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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高、法律严

噪音难“任性”

“香港是高密度发展的城市，地少人多且经济发展
蓬勃，很多区域包括住宅都接近噪音源，管制难度很
高。”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首席环境保护主任刘国强
说，噪音在香港集中存在，高度“活跃”，要驯服它，
挑战不小。

“螺蛳壳里做道场”，特区政府还是做到了。仅以
交通噪音管制为例，从2000年到2010年，特区政府就
让受到相关影响 （70 分贝以上） 的人数从 114 万降至
96 万。而这一成绩，是在香港同期增加了 45 万人口、
170公里道路、8万车辆下取得的。

刘国强说，为避免和尽量减少噪音对市民的影
响，特区政府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一是提前介入，要
求项目倡议人在规划大型基建发展项目 （如新市镇及
机场） 和进行政策研究 （如铁路及运输系统研究）
时，进行噪音影响评估，设计“减噪”设施；二是严
格执法，执行《噪音管制条例》，确保源自建筑、工商
业、住用处所和公众区域的噪音符合要求及标准。

“当然，对于多年前已经建成的项目，我们也实行了噪
音缓减计划。比如在现有道路使用低噪音物料重铺路面，
在路两旁加装隔音屏障或者隔音罩等。”刘国强表示。

一手抓标准，一手抓规划，一手抓管制，噪音难
再“任性”。

按照香港法例规定，规划新项目必须符合 《环境
影响评估条例》 和 《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 要求，评
估项目可能的噪音影响，如超出规划标准则需采取切
实可行的应对措施。2013 年，特区又出台了 《噪音管
制环保法例》，对一般建筑噪音等 9种噪音进一步细化
了规管措施。加上早在 1989年就率先实施 《噪音管制
条例》，更让噪音随时随地都要“守规矩”。

据悉，截至 2017 年年底，环境保护署通过对新市
镇、新住宅发展项目及重建房屋的规划提供意见建
议，已让 61万名市民受惠。新道路工程方面，工务部
门也在环境保护署的管理指导下，兴建了 89公里的隔

音屏障，让32万名市民从“噪音污染”中解脱了出来。
“噪音投诉数量已由 2001年超过 10000宗持续下降

至现在的不足5000宗。”刘国强说。

戴“耳塞”、穿“套子”

噪音压下去

治理噪音不能“掩耳盗铃”。建筑、交通、工商
业、住用处所等活动处均“声声入耳”，规划之外少不
了缓减措施。对此，特区用尽了各种办法，对它们

“一个都没放过”。
因为可开发的土地面积有限，香港很多住宅都只

能建在闹市区、道路旁。刘国强说，为让住户更清
静，环境保护署为住宅楼设计推出了“建筑鳍片”“减
音窗”“强效减音露台”等，遵循科学原理和噪音的反
弹特点，让噪音兜起了圈子、打上了棉花、丧失了穿
透力。经专业部门实测，其中“减音窗”可降低8个分
贝的噪音，而“强效减音露台”，更可以降低10个分贝
的噪音。

重视“解铃”，给楼房戴上“耳塞”，也关注“系
铃”，对交通噪音围追堵截。

刘国强说，一方面他们在道路两旁加装“隔音
屏”，已安装到位的17个路段让7万市民受惠。另一方
面，利用废旧轮胎循环再造，生产出“橡胶沥青”，研
发出了低噪音物料铺就的道路“薄面层”也能把噪音
吸进去、压下来。“目前，有62个路段使用了这种物料，可
减少2个分贝的噪音，有12万市民已因此受益。”

这一措施在特区行政长官 2018 年施政纲领中，再
次得到确认：“进一步试用低噪音路面，以缓解道路的
交通噪音影响，并促进可持续的资源管理，以助达成
宜居城市的目标。”

围追堵截交通噪音，对“元凶”车辆更要强化约
束。特区法例规定，首次登记的车辆除受尾气排放标
准限制，噪音排放也要达标，引擎和轮胎都必须符合
要求。“我们参照的都是国际上较高的标准，所以香港
路上好车多。”刘国强笑言。

针对列车噪音，他们也有办法。香港铁路网四通

八达，是市民出行的主要载体。为让列车安静下来，
相关部门在车身两旁装上了下摆，给它“穿上了裙
子”，其行驶中发生的噪音只能在底部弹射，从而得到
有效消解。同时，再在铁轨两边设置隔音屏，将噪音
包裹起来，限制在“套子”里。

管制建筑噪音上，特区采取的措施更是凌厉。近
年来，香港大小基建较多，楼房重建时有，撞击式打
桩工程难免。当地在规定打桩机每日只可运行 12小时
的基础上，又通过建立“建筑许可证”机制，让准予
作业时间减到3至5小时，并从1997年起，逐步禁止了
产生较高噪音的柴油锤、气压锤和蒸汽锤等。

“一般建筑工程，承建商也须向本署申请发放‘建
筑噪音许可证’。”刘国强说，2013年到 2017年，环境
保护署共签发约 1 万张许可证，但只接获 35 宗噪音投
诉，新机制成效明显。

环境保护署估计，通过实施上述等各种措施，约
200万市民受到的建筑噪音影响得到了舒缓。

严惩治、准定位

噪音不“张扬”

11 月 27 日，香港连锁蔬菜店“新界仔优质果菜”
董事，因辖下店铺屡次播放叫卖录音造成噪音烦扰被
定罪。根据当地裁判法院判决，涉事店铺被罚款12500
港元，公司董事被罚款 4000港元，并因其辖下店铺屡
次违规负上了个人刑事责任。

此类消息，在特区政府新闻网上时常出现，反复
提醒市民在从事工商业活动时注意“收声”。

7 月份，北角富临皇宫空调系统发出过量噪音被
罚；3月份，香港电车公司因晚间工程违规造成噪音滋
扰被定罪；2016年4月，一场演唱会则因噪音超标被环
境保护署警告，并被勒令按时结束。

“这方面的法规越来越严。”刘国强说，2014年 10
月特区又修订实施了《噪音管制条例》，加上了“法团
管理层须就法团重犯的噪音罪行负上个人法律责任”
的条文。一条“连坐”规定，压实了层层责任，让各
方不敢不重视。

从街上到家里，从工程施工到售货叫卖，从空凋
声到打麻将声，特区对各类可能发生的噪音都有管
制。其严格细致程度，在一场演唱会的噪音防控上可
见一斑。

相关法例规定，要组织演唱会，主办机构应指派一
名适当人士，在主办场地的邻近“噪音感应强的地方”进
行监测，至少每隔一小时就需要量度，并在超标情况下
及时向主办机构作出反映，要求他们立即采取行动。

管得好，是因为抓得准，对噪音源“知根知底”。
刘国强说，环境保护署对全港噪音分布作精准定

位分析。一是绘制了道路交通噪音地图，用一维、二
维等量线描绘噪音分布情况，市区和城郊分别按照 10
米×10米和100米×100米进行监测，实行网格化分区
管理。二是研发出一套立体噪音模型，可显示目标区
域各楼层乃至个别单位受噪音影响的程度，噪音污染
的不同情况用不同颜色标识，具体形象、一目了然。

“我们是研制立体模型工具的‘先驱’，曾出席多
个学术会议，交流过相关经验。”刘国强表示，这套工
具在香港高楼林立的环境下，应用价值很高。在新发
展区和新道路工程项目作公众咨询时，能借此直观呈
现发展区规划在不同地方、道路实行不同走线可能带
来的影响，从而有利最佳方案安排。

噪音“现了形”，才能趋利避害、有的放矢。香港
能让噪音不“张扬”，绝非一朝、一招之功。

今年8月份，香港有名的“景点”——旺角行人专
用区“杀街”（关闭街道），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此地街
头艺人多，滋生噪音大，给当地街坊带来不少困扰。
尽管游客和不少市民早已习惯了那里的热闹和歌声，
有不舍和留恋，但人们还是支持特区政府关停了它。

“以往感觉好嘈杂，现在感觉好清静。”市民邓小
姐说，那里好像已变成了另外一条街。

尽管噪音管制成效显著，但刘国强认为日后的挑
战还在加大。“香港现有可用的土地缺乏，很多工地都
非常接近道路，甚至出现三条路夹着工地的极端情形。
如果这些工地是住宅用途，那么日后的噪音问题就更为
棘手。要建楼而不牺牲市民的居住环境，我们必须持续
关注噪音问题，考虑更大布局，拿出更多办法来。”

题图：港岛的高楼大厦。 新华社记者 李 鹏摄

治理噪音治理噪音，，香港有一手香港有一手
本报记者 张庆波

香港，国际大都会，高楼鳞次栉比，街道车水马龙，人群熙熙攘攘，市
区处处一派繁华热闹景象。游览其中或居住于此，人们充分感受其魅力风
采，但很少人会认为其喧嚣，被噪音困扰。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香港的“低调”自有原因。为减少噪音污
染，多年来，特区政府重规划、强管制，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从勒住噪音
源上下功夫，在打造系统防护体上做文章。这里成为世人理想中的宜居之
城，“听话”的噪音也有一份“功劳”。

从小在台北长大的罗素素 2004
年和先生搬来台东，本来是想“放自
己一年假”，没想到一住就是 14 年，
还开了台东第一家二手书店。

这家位于台东市汉阳南路的晃晃
二手书店，布置得既随性又用心，户
外一扇不知从哪里卸下的木门倚墙放
着，是书店的告示栏，上面整齐写着
近期的活动。打开门发现，这栋三层
公寓是集书店、咖啡馆、民宿于一身
的多功能空间。

“一开始这里只接待背包客。后
来刚好有个机会可以扩大规模，我就
想，一楼开什么店，可以让人进来，
让故事产生？”没怎么犹豫，素素就
想到了答案，“书店是我自己舒服、
喜欢的方式，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刚好它就发生了。”

台东人口不过 22 万。素素来到
这里才发现，台东只有区域性的书

局，既卖文具用品、教科书，也卖雨
衣和安全帽，不像自己在台北所熟知
的独立书店那样，“像是一个朋友
家，可以随时进去聊天、喝茶、分享
的地方。”

于是，爱书人素素开始打造自己
的书店。没有经营二手书店的经验，
她就向同行请教，学习怎么收书，收
到后如何整理。

匠心独运之处在于，素素想到了
二手书换住宿、书店打工换宿的“玩
法”，邀请客人带着书来台东旅行。
客人提前发邮件沟通，素素依照书况
及书单决定换宿的天数。“我们不是
所有的书都收，我的原则是——卖不
掉，我自己也会想看。”素素笑着说。

慢慢地，晃晃书店在网上和台东
本地“红”了起来。当地有人搬家，
或者单纯书买太多了，也会打电话找
素素上门估价、收书。现在，书店里

新旧书加起来有大约一万八千本。
在书籍的转手中，许多故事在发

生着。素素说，曾经有一本书扉页写
着从金门的某间书店购买，字非常工
整漂亮，所以她印象很深。“刚好去
金门旅行，我就特别去找到那家书
店，好像完成了一个仪式。”

晃晃书店成为越来越多爱书人来
台东的必访之地。素素说，有的客人
会特别带一本书送给店里，完成自己
的“朝圣之旅”。也有大陆个人游的
客人或者独立书店主人，和她在微信
上交流、找书。

当然，晃晃书店不只是爱书人的
港湾。素素认为，举办各式各样的活
动可以给台东的孩子更多见识外面世
界的机会。“有客人在我们书店变魔
术、举办品尝橄榄油的活动，我们还
做农产品的团购。希望吸引不一样的
族群，打破所谓的‘同温层’。”

素素承认，目前实体书店的经营
面临一些普遍的困难。“可是我觉
得，身为书店经营者，大家要去想、
去思考。迈入第八年，我一直在调整
书店的运营，现在我比较面向读者，
去思考台东需要的是什么。”素素说。

“从 2017 年开始，我们每个月都
会有一场讲座，讨论关于长期照顾的
话题。”素素说，这些讲座吸引很多台
东五六十岁的顾客群，他们要照顾80
多岁的父母，同时也会担忧自己的老
后生活。“明年我会整合手边的资源，
更积极地做一些医疗方面的事情。”

回归“旅行”和“阅读”这两个
关键词，素素总结道：“通过书和旅
行这两种媒介，我们展开视野，找到
和你呼应的人，引发自己的思考。”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左为）
上图：一名游客在晃晃二手书店

内翻阅书籍。 左为摄

台东晃晃二手书店：

不只有书，还有故事
台东晃晃二手书店：

不只有书，还有故事

据新华社澳门电 （记者王晨
曦） 澳 门 科 技 大 学 日 前 发 布 了

《2018 澳门居民新媒体使用习惯调
查》，结果显示，澳门居民新媒体使
用呈现多元状态，微信仍是最主要
的新媒体信息渠道。

此次调查由澳门科技大学澳门
传媒研究中心、中山大学传播与设
计学院大数据传播实验室、澳门传
播学会以及澳门创智发展研究协会
联合进行。这是继2016年和2017年
之后，连续第三年开展澳门新媒体
使用调查研究。

数据显示，94.5%的受访者表示

会经常浏览微信。视频类 APP 崛
起，短视频分享和视频直播 APP分
别有47.9%和42%的覆盖率。

其中，近 70%的澳门居民会使
用微信进行社交，66.9%通过微信获
取朋友动态，而通过微信获取公众
信息的只有39%。

另外，最受澳门居民关注的新
闻是内地新闻，比例达 92.8%；其
次是国际新闻，有 90.9%的澳门居
民会关注；澳门新闻的关注度位列
第三，占比为 88.7%；有近八成的
澳门居民会关注香港新闻；关注台
湾地区新闻的澳门居民有67.6%。

微信成澳门居民主要社交渠道微信成澳门居民主要社交渠道

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吴济海、
刘欢） 据台湾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最
新统计，2019学年度台湾大专校院
共有 172 个系所停招，其中多数是
学校因应少子化浪潮和产业发展趋
势进行重整。

据统计，2019 学年度台湾地区
一般大学共有96个系所停招，技职

校院则有 76 个系所，不少是进修
部、在职专班。

台教育主管部门表示，少子化
压力还在扩大，2022学年预估大专
新生人数将跌破20万，2028学年将
下降到 15.6 万人。如果学生赴海外
念书的情况较多，台湾大专院校恐
怕更难经营。

台湾高校172个系所将停招

据新华社香港电 （记者林甦）
香港艺术机构“生息艺术”举办的

“小城·大爱”多媒体艺术展日前在
香港文化中心开展，280 平方米的
展厅内展出 40 位艺术家的 200 幅作
品。策展人、香港知名艺术家杨素
珊表示，希望人们可以平等地享受
艺术为生活带来的养分。

该艺术展的特色之一是突出一
个“小”字：作品包含绘画、摄
影、雕塑、装置、书法及文字创
作，大部分作品的尺寸只有约30厘
米见方。杨素珊说，这些“微小”
的创作，如同香港这个“小城”一
般能彼此包容接纳，形成别具一格

的香港特色。
展览共汇聚了 42 位不同年龄、

不同背景的香港艺术家的作品，其
中包括数位残障人士，他们用手中
的镜头，为观者呈现他们对世界的
感受。这次展览的部分收益将捐给
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机构，以此推动
残障人士参与及发展艺术才能。

此次展览是生息艺术展的 2018
年度展。主办方“生息艺术”是香
港的一家独立艺术机构，主要关注
艺术及环保。2011年起，该机构于
北京、香港、上海等地举办了多场
艺术展，成为内地与香港艺术家沟
通的重要平台。

“小城·大爱”艺术展在港展出“小城·大爱”艺术展在港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