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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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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內容

樹木管理政策

樹木管理辦事處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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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
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樹木管理專責小組
在2009年6月發表《樹木管理專責小
組報告－人樹共融 綠滿家園》

根據報告，發展局於2010年3月成立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倡導新的
策略性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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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的架構

發展局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組

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管理辦事處樹木管理辦事處綠化及園境辦事處綠化及園境辦事處綠化及園境辦事處

•倡導樹木管理部門和社會大眾以專業
手法管理樹木

•制訂樹木管理的政策、策略和措施

•統籌政府的綠化及園境規劃和設計
方面工作
•制訂綠化及園境方面的政策、策略

和措施

規劃及地政科規劃及地政科工務科工務科

以通盤手法推動綠化工作，
妥善護養植物，並會以保障公眾

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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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盤手法推動綠化工作

在上游,以優良的園境設計配
合適當選擇種植的品種 ，然
後以妥善的方法施工

在下游, 定期監察樹木生長狀
況及以專業手法護養植物，同
時以保障公眾安全為首要考慮

樹樹木管理木管理政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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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管理方式」管理樹木「綜合管理方式」管理樹木

o 即負責管理樹木所在的土地或設施的部
門，同時負責護養土地及設施範圍內的樹
木。

o 樹木管理辦事處，在中央層面，負責督導
樹木管理政策，提供樹木管理方面的專業
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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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管理方式」管理樹木「綜合管理方式」管理樹木

部門 負責樹木管理的主要土地類別

漁農自然護理署 郊野公園內

渠務署 渠務設施及預留地

房屋署 公共屋邨內

路政署 沿快速公路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轄下場地沿公用道路園景美化地帶(快速
公路除外)

水務署 水務設施及預留地

各部門 斜坡所屬維修部門

各部門 已撥用的政府土地／政府設施(如學校、辦公大
樓、警署、監獄等)

部門分工



8

1. 加強管理樹木風險

2. 提升樹木管理的專業水平

a.建立樹木管理辦事處的專業隊伍

b.加強樹木管理部門人員培訓

c.廣納專家意見

d.修訂作業指引並進行科研

e.建立樹木資料庫

3. 加強公眾教育和社區參與

4. 加強護養古樹名木

5. 優化投訢處理緊急應變安排

樹木管理辦事處的工作重點樹木管理辦事處的工作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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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強管理樹木風險加強管理樹木風險

樹木風險評估安排

参考國際上廣泛採用的方法，推行
樹木風險評估安排，從而更有效保

障公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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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樹木為本

階段2階段1

人流高或車
流高的地點

以地點為本

進行樹群
檢查

兩階段樹木風險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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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群檢查

如樹群內有下述樹木:
－ 古樹名木
－ 石牆樹
－ 可能對公眾構成

危險的枯樹
－ 有健康或結構問

題的樹木

逐一進行詳細檢
查:

－“目視法”＋
合適的檢查方法
＋簡單工具及／
或先進儀器

階段2

﹝22 566 ﹞ ﹝ 5 011 ﹞

在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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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檢查 - 聲納探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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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檢查 – 微鑽阻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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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加強管理樹木風險加強管理樹木風險

風險緩解措施
進行修剪、移除枯枝、治理病蟲害、以纜索
或支柱支撐樹木

2012年，各部門共完成19 350 項風險緩減
措施

質量保證措施
監督前線工作、 進行內部審核、抽查部門
人員所填寫的樹木檢查報表、政府土地上的
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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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提升樹木管理樹木管理的專業水平的專業水平

a.建立樹木管理辦事處的專業隊伍

16名職員中-擁有相關專業學科學士或以
上學位（包括三位博士）、相關工作經
驗及註冊樹藝師或以上的專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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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提升提升樹木管理樹木管理的專業水平的專業水平

b. 加強樹木管理部門人員培訓

樹木管理部門共有400多人負責樹木管理工作，當中180多人具備1或多個
樹藝專業資格

自2010年，已舉辦逾140項樹木風險評估及其他樹木管理課程，逾17 000
人次参加

與本地培訓機構聯繫，為業界提供更多適切的培訓

持續檢討政府認可承辦商名冊的承辦商的資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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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提升樹木管理樹木管理的專業水平的專業水平

c. 廣納專家意見

樹木管理專家小組，就樹木管理政策及古樹
保育等事宜，提供專業意見

10名非官方專家成員－包括植物病理學家、
資深樹木專家、農林學教授、社區設施樹
藝師等；來自本港、廣州、澳洲、馬來西
亞及美國等地

加強與本地及海外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及專

業團體交流和合作，集思廣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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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提升樹木管理樹木管理的專業水平的專業水平

d.修訂作業指引並進行科研

制訂指引和良好作業方式

研究香港常見樹木的
木質強韌度、香港常
見導致樹木腐爛的生
物媒體以及行道樹管
理策略研究等

成果將會與樹木管理
部門和業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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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提升提升樹木管理樹木管理的專業水平的專業水平

e. 建立樹木資料庫

樹木登記冊
將各樹木管理部門完成詳細檢查但仍待完成改善措施的樹

木，以及一些需要特別留意的樹木(例如古樹名木及石牆樹
等)的資料，上載發展局樹木網頁發布

現時樹木登記冊內約有1030棵樹木

樹木枝折或倒塌資料庫
蒐集枝折或倒塌以及因健康欠佳和結構問題而被移除的樹木

的詳情
分析樹木問題的成因，實施合適的改善措施
至今共收集950棵倒塌樹木資料

電子樹木管理資訊系統
已試行運作，並輸入逾40萬棵樹木資料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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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樹木

透過各方合作，建立多元化社區參
與和公眾教育活動，在本地培育愛
護植物和樹木的文化

社區監察

本港樹木數量龐大、狀況不斷改
變，公眾參與協助監察社區內樹木
的狀況，以支援和補充樹木管理部
門的檢測工作

3.3.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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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網頁
有關樹木管理的資訊供業界及市民大眾瀏覽

www.trees.gov.hk

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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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網頁

www.greening.gov.hk

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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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展覽

香港花卉展覽

舉辦綠化及護樹巡迴展覽

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為了提高市民對綠化，園境和
樹木的欣賞和興趣，舉辦公開
攝影及錄像比賽

「「 人樹共融」人樹共融」攝影及錄像比賽攝影及錄像比賽

公開比賽公開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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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研討會、、講座講座

為各階層人士，例如專業團體、非政府機構、學生及市民
舉辦管理樹木及綠化的研討會、講座

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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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出版《綠化》期刊

旨在鼓勵公眾參與及宣傳政府綠化、園境及樹木管
理的工作

製作有關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事宜的教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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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專業及業內人仕的推廣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資料

編製資料單張及供網上瀏覽

包括正確種植方法、工程期間的
樹木護理等

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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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樹木園境地圖，介紹本港具特色的樹木和綠化空間

讓市民認識十八區的綠化園境資產

樹木園境地圖樹木園境地圖

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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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加強公眾公眾教育和社區教育和社區參與參與

特色樹木/樹群

特色的公共空間

供市民享用的草坪、海濱長廊等

具獨特園境價值

具地標性/歷史價值

內容取材:

樹木園境地圖樹木園境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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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加強護養古樹名木加強護養古樹名木

目標
為了珍惜重要樹木資源，政府成立《古樹名木冊》，優先保護冊內

的樹木
大型、珍貴或稀有品種、古樹、樹形出眾、及／或具有文化、歷史

或重要紀念意義的樹木

措施
除非有充分理由（如樹木嚴重染病）嚴禁砍伐或移除名冊內的古樹

名木
古樹名木四周指定為樹木保護區，除非事先徵得地政總署批准，否

則不得進行建築工程

冊內的資料定期更新，包括加入一些新挑選的或減去因被颱風摧毀
或病蟲害而被移除的古樹名木。

冊內樹木，不少都屬成熟甚至已屆衰老期，生長和復原能力均已減
弱，易受環境因素(如強風暴雨)影響和受病蟲害侵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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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加強護養古樹名木加強護養古樹名木

褐根病
近年，香港一些大樹和老樹，包括不少古樹名木，因受褐根

病感染倒塌或被移除

樹木辦已制定加強護理古樹名木和防治褐根病的計劃，並正
安排專家小組成員，有系統地分批視察古樹名木，以期改
善這些樹木的生長環境和健康狀況

專家小組
要更好地保育老樹，樹木辦會聯同各相關樹木管理部門，和

徵詢樹木管理專家小組意見，採取更主動和預防性的策
略，增強老樹的健康。措施包括改善老樹生長環境，如擴
闊花牀範圍、改善土壤質素，適量施肥和澆水；進行適量
的修剪，以減低病蟲害滋長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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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優化優化投訴處理和緊急應變安排投訴處理和緊急應變安排

1823”電話中心
透過電話、電郵、傳真或函件受理市民的投訴／查詢並監察
每宗個案的進度，並向投訴人交代個案的最新進展

嚴重事故應變安排
當發生嚴重樹木枝折或塌樹事故，如有人嚴重受傷或死亡、
財物嚴重損毀、或主要行人路或車路嚴重阻塞或完全阻塞，
有關樹木管理部門人員，會盡快趕往現場，處理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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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管理樹木管理辦事處辦事處工作工作前瞻前瞻

繼續統籌和協調樹木管理部門做好樹木風險評估
和採取適當措施緩減風險，盡力保障公眾安全

樹木數目繁多，鼓勵公眾參與，密切監察樹木狀
況和安全風險的變化，舉報問題樹木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