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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香港須加入應對氣候變化的行列？



 責任：盡作為排放者的基本責任

 迫切需要：極端天氣對香港社會、經濟及民生各個範

疇將帶來重大和深遠的影響，香港須採取減緩措施，並提
高社會的關注，以動員各界協助減低碳排放

 經濟發展：與世界低碳經濟浪潮接軌，開發經濟新動

力

 競爭力：透過節能等各項低碳策略，提高工商各業的

競爭力

 定位：把香港建設為國家的低碳城市，實現綠色珠三角

的構想



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

氣象參數 毎十年計觀察所得的變化

年平均溫度 上升0.12 C ( 1885 – 2009)

平均每日溫差 減少 0.24 C (1947 -2009)

6月至8月的熱夜數目
（即最低溫度在攝氏28度或以上） 增加3.5夜 (1947 – 2009)

12至2月的寒冷日數
（即最低溫度在攝氏12度或以下）

減少2.3日 (1948 – 2009)

年降雨量 增加51毫米 (1947 – 2009)

暴雨日數
(即在一小時內降雨量超過30毫米) 

增加0.4日 (1947 – 2009)

平均海平面 (維多利亞港) 上升26毫米 (1954 – 2009)

Source: Hong Kong Observatory



21世紀末的預測

現狀
1971 – 2000

預計的情況
2090 – 2099

十年平均年溫度 (°C) 23.1 24.5 - 32.3 

6月至8月的熱夜數目
(即最低溫度為28°C 或以上)

12.2 22.0 – 68.7

6月至8月的酷熱日數
(即最高溫度為33°C 或以上)

8.2 9.6 – 23.5

12月至2月的寒冷日數
(即最低溫度為12°C 或以下)

16.3 <1



為何香港需要訂定進取的碳強度目標？



 碳強度是指以每單位本地生產總值計的溫室氣體或碳排

放量。

 國家於去年11月在聯合國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前夕提

出以2005為基礎，至2020年實現減低碳強度40-45%的自主
行動目標。

 香港作為國家發展較成熟的城市，有相對好的條件擴大

減排空間。在訂定目標時，應在符合國家的碳強度自主行
動目標的基礎上，尋求更進取的減排空間。

 作為國際金融中心，香港亦應與國際上其他大城市看

齊，並在低碳經濟上尋找新的立足和發展點。



香港的目標（ 2020年）

碳強度

下降

50-60%
達標後香港將可做到：

 溫室氣體排放總量由2005年的4,200萬公噸降至

2,800-3,400萬公噸，實質減幅達19-33% 。

 人均排放則由2005年的6.2公噸降至人均3.6-4.5公

噸，減幅達27-42%。



香港如何達到建議中的碳強度目標？



了解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源

發電 (67%）

運輸 (18%)

廢物處埋(5%)、

其他：包括工業工序及農業



１. 針對與電力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

 發電佔香港溫室氣體排放總量的67％，而本港
90％的用電是和建築物相關的



建議減排措施：

擴大《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適用
範圍及收緊該守則的規定

 在2020年令所有新建商業樓宇主要電力設
備的能源效益，比2005年的所有建築物提
高至多達50%

推廣區域供冷或水冷式空調系統  在2020年令全港多達20% 的商業樓宇的空
調效益，較使用一般空調機提高多達50%

減少新建樓宇用電需求，例如通過
降低總熱傳送值 標準，及推廣綠化
屋頂

 在2020年令所有新建商業樓宇的用電需求
與2005年的新建樓宇相比，減少多達50%

改善商業樓宇能源效益，透過良好
的管理、採用資訊科技產品和智能
樓宇環保管理系統

 在2020年令25% 現有商業樓宇的能源效益
，較2005年提高15%

擴大家用電器能源效益標準的適用
範圍及收緊有關標準

 在2020年令巿面出售的所有電器的能源效
益，較2005年提高25%



2.推廣環保陸路運輸

 交通運輸佔香港溫室氣體排放總量的18％，而香港密集的城市布
局和高效率的公共運輸系統，造就了進一步減排的空間

更廣泛使用另類燃料的車輛  促使在2020年，香港30%在用私家車
、15%巴士及貨車屬混合動力及電
動車輛或環保績效相若的車輛

向車輛進口商實施車隊平均
能源效益標準

 令新車較2005年市面車輛的平均能
源效益提高20%



3. 推廣汽車使用清潔燃料

 現時幾乎所有車輛都依靠化石燃料，在推動車輛轉用清潔燃料方
面存在減排空間

建議規定車用汽油混有
10% 乙醇，車用柴油混有
10% 生化柴油

將會研究在本地更好地利用
廢食油生產生化柴油的可能
性

 促使在2020年，減輕香港汽車對化
石燃料的依賴



4. 轉廢為能

 建設和使用轉廢為能設施；善用碳濃度高的溫室氣體：沼氣

興建一座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兩座有機廢物處理設施及
一座污泥處理設施，並全面
投入運作

充分利用已收集的堆填區沼
氣以及在廢水處理過程中所
產生的氣體，作為能源

 助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同時有助紓
緩堆填區的壓力，並成為清潔低碳
能源， 一舉三得



5. 優化發電燃料組合

 壓抑高碳排放的煤在香港發電組合所佔的比重，致力
重組至低碳、清潔的發電組合，同時達到改善空氣質
素的目的

2020年：

建議中的能源組合

2009年：

偏重燃煤的能源組合



為何選擇增加輸入核電？



 國家規劃：充份利用國家規劃中就區域能源的布局

 低碳能源：在短、中期間克服本地發展再生能源在地

理位置和本土資源的限制，提供低碳及清潔能源

 符合能源政策方針：確保可靠、安全、高效率以及

價格合理的能源供應，同時盡量減少能源生產和使用時對
環境的影響

 安全：受國家有關民用核設施的法規管制，有關建造和

運行的要求及核廢料的處理均符合國際標準

 監察：粵港設有應變及通報機制，香港亦設有輻射監測

系统



各種燃料的比較
 煤

– 碳排放最高

– 空氣污染主要原因

– 1997年後已禁止興建新的燃煤發電機組

– 要大幅減用

 天然氣
– 碳排放較其他化石燃料為低

– 內地承諾及保證充足供應

– 價格較高並一直上升

 可再生能源
– 風能、太陽能、轉廢為能

– 需要足夠的資源（如風力和土地）和可靠供應，以及考慮商業可行性、價格，與及社會接
受程度

 核能
– 一般較便宜及可靠

– 發電過程不會產生溫室氣體

– 有助平衡發電燃料組合，避免過份倚賴天然氣



如何繼續深化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



 繼續加強香港主要的脆弱性範疇的準備
a)a) 生物多樣性及自然保育生物多樣性及自然保育

b)b) 建築環境及基礎設施建築環境及基礎設施

c)c) 商業及工業商業及工業

d)d) 能源供應能源供應

e)e) 金融服務金融服務

f)f) 食物食物

g)g) 衞生健康衞生健康

h)h) 水資源水資源

適應氣候變化的方案



 監測：監測：例如：應付大米和小麥粉供應的監測或應變計劃、食物安

全和應急監測計劃、屋宇署監測建築物抵禦極端天氣事件的機制等

 強化機構能力：例如:政府設有衛生防護中心及中央健康教育

組網站，提供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健康資訊，運輸署亦設有緊急事故
交通協調中心等

 災害管理及應變計劃：例如香港金融管理局為香港金融體系

設定的應急計劃、水務署的供水資源中斷應急計劃

 研究及調查：漁農自然護理署的香港生物多樣性調查、基線

生態監測計劃及水鳥普查

 教育及提升公眾意識：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環境保護運

適應策略及措施

動委員會、香港天文台、教育局所支持和主辦
的各類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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