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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議 會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長 遠 減 碳 策 略 公 眾 參 與  

 

 

目 的  

 

  本 文 件 向 成 員 簡 介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委 員 會 」 )推 行 的

長 遠 減 碳 策 略 公 眾 參 與 。  

 

 

背 景  

 

《 巴 黎 協 定 》  

 

2.  包 括 中 國 在 內 的  195 個 國 家 在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通 過 的 《 巴

黎 協 定 》 是 《 聯 合 國 氣 候 變 化 框 架 公 約 》 下 針 對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1而 設

的 協 定 。 更 具 體 來 說 ， 《 巴 黎 協 定 》 旨 在 把 全 球 平 均 氣 溫 升 幅 控 制

在 工 業 化 前 水 平 以 上 低 於 攝 氏  2 度 之 內 ， 並 致 力 將 升 幅 限 制 在 攝

氏  1.5 度 之 內 。 《 巴 黎 協 定 》 重 視 公 平 原 則 ， 以 及 各 締 約 方 共 同 但 有

區 別 的 責 任 和 各 自 能 力 ， 讓 締 約 方 可 在 考 慮 不 同 國 情 的 前 提 下 ， 各

自 制 定 達 致 《 巴 黎 協 定 》 所 訂 目 標 的 方 式 和 步 伐 。 因 此 ， 對 於 各 締

約 方 應 如 何 制 定 本 身 的 本 世 紀 中 葉 減 碳 目 標 ， 《 巴 黎 協 定 》 並 無 訂

明 任 何 規 格 或 訂 立 任 何 硬 性 規 定 ； 訂 立 願 景 式 目 標 亦 屬 可 行 方 案 。  

 

                                                 

1 發 電 、 運 輸 業 務 、 廢 物 處 置 、 工 業 程 序 等 人 類 活 動 均 會 產 生 溫 室 氣 體 。 該 等 氣 體

就 像 大 氣 中 的 一 層 覆 蓋 層 ， 阻 隔 熱 力 離 開 地 球 ， 使 地 球 保 持 溫 暖 。 然 而 ， 大 氣 內 溫

室 氣 體 濃 度 過 高 ， 導 致 氣 候 暖 化 、 海 平 面 上 升 和 極 端 天 氣 更 常 出 現 ， 所 造 成 的 重 大

影 響 正 擾 亂 各 國 經 濟 和 民 生 。 二 氧 化 碳 是 大 氣 中 最 重 要 的 溫 室 氣 體 。 為 簡 單 起 見 ，

「 碳 排 放 」 一 詞 有 時 會 用 作 代 表 所 有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即 計 算 二 氧 化 碳 以 外 其 他 溫 室

氣 體 的 排 放 量 時 ， 會 根 據 該 等 溫 室 氣 體 各 自 的 全 球 變 暖 潛 能 ， 轉 化 為 相 若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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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巴 黎 協 定 》 已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生 效 ， 並 適 用 於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 香 港 特 區 」 )。  

 

4. 為 協 助 香 港 特 區 履 行 《 巴 黎 協 定 》 的 責 任 ， 政 府 已 邀 請 委 員 會

就 長 遠 減 碳 策 略 進 行 全 港 公 眾 參 與 。 委 員 會 期 望 透 過 公 眾 參 與 ， 提

升 社 會 各 界 對 人 類 製 造 過 多 碳 排 放 所 帶 來 的 負 面 影 響 的 認 知 ， 以 及

讓 大 家 集 思 廣 益 ， 訂 出 香 港 應 如 何 為 全 球 減 碳 作 出 貢 獻 的 方 法 。  

 

 

委 員 會 的 公 眾 參 與  

 

籌 備 階 段  

 

5.  委 員 會 成 立 了 長 遠 減 碳 策 略 支 援 小 組 (「 支 援 小 組 」 )， 由

林 超 英 先 生 出 任 召 集 人 ， 協 助 規 劃 和 落 實 公 眾 參 與 工 作 。  

 

6.  支 援 小 組 在 計 劃 總 監 (即 香 港 大 學 公 民 社 會 與 治 理 研 究 中 心

策 動 永 續 發 展 坊 )協 助 下 ， 於 去 年 舉 行 了 六 次 焦 點 小 組 會 議 ， 廣 邀 不

同 界 別 的 持 份 者 參 與 。 他 們 分 別 來 自 學 術 界 、 專 業 團 體 、 青 年 團

體 、 非 政 府 機 構 、 環 保 組 織 、 區 議 會 、 商 會 、 能 源 審 計 相 關 行 業 組

織 、 能 源 科 技 相 關 行 業 組 織 、 運 輸 業 界 、 物 業 管 理 公 司 ， 以 及 有 關

環 保 事 宜 的 諮 詢 組 織 。 焦 點 小 組 會 議 共 有 來 自  88 個 團 體 逾  100 人 出

席 。  

 

7.  委 員 會 考 慮 焦 點 小 組 的 意 見 後 ， 確 立 了 下 列 三 個 主 要 議

題 ， 讓 公 眾 作 更 深 入 的 討 論 ：  

 (a) 邁 向 低 碳 社 會 ；  

 (b) 節 約 能 源 和 發 電 界 別 進 一 步 減 碳 ； 以 及  

 (c) 智 慧 城 市 下 的 低 碳 交 通 。  

委 員 會 亦 為 此 目 的 製 作 了 詳 細 的 文 件 (載 於 附 件  A 的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和

簡 明 的 單 張 (載 於 附 件  B)。  

 

《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  

 

8.  《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 包 含 四 大 章 節 。 首 章 介 紹 氣 候 變 化 的 相

關 概 念 ， 包 括 氣 候 變 化 的 成 因 、 對 本 港 以 至 全 球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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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 巴 黎 協 定 》 的 重 點 。 該 章 節 亦 帶 出 必 須 適 時 採 取 減 緩 氣 候 變 化

行 動 的 重 要 訊 息 ， 並 闡 釋 公 眾 參 與 的 目 的 。  

 

9.  第 二 章 概 述 香 港 的 碳 排 放 源 ， 讓 公 眾 了 解 如 何 應 對 本 港 的

碳 排 放 情 況 。  

 

10.  第 三 章 首 先 說 明 須 在 多 個 範 疇 共 同 採 取 綜 合 行 動 ， 包 括 如

何 在 個 人 層 面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 如 何 加 強 節 能 措 施 、 如 何 推 動 能 源 界

別 進 一 步 減 碳 、 如 何 提 升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和 如 何 邁 向 低 碳 交 通 ， 以

達 致 不 同 程 度 的 減 碳 目 標 。 該 章 節 繼 而 借 鑑 海 外 的 減 碳 經 驗 ， 再 介

紹 如 何 在 本 港 社 會 推 動 減 碳 。  

 

11.  第 四 章 是 意 見 收 集 表 。  

 

12.  《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 傳 達 一 項 重 要 信 息 ： 要 達 致 《 巴 黎 協

定 》 的 目 標 ， 全 民 均 須 努 力 不 懈 ， 每 一 個 人 都 要 實 踐 低 碳 生 活 模

式 ， 以 作 出 貢 獻 。 長 遠 來 說 ， 為 達 致 減 碳 目 標 ， 香 港 須 增 加 使 用 零

碳 能 源 的 比 例 。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13.  委 員 會 已 在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十 四 日 公 布 《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

和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 此 階 段 的 公 眾 互 動 活 動 包 括 舉

辦 地 區 討 論 坊 、 到 訪 學 校 、 諮 詢 相 關 諮 詢 組 織 、 會 晤 不 同 持 份 者 (包

括 青 年 團 體 、 非 政 府 機 構 、 環 保 團 體 、 商 會 和 相 關 業 界 )等 。  

 

14.  委 員 會 以 電 視 宣 傳 短 片 、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 海 報 、 巡 迴 展

覽 、 專 屬 網 頁 ； 以 及 大 約 120 個 支 持 機 構 宣 傳 以 上 的 活 動 。  

 

15.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期 間 收 集 的 意 見 和 回 應 ， 將 交 由 獨 立 分 析 及

匯 報 機 構 (即 香 港 大 學 社 會 科 學 研 究 中 心 )進 行 分 析 。 委 員 會 考 慮 分 析

結 果 後 ， 會 擬 備 報 告 及 建 議 以 提 交 政 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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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詢 意 見  

 

16.  請 委 員 備 悉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的 工 作 ， 並 就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所 闡 述 的 事 宜 提 供 意 見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環 境 局  

二 零 一 九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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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無分國界，是全球現正面對的迫切挑戰。洪水、熱浪、風暴及其他極端天氣現象
愈趨頻繁且日漸加劇。香港是一個位處亞熱帶氣候的沿海城市，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
影響。例如超強颱風天鴿和山竹分別在2017年及2018年吹襲香港，引證了氣候變化帶來
的威脅日益嚴重。就在幾個月前，我們甚至經歷了自1884年有記錄以來最溫暖的冬至。氣
候專家警告，我們只剩約十餘年的時間阻止氣候變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減緩氣候變化
不僅是為自己着想，也是為我們的孩子及未來後代負責。

為了有效應對氣候變化的危機，政府、商界和社會各界人士必須同心協力。2015年通過的
《巴黎協定》標誌着各國在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這項歷史性的氣候協
議適用於香港，所以我們有責任在2020年或之前制定本世紀中葉的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
展策略，以期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溫度
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
 

基於上述原因，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決定接受政府邀請，就「長遠減碳策
略」展開全港性的公眾參與，讓社會各界認識人類製造過多碳排放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以
助香港發展成更低碳的經濟體系。公眾參與將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集思廣益，訂出香港
的長遠減碳策略，以及達至目標的可行方向及行動，為全球減碳作出貢獻。

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委員會誠邀你出席我們的公眾互動活動，及填寫附於文件末的
意見收集表，分享你的意見和看法。你的參與十分重要，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勾劃香港的長
遠減碳策略，朝着《巴黎協定》的減碳目標進發。

序言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李國章教授, 大紫荊勳賢,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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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的影響
 
氣候變化正在影響全球每個角落。香港與其他沿岸城市一樣，現正面臨多種與氣候變化相
關的威脅，包括氣溫上升和更多極端天氣現象。除非全球採取更大膽和更迅速的行動來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這些影響將會持續加劇，並在未來幾十年以更快的速度發生。
 

減碳目標
 
2015年，196個締約方通過了歷史性的《巴黎協定》。這是一份目標進取的多邊協議，旨
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共同建立低碳、具抗禦力及可持續的未來。根據協定，締約方承諾把全
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溫度升幅限制在工業化
前水平以上1.5℃之內。《巴黎協定》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須於2020年或以前制
定至2050年的長遠減碳策略，亦須每五年檢討我們的氣候變化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達到以上低於2℃之內的目標，全球須於2050年前將絕對碳排放量
由2010年水平減少40%至70%，並在2100年前將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淨值降
至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最近發布的《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提供了科學數
據，說明控制全球升溫在1.5℃比2℃可以進一步降低氣候風險。然而，將全球升溫限制在
2℃已是艱鉅任務。若要進一步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限制在1.5℃，全球必須在2050年左右
達到淨零碳排放，當中挑戰更具高難度。在上述背景下，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是，香港該
如何制定更積極而務實的策略，以達致更深度減碳的目標，及推動各界及時採取更有力的
減緩氣候變化行動。
 

是時候加強行動
 
為了有效應對氣候危機，我們必須採取迫切減碳行動。我們須從生活方式／消費模式、建
築、運輸、能源、水資源及廢物管理系統等方面採取跨界別聯合行動，這些都有賴民間、
企業和政府的廣泛參與。許多城市和國家正尋求各種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方法並將減碳工
作集中在幾個關鍵領域，包括加強教育和宣傳、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能源界別深度減碳
及推動綠色運輸，以及其他措施如產業升級、更有效的廢物管理和移除二氧化碳的措施。
探索不同的融資機制亦成為全球趨勢，例如發行綠色債券和通過碳定價等方式，以動員私
人資本投資相關項目和活動，建構低碳和更具氣候變化抵禦力的經濟體系。
 
我們需要社會各界人士加強行動，透過落實各項措施，包括實踐低碳生活模式、提升建築
物能源效益、採用更多零碳燃料發電及發展一個高效和環保的公共交通系統，以進一步減
少碳排放。就此，《公眾參與文件》提出了三個主要議題，供公眾積極參與討論：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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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邁向低碳社會
 
• 你了解日常生活與碳排放之間的關係嗎？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你更容易掌握有關資訊？
•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你實踐低碳生活？商品及服務供應商可如何促進你的行為改變？
• 有甚麼因素令你未能實踐低碳生活？ 
• 應舉辦甚麼教育及宣傳活動來推廣低碳生活？

(二) 節約能源和發電界別進一步減碳
 
• 建築物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碳排放來源。我們可多做甚麼以進一步推動節能和減少與

建築相關的碳排放？
 > 可採取哪些措施來鼓勵或規管建築物業主和租戶，以提升整幢建築物（即包括私
               人單位／地方）的能源效益？
 > 可考慮採取哪些措施鼓勵業主於建築物範圍內增設可再生能源裝置？
 > 長遠來說，可考慮使用哪些被動式節能設計元素（如自然通風）來提高建築物能
               源效益？應提供哪些誘因以進一步推動發展商和業主採用被動式節能設計元素？  
• 化石燃料或非化石燃料，兩者之間你會如何選擇？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利益，在決定

香港未來的燃料組合時你會有何考慮？
• 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加強在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 
• 如要在2030及2050年達致更高的減碳目標，無可避免需要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來增

加零碳能源比例。面對氣候變化的威脅，你會怎樣思考和取捨？ 
• 在考慮香港至2050年的電力界別的長遠減碳策略時，你如何衡量不同考慮因素（包括

可靠性、安全及供應情況、合理價格、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等）的重要性？

(三) 智慧城市下的低碳交通  
 
• 如何促進更廣泛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
• 對於減少運輸業碳排放量的措施，你有何建議？例如，你會否以步行代替短途交通，

及以視像會議代替現場工作會議？
 

分享你的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期望透過公眾參與過程，讓公眾意識到碳排放帶來的
影響，同時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尋求可行的減碳策略及措施。由於《巴黎協定》所要
求的長期溫室氣體低排放發展策略只包括減緩方面，是次公眾參與將會在考慮本港的地
理環境、社會及經濟各方面的需要下，邀請公眾集中就減少碳排放方面的減緩行動提供
意見。
 
委員會歡迎你就長遠減碳策略的關鍵議題提供意見。請填寫本文件第四章的意見收集
表，並於2019年9月20日或之前遞交。我們亦歡迎你參加我們的公眾互動活動。活動
詳情載於委員會專屬網站www.susdev.org.hk。如欲了解更多資訊，可致電公眾參與熱
線：3917 4763。

摘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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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甚麼我們不能忽視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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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與我何干？

1.1   不少科學家警告，氣候變化對世界帶來無法挽回
的後果。近來，世界各地都有因氣候變化而發起罷課遊
行。可是，一些人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唬人的騙局，或
僅是冰川消退而令北極熊棲息範圍縮減的小事，對其帶
來的影響仍漠不關心，更遑論改變生活習慣以應對氣候
變化。事實上，氣候變化已經迫在眉睫。從近年反覆多
變的天氣狀況、天災發生的頻率等各種跡象，相信我們
都可以感受到氣候變化正影響每個人生活上各個環節，
無一倖免。

1.2. 全球變得愈來愈熱，與我們衣食住行及消費習
慣密不可分。因此，人類需要為此負上最大責任。根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最近發表的《全球升溫1.5℃特

別報告》，人類活動所引致的暖化問題，已使全球平
均溫度較工業化前高出約1℃，並且以每十年約0.2℃
的速度上升。1 許多區域和不同季節的暖化程度，更
高於全球平均溫度的升幅。此外，世界經濟論壇發布
的《2018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極端天氣事件（例
如沿海風暴潮、乾旱和自然災害），已被列為威脅全
球穩定的首要風險。2

1.3          過去幾十年來，全球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
速飆升。隨着大氣中累積的二氧化碳愈多，大氣會把
更多熱能儲存在地球。換言之，我們在大氣中的碳排
放愈多，地球平均溫度就會愈高；我們預計極端天氣
事件將會愈趨頻繁，並對人類健康、經濟和環境造成
持續而嚴重的影響。

碳排放泛指溫室氣體的排放，其中以二氧化碳為主。嚴格來說，溫室氣
體是指大氣中吸收和保留熱力在地球的氣體，主要包括二氧化碳、甲
烷、氧化亞氮和臭氧。

以釋放量和對全球暖化的總體影響而言，二氧化碳是人類活動中最經常
排放的溫室氣體，主要來自涉及燃燒煤及天然氣等化石燃料的活動，包
括發電、乘搭汽車、輪船和飛機等。各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會根據該氣體
的全球升溫潛能換算為二氧化碳當量*，以方便計算和比較。

註：*二氧化碳當量：根據溫室氣體各自的全球升溫潛能，計算及比較不同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單位。各氣體的二氧化碳當量，由該氣體的排放量乘以相對的全球升溫潛能計
算出來。 

碳排放

來源：美國太空總署 3

年平均值

全球溫度變化

溫
度

異
常

°
C

迫在眉睫

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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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與我何干？ 迫在眉睫

1.4    科學家警告，我們只剩約十餘年的時間阻止氣候
變化造成災難。根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於
2018年10月發表的特別報告，預計全球升溫2℃，對比
升溫1.5℃所帶來的影響將更為嚴重。同時，亦須理解
達致《巴黎協定》2℃目標已甚具挑戰。關鍵是討論如
何透過更進取方案及其可行性，以達目標。4

1.5       香港與其他沿岸城市一樣，現正面臨多種與氣
候變化相關的威脅，包括氣溫上升和更多暴風雨等
的極端天氣現象。除非全球採取更大膽、更迅速的
行動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否則這些影響將會持續
加劇，並在未來幾十年以更快的速度發生。香港作
為國際社會中負責任的一員，現正積極採取行動，
應對氣候變化。

1.5°C 對比 2°C

來源：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極端高溫
全球人口至少每5年面臨一次極端高溫

水平面上升
到2100年海平面上升的幅度

農作物產量
熱帶地區的粟米收成減少

植物物種消失
地理分布範圍縮小至少一半的植物

珊瑚礁
珊瑚礁進一步減少 

漁業資源
海洋漁穫減少

14%

8%

70-90%

0.4米

3%

150萬
公噸

300萬
公噸

37%

16%

99%

0.46米

7%

2100年推算 全球平均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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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能獨善其身

更多酷熱天氣日數和熱夜數目 

在過去百多年，香港每年的酷熱天氣日數由2.2天增至15.7天，而熱夜數目由0.6
天增至21.8天。預計在高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下，熱夜日數到本世紀中接近三個
月，世紀末更增至約五個月。5

每年大雨的天數增加

自1947年到2018年，香港每年的大雨天數（一小時降雨量大於30毫米的日子）
平均每十年增加0.2天。預計在高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下，本世紀末每年最高連續
三日雨量將上升約四成。6

風暴潮的威脅增加

僅在2017至2018年間已出現兩次須發出10號颶風信號的超強颱風，兩者均引發
嚴重的風暴潮。9

海平面上升

維多利亞港的海平面於1954至2018年間，平均每十年上升31毫米。預計現時罕
見的高水位事件可能在本世紀末變得更頻繁。8

下雨的日子減少但平均降雨強度增加

極端降雨事件變得愈來愈頻繁。天文台總部錄到的每小時雨量近幾十年屢破紀
錄。現時香港天文台總部每小時降雨量最高的紀錄為2008年的145.5毫米。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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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還記得...... 這不是電影場景！

2017年超強颱風天鴿和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
都引發風暴潮，導致多區水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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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袖手旁觀的嚴重後果

減緩氣候變化是為我們這一代及未來世代的生存和福祉

  減緩氣候變化有何益處？

• 有研究人員發現，若然能大量減少全球溫室氣體的排放，到2030年每年可防止30萬至
70萬人過早死亡。10

• 2018年，一項於香港醫學雜誌上發表的研究指出，隨着全球暖化持續惡化，過去數十
年間全球城市地區的過敏疾病已增加3至5倍。 11

• 2017年超強颱風天鴿和2018年超強颱風山竹先後衝擊香港，造成大規模破壞，包括沿
海和低窪地區出現水浸、大量塌樹、交通癱瘓，以及部分地方水電供應中斷，預料氣候
變化下超強颱風亦會增多。 13

• 由香港中文大學和澳洲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的研究人員聯合進行的一項研究指出，
如本世紀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持續增加，很可能會在本世紀的最後30年，為珠江流域帶
來更頻繁和嚴重的洪水和乾旱災害。 14

• 香港中文大學地球系統科學課程的研究人員預測，氣溫上升將導致全球糧食減產超過
10％，並且令營養不良比率提高30％以上。15

• 斯特恩等人（Stern, et al.）近年發表的研究強調，積極的減緩氣候變化行動為五個關鍵
經濟體系（即能源、城市、食品和土地利用、水資源和工業）帶來多項機遇，包括可推
動經濟增長和實現發展目標。報告亦指出，如果由現時的營運模式逐步轉型至低碳可持
續發展方向，到了2030年，估計可獲得直接的經濟收益（達26萬億美元），並在2030
年產生超過6,500萬個新增低碳工作職位。 12

• 對於個別企業而言，通過善用資源（尤其是能源）的方法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可節
省電費支出。此外，積極採取氣候行動可以提高企業在持份者間和社會上的聲譽，從而
促進業務發展。對於商界而言，減緩氣候變化有助企業於潔淨能源等新興市場創造新的
商機，還可以減少因極端天氣事件而造成的資產風險和損失。 

改善公眾健康和
避免過早死亡

創造就業機會和
綠色發展增長

商業前景

基礎設施受損；
經濟損失

供水不穩定

農作物生產不穩定；
食品價格上漲

 氣候行動：三個主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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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應對氣候變化 

氣候行動

減緩

適
應

應
變

加強基礎設施以防止或盡
量減低因氣候變化而造成或
可能造成的損失。「基礎設
施」包括能源、水資源、建
築物、沿岸設施、交通、緊
急服務、公眾健康、糧食、

金融與通訊設備。

減低或防止溫室氣體排放以減
輕氣候變化的影響，如熱浪和
旱災、極端風暴、水資源短缺
和農作物減產的壓力、珊瑚破

壞及海平面上升等。

在不可避免的氣候變化影
響下維持社會功能；應付
和抑制氣候變化相關的壓
力及維持公共服務、經濟

和社會活動。

 氣候行動：三個主要概念

同時，單看碳排放總量並不
能完全展示個別城市對全球
暖化的影響。

人均碳排放量是可取的計算
方式。根據此計算方式，可
比較世界各地的人均二氧化
碳排放量。

碳強度是指每單位本地生產總值的碳排放量。減少碳強度意味着每
單位經濟產出所產生的碳排放較少。過往，如果本地生產總值增
長，碳排放總量也會有所增加。但是，隨着技術成本降低，以及社
會對氣候變化的意識提高等，有跡象顯示碳排放與經濟增長可脫
鉤。

使用「絕對排放量」作為目標能更具體量度碳排放總量的減幅。為
減緩氣候變化，長遠來看，碳排放總量必須下降。

人均碳排放絕對碳排放量對比碳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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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
達到峰值並爭取盡早達峰

• 單 位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二 氧
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
60%-65%

• 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消
費比重達到20%左右

• 森林蓄積量比2005年增加
45億立方米左右

• 「碳排放峰值」－本地發電是目前最大的碳排放源，佔
總排放量大約67%。隨着天然氣佔本地發電燃料組合的
比例繼續上升，本港的排放量將於2020年或之前達到
峰值水平。

• 碳強度和絕對減幅－我們現時的低碳路徑，將有助在
2020年把碳強度由2005年水平降低約50%。而我們
2030年的減碳目標將把本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水平降
低65%至70%。16

• 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量可以按人均計算，即把碳排放
總量除以人口，按此計算，本港2016年的人均碳排放
量約為5.7公噸。我們的2020年目標可把本港的人均碳
排放量減至少於4.5公噸；及在2030年進一步減少至約
3.3至3.8公噸。

《巴黎協定》

        回應《巴黎協定》

1.8    《巴黎協定》於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按中央人民政府決定，《巴黎協定》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須於2020年或以前制定至2050年的長遠減碳策略，亦須每五年檢討我們的氣候變化工作。現時，我們正朝
着在2030年把碳強度由2005年的水平降低65%至70%的目標穩步邁進。

5.7公噸

現在

~3.3-3.8 

公噸

2030

CO2

中國至2030年的國家自主貢獻 香港至2030年的減碳措施

1.6    承接《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於2015年12月獲得通過，是一份由196個締約方簽署，目標進取的
多邊協議，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和共同推進低碳、具抗禦力及可持續的未來。中國在2016年4月22日地球日正式簽
署《巴黎協定》。

註：*《巴黎協定》並不包括國際航運和航空業，其有關減碳工作分別由國際海事組織和國際民用航空組織負責。

1.7     為了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全球須於2050年前將絕對碳排放量由
2010年水平減少40%至70%，並在2100年前將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淨值降至零。政府間氣候變化專
門委員會最近發布的《全球升溫1.5℃特別報告》提供了科學數據，說明控制全球升溫在1.5℃比2℃可以進一步
降低氣候風險。然而，將全球升溫限制在2℃已是艱鉅任務。若要進一步限制在1.5℃，全球必須在2050年左右
達到淨零碳排放。

所有締約方須每五年一次自行編制
「國家自主貢獻」，制訂目標及時
間表

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
前水平以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
溫度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
1.5℃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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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協定》

        回應《巴黎協定》

公眾參與過程

1.9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期望透過公眾參與過程，
促使公眾意識到碳排放帶來的影響，同時收集社會各
界的意見，訂出香港的長遠減碳策略，以及達至目標
的可行方向及行動，為全球減碳作出貢獻。

1.10 由於《巴黎協定》所要求的長期溫室氣體低
排放發展策略只包括減緩方面*，是次公眾參與將會
集中邀請公眾集中就減少碳排放方面的減緩行動提供
意見，同時考慮本港在地理環境、社會及經濟各方面
的需要。

 公眾參與目的

註：*由於我們需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完成公眾參與過程，而且不少措施相對較技術性並涉及運作細節，因此我們沒有把
氣候適應和應變措施納入公眾參與過程。另外，跨部門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已經成立，負責劃一設計標準和加強工
務部門的基建抗禦能力，而保安局現正檢視《天災應變計劃》。 

提 高 公 眾 對 碳 排 放 影 響 的 認
識，以及減碳行動不足的嚴重
後果。

確立不同持份者的角色及建立
各方之間的協作機會，並收集
他們對減緩氣候變化行動的看
法。

就減少碳排放方面的行動尋求
公眾意見，同時要考慮所需的
額外成本和行為改變，並致力
推動社區參與行動，包括改變
生活方式及消費行為以減緩氣
候變化。

提升公眾意識 推動持份者的參與及合作建立共識及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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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從何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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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應對氣候變化：從何入手？

目前情況

2.1 香港現時約67%的碳排放源自發電，而所
產生的電力主要是要滿足市民和工商界的需求。除
了減少需求方面的節能措施外，政府也積極在發電
方面推動使用更潔淨的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以減低
排放量。政府已在1997年決定不再興建新的燃煤
發電機組。

2.2 目前最適合香港而又可大規模替代燃煤發
電以減少碳排放的技術為天然氣發電。首台燃氣發
電機組於1996年興建。現時香港已有共10台同類
發電機組，在2015年滿足我們27%的電力需求。直
至2020年左右，天然氣將滿足香港大約一半的電
力需求，而燃煤發電將減少至約25%。這有助我們
在2020年達到把香港的碳強度由2005年水平降低
50%至60%的目標，相等於將絕對碳排放量減少約
20%。17

2.3 然而，燃燒天然氣發電仍會產生碳排放，
如我們希望達到更進取的減碳目標，便不能只依賴
本地燃氣發電。

來源: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18

1990至2016年香港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
千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

廢物及其他

90% 
建築物

18%
運輸

註：鐵路用電產生
的碳排放佔整體碳
排放2%，計算在
發電界別內

67%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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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其他城市的比較

2.4 人均排放量的計算方法是將碳排放總量除以人
口。香港2016年的人均碳排放量約為5.7公噸，介乎
紐約市﹙6.7公噸﹚與倫敦﹙4.7公噸﹚之間。考慮到
全球人口預計於2050年達到大約90億（2015年為75
億），若全球能夠達到低於2℃的目標，即意味全球
的人均排放量於2050年約為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對香港而言，按照2050年預計人口約為815萬估算，
這相當於在2050年將碳排放總量由2005年水平降低
60%。

2.5 我們現時的目標是在2020年減低香港的人均
碳排放量至少於4.5公噸；而2030年的目標則是將香
港的人均碳排放量進一步減少至約3.3至3.8公噸。相
對於2005年水平，香港2030年的碳排放總量減幅的
目標（26至36%），與其他主要亞洲城市例如首爾
（40%）、東京（~32%）和臺北（25%）相若，並優
於新加坡的進程（預計新加坡的碳排放由現在至2030
年將繼續增加，並在2030年後開始減少）。然而，
要在將來達致人均約2公噸排放量，香港仍有相當距
離。若要在2050年將排放淨值降至零以回應最近政府
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所發表的《全球升溫1.5℃特別
報告》中，將全球升溫限制在1.5℃的目標，當中挑戰
更具高難度。

2.6 因此，應對氣候變化必須透過全民參與，跨界
別行動。

來源:  CDP全球環境信息研究中心；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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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比較﹙2016年﹚
公

噸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卡加利

華盛頓市
新加坡

溫尼伯 華沙
洛杉磯

紐約市
渥太華

三藩市

約翰尼斯堡

阿姆斯特丹 東京 臺北
蘇黎世 倫敦 首爾

溫哥華

伊斯坦堡
馬德里香港

註：*按照全球於2050年將絕對碳排放量由2010年水平減少40%至
70%計算，全球的人均排放量在2050年須減至約為1.4至3公噸二
氧化碳當量。中位數約為2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020
2030

2050

2016

5.7 公噸 <4.5公噸 ~3.3-3.8     
公噸 ? 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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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其他城市的比較

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的比較﹙2016年﹚

3
要及時加強行動，該如何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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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2050年的長遠減碳目標

3.1 作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香港須制定至2050
年的長遠減碳策略及行動計劃。根據《巴黎協定》，
長遠減碳策略可以是具體、可量化的目標（包括分階
段的目標），也可以是願景式目標。把碳排放總量控
制在不同水平，需要不同的行動配合 。

3.2 如果要達致目標，大致需要實行下列各方面的
行動。但視乎各項行動的進展，即使將下列行動全部
付諸實行也不一定足以達致目標：

致力邁向基礎減碳要求

追求更進取的減碳目標

全民更積極地過低碳生活
強制要求所有現有大型建築物進行翻新及重新校驗等節能
工程
強制全面改用零碳能源及必須進行非常緊密的能源區域 
合作
強制落實節能工作
強制所有新建建築物達到或近至淨零碳排放
強制零排放車輛取代所有傳統的燃油車輛
重大及廣泛的科技突破和進步，可進一步減少以至抵消碳
排放

全民積極地改變生活模式，大幅減排節能
強制要求所有現有大型建築物進行翻新及重新校驗等節能
工程
超過八成為零碳能源及必須進行非常緊密的能源區域合作
通過制定與能源相關的強制措施及標準和改變行為， 
大幅提高能源效益和推動節能
新能源車輛（如電動車）成為主流選擇
強制推行低碳綠色採購
重大科技突破和進步，可進一步減少以至抵消碳排放

市民改變生活習慣，減排節能
更廣泛地為現有建築物進行翻新及重新校驗*等節能工程
約八成為零碳能源及必須進行非常緊密的能源區域合作
通過提升與能源相關的標準和改變行為，以提高能源效益
和推動節能
新能源車輛（如電動車）逐步取代傳統的燃油車輛
逐步增加採購低碳產品
科技突破和進步，可減少以至抵消碳排放

透過於2050年將碳
排放總量由2005年
水平降低60%，將
全球平均升溫控制

在2℃之內

透過於2050年達致
淨零碳排放（碳中
和），將全球平均
升溫控制在1.5℃

之內

透過於2050年將碳
排放總量由2005年
水平降低80%，將
全球平均升溫控制
在1.5℃與2℃之間

人均

2公噸

碳排放

淨零碳

排放

人均

1公噸

碳排放

註：*重新校驗工程是有系統及具成本效益的程序，以定期檢查現有建築
物的能源及其他效能表現，例如裝備狀況、裝備如何與系統共同運作、
運作及維修策略的成效等。該程序確定有哪些改善營運措施有助節能。
重新校驗可單項進行，或可配合改裝工程進行，例如以能源效益較高的
電器取代能源效益較低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21

        借鑒國際經驗

3.3 許多城市和國家正尋求各種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的方法。儘管各地的地理條件、經濟步伐和政治制
度不同，但其減碳工作均主要集中在幾個關鍵領域，
包括加強教育和宣傳、提高建築物能源效益、能源界
別深度減碳及推動綠色運輸，以及其他措施如產業升
級（如使用低碳物料和生產技術）、更有效的廢物管
理（如減廢、轉廢為能技術）和移除二氧化碳的措施   
（如碳捕獲和封存技術、再造林和造林）。

3.4 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需要跨界別的通力合作。
探索不同的融資機制已成為全球趨勢，例如發行綠色
債券和通過碳定價等方式，以動員私人資本投資可再
生能源、能源效益、綠色建築及其他環保產業項目和
活動，構建低碳的經濟體系。

• 我們應否訂立規管制度以確保公司及機構達致特定
的減碳目標？應否實施稅務優惠和／或制定罰則以
確保其遵守有關承諾？

• 綠色債券、碳稅和碳交易計劃可在香港的減碳方面
發揮甚麼作用？

CO2

教育及宣傳

• 透過媒體舉辦提升氣候變化意識活動
• 加強政策導向和有利環境的研究 
• 將氣候變化主題納入學校課程

例子：柏林
（詳情見附錄第41頁）

例子：德國、丹麥、西雅圖
（詳情見附錄第41-42頁）

能源界別減碳
• 以 可 再 生 能 源 及 核 電 作 為 主 要 能

源，輔以具備碳捕獲和封存技術的
化石燃料發電廠

• 採用碳定價及碳交易以誘發行為改
變，加強節能

• 提供發展潔淨能源的誘因
• 探討輸入電力的可行性和加強能源

區域合作

經濟機遇及融資機制

• 加快低碳經濟的轉向以確保長遠可持
續發展及邁向低碳未來

• 動員私人資本支持推動低碳和具氣候
變化抵禦力的經濟項目和活動

例子：蘇格蘭、英國
（詳情見附錄第42頁）

推動綠色運輸
• 推行智慧城市策略及規劃；改善基

建，締造易行及單車友善的社區
• 提高車輛燃油效益 
• 加快採用新能源車輛如電動車，推

動重型貨車使用生物燃料等
• 訂下淘汰化石燃料車輛的願景及╱

或目標年份

例子：挪威、首爾
（詳情見附錄第42頁）  

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
• 翻新、更換及翻修現有建築物及設

備 ， 以 提 升 空 間 製 冷 ／ 供 暖 、 照
明、建築物外牆和其他建築物能源
系統的能源效益

• 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和能源表現
標準

• 提供區域供冷／供暖服務
• 採用電熱泵、電熱聯供系統和冷熱

電三聯供系統
• 在不同場所安裝可再生能源

例子：紐約市、東京
（詳情見附錄第41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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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低碳社會

全體市民參與

廚餘：容易被忽略的氣候變化元兇

3.5 根據2019年的數據19，若全球人類都跟隨香港
人的生活模式，我們便需要超過4個地球才能有足夠
資源應付所需。我們在減少碳足印以應對氣候變化方
面，可以探求更多發揮空間及與時並進，並且必須從
減少浪費和節能等生活習慣做起。

3.7 全球而言，廚餘佔所有由人類活動產生的溫室
氣體約8%。 21  我們日常都可以為減碳出一分力，例
如源頭惜食減廢、轉贈剩食予有需要人士、作出精明
消費，以及將廚餘轉廢為能等 。

食物的碳排放

來源: Leung, et al., (2010) 20

熱
值

 x
 排

放
系

數
  

(克
二

氧
化

碳
當

量
/公

斤
)

廚餘 (香港每人每日的棄置量，以克計算)

在2009年至2017年間，平均每人每日棄置485克廚餘。

何不在出外用膳時                 
只點選合適份量？

有想過只烹調合適份量，既可
節省金錢又不會浪費食材？ 

3.6 我們生活所需均有其碳足印，食物也不例外。
食物的碳足印包括種植、飼養、耕作、加工、運輸、
貯存、烹調及棄置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改變我們
的膳食習慣（例如多菜少肉）、選擇本地產品，以及
減少廚餘，對減少我們的碳足印可謂舉足輕重。

你了解日常生活與碳排放之間
的關係嗎？有甚麼方法可以令
你更容易掌握有關資訊？

「惜食香港運動」

 你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470 461 507 466 510 503 464 491 495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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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容易被忽略的氣候變化元兇

 你的每一步都很重要！

做大嘥鬼還是慳神? 
往往只是一念之間！

低碳生活計算機

使用低碳生活計算機只需回答14條選擇題，
便可幫助你評估你過去一年在衣、食、住、
行四方面所產生的個人碳排放量。此外，計
算機亦提供減碳貼士，帶動市民身體力行減
少碳排放。
https://www.carboncalculator.gov.hk/tc

• 有甚麼方法可以幫助你實踐低碳生
活？商品及服務供應商可如何促進你
的行為改變?

• 有甚麼因素令你未能實踐低碳生活？

• 應舉辦甚麼教育及宣傳活動來推廣低
碳生活?

減少約80% 
二氧化碳當量

每季買五件
新的純棉T恤

每季買一件
新的純棉T恤

75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2

15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3

（假設穿洗50次）（假設穿洗50次）

吃一塊90克
（手掌大小的牛排）

2.4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4 吃90克馬鈴薯 0.26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5

一部一匹冷氣機
（9,000 英熱單位/
小時）運作8小時

3.8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6

 一部便攜式風扇
運作8小時

0.2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7

汽車燃燒1公升汽油
（柴灣至堅尼地城）

2.5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8

（假設是中型車/大型家庭車）

從柴灣乘搭港鐵
至堅尼地城 

0.03  公斤 
二氧化碳當量 29

減少約90% 
二氧化碳當量

減少約95% 
二氧化碳當量

減少約99% 
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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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似 大嘥鬼！我們一家四口住在香港島，以下是我家的生活習慣：

我似慳神！我們一家四口住在香港島，以下是我家的生活習慣：

約2.6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全年每人

約9.5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全年每人

平均

每月電費： $150

每月煤氣費： $50

每月水費： $50

每日產生垃圾：
15公升 
（大約1個超市購物膠袋的容量）

私家車： 沒有使用

公共交通工具： 每人每星期乘搭12 小時港鐵

旅遊： 盡量在本地旅遊

進食： 多菜少肉，尤其紅肉

預先包裝飲品： 沒有飲用

購買新衣物及新鞋： 每人每季1件

平均

每月電費： $1,000

每月煤氣費： $1,000

每月水費： $400

每日產生垃圾：
45公升 
（大約3個超市購物膠袋的容量）

私家車（汽油）總行車里數： 10,000 公里（1年）

公共交通工具： 沒有乘搭

旅遊： 每年亞洲及歐洲旅行各1次

進食：
每人每天進食100克肉類 
（約1塊手掌大小的牛排）

預先包裝飲品： 每人每星期10份

購買新衣物及新鞋： 每人每月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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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能源和發電界別進一步減碳

我們怎樣使用能源？

3.8 能源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同時也是經
濟活動的重要支柱。要實現低碳轉型，我們必須了解在
家居、工商機構及交通運輸的能源使用情況。

3.9 香港的總能源消耗中電力佔超過50%，當中約
90%的電力用以供應建築物（總數超過40,000幢），約
相當於60%的溫室氣體排放。30

3.10 新建建築物可以結合智慧能源設計，但將現有
建築物（特別是商業建築物和住宅）變得更為環保亦同
樣重要。通過進行節能、能源審核、碳審計、重新校驗
及翻新工程，現有建築物具有很高潛力變得更環保。

43% 
商業

21% 
住宅

31% 
交通

5% 
工業

能源使用量 (按界別劃分), 2016

合共 : 289,219 太焦耳 

65% 
商業

27% 
住宅

5% 
工業

電力使用量 (按界別劃分), 2016

合共 : 158,662 太焦耳

 人均能源使用量

2006 2016
-3.9%

41.0 千兆焦耳/人 39.4 千兆焦耳/人

能源使用量／本地生產總值

2006 2016
-23.2%

151 太焦耳/
10億港元

116 太焦耳/
10億港元

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2016年
住宅組別

15%    辦公室設備 
         (例如電腦設備和顯示屏）

10%    其他

14%    冷凍

9%      煮食

8%     熱水

9%     照明

35%   冷氣

35%   其他

29%    冷氣

6%      辦公室設備

8%       熱水及冷凍

7%       煮食

15%     照明

2016年
商業組別

2%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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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是香港其中一個主要碳排放來源。我們可多做甚麼以進一步推動
節能和減少與建築相關的碳排放？

• 可採取哪些措施來鼓勵或規管建築物業主和租戶，以提升整幢建築物
（即包括私人單位／地方）的能源效益？

• 可考慮採取哪些措施鼓勵業主於建築物範圍內增設可再生能源裝置？

• 長遠來說，可考慮使用哪些被動式節能設計元素（如自然通風）來提
高建築物能源效益？應提供哪些誘因以進一步推動發展商和業主採用
被動式節能設計元素？

我們正如何提倡節能和能源效益？

3.11 為達致長遠減碳，大眾必須共同行動，改變我
們的行為模式，並投放更多資源發展能源效益較高的
產品、技術和工作模式。自1990年代以來，政府致力
與建築環境相關的專業人士及持份者合作，推動綠色
建築及提升建築物的能源效益 。

3.12 一些具體措施包括：定期提高與建築物相關的
法定能源標準、加快對可再生能源和節能建築的稅務
減免、向業界推廣不同的節能措施和技術、為主要政
府建築物定期進行能源審核及碳審計、鼓勵政策局和
部門為其管理的建築物申請綠色建築認證，以及推出
「全民節能」運動等（詳情可參見附錄5）。

法例規則 稅務優惠

科技發展及創新

標籤計劃

資助計劃 區域供冷系統 被動式樓宇設計

能源審核及碳審計 宣傳教育綠色建築認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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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如何提倡節能和能源效益？ 發電界別進一步減碳

3.13 現時，發電佔香港碳排放約67%。因此，      
為發電界別減碳在減碳策略中扮演極為重要角色。 化石燃料或非化石燃料，兩者之

間你會如何選擇？為了自己和下
一代的利益，在決定香港未來的
燃料組合時你會有何考慮？

煤

天然氣

非化石燃料（包括輸入核電及

可再生能源）

來源: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

現在至2020年

3.14 2015年，煤（48%）仍然是香港最主要的發電燃
料，其次是天然氣（27%）和非化石燃料（包括輸入核電）
（25%）。直至2020年左右，我們預期天然氣將提供香港大
約一半的電力 。

中期減碳（2030年）

3.15 為協助達致2030年把碳強度減少65%至70%的目
標，香港在未來十年將逐步減少燃煤發電。天然氣發電是可
靠而又可大規模替代煤以減少碳排放的技術。但天然氣發電
仍然產生碳排放，未能協助我們達到更高的減碳目標。

長遠減碳（2050年）

3.16 在2050年實現符合《巴黎協定》低於2℃的減碳目標
的情況下，我們估計約80%的電力須來自零碳能源（包括可
再生能源及輸入核電）。若我們希望達致較《巴黎協定》低
於2℃更進取的目標，則零碳能源的比例須進一步提高。由
於香港的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若我們要在2030年後
實現更高的減碳目標，區域合作將發揮關鍵作用。

3.17 香港應採取務實的態度，善用科技，以期在2030年
左右大幅減少碳排放。並當我們或受惠於未來新興的科技發
展時，力求至2050年能進一步減少碳排放。

3.18 至2050年的實質長遠減碳路線，將取決於未來約30
年科技發展的步伐。有關發展亦會影響不同燃料的成本、
供應及表現。無論如何，當我們要決定至2050年發電界別
的長遠減碳策略時，須考慮的主要因素將包括：環保表現、
可靠性、安全及合理價格。這些主要考慮因素的詳情可參閱 
附錄7。

25%

50%

25%

2020

2030

繼續增加

逐步
減少

繼續增加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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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要在2030及2050年達致更高
的減碳目標，無可避免需要進
一步加強區域合作來增加零碳
能源比例。面對氣候變化的威
脅，你會怎樣思考和取捨？  

我們該如何進一步加強
在本地發展可再生能源?

• 我們正致力推進本地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例
如：政府正帶頭發展可再生能源，撥款20億
元在政府處所推行相關項目，並在合適的水塘
及堆填區位置裝設較大規模的太陽能發電系
統。政府亦引入了上網電價，又推出各項支援
措施，包括適度放寬「村屋」天台上的裝置限
制、推行「採電學社」協助合資格學校和非政
府福利機構加設太陽能光伏板等，鼓勵和協助
私營界別採用可再生能源。

• 可是，受制於香港地理環境（主要因為面積有
限），根據現已發展成熟的技術，政府最新估
計由現時至2030年間，香港只有適度可實現
的本地可再生能源潛力（包括風能、太陽能和
轉廢為能），大約為3-4％。

• 本地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只能當將來有較先進
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出現才有可能大幅增加。

• 雖然使用可再生能源可盡量減少對環境的影
響，但大部分可再生能源只能間歇發電，需要
供應穩定的燃料作後備發電用途，因此涉及使
用可再生能源的總發電成本遠高於其他燃料。

• 區域合作是／將會是其他世界城市在發電界別減碳
常用的方法，例如美國西雅圖市由華盛頓州其他
地方輸入水力發電。對香港而言，這也不是新鮮
事。我們一直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核電，滿足全港
約25%的電力需求。如要實現更高的減碳目標，在
2030年後，零碳能源（包括本地及輸入可再生能源
及輸入核電）必須是主要的發電燃料，加上本地的
可再生能源潛力非常有限，因此我們必須考慮採用
區域合作的方法。

• 內地正發展越來越多可再生能源，以減少利用化石
燃料發電。區域合作或可讓我們輸入內地的可再生
能源。雖然如此，在面對其他內地城市的競爭下，
香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

• 我們現行輸入核電的協議有效期至2034年。因此，
至少直至2034年，全港約四分之一的電力將繼續來
自零碳排放能源。根據海外經驗，核能發電機組的
服務年期可延長至60年（以大亞灣核電站的情況而
言可延至2054年）。核電廠一向採用精密而細緻的
運營安全和廢料管理措施，而無論香港是否輸入核
電，現時已有不少核電站在華南地區運營或正在興
建之中。

• 強化現時中華電力有限公司與南方電網和大亞灣核
電站連接的清潔能源輸電系統便是區域合作的例
子。待項目於2025年完成後，可讓香港能夠具應變
能力及靈活性選用更多來自區域內的「零碳能源」
（最多可佔本地燃料組合約30-35%），從而可提早
最多約五年達致原本2030年的減碳目標。

• 政府將於2020年起與電力公司展開研究，就如何進
一步加強內地與香港的電網和本港現有電網之間的
聯網安排，研訂細節。

可再生能源 區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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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人口稠密和高樓大廈林立的國際金融及商業中心，高度可靠的能源供應對香港極為重
要。本港正朝着「智慧城市」的方向發展，數碼化對我們的日常生活影響深遠，而可靠穩定的
能源供應在未來愈趨重要。

• 即使可再生能源（如太陽能及風能）可行，大部分只能間歇性發電（如要有足夠日照和風力才
能發電）。因此，如果我們以可再生能源作為主要的零碳能源，我們需要以其他穩定的燃料      
（如化石燃料及核能）作後備發電用途，以當香港沒有或未能輸入足夠數量的可再生能源時可
確保供電的可靠性。

• 區域合作的可靠性受我們所輸入電力的燃料種類及方式所影響。以專線專供方式配合聯網解列
安排輸入電力，可顯著提升輸入電力的可靠性。

• 避免依賴單一燃料種類及來源，以確保能源安全性及在價格和條款上有更佳的議價空間。

• 根據現已發展的技術，本地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相對有限。假如在2030至2040年間，科技進一步
發展，我們便可更具彈性地作出規劃，以採用更多本地可再生能源。

• 輸入內地的可再生能源是未來電力供應的選項。雖然如此，在面對其他內地城市的競爭下，香
港能否優先取得可再生能源仍是未知之數。

• 發電是本港碳排放的一個主要來源。面對氣候變化所引致的風險，關鍵措施之一是進一步採用
更潔淨能源發電以降低碳排放量。當然，我們也要透過全民節能、綠色出行及減廢等，以協助
達致《巴黎協定》的目標。

• 根據現時價格及技術，以每度電計算，燃煤發電是最便宜的，其次是核能及天然氣發電。一般
而言，以可再生能源發電較用化石燃料昂貴數倍。使用可再生能源亦需要以其他穩定的燃料作
後備發電用途，因而牽涉額外成本。

• 現時大部分燃煤及天然氣發電機組將於2050年前退役。當舊機組退役而由更潔淨的供電來源取
代，無論是輸入電力或是本地發電，供電成本會因取代退役機組及使用潔淨能源而相應上升。
實際的成本上升會取決於一系列因素，包括現有發電機組的退役時間表、替代供電來源的選
擇、所需的資本投資、新基建的融資方式、燃料成本、營運成本、售電量等。現時要對2050年
電費的影響作任何有意義的評估是言之尚早。

可靠性

安全及供應情況

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

合理價格

在考慮香港至2050年的電力界別的長遠減碳策
略時，你如何衡量不同考慮因素（包括可靠性、    
安全及供應情況、合理價格、環保和應對氣候變
化的表現等）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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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下的低碳交通

      香港的運輸模式和其碳排放

      多管齊下，減少來自運輸的碳排放

3.19 交通運輸是香港經濟重要的一環。在2016年，能源最終用途有約31%用於交通運輸上。31

3.20 雖然香港具備完善的公共運輸系統，並以鐵路為骨幹，但運輸界別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佔本地總量18% 
           （鐵路用電另佔整體碳排放2%，計算在發電界別之內）。

2016年運輸界別的能源最終用途 2016 年運輸界別能源消耗的燃料類別

28%
貨車

14%
的士

26%
私家車與電單車

12%
鐵路及其他

21%
巴士

合共: 89,891 太焦耳
來源: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 電動車相比傳統內燃引擎在轉換燃料能量為機械能時更有效。根據2015年發電燃料組合     
（即27%天然氣；48%煤及25%非化石燃料，包括輸入核電），「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試
驗結果顯示，以相同行駛里數計算，商用電動車比傳統車輛（從油箱到車輪）平均減少碳排
放約30%。

• 為進一步減少發電廠的碳足跡和排放空氣污染物，政府將在2020年改變燃料組合，增加燃
氣發電至約50%及減少以煤發電至約25%。屆時，電動車在同等行車里數下的平均二氧化碳
排放量將更低於傳統車輛（從油箱到車輪）。

• 政府將繼續推廣採用新能源車輛，包括電動車。截至2018年12月底，全港共有11,496部電
動車輛，比2010年底只有少於100輛為高。

• 政府在2018年施政報告宣布為鼓勵市民採用新能源車輛，在諮詢持份者後，可考慮先禁止
柴油私家車在本港首次登記。

• 多年來，政府的政策是以鐵路作為本港公共客運系統的骨幹，並積極發展不同的公共交通服
務，為市民提供更多方便的選擇。

• 運輸及房屋局／運輸署正按部就班推行交通諮詢委員會早前在《香港道路交通擠塞研究報
告》中提出的一系列短、中、長期建議，以紓緩道路交通擠塞的問題。運輸及房屋局也積極
研究報告中建議的控制私家車車輛數目的措施，包括財務措施。

新能源車輛

鐵路作為骨幹

80%
石油及煤炭產品

17%
煤氣及

液化石油氣

3%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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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2011年3月設立3億元的「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基金」），鼓勵公共運輸業和貨車營
運人士試驗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截至2018年12月底，「基金」已批出140宗試驗項目，涉及
資助金額約1.39億元，當中包括75宗電動商用車項目及57宗混合動力商用車項目，共涉及
106輛電動商用車及89輛混合動力商用車。其他試驗項目包括一套用於巴士的太陽能空調系
統、四套用於巴士的電動變頻空調系統，以及三套用於渡輪的柴油─電力驅動系統。 

• 政府在2018年施政報告提出會檢討「綠色運輸試驗基金」的資助範圍，以促進運輸業界更
廣泛使用適合在港使用的綠色創新運輸技術。

• 政府將繼續鼓勵以步行代替短途交通。

• 在新市鎮和新發展區締造單車友善環境。

• 在非繁忙時段關掉部分升降機是可靠和有效節省建築物能源的方法。政府建築物多年來一直
實行有關措施，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綠色創新技術

易行性及步行性

• 如何促進更廣泛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

• 對於減少運輸業碳排放量的措施，你有何
建議？例如，你會否以步行代替短途交
通，及以視像會議代替現場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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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你的意見意義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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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氣候危機藏於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必
須把握時間避免或減緩氣候變化的災難性影響。

4.2 為了有效應對氣候危機，我們必須採取迫切
行動，減少碳排放。減排須從生活方式/消費模式、
建築、運輸、能源、水資源及廢物管理系統等方面採
取跨界別聯合行動，並要得到民間、企業和政府廣泛
參與。

4.3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會」）誠邀你
就制定香港長遠減碳策略的相關議題發表意見。
敬請於2019年9月20日或之前填寫並提交載於第四
章的意見收集表。你亦可瀏覽委員會的專屬網站 
www.susdev .org .hk，了解有關公眾參與活動的最
新資訊。

4.4 請注意，委員會希望在日後的公開或非公開
討論或其他的報告中，可以引述各界回應本《公眾參
與文件》時發表的竟見。若發表意見者要求把全部或
部分意見保密，委員會定會尊重有關意願。除非已經
提出此要求，否則所有收到的意見不會被保密處理，
委員會將可能披露或公開所收到的全部或部分意見，
以及發表意見者的身份。

你的意見最為重要

減碳是為着人類生存的福祉。

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我們需要
立即行動，未雨綢繆！

每一項建議都攸關重要，我們期待
收到你的意見！

本意見收集表以不記名的形式收集公眾對香港長遠減碳策略的意見。

意見收集表

前言 – 填寫本意見收集表前，讓我們先重溫以下背景資料：

• 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已訂出目標，把全球平均溫度升幅控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
上低於2℃之內，並努力將溫度升幅限制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1.5℃之內。

• 要達到這目標，社會各界都要加強行動，透過落實各項措施，包括實踐低碳生活模式、提
升能源效益，以及採用更多零碳能源發電，同時配合科技發展，以進一步降低碳排放量。         
﹙參見文件第14; 17-21; 41-42頁 ﹚

• 這意味着我們在日常生活和行為模式，要適應更低碳衣食住行等等的轉型，包括更惜物減
廢、低碳飲食、節能節水、日常及假期低碳出行等。﹙參見文件第22-26; 30-31及44頁﹚

• 由於香港現時約67%的碳排放源自發電﹙參見文件第17頁﹚，因此發電界別進一步減碳是減
少香港的整體碳排放其中一個關鍵因素。長遠來說，如要符合減碳目標，必須透過非常緊密
的區域合作，方可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這意味着香港須從內地輸入更多包括可
再生能源及／或核能的電力。在2050年前，我們需要逐步以更潔淨能源代替舊發電機組以達
致減碳進程。無論我們選擇哪一種燃料及哪一個供電來源，供電成本有可能因取代退役機組
及使用潔淨能源而相應上升。但實際的成本上升會取決於一系列因素，現時要對2050年電費
的影響作任何有意義的評估是言之尚早。﹙參見文件第29頁﹚

•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巴黎協定》，香港已訂下並逐步落實2030年的減碳目標，而要訂定和
落實2050年的目標，甚具挑戰。若追求的目標愈進取，挑戰將愈艱鉅，而社會須承擔的代
價，以及市民在生活和行為模式上須作出的轉變亦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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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
你以下列哪個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請選擇一個選項）

機構
o 專業團體

      o  建築 o  工程

      o  運輸 o  其他

o 公營機構

o 其他

公司
o 地產業

      o  地產發展商 o  經紀及代理公司 

      o  物業管理公司

o 商戶

o 其他

個人
你屬於哪個年齡組別？

o 18歲以下 o 31-60歲

o 18-30歲 o 60歲以上
你是否私人工商物業業主 ？

o 是 o 否

問題一 這一代的碳排放會為後代帶來嚴重影響，包括極端天氣、水浸等。減碳是一項跨代的挑戰，而
投放相應資源以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是減少碳排放的關鍵途徑，你支持這個方向嗎？

o 支持 o 不支持 o 沒有意見

問題二 在考慮香港的長遠燃料組合時，你會如何衡量以下因素（可靠性、安全及供應情況、合理價
格、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的重要性？（請按重要性順序排列：1為最重要；4為最不重
要）﹙參見文件第 27-29; 48-50頁 ﹚

o 可靠性

o 安全及供應情況  

o 合理價格

o 環保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表現

問題三 你是否支持實行前言所述的措施，包括實踐低碳生活、提升能源效益，以及透過更緊密的區域
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等，以符合《巴黎協定》的目標？
﹙參見本意見收集表前言﹚

o 支持 o 不支持 o 沒有意見

如支持實行前言所述的措施，你認為哪一項措施需要優先執行？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剔號）

o 實踐低碳生活模式

o 提升能源效益

o 透過更緊密的區域合作增加燃料組合中零碳能源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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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 你會採取甚麼措施來減少碳排放？（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剔號）

機構／公司 （只適用於以機構／公司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的回應者）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採購

(i) 制定（或收緊）環保採購政策，並為員工
提供環保採購培訓 o o o o

(ii) 為辦公室購置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如有
能源效益標籤的電器），例如電腦、打印機
及發光二極管（LED）燈泡等 o o o o

能源效益
及節約

(iii) 參與節能約章，實施節能措施，例如夏
季使用空調設備時，維持平均室溫在24℃至
26℃之間或以上 o o o o

(iv) 翻新辦公室以提高能源效益，例如安裝
新的燈光系統和冷氣系統 o o o o

(v) 參與政府4T（即包括制定目標、訂時間
表、開放透明、共同參與）約章，訂下節能
目標及時間表，節能減碳 o o o o

(vi) 進行能源審核／碳審計，以找出減少使
用能源及碳排放的方法，並付諸實行 o o o o

交通

(vii) 以視像會議或電子郵件取代出差，以減
少因乘搭飛機而產生的碳足印 o o o o

(viii) 使用新能源車（例如電動車）作為公
司車 o o o o

 制定政策
(ix) 制定（或更新）內部減廢及回收政策
（例如紙張和塑膠回收物料） o o o o

其他
(x) 請註明：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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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 （只適用於以個人身份回答本意見收集表的回應者）

一定會 應該會 應該不會 一定不會

衣／
減少廢物

(i) 減少購買衣物
o o o o

(ii) 購買簡約包裝的貨品
o o o o

(iii) 實踐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
o o o o

食

(iv) 避免購買過多食物／過量點菜
o o o o

(v) 盡可能選購本地／較鄰近地區食材，以減少
因運輸而造成的能源消耗 o o o o

(vi) 多吃蔬果，少吃肉類
o o o o

(vii) 避免購買塑膠樽裝飲品等，自備水樽
o o o o

住

(viii) 採購具能源效益的電器（如有一級能源效
益標籤的電器），例如變頻式冷氣機及發光二
極管（LED）燈泡等 o o o o

(ix) 盡量使用自然通風／風扇代替冷氣
o o o o

(x) 在夏季使用空調設備時，維持平均室溫在
24℃至26℃之間或以上 o o o o

(xi) 關閉不使用的電器，減少備用能源消耗
o o o o

(xii) 關掉不使用的燈
o o o o

(xiii) 安裝低流量式的花灑頭和縮短淋浴時間
o o o o

(xiv)待洗衣物儲存至一定數量才使用洗衣機
o o o o

行

(xv) 盡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o o o o

(xvi) 盡量以步行代替短途交通
o o o o

(xvii) 減少使用飛機及郵輪外遊，並多享用本
地／較鄰近地區休閒設施，例如郊野公園等 o o o o

進度評估
(xviii) 不時利用環境局的「低碳生活計算機」，
以評估個人碳足印及找出可減碳空間 o o o o

其他
(xix) 請註明：

o o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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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 除問題四列出的措施外，你或你所屬的界別可如何減少香港新建建築物及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消
耗量？有甚麼支援措施和資訊有助進一步推動它們的能源效益？﹙參見文件第 25－26頁 ﹚

新建建築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有建築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六 政府已推出多項推廣綠色建築的措施。﹙參見文件第三章﹚ 政府是否有需要；及如有需要，應
加推哪些政策措施及誘因，以進一步提升新建建築物和現有建築物的能源效益，協助香港達致
減碳目標？﹙參見文件第26; 45－46頁﹚

o有需要  ( 請註明應加推哪些政策措施及誘因)        

o沒有需要

新建建築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現有建築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七 你對促進本港更廣泛地使用綠色創新運輸技術有甚麼建議？﹙參見文件第 30－31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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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八 世界各地開始有禁止化石燃料車輛（ 如汽油和柴油車輛 ）的訴求，有些國家亦會在2030年或
之後禁售化石燃料車輛。你對禁止化石燃料車輛有何看法? 對進一步減少運輸方面的碳排放又
有甚麼其他建議？ 
﹙參見文件第 30－31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九 要鼓勵個人實踐低碳生活，你會向（一）政府／公營機構及（二）私人機構提出甚麼建議？  
﹙參見文件第 22－24頁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題十 除 了 文 件 中 提 及 的 各 項 減 碳 措 施 外 ， 你 還 有 其 他 建 議 可 以 協 助 香 港 減 少 碳 排 放 嗎 ？ 
﹙參見文件第三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完 –
感謝你的參與！



38 39

聯絡我們

電郵: comments@susdev.org.hk

網頁 : www.susdev.org.hk

郵寄: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5 號
稅 務 大 樓 46 樓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電話: 3917 4763

傳真: 3150 8168



40 41

附錄1：公眾參與過程

是次公眾參與採取由下而上及持份者為本的模式。參
與過程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就減緩氣候變化
行動確立討論方向，而第二階段則希望加深公眾認識
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就低碳轉型凝聚共識。

在第一階段，來自不同界別的專家成員於2018年5月
組成了支援小組，就公眾參與的範圍向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提供意見。就此，支援小組在2018年7月至8月期
間，與不同持份者包括專業團體、學者、環保組織、
青年團體、商界、運輸業界、物業管理公司及區議會
和政府相關委員會代表等，舉行了六場焦點小組會
議。焦點小組的目的是希望廣納各持份者對是次公眾
參與整體方向的初步意見，以訂出可供市民討論的關
鍵議題，及鼓勵公眾參與表達意見的方法。

綜合焦點小組會議所得及支援小組的意見，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制訂了此公眾參與文件，以開展第二階段的
公眾參與。在此階段，委員會在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
治理研究中心策動永續發展坊的協助下，會廣泛向市
民介紹此公眾參與文件，並會舉辦一系列簡介會、地
區討論坊及其他形式的公眾互動活動，以收集社會各
界的意見，共同制定香港的長遠減碳策略。為廣泛接
觸更多市民，是次公眾參與的支持機構將會透過他們
的網絡協助推廣公眾互動活動。此外，委員會亦會透
過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宣傳海報、專屬網
站及於指定地點舉辦巡迴展覽，向市民推廣是次公眾
參與。

第一階段
確立減緩氣候變化行動的

討論方向

第二階段
加深公眾認識氣候變化的

影響及為邁向低碳社會
凝聚共識

資料搜集 簡介會、地區討論坊、 
其他公眾互動活動

支援小組會議
電視宣傳短片、

電台宣傳聲帶

焦點小組
專屬網站

巡迴展覽

知識分享

持份者參與

建
立

共
識 提

升
意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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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公眾參與過程 附錄2：國際經驗 - 措施和例子 

教育及宣傳

為提升氣候意識，柏林在公眾和企業中推出廣泛教育和溝通策略：

• 推出「拯救氣候書」，目的是宣傳提升能源效益和能源自給的訊息，此書亦包含氣候友善型消費及行為
改變小貼士

• 改變日常生活習慣：柏林人可以利用綠色獎勵卡收集環保消費的積分，然後將其兌現（例如修理有瑕疵
的產品而不是扔掉或使用能有助減緩氣候變化的交通模式）

• 通過先導項目及倡議，如「氣候中和的校園」、把「氣候中和」打造成主流的共同理念，並結集各種倡
議方式和活動，向社會上不同界別人士宣傳有關訊息，如「柏林能源效益提升運動」便是其中一個面向
普羅大眾的項目

• 向中小企提供建議和拓展企業網絡，以促進氣候友善的創新項目；並建立能源和氣候保護基金以支持業
界的相關工作

柏林 32

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

能源界別減碳

東京 34紐約市 33

2019年，紐約市通過法案，計劃從2024年開始為
大型建築物設定碳排放上限。法例規定為總面積
逾25,000平方呎（2,322平方米）的大型建築物設
定碳排放上限，並將逐步收緊有關限制，目標到
2030年及2050年分別減排40％及80%。

為了達致上述目標，建築物需要提升其供暖及空調
系統、窗戶和隔熱等設施的能源效益。建築物不符
合規定，其業主可被罰款，而罰款額將根據建築物
的大小及超出碳排放上限的多寡而定。

2010年，東京開始實行碳交易計劃。此計劃是全
球首個在城市層面推動的碳交易制度，以鼓勵大型
商業辦公大樓及工業建築物（即每年使用1,500公
秉油當量或以上之二氧化碳排放設備）進行減碳。

 

建築物業主須採取各項能源效益措施或借助碳交
易平台以達到相關的減排要求。第一階段（2010-
2014）規定排放上限比基準年*的排放量低6％；
第二階段（2015-2019）在考慮到創新科技、市場
效率及長期投資規劃等因素後，排放上限收緊為比
基準年的排放量低17％。

註：*在2002年至2007年期間，任何連續3年的平均排放量

德國 35 丹麥 36

2019年1月，德國政府宣布最遲於2038年全面停用
煤電，並會在2032年審視有關決定。

柏林計劃於2050年前將碳排放量由1990年水平減 
少85％。2017年10月，柏林成為第一個通過煤炭
廢止法的德國聯邦州，將於2030年結束燃煤發電
和供熱。當地將興建分布式燃氣熱電聯產發電廠以
取代陸續關閉的燃煤發電廠，進行發電及提供區域
供暖。

丹麥在全球風能生產領域中名列前茅。在2017
年，丹麥近44％的電力消耗均來自陸地和海上風力
發電渦輪機。丹麥在未來陸續增建風力發電廠，將
逐步提升其風能的產量。

另外，與挪威、瑞典和德國等周邊電網的連接，使
丹麥能在需要時出口過剩的風力能源，並在風力不
足時進口挪威的水力能源、瑞典的核電以及德國的
太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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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至低碳經濟將帶來顯著的經濟增長，以及為減
緩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締造新的機遇。蘇格蘭政府
制定了低碳經濟策略，作為其整體經濟發展政策的
重要一環，在確保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外，同時使蘇
格蘭能達致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並且能過渡至低
碳經濟。重點範疇包括營商環境及整體經濟、能
源、建築環境、交通及當地資源。

英國的股票市場處於世界領導地位，在倫敦證券交
易所上市的近80隻綠色債券，合計融資額超過240
億美元，涉及七種貨幣。2018年，英國政府宣布將
與倫敦市法團合資建立新的綠色金融研究所（研究
所），以支持英國和國外的可持續金融發展。該研
究所是綠色金融特別工作組提出的政策建議之一，
旨在促進低碳經濟投資，並使英國經濟邁向深度減
碳之路。該研究所希望可匯集英國現有的實力並創
造商機，以便來自世界各地的公司可藉此一站式平
台，與世界領先的氣候科學和資本建立聯繫。

英國 42蘇格蘭 41

經濟機遇及融資機制

推動綠色運輸

首爾 40挪威 39

挪威於2016年宣布對化石燃料車輛的禁令，計劃
於2025年前禁止銷售所有汽油及柴油車輛。挪威
亦推行「污染者自付」稅制，旨在降低汽油及柴油
車輛的銷量，並推動使用電動車。該制度會在化石
燃料車輛使用收費公路和渡輪服務時，根據其排放
量徵收額外費用，而零排放╱低排放車輛則可免費
使用該些服務。

 

挪威首都奧斯陸計劃於2019年前永久禁止車輛在
市中心行駛，亦為此大力投資公共交通系統，並以
自行車道取代原有35英里（約56公里）的車路。

共享汽車服務是一個基於「共享駕駛」和「共享經
濟」的概念，近年日漸流行。有別於傳統汽車租賃
服務，用戶可以透過互聯網或智能手機應用程式預
訂，然後於預約時間內駕駛共享汽車。

 

共享汽車有助節約資源及節省擁有一輛私家車的
開支。南韓首爾市於2013年推出共享汽車計劃
（Nanum-Car），作為其運輸需求管理策略的一
部分。為鼓勵使用環保汽車，首爾展開了電動車
共享服務。Socar，作為南韓最大的共享汽車服務
供應商表示，其登記人數在2017年已超過300萬，
估計每十名擁有駕駛執照的韓國人中就有一人是
Socar用戶。

能源界別減碳

西雅圖

美國華盛頓州約70%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37 2017年，西雅圖市（華盛頓州内最大的城市）近91%的電力
消耗來自水庫式水力發電。38 西雅圖市電力局（Seattle City Light）為一家公營電力公司，其負責營運的斯
卡吉特河水電設施項目（ Skagit River Hydroelectric Project）及邊界水壩（ Boundary Dam），為西雅圖市供應
約一半的電力，而剩餘部分則來自其他可再生能源（如風力發電）和核能，以及在電力批發市場上向聯邦
電力管理局購買。現時，聯邦電力管理局會將政府營運的水電大壩及核電廠所產生的電力，出售予位於太
平洋西北地區（包括愛達荷州、奧勒岡州及華盛頓州等地）的公營和私營電力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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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3：邁向低碳社會的相關措施

《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
略》（香港2030+）作為本港一項重要的規劃
研究，旨在重新檢視香港整體發展策略。香港
2030+建議了一個概念性空間框架，包括在新策
略增長區内創造經濟活動及建立就業樞紐，為不
同技能人士創造職位，拉近職位與居所之間的
距離，既可紓緩交通擠塞，同時減少交通運輸
使用量所帶來的碳排放，達致打造低碳城市的
目標。我們在制定長遠規劃策略時，應考慮在
各區創造不同種類的經濟活動和就業機會。 43

碳匯是一個天然系統，吸收及貯存大氣層的二
氧化碳。樹林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光合作
用過程中，樹木和植物吸入或吸收大氣層的二
氧化碳用作生長時所需營養。二氧化碳中的碳
變成植物的一部分並儲存在樹木、莖部和葉
部。雖然樹林也會隨着自然更替而釋放一些二
氧化碳，但一個健康的樹林其儲碳的速度通常
比排碳的速度快。

 

在香港境內，有超過70%的土地被植被覆蓋，
是城市中主要的碳匯。2016年香港碳匯的溫室
氣體總吸收量為45.4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相
比香港總溫室氣體排放量，約為其百分之一。 

城市規劃有助
緩減氣候變化 樹林的碳匯功能



44 45

 10 個家居節能小貼士 44

 10 個辦公室節能小貼士 45

盡量使用風扇
代替冷氣。

如有足夠自然光可
選擇關燈。

雪櫃門應經常緊閉，並
確保其密封墊緊貼，

避免開門過頻。 

安裝用戶／移動感應
器以自動控制不常用

的冷氣及照明的開關。

選用貼有「一級」能
源效益標籤的家用電

器產品。

 在夏季使用空調設備
時，維持平均室溫在

24℃至26℃之間 
或以上。

應裝滿一機衣物才洗
衣。洗衣機半滿與全

滿都會耗用相約的     
電力。

穿輕便衣服以減少使
用空調設備。

採用變頻式冷氣，相對
非變頻式冷氣，每年可
節省達40%的耗電量。

購買具能源效益的
辦公室設備型號。

以較具能源效益的發
光二極管(LED)

燈泡代替鎢絲燈泡。

在不使用時，應將充
電器及變壓器從插座

拔除。

不使用電器時，應將
電源關掉，減少備用

能源消耗。

關掉不使用的辦公室
設備電源，減少備用

能源消耗。

花灑淋浴比浴缸浸浴
可節省50%的熱水和

能源。

辦公室設備須定時維
修，以維持最佳能源

效益。

關掉不使用的燈。

把屏幕光度調至使
用者感覺舒適的   

最低水平。

選用具風力循環功能
的電焗爐比一般傳統
電焗爐更節省能源。

安排最遲離開的員工
在離開辦公室前檢查
及關掉所有不需要的
冷氣、照明和辦公室

設備的電源。

附錄4： 節能小貼士 附錄5：我們正如何提倡節能和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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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個家居節能小貼士 44

 10 個辦公室節能小貼士 45

• 政府會定期提高與建築物相關的法定能源標準，並會每三年檢討《建築物能
源效益守則》一次。最新標準（《 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2018 年版 ）將於
2019年8月全面生效，與2012年的標準相比，其能源效益將提高18%。

• 進一步加快對可再生能源和節能建築的稅務減免，由五年縮短至一年。

• 立法會於2018年5月通過法律修訂，以推行第三階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
計劃》。計劃已於2018年6月1日正式生效，以涵蓋更多類型的家用電器產
品，寬限期為18個月。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第三階段將於2019年12
月全面實施。

• 根據政府與兩間電力公司所簽訂於2018年後生效的《管制計劃協議》，電力
公司進一步注資現有的節約能源基金，以支持節能及重新校驗工程，包括實
施樓宇為本的智能╱資訊科技技術。電力公司亦成立新基金以支持電器更換
或升級到更節能的型號。電力公司亦為非住宅樓宇提供免費能源審核服務，
協助客戶尋找節能機會。

• 機電工程署向業界推廣不同的節能措施和技術，例如重新校驗和安裝智能
節能設備。

• 機電署推出網上平台 E&M InnoPortal，以創新科技推廣能源效益及節約能
源，以及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該平台為政府部門、公營機構以及機電業
界對創科的需求，與初創企業及學術機構提供的解決方案進行配對。機電
署亦提供政府場地實地測試成功配對的項目。

• 兩家電力公司將在2025年之前推出一項為期7年的計劃，以智能電錶和後端
設備取代其機電式電錶。智能電錶向客戶提供耗電數據，將有助於促進客
戶改變行為以節省能源。

• 政府正逐步在啟德發展區興建區域供冷系統，並研究在其他新發展區（如東
涌新市鎮擴展區）興建同類系統。 

法例規則

稅務優惠

科技發展及創新

標籤計劃

資助計劃

區域供冷系統

附錄5：我們正如何提倡節能和能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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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物(能源效益)規例》規定商業樓宇和酒店須符合總熱傳送值標準，從
而節省空調所使用的能源。政府進一步頒布全新的住宅熱傳送值標準，並
已於2015年4月生效。商業樓宇和酒店的總熱傳送值標準和住宅熱傳送值標
準須定期檢討，而前者將在2025年前進行兩次檢討。

• 「綠建環評」除可為現有建築物作全面評估外，最近還加入自選評估計
劃，以鼓勵業主在改造和／或管理有關建築物時考慮進行「綠建環評既有
建築」評級。政府承諾建築面積達5,000平方米以上並備有中央供冷系統或
10,000平方米以上的新建政府建築物，至少要達到綠建環評的第二高等級
（即「金級」評級或以上）。

• 行政長官2018年《施政報告》亦鼓勵政策局和部門為其管理的建築物申請
綠色建築認證，以彰顯政府對低碳發展的承擔。

• 機電工程署於2016及2017年完成約340幢主要政府建築物的能源審核，找
出能源管理機會。

• 自2017年4月起，各政策局及部門須開始為主要政府建築物定期進行               
碳審計，以探討減排空間，並須披露該等建築物的碳排放資料。

• 環境局及機電工程署推出「全民節能」運動，鼓勵商界、非政府組織及學
校和高等教育機構節約能源，並設立網站(ht tp : / /www.ene rgysav ing .
gov.hk）專門提供節能的方法。  

• 機電工程署推出《節能約章》，參與者承諾致力採取節能措施，如長時
間不使用電器便應關掉電源；而在《4T約章》方面，參與者承諾訂立
節能目標(Target)並制定時間表(Timeline)、確保透明地披露其節能成效
(Transparency)，以及鼓勵同行參與(Together)以邁向節能目標。政府亦建立
對話平台，旨在鼓勵建築環境界持份者為其建築物設定節能目標和     時間
表。

被動式樓宇設計

能源審核及碳審計

宣傳教育

綠色建築認證



46 47

附錄6：預計各項節能措施實施後的減碳量

自2012年以來，750幢新建築物和7,000項
現有建築物內的主要改造工程已遵從法定
能源標準。

分三階段發展的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
在2025年完成後，預計每年可節省8,500萬
度電。

擬議新增的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完成
後，預計每年可節省 5,300萬度電。

相關部門將在公共基礎設施中推行節能等
措施，目標在2019-20年前減少耗電4%。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三階段涵蓋
八種家用電器產品，共佔住宅用戶每年耗
電量約70%。

自2015年起政府建築物整體節電約4.9%，
預期可達到5%的目標。

最新的《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2018年
版) 較2012年版本可進一步節能約18%。

每年可減少的碳排放 
（ 公噸 ）

1,050,000

60,000

30,000

437,500

50,000

17,000

預計在各項節能措施實施後每年減少碳排放
約170萬公噸，相當於2016年全港碳排放總量約4%。

3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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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7： 發電界別知多些

能源政策目標 46

當我們考慮長遠發電燃料組合時，我們應兼顧四大主要政策目標，以確保能在安全、可靠和合理的價格下，滿
足社會的能源需求，並同時減少在生產及使用能源時對環境的影響。

自1997年後，政府不再容許電力公司興
建新的燃煤發電廠。 

兩家電力公司一直達到政府日趨嚴緊的排
放上限要求。隨着我們逐步減少燃煤發電
量，預計碳排放量將在2020年之前達到
峰值。

兩家電力公司在整個供電鏈，一直保持高
水平的安全記錄。
 
除了安全運作本地的發電設施外，香港在
過去25年一直從大亞灣核電站安全輸入核
能。

我們擁有的高樓大廈比例較世界上任何其
他地方都多，超過50%的香港人在15樓以
上居住或工作。我們每天還有超過500萬人
次的乘客使用電動運輸系統。我們的道路
網絡、機場以至建築物內的升降機沒有電
力供應便無法運行，乃至供水系統也需要
電力使水泵運作。
 

香港一直享有達世界級高度可
靠的電力供應，每年的平均意
外停電時間少於3分鐘。

我們的電費價格比世界很多大城市為低。
 
香港的住戶支付的電費平均佔其總開支少
於2%。

環保表現

可靠性

合理價格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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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政策目標 46 了解更多香港不同的燃料種類 47

註: 基於現有技術為不同種類燃料作出的評估。

燃料種類 可靠性 環保表現 價格 供應

煤 高

可儲存於發電廠及
迅速應對能源需求

的變動

劣 

高碳排放和其他空氣
污染物排放

低 供應足夠

天然氣 高

可迅速應對能源需求
的變動 

中等 

其碳和其他空氣污染
物排放量遠較燃煤發
電為低，但仍排放溫
室氣體及不能達到更

高的減碳目標

高而波動 供應足夠

核能 高

提供穩定的大規模基
本負載電力 

好

零碳排放和不會產生
其他空氣污染物，但

需處理核廢料

中等 區域上有供應

可再生能源 低
 

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
只能間歇性發電及需

要由其他穩定燃料 
（例如化石燃料及核
能）作後備發電用途

好
 

低碳排放和空氣污染
物排放

高 

現時以可再生能源發
電的成本較高，以及
由其他燃料作後備發
電用途涉及額外成本

某程度上區域上
有供應；及本地

供應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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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專供及非專線專供的區域合作方案 

• 除了不同燃料類型的表現，我們輸入電力的方式也會影響本港供電的可靠性。

• 現時，中華電力除了從廣州蓄能水電廠以非專線專供的方式經廣東省的電網輸入電力，
還有從大亞灣核電站以專線專供方式配合聯網解列安排輸入電力供港。

• 兩套供電系統過去表現穩定，而專線專供配合聯網解列安排的供電可靠性更高。大亞灣
核電站直接接駁中華電力系統，並直接輸出電力至該系統。假如廣東電網供電不穩，中
華電力可採取聯網解列安排，使其電力系統與內地的系統中斷連接，以免受到影響。此
外，當中華電力系統與廣東電網中斷連接時，大亞灣核電站的發電機組仍可與中電系統
通過專線保持連接，繼續向香港供電。

政府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援措施

政府以身作則

• 預留共20億元為政府建築物、場地及社區設施裝設小型可再生能源設施。

• 進行大型可再生能源項目，如建設轉廢為能設施，以及研究在合適的水塘位置裝設浮動
太陽能板發電系統，和在合適的堆填區裝設太陽能板。

推動私營界別採用可再生能源

• 引入上網電價計劃，為非政府界別提供誘因投資可再生能源。

• 放寬安裝太陽能設施的相關建築要求。

• 推出新計劃「採電學社」，為學校及非政府機構提供技術支援及財政資助，安裝小型可
再生能源設施。

• 提供稅務優惠，使購置可再生能源設施的資本開支能在首年獲全數扣除。

• 提出法例修訂，以豁免因參與上網電價計劃而需要申請商業登記及繳付利得稅的要求。

電力系統的規劃

• 電力需求會隨着用戶的整體電力使用模式而不時變更。一般而言，在炎熱和潮濕的夏
天，電力需求會達致頂峰，一般稱為「高峰需求」。

• 電力公司需要有足夠的發電容量，以應付用戶任何時候對電力的需求。發電容量是指可
適時按需求配發及輸送電力的可靠發電容量。

• 本地燃煤及天然氣發電雖可提供可靠發電容量，但燃燒煤及天然氣會產生碳排放。不同
種類的零碳能源提供不同程度的可靠發電容量 — 輸入核能可提供可靠發電容量，而可再
生能源（除了轉廢為能外）如太陽能和風能大都只能間歇性發電，可供電量也不可預測
（如每分鐘的雲量或風速也會有所變化）。換言之，我們不能確定是否有足夠的可再生
能源去應付用戶任何時候的電力需求。因此，為確保高度的供電可靠性，我們不能單一
依賴可再生能源，以滿足我們的電力需求。我們必須採用雙軌策略，在可再生能源供應
穩定時，輸入較多可再生能源；而在可再生能源供應有限或減少時，則轉用本地燃氣發
電及使用其他可進行聯網解列安排的零碳能源，以維持香港達到世界級的供電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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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支持進行公眾參與活動的機構名單
公共機構

• 市區重建局

•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 香港房屋委員會

• 香港房屋協會

• 香港機場管理局

• 消費者委員會

大學、大專及教育界

• 香港大學

• 香港中文大學

• 香港公開大學

• 香港恒生大學

• 香港城市大學

• 香港科技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

• 香港理工大學

• 香港教育大學

• 香港演藝學院

• 香港樹仁大學

• 珠海學院

• 嶺南大學

• 職業訓練局

研究機構／智庫

• 思匯政策研究所

• 優環長學建築設計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汽車相關組織

• 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 右軚汽車商會（香港）有限公司

• 香港左軚汽車商會有限公司

• 香港汽車服務業聯會

• 香港汽車商會

• 香港汽車會

• 香港的士小巴商總會

• 香港電動車業總商會有限公司

• 環保汽車維修同業聯會

專業團體

• 加拿大土木工程學會（香港）

• 亞洲智能建築學會

• 屋宇設備運行及維修行政人員學會

• 英國屋宇裝備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

• 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亞太分會

• 英國特許建造學會（香港）

• 香港工程師學會

• 香港水務及環境管理學會

• 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人員學會

•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

•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

• 香港能源工程師學會

• 香港能源學會（分會）

• 香港專業建築測量顧問公會

• 香港設施管理學會

• 香港規劃師學會

• 香港測量師學會

•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 香港園境師學會

•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 香港環保產業協會

• 香港環境管理協會

• 香港顧問工程師協會

•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

• 國際物業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

• 澳洲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 環保建築專業議會

• 營運工程師學會（香港分會）

商界

• 法國工商總會

• 香港工業總會

•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 香港中華總商會

•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 香港建造商會

• 香港美國商會

• 香港英商會

• 香港酒店業協會

• 香港新西蘭商會

• 香港總商會

•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 新界總商會

非政府機構／辦學團體

• 中華回教博愛社

• 仁愛堂

• 仁濟醫院

• 孔教學院

• 生活書院

• 再皂福

• 匡智會

• 東華三院

• 英基學校協會

• 香港女童軍總會

•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

• 香港佛教聯合會

• 香港明愛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 香港青年協會

• 香港婦女勞工協會

• 香港基督少年軍

•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

• 香港婦聯

• 香港道教聯合會

• 香港聖公會

• 香港賽馬會

• 婦女服務聯會

• 救世軍

•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 新生精神康復會

• 聖雅各福群會

關注團體

• 350香港

• 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中國代表處

• V’air Hong Kong

•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世界綠色組織

• 低碳想創坊

• 長春社

• 珍古德協會（香港）

• 香港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

• 香港地球之友

• 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 香港觀鳥會

• 商界環保協會

• 智慧城市聯盟

• 綠色力量

• 綠惜地球

• 嘉道理農場暨植物園

• 綠領行動

• 環保協進會

• 環保促進會

• 環保觸覺

•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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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環保油墨及再造紙印製

一日之計在於晨

長遠策略今天定



氣候變化的影響

2°C

2050

40-70%

2100

2030

減碳目標及巴黎協定

在2100年前將二氧化碳及其他
溫室氣體的排放淨值降至零

將全球平均
升溫控制在

之內

comments@susdev.org.hk

www.susdev.org.hk

3917 4763

QR 
CODE

QR 
CODE

你的意見意義重大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誠邀你填寫《公眾參與文件》

第四章的意見收集表，並於2019年9月20日或之

前提出你的意見。我們亦歡迎你參加我們的公眾

互動活動。活動詳情載於委員會專屬網站。

專屬網站 意見收集表

如何邁向低碳社會？ 如何推動節能和提升能源效益？ 如何採用更多零碳能源發電？ 如何推動低碳交通？

香港須於2020年或以前制定

至2050年的長遠減碳策略

更多酷熱天氣
日數和熱夜數目

風暴潮的威脅增加

每年大雨的天數增加

海平面上升

下雨的日子減少但
平均降雨強度增加

的電力用以供應
建築物

約90%67%

天然氣

繼續增加

非化石燃料
（包括輸入核電
及可再生能源）

繼續增加

煤

約25% 逐步減少

考慮因素：

的碳排放源自
發電

節能方向

香港電力使用量

提升能源效益

推廣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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