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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 升降機及自動梯的安全規管 

您好，本網「電梯資料網」致力研究香港升降機及自動梯（統稱「電梯」）的市埸、

技術原理等，而附設的 Facebook專頁現時有約 750名市民加入，當中為數不少為電梯

從業員。 

 

我們得悉於 2017年 4月 19日，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有特別會議，討論電梯安全

規管。我們明白到機電工程署作為監管機構，負責監督電梯承辦商是乃職責，但我們

亦希望社會除注重監管外，亦需正視電梯從業員人手、新血入行及日常職務等問題。 

 

人手問題 

現時，整體市場面臨人手老化的問題，有求職網站不諱言，現時市埸有超過七成從業

員逾 45歲，而且在可見將來，平均年齡只會不斷上升。同時，不少從業員已屆退休年

齡，市場卻需他們續約（俗稱翻閹），以維持市場人手。要長解決問題，惟有靠招聘

新人入行。 

 

新血入行 

可是，以現時的入行路徑，包括中三畢業「職專文憑課程」、中六畢業「高級文憑課

程」，即使連同政府津貼及建造業議會「職學金」，每月薪酬只有平均$9,500至

$11,500。倘以即將生效之最低工資$34.5x10小時 x26日，每月薪金只比最低工資高約

500至 2500元，對於一個技術性專門行業來說無疑偏低，更需於該長達 4年的時間持

續修讀，顯然對年輕人毫無吸引力。 

 

日常職務 

即使修讀完畢，正式成為技術員，現時技術員面對越趨繁重的工作。根據 2011年立法

會資料，全港有 67,200部升降機及自動梯及 4,959名合資格工人；但至 2015年，已升

至 73,200部升降機及自動梯及 5,300名合資格工人，平均每人負責的機數由 13.55部

躍升至 13.81部；而且，不少持牌工人並不從事日常保養業務（例如安裝、檢驗、維

修等），故保養的「人機比例」遠超此數目。隨著升降機及自動梯 618條例於 2012年

尾成立，規管更嚴格、但從業員比例卻更少，故技術員的壓力不斷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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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定期保養，不少承辦商要求保養技術員同時處理緊急維修，技術員不能專注保養

工作，甚至只是簡單目視檢查，或會導致類似朗豪坊事件發生。 

 

保養電梯種類 

過往每間承辦商電梯機種只有數款，隨著年代轉變，現時每間承辦商電梯機種推陳出

新，而且因應市場開放，一間承辦商或會保養不同公司機種多達過百款，對於技術員

的知識等有更嚴峻的考驗。現時，機電工程署只要求電梯設備移交保養時，舊有承辦

商需向新承辦商提交該設備的資料（如線路圖、密碼等），未有任何方法查核新承辦

商是否具備保養所需條件，包括零件（如電路板）、技術資料（如培訓班、技術手

冊）等予技術員，導致電梯在移交保養後，技術員或需用自己的方法處理問題，間接

將責任轉到技術員。 

 

改善行業壓力之建議 

要改善行業環境，為公眾提供可靠安全的電梯服務，需針對目前環境逐步採取務實可

行的方案，我們建議如下： 

1. 將現時永久制之註冊承辦商改為 5年續牌一次，續牌條件包括按保養機數釐定

之學徒培訓人數；而學徒在職培訓之最低薪酬需根據公式釐定，例如最低工資

乘以若干倍數等，務求在各行業中有競爭優勢； 

 

2. 在保養承辦商承接新的保養合約時，機電工程署應要求保養承辦商提交充足保

養資料（如零件來源、技術手冊、培訓班講義等），否則應拒絕批核轉換保養

商。 

 

3. 規管例行保養工程需派遣特定組別技術員處理，而不得兼任緊急召喚維修等工

作，除非有關事件屬於困人事件及少於 5分鐘步行路程。此外，應為每名技術

員訂立標準的保養工時，例如：一個工作 9小時(540分鐘)的技術員，只可保養

6部需時 60分鐘的電梯、每部電梯 15分鐘交通時間及 1小時用膳(共 510分

鐘)。 

 

4. 為減低已退休人士再續約導致的安全風險，應訂立驗身及強制退休年齡，例如

60歲後每年驗身，直至 65歲便不得從事電梯工程。 

 

我們期望閣下能向相關部門，轉述本網之意見，長遠改善行業環境，如有查詢，歡迎

電郵至 admin@hkelev.com，謝謝！ 

 

電梯資料網 

2017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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