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摘要  
 

選定地方的樹木管理政策  

立法會秘書處 
資料研究組  

 

 
 
 
 
 

IN15/18-19 
 
 
1. 引言  
 
 
1.1 市區樹木是社會寶貴資源，對環境和社會經濟帶來裨益。

然而，樹木的健康和結構會隨着其生命周期和外在環境的影響而

不斷變化。樹木因病或其他問題而日漸衰弱及最終倒塌，會對公眾

安全造成威脅。因此，有效的樹木管理策略對樹木保育和公眾安全

至為重要。  
 
1.2 香港有不少樹木在稠密的市區環境中生長。目前，在政府

土地上，樹木管理的工作由多個不同政府部門分擔；至於私人土地

上的樹木管理方面，一般意見認為以地契條款作出規管並不足夠。

本港現時並無管理樹木的專門法例，令市區植種樹木的管理工作

更添挑戰。  
 
1.3 有別於香港的情況，多個海外地方已制定專門樹木法例。

在美國和加拿大，部分地方當局各有本身的樹木法例 1，以訂立

社區綠化地帶的管理框架，並為公共及私人土地上樹木管理的市政

責任提供法律依據。同樣，英國地方當局頒布《樹木保護令》 (Tree 
Preservation Orders)，以保護特定樹木免遭故意破壞或損壞。  
 
1.4 中國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均訂有全面法律框架，為路旁樹木

和古樹名木提供法定保護。例如，全國適用的《城市綠化條例》將

樹齡達 100 年或以上的樹木歸類為古樹名木，當中包括在北京 2和

廣州 3 的石牆樹，古樹名木均受法例保護。北京、上海和廣州等

                                                
1 例如，美國喬治亞州、艾奧瓦州、麻薩諸塞州、紐約州、北卡羅來納州、
德薩斯州和弗吉尼亞州均有本身的樹木法例。在加拿大，《多倫多市政法》

(Toronto Municipal Code)訂有路旁樹木管理和私人樹木保護的規定。  
2 該等石牆樹位處北京明十三陵。  
3 該等石牆樹位處廣州越秀公園古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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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均訂有本身的樹木法例，並規定地方當局須遵照相關法例

規定管理古樹名木。 4 
 
1.5 一如眾多的繁華大都會，新加坡及澳洲首都領地將城市

綠化發展列為優先工作，並訂有專門法例及設立專責機構管理政府

和私人土地上的樹木。此外，新加坡成立特定機構，為政府人員和

業界從業員提供多元化的樹藝與園藝培訓課程。澳洲首都領地則

成立由樹木專家組成的樹木諮詢小組 (Tree Advisory Panel)，就樹木
管理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見，特別是有關在樹木登記冊新增或剔除

樹木及審批有可能損毀樹木的活動申請。  
 
1.6 應陳淑莊議員的要求，資料研究組就新加坡和澳洲首都

領地的樹木管理政策擬備本資料摘要。本資料摘要先概述香港的

樹木管理策略和社會各界對有關策略所提出的關注，繼而研究上述

兩地在樹木管理的相關規管架構、制度安排及主要特點。  
 
 
2. 香港  
 
 
2.1 香港是人煙稠密的城市，綠化環境在多方面均有助提升

市民生活質素，例如降低溫度，改善空氣和美化市容。然而，社會

日益關注樹木管理和保護的問題，尤其在發生多宗引致人命傷亡的

塌樹事件後，情況更受關注 (附錄 I)。這些事件亦令政府的樹木
護養和保育工作備受批評。  
 
2.2 過去 10 年來，樹木管理一直是立法會廣泛討論的議題。 5 
除了立法會外，審計署曾在 2014 年審查政府加強樹木安全的
工作 6，申訴專員亦在 2014 年調查香港的樹木管理制度 7。整體

來說，香港市民對樹木管理的關注主要集中於 (a)制度框架；
(b)規管架構； (c)私人土地上的樹木管理；及 (d)人力發展。  
  

                                                
4 北京訂有名為《北京市古樹名木保護管理條例》的專門法例保護古樹名木；
廣州則把樹木保護的相關條文納入《廣東省城市綠化條例 (2014 年修正 )》。
請參閱北京市園林綠化局 (1998)及廣州‧南沙人大 (2014)。  

5 過去 10 年，發展事務委員會幾乎每年均討論樹木管理的議題。同期，議員
曾 在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提 出 逾 20 條 口 頭 及 書 面 質 詢 。 此 外 ， 立 法 會 曾 在

2011 年 6 月 15 日的會議上通過 "完善樹木管理制度 "的議案。  
6 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4)。  
7 請參閱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20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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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管理的制度框架  
 
2.3 一直以來，香港 30 多個政府部門分擔政府土地的日常樹木
管理工作，包括栽種、檢查、風險評估、修剪和砍伐。現時，本港

有 9 個主要樹木管理部門 (稱為 "核心部門 ")，負責護養超過 170 萬
棵樹，並有 27 個非核心部門護養另外 182 000 棵樹 (附錄 II)。  
 
2.4 在 2010 年，政府在發展局轄下的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成立樹木管理辦事處 ("樹木辦 ")。樹木辦負責訂定和督導樹木管理
政策，並協調各部門進行樹木管理工作。 8 然而，有意見關注到
樹木辦只能擔當 "協調 "角色，而未獲賦權規管樹木管理工作。 9 
因此，現時由各部門分擔樹木護養責任的安排仍有不足之處，而在

樹木管理的分工上，部門之間存在歧見亦令人關注。  
 
 
護養責任分工  
 
2.5 如樹木位於 "已撥用政府土地 " 10  上，護養樹木的責任由
獲撥地的政府部門承擔。然而，不少樹木所在的政府土地可能同屬

多個部門的管理範圍。 11 審計署指出，由若干部門護養同一地帶
或鄰近地點的樹木，並不符合成本效益。 12 此外，由於樹木沒有
掛上清晰的樹牌，未必易於識別，這些樹木可能不獲照料，因而

構成安全風險。 13 
 
  

                                                
8 請參閱 GovHK (2015b)。  
9 例如，請參閱香港 01 (2018)、香港商報 (2018)及經濟日報 (2018)。  
10 已撥用政府土地是指地政總署撥予另一政策局／部門使用的政府土地。  
11 例如，路政署負責護養路旁人造斜坡上的樹木。然而，若鄰近路旁範圍屬已
撥 用 的 政 府 土 地 ， 相 關 護養樹木的責任可 能 涉 及 建 築 署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務署等其他政府部門。  
12 請參閱 Audit Commission (2014)。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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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之間的歧見  
 
2.6 事實上，政府部門對政府土地上的樹木護養責任誰屬，

尤其是樹木是否位於 "園景地點 " 14，一直存有歧見。如有不同

意見，相關部門會因應個別情況進行協商，以確定責任誰屬。在

2013 年，發展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和地政總署三方同意：如
部門之間無法達成協議，樹木辦會檢視有關情況，並裁定負責管理

有關樹木的責任誰屬。然而，以這種方式確定樹木管理的責任，

需時甚久，或會加劇有問題樹木的潛在風險，以致危害公眾安全。  
 
 
規管架構  
 
2.7 現時，香港並無特定的樹木保護法例。在 2009 年，樹木
管理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 15檢視本港法例中有關保護樹木的條文。

專責小組在其報告中指出，本港有 4 項條例涉及樹木保護、 3 項
條例訂有條文，對盜取樹木等非法活動進行執法，另有 1 項條例與
環境保護有關 (詳見附錄 III)。 16 專責小組當時認為本港法例已足夠
為樹木提供保護，因此無須修改法例。然而，在樹木保護方面，

現時各項條例可能仍有不足之處，相關要點概述如下：  
 

(a) 缺乏保護重要樹木的法律依據：儘管樹木辦已設立樹木
登記冊，但本港未有特定法例規定須保護重要樹木，

包括古樹名木和石牆樹；  
 
(b) 破壞樹木的定義狹窄：《郊野公園條例》 (第 208 章 )與
《林區及郊區條例》 (第 96 章 )訂明，在郊野公園和
林區及郊區砍伐、切割、焚燒或摧毀樹木均屬違法。

然而，法例未有禁止其他破壞樹木的行為，例如干擾

樹根生長和污染泥土及植樹地帶。因此，現行法例的

涵蓋範圍可能未夠全面；   

                                                
14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負責園景地點的樹木護養工作，該署認為， "園境地點 "是
設有路旁花槽或樹槽等園境設計元素的地方。然而，部分政府部門則認為 "
園 境 地 點 "是 指 預 計 栽 種 花 木 的 地 方 ， 而 不 論 花 木 是 否 栽 種 在 花 槽 或
樹槽內。  

15 在 2008 年，赤柱發生一宗致命塌樹意外。死因裁判法庭的研訊指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的樹木檢查制度存有漏洞。在 2009 年，因應死因裁判法庭的
關注，時任政務司司長領導一個跨部門專責小組，研究本港樹木管理的各項

事宜。請參閱 Task Force on Tree Management (2009)及 Audit Commission (2014)。  
16 請參閱 Task Force on Tree Managemen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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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市區樹木保護有限：在本港 4 項涉及樹木保護的
條例，所涵蓋的地理範圍僅限於郊野公園、林區及

郊區、遊樂場地、公眾墳場及紀念花園和古蹟。 17 
法例未有訂明在其他市區範圍內，保護樹木的要求和

規例；  
 
(d) 缺乏規管私人土地上樹木的規例：現行法例就政府土地
和古蹟訂有保護樹木的條文，但對於私人土地上的樹木

管理，由於沒有相關的法律依據，因此政府未能作出

規管；及  
 
(e) 執法力度不足：現有條例並未賦權執法人員採取若干
必要的行動保護樹木，尤其是保護位於私人處所的

樹木。  
 
 
2.8 在 2011 年，時任發展局局長明確表示，政府已研究當時的
最新情況，認為應 "因時制宜 "，以作積極回應，因此會 "認真考慮
開始研究 "制訂樹木法。 18 在 2015 年，政府同意當時用以管理
樹木的規管架構涉及由不同部門執行的多項條例，因此 "未能有效
監管及管理樹木 "。 19 然而，政府至今尚未提出任何立法建議。  
 
 
私人土地上的樹木管理  
 
2.9 在 2014 年，位處港島半山的一幅私人土地上，發生一宗
致命塌樹意外。該意外引起市民對私人土地上樹木安全風險的

關注。據政府表示，私人土地契約訂有保育樹木條文，以保護私人

土地的樹木，而這機制自 1970 年代初以來，一直運作至今。 20 
然而，根據審計署和申訴專員在 2014-2015 年間分別發表的報告，
只有少數土地契約訂有這些條款。 21  

                                                
17 相應的法例分別是《郊野公園條例》 (第 208 章 )、《林區及郊區條例》

(第 96 章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例》 (第 132 章 )及《古物及古蹟條例》
(第 53 章 )。  

18 請參閱 Official Records of Proceed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2011)。  
19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5)。  
20 作為地契條件，有關保育樹木的特別條文訂明，土地擁有人須先向地政總署
提出申請並獲得其同意後，才可在其土地砍伐樹木和進行影響樹木生長的

活動。請參閱 Tree Management Office (2016)。  
21 請參閱 GovHK (2015b)、Office of The Ombudsman (2016b)及 Audit Commissio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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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申訴專員在 2015 年的報告中亦指出， "即使地契載有樹木
保育條款，業主有否／如何護養其樹木，亦不屬該些條款的規管

範圍。現時亦無法例規定私人土地的業主須負責檢查及護養其土地

範圍內的樹木。因此，業主對其土地上的樹木是否護養得宜以減低

其倒塌風險，政府目前是無從置喙 " 22。申訴專員因而在結論中

指出， "相對於政府土地上的樹木，私人土地上的樹木之規管更形
不足。 " 23。  
 
 
人力發展  
 
2.11 據政府規定，除地政總署外 24，樹木管理部門須每年進行

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作為風雨季來臨前的預防措施之一。樹木

管理部門聘用合資格人員評估樹木風險時，必須遵循《樹木風險

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所訂的資格、培訓和工作經驗要求。 25 
例如，檢查人員必須為認可樹藝師，具備至少兩年樹木護理經驗，

並熟悉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工作。這項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的

措施，卻引起和突顯了政府內部 26和本地綠化行業存在的人手短缺

問題。  
 
  

                                                
22 請參閱 Office of The Ombudsman (2016b)。  
23 同上。  
24 按照樹木護養的責任分工安排，地政總署負責未撥用政府土地上沒有其他
部門認管的樹木。這類 "無部門認管 "的樹木數量龐大，不知凡幾，對署方
造成壓力。據了解，這類樹木大抵並不位於路旁地方，因此政府內部接納，

凡屬地政總署轄下的樹木，只須作非經常護養，而無須定期護養。請參閱

Development Bureau (2004a)。  
25 樹木辦頒布《樹木風險評估及管理安排指引》的其中一個目的，是向樹木管
理部門提供樹木風險評估指引，協助部門識別有問題的樹木和適時採取補救

措施，以保障公眾安全。請參閱 Tree Management Office (2018)。  
26 截至 2018 年，樹木辦的人手編制為 17 人，負責協調不同政府部門的樹木管
理工作和培訓負責樹木管理的政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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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短缺  
 
2.12 在 2018 年，本港有 9 830 名綠化行業從業員。 27 根據發展
局委託進行的一項研究 28，預計在 2018 年，業界將欠缺 2 530 名
員工。然而，在 2018-2020 年間，每年只有約 300 名具備本地樹木
管理資格的畢業生投身業界。 29 
 
 
缺乏資格認可  
 
2.13 目前，園藝業仍未被視為建造業以外的獨立工種，而現時

並無園藝從業員註冊制度，令有關人員只被視作一般工人。故此，

園藝業工人薪酬待遇偏低，難以吸引新人入行。 30 
 
2.14 因此，當局在 2016 年於資歷架構下成立樹藝及園藝業行業
培訓諮詢委員會。委員會的職責之一是為樹藝及園藝業制訂《能力

標準說明》 31。然而，有關標準至今尚未制訂。  
 
 
3. 新加坡  

 
3.1 過去數十年，新加坡在急速都市化的同時，亦大力推行城

市綠化，為新加坡市民營造優質生活環境。在 1967 年，新加坡
提出 "花園城市 "(Garden City)願景，在市內廣種樹木，以林蔭道路
網絡連接公園、花園和公共空間。在 1970 年代中期，新加坡成立
獨立的專責政府部門負責綠化城市，並頒布《公園及樹木法令》

(Parks and Trees Act)，作為樹木管理的法律依據。在 1980 年代及往後
各年，新加坡不斷提升現有公園和建設新公園。據新加坡政府所

述，新加坡已從 "花園城市 "蛻變為 "花園中的城市 "(City in a Garden)，

                                                
27 請參閱 GovHK (2018b)。  
28 該項研究在 2017 年完成，旨在評估香港樹藝、園藝及園境行業 (即綠化行業 )
的人力資源供應狀況。請參閱 Development Bureau (2018)。  

29 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8)。  
30 請參閱 GovHK (2018b)。  
31 《能力標準說明》訂明業內員工在不同工作職能範疇須達到的知識、技能及
成效標準，並為教育與培訓人員提供基準參考，用以設計最能符合行業需要

的課程。僱主可根據能力標準制訂內部培訓課程、能力為本的工作崗位

說明、員工表現評估及招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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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繁盛都市 "不只建有花園，本身就是一個花園，環抱現有和
未來的所有城市建築 " 32。  
 
 
樹木管理當局  
 
3.2 隨着在 1967 年推出花園城市計劃，新加坡於 1968 年在
新加坡工務局 (Public Works Department)轄下成立 "公園和樹木組 "(Parks 
and Trees Unit)，負責新加坡的植樹和綠化工作。為進一步推動
新加坡綠化工作，該組在 1976 年脫離工務局成為獨立部門，稱為
公園和康樂局 (Parks and Recreation Department)，隸屬於國家發展部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在 1996 年，當地制定《國家公園局
法令》 (National Parks Board Act)，訂定條文將公園和康樂局改組為
目前的國家公園局 (National Parks Board)，並將新加坡植物園及新加坡
的自然保護區納入其管理範圍，而國家公園局亦主導花園城市的

綠化及路旁樹木的護養工作。  
 
3.3 國家公園局由園林營運署署長 (Commissioner of Parks and 
Recreation)("署長 ")領導，是新加坡樹木管理和自然保育的主導
機構，負責政府土地上的日常樹木管理工作，例如栽種和修剪、

檢查和評估，以及砍伐或移除危險樹木。 33根據《公園及樹木

法令》，國家公園局獲法例賦權，負責政府土地的樹木管制、行政

和管理工作，亦有權採取行動，確保私人物業佔用人妥善護養其

處所的綠化植物，以保障公眾安全，免受私人土地上的危險樹木

威脅。  
 
  

                                                
32 請參閱 Beatley (2012)。  
33 例如，國家公園局每隔 6 至 12 個月便會檢查高速公路和主要道路兩旁的
樹木，並負責 (a)每年詳細檢查幹圍達 4 米以上的樹木，以及 (b)在風季及
雨季 (例如狂風和東北季候風季節 )來臨前修剪樹木。請參閱 Straits Time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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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法例  
 
3.4 《公園及樹木法令》 34在 1975 年制定，就保護重要樹木
提供法律依據，明確界定若干破壞樹木的活動，訂明在政府和私人

土地保護市區樹木的規定，並向執法機構授予執法權力。  
 
 
保護重要樹木  
 
3.5 《公園及樹木法令》劃設樹木保護區，以管制濫伐成齡

樹木。在新加坡，於樹木保護區砍伐幹圍逾 1 米的成齡樹木須取得
署長書面批准。目前，當地估計有 4 900 公頃 35的土地已劃為樹木

保護區，覆蓋政府和私人土地，佔新加坡土地總面積 6.8%。  
 
3.6 除了樹木保護區外，位於空地的成齡樹木亦受《公園及

樹木法令》保護，不可隨意砍伐。 36在空地切割幹圍逾 1 米的成齡
樹木須取得署長書面批准。  
 
3.7 自 2001 年起，新加坡政府推出古道林蔭計劃 (Heritage Road 
Scheme)和古樹名木計劃 (Heritage Trees Scheme)，進一步推動保育成齡
樹木。前者旨在保育新加坡的林蔭道路，後者則提倡保育其他地區

的成齡樹木。兩項計劃的特點概述如下：  
 

(a) 古道林蔭計劃旨在因應新加坡的急速發展，保育當地
主要林蔭道路。國家公園局劃設古樹林蔭道路 (Heritage 
Road)， 道 路 兩 旁 有 10 米 闊 的 "綠 化 緩 衝 區 "(Green 
Buffers)。新加坡當局禁止移除緩衝區內的樹木，亦不准
在該範圍內架設或設置任何構築物或物品 37；及  

 

                                                
34 《公園及樹木法令》旨在訂定條文，規範在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樹木
保護區、古道綠化緩衝區及其他指定地區 (在政府及私人土地上 )栽種、護養
及 保 育 樹 木 和 植 物， 以 及 其 他 相 關 事宜 。 請 參 閱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2019)。  

35 請參閱 National Parks Board (2017)及 National Parks Board (2019)。  
36 根據《公園及樹木法令》第 2 條，空地指任何符合下述條件的土地： (a)並無
建築物或其他構築物存在； (b)園林營運署署長有合理理由相信並無任何人佔
用該土地；或 (c)該土地上的建築物或其他構築物是以違反任何成文法的方式
興建或使用。  

37 《公園及樹木法令》禁止在古樹林蔭道路的綠化緩衝區架設、興建或放置任
何臨時或永久的圍欄、護土牆、地基、沙井、喉管、電纜、管道或任何障礙

物或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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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古樹名木計劃是公開讓公眾參與的計劃，任何人可在
國家公園局網站，透過網上表格，提名將個別樹木列為

古樹名木。獲提名的樹木會經國家公園局樹藝師檢視，

而提名名單將提交古樹名木小組 (Heritage Tree Panel) 38

考慮。古樹名木小組根據若干準則進行評審，例如樹木

品種、歷史意義、大小和健康狀況。 39 截至 2016 年
3 月，新加坡共有 257 棵樹獲列為古樹名木，部分樹齡
超過 150 年。  

 
 

明確界定破壞樹木的活動  
 
3.8 新加坡法例就栽種、護養和保育樹木訂定條文，並訂明

限制或禁止進行若干損害樹木的活動。當地在法例中明確界定各項

獲准和受限制活動的定義，利便公眾守法之餘，亦有助當局執法。

該法令所列的詳細定義載於附錄 IV。  
 
 
栽種和保護市區樹木  
 
3.9 《公園及樹木法令》授權建屋發展局等政府機構和私營

發展商在興建住宅屋苑、公共街道和道路、停車場及其他建築物等

項目時，預留空間裁種樹木和進行綠化。 40 
 
3.10 新加坡國家發展部長 (Minister for National Development)可指明
在政府和私人土地劃設栽種區，並訂定栽種用地的規格標準。 41 
當地禁止未經署長許可而更改或撤銷栽種區，或在栽種區內架設或

興建構築物 42。此外，新加坡亦限制或禁止在栽種區、樹木保護區

和路旁綠化緩衝區進行破壞樹木的活動。  

                                                
38 古樹名木小組有 12 名成員， 5 名成員 (包括主席 )來自國家公園局， 3 名成員
是來自其他政府機構的代表，包括建屋發展局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新加坡人民協會 (People's Association)及市區重建局。其他成員包括樹藝師、
學者和植物學、植林及園境顧問。請參閱 National Parks Board (2016b)。  

39 古樹名木小組按照以下準則考慮是否將樹木列為古樹名木： (a)樹木品種及其
罕有程度； (b)樹木的社會、文化及／或歷史意義； (c)樹木大小 (例如幹圍逾
5 米的樹木 )；及 (d)樹木的健康狀況。請參閱 National Parks Board (2016c)。  

40 請參閱 National Library Board (2015a)。  
41 詳情載於《公園及樹木法令》第 23(3)條。  
42 根據《公園及樹木法令》第 26 條，該等受規限的構築物包括任何圍欄、
護土牆、地基、沙井、喉管、電纜、管道或任何障礙物或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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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土地上的樹木管理  
 
3.11 《公園及樹木法令》亦規管私人土地上的樹木管理，包括

賦權署長向私人處所佔用人發出通知書，要求在私人土地綠化範圍

(green margin) 43 內植樹及護養和保護樹木。 44 該法令亦賦權國家
公園局人員要求私人土地擁有人及／或佔用人採取必要措施，例如

修剪或切割樹木，以盡量減少安全風險。任何人如未有遵守有關

規定，經定罪後可處罰款。  
 
3.12 該法令亦賦權國家公園局人員進入處所檢查任何樹木，以

確定樹木狀況會否對人身或財產構成危險，並向處所佔用人收回

所有相關開支。  
 
 
人力發展  
 
3.13 《公園及樹木法令》的執行為綠化行業帶來大量工作。為

應對人手需求，國家公園局已致力提供樹藝、園藝和園境技能

訓練，協助業界培訓出能力勝任的員工，以滿足有關的規管要求。  
 
3.14 在 2007 年，國家公園局與 "新加坡未來技能局 "(SkillsFuture 
Singapore) 45聯 合 成 立 城 市 綠 化 和 生 態 平 衡 中 心 (Centre for Urban 
Greenery and Ecology)，作為一站式培訓中心及知識庫。該中心旨在
提升新加坡在城市綠化和生態方面的專業知識，並為樹藝、園藝和

園境行業的各級專業人員舉辦技能培訓課程。  
 
3.15 城市綠化和生態平衡中心分別在 4 個培訓場所開辦課程，
以促進樹藝、園藝和園境從業員的事業發展。目前，該中心舉辦

勞動力技能資格鑒定 46課程，頒授文憑程度的勞動力技能資格

                                                
43 根據《公園及樹木法令》第 27(5)條，處所的 "綠化範圍 "是指處所面對、毗鄰
或鄰接公共街道的部分。 "綠化範圍 "的闊度不超過 5 米。  

44 根據《公園及樹木法令》第 27(1)條，這項措施旨在 (a)加強綠化及推廣樹木
和植物作為市容與園境要素；或 (b)美化任何公共街道沿路範圍或面對、毗鄰
或鄰接任何公共街道的任何處所。  

45 新加坡未來技能局是教育部 (Ministry of Education)轄下的法定機構，負責推動
終身學習、為新加坡市民提供資訊，協助其參與培訓和就業，以及因應各

行業的需要建立優質培訓制度。  
46 新加坡勞動力技能資格鑒定制度 (Singapore Workforce Skills Qualifications)是全國性
的資歷制度，利便當地培訓、評核和認證勞動人口的技能與能力。該制度根

據 經 僱 主 、 工 會 和 專 業 組 織 確 認 的 技 能 與 能 力 設 計 培 訓 課 程 。 請 參 閱

SkillsFuture Singapore (2019)。  



12 

證書，另外亦開辦其他專業課程，例如認證執業園藝師課程

(Certified Practising Horticulturists Programmes)。除了培訓服務外，該
中心亦與業界合作提供就業轉介服務。在 2017-2018 年度，該中心
提供約 6 700 個培訓名額，包括約 4 300 個勞動力技能資格鑒定
課程名額及 2 400 個其他專業課程名額。  
 
 
4. 澳洲首都領地  
 
 
4.1 澳洲首都領地由坎培拉市、農地和大片國家公園組成。

坎培拉是澳洲首都領地唯一的城市，亦是澳洲首都，該市的規劃

概 念 是 將 戶 外 空 間 、 公 園 和 原 生 植 被 融 入 自 然 景 觀 。 47  在
2018 年，坎培拉政府管理逾 768 000 棵市區樹木，分布於各住宅區
的街道、主要道路兩旁、市區公園及其他戶外空間，令該市成為

全球其中一個最大規模而由單一行政區管理的城市森林。 48 
 
4.2 澳洲首都領地的城市森林綠化工作，着重於有效樹木管理

和護養，特別是 (a)具珍貴歷史、園境或科學價值的樹木；及
(b)一般高達 12 米或以上的大樹。一如新加坡，澳洲首都領地主要
透過制度架構和規管架構管理當地的樹木。  
 
 
樹木管理當局  
 
4.3 澳洲首都領地的樹木管理職責由兩個政府主管當局共同

承擔，即 (a)環境、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署 (Environment, Plann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rectorate)的 植 物 及 動 物 保 育 專 員 ("保 育
專員 ")(Conservator of Flora and Fauna)49；及 (b)坎培拉交通及城市服務
署 (" 交 通 及 城 市 服 務 署 ")(Transport Canberra and City Services 
Directorate)50。保育專員與交通及城市服務署在當地樹木管理工作

上，擔當截然不同但相輔相成的角色。保育專員主要負責管理重要

樹木登記冊，並就該等樹木的保育作出重要決定 (例如批准砍伐受

                                                
47 請參閱 Environmental Defenders' Office (2015)。  
48 請參閱 ACT Government (2018)及 Transport Canberra and City Services (2018a)。  
49 澳洲首都領地政府轄下設有 7 個按職能劃分的行政單位，稱為 "署 "(directorates)。
環境、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署負責制訂和推行一系列涵蓋城市規劃、氣候變化

及環境的政策和項目。  
50 坎培拉交通及城市服務署的職責較多元化，負責管理道路、行人路、街燈、
單車徑、公共交通網絡和市區樹木。  



13 

保護樹木 )。 51 交通及城市服務署則屬執行部門，負責日常樹木
護養工作，包括栽種、修剪和檢查市區樹木，以及移除與更換公共

土地上已枯萎、受損及危險樹木，例如位處住宅區的街道、主要

道路兩旁、城市公園和市內其他戶外空間的樹木。   
 
 

樹木法例  
 
4.4 在 1998 年，澳洲首都領地立法議會的規劃及城市服務常設
委員會 (Standing 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Urban Services)就 "澳洲首都
領地適用的樹木管理和保護政策 "進行研訊。委員會認為當時法例
對樹木 "只提供零散不全的保護 " 52。其後，當地於 2006 年實施其
樹木法例，即《 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 (Tree Protection Act 2005)，
規管市區樹木的保護事宜。 53 該法令特別保護具特殊價值或超過
一定大小的樹木，並訂明管理樹木的規例。  
 
 
重要樹木的保護  
 
4.5 《 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界定了兩種 "受保護樹木 "，即
登記樹木和受規管樹木。登記樹木是因其特殊價值而被載入法定

樹木登記冊。任何人均可提名個別樹木載入登記冊，而保育專員就

樹木登記作決定前，須徵詢並考慮樹木諮詢小組 (Tree Advisory 
Panel) 54的意見 (圖 1)。 55 除了諮詢職能外，樹木諮詢小組亦肩負
監察職能，可覆審保育專員的決定。 56 
  

                                                
51 植物及動物保育專員由環境、規劃及可持續發展署的政策行政總監出任，
負責執行《 2014 年自然保護法令》 (Nature Conservation Act 2014)，以保護原生
植物和動物。此外，保育專員亦負責在澳洲首都領地執行樹木法例的工作。  

52 請參閱 Standing Committee on Planning and Urban Services (2000)。  
53 《樹木保護法令》旨在保護個別具特殊價值的樹木，並確保市內的城市森林
綠化地帶獲得妥善保護。請參閱 ACT Legislation Register (2018b)。  

54 樹木諮詢小組根據《 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成立，負責就樹木保護的事宜向
保育專員提供專家意見。小組成員由交通及城市服務部長委任，在作出委任

時，部長會考慮成員在樹藝、林業、園藝、園境或自然及文化歷史方面的

專業知識。  
55 請參閱 Environmental Defenders' Office (2015)。  
56 請參閱 Tree Advisory Pane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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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登記樹木和受規管樹木的特點  
 

登記樹木  受規管樹木  

準則：   

市區的樹木因以下原因而被確定為

具有特殊價值：  
(a)  自然或文化歷史價值；  
(b)  園境及觀賞價值；或  
(c)  科學價值。  

位於私人土地，不屬登記樹木或棕櫚

樹的樹木，但具有以下特點：  
(a)  高達 12 米或以上；  
(b)  幹圍達 1.5 米或以上 *；  
(c)  樹幹數目為兩條或以上，而所有
樹幹幹圍合共 1.5 米或以上 *；或  

(d)  樹冠闊度達 12 米或以上。  

提名及登記：   

•  公眾提名登記個別樹木。  
   
•  保育專員可決定暫時登記獲提名
的樹木。  

   
•  保育專員須就樹木登記建議徵詢
樹木諮詢小組的意見。  

   
•  保育專員決定將樹木載入登記冊
及公告有關決定。  

•  根據上述大小準則 (即高度、幹圍
或樹冠闊度 )將樹木歸類為 "受規管
樹木 "，因此無須進行提名或登記
程序。  

註：  (* )  在天然地面高度以上 1 米量度。  
資料來源： Access Canberra (2019)。  

 
 
4.6 受規管樹木是指符合若干大小準則和位於已公布樹木管理

區域 (Tree Management Precinct)的樹木。如領地和市政服務部長信納
在私人土地某個區域內，不久將來會出現或可能出現嚴重威脅城市

森林綠化價值的活動 (例如，目前或將來的土地發展活動 )，部長可
宣布將該地劃為樹木管理區域。  
 
4.7 根據《 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除非獲得保育專員批准，
否則任何可能損害受保護樹木的活動均一律禁止進行。保育專員在

審批損毀受保護樹木或土方工程的申請時，可徵詢樹木諮詢小組的

意見。 57  

                                                
57 如為保障人類、動物的健康或安全，或保障公共或私人財產而申請在緊急
情況下進行有損樹木的活動許可，保育專員可快速給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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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界定破壞樹木的活動  
 
4.8 與新加坡《公園及樹木法令》類似，《 2005 年樹木保護
法令》列出各項禁止對受保護樹木進行的破壞活動，以及保護區內

各項禁止進行的土方工程，除非獲得保育專員批准外。該法令所列

的詳細定義載於附錄 V。  
 
 
市區樹木的保護  
 
4.9 《 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禁止進行破壞受保護樹木的
活動。砍伐、切割或修剪受保護樹木，須取得保育專員批准，而

保育專員可徵詢交通及城市服務署轄下樹木諮詢小組的意見。交通

及城市服務署則負責日常樹木護養工作，以確保樹木健康生長。 58 
 
 
私人土地上的樹木管理  
 
4.10 當私人土地擁有人決定發展其土地時，須制訂 "樹木管理
計劃 "，擬定措施保育土地上的受保護樹木。有關計劃應陳述土地
上的受保護樹木狀況，以及所需的保護措施。樹木管理計劃須獲

保育專員批准，而保育專員可就此徵詢樹木諮詢小組的意見。為

確保受保護樹木獲得妥善保育，如有需要，保育專員甚或可以向

土地擁有人或佔用人發出樹木保護指令。  
 
4.11 此外，《 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賦權交通及城市服務署
總監委任獲授權人士因以下目的進入私人非住宅處所 59： (a)檢查或
視察樹木和周邊範圍； (b)進行量度或檢測； (c)抽取樣本；及 (d)以
照片、影片、聲音及／或錄影進行記錄。  
 
 
  

                                                
58 除了交通及城市服務署外，根據《 2013 年未出租公共土地法令》 (Public 

Unleased Land Act 2013)，領地和市政服務署 (Territory and Municipal Services Directorate)
總監如有合理理由相信某棵樹木可能阻礙公眾或對公眾構成不便，或該樹木

有樹枝懸垂在公共土地，可指示修剪該樹木。如總監有合理理由相信該樹木

危害公眾安全，可指示移除該樹木。  
59 《樹木保護法令》第 93 條訂明，獲授權人士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住宅處所
內有若干事項或活動與《樹木保護法令》所列的罪行有關，可向地方法院

申請手令，以進入該處所。請參閱 ACT Legislation Register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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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發展  
 
4.12 在 澳 洲 ， 樹 藝 是 澳 洲 資 歷 架 構 (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下的認可科目。現時，樹藝課程主要由專科技術學院
(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開辦，達澳洲資歷架構 1 至
6 級，相等於證書至高級文憑程度。根據澳洲樹藝 (Arboriculture 
Australia)60的資料，資歷達第 5 級的樹藝師，可就樹木相關事宜提供
專業意見，而樹木擁有人應聘用最低持有第 3 級資歷的樹藝師處理
樹木護養或修剪工作。  
 
4.13 此外，澳洲樹藝亦負責備存澳洲專業樹藝人員登記冊

(Arboriculture Australia Professional Members Register)，可供政府機構、
私人公司或物業擁有人在網上查閱相關名單，以物色具備適當資歷

的合資格樹藝師工作。為確保樹藝師掌握最新的最佳做法和植物

健康資訊，登記冊內的樹藝師須參加若干周年研討會、工作坊及

培訓課程，以累積全年持續教育學分 61。  
 
 
5. 觀察所得  
 
 
5.1 在香港，社會時有討論政府和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和保育

事宜，以及確保公眾安全。本港的樹木管理工作向來政出多門。

現時，香港並無專門的樹木法例。上述情況均被視為不利因素，

有礙樹木管理工作的效率和成效，尤其鑒於本港近年發生了多宗

塌樹事件。  
 
5.2 新加坡和澳洲首都領地均以專門法例規管在政府和私人

土地上栽種、護養和保育樹木的事宜。在新加坡，《公園及樹木

法令》訂有條文管制濫伐樹木和其他可能損壞重要樹木的行為。該

法令亦列明各項措施，以盡量減低安全風險和處理有即時危險的

樹木。兩地均授權執法人員確保當地市民遵守樹木法例，並可發出

執行通知書 (新加坡 )或樹木保護指令 (澳洲首都領地 )，列明保護

                                                
60 澳洲樹藝是澳洲全國樹藝工人、樹藝師、專業樹木經理的最高行業組織，
負責 (a)處理澳洲樹藝行業牌照 (Australian Arborist Industry License)的行政工作；
(b)推廣、發展和提升樹藝管理最佳做法和標準；及 (c)促進樹藝研究和發布
研究結果。  

61 持續教育學分的作用在於顯示已登記人員持續學習，藉以掌握樹藝行業的
最新發展及提升資歷。這有助確保已登記人員直接透過培訓和間接與業內其

他專業人員交流，從而提升工作水平和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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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的各項要求。此外，作為最後手段，獲授權人員在處理違規

個案時，亦可進入私人土地以採取必要行動。  
 
5.3 新加坡設有國家公園局，專門負責樹木管理，澳洲首都

領地則由保育專員與交通及城市服務署共同承擔有關職責，擔當

相輔相成的角色。專員較着重行政職責，例如備存法定樹木登記

冊、審批修剪和移除樹木申請，以及就受保護樹木發出樹木保護

指令。保育專員在作出樹木登記等若干決定前，亦須徵詢和考慮

交通及城市服務署轄下樹木諮詢小組的意見，而小組可覆審保育

專員的決定。另一方面，交通及城市服務署則屬政府機構，負責

公共土地的日常樹木管理和護養工作，職責包括定期檢查及恆常

修剪樹木，以加強保障公眾安全；以及移除已枯萎、受損或危險

樹木。  
 
5.4 在新加坡，國家公園局不僅負責樹木管理工作，亦透過其

培訓機構為政府和業界培訓人才。在澳洲，培訓課程主要由專科技

術學院開辦。此外，樹藝在兩地的資歷架構下均屬認可科目，藉此

確保從業員質素，並培訓能力勝任的人員，以滿足各項規管要求。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余鎮濠  
2019 年 6 月 11 日  
電話： 3919 358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立法會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
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管理委員
會 ")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
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
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本期資料摘要的文件編號為 IN1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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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 
 

2008 年至 2018 年間致命及嚴重塌樹意外例子  
 

時間  地點  事故  

2008 年 3 月  黃大仙祠  • 樹枝斷裂掉落，傷及 1 名旅客。  

2008 年 5 月  半山  
般咸道  

• 一棵樹倒塌，樹枝擊中 2 名途人和
1 輛途經的囚車。  

2008 年 8 月  赤柱  • 一棵老樹倒塌，壓死 1 名少女。  

2010 年 6 月  沙田  
圓州角  

• 一棵位於沙田單車徑的樹木倒榻，
壓死 1 名騎單車者。  

2012 年 7 月  尖沙咀  • 柏麗購物大道一棵高大的老樹倒榻，
傷及 5 人。  

2012 年 10 月  大埔  
林村  

• 一棵細葉榕樹枝斷裂塌下，擊中 1 輛
途經的貨車，傷及司機及導致 1 名
乘客死亡。  

2014 年 8 月  半山  
羅便臣道  

• 半山私人斜坡上一棵樹倒榻，壓死
1 名途經的孕婦。  

2015 年 7 月  半山  
般咸道  

• 般咸道和聖士提反里交界的砌石擋
土牆 (俗稱 "石牆 ")一棵細葉榕倒榻，
傷及 2 人。  

2017 年 7 月  赤柱  
聖士提反灣  

• 在赤柱旅遊區，連接海灘的梯級附近
山坡上，一棵 12 米高烏桕樹倒榻，
傷及 1 名 47 歲行山人士。  

2018 年 8 月  觀塘  
順利邨  

• 發生樹枝斷裂事件，掉落的樹枝擊斃
1 名外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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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 
 

2018 年負責管理樹木的核心政府部門及  
估計護養樹木數目  

 

核心樹木管理部門 ( 1 )  職責  估計護養  
樹木數目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 管理該部門轄下場地及
公用道路 (快速公路除外 )
旁邊園境地點的樹木。  

598 000 棵  

(b)  路政署  • 管理路旁人造斜坡、
擋土牆及快速公路的

樹木。  

590 000 棵  

(c)  建築署  • 管理由該部門維修的人造
斜坡上的樹木。  

193 000 棵  

(d)  水務署  • 管理水務設施範圍內的
樹木。  

153 300 棵  

(e)  房屋署  • 管理公共屋邨的樹木。   92 900 棵  

(f)  漁農自然護理署  • 管理郊野公園的樹木。   36 000 棵  

(g)  渠務署  • 管理渠務設施範圍內的
樹木。  

 22 100 棵  

(h)  土木工程拓展署  • 管理施工期間工地上的
樹木。  

 9 100 棵  

( i )  地政總署  • 負責管理未撥用政府土地
上沒有其他部門管理的

樹木。  

不適用 ( 2 )  

 總計：  > 1 694 400 棵  
 

註：  (1)  根據 Audit Commission (2014)的資料， 2013 年約有 182 000 棵樹由 27 個非
核心部門管理。  

 (2)  地政總署負責管理大量在未撥用政府土地上的樹木，但該署並無備存
該等樹木的紀錄。  

 

數據來源： Audit Commission (2014)及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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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II 
 

規管樹木相關事宜的現行法例  
 
法例  樹木相關事宜  

訂有條文涉及植物保護的條例  

(a)  《林區及郊區條例》
(第 96 章 )  

• 該條例保護未批租政府土地上林區或植林區
內的樹木，同時適用於市區和郊區範圍。

該條例針對在未批租政府土地上損毁樹木

(例如非法砍伐 )的個案。  

(b)  《郊野公園條例》
(第 208 章 )  

• 該條例特別保護郊野公園內的樹木，針對在
郊野公園內故意損毀樹木 (例如非法砍伐 )的
個案。  

(c)  《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例》 (第 132 章 )  

• 該條例載有適用於遊樂場地、公眾墳場及
紀念花園等地方內的樹木的條文，並就這些

地方內惡意破壞樹木的行為作出檢控。  

(d)  《古物及古蹟條例》
(第 53 章 )  

• 該條例保護暫定古蹟和古蹟內的樹木，針對
故意損壞暫定古蹟或古蹟的個案，包括在

暫定古蹟或古蹟之上或之內挖掘、進行建築

或其他工程、種植或砍伐樹木、或堆積泥土

或垃圾。  

訂有條文針對非法活動執法的條例  

(e)  《刑事罪行條例》
(第 200 章 )  

• 涉及故意損毀樹木 (例如非法砍伐、縱火 )的
較嚴重個案，會根據該條例第 60 條提出
檢控。  

(f)  《盜竊罪條例》
(第 210 章 )  

• 涉及盜取樹木，特別是名木 (例如土沉香
及羅漢松 )的較嚴重個案，會根據該條例
第 2(1)條提出檢控。  

(g)  《簡易程序治罪條例》
(第 228 章 )  

• 涉及在公眾地方輕微損毀樹木 (例如在樹上
塗鴉、刮刻 )的個案，會根據該條例第 4(28)條
提出檢控。  

與環境保護有關的條例  

(h)  《環境影響評估條例》
(第 499 章 )  

• 在環境影響評估程序中，受影響的樹木作為
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須得到適當評估。如

有需要，或須採取緩解或補償措施，包括

移植名木、種植新樹和其他植物。  
 

資料來源： Task Force on Tree Management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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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IV 
 

新加坡《公園及樹木法令》所界定的破壞樹木活動  
 
條次  活動  定義  

2 與樹木有關的切割活動  • 砍伐樹木或截枝。  

 與樹木有關破壞活動  • 透過以下方式毒害樹木或植物：  
(a)  對其施用任何除草劑或其他對
植物有毒的化學物；或  

(b)  將任何油類、石油、漆油、水泥、
砂漿或類似物品倒向 (包括讓這些
污染物隨水流入或引導受其污染

的水流入 )樹木或植物根部範圍；  

• 操作任何機械將樹木環切剝皮或在其
表皮留疤，或以釘、書釘、金屬線或

其他方式將任何物品 (例如標誌 )固定
在樹木或植物上；  

• 對健康樹木使用爬樹釘 (除非為了到
樹上拯救受傷人士 )或綑綁物料而
嚴重限制樹幹或樹枝的正常維管傳輸

功能；或  

• 壓實、挖掘泥土或令泥土缺氧 (包括
以物料填充泥土或在其上壓置

物品 )，致使根部範圍受損。  

8 與樹木有關的受限制活動  • 切割、收集或移動任何樹木或其任何
部分；  

• 在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內固定、
設置或架設任何標誌、神壇、祭壇、

宗教物件、掩蔽處、構築物或

建築物；  

• 清空、開鑿、挖掘國家公園或自然
保護區內任何土地或在其上耕種；或  

• 蓄意將任何外來的泥土、沙土、
土壤、沙礫、黏土、沃土、糞肥、

廢料、鋸屑、削片、石頭、稻草或

任何其他物質或物品傾倒或留置在

國家公園或自然保護區。  
 

資料來源：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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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V 
 

澳洲首都領地《2005 年樹木保護法令》所訂的  
受限制及被禁止活動  

 
條次  活動  定義  

12 損毀受保護樹木  • 殺死或破壞樹木；  

• 毒害樹木；  

• 將樹木環切剝皮 (不論部分或全部 )；  

• 砍伐或移除樹木；  

• 在分枝連接點之間切割樹枝或主幹
(即截枝 )；  

• 在之前的修剪或截枝點將樹枝截除
(即截除樹梢 )；  

• 大型修剪樹木；或  

• 任何對樹木或因應樹木進行而引致
以下情況的活動，並：  
(a)  令樹木枯萎；  
(b)  大幅縮短樹木預期壽命；或  
(c)  對樹木的健康、穩定性或整體
外表造成嚴重或不利影響。  

14 禁止在保護區內進行影響

受保護樹木的土方工程  
• 以對樹木有毒的物質污染保護區
土壤；  

• 在保護區切割任何直徑逾 50 毫米的
樹根；或  

• 在保護區作出以下行為，而非為
園藝目的耕作土壤：  
(a)  在 4 平方米或以上範圍的土地
進行深度逾 10 厘米的挖掘；或  

(b)  在 4 平方米或以上範圍的土地將
土壤高度推升至高於天然地面

土壤高度 10 厘米以上。  
 

資料來源： ACT Legislation Register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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