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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可持续绿色建筑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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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的建筑物采用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和顺应自然建筑节能设计，以提高能源效益和热舒适度

 

建筑物用电量占全港总用电量的 90%，所产生的总碳排放量占全港 60％以上。因此，为减少对

环境的影响，我们积极采用创新、可持续的和智能设计，促进能源、材料和土地的有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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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然建筑节能设计

顺应自然建筑节能设计透过利用建筑结构提供 

节能优势并提高热舒适度。我们在规划、布局、

座向、建筑形态和选材各方面采取适当措施， 

务求加强建筑物与周边微气候的互动。我们综合

考虑以下方面 ：

减轻热岛效应或温度上升 天然采光 减少透过楼房墙外壳转入的热增量

自然通风 被动式冷却 促使建筑物四周空气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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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

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利用机电系统营造及维持

舒适的环境。这些装置有助提高建筑物的能源 

效益、节约用水，也可改善室内环境质量。我们

综合考虑以下方面 ：

供暖、通风和空调系统以及

节水装置

照明系统 可再生能源技术

严选可持续发展的建筑物料

对于建造可持续建筑，优先采用可持续发展的 

建造方法及物料至关重要。工程建造期间，我们

会经常采用预制件及实行污染管制措施。此外，

我们坚守 3R 原则—减少使用、重复再用和循环 

利用，以妥善管理建造及拆卸物料时产生的 

废物。建筑署为新工程项目采购物料时致力使用

可持续物料，例如回收物料及购自完善管理来源

的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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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项目

个案分享
–

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青衣西草湾路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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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
项目团队

新落成的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被视为政府建筑物中贯彻可持续建筑设计的 
范例之一。我们在此标志性项目中达到多项国家及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标准。

建筑署在此项目中采用多种顺应自然建筑节能设计和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致力在绿建环评中达到 

金级评级。大楼外墙设有鳍状遮挡，确保能达到最佳遮阳效果。大楼以开放式设计为主，确保室内自然

通风。 此外，我们利用高性能玻璃优化大楼的整体总热传送值、能源效益及自然光穿透度，同时确保室内

环境舒适及空气清新，提升室内空间的舒适度。

为提高大楼的效能和可持续性，我们在此项目采用了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在通风设备中加入检测器，

大幅降低室内环境中的污染物水平。另外亦通过优化照明系统进一步改善能源效益。 为了提倡使用 

可再生能源，我们在大楼天台安装太阳能板以提供清洁能源。

此外，自项目规划初期，我们亦积极采用创新科技以进一步提升此项目的能源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表现，

例如利用三维空间扫描技术对周边环境进行准确测量。我们亦采用了建筑信息模拟和电脑模拟技术， 

以达到最佳设计效果和品质控制。 

可持续

建筑设计的 

示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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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采用屋顶绿化，减低热量传递 大楼外墙采用特定倾斜十五度角的鳍状遮挡，以达致最佳遮阳效果

场地绿化 预制组合式冷却塔系统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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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大楼天台安装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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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项目

个案分享
–

改建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建筑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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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改建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此项目由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改建为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在保存大楼历史价值的同时，亦符合现今法例规定和绿色建筑标准。

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位于炮台里，楼高四层，总占地 1,360 平方米。此次修葺及翻新工程按照现存 

记录，最大程度地还原其 1919 年落成时的建筑特色。作为拆除建筑物的替代方案，绿色活化再利用为 

社会带来了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同时对那些随著时间推移形成的文化和文物价值起到了保护作用。

为了保存大楼建筑特色及减少建筑废物，我们在改建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大楼原有的建筑结构、物料

及饰面，例如木地板和木百叶。 我们将前终审法院期间使用的旧木柜巧妙改造为新柜，并捐赠给弱势 

群体。尽管翻新工程受到种种限制，此项目仍获得了绿建环评暂定金级评级。

采纳绿色 

建筑元素，保存 

文物价值

突破创新，超越当下   |   采用可持续绿色建筑设计 50



个案分享

–
改建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复修 1919 年原有作为遮阳装置的木百叶 根据现时建筑法例规定复修中庭，实现活化再利用

翻新木地板，保持原有建筑特色及减少建筑废物 将旧木柜改造为新柜捐赠予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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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创新建筑和技术

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积极采用创新建筑方法，如「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以简化我们的施工流程， 
并向建筑业界宣扬创新建筑倡议

 

创新乃是建筑业成功的关键。作为业界的模范领导者，我们致力向业界同行推广最新的理念和技术。 

从长远来看，创新推动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发展，有助我们应对行业挑战。

建筑署致力发掘和推广「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在香港建筑业中的应用途径。「组装合成」 

建筑法是指将预制组件厂房生产的独立组装合成组件（已完成饰面、装置及配件的组装工序）运送至工地，

再装嵌成为建筑物。机电装备合成法被视为「组装合成」建筑法延续，透过预制组件把多行业的机电装置

在工厂环境下组装成单模块，运送至工地后再与其他模块连接，完成多个屋宇装备的安装。机电 

装备合成法施工方法有利于减少工地劳动力需求，且不受工地限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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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这两种创新的施工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施工质量、减轻碳排放和建筑废料等对环境的影响，更有

助于缓解目前行业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需求增加、技术工人老龄化、严格的现场安全和质量要求，

和社会越趋对高施工生产率的要求。

合成空气处理装置 安装于天花的横向机电装备模块

预制组合式冷却塔系统模组 预制组合式冷却塔系统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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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筑方法项目

个案分享
–

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项目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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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
项目团队就「组装合成」建筑法分享技术经验

项目在设计和施工阶段均采用标准化、简化和单一综合元素措施，有效减低对 
环境及社区的影响。

此项目包括五幢楼房，其中四幢楼高十六层，一幢楼高十七层，连同休闲设施和中庭园景区。各幢楼房

每层设有 8 个单位，由 46 个混凝土元件组成，每个单位面积约 50 平方米。此项目共有 3,726 个预制 

组件，总计提供 648 个住宅单位。

「组装合成」建筑法通过大量生产统一组件，使工地现场和厂房可以同时进行施工和预制组件，加快工程

进度及提高施工效率，从而提升经济效益。项目过程中，施工现场产生的废料、碳排放、噪音及水污染

显著减少，其中建筑废料减少超过 50%，相较传统建筑方式水电用量亦接近 70%。

作为政府试行推展「组装合成」建筑法技术的先导项目之一，随著此项目的成功，我们将继续拓展创新 

建筑法的应用，不断提升建筑生产力。在加快工程进度之余，亦确保工程质量及加强工地安全，促进 

实现可持续建筑环境。

香港首个多层 

混凝土「组装合成」

建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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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项目鸟瞰图 此项目由设计到建造皆采用建筑信息模拟技术及「组装合成」建筑法

项目利用「组装合成」建筑法，把预制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直接进行装嵌 绿色遮荫小路连接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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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中庭健身设施 遮荫休憩区

中央绿化园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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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筑方法项目

个案分享
–

竹篙湾临时检疫中⼼

大屿山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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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建筑署与各个政府决策局、部门和承建商紧密合作，在短短十个月内分阶段兴建

超过3,000个检疫单位。

二零二零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由于初期可作检疫用途的设施不多，未能应付强制检疫的需求，

政府急需在短时间内增加检疫设施，以遏止疫情在社区中传播。为此，我们在此项目上采用创新的「组装

合成」建筑法，务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此工程。

检疫营舍的组件先在工厂统一生产，其后将已配备室内装修、屋宇设备和家具的立体组件， 连同预制楼梯、

走廊和机电装备组件，从厂房直接运送到工地，经简单装嵌和接驳水电后便可直接使用。采用「组装合

成」建筑法可提高工程效率，缩短项目时间，大幅改善工地安全和楼宇质量。此外，我们亦以关怀和 

爱心融入设计，使用易于清洗的物料，并加强水管设计减低传播病毒和细菌的风险。

检疫中心项目的成功是香港建造业发展中的一大里程碑，展示出我们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规模

工程的能力。 今次项目亦见证了整个建造业众志成城，锐意求新，利用创新建筑技术，转危为机。

空前突破， 

在极短时间内 

成功兴建大型 

检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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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大屿山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大屿山竹篙湾临时检疫中

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检疫营舍组件在场外厂房统一生产 检疫营舍组件由厂房运送到工地进行装嵌

心

突破创新，超越当下   |   拥抱创新建筑和技术 60



个案分享

–
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各分期项目承建商聚首，进行项目协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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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筑方法项目

个案分享
–

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 (HKICC)

设计及建造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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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

通过利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HKICC）仅用4个月建成，提供超过800个隔离床位。

此项目在建筑信息模拟的辅助下，广泛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显著提高现场协调

质量，简化及加速安装过程，并提高了施工精准度。每个标准化隔离病房由 3 个「组装合成」建筑法组件

组成，这些组件在场外厂房预先制备，再运输到工地现场安装。这种方式大大缩短了施工时间，并将对

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到最低。

同时，此项目还利用虚拟实境和扩增实境技术协调兴建隔离病房的细部，以实现精准的量产、定位和 

快速的安装。项目还采用了智慧地盘监管系统以方便进行项目监督，从而减少时间和人力资源。

创新建筑方法是此项目能在短短 4 个月内完成的关键。尽管时间紧迫，在规模和质量方面与香港其他公立

医院相比，此项目的屋宇装备完全达到严格的感染控制标准和要求。

我们很荣幸在 2020 年获得由香港建筑信息模拟学会颁发的金奖，以表彰我们在此项目中积极及成功应用

建筑信息模拟技术。

利用创新技术， 

改变传统医院 

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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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

项目建筑鸟瞰图 智慧地盘监管系统

「组装合成」建筑法 /「机电装备合成法」和智慧地盘监管系统的建筑信息模拟仪表板 扩增实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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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

安装统一生产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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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建筑方法项目

个案分享
–

食环署天幕街市

为社区市民提供便利的场所购买新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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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食环署天幕街市

食环署天幕街市位于天水围，由构思、兴建到落成启用，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旨

在为区内市民提供便利的购物环境。

此临时街市旨在为市民提供多一个购买新鲜粮食的选择，作为永久街市建成前的过渡安排。街市共提供

40 个摊档，由货柜组成的单层建筑，其中包括 4 个临时档位，以及设有货物起卸区。

本项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预制组件厂房及工地可同时施工，有效提高工程效率，使项目在一年内

迅速完成。街市上盖则使用「装配式建筑设计」，每个模组先在场外厂房预制，然后运到工地现场装嵌，

有效提高工程质量和减少建筑废料。

我们在本项目中还采用了其他创新科技，包括透过智能环境传感器，监测周围环境参数。另外，我们亦

在街市摊档之间安装防污抗菌的陶瓷板，并将「纳米涂层」技术应用于通风位置，减少尘埃积聚，为市民

提供一个卫生且舒适的购物环境。

近数十年来 

首个新型临时 

公众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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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食环署天幕街市

食环署天幕街市鸟瞰图 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街市摊档的组件先在厂房预制，然后运往工地装嵌

街市设有无障碍出入口 透过智能环境传感器，监测周围环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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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分享

–
食环署天幕街市

街市提供多达 40 个摊档（包括 36 个固定档位及 4 个临时档位） 防污抗菌陶瓷板

40 stalls in FEHD Skylight Market

突破创新，超越当下   |   拥抱创新建筑和技术 69



承建商访谈

孔祥兆先生

–

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过去几年，我们与建筑署携手建设多个重点项目，

其中包括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第一及第三期 B）、

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香港儿童医院，

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项目成功 

体现了建筑署致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及创新建筑的

决心。

有赖建筑署的支持，我们得以快速并顺利完成 

建造检疫中心，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大规

模传播，满足抗疫工作的迫切需求。我们于此项

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将每个营舍组件的 

生产及组装工序转移到预制厂房进行，令到不同

建造过程能够在厂房和工地同时进行，从而大大

缩短项目工期，减少建筑废料，亦有助提升建筑

质量。此外，建筑署亦积极鼓励承建商以可持续

发展理念融入设计考量。我们在竹篙湾项目中采

用了不同提升可持续发展表现的设计，包括使用

有助改善空气质量的环保建筑物料，以及预先为

检疫中心规划拆除后循环再用的方法。在署方的

支持下，我们得以为香港建造业开创全新的局面。

建筑署经常透过不同渠道与业界分享经验及最新

见解，以期合力打造建造业的美好未来。另一方

面，建筑署亦推出各项奖励计划以表彰承建商在

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上作出的贡献。我们很 

荣幸在本年度的环保承建商奖励计划中获得特别

奖（快速项目）。

我们与建筑署的合作向来卓有成效。未来我们期

待与建筑署保持合作，携手探索并应用创新建筑

方法及技术，为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

我们的回应

我们很感谢所有承建商和项目团队为可持续 

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未来我们将透过探索更多

机会，发掘并推广创新的可持续建筑方法和 

技术，并秉承一贯做法，与承建商同心协力，

实现建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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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访谈

梁紫盈女士

–

食物环境卫生署 

助理署长（街市特别职务）

透过建筑署与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紧密合

作，位于天水围的食环署天幕街市（前称“天水围

临时街市”）已于2020年12月正式启用。为了能早

日为市民提供多一个购买新鲜粮食的选择，我们

双方都竭尽全力尽量缩短推展整个工程所需的时

间。由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到启用阶段，有赖

建筑署一直的支援，以及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解

决方案上提供专业意见，令项目即使在疫情期间，

仍可于约一年内顺利完工。

建筑署在项目各个阶段均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平

和敬业精神。在项目规划的阶段，建筑署表现出

远见卓识，与各工程部门和相关组织开展紧密而

有效率的协调，以期共同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技

术问题，及探讨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对项目能在

短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并投入施工起了重要的作

用。除了技术层面的协调工作外，建筑署亦全力

支援及参与食环署就有关项目谘询持份者的工作，

包括与持份者会面，及谘询元朗区议会等。建筑

署了解公众街市的定位是作为市民购买新鲜粮食

的主要途径之一，地方应保持清洁和整齐，但无

须过分高档，因此在设计方面将街市功能、营运

效率和用户满意度放在首位，并加入“地方营造”

概念的元素，致力打造天幕街市成为区内市民休

憩和聚脚的地方，让街市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

针对特别在疫情下有关公众衞生的关注，建筑署

亦主动引入多种新技术，例如在摊档之间安装防

污抗菌的陶瓷板，以及在通风位置喷纳米涂层以

减少灰尘积聚。

为了天幕街市能尽快落成启用，建筑署建议采用

突出地面的地脚设计，以减少挖掘工作，有助建

造工程和缩短施工时间。我们亦十分欣赏建筑署

积极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装配式建筑设计”

创新建造技术，以克服工期紧迫的挑战。

我们期待与建筑署在其他公共设施项目上继续紧

密合作，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为市民提供优质

的设施和服务。

我们的回应

我们非常荣幸可与食环署合作，在重重挑战下，

顺利并迅速完成了天水围天幕街市的设计及 
建造。项目得以成功亦有赖食环署致力为市民

提供优质的设施。我们非常感谢食环署在整个

项目过程中与我们保持紧密沟通，并积极提出

反馈意见，令此项目顺利完工。未来我们将 
继续与食环署紧密合作，致力在不同公共设施

项目中应用前沿的建筑设计和技术，以实现 
构建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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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可持续⼯作环境
GRI 102-44

响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设有完善的综合管理系统，涵盖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和品质管理等方面，以作为环境绩效的

衡量标准，确保管理系统符合国际标准

 
我们定期审核各办公室的碳足迹，并探索不同的技术发展空间以及良好业务营运方式，优化资源使用

 
我们制定并发放环保管理指引，并提高对绿色办公室的认识

 

建筑署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因此致力促使我们的运营符合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 

国际标准。我们亦积极响应国际倡议，促进办公室内的可持续发展，旨在缔造一个绿色的工作环境。

我们严格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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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绿色⼯作文化

在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下，建筑署利用自身建筑 

专业知识来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抗御力。作为政府部门，亦是建筑业的引领者，

我们对于建立绿色办公室肩负起不可推卸的 

责任。为此，我们制定了部门《品质、环境、 

健康及安全政策》，积极防止污染和减少消耗能源

及自然资源。我们更致力通过安排多项计划和 

日常参与，培养员工的环保意识，以加强我们在

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除政策之外，我们的综合管理系统为全方位的 

环境和能源管理（ISO 14001 和 ISO 50001）、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ISO 45001）和品质管理

（ISO 9001）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我们能以国际

标准作为部门绩效的衡量基准。我们根据这套 

系统拟定指引、流程和策略，以监测和改善 

能源、废物、用水和室内空气质量的表现。 

通过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建筑署再次荣获

「香港绿色机构」证书。获取环境保护运动委员会

的持续认可是我们不断努力的证明，亦是我们 

未来继续为工作场所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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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管理

「卓越级别」节能证书

建筑署深知需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急迫性，

并为政府在 2050 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计划作出

贡献。我们明了我们碳足迹的主要来源是 

能源消耗，尤其是电力消耗，因此我们在各运营

场所加强能源使用管理，以确保能源效益。我们

持续监察用电量，并探索各种节能措施，如改造

办公室的照明系统，以尽量减少相关的温室气体

排放。

建筑署有幸在本报告年度内蝉联「香港绿色机构

认证」颁发的「卓越级别」能源证书。我们对自身

的节能努力和成果得到了业界和公众的广泛 

认可，深感荣幸。

建筑署已就环境局所发布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

2050》内一系列城市减碳目标及相应行动制定 

积极措施。为了了解我们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

排放，并向共同目标迈进，我们定期进行碳 

审计，以核查我们的碳足迹。碳审核工作根据 

国际标准《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进行，并参考 

环境保护署和机电工程署所发出的指引。

我们密切追踪因电力消耗和燃料消耗所产生的 

三大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

氮，其他运营数据也会被纳入审查范围，以确保

审查范围和数据的一致性的和可测量性，如实 

反映我们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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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署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办公室产生的碳排放量

过去五年，我们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的办公室产生的碳排放量大致稳定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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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财政年度

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6.90 6.87 7.12 9.70 34.83

能源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1]

2,255.11 2,247.02 2,169.03 2,192.62 2,117.74

其他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2]

83.78 95.09 29.61 72.53 68.95

总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2,345.79 2,348.98 2,205.76 2,274.85 2,221.52

[1]  排放量按全港预设排放系数计算。

[2] 碳排放量以实际流动机械的燃料耗用及建筑署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办公室的实际纸张 （A3及A4）使用量和废纸回收量计算。

[3] 2018-2019财政年度碳排放总量的轻微增幅是由于为偏远地区的项目工地提供交通运输的流动机械燃料耗用增加 ；金钟政府合署

的公共设施整体能源耗用增加 ；以及因建筑署推行电子化办公及积极推广应用企业智慧而令纸张回收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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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中⼼的办公室产生的碳排放量

透过提升大厦冷气系统、定期保养以及采纳多项能源效益计划，建业中心办事处的碳排放逐步下降， 

与 2016 年比较，本年度下降约 27.76%。

2,352.80 2,302.51 2,417.61

2,109.66

1,700.07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量（公吨
二氧化碳当）

其他间接排放

能源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其他间接排放

能源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2,352.80 2,302.51 2,417.61

2,109.66

1,700.07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总量（公吨
二氧化碳当）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628.22 601.86 769.69 370.63 102.79

能源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4]

1,719.53 1,686.67 1,642.88 1,576.60 1,503.58

其他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5.05 13.98 5.04 162.43 93.70

总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2,352.80 2,302.51 2,417.61 2,109.66 1,700.07

[4] 排放量以全港预设排放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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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管理

「卓越等级」减废证书

为支持政府对废物管理的倡议，建筑署主张从 

源头减少废物，并鼓励各办公室积极推进废物 

回收。本署发布了环保内部管理指引，以宣传 

减少、回收和处理废物的适当做法。举例而言，

指引列举了纸张使用原则，以减少消耗和避免 

不必要的浪费。建业中心和金钟道政府合署两处

办公室内亦设有各种可回收物品的收集设施， 

包括废纸、塑胶瓶、旧碳粉盒、铝罐和旧光碟等。

此外，我们亦制定年度目标以推动改善进度， 

并密切监测不同废物管理计画的实施情况。

基于我们在废物管理上的努力，我们连续多年 

获颁「香港绿色机构认证」计划的「卓越级别」 

减废证书。

管理用⽔

建筑署致力节约用水，并透过引入不同的节水 

装置以提升用水效能。我们已安装自动感应 

水龙头和双冲式坐厕水箱以避免过度用水。我们

密切追踪用水量和冲厕用水量，并定期维修保养

供水系统，确保其正常运作。本署亦发布了 

《环保管理措施》总务通告并列出良好惯例， 

以提高员工的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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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空气质量管理

「良好级别」清新室内空气证书

为确保一个环保且健康的工作环境，我们遵守 

环境保护署制订的相关指引，并积极支持环境 

保护署的自愿性室内空气质量认证计划，务求 

达致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表现，相关绩效由认可

机构进行定期检测。

在报告年度内，我们很荣幸建业中心和金钟道 

政府合署均获颁「良好级别」清新室内空气证书。

培养环保意识

建筑署不单竭力提高能源效益和防止污染，更在

工作场所培养环保意识，并鼓励员工一同参与 

本署的可持续发展之旅。我们将绿色元素融入 

员工的工作文化，并明确解释他们在环境保护中

的角色和责任。为此，我们不断通过内联网、 

电子邮件及其他沟通渠道向他们发放环保资讯和

良好作业守则。

我们亦为员工举办各种与环保措施、全球性议题

和国际趋势相关的活动和培训课程，并鼓励他们

积极参与外部组织所举办的活动。2020 年内， 

尽管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员工依然参加了 36 个与

环境有关的培训课程。此外，我们还成立了一支

由 74 名员工组成的「环保纠察」团队，旨在协助

宣传环保资讯，并辅助建筑署推行环保计划和 

活动。我们也支持员工考取不同环境领域的专业

资格。例如，我们的部分员工持有绿建专才 

资格。透过不断投入资源和时间，我们相信本署

各职级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知识都将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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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建造可持续建筑，优先采用可持续发展的 建造方法及物料至关重要。工程建造期间，我们会经常采用预制件及实行污染管制措施。此外，
	我们坚守3R原则—减少使用、重复再用和循环 利用，以妥善管理建造及拆卸物料时产生的 废物。建筑署为新工程项目采购物料时致力使用
	可持续物料，例如回收物料及购自完善管理来源的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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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项目个案分享–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Figure
	青衣西草湾路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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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项目团队
	新落成的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被视为政府建筑物中贯彻可持续建筑设计的 范例之一。我们在此标志性项目中达到多项国家及国际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标准。
	建筑署在此项目中采用多种顺应自然建筑节能设计和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致力在绿建环评中达到 金级评级。大楼外墙设有鳍状遮挡，确保能达到最佳遮阳效果。大楼以开放式设计为主，确保室内自然通风。 此外，我们利用高性能玻璃优化大楼的整体总热传送值、能源效益及自然光穿透度，同时确保室内环境舒适及空气清新，提升室内空间的舒适度。
	为提高大楼的效能和可持续性，我们在此项目采用了屋宇装备系统节能设计。在通风设备中加入检测器，大幅降低室内环境中的污染物水平。另外亦通过优化照明系统进一步改善能源效益。 为了提倡使用 可再生能源，我们在大楼天台安装太阳能板以提供清洁能源。
	此外，自项目规划初期，我们亦积极采用创新科技以进一步提升此项目的能源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表现，例如利用三维空间扫描技术对周边环境进行准确测量。我们亦采用了建筑信息模拟和电脑模拟技术， 以达到最佳设计效果和品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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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Figure
	采用屋顶绿化，减低热量传递
	Figure
	大楼外墙采用特定倾斜十五度角的鳍状遮挡，以达致最佳遮阳效果
	Figure
	场地绿化
	Figure
	预制组合式冷却塔系统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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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运输署车辆检验综合大楼
	Figure
	大楼天台安装太阳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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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建筑设计项目个案分享–改建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Figure
	建筑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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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改建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此项目由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改建为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在保存大楼历史价值的同时，亦符合现今法例规定和绿色建筑标准。
	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位于炮台里，楼高四层，总占地1,360平方米。此次修葺及翻新工程按照现存 记录，最大程度地还原其1919年落成时的建筑特色。作为拆除建筑物的替代方案，绿色活化再利用为 社会带来了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同时对那些随著时间推移形成的文化和文物价值起到了保护作用。
	为了保存大楼建筑特色及减少建筑废物，我们在改建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大楼原有的建筑结构、物料及饰面，例如木地板和木百叶。 我们将前终审法院期间使用的旧木柜巧妙改造为新柜，并捐赠给弱势 群体。尽管翻新工程受到种种限制，此项目仍获得了绿建环评暂定金级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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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改建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供法律相关组织作办公地方及相关用途
	Figure
	复修1919年原有作为遮阳装置的木百叶
	Figure
	根据现时建筑法例规定复修中庭，实现活化再利用
	Figure
	翻新木地板，保持原有建筑特色及减少建筑废物
	Figure
	将旧木柜改造为新柜捐赠予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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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抱创新建筑和技术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积极采用创新建筑方法，如「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以简化我们的施工流程， 并向建筑业界宣扬创新建筑倡议 
	创新乃是建筑业成功的关键。作为业界的模范领导者，我们致力向业界同行推广最新的理念和技术。 从长远来看，创新推动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发展，有助我们应对行业挑战。
	建筑署致力发掘和推广「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在香港建筑业中的应用途径。「组装合成」 建筑法是指将预制组件厂房生产的独立组装合成组件（已完成饰面、装置及配件的组装工序）运送至工地，再装嵌成为建筑物。机电装备合成法被视为「组装合成」建筑法延续，透过预制组件把多行业的机电装置在工厂环境下组装成单模块，运送至工地后再与其他模块连接，完成多个屋宇装备的安装。机电 装备合成法施工方法有利于减少工地劳动力需求，且不受工地限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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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这两种创新的施工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施工质量、减轻碳排放和建筑废料等对环境的影响，更有助于缓解目前行业面临的挑战，包括劳动力需求增加、技术工人老龄化、严格的现场安全和质量要求，和社会越趋对高施工生产率的要求。
	Figure
	合成空气处理装置
	Figure
	安装于天花的横向机电装备模块
	Figure
	预制组合式冷却塔系统模组
	Figure
	预制组合式冷却塔系统模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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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建筑方法项目个案分享–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Figure
	项目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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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Figure
	–项目团队就「组装合成」建筑法分享技术经验
	项目在设计和施工阶段均采用标准化、简化和单一综合元素措施，有效减低对 环境及社区的影响。
	此项目包括五幢楼房，其中四幢楼高十六层，一幢楼高十七层，连同休闲设施和中庭园景区。各幢楼房每层设有8个单位，由46个混凝土元件组成，每个单位面积约50平方米。此项目共有3,726个预制 组件，总计提供648个住宅单位。
	「组装合成」建筑法通过大量生产统一组件，使工地现场和厂房可以同时进行施工和预制组件，加快工程进度及提高施工效率，从而提升经济效益。项目过程中，施工现场产生的废料、碳排放、噪音及水污染显著减少，其中建筑废料减少超过50%，相较传统建筑方式水电用量亦接近70%。
	作为政府试行推展「组装合成」建筑法技术的先导项目之一，随著此项目的成功，我们将继续拓展创新 建筑法的应用，不断提升建筑生产力。在加快工程进度之余，亦确保工程质量及加强工地安全，促进 实现可持续建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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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Figure
	项目鸟瞰图
	Figure
	此项目由设计到建造皆采用建筑信息模拟技术及「组装合成」建筑法
	Figure
	项目利用「组装合成」建筑法，把预制组件运送到施工现场直接进行装嵌
	Figure
	绿色遮荫小路连接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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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消防处百胜角已婚人员宿舍
	Figure
	中庭健身设施
	Figure
	遮荫休憩区
	Figure
	中央绿化园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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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建筑方法项目个案分享–竹篙湾临时检疫中⼼
	Figure
	大屿山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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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建筑署与各个政府决策局、部门和承建商紧密合作，在短短十个月内分阶段兴建超过3,000个检疫单位。
	二零二零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由于初期可作检疫用途的设施不多，未能应付强制检疫的需求，政府急需在短时间内增加检疫设施，以遏止疫情在社区中传播。为此，我们在此项目上采用创新的「组装合成」建筑法，务求在短时间内完成此工程。
	检疫营舍的组件先在工厂统一生产，其后将已配备室内装修、屋宇设备和家具的立体组件， 连同预制楼梯、走廊和机电装备组件，从厂房直接运送到工地，经简单装嵌和接驳水电后便可直接使用。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可提高工程效率，缩短项目时间，大幅改善工地安全和楼宇质量。此外，我们亦以关怀和 爱心融入设计，使用易于清洗的物料，并加强水管设计减低传播病毒和细菌的风险。
	检疫中心项目的成功是香港建造业发展中的一大里程碑，展示出我们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如此庞大规模工程的能力。 今次项目亦见证了整个建造业众志成城，锐意求新，利用创新建筑技术，转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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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Figure
	大屿山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Figure
	大屿山竹篙湾临时检疫中
	Figure
	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检疫营舍组件在场外厂房统一生产
	Figure
	检疫营舍组件由厂房运送到工地进行装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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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
	Figure
	各分期项目承建商聚首，进行项目协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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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建筑方法项目个案分享–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HKICC)
	Figure
	设计及建造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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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
	通过利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HKICC）仅用4个月建成，提供超过800个隔离床位。
	此项目在建筑信息模拟的辅助下，广泛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机电装备合成法」，显著提高现场协调质量，简化及加速安装过程，并提高了施工精准度。每个标准化隔离病房由3个「组装合成」建筑法组件组成，这些组件在场外厂房预先制备，再运输到工地现场安装。这种方式大大缩短了施工时间，并将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到最低。
	同时，此项目还利用虚拟实境和扩增实境技术协调兴建隔离病房的细部，以实现精准的量产、定位和 快速的安装。项目还采用了智慧地盘监管系统以方便进行项目监督，从而减少时间和人力资源。
	创新建筑方法是此项目能在短短4个月内完成的关键。尽管时间紧迫，在规模和质量方面与香港其他公立医院相比，此项目的屋宇装备完全达到严格的感染控制标准和要求。
	我们很荣幸在2020年获得由香港建筑信息模拟学会颁发的金奖，以表彰我们在此项目中积极及成功应用建筑信息模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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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
	Figure
	项目建筑鸟瞰图
	Figure
	智慧地盘监管系统
	Figure
	「组装合成」建筑法/「机电装备合成法」和智慧地盘监管系统的建筑信息模拟仪表板
	Figure
	扩增实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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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HKICC）
	Figure
	安装统一生产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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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建筑方法项目个案分享–食环署天幕街市
	Figure
	为社区市民提供便利的场所购买新鲜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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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食环署天幕街市
	食环署天幕街市位于天水围，由构思、兴建到落成启用，大约用了一年时间，旨在为区内市民提供便利的购物环境。
	此临时街市旨在为市民提供多一个购买新鲜粮食的选择，作为永久街市建成前的过渡安排。街市共提供40个摊档，由货柜组成的单层建筑，其中包括4个临时档位，以及设有货物起卸区。
	本项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预制组件厂房及工地可同时施工，有效提高工程效率，使项目在一年内迅速完成。街市上盖则使用「装配式建筑设计」，每个模组先在场外厂房预制，然后运到工地现场装嵌，有效提高工程质量和减少建筑废料。
	我们在本项目中还采用了其他创新科技，包括透过智能环境传感器，监测周围环境参数。另外，我们亦在街市摊档之间安装防污抗菌的陶瓷板，并将「纳米涂层」技术应用于通风位置，减少尘埃积聚，为市民提供一个卫生且舒适的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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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食环署天幕街市
	Figure
	食环署天幕街市鸟瞰图
	Figure
	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街市摊档的组件先在厂房预制，然后运往工地装嵌
	Figure
	街市设有无障碍出入口
	Figure
	透过智能环境传感器，监测周围环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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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案分享–食环署天幕街市
	Figure
	街市提供多达40个摊档（包括36个固定档位及4个临时档位）
	Figure
	防污抗菌陶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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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建商访谈
	孔祥兆先生–中国建筑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及总经理
	过去几年，我们与建筑署携手建设多个重点项目，其中包括竹篙湾临时检疫中心（第一及第三期B）、北大屿山医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和香港儿童医院，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项目成功 体现了建筑署致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及创新建筑的决心。
	有赖建筑署的支持，我们得以快速并顺利完成 建造检疫中心，以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大规模传播，满足抗疫工作的迫切需求。我们于此项目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将每个营舍组件的 生产及组装工序转移到预制厂房进行，令到不同建造过程能够在厂房和工地同时进行，从而大大缩短项目工期，减少建筑废料，亦有助提升建筑质量。此外，建筑署亦积极鼓励承建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设计考量。我们在竹篙湾项目中采用了不同提升可持续发展表现的设计，包括使用有助改善空气质量的环保建筑物料，以及预先为检疫中心规划拆除后循环再用的方法。在署方的支持下，我们得以为香港建造业开创全新的局面。
	建筑署经常透过不同渠道与业界分享经验及最新见解，以期合力打造建造业的美好未来。另一方面，建筑署亦推出各项奖励计划以表彰承建商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上作出的贡献。我们很 荣幸在本年度的环保承建商奖励计划中获得特别奖（快速项目）。
	我们与建筑署的合作向来卓有成效。未来我们期待与建筑署保持合作，携手探索并应用创新建筑方法及技术，为推动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
	我们的回应我们很感谢所有承建商和项目团队为可持续 发展所作出的努力。未来我们将透过探索更多机会，发掘并推广创新的可持续建筑方法和 技术，并秉承一贯做法，与承建商同心协力，实现建造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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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户访谈
	梁紫盈女士–食物环境卫生署 助理署长（街市特别职务）
	透过建筑署与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环署）的紧密合作，位于天水围的食环署天幕街市（前称“天水围临时街市”）已于2020年12月正式启用。为了能早日为市民提供多一个购买新鲜粮食的选择，我们双方都竭尽全力尽量缩短推展整个工程所需的时间。由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到启用阶段，有赖建筑署一直的支援，以及在可持续发展和创新解决方案上提供专业意见，令项目即使在疫情期间，仍可于约一年内顺利完工。
	建筑署在项目各个阶段均展现了极高的专业水平和敬业精神。在项目规划的阶段，建筑署表现出远见卓识，与各工程部门和相关组织开展紧密而有效率的协调，以期共同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技术问题，及探讨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对项目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准备工作并投入施工起了重要的作用。除了技术层面的协调工作外，建筑署亦全力支援及参与食环署就有关项目谘询持份者的工作，包括与持份者会面，及谘询元朗区议会等。建筑署了解公众街市的定位是作为市民购买新鲜粮食的主要途径之一，地方应保持清洁和整齐，但无须过分高档，因此在设计方面将街市功能、营运效率和用户满意度放在首位，并加入“地方营造”概念的元素，致力打造天幕街市成为区内市民休憩和聚脚的地方，让街市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针对特别在疫情下有关公众衞生的关注，建筑署亦主动引入多种新技术，例如在摊档之间安装防污抗菌的陶瓷板，以及在通风位置喷纳米涂层以减少灰尘积聚。
	为了天幕街市能尽快落成启用，建筑署建议采用突出地面的地脚设计，以减少挖掘工作，有助建造工程和缩短施工时间。我们亦十分欣赏建筑署积极采用“组装合成”建筑法和“装配式建筑设计”创新建造技术，以克服工期紧迫的挑战。
	我们期待与建筑署在其他公共设施项目上继续紧密合作，携手推动可持续发展，为市民提供优质的设施和服务。
	我们的回应我们非常荣幸可与食环署合作，在重重挑战下，顺利并迅速完成了天水围天幕街市的设计及 建造。项目得以成功亦有赖食环署致力为市民提供优质的设施。我们非常感谢食环署在整个项目过程中与我们保持紧密沟通，并积极提出反馈意见，令此项目顺利完工。未来我们将 继续与食环署紧密合作，致力在不同公共设施项目中应用前沿的建筑设计和技术，以实现 构建可持续发展社区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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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缔造可持续⼯作环境GRI 102-44响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我们设有完善的综合管理系统，涵盖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和品质管理等方面，以作为环境绩效的衡量标准，确保管理系统符合国际标准 我们定期审核各办公室的碳足迹，并探索不同的技术发展空间以及良好业务营运方式，优化资源使用 我们制定并发放环保管理指引，并提高对绿色办公室的认识 
	建筑署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因此致力促使我们的运营符合环境保护、能源节约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 国际标准。我们亦积极响应国际倡议，促进办公室内的可持续发展，旨在缔造一个绿色的工作环境。我们严格按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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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广绿色⼯作文化
	在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下，建筑署利用自身建筑 专业知识来增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 抗御力。作为政府部门，亦是建筑业的引领者，我们对于建立绿色办公室肩负起不可推卸的 责任。为此，我们制定了部门《品质、环境、 健康及安全政策》，积极防止污染和减少消耗能源及自然资源。我们更致力通过安排多项计划和 日常参与，培养员工的环保意识，以加强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除政策之外，我们的综合管理系统为全方位的 环境和能源管理（ISO 14001和ISO 50001）、 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ISO 45001）和品质管理（ISO 9001）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使我们能以国际标准作为部门绩效的衡量基准。我们根据这套 系统拟定指引、流程和策略，以监测和改善 能源、废物、用水和室内空气质量的表现。 
	通过管理层和员工的共同努力，建筑署再次荣获「香港绿色机构」证书。获取环境保护运动委员会的持续认可是我们不断努力的证明，亦是我们 未来继续为工作场所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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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使用和碳排放的管理
	「卓越级别」节能证书
	建筑署深知需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急迫性，并为政府在2050之前实现碳中和的长期计划作出贡献。我们明了我们碳足迹的主要来源是 能源消耗，尤其是电力消耗，因此我们在各运营场所加强能源使用管理，以确保能源效益。我们持续监察用电量，并探索各种节能措施，如改造办公室的照明系统，以尽量减少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
	建筑署有幸在本报告年度内蝉联「香港绿色机构认证」颁发的「卓越级别」能源证书。我们对自身的节能努力和成果得到了业界和公众的广泛 认可，深感荣幸。
	建筑署已就环境局所发布的《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内一系列城市减碳目标及相应行动制定 积极措施。为了了解我们的直接和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并向共同目标迈进，我们定期进行碳 审计，以核查我们的碳足迹。碳审核工作根据 国际标准《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进行，并参考 环境保护署和机电工程署所发出的指引。
	我们密切追踪因电力消耗和燃料消耗所产生的 三大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其他运营数据也会被纳入审查范围，以确保审查范围和数据的一致性的和可测量性，如实 反映我们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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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署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办公室产生的碳排放量
	过去五年，我们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的办公室产生的碳排放量大致稳定相若。
	2,345.792,348.982,205.762,274.852,221.52050010001500200025002015-162016-172017-182018-192019-20总量（公吨二氧化碳当）其他间接排放[2]能源间接排放[1]直接排放
	2015-16 财政年度2016-17 财政年度2017-18 财政年度2018-19  财政年度[3]2019-20 财政年度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6.906.877.129.7034.83能源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1]2,255.112,247.022,169.032,192.622,117.74其他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2]83.7895.0929.6172.5368.95总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2,345.792,348.982,205.762,274.852,221.52[1]  排放量按全港预设排放系数计算。[2] 碳排放量以实际流动机械的燃料耗用及建筑署位于金钟道政府合署办公室的实际纸张 （A3及A4）使用量和废纸回收量计算。[3] 2018-2019财政年度碳排放总量的轻微增幅是由于为偏远地区的项目工地提供交通运输的流动机械燃料耗用增加；金钟政府合署的公共设施整体能源耗用增加；以及因建筑署推行电子化办公及积极推广应用企业智慧而令纸张回收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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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业中⼼的办公室产生的碳排放量
	透过提升大厦冷气系统、定期保养以及采纳多项能源效益计划，建业中心办事处的碳排放逐步下降， 与2016年比较，本年度下降约27.76%。
	2,352.802,302.512,417.612,109.661,700.0705001000150020002500300020162017201820192020总量（公吨二氧化碳当）其他间接排放能源间接排放直接排放
	20162017201820192020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 628.22601.86769.69370.63102.79能源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4]1,719.531,686.671,642.881,576.601,503.58其他间接排放量 （公吨二氧化碳当量）5.0513.985.04162.4393.70总量（公吨二氧化碳当量）2,352.802,302.512,417.612,109.661,700.07[4] 排放量以全港预设排放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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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管理
	「卓越等级」减废证书
	为支持政府对废物管理的倡议，建筑署主张从 源头减少废物，并鼓励各办公室积极推进废物 回收。本署发布了环保内部管理指引，以宣传 减少、回收和处理废物的适当做法。举例而言，指引列举了纸张使用原则，以减少消耗和避免 不必要的浪费。建业中心和金钟道政府合署两处办公室内亦设有各种可回收物品的收集设施， 包括废纸、塑胶瓶、旧碳粉盒、铝罐和旧光碟等。
	此外，我们亦制定年度目标以推动改善进度， 并密切监测不同废物管理计画的实施情况。
	基于我们在废物管理上的努力，我们连续多年 获颁「香港绿色机构认证」计划的「卓越级别」 减废证书。
	管理用⽔
	建筑署致力节约用水，并透过引入不同的节水 装置以提升用水效能。我们已安装自动感应 水龙头和双冲式坐厕水箱以避免过度用水。我们密切追踪用水量和冲厕用水量，并定期维修保养供水系统，确保其正常运作。本署亦发布了 《环保管理措施》总务通告并列出良好惯例， 以提高员工的节水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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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空气质量管理
	「良好级别」清新室内空气证书
	为确保一个环保且健康的工作环境，我们遵守 环境保护署制订的相关指引，并积极支持环境 保护署的自愿性室内空气质量认证计划，务求 达致良好的室内空气质量表现，相关绩效由认可机构进行定期检测。
	在报告年度内，我们很荣幸建业中心和金钟道 政府合署均获颁「良好级别」清新室内空气证书。
	培养环保意识
	建筑署不单竭力提高能源效益和防止污染，更在工作场所培养环保意识，并鼓励员工一同参与 本署的可持续发展之旅。我们将绿色元素融入 员工的工作文化，并明确解释他们在环境保护中的角色和责任。为此，我们不断通过内联网、 电子邮件及其他沟通渠道向他们发放环保资讯和良好作业守则。
	我们亦为员工举办各种与环保措施、全球性议题和国际趋势相关的活动和培训课程，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外部组织所举办的活动。2020年内， 尽管受疫情影响，我们的员工依然参加了36个与环境有关的培训课程。此外，我们还成立了一支由74名员工组成的「环保纠察」团队，旨在协助宣传环保资讯，并辅助建筑署推行环保计划和 
	活动。我们也支持员工考取不同环境领域的专业资格。例如，我们的部分员工持有绿建专才 资格。透过不断投入资源和时间，我们相信本署各职级人员的环保意识和知识都将有所增长。
	突破创新，超越当下  |  缔造可持续⼯作环境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