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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近3個月的諮詢和總結，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昨日宣佈，政府決定支持港協暨奧委會提

出正式申辦2023年亞運會。當局決定申辦亞運，

不僅是因為舉辦亞運可以為本港帶來各種效益，

更是因為看到民意對申亞取態出現轉向，支持的

民意不斷上升，為當局提供了民意基礎。然而，

不少政黨至今仍然反對申亞，原因並非否定申亞

的意義，而是擔心在主流民意未明之下貿然支

持，怕會引起民意的反感。因此，當局除了要積

極游說議員支持外，更重要是爭取民意支持。當

局應承諾嚴格控制開支，並加強體育發展的投

入，釋除市民疑慮，讓申亞水到渠成。

舉辦亞運固然是成本不菲，但卻可為社會帶來

各種有形及無形的效益。據政府資料披露，舉辦

亞運可為本港創造一萬個職位，賽事期間將帶動

本港旅遊餐飲等行業。同時在知識型經濟下，體

育不僅是運動，更是發展潛力巨大的產業，歐美

的體育產業都佔整體經濟一個較大比重，本港申

辦亞運對於經濟及體育產業發展都有正面作用。

事實上，申亞將促使當局投放更多資源在體育發

展上，有助推動社會重視體育的風氣，加強社會

凝聚力，並激發青年奮發向上的精神，社會效益

遠高於申辦成本。所以，不少已發展國家都對舉

辦國際性賽事趨之若鶩。本港作為國際大都會，

卻從沒有舉辦過大型的國際體育賽事，現在有機

會申亞，不應輕易錯過。

隨 當局大幅縮減申亞開支，本港運動員又在廣

州亞運上創出佳績，令社情民意出現轉變。申亞公

眾諮詢的結果顯示，提交意見的市民中近七成贊成

申亞，而中大兩次民調都顯示支持和反對申亞的受

訪者差距拉近。在調查當中，大部分青少年支持申

亞，顯示本港未來的主人翁也認同申亞的意義，社

會理應為他們提供一個舉辦亞運的機會。

申亞涉及龐大的公帑開支，各政黨對此有不同

意見不足為奇，特別是目前民意雖然有所轉向，

但仍未足以形成主流民意，不少政黨難免對申亞

持保留態度。然而，這並不代表政黨都不認同申

亞的意義，關鍵是主流民意對申亞的取態。因

此，當局首要之務是要爭取更多民意支持申亞，

一方面，針對市民最關注的成本問題，當局必須

承諾會嚴格控制開支，並研究為工程設立開支

「封頂」機制。另一方面，推出全面的體育發展建

議，以顯示當局發展體育的決心，並通過不同渠

道加強宣傳，向市民介紹申亞對本港的好處，爭

取更多的民意支持申亞，屆時再爭取議員支持自

然事半功倍。

中電及港燈以燃料價格上漲為由，宣布明年電

費將分別加價2.8%。兩電受利潤管制保障賺取厚

利，卻將燃料成本上漲的壓力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並不合理，沒有顧及企業的社會責任，市民難以

接受。目前本港通脹持續升溫，兩電加價將帶動

加風，令通脹火上加油，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

另外，兩電減排減碳需要增加設備投資，在利潤

保障機制下，可能導致電費長加長有，政府更應

高度重視問題，既要嚴格監管電費加價申請，同

時給予基層市民必要的電費補貼，紓緩生活壓

力，避免減排的成本全數由市民承擔。

兩電解釋加價是迫不得已，目的只是要彌補

國際燃料價格的漲幅，並無增加盈利。但事實

上，兩電在利潤管制下，可以按資產投資獲得

9.99%的准許回報率，中電今年上半年中期業績

盈利接近60億元，按年上升80%，港燈上半年亦

賺27億元，按年增加3%。而且過去7年，兩電多

次上調電費，中電共加價兩次，加幅是4.5%及

2.6%；港燈更四次加價，加幅最高一次達到

6.7%。兩電坐擁巨額回報，卻對如今本港通脹高

企的情況置若罔聞，不但不肯減價回饋社會，

反而藉口成本上升加價，只考慮如何在利潤管

制下「賺到盡」，無視加價令市民生活、小商戶

經營「雪上加霜」。

隨 熱錢氾濫和人民幣升值，本港通脹壓力升

溫，食品價格、公共交通費用已陸續提高，兩電

此次加價雖看似輕微，但令人擔憂的是，很可能

引發新一波的加價潮，衣食住行樣樣加價，市民

的負擔不可謂不重。有調查顯示，目前本港超過

六成的市民對物價上漲感到非常大壓力。兩電加

價產生帶動加價的負面影響，對通脹再趨熾熱推

波助瀾，難免受到社會的批評。

為應付日益嚴重的全球暖化問題，港府不久

前公布連串計劃減少本港溫室氣體排放，當中

建議重組發電能源組合，由現時側重燃煤發

電，改為以核能和燃氣發電為主。核能及天然

氣均比燃煤昂貴，而且兩電必須投資興建新的

供電設施，電費長加長有難以避免，減排的成

本最終還是由市民來分攤。

對此，政府一方面要做好兩電加價的「把關

者」，除了嚴格限制電費加價，還應檢討如何在

利潤管制下促使兩電更多地回饋市民，不能唯

利是圖，把經營成本完全轉嫁予市民；另一方

面，政府也要考慮引用類似交通津貼的措施，

給予低收入家庭一定的電費補貼，減輕其生活

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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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亞符港利益 關鍵爭取民意 兩電加價轉嫁成本不可接受

兩電加費2.8%  議員批賺到盡
中電港燈稱不從中獲利 港府踢爆申請加幅更高

勢掀連鎖反應 通脹火上加油
香港文匯報訊　繼本港多家公共運

輸機構申請加價後，兩電昨日宣布
明年元旦起加電費達2.8%，有立法
會議員批評兩電使本港通脹升溫，
市民百上加斤。兩電加價帶來的連
鎖效應，將「牽一髮而動全身」，中
小企將須承受加電費帶來的營運成
本壓力，餐飲食肆或會把加幅轉嫁
市民，可能掀起新一輪加風。
本港多項公用事業正醞釀加價，

多家巴士公司、小巴及的士正向運
輸署申請加價，而內地剛公布上月
通脹高達5.1%，已推高由內地進口
本港的食材價格，而兩電昨日宣布

明年起加電費，更可謂「火上加
油」。立法會議員王國興形容，市民
已面對「如狼似虎」的通脹，兩電
加價將令市民「雪上加霜」。
面對加電費帶來的壓力，基層首

當其衝，擔心的並非僅僅每月多付
的十多元電費，而是加電費衍生的
連鎖效應，中小企須面對增加電費
帶來的經營壓力，或許要把增加的
成本壓力轉嫁給市民，加電費不僅
影響企業經營，更蠶食市民消費
力，影響本港經濟。兩電加價或會
觸動其他機構效法，紛紛提出加
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郝君兒、羅敬文）全港電

費明年元旦日起加價，計及衣食住行各項開支樣

樣加，市民明年勢受通脹苦。中電與港燈昨公布

下月加電費，平均加幅2.8%。加電費後，港燈每

度電增至1.233元，中電每度電則升至0.94元；

70%住宅用戶電費明年每月將增加10至14元，

70%商業用戶電費將月增36至58.2元。兩電雖強

調加價因燃料成本急增，是迫不得已，利潤不會

因而增加，但港府踢爆兩電加幅申請原本遠高於

2.8%，當局已盡力「壓價」，料加電費將推高通脹

0.05%。立法會議員則批評兩電只顧在利潤管制下

「賺到盡」，沒為市民分擔通脹壓力。

行政會議昨日批准兩間電力公司明年加價，兩電公布新電費
將於明年1月1日起生效，平均加幅同為2.8%。其中為港島區市
民供電的港燈表示，明年「基本電價」每度減1.4仙，但「燃
料價格條款」收費每度電需加4.8仙，一加一減後，平均每度
電價需加3.4仙，達至1.233元；為九龍及新界區供電的中電，
明年「基本電價」維持不變，但「燃料價格條款」收費每度電
將增2.6仙，平均每度電將升至0.94元。

兩電稱燃料價升迫不得已
兩電解釋，國際煤價和天然氣價持續上升，故需調整電費。

中電常務董事藍凌志昨日出席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時
稱，本港完全依賴進口燃料，過去一年國際煤及天然氣價分別
升30%及20%，料明年會進一步上升，他強調「燃料價格條款」
只反映發電燃料成本，實報實銷，縱使加價後集團亦不會從中
獲利，他又指穩定電費基金截至6月約14億元，料明年底將只
餘數億元，以集團規模而言只佔很少比例，故需加價彌補，以
確保電費穩定。他估計加費後70%住宅用戶平均每月多支付的
費用不超過10元，70%非住宅用戶則需多付36元。

當局稱已盡力「壓價」
港燈董事總經理曹棨森亦表示，上調「燃料價格條款」收費

主因明年燃料價格持續增加，強調集團在新管制協議生效後首
次加電費，利潤亦不會因而增加，估計約70%住宅客戶每月需
要多付14元，70%非住宅用戶每月則需多付58.2元電費。兩電
亦表示，為照顧弱勢社群，綜援戶、長者等合資格市民現享有
的電費折扣優惠將維持不變。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則踢爆，兩電原先提出的加幅，其實遠高
於現時的2.8%，當局已謹慎審視兩電電費調整，並有考慮為
社會帶來通脹的因素，已盡力為市民把關，將電費下壓至最低
水平；環境局副秘書長劉利群表示，兩電加費2.8%後，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將因而推高0.05%，工商界非員工的營運成本則料
因而上升0.07%。

中電上半年盈利60億
雖然兩電表示加費只反映國際燃料價格漲幅，不會增加盈

利，加費是迫不得已，但其實中電上半年中期業績盈利接近60
億元，按年上升80%，港燈上半年亦賺27億元，按年增加3%，
兩電昨日在立法會面對議員質詢，亦不否認現在利潤管制下是
「賺到盡」，盈利比率達9.99%。自由黨立法會議員劉健儀批評
兩電只顧賺到盡，沒因應香港通脹高企而減低加費幅度。

兩電電價概況
中電 現收費(仙) 明年收費(仙) 變幅(%)

淨電費 80.0 80.0 —

燃料費 11.5 14.1 +22.6

總電價 91.5 94.1 +2.8

港燈 現收費(仙) 明年收費(仙) 變幅(%)

基本價 94.5 93.1 -1.5

燃料費 25.4 30.2 +18.9

淨電費 119.9 123.3 +2.8

資料來源：中電、港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
府提出在2020年調整本港發電燃料
組合，把核電比例提升逾倍至
50%，其中已在大亞灣引入核電的
中電，將會與毗鄰核電廠合作預留
機組向港供應核電；港燈集團董事
總經理曹棨森表示，現有燃料組合
雖未有核電成份，但要從周邊引入
核電沒有大問題，會有方法解決。

中電常務董事藍凌志昨日出席立
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時表示，
中電已有引入核電的經驗，成本較
燃煤或天然氣發電穩定，價格亦具
競爭力。他稱，目前大亞灣核電廠
供港電量已佔本港25%的整體電力
需求，若要符合港府建議的50%，
須與廣東省或毗鄰核電廠合作，預
留機組向本港供應核電。

2020年核電佔供電量一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港九

電器工程電業器材職工會昨日宣布，
電器行業工人薪酬將於明年2月1日起
作出調整，讓員工可分享經濟發展成
果，紓緩部分員工的生活困境。工會
指出，明年2月1日起，電器行業工人
日薪將由820元加至860元，如現有日
薪高於820元者，則按現有水平上調
5%；月薪員工則一律獲加薪5%。

電器工人2月加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啟源）本港兩間電力公司在明
年起加電費，商戶均大嘆無奈。位於銅鑼灣的Green燈飾
店負責人Eric表示，電費佔燈飾店成本比例重，明年加電
費後，全年便要多付2萬至3萬元電費，加上法定最低工
資實施後，要調升部分員工工資，通脹又引發各類成本
上漲，對經營構成沉重壓力，認為電費加幅絕不合理。

連鎖洗衣店：月多付8400元
連鎖洗衣店執行董事黃達強表示，公司於全港各區擁

有50間洗衣店，每月電費共要30萬元，明年電力公司加
電費後，每月就要多付8,400元電費。他指出，最近1年經
營特別困難，面對租金、人工及電費齊加，已經盡量在
其他方面節流，例如轉用洗衣球和慳電光管等。
酒樓經理鄭鍾文亦指出，酒樓業界每次提起加價都會

相當「頭痛」，燈、冷氣、廚房電爐、雪櫃全部要用電。
他表示，已用各種方法控制成本，例如轉用慳電膽，落
場時盡量把所有燈關掉，亦會關掉冷氣和電爐，希望不
用將加幅轉嫁消費者。

燈飾店年多付3萬電費

三口家每月多付約10元
中電

■以每戶3人每月用電約390度電計算，每月電費約357
元，但明年加價後會增至約367元，加幅為2.8%。

港燈

■以每戶3人每月用電約390度電計算，每月電費約468
元，但明年加價後會增至約480元，加幅為2.6%。

＊本港去年家庭用電為108億度電，以全港約231戶計
算，每戶每月用電約390度電。

資料來源：兩電及政府統計處

■邱騰華指兩電原先提出的加
幅 ， 其 實 遠 高 於 現 時 的
2.8%，當局已謹慎審視兩電
電費調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兩電明年加電費2.8%，將推高本港通脹。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通脹加劇，王國興形容兩電加
價將令市民「雪上加霜」。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潘小姐表示，加價後每月
要多付10餘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冼女士指，兩電錄得鉅額
盈利卻加價是漠視民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ric表示，明年加電費後，全年便要多付2萬至3萬元
電費，認為加幅絕不合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中電常務董事藍凌志表示，本港完全依賴進口燃
料，過去1年國際煤及天然氣價分別升30%及
20%，料明年繼續上升。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港燈集團董事總經理曹棨森表示，估計約70%住
宅客戶每月需要多付14元，70%非住宅用戶每月則
需多付58.2元電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兩電新收費對用戶影響
中電

■約70%住宅用戶平均每月電費多付少於10元

■約70%非住宅用戶平均每月電費多付少於36元

港燈

■約70%住宅用戶平均每月電費多付少於13.95元

■70%非住宅用戶平均每月電費多付少於58.2元

資料來源：中電、港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