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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者外，以下章節的資料及統計數據乃由我們摘錄及撮取自益普索報
告。我們相信本節的資料及統計數據的來源就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而言屬合適的來
源，並已在摘錄及轉載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時採取合理水平的謹慎。我們並無理據
相信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屬不實或誤導，或遺漏任何事實致令有關資料及統計數據
不實或誤導。本節的資料並未經我們、保薦人、[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我
們或彼等各自的任何聯屬人士、董事或顧問，或任何參與 [編纂 ]的其他人士或各方
獨立核實，且概不表示有關資料屬完備、準確或公平。因此， 閣下不應對本節的資
料作出過度的依賴。

資料來源及可靠程度

益普索的背景

我們委聘獨立專業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評估香港的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和修葺、
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行業發展趨勢、市場需求及競爭形勢，費用為618,000港元，
而董事認為有關費用反映市場收費率。益普索為獨立市場調查及顧問公司，研究市場
情況、市場規模、佔有率及分散情況分析、分佈和價值分析、競爭對手追蹤及企業情報，
該公司已獲委聘就香港多個首次公開發售進行市場評估項目。Ipsos SA於1975年在法
國巴黎創立，並自1999年起在紐約證券交易所巴黎泛歐交易所上市，在2011年10月收
購Synovate Ltd.。其後，益普索成為全球最大市場調查及顧問公司之一，在全球88個國
家聘用約16,600名人員。

研究方法

在編製益普索報告時，益普索取得和收集數據及情報的方法為：(i)對政府及監管
統計數據、行業和分析師報告、行業聯合會、行業期刊及其他網上來源和益普索的研
究資料庫數據進行案頭研究；(ii)進行客戶查詢以取得本集團的背景資料；及 (iii)訪問
主要持份者和行業專家以進行一手研究。本節所列的資料和統計數據乃摘錄自益普索
報告。

益普索報告的假設和參數

預測數據乃根據有關宏觀經濟因素以及建造業的行業特定推動因素和發展的歴史
數據推測。益普索報告中的市場規模計算和預測模型運用了下列基準及假設：

• 假設香港建造業、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供
需情況在預測期間保持穩定並有所發展。

• 假設在預測期間並無外部突發因素（例如金融危機或自然災害）影響香港的建
造業、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供需情況，而
且全球經濟保持穩定增長。

基於上文所述，董事及保薦人信納，本節所載未來預測及行業數據的披露並無誤
導成分。

董事經採取合理審慎措施後確認，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自益普索報告日期起市
場資料並無不利變動，因而可能會限制、牴觸或影響本節所載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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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註明者，本節所有收錄的數據和預測均取材自益普索報告。

編製益普索報告時已考慮到以下參數：

• 2013年至2022年總承建商進行全部建造工程的總產值（按香港公營及私營界別
劃分）。

• 2013年至2017年香港新落成項目的私人住宅單位總數。

• 2013年至2017年香港新落成私人辦公室物業總平方米。

• 2013年至2017年香港鋼筋及混凝土平均批發價趨勢。

• 2013年至2017年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和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工人
平均工資價格趨勢。

香港建造業市場概覽

建造業在支持香港經濟方面舉足輕重。建造業佔2012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3.6%，
該比例在2016年增至5.2%。因為基建項目規模龐大，2012年至2016年公營界別建築項
目價值的增長較私營界別強勁。

香港建造業競爭頗為激烈，分判承建的活動乃行內常見。

鑒於本公司營運的上層結構建築工程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的性質使然，
本公司的客戶群相對集中於香港的私人物業發展商。因此，鑒於香港的上層結構建築
工程業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市場環境，本公司的潛在客戶群相對有限。

香港建築工程總產值

下表載列香港建築工程由2013年至2017年的總產值及2018年至2022年的預測：

2013年至2022年香港建築地盤所進行的整體建築工程的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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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承建商和分判承建商在香港建築地盤進行的建築工程總產值由2013年的1,356億
港元增加至2017年的1,966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9.7%。預期總產值會由2018年的2,091
億港元增長至2022年的2,336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2.8%。

根據建造業議會的資料，樓宇工程的建築開支（包括上層結構工程）於2015年4月至
2016年3月佔整體建築工程的總建築開支約35.5%。此外，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
的建築開支於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佔整體建築工程的總建築開支約25.2%。

香港新建私人住宅單位數目

下圖列載香港 2013年至2017年提供的私人住宅單位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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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差餉物業估價署；益普索研究分析

新建私人住宅單位數目由2013年的8,254個增至2017年的17,791個，複合年增長率
為21.2%。為維持物業市場健康穩定的發展，政府密切監察市場發展，對物業出現泡沫
的風險保持戒備。此外，政府已採取多項措施，例如增加土地供應、打擊投機活動、增
加物業買賣的透明度及防止按揭借貸增幅過大。於2017年年終，新建私人住宅單位升
至八年新高，約為17,791個。

下圖列載於2013年至2017年在香港落成的私人商業空間的總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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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已落成私人商業空間的總樓面面積由2013年約34,800平方米增加至2017年約
105,000平方米，複合年增長率約為28.6%。有關增長部份乃由於香港政府增加商業用地
供應的措施所致。

根據2016年施政報告，於2015年至16年，香港政府出售三幅可建建築樓面面積為
68,000平方米的商業用地。根據2017年施政報告，就商業及其他經濟活動的用地而言，
香港政府出售的用地可提供約555,000平方米的可建建築樓面面積。此外，預期東九龍
的商業樓面面積將進一步增加約4.7百萬平方米。

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和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市場概覽

上層結構為地面以上部分的結構，為其擬定用途而建造，包括柱、樑、地面、牆身
及屋頂等。上層結構建築工程為樓宇建設工程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樓宇建造包括建
立建築上層結構、置立結構鋼框架、其他新建築工程及結構改建及加建工程等。上層
結構建築工程的需求受公營及私營界別所帶動。就私營界別而言，主要包括興建私人
住宅、商業及辦公室大廈，而市區重建局（「市建局」）委託的新樓宇興建項目亦被視為
屬私營項目。

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包括為香港既有建築物進行修葺及維護工程以及改
建和加建工程。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承建商提供各類的工程和服務。在修葺、
維護方面，工程包括修復和改善現有設施和大廈組件，例如重鋪天台、外牆翻新、內
牆翻新、內部地板翻新、內部天花翻新、門窗、水管及排水設施和電力工程等。至於改
建和加建工程，則包括如設計新構築物工程、裝修工程、更改設施佈置、為現有樓宇
興建新翼、將現有樓宇改建為其他種類（例如將工業大廈改建為商業大廈）、裝配、 更改、
拆卸或安裝硬件及設備、豎立、重置或拆卸隔板及門窗，以及更換裝修物料種類及地
板材料等。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的需求來自公營及私營界別。就私營界別而言，
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一般就住宅、商業及辦公室大廈承接。根據強制驗樓計
劃及強制驗窗計劃，屋宇署亦會要求進行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若干重建項
目亦可能涉及拆卸工程，而該等工程被視為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的一部份。

香港樓宇建造工程估計收益

下圖列示於2013年至2017年樓宇建造工程的收益以及2018年至2022年預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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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建造工程的收益由2013年的720億港元上升至2017年的1,281億港元，複合年增
長率約為15.5%。2013年至2017年間樓宇建造工程收益的增幅乃由於住宅興建工程增加
所致。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資料，私人住宅單位的落成量由2013年的8,254個增加至
2017年的17,791個。樓宇建造工程業的估計收益預期會由2018年的1,361億港元上升至
2022年約1,548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3%。政府重新規劃發展密度，進行全面的
土地用途檢討以善用土地，從而增加住宅房屋供應的房屋政策，將會推動有關增長。
根據2016年的施政報告，房屋署和香港房屋協會在2016年至2020年會提供大概97,100個
公屋單位，當中約76,700個為租住公屋單位，20,400個為資助出售單位。除房屋供應的
未來發展外，其他公共項目預期將為總產值提供增長動力。舉例而言，政府正計劃在
不久將來興建啟德體育園，加上東涌新市鎮擴展、東九文化中心和多項西九文化區的
設施。鑒於房屋供應持續增加以及十大基建項目的相關樓宇建設工程，未來香港樓宇
建造工程的估計收益預期會有所增長。

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

下圖顯示於2013年至2017年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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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益普索研究分析

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由2013年的約1,211.6港元增加至
2017年的約 1,698.0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8.8%。工資上升主要由勞工短缺和房屋需求
上升導致的勞工需求，加上香港政府增加房屋供應的措施所帶動。除需求增張外，上
層結構建築工人的日薪增加，亦是香港整體建造業勞工短缺的結果。由於勞工人口減
少，建造業已在2013年至2017年按年將工資水平提升，以吸納技術勞工。隨著勞工短
缺持續，薪金上升的趨勢預期會對行業營運商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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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收益

下圖載列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於2013年至2017年的收益和2018年至2022
年的預測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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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收益由2013年的461億港元上升至2017年的622億
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7.8%。增長乃由於政府主動實施政策和規例以及市區重建計
劃所帶動。舉例而言，市區重建局推行的樓宇更新大行動，透過提供技術支援和補貼
業主進行大廈修葺及維護工程，旨在支援業主改善樓宇安全。此外，政府在2009年宣
佈活化工廈計劃，目的是透過改變土地用途、將現有使用率不足的工業大廈改建為商
用樓宇或公共設施，提供更多樓面面積予合適的用途。在2013年至2017年間，有關措
施已為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提供增長勢頭。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
的估計收益預期會由2018年的682億港元上升至2022年的697億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
為0.5%。根據2016年施政報告，香港政府計劃投資合共2,000億港元資助醫院管理局推
行十年醫院發展計劃。計劃的部份目的包括為現有11間醫院進行重建和擴建，佔重建
樓面面積約 130萬平方米。此項措施連同2011年推出目標為重建舊樓的20年市區重建
計劃，可望持續推動該業界於香港的增長。

香港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

下圖顯示於2013年至2017年香港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
日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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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由2013年的1,029.4港元
增加至2017年的1,397.5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7.9%。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
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上升乃由於勞工短缺所導致。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人，特
別是拗鐵及扎鐵工人、鋪渠工人、水喉匠、平水員、木匠和玻璃工，在期內均出現嚴重
短缺。除勞工供應短缺外，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人的需求亦因政府於2012年宣佈
的強制計劃而增加。根據屋宇署頒佈的強制驗樓計劃（「強制驗樓計劃」），超過2,000幢
30年以上樓齡的選定樓宇需要進行檢驗。如發現需要維修，業主必須進行必要的維修
工程。強制驗樓計劃導致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聘用工人的平均日薪增加。

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和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主要原材料的歴史成
本

鋼筋和混凝土均為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和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兩大
主要原材料。

鋼筋

下圖列載於2013年至2017年香港鋼筋的平均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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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益普索研究分析

香港鋼筋（高拉應力鋼筋條）的平均批發價由2013年的每公噸5,282.2港元跌至2017
年的每公噸 4,595.5港元，複合年增長率約為–3.4%。香港鋼筋的批發價一直整體趨下，
原因為鋼材生產所用的鐵礦砂的國際價格下跌及鋼產品生產過剩所致。

下圖列載於2013年至2017年香港混凝土的平均價格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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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混凝土平均批發價由2013年每公噸698.5港元上升至2017年每公噸699.9港元，
複合年增長率約為0.1%。混凝土作為建造業主要原材料之一，需求受建造項目上升所
帶動。香港開展建築項目的數目自2013年起有所增加，帶來混凝土需求並使混凝土平
均批發價上升。

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的競爭形勢

競爭形勢

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是樓宇建造工程的一部分。在眾多情況下，樓宇建造項目的總
承建商可同時進行上層結構建築和下層結構工程。就香港樓宇建造工程而言，於2018
年7月，發展局的記錄有大概185名註冊公共樓宇承建商，房屋委員會轄下約有42名註
冊公共房屋承建商（新工程），屋宇署亦有大概731名合資格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香港
五大承建商帶來約181億港元，佔2017年香港樓宇建造工程的行業總收益約14.1%。香
港的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被視為分散。

根據一般樓宇建築商及專門承建商作業備考，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註冊一般建
築承建商」）可進行指定類別專門工程以外的一般建築工程及街道工程，而註冊專門承
建商（「註冊專門承建商」）則只可進行其名列分冊所指定類別的專門工程。註冊一般建
築承建商亦可進行《建築物（小型工程）規例》（「建築物（小型工程）規則」）所訂明的所有
類型小型工程，而註冊專門承建商則只可根據其名列分冊的指定類別，進行《建築物（小
型工程）規例》所指明的小型工程。

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的競爭形勢

排名 公司名稱 總部
2017年
收益

市場份額
(%) 業務範圍

（百萬港元）

1 公司A 香港 3,776.3 2.9 樓宇建造、土木工程、電機工程、項目
 及建造管理、室內及專門項目、鐵路
 系統、物業發展及資產管理服務

2 公司B 香港 3,725.6 2.9 建設樓宇、鑽孔打樁、地基工程、地盤
 平整、地盤基建、道路及渠務、水務
 工程、地盤勘測、預防山泥傾瀉工程
 及斜坡工程

3 公司E 香港 3,704.4 2.9 樓宇設計、管理及建造服務、土木
 工程、地基、電機、基建維護及運作，
 以及內部翻新及裝修

4 公司 J 香港 3,606.6 2.8 樓宇建造、維護、翻新、室內裝修工程
 及物業發展

5 公司K 香港 3,275.7 2.6 樓宇建造、維護、翻新、土木工程、
 屋宇管理服務及諮詢服務

其他 109,976.8 85.9

不適用 本集團 香港 420.7 0.3%

總計 128,065.4 100.0%

附註： 「其他」收益指五大營運商外其餘市場營運商賺取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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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競爭形勢

競爭形勢

香港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市場分散。2018年4月，約731名認可總承建商
註冊為註冊一般建築承建商及156名認可承建商根據認可公共工程承建商名冊（建築類）
註冊。於2016年，五大營運商合共佔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約15.5%（相等於
9,313.1百萬港元），顯示市場並非由大型營運商主導。

排名 公司名稱 總部
上市
狀況

2016年收益
（百萬港元）

市場份額
(%) 業務範圍

1 公司C 香港 上市 2,704.6 4.5% 樓宇建造、維護、翻新、水管及
 渠務工程、電機工程、建築材料
 供應、預製產品製造及貿易、
 物業發展、酒店及物業投資。
 參與私營及公營項目，
 但較聚焦於公營界別。

2 公司 J 香港 上市 2,465.6 4.1% 土木工程、建設、地基建造、
 電機安裝及裝修工程。參與
 私營及公營項目，但較聚焦
 於私營界別。

3 公司K 香港 上市 1,717.0 2.8% 物業及設施管理、室內及
 專門項目、物業管理服務、
 樓宇諮詢及改善工程。參與
 私營及公營項目。

4 公司L 香港 上市 1,370.3 2.3% 裝修業務、改建及加建及
 建造業務、製造、採購及
 分銷室內裝飾材料。
 主要聚焦於私營項目。

5 公司B 香港 上市 1,055.6 1.8% 物業發展營運、建造、
 室內裝修、樓宇翻新、維護及
 混凝土營運。參與私營
 及公營項目。

其他 50,819.6 84.5%

不適用 本集團 香港 私人 28.2 0.05%

總計 60,132.7 100.0%

附註：

(1) 「其他」收益指除五大營運商外的其餘市場營運商所產生的收益。

(2) 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的 2017年排名表將可於2018年8月獲得。

資料來源：益普索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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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因素

與私人發展商和建築師的關係

與主要私人發展商及建築師關係悠久的總承建商定有較佳機會贏得私人合約。建
造工程的私人發展商和建築師本身一般備有邀請投標的承建商名單。故此，與主要發
展商和建築師建立良好及可持續的關係，有利於上層結構建築工程及修葺、維護、改
建及加建工程的承建商獲納入優先名單及贏得私人投標。

施工質素

施工質素為建造業首要重點。如樓宇工程強差人意，可對樓宇安全和建築時間表
構成重大影響。此外，承建商如可提供高質素工程及往績記錄彪炳，則較易可與香港
政府和私人發展商合作。因此，施工質素對取得業內上層結構建造項目及修葺、維護、
改建及加建項目非常重要。

市場推動因素和機遇

私營界別新建造樓宇的數目增加

上層結構建築工程的增長部份將由私人住宅、商業及辦公室大廈的建造所帶動。
根據2017年施政報告，將會通過將現有政府設施重置於觀塘及九龍灣兩個地區，釋放
約560,000平方米的商業及辦公室樓面面積，而大型商業用地的數量於未來數年持續增
加。政府政策持續支持提供商業發展的土地，預期會推動香港的商業大廈建築活動。

商住樓宇項目數目上升

香港政府致力提升商住用途的土地供應。根據2016年施政報告，預計一手住宅物
業市場的私人房屋供應在未來三至四年預期約為87,000個單位。此外，房屋委員會將
會提供約97,100個公屋單位，當中大約76,700個會為租住公屋單位，約20,400個則為資
助出售單位。另外，古洞北和粉嶺北新發展區項目、東涌新市鎮擴展、洪水橋新發展
區和元朗南發展項目正在推進，在未來三至四年將提供超過 780萬平方米商業或工業
用途樓面面積。因應商住物業需求及土地供應增長，預期將會有更多新建樓宇及修葺、
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項目。

根據2017年–18年財政預算案，政府自1973年起啟動新市鎮發展計劃，該計劃為一
項主要公共工程項目之一，據此，政府增加開支，在提供基建及社區設施方面，其基
本概念為提供均衡及自給自足的社區。作為主要發展項目的一部份，公共及私營房屋
將會於該等新市鎮興建，並配合必要的基建，以應對人口增長。儘管本集團目前未符
合資格作為總承建商承接公營項目，政府的舉措是增加發展新市鎮的公共開支，將會
提高對新私人房屋建設之需求，因而為總承建商創造更多的商機，於私營界別競投更
多項目。

此外，於香港發展鐵路網絡（例如沙田至中環綫）將會刺激私人住宅樓宇及其他配
套建築（例如購物商場）的發展。隨著鐵路網絡持續發展，預期將會帶動私營界別項目
的投標，以配合鐵路網絡的發展。根據《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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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2030+」），預期將會繼續聚焦於密集的大眾運輸導向發展模式，因此可預期鐵路網絡
會持續發展，繼而是配套的私營界別樓宇建築發展項目。

新技術及創新的建築方法

香港政府一直積極鼓勵承建商採用全新及創新的建築技術，例如使用建築信息模
擬技術 (BIM)及預製鋼筋組件。根據2017年的施政報告，推廣此等節省成本及具生產力
的建築方法或會有助舒緩近年高建築成本及勞工短缺的挑戰。政府及其他持份者計劃
於業內支持採用有關方法，提供財務援助及本地和海外技術的最新資訊，預期可提高
香港樓宇建築承建商的表現。

市建局、強制驗窗計劃及強制驗樓計劃帶動的私人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項目的需
求

市建局支持政府的「樓宇更新大行動」計劃，對計劃範圍內的物業擁有人提供援助，
以進行樓宇修葺及維護工程。於計劃內，復修項目一直於灣仔、荃灣、深水埗、觀塘、
九龍城、中西區及油尖旺等地區進行。

此外，根據屋宇署的資料，根據強制驗窗計劃，擁有人須委任合資格人士（「合資格
人士」）檢查樓齡10年或以上的大廈的所有窗戶。同時，根據強制驗樓計劃，樓宇擁有
人須委任註冊檢驗人員（「註冊檢驗人員」）檢查樓齡30年或以上的大廈的公共地方、外
牆及外伸建築構件或招牌。於檢驗後或需進行修葺。合資格人士及註冊檢驗人員亦負
責監督修葺工程。強制驗樓計劃及強制驗窗計劃自2012年6月30日起全面執行。由於樓
宇擁有人可能需按照屋宇署發出的通知檢驗及修葺大廈，因此該兩個強制性計劃帶動
私營界別的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的增長。

政府著手處理市區老化

為應對市區老化的問題，改善殘舊市區居民的居住環境，香港政府著手重建老舊
樓宇、重新發展及改善老舊殘破市區的環境質素。舉例而言，政府於2011年推行20年
市區更新計劃，為指定的目標地區進行重建及重新規劃。此項策略包括推出225項重建
項目，關乎67頃總面積，其中包括重建大約2,000座殘舊樓宇，提供大概90,000平方米樓
面面積作社區或福利設施，並提供七間新學校。此外，根據市區重建局的資料，其已
投放超過400億港元在觀塘及馬頭角項目，部分項目經已開始。隨著這些政府措施，預
期香港對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服務的需求會繼續增加。

十年醫院發展計劃

根據2016年施政報告，香港政府宣佈撥款2,000億港元予醫院管理局推行十年醫院
發展計劃，該計劃在不久將來會增加樓宇興建項目。同時，計劃其中一環包括重建及
擴建現有11間醫院，需要約130萬平方米樓面空間以供重建。由於重建現有醫院項目涉
及改建工程，醫院發展計劃預期會為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帶來增長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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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油塘的重新發展

香港的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業預期由油塘工業區及油塘灣的重新發展帶動，
當地的物業由主要物業發展商擁有。根據「茶果嶺、油塘、鯉魚門分區計劃大綱」，油
塘將重新劃為「綜合發展區」，包括住宅樓宇、商業區以及社區及配套設施。因此，位
於油塘工業區的現有樓宇將於2018年起逐步拆卸、改建及加裝新設施。隨著預期大型
重新發展項目將於油塘動工，對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將有殷切的需求，因而
會推動該行業。

威脅

勞工短缺及成本

勞工成本為香港建造業主要成本之一。香港建造業一直面對勞工短缺和勞動人口
老化的問題。根據建造業議會的資料，截至2017年12月31日，超過43.6%建造業工人（約
201,886人）年齡達50歲或以上。缺乏足夠工人、特別是有經驗和技術的工人，將會增加
行內項目延誤的可能性。此外，為挽留有經驗的建築工人，承建商已開始支付較高工資。
勞工成本上升一直持續推高建造成本，妨礙香港上層結構建築工程及修葺、維護、改
建及加建工程業的發展。

准入門檻

欠缺實證往績記錄

上層結構建築工程及修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業內，經驗充足、聲譽良好是非
常重要的，只能隨時間累積。取得相關的牌照和註冊地位亦是競投公共建造項目及修
葺、維護、改建及加建工程項目的先決條件。尤其是，政府在選擇標書時通常會評估
入標者過往的經驗和表現。此外，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往往會得物業發展商及其他相關
方之青睞，新入行者因缺乏經驗，故難以競逐投標。由於客戶特別注重承建商的往績
記錄，新入行者在與上層結構建築工程業的現有營運商競爭方面或會倍添困難。

本集團的競爭優勢

請參閱本文件「業務 — 競爭優勢」一節內本集團競爭優勢的詳細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