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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及能源 
 
氣候變化會引致海平面持續上升， 
將加劇極端天氣的相關挑戰。 
 
今夏香港數次受熱帶氣旋侵襲， 
其中颱風「天鴿」引致風暴潮， 
部分低窪地區受嚴重海水倒灌。 
 

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涵蓋 
減緩、適應及應變三方面。 
 
 



氣候變化：適應+應變 
 
氣候變化督導委員會 
加强跨政策局及相關部門的協作， 
落實《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30+》， 
並適時檢視措施，居安思危。 
 
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會 
協調各工務部門於適應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 
包括檢視基建設施的設計標準及 
現有基建設施的抗逆能力， 
並與時俱進以加強抵禦極端天氣的影響。 
 
政府亦持續加強分析氣候變化， 
預測極端天氣及推廣防災教育， 
增進全民應變氣候的能力。 

 



氣候變化：減緩行動 
 
低碳轉型，包括採用更潔淨能源、全民節能、綠色出行及減廢等。 
 

逐步以更潔淨能源替代大部分燃煤發電，並進一步推廣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以及落實《香港都市節能藍圖2015~2025+》。 
明年將公布在新《管制計劃協議》下有關推廣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 
上網電價及可再生能源證書計劃，以及一系列新節能措施的詳細安排。 
 

積極於政府場地加強推廣可再生能源及節能綠建， 
包括於合適場地發展大型可再生能源設施。 
其中創新舉措例子為研究本地發展大型浮動太陽能發電場的可行性。 

 



空氣質素  
 
政府正落實 
《香港清新空氣藍圖2013-2020》。 
 
同時進行空氣質素指標的檢討工作， 
透過工作小組及公眾參與論壇， 
與民互動， 
共同把握此五年最少一檢的機遇， 
探求進一步收緊指標的可行空間 
以及相關改善措施的策略。 
 
我們計劃在2018年完成檢討。 

 



空氣質素  
 
儘管過去數年政府已做了大量的工作 
並令空氣質素有明顯改善， 
船隻仍然為本港目前最大的空氣污染源。 
 
為此，特區政府與內地簽署協議， 
共同推動實施珠三角水域 
船舶大氣污染排放控制區， 
我們計劃立法規定自2019年1月起在 
香港水域內的船隻必須使用低硫燃料。 
此水域船舶大氣污染排放控制區， 
將為亞洲中領先範例。 
 
另外，研究試驗在本地渡輪/政府新船隻 
使用綠色技術以減少空氣污染排放。 
 



減廢回收  
 
低碳轉型，惜物減廢為重要一環。 
 
為落實《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是重點減廢計劃， 
可引入經濟誘因，推動社會移風易俗， 
鼓勵市民更積極減廢及進行乾淨回收。 
我們現正優化早前公布的實施安排， 
以期在稍後時間提交條例草案予立法會審議。 
 
我們會進一步加強支援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 
當中，透過新增外展服務與 
新一輪的乾淨回收宣傳及教育工作， 
將提高全民的回收意識， 
以提升回收物的可回收程度和回收再造價值， 
此舉可為回收業提供更合適的可回收物料。 



減廢回收  
 
內地逐步提升對進口回收物的要求， 
對香港的回收業及至社會帶來契機。 
我們正透過逐步優化回收基金運作， 
協助業界尤其是中小企擴充及提升業務。 
回收基金近月已推出新的資助計劃， 
鼓勵業界將回收物料加工以符合內地進口要求。 
 
環保署將加強與非政府組識及持份者合作， 
更積極支援社區回收價值較低的可回收物， 
例如，將推行中央收集廢膠樽計劃。 
 
亦會研究長遠培育本地環保再造工業的可行性， 
包括審視如何利用環保園的土地及配套設施， 
支援有關工業的發展， 
為本地回收處理尋求更具長遠效益及多元出路。 

https://www.dreamstime.com/royalty-free-stock-photography-recycle-plastic-bottles-pile-landfill-water-image31937957


減廢回收  
 
應對廚餘挑戰方面，隨著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網絡的逐步建立， 
環保署將新設廚餘回收組，專責推行廚餘源頭分類及收集， 
研究及制定新的廚餘棄置監管措施，促進惜食減廢及廚餘回收。 
 

「惜食香港運動」將進入新一階段，以深化培養大眾惜食文化， 
同時開展工商廚餘中央回收的推廣。 



自然保育 
 
為響應國際社會對加強管制 
象牙貿易的強烈要求， 
政府已於今年六月動議二讀 
《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 
物種(修訂)條例草案》， 
以禁止大象狩獵品進出口， 
並逐步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及加重瀕危物種走私及 
非法貿易的罰則。 
 
我們亦跟隨國際間普遍做法， 
在禁止象牙貿易時， 
不會向象牙業界作出賠償， 
但政府會盡量為受影響的 
象牙工匠提供合適的支援。 

http://www.afcd.gov.hk/english/conservation/con_end/con_end.html


自然保育 
 
我們正落實 
《香港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2016-2021》， 
並繼續舉辦香港生物多樣性節， 
與民間團體協作， 
共同提倡公眾欣賞自然， 
於生活上珍惜生物資源，識取惜用。 
 
郊野公園是香港重要的資源， 
藉著郊野公園成立40周年， 
漁農自然護理署以「郊野四十·承傳共行」 
為主題籌辦一連串活動， 
與市民同樂，並同行保育。 



活化鄉郊 
 
偏遠鄉郊地區蘊藏豐富的自然生態、建築和人文資源。 
 
政府將加強保育這些地區，既保護鄉郊自然生態， 
亦活化其村落建築環境，保育珍貴人文資源， 
為已近荒置的偏遠鄉郊注入動力，並促進生態旅遊， 
以回應大眾對城鄉共生的願景。 
 
政府會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來統籌保育鄉郊計劃， 
以促進偏遠鄉郊的可持續發展； 
及預留十億元進行相關的保育工作及活化工程。 
辦公室的優先工作將會與非政府團體互動協作， 
推展多元及創新的活動和計劃深化荔枝窩的鄉郊復育， 
以及推行沙羅洞的生態保育等。 
我們會不時檢視計劃的推行和成效， 
逐步把計劃推展至其他偏遠鄉郊地區。 



維港水質 
 
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完成後，  
維港水質已大大改善， 
因而今年維港渡海泳亦於維港中央復辦， 
回復40年前渡海泳的相近賽道。 
 
為加快改善維港近岸氣味問題， 
政府正就九龍及新界多個 
污水系統改善工程及雨水渠 
旱季截流器建造工程進行招標。 
 
觀塘基本污水廠改善工程已於九月開始， 
其他工程將於今年內陸續開展。 

http://weshare.hk/oceandeep3000/articles/756892


 
  
 

氣候變化適應 + 應變 
   
可再生能源 + 節能綠建 
 
優化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支援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 
(包括中央收集廢膠樽) 
+為本地回收處理尋求 
更具長遠效益及多元出路 
 
新設廚餘回收組 
先行推廣工商廚餘中央回收 
 
加快改善維港近岸氣味問題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   
 

珠三角水域船舶排放控制區 
+ 研究本地綠色渡輪/政府新船隻 

  
淘汰本地象牙貿易 

+加重瀕危物種走私 
及非法貿易的罰則 

 
提倡生物多樣性 

+重視郊野公園資源 
  

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 
+預留十億元作保育/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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