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香港電燈電費平均加幅為 6.5%。平均每度電費為 1.1元，中華
電力電費將維持凍結，平均每度電費 0.875元，兩者相差 0.225。
兩電的住宅及非住宅的電費平均相差多少 ?當中相差的詳細原
因 ? 

 
港燈 2005年的住宅及非住宅電費，分別為平均每度電 1.013元
及 1.124元，而中電則分別為平均每度電 0.903元及 0.865元。  
 
兩電的電費差別，受種種因素影響，當中包括：  
 
(i) 顧客狀況  – 顧客數目、組合和用電模式；  

(ii) 售電量以及有否向外地售電，這會影響規模經濟效益；以
及  

(iii) 運作模式，例如發電、輸配電方面所選用的設施、燃料類
別和燃料組合。  

  
2. 港燈 2003年度售電總額有 112.5億元，純利 60.5億，利潤率達到

53.7%；按中電管制法則業務的財務資料，去年度售電總額為
256.7億元，純利為 83.5億，利潤率也達到 32.5%。兩電的股本
回報率分別達 5成及 3成，政府曾否研究其他發達國家及地區的
電力公司股本回報率約多少 ?兩電比較如何 ? 

 
按管制計劃協議下業務的利潤淨額佔平均股本的百分比作為

計算基礎，港燈及中電在二零零三年之股本回報率如下：  
 

2003 港燈 中電 

利潤淨額 (百萬元) 5,982 8,351 

平均股本 (百萬元) 24,970 31,237 

股本回報率 (百分比) 24.0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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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種種因素，很難直接比較不同經濟體系下，電力公司之投

資回報。這些因素包括  : 
 

• 不同的業務擁有權  – 這會影響投資的目標回報率，以及融
資安排的股本和借貸組合；  

• 市場結構的差異  – 這會影響電力公司的業務組合，以及電
力公司個別業務的營利收益；  

• 業務多元化  – 同一電力公司亦可能提供其他業務，如氣體
燃料供應和電訊服務等；以及  

• 經濟規管機制  – 不同的經濟規管機制下，實際回報與准許
回報可以有很大分別。  

 
3. 過往 3年兩電的用電量預測，是否切合實際的用電量 ?未來 3年
兩電預期的用電量是多少 ? 

 
港燈過往 3年的實際售電量均低於預期，港燈預測中期的增幅
每年約為 2至 4%。  
 
中電過往幾年售電量的增幅大致與預期相若，中電預測中期的

增幅每年約為 2至 3%。  
 
4. 現時兩電的備用電量是多少 ?未來兩電預測 3年的備用電量又
是多少 ?  
 
港燈在二零零四年的備用容量為 32%，中電則為 31%。兩電預
計未來 3年的備用容量仍會維持於相若水平。  
 

5. 港燈約有 11.5億元的「燃料帳負結餘」並未包括在明年加價的
6.5%內，港燈是否預期在 2008年前收回該筆負結餘 ?港燈會否
在明年因而增加電費 ? 
 
在二零零二年底，政府接受港燈建議，把收回燃料價條款帳負

結餘的期限，延至二零零四年以後，但不超越現行的《管制計

劃協議》的有效期 (即二零零八年 )，以減輕用戶的負擔。此項
安排有助二零零三年的電費得以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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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管制計劃協議》，政府與港燈會在今年底共同檢討二零

零六年的電費。在考慮二零零六年的電費時，我們會顧及一系

列的因素，當中包括電力需求和售電量預測、公司的經營成

本、為確保有可靠、穩定和安全電力供應的資本性開支、控制

成本和提高生產力的措施、股東回報、發展基金及燃料價條款

帳的最新結餘及用戶負擔能力等。在現階段，實不宜揣測二零

零六年的電費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