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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報告 

 
  負責人 

1.1  通過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R/004/13，並通過 2013 年 10 月 2
日 (星期三) 在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合鹿島大廈 15 樓建

造業議會總辦事處舉行之上次會議的進展報告。 
 

 

1.2  上次會議續議事項 
 

 

 1.2.1 建造業組織的建議 
 
上次會議進展報告第 4.4 項－已回信建造業組織。 
 

 
 

1.3  鋼筋測試指南 
 

 

 成員備悉文件編號 CIC/ENT/P/001/14。 
 
由香港主要鋼筋入口商於 1989 年成立的 Hong Kong Rebar 
Importers & Stockists Association（簡稱商會），派出 Munoz 先

生為代表，就香港現時鋼筋測試制度的背景及所面臨的困難，

作出簡報。 
 
過去數年，香港已輸入大約 100-150 萬噸的鋼筋。商會的關注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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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使用者進行實地測試－為符合測試規定，鋼筋可能會

在地盤閑置至少 10 天。 
• 實地鋼筋加工－實地鋼筋加工的過程緩慢、欠效率、質素

不穩定、耗損亦較大（達 7% - 10%），而且現場意外的風

險較高。 
 
商會建議的可行解決方案為: 
• 場外收集鋼筋樣本（並由獨立第三者見證），再交由認可

化驗所測試，然後透過追蹤標籤系統，把鋼筋送往地盤或

加工場。 
• 於場外加工場所進行鋼筋切割與屈紮。 
 
一位成員表示，香港土地供應短缺，因此查詢有關鋼筋切割屈

紮工廠所需要的面積。Munoz 先生表示，面積最少需要 6,000
平方米，而一個 15,000 平方米的場地，則每年可處理約 60,000
噸鋼筋。 
 
區載佳先生表示需要若干時間詳細研究有關建議。其初步觀點

是，建議內容必須符合《建築物條例》（第 123 章）的規定。

假如測試是在場外的堆置場進行，則必須由第三者見證，這第

三者亦必須是註冊結構工程師（或註冊結構工程科的適任技術

人員），並由於建造工程中使用經測試的鋼筋之地盤業主所聘

請。關於在場外加工場所為鋼筋進行切割屈紮方面，由於這操

作對使用鋼筋的項目，是建造工程的一部分，因此切割屈紮操

作必須符合《建築物條例》規定的有關核准圖則和監工要求。

現時的建議，並未交待如何能符合這些法定要求。 

 
一位成員表示，對於所購買鋼筋必須符合《建築物條例》規定，

承建商會表示關注。另一位成員則對能否追蹤經場外測試後送

往地盤的鋼筋表示關注。 
 
主席總結表示，必須遵守法定要求，以確保工程質素。商會同

意為符合法定要求，會重新考慮加工的方案。就未來路向，由

於建議的改變會牽涉到法定程序，因此商會建議直接接觸屋宇

署。商會可時刻通知議會有關最新情況，令議會可考慮是否需

要就事情作出跟進。 
 
[黃仕進教授於此時離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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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香港綠色建築議會和商界環保協會聯合工作小組有關建造及
拆卸廢料研究結果簡介 
 

 

 香港綠色建築議會的黃慧儀工程師就香港綠色建築議會和
商界環保協會聯合工作小組擬備的建造及拆卸廢料報告，作
出簡報。 
 
建造及拆卸廢料佔堆填區棄置廢物總量的 25%，當中大部分
原是可以避免的。聯合工作小組定出 2020 年前應達到的目
標為：95%的建造及拆卸廢料可回收再用或循環再造（包括
用作填海），而 20%惰性物料則會循環再造成二級建造物料
（不包括用作填海）。 
 
工作小組提出的主要建議包括: 
• 開發資訊分享平台 
• 發掘更多創新渠道，以減少或避免源頭浪費 
• 進行更多研究，以確定循環再造建築產品的環保特質 
• 改良建築環境評估法級別的指定條件及頒授級別的機制 
• 鼓勵使用建築資訊模型 
• 發布廢料管理計劃及精密的廢料匯報系統 
• 開發一套廢料指數 
• 提倡採用選擇性拆卸模式 
• 發掘更多使用木材替代品（或再生木材）的可能性 

 
主席感謝黃慧儀工程師的簡報，並同意議會亦正提倡採用的
建築資訊模型，可有助源頭減廢。 
 

 
 
 
 
 

1.5  河沙替代品研究專責小組 
 

 

 成員聽取王頌恩先生就文件編號 CIC/ENT/P/002/14 的簡報。 
 
混凝土和水泥砂漿生產用河砂替代品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
目標如下:  
 
i. 根據歐洲、英國及中國現行規格，擬備砂漿集料的本地建

造規格； 

ii. 研究微細粉含量對混凝土的效果，以判斷最適合及可容納

的微細粉含量，然後擬備混凝土細骨料的一般指引； 

iii. 研究微細粉含量對不同種類砂漿的效果，以判斷最適合及

可容納的微細粉含量，然後擬備一份不同種類砂漿的骨料

規格及一份人工砂分類的規定； 

iv. 研究把廢玻璃壓碎及加工以循環再造為砂漿集料的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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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 

v. 研究把廢棄混凝土壓碎及加工以循環再造為混凝土細骨料

及砂漿集料的可行性。 
 
屋宇署將被納入為諮詢對象之一。 
 

 
 
 

1.6  實施建築資訊模型路線圖工作小組 
  

 成員聽取王頌恩先生就文件編號 CIC/ENT/P/003/14 的簡報。 
 
會上重點提出下列事項: 
• 工作小組會盡快為建築資訊模型標準（第一階段）準備工

作的顧問服務招標，進行定稿。 
• 建築資訊模型的推廣活動，已列於本文件的附件 B。 
• 建築資訊模型專業人員的資格－秘書處正與香港建築信息

模擬學會及各培訓機構協調，以訂立有關建築資訊模型專

業人員註冊及相關建築資訊模型培訓課程評審的框架。 
 

就遞交建築資訊模型格式的規劃圖則方面，一位成員表示，除

了屋宇署以外，其他審閱規劃圖則的部門（例如消防處、運輸

署、分區地政處及房委會等），亦應接納這格式的圖則，否則

建議書提交者便必須同時擬備 2D 及 3D 的圖則，造成不便。

主席同意及表示，將會向工作小組轉達有關訊息。 
 

 
 
 
 
 
 
 

 
 

 
 
 
 
 

1.7  碳標籤計劃最新情況 
  

 李俊暉先生就實施碳標籤計劃所完成的工作，作出簡報。 
 
已完成工作的概要如下: 
• 發表產品碳足跡評估指南及評值工具 
• 與香港綠色建築議會及香港大學聯絡，對英泥、鋼筋及

結構鋼材產品，實施碳標籤計劃 
• 遊說有關持份者，包括僱主和物料供應商 
• 舉辦培訓活動，包括提高意識課程及審核員課程 
• 進行宣傳工作，包括研討會／工作坊；網站；署名文章

／網誌 
 

為提高本計劃的效率，亦會考慮下列鼓勵措施: 
• 把本計劃結合到建築環境評估法級別之中 
• 說服公營工程僱主指定採用特定碳標籤級別的物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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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出碳標籤產品的網上名冊服務 
 
本計劃現正開始接受申請。零碳天地有限公司根據接受評審產

品的碳足跡，會發出有效期為一年的相應級別碳標籤（「E」

為最低評級，「A」則為最高評級）。 
 
第 II 階段的研究，將於 2014 年 2 月開始，會研究其他十種建

造物料，包括混凝土、木材、不銹鋼、集料等。 
 

1.8  委員會的修訂 
  

 王頌恩先生就將於 2014 年 2 月 1 日生效的委員會修訂，作出簡

報。 
 
委員會將會更專注於未來技術發展及建造的創新。因此，委員

會將會改名為「環境、創新及技術委員會」（「Com-EIT」）。 
 
環境、創新及技術委員會的新職權範圍如下: 

• 提倡建造業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 促進可持續建造之良好作業方式 
• 推動建造業創新以提高生產力及競爭力 
• 鼓勵建造業運用創新技術 
• 就制定建築標準的策略提供意見 

 

 
 
 
 
 

1.9  其他事項 
  

 主題為「建造業新領域：生產力與科技」的 2013 年建造業議
會研討會，已於 2013 年 11 月 29 日成功舉行，參加者人數破
記錄地超過 250 人。主席感謝成員對活動的支持。 
 

 
 
 
 

1.10  2014 年下次會議暫定日期 
  

 2014 年 4 月 10 日下午 2 時 30 分於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38 號聯
合鹿島大廈 15 樓建造業議會總辦事處舉行。 
     

全體人員 

備悉 

至此別無其他事項，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