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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師學會舵手 難忘參與經典建築 
 
 

 

香港測量師學會最近可謂相當高調，接二連三就本港房策發聲。這一切似乎是由何國鈞去年十二月接任會長後開

始，他卻不以為然。不過想提升業界的社會形象，是不爭的事實。曾經在山頭遠眺對面山起樓的黃毛小子，長大後
有份建成滙豐總行、復修舊立會大樓、牽頭搞岩洞污水處理廠，他想說：「別擔心做不來，因每個人也有能力。」

現在的他，最想在年輕人心中「起樓」，建一幢屬於測量行業的樓。記者 王東亮 

 
測量師學會近日搶盡鎂光燈，不止就土地、房屋及建築政策，提出檢視工廈地契中工業用途定義、促進私營

機構釋放土地、處理長者住屋等七項建議，當中更涉及合法劏房問題，成功掀起社會輿論。 

 
去年十二月接任測量師學會會長的何國鈞直言，自他加入學會十五年來，辦新聞發布會提七大建議，應該是

第一次，「我們不是搶風頭，只是想趁十月新特首《施政報告》對外公布之前，針對政策提出專業意見，做學會應
該要做的事。」 

 
小時天天睇起樓覺好好玩 

 
不過談起測量，很多人總是知其名、不知其實，何國鈞選擇換個方法解釋。「測量行業分六個組別，就如土

地測量師就是做上天下海的事，『上天』即是衞星定位、繪製地圖及航拍；『下海』則是用聲納測繪河牀地形，取
得水底立體地圖，探測到水底的深溝及高山。」他又把建築測量師形容為「樓宇醫生」，專門檢視建築物的安全情

況，尤其是涉及舊樓外牆裂痕及鋼筋外露問題。 

 
他本身則是工料測量師出身，主力做樓宇的成本控制，「即是要管數，估計建築物的建造成本，盡量不要有超

支，並制定招標文件等，不像產業測量主要評估建築物的市值。」 

 
但他記得，當年入讀香港大學時，所揀選的是建造學，「那時候是新開的課程，我是第二屆的學生，後來課程

取得英國皇家測量師學會認證為工料測量，就變成人隨學位走。」他對此沒有所謂，因為只要是與建築相關的課
程，他都受落。 

 
他憶說，小時候家住香港仔木屋，常常跑上山，看着對面公屋地盤天天動工，每一次他都看得津津樂道，「那

時候我在想，為何一座布滿樹的大山，竟可被劈開，變成一級級，用來起樓。地盤有碎石機，看着工人把石材混成
石屎起樓，建材被泥頭車搬出搬入，整個過程非常好玩。」 

 
入大學嘗倒石屎砌磚滋味 

 
四十年前他入讀港大建造學課程時，終於能一嘗倒石屎、砌磚牆及批盪的滋味，「以前的課程可以讓我們動手去

做，我實習時會把英泥加石屎，再加水，然後攪勻，製成石屎磚，甚至落手落腳砌過一幅磚牆，就連批盪也試過。」他

解釋，工料測量就是要熟悉建築流程，因為每個工序都要計錢，「計少或計多一個工序，都影響造價。」 

 
入行以來，他當然試過「估錯數」，「數據掌握得不好，就有機會估錯，好似有些地方有噪音管制，限制工作

時間，降低原有生產力，自然影響成本。又或有些建築牽涉地質難題，地下遍布硬石，要用重型機械爆石，也額外
增加成本。」但他笑言，估錯數只須向一個人負責，就是聘請你的那個人，「一旦涉專業失德，有機會被民事索

償。」 

 
兒時遠眺對面山起樓的黃毛小子，畢業後更加入利比工料測量師行，有幸參與中環滙豐總行的興建。滙豐總行

造價約五十五億港元，是當時全球造價最貴的大樓，他回想，滙豐總行的所有建築組件，全部都要度身訂造，由結
構、內籠到外牆的物料，都要在全球各地物色及招標，「標書內容全都是包設計及建造。」 

 
搞比賽冀「人人都是測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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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測量新丁的他，主力檢視大廈防火、玻璃間隔及大廈外牆等，「那時的物料涉及很多嶄新設計，如房間玻
璃間隔，會在兩塊玻璃之間，裝上電動百葉簾，至於日後如何維修，我當時就不考究了。」如今偶爾行經滙豐總
行，他也不太能相信自己竟有份參與這天價國際級建築項目。 

 

他昔日也有份負責將最高法院大樓，復修成舊立法會大樓，「大樓很多地方都已經爛了，要逐間房復修再加
固，於是在三個月內，我天天落地盤，逐間房計數，連屋頂瓦片都要逐塊數，再變成一份份標書，非常過癮。」後
來他更踩入土木工程，參與本港首個設在岩洞內的赤柱污水廠，經歷過香港建築多個「第一次」。 

 

「所以我常常覺得，走入不同行業，學生不用太擔心做不來，因為每個人也有能力，只要你有興趣，就會去
做，爭取成就感。」縱然他不再年輕，走入六十歲退休之齡，但他仍相信有能力將測量業發揚光大。八五至八九

年，他曾在理工大學做兼職講師，他日退休，他也想再返大學，再續前緣，「我就是要把我在行業學到的，分享給
下一輩。」 

 

該學會今年亦首辦「區區有特色」地區發展創作比賽，主攻學生「市場」。何國鈞信心滿滿地說：「如果這
比賽成功『出到街』，將會是我在學會最大的滿足感。」他解釋，參與比賽的學生將與測量師，一同走入社區做規
劃，「做足十八區，人人都可以是測量師。」  

 
 

十萬劏房戶 不能一刀切取締 
 

關於合法劏房議題，何國鈞說，測量師學會早在二○一三年已經講過，當年沒太大反響，但如今社會已不一樣  
。 

 
他解釋，「可能因當年社會仍未好接受劏房，認為是僭建的一種，那時因特首選舉，公眾熱論僭建，連我們學

會支持的特首候選人也捲入僭建風波。不過僭建給人感覺是有錢人想攞着數，後來劏房也演變成比較民生的討論，
只是劏房大多無考慮消防安全、走火、通風、採光等法例要求。」他認為，香港有十萬劏房戶，不可能一刀切取

締，「所以才想把貼近《建築物條例》要求的劏房變合法，危險劏房仍要取締。」 

 
盼學會持續發展 

 
然而作為專業學會的會長，他對「劏房」一詞有保留，「劏房叫法雖然傳神，但『唔好聽』，很負面，站在學

會立場，我會稱之為『分隔單位』。」 

 
曾經擔任學會義務秘書、副會長及高級副會長的他，坦言現時會長工作佔他生活中的七成時間，幸好他樂在其

中，「學會的工作的滿足感，跟自己公司搵到生意、完成一些工作項目，很不一樣，我希望見到學會可持續發展，
同時提高測量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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