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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建築是近年世界大趨勢。不論是歐美發達國家，抑或是一些新興發展城市，

近年都致力推動綠色建築作為達至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手段。 

其實，可持續發展與環保建築設計概念，早在十多年前已經在香港建築專業界醞

釀研究以及嘗試推行，但是多年前的政府並沒有認真思考何謂長遠的可持續發

展，遑論環保建築設計是應該包含甚麼元素以及設計目標是甚麼。 

經過業界自發研討摸索之後，一些初步的以及比較完整的設計指引開始出現。而

政府當局亦較積極推動綠色建築的發展。當然，除了政府參與之外，推動一個城

市的環保綠色建築最終還是需要私人發展商以及專業人士的直接支持與參與。香

港大部分樓宇是私人建築工程，我們亦只可以引導的方式推動私人發展工程盡量

加入有實質環保功能的設計，但不宜用完全強制的手段把一些可能還是未經完全

驗證的設計概念及元素迫令放進這些私人工程。 

多年前香港已發展出一套「綠建環評」的制度，用以指導建築工程應如何設計、

建造以及現有建築物落成後日常管理當中如何才能達到「綠色」目標。而屋宇署

近年亦有詳細指引，訂出一些有關綠色建築設計的基本要求，同時亦以提供綠色

建築元素作為換取一些建築面積豁免的條件。經過多年的嘗試與磨合，香港近年

出現更多貼上「綠色」標籤的建築。 

也許不少讀者的家居也擁有不少綠色設計元素，而他們的大廈也擁有最高的「綠

建環評」評價，但大部分讀者也未必會清楚知道、了解他們擁有的綠色建築元素

或設施是有多少？因為不少這些設施或者設計都是擺放在公共地方或是外牆，這

些元素的作用及功能幾乎與業主購買的單位沒有甚麼直接關係。一般業主最為熟

悉常見的可能只是為了提升隔熱效能而在窗戶安裝的中空隔熱玻璃。 

那麼，那些「綠色」元素是否真的對建築物的使用帶來實質的環保效用？又或者

只是為滿足一些法定要求，這是環保還是浪費資源製造廢物呢？ 

玻璃幕牆採日光 卻令室溫上升 

一些在住宅樓宇常見的綠色設施及設計包括綠色天台，垂直綠牆、太陽能板、遮

陽板、隔熱中空玻璃、雨水循環回收系統、自動燈光開關控制系統、節能電升降

機、限流水龍頭及浴室花灑頭等。其實不少業主亦難以真正體會到這可帶來甚麼

環境改善之處。除了隔熱玻璃可較有效阻隔熱力傳入室內之外，這些設施對他們



的價值並不直接。 

以往有一些設計以增加自然光為理由，把傳統的實芯外牆都轉為玻璃幕牆或落地

玻璃設計，美其名讓更多自然光進入並減少使用電燈。可是，當更多外牆轉為玻

璃之後，更多的熱能也隨之而傳入而令室內溫度在溫室效應下提升很多，這樣也

增加了冷氣的負荷及電力的消耗。 

這個例子正好反映了一些綠色的概念可能同時亦帶來了不環保的負面效應。所以

在真實的世界裏，怎樣比較和選擇環保設施，仍需要有更多更全面的長遠成效資

料、數據供業界和業主參考。 

環保設施 需考慮日後維修保養 

與此同時，很多環保設計和設施的安裝也帶來了不少樓宇日常保養維修的額外負

擔及難度。一些設計往往只追求更多更新穎的元素，但沒有全面周詳地去評估這

些設計在日後的長遠維修保養需要、工程難度及相關財務承擔。 

譬如，當那些太陽能板破損或失靈時，更換或大型維修所需的費用可能比新安裝

還要貴，因為日後運輸及安裝那些面積龐大的太陽能板的工程難度遠比起樓時大

得多。又例如綠化天台的維修保養往往會涉及相當複雜的排水及防水層工程，甚

至乎經常的更換泥土植物工序。這些工作所需要的費用往往沒有一個完整及準確

的事前預算，假如大廈又沒有足夠的維修儲備，面對這麼大的財務承擔，很多個

別業主在沒有任何安全迫切性下亦不易尋求共識。因而很多所謂綠化設施，在各

種資源限制下變得失去原有設計功能，漸漸被荒廢不再使用，變成廢物。更甚者，

造成其他維修問題。 

所以，綠色設計不應只是考慮政策需要又或者單純從理想的「環保」概念出發，

他們長遠的維修保養以及管理安排及實用性亦需要一併在前期設計階段作深入

的探討、評估及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