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香港建築師學會就近日香港極端天氣情況所發布的意見 

對於近日香港因極端天氣情況而發生近 140 年以來最大的暴雨及水浸，香港建築師學會

深表關注。 

本會過去曾多次就如何加強在基建及建築工程上就碳中和、可持續發展及應對氣候變化

等議題上提供意見。近年，地球暖化引致極端天氣在世界各地愈見頻繁，而本港過去兩

天破紀錄連續 16 小時的暴雨，顯示香港急需對策以面對極端天氣引致的災害。極端天

氣包括酷熱、暴風雨、旱災、海平面上升等等，影響遍及全球，香港未能獨善其身。 

因此，本會有以下建議： 

1)    香港的城市發展應著力提高各項建設對極端天氣變化的靭性。除了提升基建工程上

對硬件要求，政策上應把建築環境設計和相關配套，整體考慮規劃，修改及/或制定條

例，令香港邁向可承受長遠環境變化的「碳中和城市」。 

2)    短期來說，對於因極端天氣而引致的意外個案，應成立相關專責小組，檢討個案，

加以改善。例如：建議考慮製訂危急時疏導水浸或應付突發洪潮的措施，改善引致排水

系統淤塞設施，加強垃圾清理等。對於臨海，低窪地區及鄰近河道地帶等的現有建築環

境作出風險評估及檢視，針對減輕、適應、韌性等方面作出相應對策。 

3)    長遠而言，有關設計方向：城市規劃設計上應推動多利用自然地形及公共開放空間

兼作防洪屏障的多用途使用。政府在新設的氣候變化專員領導下，各部門應加強内部統

籌及共識，制定跨部門的政策方針，合力達成 2050 年碳中和的目標承諾。 

4)    在北部都會區及交椅洲人工島等新發展區，應盡量鼓勵、催生及立例採用碳中和的

設計。所有相關過時的建築環境設計標準及法規，應加以審查及修改，以配合碳中和設

計應用。 

5)    香港建築師學會的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近年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希望能提高香

港未來的建築在環保方面的質素，協助教育及推動市民的行為改變。本會樂意與政府及

社會各方攜手共同研究，面對未來氣候變化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