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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e Management – An update for Housing Managers 

1.   Benefits of Trees 

2.   Soft Landscape includes Arboricultural & Horticultural Works 

3.   Asset Management 

4.   Definition of Tree 

5.   Tree Management in Private Sector:  Handbook on Tree Management 

        5.1  Duty of Care of Tree Owners/ OI/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   Legal Provisions for Tree Management in HK 

                           (Common Law, Cap 344, Cap 314, Land Lease—Tree Preservation Clause, Landscape Clause        

                             --Tree Felling / Tree Removal) 

        5.2   How to set up Tree Management Plan? 

                     ※    Tree Inventory: tree labels, maintenance record, tree location map etc. 

6.     Sharing of Tree Failure Cases 

7.     General Tree Care 

        7.1   Right Tree at Right Place, Tree Size, Tree Forms (Functions & Usages) 

        7.2   Case sharing of improper pruning 

        7.3   Tree Risk Assessment (Form 1 & 2) 

        7.4   Best Practices: Tree Species Selection, Supporting System, Pruning Do’s & Don’ts, Palm Tree   

                 Management,Typhoon Management, Observation to Weather Changes, Dead Trees 

 

Q&A 

 



私人屋苑 / 商場物管同工在樹木管理上遇到的挑戰 

(1) 一個物業落成之後，發展商 hand over 包括樹木在內的軟景項目予物管，除
非物管公司是發展商之附屬公司，否則在園景設計及日後維護需要方面不能及
早提出意見 

(2) 平台花園的花槽/樹穴太窄、太淺，樹木長大長高後易出問題 
(3) 平台花園的花槽土層不夠深、樹穴細，不利樹木生長 
(4) 樹藝項目在私人屋苑的開支預算一向不受重視，業戶只著重園藝時花 
(5) 物管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忽略專業樹藝工作的重要性及危險性 
(6) 近年大發展商的樓盤設計愈來愈趨多樣性，物管同工須要管理的樹木不但數量  

增加，複雜性亦愈來愈多，例如： 
a. 平台花園 
b. 空中花園 
c. 斜坡/ 垂直綠牆 
d. 水景/泳池旁 
e. 石牆樹 
f. 古樹 
g. 屋苑自設濕地公園 

 





• 本港樹木學者及保育團體均表關注 
• 有專家指現時私人土地上大樹修護管理參差，建議港府將《古樹名木冊》的監察機制引入

私人土地的大樹上 (樹博士詹志勇教授) 
• 專家又建議長遠應設立樹木法監管 (樹博士詹志勇教授) 
• 建議老牌私人屋苑或豪宅斜坡的高大樹木必須定期驗樹，特別是在風雨季前以減少風險 

(中華樹藝師公會會長歐永森) 
• 建議盡快訂立樹木法並設追溯期禁止砍伐立法前已種植的大樹；私人屋苑就範圍內所有樹

木作出普查，包括登記品種、大小及健康狀況等，並在已記錄的大樹掛上樹牌作記認；要
求業主或管理公司呈交病樹的健康報告作日後跟進 (浸會大學國際學院樹木管理專修學科
統籌及講師鄧銘澤博士) 

• 建議政府派人巡查和記錄並自行建構私人土地樹木資料庫，或業主/管理公司主動遞交相
關樹木報告則酌量減免地租作鼓勵 (長春社總監蘇國賢) 
 
 
 

    

報導重點 ： 



Property as an Investment 

• It is purchased with the intention of earning a return either through rental income 
or the future resale value 
 

• Benefits of Trees for Property as Green Infrastructure: 
 Increase property value (by 8-20%) 
 Reduce energy cost (US$2 billion/100M mature trees) 
 Remove air pollutant (784,000 tons/yr in US) 
 Low development cost comparing with other facilities 
 Urban trees are the key to liveable and sustainable future cities 

 



The GREEN facilities and SOFT landscape 

• The green facilities and soft landscape is one 
of the facilities under property management 
 

• Landscape includes: 
• Soft landscapes 
• Hard landscapes 

 
• Soft Landscape further divides into: 

• Arboricultural works, and 
• Horticultural works 

 



資產管理  Asset Management 

資產管理 
Asset 

Management 

良好樹木管理 
Proper Tree 

Care 

增強效益 
Maximize Benefits 
減少維修支出 
Lower Maintenance Costs 
減低風險 
Minimize Risks 

Source: GLTMS 



樹的定義 Definition of Tree 

>95mm 

dbh = 大概 298mm 

Measurement trunk of Diameter at Breast Height (DBH) 

從地面向上1.3米量度樹幹的直徑 
(樹圍/ 樹胸粗 dbh) 

 
 



不同政府部門管理樹木再由樹木辨統籌 – 綜合模式 



Tree Management in Private Sector 

Handbook on Tree Management: 28 April 2016 
The Greening, Landscape and Tree Management Section of Development Bureau has developed the 
“Handbook on Tree Management”(HTM) to provide private property owners the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of good practices on tree management. The HTM has been formed part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ssued under of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BMO). It aims to give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of management and safety that are to be 
observed and followed by owners in relation to trees on the common parts of a building. 

2016年4月28日 



• 提供了良好樹木管理指引和作業備考 
    Provide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of good  practices on tree management 

Handbook on Tree Management ? 

• 將《樹木管理手冊》納入依據《建築物管理條例》而制定的《大廈管理及維修 
    工作守則》 
    Form part of the Code of Practice on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issued under of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BMO) 

• Part 1 – 樹木擁有人的謹慎責任  Duty of Care of Tree Owners 
• Part 2 – 樹木風險管理的主要步驟  Key Steps in Tree Risk Management 
• Part 3 – 一般樹木護理 General Tree Care 



Part 1 –  
Duty of Care of 
Tree Owne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樹木管理手冊   Handbook on Tree Management (HTM) 
 Provide Tree Owners guidelines and standards of good 

practice in management of tree assets 

• Legal Provisions for 
Tree Management 

• Essentials of Good Tree 
Management 

Part 2 –  
Key Steps in 
Tree Risk Manage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Engage Qualified Tree 
Professionals 

• Know your Tree Stock 
• Undertake Tree Risk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Works 

• Keep Records 

Part 3 –  
General Tree Ca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Right Tree at Right 
Place 

• Quality Nursery Stock 
• Regular Tree 

Maintenance 
• Good Pruning Practices 
• Pest and Disease 

Control  
• Maintenance Records 

 

Source: GLTMS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法律責任問題？ 

塌樹殺人事件薄 - 大樹砸死人，六年四宗 2014年8月14日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法團與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 
Duty of Care of Tree Owners in Private Land   

1. 普通法下的謹慎責任 Common Law Duty of Care 
2. 佔用人法律責任條例 Occupiers Liability Ordinance (Cap. 314) 
               ※ 法團或管理公司因屋苑的地方設施破損失修或狀況欠佳，對公眾人士或第三者造成損害 
                    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 
               ※ 一般通稱為 Public Liability / Third Party Liability 
3. 土地契約條款  Provisions in Land Leases 
               ※ Tree preservation clause 
               ※ Landscape clause 
4.     建築物管理條例 Building Management Ordinance (Cap. 344) 
     ※ 大廈管理及維修工作守則 Code of Practice on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適用之法律原則： 
Legal provisions for Tree Management 
 

• 訴因 (Cause of Action) 
     (a) 疏忽 (Negligence) 
     (b) 佔用人的法律責任 (Occupier’s Liability) 
     (c) 滋擾公眾  (Public Nuisance) 



先斬未奏違契     地署警告 

明報記者 @2016年6月20日 
地政總署回覆本報，公大的批地條款載有「樹木保育條款」，並無收到業權人
提交移除樹木申請，已向業權人發出警告信並要求解釋事件 
 
公大回應：威脅公眾安全     21天內通報 
公大除了聘請園藝公司每月檢查樹木外，先後兩次聘請註冊樹藝師進行風險評
估，今年5月的評估報告指出，鑑定該鳳凰木已瀕臨枯萎，塌樹風險十分高，
對公眾造成安全威脅，所以公大採納其建議於本月8日緊急移除該鳳凰木。校
方及園境師將根據規例，於移除樹木後21天內通報地政總署。據區議會文件，
樹木辦表明若認可人士認為樹木會對公眾構成即時危險，業權人可在公眾安全
的前提下先進行必須的移除工程，但須在隨後的21天內，向地政總署提交由認
可人士撰寫的詳細報告，向署方解釋包括需修剪或移除的理由及證據。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法團與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 
經典案例： 添喜大廈事件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法團與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 

經典案例： 添喜大廈事件 

• 位處大廈1樓，屬於公共地方的混凝土簷篷因有僭建物及失修
而倒塌，造成多個路人傷亡 
 

• 簷蓬屬於大廈公用部份，法團及管理公司對其狀況置之不理 
 

• 法團及管理公司被裁定疏忽，須作出總數以千萬計的賠償 
 

• 法團最後因部份其他被告人無力支付賠償金，須承擔額外賠償
責任而被清盤 
 

• 根據《建築物管理條例》第34條規定，當法團遭清盤，但資
不抵債時，各業主須負責償還債務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法團與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 

大原則： 被動行事    vs   主動檢查 
 
許多案例顯示法庭在判決時會考慮法團 / 管理公司是否有採取合理措
施去移除風險時，「主動性」可用來衡量「合理性」。下面是一些被
指疏忽違責的例子： 

• 地面有水漬 / 油漬 / 或垃圾引致濕滑及造成危險 
• 天雨時沒有鋪上地毯，或鋪設不當 
• 清潔工作進行時沒有把有關地方隔離 
• 沒有在危險處豎立警告標示 
• 地面不平，或有不明顯的梯級 
• 被其他訪客襲擊或意外弄傷 
• 外牆紙皮石或批盪脫落，墮進街上 / 屋范公共通道弄傷原告 
• 有關地方所使用的物料太滑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法團與管理公司的法律責任 

分判： 
 
法團及管理公司對於屋苑使用者的安全所負有的法律責任，一般不可
轉授 (non-delegable)，但他們也不須直接對分判商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的疏忽行為負責。 
 
可是，法團及管理公司應採取以下的步驟： 
 
(i) 選聘合乎資格的分判商 
(ii) 合理的監督巡查制度以確保有關工作適當地完成 

 
 
* 分判合約會有彌償條款 



  Provision in Land Lease   地契條款及香港法例對樹木的監管要求 

首先要確定地界範圍  
 
可參考地政總署的地段索引圖， 
再參照屋苑的 Master Landscape Plan  



(A) 政府管理的土地上的樹木 
 

      政府建議第一類 (即位於經常使用的街道或道路) 的樹木，每年     
      需要作一次檢查，而所有古樹名木及石牆樹每年更需要作兩次   
      檢查。因應樹木生長在不同的地方，護養的注意事項可以分為 
      建築工地及私人土地。 
 
Guidelines for Tree Risk Assessment & Management Arrangement 
 
TRAM_2015_R8-Guidelines_for_TRAM_Arrangement.pdf 
http://www.greening.gov.hk/filemanager/content/pdf/tree_care/TRAM
_2015_R8-Guidelines_for_TRAM_Arrangement.pdf 

  Legal Provisions for Tree Management in HK    香港現行法例對樹木的監管要求 

Routine Tree Inspection    何謂定期檢查?  一個月?  半年?  一年？ 



(B) 私人土地 / 已批租的土地上的樹木 
 

       ※   政府建議接照《樹木管理手冊》執行，以符合在普通法下的私人 
              業主身為土地業主及 / 或佔用人所肩負的照顧責任。 
       ※   業主有責任護養其物業地段範圍內的樹木，亦可能因應某些土地 
              契約條款而需要承擔護養其地段範圍內或毗鄰地方的樹木。 
       ※   倘若你的物業屬於共有業權，最好由業主立案法團統籌需由所有 
              業主共同承擔責任的樹木護養工作。 
       ※   至於日常的樹木護養工作，應由合資格的綠化工程承辦商、樹藝 
              師 (Arborist) 或樹木專家進行。 
       ※    政府建議物業業主及樓宇管理人員應最少每年檢查其物業範圍內 
              的樹木一次。 

  Legal Provisions for Tree Management in HK    香港現行法例對樹木的監管要求 



土地契約條款 –保 存 樹 木 的 條 款 
Provisions in Land Leases 
• Tree preservation clause 
• Landscape Clause 
 

規 定 承 租 人 除 非 事 先 取 得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的 書 面 
同 意 ， 否 則 不 得 干 擾 該 地 段 上 的 任 何 樹 木 。 條 
款 並 賦 權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加 設 移 植 、 補 償 美 化 或 
重 植 的 條 件 。 

移除樹木(砍伐)的條例 



※  在私人土地方面，自七十年代起，政府已先後在土地契約中加入  
   “樹木保育條款”和“園境條款”以保育樹木。一般而言，在私人  
      土地砍伐樹木或進行大規模修剪，需向地政總署申請。 
 

※   申請需附上經合資格的樹藝師 (Arborist) 驗證的樹木資料、建議行 
       動的詳細理由、重植計劃等。在取得地政總署許可後方可移除樹木 
      。如無充分合理的理由，當局不會批准移走樹木。 

 

※    如有人在私人土地違例砍伐樹木，而有關樹木又受契約管制，地 
       政總署便會徵收額外地價作為罰款，並規定有關人士需重新植樹  
     ，以作補償。 

 

※     地政總署亦有權向違反批地條件的業主，收回已批租的私人土地。 

     移除樹木(砍伐)的條例 



1. 私人工程項目如要申請移除樹木，需向地政總署申請。 
 

2. 申請人需提交以下文件 (由合資格的樹藝師 (Arborist) 填寫)： 
(i)   Tree Removal Proposal 樹木移除計劃書 
(ii)  Detailed Compensatory Planting Proposal  
       詳細補償種植計劃書 
(iii) Tree assessment schedule 樹木檢查表 
 

3. 政府建議所有有關樹木的工程應由合資格人士 (擁有園藝、樹藝
或樹木護理相關知識) 監督及執行。 
 

4. 在完成有關工程後，需提交一份完成報告。報告內需包含被移植
或被修剪樹木的完成情況，及附有相關圖片。私人工程項目如要
申請移除樹木，需向地政總署申請。 

    移除樹木(砍伐)的具體程序 



倘 若 承 租 人 違 反 租 約 條 件 ， 擅 自 砍 伐 樹 
木 ， 地 政 總 署 可 判 處 承 租 人 巨 額 罰 款 ， 
並 要 求 他 重 植 樹 木 作 為 補 償 ， 甚 至 行 使 
重 收 土 地 的 最 終 權 力 。 過 去 幾 年 ， 地 政 
總 署 便 有 好 幾 次 根 據 租 約 條 款 ， 判 處 擅 
自 砍 樹 的 承 租 人 罰 款 ， 有 關 罰 款 大 多 介 
乎 三 十 至 四 十 萬 元 ， 而 其 中 兩 宗 較 為 嚴 
重 的 個 案 ， 罰 款 更 超 過 二 百 萬 元 。 

私人土地 / 已批租的土地上的樹木：責任問題 



Tree Management Plan 
 
 
 
 
Tree Risk Management Plan 



 Tree Management Plan – Tree Inventory  樹木管理：設立屋苑的樹木檔案 (標籤) 

29 

樹木標籤 ： 
 

(1) 樹木編號 
(2) 品種 
(3)  保養部門 
(4)  查詢電話 



 Tree Management Plan  樹木管理：設立屋苑的樹木檔案 (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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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花園 - 樹木記錄表 



 Tree Management Plan  樹木管理：設立屋苑的樹木檔案 (圖示) 

XX 花園 --  樹木記錄地圖 
                     Tree Location Map 



Sharing case: Palm tree fronds can lead to severe damage or even injuries depending on where they land! 



Tree Failure Case Sharing:    26.10.2018 





Right Tree, Right Place, RIGHT CARE 
 

1. 小喬木：金蒲桃 
       Small tree 

2. 中喬木：黃金香柳 
     Medium-sized 

3. 大喬木：垂葉榕 
     Large tree 

三分種，七分管 



Tree forms determine functions & Usages 
 
• Round 
• Spreading 
• Pyramidal 
• Oval 
• Conical 
• Vase 
• Columnar 
• Open 
• Weeping 
• Irregular 

 
Functions: shading, cooling, screening 
 
Usages: roadside, road divider, park, planter 
   
   



Conflicts between tree roots & pavement: What have you done to improve it? 

1 

2 

3 



在森林裡，並不需要樹木管理，因為没有 ”target” 

註：風險不等於危險 (但如不能分辨，則須以危險方式處理! ) 

     屋、樹、人同時存在 Risk ?  = 



• Relocate target 移走目標 

• Restricting access 限制 / 封閉相關範圍 

• Pruning 修剪 – 由合資格人士負責修剪以減少樹冠重量 (但亦會抽走樹
的營養, 減弱樹勢, stress → decline → failure) 

• Supporting 纜索/支撐 

• Soil improvement 改善土壤 / 促進氣根落地(榕樹), 鼓勵其自救 

• Pest control 控制蟲害 – 例如設置白蟻誘捕盒 ($7K/box) 

• Soil lab test – 檢測泥土之病蟲害 

• Mulching / no seasonal flowers should be planted around root flare 可
舖護根, 但不要在樹腳種時花 

• Keep monitoring tree & site condition – 制定定期監測計劃 

• Tree removal 移除樹木 - 斬樹 (此乃最後手段) 

Tree Risk Mitigation (常用之樹木風險管理手段) : 



Case sharing: Improper pruning 

【明報專訊】 屯門良景邨砍樹 業主或要承擔2600萬罰款 
2006年12月21日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61221/gml1.htm 
 
地政總署質疑屯門良景邨不當修樹違反土地契約，良景邨業主
立案法團正尋求法律意見，了解誰應為事件負責。本身是資深
大律師的立法會議員梁家傑認為，一經證實違約，良景邨所有
業主可能均要承擔上千萬元的罰款。樹木專家警告，這個例子
有如添喜大廈塌簷篷，業主因無知而可能面對巨額賠償，可堪
為鑑，公眾也有法律責任保護樹木，而挑選園藝公司時亦要小
心。【明報專訊】 
 

倘 若 承 租 人 違 反 租 約 條 件 ， 擅 自 砍 伐 樹 木 ， 
地 政 總 署 可 判 處 承 租 人 巨 額 罰 款 ， 並 要 求 他 
重 植 樹 木 作 為 補 償 ， 甚 至 行 使 重 收 土 地 的 最 
終 權 力 。 過 去 幾 年 ， 地 政 總 署 便 有 好 幾 次 根 
據 租 約 條 款 ， 判 處 擅 自 砍 樹 的 承 租 人 罰 款 ， 
有 關 罰 款 大 多 介 乎 三 十 至 四 十 萬 元 ， 而 其 中 
兩 宗 較 為 嚴 重 的 個 案 ， 罰 款 更 超 過 二 百 萬 元 。 

http://www.mingpaonews.com/20061221/gml1.htm


或問：樹木遭去頂式修剪有甚麼問題？ 

1. 不符合樹木修剪之良好作業守則 
2. 光禿禿易曬傷 
3. 不能進行光合作用 = 大樹有機會“餓死” 
4. 傷口太大難敵害蟲入侵，且惹真菌病害 
5. 再生長出來的並非結構枝，日後更易傷人和倒塌 

備註： 
專家估計台灣相思被去頂，相信是園丁所為。被
去頂的台灣相思預計只剩數年命，專家建議移除。 

但是，以上都不是重點，最重要是……？ 

6.   你管理的物業將會見報，及在網絡上被公審！ 



網絡公審例子：毛記電視 --典解要用水泥種樹嘅？ 
2015年10月27日 

1. 有網民發現馬鞍山富寶花園有幾棵樹底部被水泥封住，逐向傳媒舉報…… 

2.     屋苑管理處隨即又安排拆除及剷起水泥 



公開大學移除鳳凰木  先斬未奏違契   地署警告 

明報記者 @2016年6月20日 
公開大學發言人回應，於2014年啟用的公
開大學銀禧學院，前身為何文田警察宿舍，
當中一棵鳳凰木屹立該處超過30年。 



Case sharing: Right tree at right place? 



私人屋苑 

有亮點! 



私人屋苑 / 商場的平台花園、花槽種樹 



私人屋苑 / 商場的平台花園、花槽種樹 



Case sharing: Poor soil structure 



一切從選種開始： 

如何可以選擇，不建議在屋苑種植以下樹種，三不種： 

(1) 果樹不種； (2)落葉樹不種； (3)有毒樹種不種 



Case Sharing 



Case Sharing 



Pruning: Do’s & Don’ts  



支撐系統 Supporting System: Cabling, staking, guying, bracing, propping 



1. Bracing System 穿釘支撐 
2. Staking 固定支撐 
3. Cabling System / Guying System 拉纜支撐 
4. Propping System 承托支撐 
5. Cobra Systems 德國Cobra支撐系統 

 

Tree Supporting Systems 常見樹木支撐系統簡介 



建議可在風季前預先為花槽/大樹安裝  eye bolt anchor / cable anchor 配合支撐系統  



棕櫚樹的修剪管理  

枯幹掉落砸騎士，椰子樹遭剃光頭@16102009 

Improper Palm frond pruning 



棕櫚樹的落葉管理？  



棕櫚樹的落葉管理: 



棕櫚樹的落葉管理: 



棕櫚樹的落葉管理: 



天台綠化管理：如是後期改建切記要先入則及不建議種植大樹種 



樹木管理需知： 掌握天氣變化 



熱帶氣旋東或西登陸   破壞程度差天共地 

由於氣流在北半球以反時針方向進入熱帶氣
旋中心，如果熱帶氣旋在香港的東面登陸，
本港將會吹偏北風，但因內陸山勢阻擋，風
速會較低，而且也較乾燥。相反如果熱帶氣
旋在香港南面掠過到香港西面登陸，強風會
正面吹襲香港，而且東南風更會把海水推向
岸邊，形成風暴潮。所以若是後者，將會帶
來巨大風災。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 
掌握天氣變化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掌握天氣變化@2012年7月26日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掌握天氣變化@2015年5月11日 



私人土地的樹木管理：掌握天氣變化@2015年5月26日 



Tree felling / removal 移除樹木 

但是，如何知道該樹木已死？ 



樹木已枯死的3個特徵： 
(1) 樹皮剝落     (2) 無葉/葉全枯 (3) 沒有新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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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樹木有問題時該如何處理?

如懷疑樹幹被蛀至空心，可聘請專業樹藝公司作微鑽孔壓力測試 



發現樹木有問題時如何處理?

聲納探測 
 



最後的小分享  --  Tree Management vs Tree Care 



和你我一樣，樹木是有生命的！ 
Trees are living organisms, just like YOU and ME! 

健康                                 受壓                                    衰 退             枯萎 
Healthy             Stressed                Declining             Dead 
 

  幼樹                                                           成熟                                                                衰 老 
Young                                        Mature                              Senescent 



最後的小分享  --  Tree Management vs Tree Care 
 
樹木可以護理但不宜管理，因為樹木是有生命的！ Trees are living things 
 
物業管理  (property management)、設施管理  (facility management)、金融管理 
(financial management) 、 資 產 管 理  (asset management) 、 風 險 管 理  (risk 
management) …… 
 
歐美先進國家會說樹木護理 (tree care) 而不說樹木管理 (tree management)，雖只有一
字之差，但這其中的分別可大了，是對待有生命和死物的態度，看一下例子：對待活生生
的老人，我們只會說提供老人護理服務 (elderly health care service) 而不會說提供老人或
長者管理服務 (elderly management service)，對待孕婦及嬰兒，我們會說提供孕婦及幼
兒護理服務 (care services to pregnant women & baby)，還有皮膚護理 (skin care) 及
美容護理 (beauty care)。 
 
由此可見，凡是有生命的東西，我們當以謙卑、謹慎和誠懇的態度對待和處理，而不是把
有生命的樹木當作一根無生命的街道電燈柱去做所謂『管理』！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