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險管理

系統功能
公司各業務單位在其日常業務過程中採納公司的「企業風險

管理體系」。該體系為各業務單位提供簡單而有效的管理程

序得以：

• 辨識和檢討公司各業務單位中的風險

• 定出資源分配優先次序作風險管理

• 讓管理層清晰掌握公司所面對的重大風險

• 支援決策和項目執行以達致更佳業務表現 

董事局在風險委員會的協助下，監督公司的企業風險管理

體系及重大風險；執行委員會則在企業風險委員會的協助

下，整體負責企業風險管理政策及系統的實施及持續改善

工作。

• 持續監察風險
• 制訂合適的風險管理策略
• 監察企業風險管理體系
• 檢討重大風險及新興風險
• 每年檢討企業風險管理系統的成效

• 實施及持續改善企業風險管理體系
• 企業風險委員會

– 主席為法律及歐洲業務總監
– 由主要業務範疇的管理層代表組成
– 督導體系的實施和改善工作
– 檢討公司的重大風險及主要的新興風險
– 按季向執行委員會及風險委員會匯報，及每六個月
向董事局匯報

• 制訂安排及實施與公司企業風險管理體系及政策相符
的風險管理流程

• 把已辨識的風險記錄在風險登記冊中，以便作定期檢
討及監控

* 委員會的職責及其在2017年內執行的工作，載於本年報的風險委員會報
告書中（第142頁至第143頁）

董事局
（經風險
委員會
協助）*

執行委員會
（經企業風險委員會協助）

業務單位

公司於2017通過會議成立由三至四位總監輪流出席的風險

監察小組按季討論風險，及為所有總監每半年舉行一次前

瞻性工作坊，加強了自上而下的風險管理討論。

公司對其風險作出嚴格辨識、評估和管理。在考慮已制定

的風險控制措施後，按已辨識的風險的可能性及風險事件

的後果，評估每項風險。根據風險矩陣釐定風險評級 (E1–

E4），極高風險為E1，低風險為E4。風險評級考慮公司的

風險承受程度，反映管理層處理相應風險須付出的關注及

風險調控力度。最高類別的「E1」風險受董事局、風險委員

會及執行委員會監察。

在營運過程中，雖然難免承受風險，但公司在不同範疇釐

定了不同的風險承受程度，例如涉及安全及提供可靠運輸

服務等方面，就釐定了特別低的風險承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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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風險管理程序
公司採取主動的措施以辨識、評估和管理來自經常性和增

長業務，以及經常轉變的營商環境下所產生的重大風險。

公司已就不同範疇制定風險管理策略，包括但不限於建

造、業務營運、財務、庫務、安全及保險等。

* 範疇並未盡列

• 現有業務

• 外在環境改變

• 新項目或業務

• 可帶來重大風險的
新生及新興事宜或
趨勢

• 搜集轉變中的事項
及風險因素等資料
作集思廣益之用

• 法律及法規改變

• 按風險事件的可能
性及後果進行風險
評估

• 根據風險矩陣釐定
風險評級 (E1–E4)

• 考慮風險承受程度

• 避免無法承受及可
以避免的風險

• 緩解  —  檢討已制
訂的控制措施，評
估有關措施是否 
適當和有效，並確
保負責人實施有關
措施

• 轉移  —  在符合成
本效益並且有效的
情況下，以保險轉
移風險

• 風險緩解至合適水
平時，接受有關 
風險

• 把風險記錄在風險
登記冊中

• 定期向以下單位 
匯報企業風險管理
狀況

– 企業風險委 
員會

– 執行委員會

– 風險委員會

– 董事局

辨識風險* 評估風險 處理風險* 匯報及監控風險

法律及秘書處的企業風險管理團隊搜集與轉變中的營商環

境和外在環境有關的事項及風險因素等資料，以助企業風

險委員會辨識可能出現的潛在風險。此外，企業風險委員

會、執行委員會和風險委員會按季檢討公司的企業風險組

合，並就新興風險集思廣益，以確保掌握重大以及影響不

同業務範疇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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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公司的重大風險管理範疇包括：

與持份者維持有效及平衡的關係

主要挑戰 • 在公司主要持份者時有互相競爭的要求當中致力尋求平衡

主要控制措施 • 落實針對主要持份者的溝通計劃，以維持有效溝通渠道
• 履行公司的營運責任及維持良好的業務表現

營運安全及服務事故

主要挑戰 • 重大鐵路服務事故
• 人流管理

主要控制措施 • 就個別事故展開調查或進行技術性研究，以識別不斷改進的機會
• 加強現時的人流管理計劃
• 進行信號系統升級工程，以便長遠可加密列車班次
• 成立工務管理辦公室，綜合管理同時間進行而可能影響營運鐵路的大型資本性工程的整體風險

新鐵路項目的成本及交付

主要挑戰 • 承建商工人短缺及日漸年老
• 建造工程十分接近營運中的鐵路及市區發展項目
• 管理與各方的銜接安排
• 恪守項目的進度計畫和成本預算

主要控制措施 • 與政府合作加快招聘工人及輸入外勞安排
• 與連接工程的各參與方緊密協調，並優化設計及施工方法
• 為承建商工人及員工提供鐵路安全培訓
• 嚴格控制備用資金

人力資源交替安排／能力／機構知識／資源

主要挑戰 • 港鐵列車服務自1979年營運至今，一批員工將在未來數年達到退休年齡
• 一些工作崗位出現人手短缺和挽留人才困難

主要控制措施 • 積極招聘人手及作出繼任安排
• 提升員工技術和能力
• 提供具靈活性的人才庫，並因應業務增長加強員工的流動性
• 發掘創新解決方案以紓緩人手短缺問題

新商業模式／科技衝擊／競爭

主要挑戰 • 新科技衝擊現有商業模式
• 管理來自其他運輸模式的競爭

主要控制措施 • 運用電子商務和科技探索新的商業模式
• 監察來自其他運輸模式的競爭，並落實措施維持市場佔有率

落實業務增長策略

主要挑戰 • 反思香港未來新鐵路項目的商業模式
• 在香港以外地方發展業務面對強大競爭

主要控制措施 • 為香港新鐵路項目制定創新的商業模式
• 擴大公司的品牌效應
• 為物色香港以外地方的新商機進行定期檢視

保安威脅（網絡／實體）

主要挑戰 • 針對車務和資訊科技系統的網絡攻擊
• 恐怖襲擊威脅，尤其是對公司在香港以外地方的鐵路營運

主要控制措施 • 加強資訊科技網絡的抗逆力，保障公司免受網絡攻擊
• 為鐵路營運系統實施網絡保安防護系統
• 優化企業保安的管治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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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成效的檢討程序
企業風險委員會代表執行委員會對企業風險管理系統的成效至少每年作出一次評估。法律及歐洲業務總監作為企業風險委

員會主席，已向執行委員會提交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企業風險管理系統成效檢討結果，並於2018年2月8日獲

得執行委員會確認。風險委員會亦於2018年2月23日獲提交成效檢討結果。 

風險委員會在董事局授權下，評估了公司的企業風險管理系統截至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內的成效及適當性，並基於多

個檢討範疇得出該系統具有成效及適當性的結論。 

持續改善程序
公司於2017年內就企業風險管理系統落實了以下主要改進措施：

• 優化風險登記冊的設計並輔以指引，加強對風險及風險控制措施的闡釋、風險控制措施的成效評估、及風險前瞻性趨

勢的考慮

• 檢討企業風險並從企業風險圖剔除那些業務單位能更有效於日常業務中監察及管理的風險，以促使更專注的企業風險

討論

• 於2017年6月，舉辦一系列為期半天的風險管理工作坊，吸引超過100名部門主管、高級經理、企業風險委員會成員

及處別風險聯絡員出席，工作坊探討影響全球的風險趨勢及討論從外部機構真實個案所汲取的教訓；並另外舉辦為期

半天的工作坊，吸引超過110名經理及督導人員出席，工作坊集中探討風險管理原則及風險意識

• 於2017年10月，公司第四年舉辦「風險意識周」活動，向公司內各級人員推廣風險意識。活動包括有助風險管理的前

瞻性思考工具工作坊、風險評估工具午餐研討會、多個為期半天的互動工作坊、及網上遊戲等活動，吸引400多名員工

參加。香港以外地方的主要業務單位也舉辦了推廣風險意識的活動，以示響應。

我們亦透過與企業風險管理體系使用者共同檢討、進行跨行業的借鑒參考及通過不同渠道交流經驗，緊貼風險管理的 

最新發展：

• 在第十次英國企業風險管理體系會議和第九次香港企業風險管理體系會議上，就最佳實踐方法進行交流及相互學習

• 透過於2017年6月在香港舉行的內部「審核和風險論壇」及定期電話會議，讓來自不同業務單位（包括中國內地和海外

的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風險管理人員互相學習

檢討已考慮的因素

• 《企業管治守則》內有關董事局在進行年度風險管理系統檢討時可考慮的 
檢討範疇

• 部門主管及附屬公司、聯營公司主管對風險管理成效進行的年度內部確認

• 2016年企業風險管理系統成效檢討後的改進工作

• 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的風險管理

• 借鑒參考／企業風險管理體系會議/經驗交流

• 2017年內舉辦的風險管理培訓及推廣活動

結論

企業風險管理系
統在截至2017年
12月31日止年度
內是有成效及適
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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