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文件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推展基本工程計劃的最新情況  

 

 

目的  

 

 

  委員於本年 11 月 25 日會議上，對基建項目可能出現過度

集中，引致工程價格上升及建造業勞工短缺表達關注，委員同時

關注到近期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及其轄下工務小組委員會 (工務小

組 )審批撥款的進度緩慢，將會引致未來數年後建造工程量下降，

影響工人生計以至香港的經濟發展。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報政府

推展基本工程計劃的最新情況。  

 

 

基建投資  

 

2. 過去數十年來，基建發展對本港各個階段的都市化發展都

有一定的貢獻。基建投資更可以帶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創造就業、

改善市民生活及提升香港長遠的競爭力，並為日後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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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下穩固的基礎。  

 

3. 基建投資與香港的經濟有着緊密的相互關係。在一九九

年代進行機場核心工程時期，政府在基本工程計劃的開支約佔當

時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 6%。其後，在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科網熱

爆破和及後的沙士疫情，基本工程開支長時期維持在較低水平，

至 2005 年只略高於 2%的水平。直至在 2007-08 年，我們開始推

展大型基建工程項目，基本工程開支由 2007-08 年度 205 億元 (按

付款當日價格 )，逐步上升至 2013-14 年度 700 億元，即約佔實質

本地生產總值的 3.3%。   

 

4. 在本年三月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發表的報告中亦指出，

縱使香港經濟在過去經歷了一段波動頗大的日子，但回顧過去 30

多年，基本工程開支相對於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的長期平均值維持

在 3.4%。由此可見，現時佔實質本地生產總值約 3.3%的基本工

程開支只是處於平均水平。  

 

5. 我們近年基本工程的投資步伐看似加快，但事實上只是重

回以前未減低工程量及基建步伐未放緩時的水平。政府有需要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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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適度的基建投資，以持續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增加就業並提

升香港的競爭力。現時可供開發的土地不足、各項設施包括醫療

設施及運輸系統等有待優化，我們需持續推展值得投資的基建項

目，才能有效促進香港的長遠發展。  

 

6. 在世界經濟論壇報告中，香港基建方面的評分在過去 5 年

均排名第一，但新加坡近年在排行榜上已經追貼香港，正在挑戰

香港的領先地位。現今在國際不同經濟體系的激烈競爭下，不進

則退，香港能夠在基建方面脫穎而出，成就實在得來不易。基建

項目屬中長期的投資，能為經濟帶來長遠回報。世界銀行曾有研

究指出，增加 10%的基建投資，能為經濟生產值帶來每年平均 1% 

至 5%的增長。  

 

7. 政府一直為基建工程作出長遠規劃，適時並持續地投資在

值得推行的基建工程，以滿足社會需要和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政

府會按個別項目可帶來的益處、迫切性和整體基本工程計劃的財

政可持續性等考慮，未制訂基建項目的優次，按部就班推展項目。  

 

8. 上年度發佈的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當中包括工務計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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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用、電腦化計劃、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的支出 )的中期

預測載於附件 1，以供委員參考。這預測並未計及最近財委會及

工務小組的審議進度比原預測為慢所帶來的影響。  

 

 

整體建造業工程量  

 

9. 在考慮工程量及評估香港建造業的承受能力時，我們需要

把公營和私營機構的工程量都一併計算。根據建造業議會 (議會 )

和政府合作制訂的最新預測，香港未來數年的整體工程量將維持

在約 1,800-2,200 億元的水平。根據統計處的數字，2013-14 年香

港整體工程量則約為 1,800 億元，但相比在上世紀 90 年代進行機

場核心工程的高峰期，按同一價格水平計算，當時的整體工程量

約值 2,200 億元，即現時的工程量只佔機場核心工程時期的約

80%。  

 

10. 香港整體建造工程量的圖表載於附件 2，以供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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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程計劃的展望  

 

11. 自 2007 年起，政府推行多項大型基建發展計劃，當中包括

十大基建項目 1 及其他規模不一的公共工程項目，旨在振興香港

經濟，創造就業及改善香港長遠的競爭力。多個大型基建項目已

經在近年相繼投入施工階段，並進展良好。  

 

12. 上文提及的香港整體建造業工程量預測已包括我們正在進

行及籌劃中涵蓋多個範疇的項目，如土地規劃及發展、運輸基建、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斜坡安全、文物保育、食水供應、排洪、排

污及廢物處理、環保及綠化、醫療、教育、保安、文娛康樂，以

及未來 10 年的建屋目標等。  

 

13. 另一方面，我們現時正就中、長期的基建發展進行不同階

段的規劃和探討，包括元朗南房屋用地、新界北地區發展、大嶼

山–東涌新市鎮擴展等。政府會在完成相關前期工作後，在適當時

候向委員滙報及進行諮詢。  

                                                 
1  十大基建項目包括南港島線 (東段 )、沙田至中環線、屯門西繞道及屯門至赤

鱲角連接路、廣深港高速鐵路、港珠澳大橋、港深空港合作、港深共同開發

河套、西九文化區、啟德發展計劃及新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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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們需要適時並持續地投資在值得推行的短、中、長期的

基建工程的投資，以滿足社會需要和維持香港的競爭力。社會上

有意見認為應押後基建項目，以緩和施工高峯期。押後值得推行

的項目，或會令數年後的施工量激增，導致工程費用上漲，人手

緊絀，甚至令原本沒有人手短缺的工種的就業機會都受到影響，

同時也令這些項目無法早日提供經濟及社會效益。我們會繼續按

個別工程可帶來的益處和香港整體的承受能力，制訂基本工程項

目推展的優次。我們亦需要考慮，押後值得推行的工程項目會否

造成不良後果，例如令項目最終開支增加、未能及時回應市民期

望，以及拖慢經濟發展。  

 

 

建造業工人的情況  

 

15.  政府與業界已不時檢視建造業工人的人力需求及作出評

估。議會在 2014 年 10 月公布最新的建造業工人人力預測報告，

指出由 2015 年至 2018 年，建造業仍需要增加約 10 000 至 15 000

名技術工人，當中已考慮預計的工程量 (包括公營及私營工程 )、

在職工人數目及年齡分佈、培訓計劃的成效及其局限、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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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因素。議會會定期更新人力預測及公布其結果。  

 

16. 事實上，為應對建造業人力需求的挑戰，我們早於 2008-09

年，開始部署一系列措施。我們與議會合作以多管齊下的方式，

包括加強培訓、提升建造生產力、加強宣傳及推廣、致力優化工

人的工作環境及工地安全等，以應對建造業技術工人人手需求問

題。  

 

17. 在培訓措施方面，我們在 2010 年及 2012 年先後獲立法會

批准共 3 億 2 仟萬元的撥款，用以支持議會加強對本地建造業人

員的培訓，並透過加強推廣及宣傳吸引更多人，特別是年青人，

加入建造業。  

 

18. 自推出多項培訓措施後，議會近年的培訓名額已顯著增加。 

建造業工人人數由 2007 年成立註冊制度時的 240 000 增加至現時

的約 34 萬。2013 年新註冊建造業工人的平均年齡為 38 歲  (2013

年年底所有註冊建造業工人的平均年齡則為 46 歲 ) ，反映宣傳工

作已見一定成效，能夠吸引更多尤其是較年青的人加入建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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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現時，業界可透過「補充勞工計劃」申請輸入勞工。然而，

建造業在運作上有其特質，有別於其他行業，例如建造業個別工

程的人手需求受多種因素影響，個別的工序的工期較短，亦受上

游工序的進度影響。有見及此，我們需要與業界包括相關工會商

討適當的措施，包括優化現時的「補充勞工計劃」以顧及建造業

的獨有性質，從而滿足社會需要。  

 

 

延遲基建項目撥款  

 

20. 自今年 5 月，因財委會及其轄下工務小組審批撥款緩慢，

導致工程項目開展受到阻延。財委會在 2013-14 年度，共通過了

原預計提交 41 個新工程項目中的 13 項，合共工程預算費為 36 億

元，比 2012-13 年度 39 個新項目的核准工程預算費 900 億元大幅

減少，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和建造業界均帶來負面影響。自去年仍

待財委會及工務小組處理的新工程項目，平均遭延誤約半年。受

延誤影響，有關的工程造價最新估計合共要增加約 23 億元，情況

令人憂慮。如審批緩慢的情況持續下去，對香港長遠的經濟增長、

建造業從業員的生計及其他相關行業的情況均會造成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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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量的「大起大落」也將會對建造業的可持續發展帶來重大的

打擊，影響工人培訓和吸引新人入行的成效。  

 

21. 基建項目的延遲完工，亦無可避免令市民無法享受到項目

帶來的效益。由於目前難以估計財委會及工務小組的審議進度，

我們仍需有待情況明朗化後，才能制定相關的舒緩措施，去減輕

對個別項目的影響。  

 

 

結論  

 

22. 我們會按個別工程的效益和整體財政上的承受能力，適時

並持續地按計劃投資在值得推行的基建工程。我們會繼續與有關

決策局及部門緊密合作，以有效的方式，按部就班推展基建項目，

盡力滿足公眾的期望，並推動香港經濟發展。  

 
 
 
發展局  
2014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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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開支中期預測  

 
 2013-14 2014-15 2015-16 2016-17 2017-18 

(百萬元 )  
基本工程

儲備基金 2 
 

88,325 
 

76,854 
 

88,874 
 

97,775 
 

97,804 
 

 
 
 

                                                 
2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項下共有 11個開支總目，包括以下各項：   

(a)  土地徵用 (總目 701)，   
(b)  工務計劃 (總目 702至 707、 709及 711)，   
(c)  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 (總目 708)，以及   
(d)  電腦化計劃 (總目 710)。  



 

附件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