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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及人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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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溫室氣體排放量 (按來源劃分 ) 

 
註：  (1) 例如 “其他燃料耗用 ”和 “工業過程 ”。  
 
 
圖 3 ―  2014年及 2020年香港的發電燃料組合  
 

重點  
 
• 2021年11月，世界各地政府於格拉斯哥
舉行的全球氣候變化會議上，更新了

早前就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承諾。

同樣地，香港政府亦於 2021年 10月，
更新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承諾

(a)於 2035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較
2005年水平減半；以及 (b)於 2050年前
實現碳中和的目標。  

 
• 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近年呈現下降
趨勢，從2014年的高位累計下跌10%，
至2019年的4 010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圖 1)。人均排放量同期跌幅更高達
15%，至 5.3公噸。  

 
• 按排放源分析，此下降趨勢主要是
由於源自發電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於

2014-2019年期間顯著減少 16%所致
(圖 2)。即使如此，發電仍然是本港
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頭，高佔

2019年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 66%，
其次為運輸 (18%)和固體廢物 (7%)。  

 
• 政府近年推行一系列減碳措施。首先
在發電燃料方面，以較潔淨的天然氣

取代煤。由於兩間電力公司在 2020年
各有一台新燃氣發電機組投產，

天然氣在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率於

2014-2020年期間由 19%飆升至 48%，
而煤的相應比率則急降至 24%(圖 3)，
令溫室氣體排放在該年明顯下降。

可是，因為天然氣的燃料成本較煤高出

兩至三倍，燃料組合的轉變在中長期將

對電費產生影響 (特別是當每月50港元
的電費紓緩金於2023年年底屆滿後 )。
隨着核能和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重

同時逐步增加，政府目標在 2035年前
完全淘汰燃煤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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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  2015-2020年期間的節能措施  
 

節能措施  節省用電  
(百萬度 ) 

1.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  1 500 

2.  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450 

3.  政府的節能目標 ( 1 )  115 

4.  區域供冷系統  9 

合計  2 074 
 

註：  (1) 政府在 5年內節省用電 7.8%。  
 
 

圖 5 ―  2019年的碳排放量 (按汽車類別劃分 ) 
 

 
 
 
圖 6 ―  主要轉廢為能設施的減碳量  
 

設施  年份  溫室氣體減量  
(公噸 /年 )  

(1) 現有的轉廢為能設施  
源․區  2015 237 000 
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  
回收設施  

2018 36 500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  2018 42 000 
大埔污水處理廠  2019 650 
林․區  2021 300 
小計  316 450 

(2) 將會興建的轉廢為能設施  
沙田污水處理廠  2022 650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  2023 67 000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2025 440 000 

(1) +  (2) 合計  824 100 
 

重點  
 
• 建築物耗能是另一項關注重點，因為
它在2019年高佔碳排放總量逾60%。
政府為此推行數項節能措施，包括：

(a)自2012年起規管空調、照明等4類
建築物裝置的能源效益標準；以及

(b)自2009年起對空調機、電視機等
8類電器產品，實施強制性能源效益
標籤。 2015-2020年期間，這些措施共
節省約 21億度用電量，並減少 4%本地
碳排放量 (圖 4)。  

 
• 其次，運輸現佔本地碳排放總量

18%，當中貨車和私家車分佔排放
總量的 6.0%和 4.5%(圖 5)。政府因此
積極推動交通工具電動化，不單於

2024年 3月前全數豁免電動商用車的
首次登記稅，並透過  “新能源運輸
基金”，資助170多輛電動貨車的試驗。
同樣地，電動私家車車主亦可獲高達

287,500港元的首次登記稅寬免優惠；
而政府更表示於 2035年或以前將不再
登記汽油及柴油驅動的新增私家車。

在軟硬兼施的措施下， 2021年上半年
新登記的私家車當中，多達五分之一

為全電動私家車。  
 
• 第三在固體廢物方面，來自堆填區的
廢物分解過程現佔本地溫室氣體

排放量的約 6%，部分歸因於 “轉廢為
能設施 ”數量不足。現有的 “轉廢為能
設施 ”只能減少約 316 000公噸溫室氣
體排放，僅相當於排放總量的 1%。
不過，政府計劃於 2022-2025年期間
啟用數個新增 “轉廢為能設施 ”，屆時
可將減排能力倍增至 2%(圖 6)。
更長遠而言，隨著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最早於 2023年實施，源自固體廢物的
溫室氣體排放相信亦會減少。  

 
數據來源：環境局的最新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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