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屆觀塘區議會屬下

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6/2011 號

(第二十三次會議：19.5.2011)

 
 

發展局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的工作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觀塘區議會環境及衛生委員會介紹發

展局的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的工作。  
 
 
背景  
 
2.  綠化的園境可改善居住環境和提升生活質素。種植樹

木，栽花種草，有助美化環境、淨化空氣、調節氣候、改良

土壤和改善生態等多項優點。政府一直積極推廣綠化工作，

透過廣植花草樹木、美觀的園境設計和妥善護理植物，為市

民提供一個更佳的居住和商業活動環境。  
 
 
在發展局成立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  
 
3.  由政務司司長領導的樹木管理專責小組在 2009 年進

行全面檢討，並於同年 6 月發表《樹木管理專責小組報告－

人樹共融  綠滿家園》，提出多項進一步改善現有樹木管理安

排的建議。根據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發展局肩負綠化、園

境和樹木管理方面的整體政策責任。政府於 2010 年 3 月在發

展局工務科轄下成立綠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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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香港持續發展更綠化的

環境。  
 
4.  發展局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倡導策略性政策方向

和全面統籌政府各執行部門在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方面的

工作。該組轄下設有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和樹木管理辦事處。

綠化及園境辦事處負責在中央層面統籌政府的綠化及園境規

劃和設計工作，樹木管理辦事處則負責倡導樹木管理部門和

社會層面以專業手法管理樹木。兩個辦事處各有本身的工作



重點和須優先處理的職務，而同時會緊密合作，推動全面的

綠化方針，包括在上游的綠化工作 (例如為新種植物提供足夠

的生長空間、適當選擇種植的樹種、優質園境設計和種植方

法等 )，以妥善的方法施工，及在下游採取專業的手法護養植

物，並且以保障公眾安全為首要考慮因素。  
 
 
綠化、園境管理組的工作  
 
5.  政府近年致力加強綠化，大大提升市民居住環境的質

素。由於已發展地區的綠化空間有限，政府尋求在新發展地

區和市區重建項目的規劃及設計階段，爭取加入更多綠化元

素。我們亦推動質量並重的多元化綠化工作，並且致力提升

園境行業的專業水平。綠化及園境辦事處的工作重點包括 : 
 

(a) 積極爭取更多綠化的機會; 
 
(b) 提倡優質園境設計 ; 
 
(c) 引入新穎的綠化技術 ; 
 
(d) 加強業內培訓及人力發展 ;以及  
 
(e) 加強公眾教育和社區參與  
 

6.  我們會在下文第 7 至第 16 段闡述 (a)至 (c)項的工作，

而 (d)及 (e)項工作的詳細資料則載於第 36 至 41 段。  
 
 
(A) 積極爭取更多綠化的機會 
 
7.  在已發展地區進行綠化面對多重挑戰，尤其是狹窄環

境所帶末的制肘。為長遠推廣及可持續發展的綠化，綠化及

園境辦事處力求在城市規劃過程中，尤其針對新發展地點及

市區重建地點，增加日後可作優質綠化的土地。除了預留土

地作公共休憩空間外，綠化及園境辦事處正與規劃署探討在

道路中央及路旁地方預留充足種植空間的可行性，例如設置

不淮裝設共用地下設施的「土溝」供種植樹木，以及視乎情

況，將有關規定納入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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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個別發展地點的規劃條款納入綠化的上蓋面積比例

的規定是一項新趨勢。綠化及園境辦事處會在有需要時在擬訂

有關要求的過程中提供意見。這措施輔以其它配套的規定，例

如有關樓宇後移和設立空氣流通通道等方面的要求，將可持續

地改善建築環境的質素。與此同時，為了鼓勵在發展項目的設

計中融入更多綠化元素，屋宇署提倡可持續建築設計，為此就

新私人發展項目擬訂有關綠化的上蓋面積比例規定的過程

中，綠化及園境辦事處亦有向屋宇署提供意見。  
 
9.  至於公共工程項目方面，現時已有盡量綠化的規定。

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已就選定的地點，例如啟德發展計劃，訂定

更嚴格的綠化上蓋面積比例要求，以達到將啟德發展區發展成

為一個綠色樞紐的規劃目標。在項目層面上，綠化及園境辦事

處與各部門緊密合作，在各類型的工程項目，藉採納新穎的園

境設計，例如綠化雨水排水渠、隔音屏障、屋頂、斜坡等，加

強綠化。  
 
10.  雖然已發展地區空間有限，政府積極透過推行綠化總

綱圖的工作，改善城市景觀。綠化總綱圖是為地區訂定一個

協調的整體綠化大綱，訂明綠化主題和種植品種，為規劃、

設計和落實區內的綠化工程提供指引。至今，我們已為全部

九個市區制訂綠化總綱圖。市區綠化總綱圖下所有無須改變

現行土地用途或交通安排的綠化工程將於 2011 年完成。預計

整項工作將涉及種植合共約 19,000 棵樹木和 440 萬株灌木。  
 
11.  由於在市區進行的綠化工作成效顯著，土木工程拓展

署正分階段為新界九個地區制定綠化總綱圖，主要著眼於人

口密集的地方、旅遊景點，以及各主要交通幹線沿線。綠化

及園境辦事處會繼續與土木工程拓展署緊密合作，為新界地

區帶來優質的綠化環境。  
 
 
(B) 提升優質園境設計工作  
 
12.  政府的綠化及園境工作由不同部門負責執行。為確保

各部門所推行的不同綠化項目能達致優質和諧協的設計目

標，以及在兼顧城市設計方面的考慮下達致總體協調的綠化

效果，綠化及園境辦事處現正擬訂一套綜合園境設計框架，

為主要的工務工程類別 (例如公園 /花園、道路工程、路旁種植

以及斜坡等 )的園境設計手法提供實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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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同時提倡全面及可持續的園境設

計，不單從美學的角度考慮，而且兼顧各類植物生長週期的

護養要求。為此，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制定了一系列的技術準

則和指引 (例如適當的樹木在適當的地方種植、為樹基留有足

夠的空間、植樹不宜過深、須提供足夠空間讓樹冠生長，以

及選擇適當種植的樹種等 )。上述綠化及園境方面的指引和良

好 作 業 手 法 已 上 載 發 展 局 的 綠 化 網 頁

(www.greening.gov.hk)，供業界和市民參考。  
 
14.  此外，綠化及園境辦事處亦為政府部門所進行的規劃

研究，地區改善計劃，以及策略性工程項目 (例如：啟德發展

計劃，和中環及灣仔海旁的綠化工程 )，提供有關綠化和園境

方面的專業意見，務求透過新穎的設計和優質的種植手法，

提升工務工程在園境規劃和設計方面的水平。  
 
 
(C) 引入新穎的綠化技術  
 
15.  過去，綠化工作著眼於地面的種植。香港的城市環境

非常擠迫，缺乏空間，為克服這些局限，加強綠化，綠化及

園境辦事處提倡廣泛採用高空綠化，在公共及私人建築物採

用新穎綠化技術如垂直綠化和屋頂綠化。附件A載有一些採用

高空綠化的政府工程的例子以供參考。  
 
16.  綠化及園境辦事處除制訂指引 (例如揀選合適的植物

品種用於垂直綠化和屋頂綠化 )外，亦舉辦研討會，與政府部

門及非政府機構分享有關新穎綠化技術的專業知識和經驗，

從而降低採用這些綠化手法的技術鬥檻。此外，綠化及園境

辦事處亦聯同環境局和屋宇署合作，一方面在環境及自然保

育基金之下為非政府團體提供資金，同時在技術層面提供意

見，克服工程上可能遇到的困難。  
 
 
樹木管理辦事處的工作重點  
 
17.  根據為管理政府土地上的樹木而推行的「綜合管理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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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木管理辦事處既是中央層面機

關，負責督導樹木管理政策，亦是統籌中心，負責協調各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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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樹木管理工作，並提供樹藝方面的專業知識，以確保能在各

部門更有效地以「綜合管理方式」管理樹木。  
 
18.  按照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樹木管理辦事處負責的主

要工作範疇如下  — 
 

(a) 加強管理樹木風險；   
(b) 推動以質素為先的樹木管理方針；   
(c) 優化樹木投訴處理機制和緊急應變安排；   
(d) 加強培訓以提升樹木管理人員的專業水平；以及   
(e) 加強公眾教育和社區參與。   

 
19.  我們會於下文第 20 至第 35 段詳述 (a)至 (c)項的工

作，及在第 36 至第 41 段詳述 (d)及 (e)項的工作。  
 
 
(A) 加強管理樹木風險  
 
20.  樹木管理辦事處於 2010年引入新的樹木風險評估安

排，同時公布詳細指引，供樹木管理部門遵從，以便更有效地

保障公眾安全。在新安排下，樹木風險評估工作按照一套有系

統的方法分兩階段進行。樹木管理部門會先集中在其負責管理

地方內人流高或車流高的地點進行樹群檢查，在檢查過程中，

部門會識別需要重點護養的樹木 (例如古樹名木及石牆樹 )，以

及可能對公眾構成危險的枯樹和有健康或結構問題的樹木，然

後再為這些樹木逐一進行詳細檢查，以便更全面評估樹木的健

康及結構狀況。除目測 1外，如因應樹木狀況認為有需要，也

會利用較先進的儀器，詳細檢查樹木的情況 (例如以微鑽阻力

測試儀或聲納探測儀檢查樹木內部是否出現樹洞或腐爛的情

況 )。  
 
21.  視乎樹木的狀況，部門會採取合適的風險緩解措施 (例
如進行修剪、移除枯枝、治理病蟲害、以纜索或支柱支撐樹木

等 )。如沒有其他可行的補救方法，部門會移除有危險的樹木，

                                           
1  目測會輔以合適的檢查方法 (例如用塑膠槌子敲打樹幹以測試內部是否中空、留意是

否有因地底樹根腐爛而產生的不尋常異味等 )和利用簡單的工具 (例如量度尺和水平

尺，  以確定樹冠大小、樹木高度和樹幹傾斜度進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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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除對公眾安全構成的威脅。  
 
22.  為確保樹木風險評估工作妥善進行，樹木管理部門須

採取質量保證措施，例如嚴格監督前線工作和進行內部審核。

此外，樹木管理辦事處會抽查部門人員所填寫的樹木檢查報

表，以及實地抽查政府土地上的樹木，以確保樹木風險評估工

作以專業手法進行。  
 
23.  相關樹木管理部門需要持續監察的樹木的資料已上

載至www.trees.gov.hk的樹木清單內。這些樹木包括需要特別

注意的古樹名木和石牆樹，以及仍未完成指定改善措施的其

他樹木 2。樹木管理辦事處會繼續與樹木管理部門合作，經常

更新樹木清單。此外，樹木管理部門亦正安排為樹木清單內

的樹木掛上標籤。我們亦聯同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及房屋署得

到綠化大使 3、地區護樹義工 4，及屋邨樹木大使 5等社區人士

的支持，協助監察樹木的狀況。  
 
24.  為推動社區監察樹木，我們亦推行了下述措施：  
 

(a) 樹木管理辦事處已製作一套三款教育用錄影帶，加深

公眾認識樹木護養的重要性，並鼓勵他們報告有問題

的樹木。這些錄影帶現正在各公共屋邨及康文署轄下

大型室內康樂活動中心內播放；  
 
(b) 效率促進組於 2011 年 4 月推出 “Tell me@1823”的智能

手機應用程式後，市民在報告有問題樹木時可提交相

片連錄音。 “Tell me@1823”設有定位功能，可記下投

                                           
2  這些個案可能涉及須作出封路安排的樹木移除工作、需一段時間才能取得成效的防

治病蟲害工作、正安排進行的樹木修剪工作等。至於會對公眾構成即時危險的緊急

個案，我們會立即處理。  
 
3 康文署已委任約 220 名綠化大使，包括區議員和社區領袖，協助監察社區的樹木和

其他綠化措施。  
 
4 康文署綠化義工計劃下現有 2 300 名綠化義工，當中有 177 名地區護樹義工，他們

協助監察社區的樹木和其他綠化措施。  
 
5 房屋署的屋邨樹木大使計劃下約有 380 名屋邨樹木大使，他們協助監察公共屋邨的

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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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個案的樹木實際位置。這項功能有助識別負責的樹

木管理部門，並有助部門從速跟進個案；以及  
 
(c) 發展局正與效率促進組合作，計劃於 2011 年年中推出

社區入門網站，以便市民透過互聯網和流動裝置報告

有問題樹木。  
 

25.  由於風雨季將近，樹木管理辦事處已致函業主立案法

團、互助委員會、分區委員會、鄉事委員會、村代表、物業

管理公司、教育及宗教團體及其他非政府機構，促請他們妥

善護養其物業範圍內的樹木，以確保居民、使用者和訪客的

安全。該辦事處會繼續透過發展局的樹木網頁，提供有關私

家用地在樹木管理方面的實務意見。  
 
 
(B) 推動以質素為先的樹木管理方針  
 
26 . 樹木管理是專業的工作。為了在政府部門推廣通盤及

以質素為先的樹木管理方針，樹木管理辦事處聯同綠化及園境

辦事處，透過培訓及制訂指引和良好作業方式，傳授有關樹木

管理的各方面知識。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至今已就多項樹

木管理事宜發出指引，包括樹木風險管理、正確種植方法 6、

正確修剪樹木方法、識別一般樹木問題、識別褐根病及工地樹

木保護措施。現正擬備的指引包括在工地裝置圍板時需採取的

保護樹木措施、石牆樹的護養、及已屆老年期樹木的護養。我

們亦會透過發展局的綠化網頁 (www.greening.gov.hk)、研討會

和工作坊等，向業界和市民大眾發布這些樹木管理指引和良好

作業守則。  
 
27.  樹木管理辦事處現正建立一個有關塌樹和枝折的資料

庫，讓各樹木管理部門共享這方面的知識。我們正蒐集有關塌

樹、樹木枝折以及因健康欠佳和結構問題而須移除的樹木的個

                                           
6  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至今已發出多份有關正確種植方法的指引，包括《樹木保

護範圍的設計》、《樹基須留有足夠空間，不應栽種植物》、《植樹不要過深》、《提供

足夠空間讓樹冠生長》、《在樹木與毗鄰建築物／構築物之間預留足夠的生長空間》

及《選植好的樹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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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料，以作進一步分析，從而了解樹木出現問題的成因，俾

能擬訂和實施合適的改善措施。研究所得結果會向各樹木管理

部門發布，以便部門互相借鑑經驗。   
 
28.  為提高本港樹木管理工作的水平，綠化及園境辦事處

和樹木管理辦事處會帶頭進行研究，建立專業知識基礎。已定

出的研究題目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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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合適種植土壤、選擇合適的植樹品

種，以及樹木支架的設計。研究結果將會與樹木管理部門和業

界分享。  
 
29.  根據《樹木管理專責小組報告》的建議，發展局於 2011
年 3 月成立樹木管理專家小組，就樹木管理的政策和實務運作

提供所需的專業意見，以保育香港的樹木，尤其是有特別價值

或意義的樹木。專家小組由本地及外地專家組成，成員名單載

於附件B。  
 
30.  現時，樹木管理部門並沒有一個劃一的資料系統，保

存其負責管理的樹木的記錄。樹木管理辦事處現正聯同效率促

進組，建立新的電子樹木管理資訊系統，讓部門全面而有系統

地紀錄個別樹木的相關資料 (例如樹木品種、大小、位置、健

康／結構狀況及樹木護養記錄 )。該系統亦有助我們為部門轄

下的樹木管理分析，為推廣以專業手法管理樹木提供具體資

料。  
 
31.  我們在建立電子樹木管理資訊系統時，會考慮個別樹

木管理部門職能上的需要。該系統預計於 2012 年年中完成，

樹木管理部門屆時便能將轄下樹木的資料輸入系統，以助執行

日常的樹木護理工作。   
 
 
(C) 優化樹木投訴處理機制和緊急應變安排  
 
32.  “1823”電話中心全日運作，透過電話、電郵、傳真或

函件受理市民的投訴和查詢。該電話中心提供一個有效渠道，

集中處理市民就樹木事宜提出的投訴或查詢。“1823”電話中心

不但會將接獲的個案轉介負責的部門處理，並且會監察每宗個

案的進度，以及向投訴人交代個案的最新進展。   
 
33.  配合推出新增設渠道 (例如 “Tell me @1823”) 讓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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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有問題的樹木，樹木管理辦事處與樹木管理部門確保接獲

的個案迅速獲得處理。樹木管理辦事處尤其會牽頭處理樹木管

理部門自行難以處理的複雜樹木個案 (例如個案的處理需要專

門的樹藝知識、個案涉及社會大眾關注的樹木，以及有跨部門

影響的個案等 )。樹木管理辦事處在獲悉這些個案，或在日常

工作中遇到這些個案時，會主動與有關樹木管理部門聯絡，掌

握個案的具體情況、研究可行的解決方案，並為實施選定的解

決方案提供意見。  
 
34.  樹木管理辦事處與樹木管理部門已優化處理緊急樹木

個案的程序。樹木管理辦事處已設立一套內部警報系統，每當

發生下述情況的嚴重樹木枝折或塌樹事故時，消防處、香港警

務處、 “1823”電話中心和路政署便會立即通知該辦事處  —  
 
 (a) 有人嚴重受傷 (即傷者已入院 )或死亡；   
 (b) 財物嚴重損毀；或  
 (c) 主要行人路或車路嚴重阻塞或完全阻塞。   
 
35.  各樹木管理部門均須指定一名部門聯絡人員，負責與

樹木管理辦事處聯絡，處理緊急的樹木個案，並須設立一套有

效的內部溝通和決策機制，以應付緊急的樹木事故。各有關的

樹木管理部門均須迅速派員前赴事故現場。此外，若發生有人

嚴重受傷或死亡的樹木個案，樹木管理辦事處具註冊樹藝師資

格的人員在收到消防處／警方／ “1823”電話中心／路政署的

通知後，會盡快趕往現場，以掌握事故的第一手資料，並指導

有關的樹木管理部門處理事故。   
 
 
(D) 加強培訓以提升樹木管理人員的專業水平  
 
36.  要培育一支專業隊伍提供優質樹木護養服務，加強培

訓至為重要。樹木管理辦事處現正聯同樹木管理部門，制訂培

訓及人力發展計劃，確保有足夠的專業人員，擔任管理、監督

和前線的工作，妥善執行樹木管理的各方面職責。該辦事處會

繼續為負責樹木管理的政府人員舉辦與樹木有關的培訓課

程，例如樹木風險管理、識別樹種、常見樹木問題、防治病蟲

害、正確樹木護養方法、工程期間的樹木防護措施等﹔部分培

訓班亦供政府部門委聘的顧問和承辦商員工參加。除了加強為

政府人員及顧問和承辦商員工提供培訓外，樹木管理辦事處亦

會與本地培訓機構聯繫，以便為業界提供更多適切的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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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樹木管理辦事處亦致力提升業界在樹木管理方面的

專業水平。該辦事處會聯同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轄下負

責上游園境規劃和設計及種植的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全面檢

討為政府部門提供園境和樹木管理服務的顧問／承辦商的管

理安排。目前，當局正檢討有意納入政府認可承辦商名冊的

承辦商的資格要求。除此之外，綠化及園境辦事處和樹木管

理辦事處將會研究可行方法，例如透過訂立更清晰的服務要

求，推動顧問和承辦商不斷提升其表現。這項檢討的其中一

環是研究能否進一步完善為政府提供園境服務及樹木管理服

務的顧問和承辦商的表現管理安排。  
 
 
(E) 加強公眾教育和社區參與  
 
38.  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致力透過多元化社區參與和

公眾教育活動，在本地培育愛護植物和樹木的文化。綠化、園

境及樹木管理組除舉辦上文第 20 至第 25 段所述各項與樹木風

險管理和社區監察樹木有關的活動外，在過去一年亦舉辦了下

述與樹木管理有關的公眾教育和社區參與活動：  
 

 (a) 為專業團體、非政府機構及在地區舉辦妥善管理樹木

的研討會；   
 
 (b) 為中學生和制服團體舉辦護樹講座，並在學校舉辦巡

迴展覽；   
 
 (c) 在 2011 年 4 月 推 出 加 強 內 容 的 全 新 綠 化 網 頁

(www.greening.gov.hk)，以提高公眾對綠化、種植方法

和樹木管理的認識，並傳授有關知識；  
 
 (d) 每季出版《綠化》期刋；以及  
 
 (e) 在康樂及文化事務署轄下位於九龍公園的綠化教育資

源中心，以及環境保護署轄下位於灣仔和堅尼地城的

環境資源中心常設展示有關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事

宜的資料。  
 
39.  2011 年 3 月，我們成立新的社區參與綠化委員會，由

常任秘書長 (工務 )擔任主席。該委員會就如何透過公眾教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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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參與活動，鼓勵以質素為先的綠化工作及培育愛護樹木的

文化，向發展局提供意見。  
 
40.  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現正籌備下述以樹木為主題

的其他公眾教育及社區參與活動  —  
 

 (a) 製作有關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事宜的教材套；  
 (b) 出版樹木及園境地圖，介紹本港具特色的樹木、休憩

處和景觀；以及  
 (c) 推出有關賞樹的新智能電話應用程式。  
 
41.  除發展局外，其他決策局／部門亦有舉辦公眾教育和

社區參與活動，提倡綠色生活和環境保育。發展局會繼續留意

部門在這方面的工作，並且研究如何進一步加強推動有關活

動。由於發展局轄下的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的人員具備樹

藝專業知識，同時能夠協調跨部門的工作，故此，發展局會著

眼牽頭籌辦最合適由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領導推行的項

目，例如向市民大眾和私人機構推廣有關妥善護養樹木方法，

以及推廣社區監察樹木等。  
 
 
總結  
 
42.  發展局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組會繼續全力推展綠

化、園境及樹木管理的工作，提升政府部門及業界在綠化、

園境及樹木管理工作方面的水平，繼續統籌和協調樹木管理

部門做好日常樹木風險評估和樹木護養工作。在風雨季節期

間，部門會提高警覺，密切監察樹木狀況和安全風險的變化，

以便及時作出適當的跟進。我們期望市民大眾都以推動綠化

為己任，愛護綠化環境，同心協力締造綠色香港，並且在雨

季來臨前做好護樹防範措施，減低風險。  
 
 
 
 
發展局  
2011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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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政府工程項目的高空綠化例子         

I. 屋頂綠化 

 

(a) 休憩用地 

 

香港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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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基礎設施 

 

鑽石山火葬場 
 
 

沙田污水處理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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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公共屋邨 

 

富山邨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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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垂直綠化 

 

2. (a) 公共屋邨 

  

葵涌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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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學校 

 

 
將軍澳一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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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休憩用地 

 

 
香港濕地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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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礎設施 

 

 
港深西部公路 

 

大坑東蓄洪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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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山火葬場 
 
 

青嶼幹線訪客中心，青馬管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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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斜坡 

 

西洋菜街北 11NW-B/C48 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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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B 
 

樹木管理專家小組成員名單 

 

主席 

發展局首席助理秘書長（綠化、園境及樹木管理） 

 

非官方成員 

詹志勇教授 

王福義博士 

尤迪安博士 

余立安先生 

庄雪影教授 

 

官方成員 

發展局樹木管理辦事處總監 

康樂及文化事務署總康樂事務經理（靜態市容） 

漁農自然護理署高級自然護理主任（技術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