有关。土力工程处已尝试找寻已呈交的设计和  
稳定性评估记录。不过，在一半的山泥倾泻个案中，土力工程处未能找到已呈交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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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因此，难以评估《斜坡岩土工程手册》建议的 低安全标准，对这些新斜坡的设

计来说是否足够。 
 
5.8  《技术拓展报告》拟稿建议，为了提供数据以评估新斜坡的山泥倾泻风险，以及

判定 《斜坡岩土工程手册》 建议的 低安全标准是否足够，试验研究应扩大研究范围，

以包括一九九五年之后发生的斜坡崩塌事故。这项研究未加检讨的轻微山泥倾泻(即崩塌

量低于50 立方米) 事故，亦应包括在内。 
 
5.9  土力工程处内的不同的分部曾对上述报告拟稿提出意见。一项值得留意的意见是，

公共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没有呈交土力工程处审查的情况，并不罕见。一九九七年十月，

土力工程处的总监表示，这项研究应每年进行一次。 
 
5.10  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期间发生的新斜坡崩塌事故  土力工程处对山泥倾泻事

故进行的有系统研究(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期间所发生的事故──见上文第2.9 段) 
亦显示，不少事故涉及新斜坡。土力工程处对崩塌的新斜坡进行的研究亦显示，有一些

新斜坡在修筑时并未受适当的岩土工程管制。下文表七分析了这些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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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间 

涉及新斜坡的山泥倾泻事故的分析 
 
 年内山泥 涉及新斜 未受适当 未受适当岩土 

 倾泻事故 坡的山泥 岩土工程管制 工程管制的崩塌 

年份 总计 倾泻事故 的崩塌新斜坡 新斜坡的百分率 
 

    (c) 
 (a)  (b)  (c)  (d) = ─ X 100% 
    (b) 
 
 (数目)  (数目)  (数目) 
 

1997  559  35  11  31% 
 
1998  228  20  7  35% 
 
1999  402  38  24  63% 
 
2000  322  19  4  2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总计 1 511  112  46  41% 
 ========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5.11  如上文表七显示，由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期间，涉及新斜坡的山泥倾泻事故

共有112 宗。在这112 宗事故之中，土力工程处发现： 
 

── 在41 宗个案中，没有记录显示岩土设计曾呈交土力工程处审核；及 
 
── 在其余5 宗个案中，斜坡的设计师并未回应土力工程处提出的重要意见。 

 
5.12  在这46 ( 41 + 5) 宗个案中，有40 宗(87%) 涉及政府斜坡、3 宗(6.5%) 涉及综合责

任斜坡，以及3 宗(6.5%) 涉及私人斜坡。因此，大部分未受适当岩土工程管制的崩塌新

斜坡，是新政府斜坡。 

审核证书制度的实施 

5.13  二零零零年二月，土力工程处通知工务局，曾经有数宗个案，有关人士没有根据

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 3/88 号的规定，向土力工程处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以供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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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土力工程处认为，如果引进一个审核证书制度，可以大幅减少以至消除没有呈交

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的情况再次出现。这个制度可以保证，所有必需呈交的岩土工程设计

文件都会呈交审阅，而土力工程处亦可以确保完成审核程序。这个制度亦可以避免经土

力工程处审核的工程，在未知会该处的情况下作出重大修改。 
 
5.15  二零零一年八月，工务局发出工务局技术通告第16/2001号：“土力工程处斜坡和

挡土墙审核证书”，以实施审核证书制度。根据工务局技术通告第16/2001号，负责公共

岩土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的工务部门应： 
 

(a)  制订一个制度以确保： 
 

(i)  所有重要的岩土工程设计和修订设计经内部适当审核，并提交土力工程

处审核；及 
 
(ii)  遵守土力工程处订定的所有条件； 

 
(b)  在斜坡的设计和施工阶段均应保存妥善的记录；及 
 
(c)  在把完成的工程转交给负责维修的单位之前，工务部门应为所有新修筑的斜

坡向土力工程处申领审核证书。土力工程处的审核证书会证明新斜坡的设计

和施工已按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3/88 号的规定接受审核。审核证书制度适

用于二零零一年九月三十日起展开的政府合约内的斜坡工程。 

土力工程处就审计署查询关于遗漏实施岩土工程管制作出的回应 

5.16  在回应审计署的查询时，土力工程处于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表示，除了在上文第  
5.10段提及的个案外，该处亦发现一些未实施岩土工程管制的个案。一九九八年，土力工

程处发现有三个已完成的政府工程，涉及32 个新斜坡的修筑工程，并没有呈交岩土工程

设计文件，又或是尚未回应该处提出的意见。该处正与有关工务部门跟进事件，以确保

这些斜坡的设计和施工达到规定的安全标准。 
 
5.17  土力工程处认为推行审核证书制度可以防止日后发生类似事件。至于其他可能未

受土力工程处岩土工程审核的新斜坡，土力工程处认为斜坡维修部门在进行检查时可以

把这些斜坡找出。斜坡维修部门会每五年安排一名专业土力工程师详细检查所有人造斜

坡。第一轮检查工作预定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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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的意见 

新斜坡的崩塌 

5.18  如上文第5.2 段所述，土力工程处于一九七七年推行岩土工程管制制度。原则上，

土力工程处会审核所有于一九七七年后修筑的新斜坡，以确保斜坡的设计和施工达到规

定的安全标准。不过，山泥倾泻事故的调查结果显示： 
 

── 土力工程处在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五年间接获的山泥倾泻报告中，有12宗是

涉及新斜坡的严重山泥倾泻(见上文第5.7 段)；及 
 
── 土力工程处在一九九七年至二零零零年间接获的山泥倾泻报告中，有 112  

宗涉及新斜坡，大约是总数的7% (见上文第5.11 段)。 
 
审计署认为，新斜坡发生崩塌的事故有相当的数量。土力工程处需要继续研究涉及新斜

坡的山泥倾泻事故，以评定新斜坡在设计和施工方面的安全标准是否足够。 

未受适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政府斜坡 

5.19  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已经就32 个新政府斜坡并未受岩土工程管制一事，向有

关工务部门跟进 (见上文第 5.16 段)。有关 46 个崩塌的新斜坡未受适当的岩土工程管制

(见上文第5.11 段)，审计署注意到，有关部门已紧急维修这些崩塌的斜坡。审计署认为，

土力工程处亦应连同有关工务部门，对上述46个斜坡采取跟进措施，确保这些斜坡符合

规定的安全标准。 

审核证书制度的成效 

5.20  工务局与土力工程处推行审核证书制度，以确保岩土工程设计会交由土力工程处

审核。审计署认为，工务局与土力工程处在处理这个问题方面作出不少努力，值得认同。

根据有关通告规定，工务部门在以下的情况，须把斜坡工程的岩土工程设计交由土力工

程处审核： 
 

(a)  有关设计涉及公众安全(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3/88 号，见上文第5.5 段)；
及 

 
(b)  有关设计在岩土工程方面十分重要 (工务局技术通告第 16/2001 号，见上文

第5.1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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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土木工程署在回应审计署的查询时，表示根据上述规定，工

务部门可自行决定不提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不过，审计署认为，准许工务部门自行决

定不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的做法，与土力工程处的呈述意向，即规定对所有新斜坡均

须由该处实施岩土工程管制有分歧。另外，有关通告并没有注明在哪些条件和情况下，

工务部门可自行决定不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因此，即使有关设计确实需要呈交审核，

工务部门也可能不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审计署认为，有需要发出清晰的指引，规定

在哪些情况下毋须向土力工程处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 

找出未受适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 

5.22  发现有新斜坡未受适当的岩土工程管制一事，反映出岩土工程管制制度有可以改

善之处。由于这个情况是在对崩塌的新斜坡作出调查后才发现的，因此，在17 000 个新

斜坡 (于一九九八年所登记的新斜坡──见上文第3.7 段) 中可能亦会出现相同情况，只

是尚未发现而已。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有需要进行一次特别检讨，找出那些未受适

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 
 
5.23  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依赖斜坡维修部门进行的检查来找出那些未受适当岩

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斜坡维修部门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完成斜坡检查后，会把有关岩土

工程管制资料交予土力工程处检讨。鉴于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在

研究斜坡维修部门的检查结果后，应考虑是否需要进行一次特别检讨，找出所有未受适

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 

审计署对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的建议 

5.24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小心检讨所有涉及新斜坡的山泥倾泻个案，以评定土力工程处在新斜坡设计

和施工方面的安全标准是否足够，并确保这些斜坡已达到土力工程处的安全

标准； 
 
(b)  连同有关工务部门对未受适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采取跟进行动，以确保

这些斜坡达到土力工程处订定的安全标准； 
 
(c)  小心检讨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 3/88号和工务局技术通告第 16/2001号内的

有关指引及发出清晰的指引，列明在什么情况下工务部门毋须向土力工程处

呈交岩土工程设计文件；及 
 
(d)  考虑进行一次特别检讨，以找出未受适当岩土工程管制的新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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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的回应 

5.25  土木工程署署长同意审计署在上文第5.24 段对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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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用以巩固旧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 
 
6.1  本部分审查土力工程处用以巩固不合标准旧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审

计署发现，土力工程处在监察防止山泥倾泻工程方面，有可改善之处。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的研究工作和巩固工程 

6.2  自一九七七年，政府着手推行一个持续性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处理不合标准的

政府斜坡 (见上文第1.5段)。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分批选出旧斜坡作为研究对象，而研究的

先后次序则是由一个风险排列系统决定，其中亦考虑到山泥倾泻对公众构成的风险。 
 
6.3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研究工作分为两个层次，即初步研究和详细研究。初步研究

的工作范围包括勘测斜坡，以评估斜坡崩塌的后果，以及判断是否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初步研究的一个目的，是找出需要详细研究的斜坡，而另一个目的则是找出危险斜坡，

以进行必要的工程。一九九八年三月，土力工程处在完成了登记在新记录册内的所有旧

斜坡的初步研究工作。 
 
6.4  详细研究旨在评估现有斜坡的稳定性，以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巩固工程。在进行详

细研究期间，土力工程处会审视斜坡的背景资料和审核由航摄照片、工地视察结果，以

及岩土的稳定性评估所提供有关斜坡的历史及特点。如有必要，亦会进行土地勘测。根

据土力工程处的记录，经过详细研究后，旧政府斜坡大多不合标准，需加巩固，方能达

到规定的安全标准。下文表八是 1995–96 年度至 2000–01 年度政府斜坡详细研究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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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1995–96 年度至2000–01 年度 
政府斜坡详细研究的结果 

 
 经过详细研究的  需加巩固的斜坡 
年度 斜坡 需加巩固的斜坡 的百分率 
 
   (b) 
 (a)  (b)  (c) = ── x 100% 
   (a) 
 
 (数目)  (数目)  (%) 
 
1995–96  134  129  96.3% 
 
1996–97  186  174  93.5% 
 
1997–98  233  219  94.0% 
 
1998–99  205  193  94.1% 
 
1999–2000  219  202  92.2% 
 
2000–01  252  229  90.9%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总计 1 229  1 146  93.2%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6.5  倘发现旧政府斜坡的状况低于规定的安全标准，当局便会建议进行巩固工程。对

不合标准的斜坡，可能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巩固工程。巩固工程涉及连串的工作，包括评

估斜坡的地质和地下水情况、可能出现的崩塌模式，详细设计及施工。为选定的政府斜

坡进行详细研究和巩固工程的计划，将会提交由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即防止山泥倾泻计

划委员会(注7) 考虑，以待其提出意见和通过。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拨款安排 

6.6  一九八三年以前，斜坡巩固工程所需的费用全部从工务计划内的个别工程项目拨

出。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立法局财务委员会通过设立一个整体拨款分目5001BX，即是基 
  
 
注7：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委员会主席一职，由土力工程处的一位助理署长担任，其他成员包括工务局、建

筑署、屋宇署、地政总署、水务署、路政署和房屋署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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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储备基金总目705  (工程) 项下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这笔整体拨款项目包括防止

山泥倾泻工程、按个别需要而安排的修补工程、土地勘察，以及与巩固工程有关的岩土

工程和工程研究(包括顾问费用) 等。财务委员会授权土木工程署署长可自行无上限批准

个别拨款项目，只要分目的总开支不超出周年拨款总额。 
 
6.7  在2001–02年度，防止山泥倾泻计划获得拨款 8.83亿元，目标是巩固250个不合标

准的政府斜坡(见上文第1.11 段)。下文附录E 详列1977–78年度至2000–01年度期间，在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进行巩固工程的开支和斜坡数目。 
 
6.8  土力工程处会调派内部人员，或者聘用岩土工程顾问详细研究旧政府斜坡，以及

设计巩固工程。这些工程顾问或土力工程处人员同时也负责管理工程合约。一份工程合

约涵盖多个斜坡的巩固工程及分成多个分段，而每一个分段是有关一个斜坡的巩固工程。

每一个分段都订明独立的工程费用金额和工程时间表，以便执行合约的管理工作。在本

报告中，每个斜坡的巩固工程称为斜坡工程项目，而斜坡工程项目的投标价格称为投标

金额。 
 
6.9  土力工程处定期召开会议，按照已批准的工程计划，监察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进

度。该处的监察重点是如期达到目标，即完成每年预定须巩固的斜坡数目。倘未能达到

承诺的目标，该处会采取补救措施。 

审计署对用以巩固旧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的意见 

妥善工程管理的重要性 

6.10  政府已拨出大量资源，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巩固不合标准的政府斜坡。妥善

管理防止山泥倾泻工程，使巩固工程可以如期竣工及不超出开支预算，至为重要。为了

评估土力工程处管理斜坡巩固工程的表现，审计署选取了在1999–2000年度和2000–01年
度竣工的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进行详细分析。在这方面，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在

监察个别斜坡工程项目的进度时，没有编写管理报告。审计署认为，要把防止山泥倾泻

工程管理得更好，土力工程处应定期编写管理报告，监察斜坡工程项目的进度及费用。 
 
6.11  鉴于没有已备妥的管理报告，审计署要求土力工程处为在1999–2000年度和2000– 
01年度竣工的502个斜坡工程项目编制特别报告。根据土力工程处编制的特别报告，有不

少斜坡工程项目出现延误，费用亦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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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山泥倾泻工程延期竣工 

6.12  审计署在比较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的实际竣工日期与原定竣工日期，发现许多斜

坡工程项目因修改设计或天气恶劣而获批给延长竣工期。获批给的延长竣工期的长短会

决定斜坡工程项目须延期多少天才可竣工。下文表九列出在比较原定和获批延期后的竣

工日期下已完成的斜坡工程项目的延期竣工情况。 
 
 

表九 
 

1999–2000 年度和 2000–01 年度竣工的 
斜坡工程项目延误分析 

 
  斜坡工程项目数目 
 
 与原定竣工  与获批延期后的竣 
延误程度 日期比较的延误 工日期比较的延误 
 
 (数目)  (%)  (数目)  (%) 
 
没有延误 118  24%  337  67% 

1 至30 天 124  25%  48  10% 

31 至90 天 120  24%  61  12% 

91 至180 天 78  15%  26  5% 

181 至365 天 55  11%  9  2% 

365 天以上 7  1%  1  – 

延长竣工期未确定 –  –  20  4% 

   (注)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_ 
总计 502  100%  502  100% 
 =========  =========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和审计署的分析 
 
注：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为止，有关这20个斜坡工程项目的延长竣工期仍未确定。 
 
6.13  如上文表九所示，在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之中，只有118 个 (即24%) 在原定竣工

日期内完成，其余384 个(502 减118) 斜坡工程项目(即76%) 均有延误，其中七个斜坡工

程项目更出现多于一年的严重延误。这七个斜坡工程项目的详情见附录F。如果考虑到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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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延长竣工期，约有 337 个斜坡工程项目 (即67%) 在延长竣工期内完成，而其余 145
个(502 -　337 -　20) (即29%) 斜坡工程项目均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审计署认为，土力

工程处在管理防止山泥倾泻工程方面还有可改善之处，以确保斜坡工程项目如期竣工。 

防止山泥倾泻工程费用的增加 

6.14  审计署比较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的 终费用与投标金额，计算出增加的幅度(占投

标金额的百分率)。下文表十列出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的费用增加情况。 
 

表十 
 

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的费用增加 
 

     斜坡工程费用总额 
 

费用增加 
的幅度 斜坡工程项目数目 投标金额 终费用 费用增加 费用节省 
 
      (c) 
   (a)  (b)  (c)= (b) – (a)  (d)  =  ──  ×100% 
      (a) 
 

 (数目)  (%)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百万元) 
 

没有增加 277  55%  498  436  –  –   (62) 
 

1% – 15%  110  22%  228  242  14  6%   – 
的投标金额 
 

16% – 50%  80  16%  144  187  43  30%  – 
的投标金额 
 

51% – 100%  18  4%  32  55  23  72%  – 
的投标金额 
 

超出100%  12  2%  10  24  14  140%  – 
的投标金额 
 

终费用 5  1%  8  8  –  –  – 
未确定(注) 
 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_ 
总计 502  100%  920  952  94  –   (62) 
 ======  =========  =======  =======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及审计署的分析 
 
注：  有5个斜坡工程项目的 终费用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底仍未确定，故未能决定这些斜坡工程项目的费

用增加额(或节省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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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如上文表十所述，在502 个斜坡工程项目中，有277 个(即55%) 的 终费用并未

超出投标金额，其他220 个 (即502 – 277 - 5) 则出现费用增加 (即44%)。其中12 个斜坡

工程项目的费用比个别斜坡工程项目的投标金额超出100%以上，详情见附录G。这 220
项斜坡工程项目的总费用增加了9,400 万元。至于按预算竣工的 277 个斜坡工程项目，

则共节省了6,200 万元。把节省的6,200 万元计算在内，费用仍净增加了3,200 万元 (即
9,400 万元减 6,200 万元) 。审计署认为，土力工程处应改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各项  
斜坡工程项目的费用控制。 

土力工程处对延误及费用增加的解释 

6.16  审计署向土力工程处查询，为何防止山泥倾泻工程出现延误及费用增加。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土力工程处回复时表示，这主要是由于在施工期间出现未能预见的土地状

况，须修订工程设计，以及承建商施工进度缓慢。土力工程处承认在加强防止山泥倾泻

工程的管理及监控方面，有可以改善的地方，该署会定时检讨出现严重延误及费用大增

的斜坡工程项目。由2001–02 年度起，土力工程处会每年检讨该财政年度竣工的斜坡工

程项目，从中学习，以便作出改善。 
 
6.17  审计署注意到，土力工程处在一些斜坡工程项目中，未完成岩土勘察便落实工程

设计。在这方面，土力工程处已拟备岩土勘察指南。根据《岩土指南》第二册：《场地

勘察指南》，岩土勘察工程应在工程设计落实前大致完成。 

审计署对用以巩固旧斜坡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的建议 

6.18  审计署建议土木工程署署长应： 
 

(a)  小心检讨现时的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管理程序，实施有效的管制措施，以确保

工程在原定日期及投标金额内竣工； 
 
(b)  定期编制管理报告，密切监管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进度和费用，辨别须及早

采取管理行动的斜坡工程项目；及 
 
(c)  确保土力工程处专业人员和顾问均遵守《岩土指南》第二册的规定，先进行

充份的岩土勘察，才落实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设计。 

当局的回应 

6.19  土木工程署署长同意审计署于上文第6.18 段对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的建议。 



附录A 
(参阅第2.3 、2.10 和2.13 段) 

 
 

一九八四年至二零零零年间 
山泥倾泻的数目及后果 

 
经济损失 

 
    
    堵塞道路、 
 山泥倾泻  居民撤离楼宇、 行人道和 
年份 数目 伤亡人数 房屋和寮屋 通道 
 
   严重 
 总计 山泥倾泻 死者 伤者 暂时 永久 
 
 (数目)  (数目)  (数目)  (数目)  (单位数目)  (单位数目)  (路段数目) 
 
2000  322  45  0  1  18  0  86 
1999  402  64  1  13  89  59  104 
1998  228  26  0  0  38  11  68 
1997  559  60  2  9  80  115  120 
1996  153  4  0  1  61  4  87 
1995  295  27  4  10  96  87  163 
1994  436  36  6  21  118  117  225 
1993  827  93  1  6  108  151  225 
1992  641  26  3  6  106  210  181 
1991  85  3  0  1  18 26  21 
1990  77  6  0  0  20  60  16 
1989  553  56  2  8  147  344  121 
1988  131  5  0  1  30  106  39 
1987  281  9  0  7  81  165  81 
1986  197  11  0  1  47  127  58 
1985  210  9  0  7  56  224  49 
1984  106  8  0  1  64  109  22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附录B 
(参阅第2.14 段) 

 
一九七二年至二零零零年间 

山泥倾泻事故造成的人命损失的分析 
 

 年内 五年期 五年期 涉及人命损失的山泥倾泻事故地点

年份 人命损失 总数 平均数 (括弧内是死亡人数) 
 (数目) (数目) (数目)  

1972 149 – – 宝珊道 (67)； 秀茂坪邨 (71) 
1973 0 – –  
1974 1 – –  
1975 2 – –  
1976 26 178 35.6 秀茂坪邨 (18) 
1977 0 29 5.8  
1978 2 31 6.2  
1979 1 31 6.2  
1980 0 29 5.8  
1981 2 5 1.0  
1982 27 32 6.4 观塘、青衣、屯门和沙田的寮屋

区多次受山泥倾泻影响 (27) 
1983 4 34 6.8 西区的寮屋区多次受山泥倾泻影

响 (4) 
1984 0 33 6.6  
1985 0 33 6.6  
1986 0 31 6.2  
1987 0 4 0.8  
1988 0 0 0.0  
1989 2 2 0.4 狮子山下村 (2) 
1990 0 2 0.4  
1991 0 2 0.4  
1992 3 5 1.0 碧瑶湾 (2)；坚尼地道 (1) 
1993 1 6 1.2 象山邨 (1) 
1994 6 10 2.0 观龙楼(5)；青山公路(1) 
1995 4 14 2.8 屯门公路 (1)；翡翠道 (1)；深湾

道(2) 
1996 0 14 2.8  
1997 2 13 2.6 万佛寺 (1)；九华径上村 (1) 
1998 0 12 2.4  
1999 1 7 1.4 深井新村 (1) 
2000 0 3 0.6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和审计署的分析 



附录C 
(参阅第2.17 段) 

 
造成严重后果的轻微山泥倾泻事故 

 
以下是轻微的山泥倾泻事故 (崩塌量少于50 立方米) 造成严重后果的例子： 
 
(a)  一九八一年六月，一块大石从鲗鱼涌英皇道上的天然斜坡堕下，导致一名行人死亡； 
 
(b)  一九九三年六月，葵涌象山邨一个巴士总站发生山泥倾泻事故，导致一人死亡，五

人受伤； 
 
(c)  一九九七年七月，两宗山泥倾泻事故分别导致香港中文大学和火炭的铁路路轨受阻

塞，铁路服务因而暂停； 
 
(d)  二零零零年四月，一块大石从削土斜坡上方的天然山坡堕下，导致青山公路的交通

受阻。事件中，一名电单车驾驶者受伤；及 
 
(e)  二零零一年六月，一块石头从削土斜坡堕下，导致一辆沿青山公路行驶的小型货车

上的两名乘客受伤。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附录D 
(参阅第3.2 段) 

 
人造斜坡的登记准则 

 
人造斜坡的登记准则如下： 
 
(a)  高度达三米以上的削土斜坡(包括任何附连的挡土墙) 及挡土墙； 
 
(b)  高度达五米以上的填土斜坡(包括任何附连的挡土墙)； 
 
(c)  高度不足五米但对生命构成直接危险的填土斜坡(包括任何附连的挡土墙)；及 
 
(d)  曾受扰动的山坡，包括(i) 曾经修葺的山泥倾泻残痕；或 (ii) 一系列地面表层曾受扰

动(其天然斜坡斜度大于15º) 及其整体高度符合登记准则的组合削土斜坡及／或填土

斜坡。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附录E 
(参阅第6.7 段) 

 
1977–78 年度至2000–01 年度 

在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下进行巩固工程的开支和斜坡数目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 

年度 已巩固的斜坡 的开支(注) 
 

 (数目)  (百万元) 
 
1977–78 至1984–85 (8 年)  176  476 

1985–86  41  56 
1986–87  39  62 
1987–88  32  63 
1988–89  56  63 
1989–90  27  75 
1990–91  37  69 
1991–92  34  62 
1992–93  39  64 
1993–94  77  69 
1994–95  73  107 
1995–96  51  195 
1996–97  72  393 
1997–98  150  681 
1998–99  240  772 
1999–2000  251  889 
2000–01  251  921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总计 1 646  5,017 

 =========  =========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 
 
注： 除了防止山泥倾泻工程外，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亦涵盖其他类别的斜坡工程，包括按特别需要而安排的

修补工程、土地勘探工程，及岩土和工程研究。 



附录F 
二之一 

(参阅第6.13 段) 
 

1999–2000 年度和2000–01 年度竣工 
的七个斜坡工程项目的严重延误详情 

 
 斜坡登记  原定竣工 实际竣工 
个案 编号及位置 动工日期 时间 时间 延误 备注 
 
   (a)  (b)  (c)=(b)–(a) 
 
   (天)  (天)  (天) 
 
1  11SE-A/F14  1998年7月 239  832  593  施工期间，  工 
 北角宝马山道 1日    程设计需要检 
      讨， 其后， 当 
      局下令进行额 
      外的工程；  另 
      一原因是承建 
      商的工程进展 
      缓慢。 

 
2  11NE-C/F87  1998年11月 243  810  567  承建商的工程进 
 观塘康宁道 22日    展缓慢；施工期 
      间，工程设计需 
      要修改。 

 
3  11NW-D/FR4  1998年12月 303  793  490  施工期间发生崩 
 何文田常乐街 1日    塌事故，因而需 
      要进行修补工 
      程。 

 
4  11SW-B/C171  1998年5月 138  589  451  施工期间，毗连 
 中区麦当劳道 18日    的私人土地的拥 
      有人对工程表示 
      关注，为此工程 
      设计需要修改； 
      另一原因是承建 
      商的工程进展缓 
      慢。 
 



附录F 
二之二 

(参阅第6.13 段) 
 
 斜坡登记 原定竣工 实际竣工 
个案 编号及位置 动工日期 时间 时间 延误 备注 

 
   (a)  (b)  (c)=(b)–(a) 
 
   (天)  (天)  (天) 

 
5  6SE-C/C50  1998年8月 164  592  428  遇到未能预见的 
 深井灵光小学 11日    土地问题，引致 
      延迟接管工地。 

 
6  11SW-D/F181  1998年10月 245  672  427  建商在批出工 
 大坑大坑道 6日    程合约后，要花 
      费时间解决工程 
      设计上的问题。 

 
7  11SW-B/F122  1998年5月 206  589  383  施工期间，工程 
 山顶宝云径 20日    设计需要检讨， 
      其后，当局下令 
      进行额外的工 
      程；另一原因是 
      施工期间，封闭 
      道路的措施受到 
      未能预见的限 
      制。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和审计署的分析 
 



附录G 
三之一 

(参阅第6.15 段) 
 

1999–2000 年度及2000–01 年度竣工的十二个斜坡工程项目 
的重大费用增加的详情 

 
 斜坡登记    百分率 
个案 编号及位置 投标金额 终费用 费用增加 增幅 备注 
 
     (c) 
  (a)  (b)  (c)=(b)–(a) (d)= —– ×100% 
     (a)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1  7SW-B/C123  2.10  5.72  3.62  172  斜 坡 顶 有 松 
 沙田沙田书院     土，须进行额 
      外工程。这是 
      原本未有预计 
      的。 

 
2  11SE-A/F14  2.21  4.44  2.23  101  松土的范围较 
 北角宝马山道     勘察时发现到 
      的为大，因而 
      须进行额外工 
    程。 

 
3  11SW-D/R216  1.55  3.23  1.68  108  出现未能预见 
 山顶白加道     的土地状况， 
      故须进行额外 
      工程。 

 
4  11SE-C/C59  0.60  2.40  1.80  300  出现未能预见 
 大坑毕拉山     的土地状况， 
 道及大坑道     故须进行额外 
 交界     工程。 



附录G 
三之二 

(参阅第6.15 段) 
 
 斜坡登记    百分率 
个案 编号及位置 投标金额 终费用 费用增加 增幅 备注 
 
     (c) 
  (a)  (b)  (c)=(b)–(a) (d)= —– ×100% 
     (a)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5  11SE-C/C531  1.10  2.98  1.88  171  出现未能预见 
 西湾河柏架     的土地状况， 
 山道     因而须进行额 
      外工程，打入 
      泥钉，以及保 
      护斜坡表面。 

 
6  6SE-C/C50  1.01  2.23  1.22  121  于施工时澄清 
 深井灵光小学     土地事宜后， 
      须把巩固工程 
      范围扩展至斜 
      坡 的 另 一 部 
      分。 

 
7  11SE-A/FR38  0.73  1.60  0.87  119  施工时须进行 
 铜锣湾庇理罗     额外工程，清 
 士女子中学     除勘察时未发 
      现的松土。 
 
8  11SW-D/C437  0.34  0.71  0.37  109  须使用流动工 
 跑马地司徒     作平台，以减 
 拔道     轻施工期间对 
      交通的影响， 
      因而引致费用 
      增加。 



附录G 
三之三 

(参阅第6.15 段) 
 
 斜坡登记    百分率 
个案 编号及位置 投标金额 终费用 费用增加 增幅 备注 
 
     (c) 
  (a)  (b)  (c)=(b)–(a) (d)= —– ×100% 
     (a) 
 
  (百万元)  (百万元)  (百万元)  (%) 

 
9  7SW-C/C534  0.39  0.80  0.41  105  因应实际土地 
 葵涌大窝口邨     状况，需要扩 
      大斜坡稳固工 
      程的范围。 

 
10  11NE-D/R16  0.07  0.16  0.09  129  出现未能预见 
 将军澳马游塘     的土地状况， 
      须修订工程设 
      计。 

 
11 &  6SE-A/C271  0.01  0.03  0.02  200  泥土状况比预 
12  6SE-A/C272      期为差，故须 
 (毗连斜坡)      进 行 额 外 工 
 屯门大榄郊     程，以便在斜 
 野公园     坡表面种植植 
      物。 
 
资料来源：土力工程处的记录和审计署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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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年表 

 

日期 主要事项 

山泥倾泻事故的统计数字和报告 

一九七七年七月 七十年代发生多宗山泥倾泻灾难。其后，当局成立土力工程处，

全面负责香港的斜坡安全。 
 
一九八四年 土力工程处出版第一份 《Hong Kong Rainfall and Landslides》 年

报。 
 
一九九四年七月 坚尼地城观龙楼外一个斜坡和一幅挡土墙倒塌。政府从加拿大聘

请了国际知名的山泥倾泻专家穆根士顿教授进行独立检讨。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政府接纳穆根士顿教授的建议。 
 
一九九四年年底 工务局就香港的斜坡安全计划进行重大检讨。 
 
一九九五年二月 行政局通过工务局拟备的《斜坡安全检讨报告》载列的建议。 
 
一九九五年五月 土木工程署署长委任了一个斜坡安全技术检讨委员会，就斜坡安

全的技术问题向政府提供意见。 
 
一九九六年 斜坡安全常务委员会成立，以监察和检讨《斜坡安全检讨报告》载

列的建议的实施情况。 
 
一九九七年 土力工程处开始进行有系统的山泥倾泻研究。 
 
一九九九年 土力工程处停止出版《Hong Kong Rainfall and Landslides》年报。 
 
一九九九年十月 土力工程处出版《Review of 1997 and 1998 Landslides》。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土力工程处出版《Review of 1999 Landslides》。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土力工程处出版《Review of Landslides in 2000》。 

斜坡登记 

一九七七年 土力工程处开始编制第一部香港人造斜坡记录册《旧斜坡记录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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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 《旧斜坡记录册》的编制工作完成。这部记录册载有约10 000个旧

斜坡的详情。 
 
一九九二年 山泥倾泻调查结果显示，有许多山泥倾泻涉及未记录在旧记录册

内。 
 
一九九二年年中 土力工程处展开“全港斜坡的有系统勘察研究” 计划，有系统地

找出没有记录在旧记录册内的斜坡。 
 
一九九四年七月 土力工程处聘用顾问进行“全港斜坡有系统鉴定及登记”计划，

以加快记录斜坡的进度。 
 
一九九八年九月 土力工程处完成编制 《新斜坡记录册》 。新记录册登记了共约  

54 000 个斜坡。 

巩固旧政府斜坡的进度 

一九七七年 自一九七七年后，土力工程处一直透过防止山泥倾泻计划，进行

政府斜坡的巩固工程。 
 
一九九五年二月 当局告知行政局，以当时的进度，不能够在二零零九年之前完成

旧记录册载列的所有不合标准斜坡的巩固工程。当局并建议加速

推行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以期在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完成旧记录册

所列斜坡的工程。 
 
一九九五年二月 行政局建议，并由当时的总督指令提早约十年完成防止山泥倾泻

计划，以期于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大致完成旧记录册所列斜坡的巩

固工程。 
 
一九九五年四月 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展开，并预定在二零零零年三

月完成。 
 
一九九六年七月 当局告知行政局，防止山泥倾泻计划正加速推行，以期在二零零

零年或之前为旧记录册所列的“高风险”斜坡完成研究及必要的

巩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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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六年七月 第 2/96 号季报报告说，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

标，是在由一九九五年四月一日起计的五年内，在合理可行的情 
况下，尽量勘察旧记录册所列的不合标准斜坡，并完成必要的巩 
固工程。 

 
一九九七年八月 当局告知立法会规划地政及工程事务委员会，为期五年的加速防

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标是在二零零零年或之前，巩固约850 个政

府斜坡。 
 
一九九七年九月 政府制定了一项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于二零零零年四

月展开，以期在截至二零一零年为止的十年内，完成另外2 500个 
不合标准旧政府斜坡的巩固工程。 

 
一九九八年七月 当局把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的目标告知行政会议和立法

会。 
 
一九九八年七月 政府承诺于2000–01年度至2009–10年度期间推行附加斜坡安全措

施，以处理那些不包括在延续十年的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内不合标

准旧政府斜坡。 
 
一九九九年十月 土力工程处估计，到了二零一零年三月，所有可能会对主要发

展、寮屋或主要道路造成影响的高风险政府斜坡将会全部得到处

理。 
 
二零零零年三月 为期五年的加速防止山泥倾泻计划完成了764个斜坡的巩固工程。 
 

新斜坡的岩土工程管制 

和用以巩固旧斜坡的 

防止山泥倾泻工程的管理 
 
一九七七年 政府开始实施一项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以处理已在斜坡记录册内

登记的不合标准政府和私人人造斜坡。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财务委员会批准在基本工程储备基金总目705(土木工程)之下设立

一个整笔拨款分目5001BX── 防止山泥倾泻计划，为防止山泥倾

泻计划提供拨款。 
 
一九八八年一月 政府发出地政工务科技术通告第3/88 号“审核政府工程岩土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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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 政府检讨岩土工程管制法例的效益，并提出修订法例，以加强岩

土工程管制的法定权力。 
 
一九九七年 土力工程处就新斜坡的崩塌事件进行试验研究，研究目标集中于

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期间向土力工程处报告的严重山泥倾泻事

故。 
 
一九九八年 土力工程处发现一些未受岩土工程审核的个案。 
 
二零零一年八月 工务局发出工务局技术通告第16/2001号： “土力工程处斜坡及挡

土墙审核证书”。 



附录I 
(参阅第1.1 段) 

 
本报告有关斜坡的词汇 

 
斜坡 全港所有斜坡，包括天然或人造斜坡。 
 
天然斜坡 保留天然状态(未曾经土木工程或人为活动更改) 的斜坡。 
 
人造斜坡 曾经进行过某些形式的土木工程或人为活动更改的斜坡，可再分

类为： 
 
 ── 削土斜坡 
 ── 填土斜坡    见中间内页图一及附录D 
 ── 挡土墙 
 
已登记斜坡 在一九七八年由土力工程处编制的《旧斜坡记录册》内，或在一

九九八年九月由土力工程处编制的《新斜坡记录册》内已登记的

政府或私人斜坡──见第3 部分。 
 
旧斜坡 一九七七年七月土力工程处成立前修筑的人造斜坡。 
 
新斜坡 一九七七年七月后修筑的人造斜坡。 
 
政府斜坡 位于政府土地范围内由政府负责维修和修葺的人造斜坡。 
 
私人斜坡 位于私人土地范围内由私人负责维修和修葺的人造斜坡。 
 
综合责任斜坡 土力工程处列为私人斜坡，但实际上是部分由政府拥有，部分由

私人拥有的斜坡。 
 
不合标准斜坡 不符合土力工程处现行安全标准的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