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社區氣候應變能力:
改善現時臨時避暑中心，減低酷熱天氣和氣候變化引致極端天氣對社區的風險

建議書

1. 摘要

全球氣候變化帶來史無前例的極端天氣現象，香港天文台表示今年7月是本港自1884年有
紀錄以來最熱的月份，不適切居所人士和弱勢社群往往首當其衝。經各種調查後發現，現

時的避暑中心因地理位置、個人財產安全和衛生、資訊不清晰等因素未被善用。夜間臨時

避暑中心的數目不足以應付未來需要，中心的開放條件亦沒有考慮不適切居所室內高溫。

此外，現時在深水埗區沒有特定 『日間避暑』的公共場所，市民到處尋找日間避暑空間。

政府在2021年公布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本港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的策
略和目標，還聲明需要推行各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政府必須加強社區氣候應變

配套，改善消暑降溫設施，從而增強草根階層以致整體的社區氣候應變能力。該建議書包

含了社區氣候應變關注組（簡稱『關注組』）的5項主要建議：包括 1) 加設日和夜間臨時避
暑中心數量，或搬遷到更方便酷熱高風險人士地點, 2)為酷熱高風險及不適切居所集中地
區設立『特殊臨時避暑中心開放標準』, 3) 提供更完善設備，提升個人財產安全，衛生問題
, 4) 改善指示路牌，資訊發佈系統和公眾教育, 和 5) 進行研究及評估：如何長遠改善社區
氣候適應及應變措施。最後，本建議書亦提供了額外建議及向政府部門的提問。

2. 背景

極端天氣現象

全球氣候變化帶來史無前例的極端天氣現象，這夏天，多個國家都經歷了無數熱浪，嚴重

旱災及水浸等災難。早前，鄰近亞洲城市首爾剛經歷了100年內最嚴重的暴雨，多區水浸
導致13人死亡。

極端天氣亦嚴重影響本港，天文台表示今年7月是自1884年有紀錄以來最熱的月份，並打
破了11項紀錄 （包括共21日酷熱為單月最多，月平均最高溫攝氏33.3度，攝氏36.1度歷來
7月最高溫等等)1。面對氣候變化引致的極端天氣現象，弱勢社群和不適切居所人士往往

首當其衝，更容易受到影響。有多項研究和報道指出，近七成不適切居所內酷熱程度更勝

室外，一般比室外氣溫高攝氏4至5度2。有深水埗劏房並錄得攝氏37－45度的高溫。氣候
變化只會令極端天氣現象更嚴峻，帶來更多的酷熱和熱夜。

熱－慢性疾病和影響日常生活

世界衞生組織指出，持續的酷熱天氣及極端高溫，會誘發可致命的中暑，令心血管及呼吸

系統疾病等慢性疾病惡化，尤其對易受酷熱天氣影響的長者及兒童構成健康風險。據估計

，在香港的炎熱季節，氣溫從攝氏29度起每上升1度，入院人數便增加4.5%3。根據香港樂

施會2021年的研究報告，近七成劏房戶受訪者表示在酷熱的天氣下影會響日常生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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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身體情況轉差，不能集中做功課，溫書，工作，精神壓力上升，還會令蚊蟲鼠患問題加劇

，嚴重影響生活4。

3. 現時情況

現時的避暑中心因地理位置、個人財產安全，衛生、資訊不清晰等因素未被善用

小組分析了極端天氣對不適切居所住戶的影響和現存酷熱及熱夜紓緩措施，發現民政事

務處轄下的夜間臨時避暑中心未被市民善用。當酷熱天氣警告於下午四時半仍然生效，政

府會在全港18區開放18間夜間臨時避暑中心供有需要人士在晚上10:30至翌日早上08:00
入住。本關注組經訪問和根據近日報道卻發現多個住劏房單位的基層市民為了降溫選擇

去『瞓公園』5，而不是去夜間臨時避暑中心。

地理位置不理想

部分夜間臨時避暑中心位於偏遠不便地點，而且遠離不適切居所集中區域。在極端天氣下

，年紀老邁或行動不便人士較為難以前往。以深水埗區為例，由大南街經南昌街步行到石

硤尾社區會堂平均需10分鐘，但長者及行動不便人士可需要20分鐘或以上。 受最大影響

的弱勢社群通常為了省錢，不會選擇乘車到達 (請看圖片1）。

圖片1：石硤尾社區會堂步行時間

個人財產安全和衛生問題

經本關注組調查，夜間臨時避暑中心用家表示擔心個人財物的安全（無家者更擔心家當安

全問題）和場內環境衛生問題。設施亦不足，如欠缺儲物櫃，還有些夜間臨時避暑中心沒

有或沒有開放更衣室、浴室設施。隨著智慧城市發展，大部份市民現時都擁有智能手提電

話，但在臨時避暑中心不能方便地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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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中心位置，資訊發佈系統不完善

有市民不清楚臨時避暑中心位置，因現時沒有臨時避暑中心的街道指示路牌，亦不知道何

處能找相關避暑中心的資料。如果長者及首次前往中心的市民，特別在光度偏低的晚上，

尋找道路更困難。

夜間臨時避暑中心的數目不足以應付未來需要

香港中文大學（簡稱『中大』) 剛剛在今年8月21日，發佈了新聞稿分享研究進展，內文表示
現有避暑設施不足以應付未來需求 ，宜長遠規劃並增設降溫設備及公共空間（請看圖片2
）6。按照中大發布的『夜間酷熱風險圖』，不適切居所集中區的深水埗、油尖旺、土瓜灣等

地區皆是夜間酷熱高風險地區，而現時各區只有一間夜間臨時避暑中心。

圖片2：夜間酷熱風險圖 （香港中文大學）6

沒有特定 『日間避暑』公共設施，市民到處尋找日間避暑空間

現時民政事務處會容許『夜間臨時避暑中心』的走廊位處在日間供市民作避暑用途，但走

廊位處座位和配套不足。以深水埗的石硤尾社區會堂為例，場內走廊放置的長凳在酷熱天

氣下被避暑的市民坐滿，但沒有冷氣開放，四面牆上的多部風扇則全數開啟都不足以完全

散熱7。

有部份市民會走到鄰近商場如西九龍中心避暑，但商場座位也不足，食肆成為基層市民的

避暑中心。多間食肆及快餐店有不少中小學生及長者，長時間逗留在食肆休息。更有家長

帶同孩子到快餐店做功課。 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宏興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期天

氣炎熱不少市民在食肆內休息，部分更沒有消費，情況影響食肆收入，但郭宏興表示理解

市市民在酷熱天氣下的無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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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民政事務處有開放『額外可作日間避暑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但按照2022 年 7 月
更新的名單，全港只得8間，沒有在深水埗和油尖旺等高風險區開放。

開放條件沒有考慮不適切居所室內高溫

現時, 夜間臨時避暑中心只會在『酷熱天氣警告』訊號生效時開放，但並沒有考慮到酷熱高
風險的地方（高密度市區或通風較差的不適切居所），氣溫一般比室外更熱。根據樂施會

2021年的研究報告，劏房內與戶外氣溫溫差最高可達5.8度，反映避暑中心現時的開放條
件並未能關顧劏房居民的需要。有近七成劏房戶受訪者表示政府現時設置的援助改善劏

房住戶應對極端天氣不足夠4。

社區及商戶自願開放避暑空間

Social Ventures Hong Kong 社區創效團隊 (簡稱『SVhk』),面對炎熱的夏天推動各界開放
閒置空間作為『夏日休息站』讓街坊不必需消費都可以去休息避暑。 現時已獲得8個社區
伙伴響應（包括NGOs/小店），主要分佈在深水埗、大角咀和葵興區，於不同時段免費開
放。此外，近日在大角咀一間基督教宣道堂也自願開放冷氣空間給市民使用, 不過部分人
因未接往疫苗，只能坐在門外乘涼8。

4. 現有政策：

為回應『巴黎協定』，政府在2021年10月發布了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提出本港應
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的策略和目標。政府在未來15至20年將投放約2,400億元，推行
各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9。藍圖裡第5.4項寫述『各界持份者亦需要配合在其物業
和設施落實相關的適應及應變 措施，減低極端天氣造成的影響和損失』。還有，在第5.23
項『政府會繼續加強對天災的準備和應變工作』。。。『不同部門亦會加強資訊發布的安排，

讓公眾做好準備、應變和善後工作，務求盡量減輕天災帶來的影響』10。

2019年施政報告後政府開始推行『一地多用』模式發展多用途公共設施大樓，為善用現有
社區土地，資源及設施。政府和各部門應該就以上兩項政策，現時極端天氣情況，和市民

需要，立即採取實質行動。

5. 主要建議 － 提升社區氣候應變能力

I. 加設日和夜臨時避暑中心數量，或搬遷到更方便酷熱高風險人士地點

現時，在酷熱高風險地區例如深水埗, 油尖旺和土瓜灣是沒有『額外可作日間避暑的社區
會堂／社區中心』，民政事務處必須增加日間避暑空間，讓市民可以無需消費下休息。即

使只在每年7月至8月期間開放特殊避暑空間，也會能在炎熱的夏天下幫到市民。

此外，夜間臨時避暑中心數量要提高，亦應搬遷到更方便酷熱高風險人士的地點。民政事

務處可考慮開放更多在不適切居所集中區鄰近的社區中心，或公共場所如體育館、市政

大樓、學校大堂等作避暑用途。早前本關注組與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了民意調查（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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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民研』) ，研究報告指出，70%的受訪者支持政府在酷熱天氣警告晚上開放公共場所
（如市政大樓、體育館），方便鄰近有需要市民前往借宿。有72%的受訪者認為應該增加臨
時庇護中心的數目（民意調查研究報告詳細請看附件2）。

用深水埗區為例，北河街體育館位於不適切居所集中區內，在體育館關閉時段晚上11時
至早上7點，可以開放成為夜間臨時避暑中心。雖然開放時間比一般夜間臨時避暑中心較
短，但地點更方便有需要人士特別是年紀老邁或行動不便人士前往。

II. 為酷熱高風險及不適切居所集中地區設立『特殊臨時避暑中心開放標準』

現時，天文台在考慮發出酷熱天氣警告時候，不但會考慮尖沙咀天文台總部及香港境內

其他地方的氣溫，還會考慮『香港暑熱指數』。香港暑熱指數是根據自然濕球溫度(Tnw)、
黑球溫度(Tg)和乾球溫度(Ta)綜合計算出來 (反映溫度，濕度，風速，和太陽輻射的綜合
影響)11。當暑熱指數接近30，就代表暑熱天氣有幾會對健康構成影響，需採取適當的防
暑措施。

本關注組建議，天文台在酷熱高風險及不適切居所集中地區例如深水埗, 放置量度暑熱
指數的儀器（請看圖片3)。更理想的是能放在室內，形成類似不適切居所環境。如果在該
區量度的暑熱指數達到30或以上，經天文台的通知，民政事務處可在局部地區開放臨時
避暑中心。

圖片3：量度『香港暑熱指數』儀器 －『暑熱壓力感測系統』（香港天文台）

III. 提供更完善設備，提升個人財產安全和衛生問題

提供不同大小的儲物櫃，市民逗留時能擺放個人物品，減少個人財產被偷竊的憂慮。為

提升市民逗留時個人衞生，建議開放更衣室或浴室讓市民使用。最後，提供更多叉電位

置或裝置讓市民充值智能手提電話使用。

IV. 改善指示路牌，資訊發佈系統和公眾教育（請看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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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市民容易識別關於避暑或應對極端天氣的事項，政府可設計標誌性圖像(logo)和宣傳
手法，口號等等，對市民形成深刻印象。例子包括環境保護署創立的『大嘥鬼』，或SVhk
社區創效團隊設計的 『夏日休息站』標誌 （例子請看附件3）。

加放清晰指示路牌, 讓市民容易找到臨時避暑中心地點。在酷熱高風險及不適切居所地
區，需要加倍放置路牌。要令到市民更容易在燈光較暗的晚上找到避暑中心，建議將某

些路牌安裝發光或輔助燈光裝置。在某些居住了少數族裔市民的地區，路牌可加設其他

語言(或提供QR code到翻譯頁面)（例子請看附件3）。

在酷熱高風險及不適切居所區內大廈的『告示板』能貼上海報展示避暑設施地點，地圖，

聯絡電話和基本資料。調查後發現，因劏房空間小，住戶大多數擁有智能手提電話（例子

請看附件3）。建議善用現有天文台社交媒體和手機應用程式。當天文台發出酷熱天氣警
告時，用家便會收到通知，選項裡亦可長期加設臨時避暑中心資料。配合增加了的新指

示路牌，更方便市民前往臨時避暑中心。

推行公眾教育活動，致力宣傳及提高市民對臨時避暑中心，氣候適應，暑熱風險等的認

知和意識。從而，減少極端高溫誘發的疾病及減低健康風險。

V. 進行研究及評估：如何長遠改善社區氣候適應及應變措施

民政事務處需在上述的酷熱高風險及不適切居所集中地區，帶領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及

持份者進行研究及評估，報告結果可將用於設立長遠社區氣候適應及應變措施。調查需

要評估日和夜間臨時避暑中心的數目，地點和覆蓋率是否符合社區現時及將來極端天

氣現象的需求。研究亦需包括其他政府部門及持份者，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天文台，

學術界， 災難防護應變專家，及經營社區會同／社區中心的機構等等。

6. 額外建議

政府可先在深水埗或油尖旺區實行『先導計劃』，如效果理想，可拓展到其他酷熱高風險

及不適切居所集中地區。

如增加臨時避暑中心數目或其他避暑服務需要更多人力資源，政府除了聘請更多員工，

亦可以考慮應用社區互助網絡概念，實行『社區自願(人力）計劃』。例如，招募已退休人
士，身體健全長者，或沒有全職工作的家庭主夫／婦，做基本培訓，然後在酷熱天氣或

其他突發氣候災難情況下時可提供協助。比如，SVhk 的 『夏日休息站』已培訓了10多個
『社區職人』（都是媽媽），在休息站提供協助。社區互助概念亦可以提升鄰里關係和社區

團結精神。

最後，以屯門區議會成立的『社區危機應對小組』為例，深水埗區議會，或其他酷熱高風

險及不適切居所集中地區的區議會，亦可以考慮成立類似的工作小組12。設立工作小組

能在區內創建討論和計劃行動的平台，提升社區氣候適應能力，減低氣候變化和極端天

氣事件帶來的各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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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問

至民政事務處的提問：

a. 請問2019年、2021年和2022年各區夜間臨時避暑中心的開放日數和服務人數是什
麼？據了解，使用者的居住背景是公屋住戶、不適切居所住戶、露宿者、或其

他？

b. 民政事務處去年9月1日至30日，以先導計畫形式，每日恆常開放5間指定夜間臨時
避暑中心，供有需要人士使用，不論當日天文台有否發出酷熱天氣警告訊號。可以

分享先導計畫的結果或數據嗎？各個避暑中心平均每晚使用人數是幾多？

c. 請解釋，市民能否在日間使用民政事務處網頁列明的 『臨時避暑中心』作避暑用

途？如果可以，是否只限制於中心的走廊位置？

d. 『額外可作日間避暑的社區會堂／社區中心』是用什麼準則而決定在那些地區開
放？

e. 南昌社區中心是深水埗區的夜間臨時避寒中心，為什麼不同樣地設立成臨時避暑
中心？

至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提問：

a. 會否與民政事務處合作，研究和開放合適的體育館作夜間臨時避暑中心？

至天文台的提問：

a. 在『夜間酷熱高風險地區』如深水埗區（室外和室內地方）放置量度暑熱指數的儀器
可行嗎？天文台會否支持這建議？

b. 有其他方法量度酷熱高風險地區和不適切居所（如劏房）內的微氣候嗎？

8. 文件提交

文件提交於 2022 年 9月 15日深水埗區議會地區設施及社區事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討
論。

請民政事務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天文台代表出席或回應本文及委員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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