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區議會文件2/2018 號 
供2018年1月4日大埔區議會會議用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完成大埔廣福道與運頭角里交界修樹事件調查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已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一日公布署方就有關

一七年六月六日大埔修樹工作令樹上一些有鷺鳥幼鳥的鳥巢受損事件進行全面

調查的結果。 

調查的結論認為，修樹事件有多個成因，例如部門及相關人員對保護野生

動物的知識不足，修樹方法不當，以及樹木小隊（小隊）的監督和人手不足等。 

調查報告指出，康文署在部門層面及行動層面均對保護野生動物知識不

足。在部門層面，康文署目前並未就《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章）、鄰近

位於大埔鷺鳥林具特殊科學價值的鷺鳥棲息地、本港鷺鳥林的位置或特點，或樹

木管理工作中有關保護野生動物的工作守則和指引，建立資料儲存庫；而部門現

時的培訓亦未有涵蓋保護野生動物方面的知識。在行動層面，雖然有關工作並未

訂有具體指引，但前線主管與人員在安排樹木工作時，應運用常識和判斷力，以

避免或盡量減少對野生動物（例如雀鳥和鳥巢）造成影響。調查亦發現涉事小隊

主管在事件中低估了修樹工作的複雜程度和對野生動物的影響。樹木隊的溝通也

有改善空間，以確保主管在指派小隊於自己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工作前，應該先

確保指令已清晰傳達，清楚解釋，並確定隊員明白。事件中小隊亦未能運用常識

和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沒有在發現鷺鳥鳥巢可能會受到影響時，終止修樹工作。 

另一方面，調查認為是次修樹工作執行不當，導致過度修剪，而且以截頂

方法過度修剪樹木屬不可接受。如當日的修樹工作妥當執行，對雀鳥的影響定可

減到最低。 

    關於樹木隊的監管及人手問題，調查認為該項樹木工作實無須急於安排

在當日進行；加上工作較複雜和敏感，故此於主管不在場情況下安排有關工作的

決定屬不審慎和不恰當。有鑑於此，康文署已按既定制度對負責安排修樹行動的

主管及工作人員採取適當行動。 

鑑於上述調查結果，康文署已落實及會推行共十二項在短、中及長期實行

的改善及補救措施，以免同類事件的發生。 

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實施的短期措施包括：（1）向規劃署取得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的邊界資料，並提醒康文署轄下分區辦事處及區域樹木組在該等地點

進行樹木工作時須多留意有關邊界；（2）與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建立和

維持定期溝通的渠道，並識別由康文署管理的樹木中的鷺鳥林地點；（3）提醒



 

所有區域樹木組和園藝承辦商，進行樹木工作時須避免對野生動物及環境造成滋

擾；（4）向所有有關人員／承辦商再次傳閱《樹木修剪的一般指引》，並提醒

他們正確的修樹技術；以及（5）對樹木小隊加強監管。 

       

      中期措施方面，康文署將（1）檢討內部有關樹木管理工作的政策、指引

及程序；（2）與漁護署合作，並制訂工作流程，以便在有急切需要時，處理可

能影響鷺鳥林等野生動物繁殖地或棲息地的樹木護理工作；（3）改進為前線工

作人員而設有關修樹技巧的複修培訓；（4）在日後的培訓中加入保護野生動物

的課題；以及（5）改進樹木檢查報表及康文署的樹木管理資料庫，把特殊地點

的狀況及樹木情況載入報表及資料庫，為進行樹木管理工作提供參考。 

       

      長遠而言，康文署會與相關決策局及部門聯絡，探討是否須修訂有關通告

及指引，在樹木工作中涵蓋保護野生動物事宜；以及檢討組織架構、資源需求及

各樹木組的調配事宜，以尋找改進空間。 

       

      康文署就有關修樹工作不幸引致雀鳥傷亡的事件，將致力加強樹木護理方

面的培訓，優化內部指引，及提升人員在日常工作上對有關保護野生動物方面的

認知和技能。 

 

   上述有關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大埔修樹事件之調查小組報告全文夾附

於附件。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017年12月27日 

 

 

 

 

 

 



17mis\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大埔修樹事件調查小組報告(附件) 

                 調查小組調查小組調查小組調查小組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 年年年年 六六六六 月月月月 六六六六 日日日日 大埔修樹事件大埔修樹事件大埔修樹事件大埔修樹事件  

 

I .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接到食 物環 境 衞生署（ 食環 署 ）轉介有 關大 埔 廣福道路 旁部

分樹木生 長過於 茂密的投 訴後， 新界東樹 木小隊 人員在二 零一七 年

六月六日 到場進 行修樹， 令樹上 一些有鷺 鳥幼鳥 的鳥巢受 損。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 署 ）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成 立 部 門 調 查

小組，就事件展開調查。調查小組的職權範圍如下：  

 

( a )  就事件進行徹底調查；  

 

( b )  調查有 關人員 ／ 方面須 負上的 責 任，並 查究每 名 人員／每

一方面是否有不足之處；  

 

( c )  評估部 門適用 於 處理此 事的現 有 指引是 否足夠 ， 並提出適

當建議 優化部 門 政策、 指引及 程 序，以 確保部 門 配合政府

有 關 香 港 生 物 多 樣 性 及 樹 木 管 理 的 現 行 政 策 、 法 例 及 指

引；以及  

 

( d )  建議在短、中及長期實行的改善及補救措施。  

 

 

I I .  調查小組成員調查小組成員調查小組成員調查小組成員  

 

2 .  調查小組 成員 包 括兩名總 康樂 事 務經理、 一名 高 級康樂事 務經

理及一名康樂事務經理，所有成員的職責均涉及樹木管理工作。  

 

 

I I I .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經過經過經過經過  

 

3 .  二零一七 年五 月 二十三日 ，食 環 署把一宗 投訴 個 案轉介大 埔區

康樂事務 辦事處 ，以修剪 大埔廣 福道沿路 部分過 於茂密的 樹枝。 新

界東樹木 小隊（ 小隊）主 管（人 員甲）在 二零一 七年六月 二日下 午

進行實地 視察工 作，發現 樹木部 分枝葉過 於茂密 ，樹上也 有枯枝 ，

須作適量 修剪， 因此其後 安排屬 下小隊在 二零一 七年六月 六日進 行

修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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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人員甲在 修樹 行 動當天沒 有參 與 修樹工作 。不 過 ，他已指 示小

隊 隊 長 只 為 有 關 樹 木 作 「 輕 微 修 剪 」。 小 隊 由 一 名 高 級 技 工 帶 領 ，

在當天上 午九時 十五分至 十時十 五分在廣 福道進 行修樹工 作，並 在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繼 續 有 關 工 作 。 全 部 工 作 在 當 天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完

成。參與修樹行動的人員包括：  

 

( a )  人 員 乙 —小 隊 隊 長 ，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六 日 使 用 電 油 鏈 鋸

進行修樹工作；  

 

( b )  人員丙—在二零一七年六月六日負責協助管制人流；  

 

( c )  人 員 丁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六 日 上 午 負 責 協 助 管 制 人 流 ，

但在下午則沒有參與該項樹木工作；以及  

 

( d )  人 員 戊 —在 二 零 一 七 年 六 月 六 日 上 午 於 液 壓 高 空 工 作 台 上

協助人 員乙收 集 經修剪 的枝條 ； 以及在 二零一 七 年六月六

日下午協助管制人流。  

 

5 .  在下午三 時零 五 分，漁農 自然 護 理署（漁 護署 ） 告知新界 東樹

木組人員 ，指該 署收到市 民查詢 樹木工作 導致廣 福道有鷺 鳥受傷 事

宜，並要 求康文 署停止樹 木工作 。下午四 時四十 分左右， 漁護署 及

愛護動物協會的人員到達現場，並在樹木殘枝中發現一些幼鳥。  

 

 

I V .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6 .  為進行調 查， 調 查小組蒐 集了 二 零一六年 內進 行 樹木檢查 及修

剪工作的 記錄、 訓練記錄 ，以及 相關人員 的陳述 。調查小 組於二 零

一七年六 月十六 日及十九 日與新 界東樹木 組相關 人員會面 ，並於 二

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到實地視察。  

 

7 .  此外，調 查小 組 參考了現 行修 樹 指引、新 界東 樹 木組的指 揮架

構及監管，以及其他區域樹木組的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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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調查調查調查調查 結結結結 果及結論果及結論果及結論果及結論  

 

8 .  調 查 小 組 徹 查 事 件 後 ， 認 為 事 件 由 多 個 成 因 引 起 ， 例 如 相 關 人

員對保護 野生動 物的知識 不足、 修樹方法 不當， 以及小隊 的監督 和

人手不足 等。調 查小組就 此提出 多項建議 ，以避 免日後發 生同類 事

件。  

 

對對對對 保護野生動物的知識不足保護野生動物的知識不足保護野生動物的知識不足保護野生動物的知識不足  

 

9 .  在 部 門 層 面 ， 康 文 署 目 前 並 未 就 《 野 生 動 物 保 護 條 例 》（ 第

1 7 0 章 ）、 鄰 近 位 於 大 埔 鷺 鳥 林 具 特 殊 科 學 價 值 的 鷺 鳥 棲 息 地 、 本

港鷺鳥林 的位置 或特點， 以及樹 木管理工 作中有 關保護野 生生物 的

工作守則 和指引 ，建立資 料儲存 庫。康文 署現時 的培訓亦 未有涵 蓋

保護野生 動物方 面的知識 。康文 署應就這 方面作 出改進， 加強培 訓

內容和知 識管理 ，確保樹 木管理 工作不會 影響野 生生物保 育工作 ，

兩者並行不悖。  

 

1 0 .  在行動層 面， 雖 然有關工 作並 未 訂有具體 指引 ， 但前線主 管與

人員在安 排樹木 工作時， 應運用 常識和判 斷力， 以避免或 盡量減 少

對野生動 物（例 如雀鳥和 鳥巢） 造成影響 。這次 事件中， 小隊主 管

顯然低估 了事情 的複雜程 度和樹 木工作對 野生動 物的影響 。由於 主

管當時應 知道或 應已知道 所涉樹 木中存有 野生雀 鳥，故此 他應把 樹

木工作編 排在鷺 鳥繁殖季 節過後 才進行， 以盡量 減少對野 生雀鳥 的

影響；另 外，主 管亦應安 排樹木 工作於他 本人在 場時進行 ，而非 指

派下屬代 為領導 小隊。主 管和小 隊隊長兩 人之間 的溝通也 有改善 空

間，主管 在指派 小隊於自 己不在 場的情況 下進行 工作前， 應該先 確

保指令已 清晰傳 達，清楚 解釋， 並確定隊 員明白 。另一方 面，雖 然

康文署並 未就保 護樹上野 生動物 訂定指引 ，事件 中也沒有 確實證 據

顯示二零 一七年 六月六日 有市民 要求小隊 停止修 樹工作， 但小隊 應

運用常識 和保護 野生動物 的意識 ，在發現 鷺鳥鳥 巢時，便 應知道 即

使修樹時格外小心，仍可能會影響鷺鳥鳥巢，所以應該終止行動。  

 

11 .  事 件 反 映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培 訓 和 相 關 指 引 須 就 保 護 野 生 生 物 事

宜，予以 優化。 在展開行 動前， 應先適當 評估樹 木工作對 野生動 物

可能造成 的後果 和影響。 另外， 應仔細考 慮人手 調配安排 ，衡量 個

別個案是 否需要 主管在場 監督。 人員之間 應加強 互相溝通 ，確保 行

動符合修樹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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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樹方法不當修樹方法不當修樹方法不當修樹方法不當  

 

1 2 .  調查小組 認為 ， 以截頂方 法過 度 修剪樹木 屬不 可 接受。小 隊隊

長自二零 一一年 起擔任此 職位， 曾接受相 關樹藝 訓練，亦 有實務 經

驗，理應 掌握基 本修樹技 巧，但 這次事件 中的修 剪工作， 卻與修 樹

指引所要 求的基 本水平有 相當差 別。如當 日的修 樹工作妥 當執行 ，

對雀鳥的 影響定 可減到最 低。調 查小組認 為修樹 工作執行 不當， 導

致過度修 剪，有 違現行修 樹指引 。相關人 員的表 現未達標 準，又 未

有遵照指 引行事 ，康文署 已就此 按照部門 既定指 引採取適 當行動 。

康文署應 考慮和 實施更多 措施， 提升前線 人員在 樹木管理 方面的 知

識、意識和技術水平。  

 

小隊的監管及人手不足小隊的監管及人手不足小隊的監管及人手不足小隊的監管及人手不足  

 

1 3 .  調查小組 認為 該 項樹木工 作實 無 須急於安 排在 六 月六日進 行。

調查小組 相信， 如當日有 主管級 人員在場 督導， 應可避免 或減輕 樹

木工作對 鷺鳥的 影響。根 據現行 安排，新 界東樹 木組大埔 小隊會 獲

指派於主 管不在 場情況下 使用液 壓高空工 作台車 輛工作， 是次事 件

反映此安 排並不 理想，因 為獲指 派人員未 必有足 夠能力或 經驗負 起

看管全隊 的責任 。是次事 件中， 獲指派人 員的工 作包括控 制液壓 高

空工作台 、確保 隊員及公 眾安全 ，以及識 別須修 剪的樹木 。小隊 為

盡快完成 修樹工 作，出現 誤剪樹 木及過度 修剪的 情況。調 查小組 認

為如主管 有參與 這項修樹 行動， 是次不幸 事件或 可避免。 調查小 組

的結論是 ，鑑於 是次事件 較複雜 和敏感， 在此情 況下就編 排樹木 工

作作出的 決定， 屬不審慎 和不恰 當。遇有 小隊的 直屬主管 須處理 其

他緊急事 宜情況 ，應可採 取行動 重新編排 時間進 行該項非 緊急樹 木

工作；或 請示高 一職級上 司進行 恰當人員 調配。 康文署已 按照部 門

既定指引 ，就樹 木工作對 野生動 物造成影 響，以 及在非緊 急行動 中

人員調配不當事宜，對有關人員採取行動。  

 

1 4 .  調查小組 注意 到 新界東樹 木組 工 作繁重， 包括 前 線樹木工 作、

行政職務 及監管 層面的監 管角色 。短期而 言，新 界東樹木 組應就 小

隊如須在 直屬主 管不在場 時進行 大型、複 雜和敏 感的樹木 行動， 探

討可否安 排較高 職級上司 暫代小 隊主管履 行職務 的可行性 。長期 措

施方面， 康文署 會就新界 東樹木 組的資源 需求及 人員調配 進行詳 細

檢討，尋找改進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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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 .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1 5 .  為 免 日 後 發 生 同 類 事 件 ， 康 文 署 已 經 ／ 將 會 採 取 以 下 補 救 措

施：  

 

 短期（已於二零一七年七月完成）  

 

( a )  向規劃 署取得 具 特殊科 學價值 地 點的邊 界資料 ， 並提醒分

區辦事 處及區 域 樹木組 在該等 地 點進行 樹木工 作 時須多留

意有關邊界；  

 

( b )  與漁護 署建立 和 維持定 期溝通 的 渠道， 並識別 由 康文署管

理的樹木中的鷺鳥林地點；  

 

( c )  提醒所 有區域 樹 木組和 園藝承 辦 商，進 行樹木 工 作時須避

免對野生動物及環境造成滋擾；  

 

( d )  向 所 有 有 關 人 員 ／ 承 辦 商 再 次 傳 閱 《 樹 木 修 剪 的 一 般 指

引》，並提醒他們 正確的修樹技術；以及  

 

( e )  對小隊加強監管。  

 

 中期（以在二零一七年年底前完成為目標）  

 

( f )  在下述 各方面 ， 檢討內 部有關 樹 木管理 工作的 政 策、指引

及程序：  

 

�  向相關 決策 局／ 部門及 有關 組織 尋求意 見， 例如 香港

觀 鳥 會 、 嘉 道 理 農 場 暨 植 物 園 ， 以 及 愛 護 動 物 協 會

等，以 期優 化康 文署的 有關 政策 、指引 及程 序， 確保

配合政 府有 關香 港自然 保育 及樹 木管理 的現 行政 策、

法例及 指引 （包 括可能 影響 鷺鳥 林等野 生動 物繁 殖地

或棲息地的樹木管理工作）；  

 

�  與各區 域樹 木組 合作， 並檢 討如 何制訂 最為 妥善 的員

工調配計劃，以便在不同情況下進行樹木工作；  

 

( g )  與漁護 署合作 ， 並制訂 工作流 程 ，以便 在有急 切 需要時，

處理可 能影響 鷺 鳥林等 野生動 物 繁殖地 或棲息 地 的樹木護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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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改進為前線工作人員而設有關修樹技巧的複修培訓；  

 

( i )  在日後的培訓中加入保護野生動物的課 題；以及  

 

( j )  改進樹 木檢查 報 表及康 文署的 樹 木管理 資料庫 ， 把特殊地

點的狀 況及樹 木 情況載 入 報表 及 資料庫 ，為進 行 樹木管理

工作提供參考。  

 

 長期  

 

( k )  與相關 決策局 ／ 部門聯 絡，探 討 是否須 修訂有 關 通告及指

引，在樹木工作中涵蓋保護野生動物事宜；以及  

 

( l )  檢討組 織架構 、 資源需 求及各 樹 木組的 調配事 宜 ，以尋找

改進空間。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二零一七 年年年年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月月月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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