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mage: ]




    
        
       
			
            
			   
    

        
        
                       	
                    主頁
                
	
                    
                      瀏覽                    
                    
                        所有刊物
                        所有文章
                    

                
	 
					Eng				
	
				
				


           
           
        

		 
    




    
     
        
            
		
	     
        
            
			 
			 			 全文
新聞標題
記者/編輯
攝影
內文
相片描述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瀏覽頁

    

		   


		   
		   	
		   
            
		
    受台灣高價購船影响 拆船業陷困境 有待政府扶助 撥出更多淺灘進行拆卸 協助淸理廢料減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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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近年台灣拆船業有驚人的發展；用低廉工資及較高的購船價與本港競爭，使到很多擬在本港解體的船隻均紛紛轉售予台灣方面，以獲取較豐厚的利潤。香港的拆船業從而大受影响，拆船工程減少約六成，拆船廠由全盛時期的廿多間縮減至六間，而且只有半數能接足工程正常工作，其餘均陷入半停工狀態。本港拆船業的前景殊難樂觀。
富茂拆船公司副廠長馮家强表示，本港拆船工程多在海上進行，十分消耗人力、物力。所以，政府必須在多方面扶助拆船業的發展，如提供更多適合興建拆船廠的淺灘及協助淸理廢料（油屎）問題，否則，拆船業日趨萎縮的局面將無法避免。
他又指出，現時在本港待拆的船隻（解體船）可謂屈指可數，所以很多採購不到解體船的工廠，均被迫停工，待購得船隻後才復工。
拆船業曾經在六十年代成爲本港盛極一時一的重工業，平均每年拆船逾百艘，並有二十多間具規模的拆船廠。可是，踏入七十年代後，本港的拆船業便直走下坡。馮氏認爲拆船業一蹶不振的原因，主要是台灣拆船業進展奇速的影响，搶去本港大部份的拆船工程，而本港拆船工人不足亦嚴重打擊拆船業。
同時台灣拆船成本較本港低，而購船價卻較本港高。所以，很多解體船都給台灣用高價搶購過去。目前，台灣方面的購船價是視乎船隻排水量多少而定，通常，一艘四千多噸的船隻，台灣可出價毎公噸一百八十至一百九十美元，而五千噸以上的船隻，更可出價高達每公噸二百多美元；反觀本港，出價約爲每公噸一百六十至一百六十七美元左右，遠較台灣爲低。
另外，在海上拆船的工作環境十分惡劣，危險性又高，所以很多工人都裹足不前；加上，近年本港建築業異常蓬勃，技工供不應求，很多拆船工人都被建築行業高薪吸引而轉業，使人手呈現短缺的拆船業更感工人難求。
不過，在七十年代末期，拆船業曾有過復甦現象。據一九七八年統計數字顯示，當時共有九間拆船公司，接獲廿二艘拆船工程，而正在解體的船隻共有十多艘；該數字實爲當時的最高紀錄。據悉，拆船業復甦是受到·新興的轆鐵工業刺激造成。同時，現代化的貨櫃船取代古老舊船，提供了大量待拆的古舊船隻。再加上滯留本港的難民船如天運號、滙豐號及勝昌號等均大大增加待拆船隻的來源。然而，這個現象只屬曇花一現，對整個拆船業並無起死回生之效。
近年，燃油價格大幅度上漲，很多耗油量大的舊船已受淘汰，使待拆船隻的數字大增。不過，馮氏認爲這批船隻不會對本港拆船業造成裨益，因爲它們應該會悉數被台灣高價採購，故燃油價上漲並未能成爲拆船業的救命靈丹。
現時，本港的拆船廠集中在將軍澳的西部。一般來說，毎間拆船廠可分四部門，風銲部、機房部、運輸工程部及雜工技術部。在進行拆船工程前，工人必須先淸理船上雜物，拆木及淸理油屎。然後，驗船官檢查船上有否易燃物體或氣體，驗妥後便發出證書，再由海事處安全組檢驗一次，証實安全後，拆船工作才可以正式開始。而拆船的步驟是由上層拆向下層，由船身兩端拆向中間，拆至船底後，工人可把船從海中拖上淺灘，繼續進行最後工程。
整艘船肢解後，約有百分之七十可再鍊成鋼鐵，百分廿五爲廢鐵，其餘爲廢料。軋鋼廠把船鋼切成鋼條，軋成鋼筋，可供本地及外埠建築之用。而廢鐵則可運往外埠，如韓國、泰國及台灣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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