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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埃克森／中電在香港興建液化天然氣站的六大理由 
 

這是一個埃克森美孚勝，香港負的方案 
 

1. 這個擬建項目濫用了管制計劃，剝削香港消費者，藉以增加埃克森／中電在香港的資產總值

和財務回報；即使有別一些可行的方案，這項目也要在香港的海岸公園建設具破壞力的廠

房，使環境負上沉重的代價。 
 

2. 這個擬建項目為埃克森／中電在香港現有的縱向式合併電力專利，增添兩個運作層面（除現

有的輸送和銷售外），即同時供應和處理液化天然氣。我們不接受繼續實行不合時宜的殖民

地系統，也不認同不自覺地維護官員與既得利益者掛勾是香港未來電力供應的妥善做法。 
 
3. 中電若獲得專利批核，必會阻撓任何修訂管制計劃，妨礙引進競爭（香港的電力市場其實極

需要競爭）的建議，因為這些建議將會降低電力價格和鼓勵節省用電，不讓香港為對抗氣候

轉變出力。 
 

4. 實在沒有必要興建這項目，才可保障如中電所答允的清新空氣。使用從中國輸入天然氣，同

樣有清新空氣的效果；在青山燃煤發電廠興建煙氣脫硫設施，也可於 2009-2011 年大大減少

污染。 
 

5. 中電誤導環保署和市民相信，這是唯一可達至 2010 年排放目標的方法。中電甚至出言恫嚇，

指索罟群島液化天然氣站若不獲批准，污染情況將會更加嚴重。這做法有如敲詐勒索，絕不

為現代文明社會接受。 
 

6. 如果珠三角地區能夠加強合作，釐定政策（其實理應如此），天然氣和電力均有許多不同的

供應來源，包括現有的來源和可開發的來源。例如在天然氣方面，中國石化已在附近地區興

建黃茅洲液化天然氣站（這島嶼已遭破壞，與索罟群島不同），而港燈亦已連接廣東省大鵬

液化天然氣站。在電力方面，中國電力國際發展現正申請向香港供電，有待批核；中電日後

還可倒轉現時「多此一舉」向中國售賣剩餘電力的安排。  
 
2007 年，在香港這個現代社會，經濟和環保目標絕不應各行其是，互不配合。我們需要運用多一點

想像力，對下一代有多一點責任感，制定出一個真正可持續的能源供應模式。很明顯，索罟群島液化

天然氣站並不合乎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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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一個沒有必要的計劃 
 
 
由埃克森美孚和中電（60/40）擁有的青山發電有限公司（青電），建議在香港建設一座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他們認為唯一的合適選址是在大嶼山對外的索罟群島。 
 
本文根據大眾可以找到的資料，指出這項工程的唯一得益者就是埃克森美孚。但是這項工程對

香港將會帶來極大損害，損毁我們越來越少的天然財產，而且更可能會導至電費加價。這項目

對於「攜手迎藍天」一點幫助也沒有。 
 
青電項目理據不足 
 

- 以管道從中國輸送液化天然氣的時間與興建接收站相若，而港燈已鋪設了一條 93 公里

長的管道連接廣東省，並已投入服務。但有關方面卻沒有提供不採用這方法的理由； 
- 沒有證據支持，龍鼓灘發電廠需要更換氣源。中海油的崖城氣田現時為龍鼓灘發電廠

供應氣源，中海油認為可以投資開發新井，延長開採崖城氣田的年期； 
- 香港的用電需求幾乎完全沒有增長，甚至有下跌趨勢，實在沒有需要增加發電量； 
- 只得一個液化天然氣設施不足以改善空氣素質，也不能夠幫助青電達到所建議新的空

氣素質指標，因為有關方面不能取代用煤發電，而用煤發電尚佔青電在香港發電量的

60 %； 
- 至今對污染問題較有效的影響將會來自即將興建的煙氣脫硫設施，於 2009–2011 年間

投產。此設施可使目前燒煤的污染水平降至現時的 5 %。但青電並沒有解釋延遲興建

煙氣脫硫設施的原因； 
- 中電的「落實新氣源   攜手迎藍天」廣告，似乎誤導了公眾和政府； 
- 青電可藉結合以下措施，達至建議中 2010 年新的排放標準： 

- 加快完成青山燃煤發電廠煙氣脫硫設施； 
- 減少向中國內地銷售電力； 
- 從中國內地購買電力； 
- 降低電力需求量（例如：澳洲禁用白熾燈）。 

 
龍鼓灘發電廠可選擇其他液化天然氣源 
 
龍鼓灘發電廠可選擇其他液化天然氣源，包括： 

• 延長崖城氣田的供應年期。持有崖城氣田的中海油表示可行，這是最簡單的做法，

充份使用現有的設備。 
• 從中國石化珠海接收站提取氣源。這個接收站位於珠海對出的一個島上，與龍鼓灘

發電廠跟索罟群島的距離相若。中國石化表示可在 2012 年完工，早於選址時已仔

細考慮到可以利用海底管道供氣予龍鼓灘發電廠。 
• 從大鵬灣附近的大鵬深圳接收站提取氣源。接收站第一期已落成，並向港燈南丫島

發電廠第九號機組供應天然氣。大鵬的第二期工程尚未開始，預期供應量十分龐

大；至於已鋪設的管道可輸氣至蛇口，這與龍鼓灘發電廠非常接近，可從那裡鋪設

短的海底管道接駁至龍鼓灘發電廠。 
 
經濟及管理 
 
如果有關計劃如實進行，將會以下後果： 

- 延續青電現有產電和售電的專利至液化天然氣的業務範圍。歐盟競爭監管委員會一直

嚴厲批評能源公司縱向式合併的反競爭活動，要求有關公司分拆業務； 
- 造成不公平競爭的環境，給予青電一個香港接收站以賺取盈利，沒有恰當地公開競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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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牢不可破的專利局面。如果通過了青電的環境影響評估，即最後一個興建接收站

的地點——索罟群島——將被青電佔有； 
- 青電利用管制計劃協議（管制協議），借用固定資產在香港套取豐厚收益，此舉鼓勵

並回報巨額的資金投資（索罟群島接收站投資達 80 億元），卻阻攔了能使用達至成本

效益的離岸方案； 
- 進一步破壞香港的天然財產，只為替某間外地公司謀取利益； 
- 沒有向大眾公開「業務計劃」。現有資料明顯表示，該項目會較其他方案導至收取更

昂貴的電費。 
 
索罟群島（據稱是唯一可興建接收站的地點）： 

-       是一群相對而言未受污染的島嶼，位於風景怡人的南大嶼山之外； 
-       有計劃發展為海岸公園，特別包含香港獨有的中華白海豚（見公眾辯論的政府2001

年計劃）； 
-       漁業價值十分高； 
-       具有相當高的天然財產和海洋康樂活動價值； 
-       接近中國水域內嚴重污染的島嶼（參 Google Earth 北緯 22° 07'，東經 113° 53'）。在

「一國」原則下，使用這裡其中一個島嶼絕不是難以克服的困難，埃克森/中電並沒

有周詳考慮，因為這將不可以按管制計劃協議得到香港消費者的資助。 
 
總結 

• 煙氣脫硫設施可大大減低污染。但小規模使用氣體發電於事無補，將不會有明顯區

別；只有完全和長期放棄用煤發電才可大量減低污染，成效在使用煙氣脫硫設施之

上； 
• 考慮採用實際需要的液化天然氣源，香港便不需要有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按港燈的做

法，香港可從中國內地輸入液化天然氣； 
•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興建該接收站只是埃克森美孚增加其全球液化天然氣銷售量的一

項計劃而已； 
• 他們選擇香港，是因為青電按照管制協議享有優厚條件；這將會強逼中電客戶支付 80

億港元去興建接收站； 
• 該計劃與迎接「藍天」完全沒有關係； 
• 該計劃產生一個縱向式合併的電力專利公司，使日後將再無法打破壟斷局面； 
• 該計劃破壞天然財產，應受嚴厲遣責。 

 
前瞻 
 

- 青電不應獲批准興建香港接收站 
- 青電須尋找其他方案，包括： 

• 與中海油商議延續崖城供氣； 
• 向中國石化珠海接收站取得氣源供應； 
• 向深圳大鵬接收站取得氣源供應。 

- 如在實際上（這點非常爭議）崖城減少供氣，在這過渡期，龍鼓灘發電廠將可能因此

減產，但我們可用下列方法減低供電需求： 
• 暫時向中國停售電力（現佔青電 18 % 產電量）； 
• 暫時向中國購買電力（中國電力國際發展可以隨時供電）； 
• 推行節約用電措施。 

-     無論如何，興建煙氣脫硫設施可大大減緩轉用更多液化天然氣的急切性。 
 
 

島嶼活力行動 
2007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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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Map of area surrounding Soko Islands 

 
 
Google Earth view of three of the islands close to Sokos showing existing destr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