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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由 黨
昨日聯同飲食

界及批發零售界逾
百名代表遊行，批評

中電及港燈加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自由黨

榮 譽 主 席 田
北俊、黨主席劉

健儀、副主席方剛
及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昨帶領逾百名飲食界及批
發零售界代表遊行，抗議
兩電瘋狂加電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港燈修訂電費加幅
住宅客戶
月用電(度) 客戶數(%) 2011年 2012年 變動(加幅)

月均電費(元) 月均電費(元)

少於150 19% 136.35 139.95 +3.6元(2.64%)

少於300 47% 288.15 297.15 +9元(3.12%)

少於500 70% 510.55 529.75 +19.2元(3.76%)

少於900 90% 1,070.75 1,123.95 +53.2元(4.97%)

註：每月用電量約5,000度的住宅客戶，明年電費平均加幅為8%

商業客戶
月用電(度) 客戶數(%) 2011年 2012年 變動(加幅)

月均電費(元) 月均電費(元)

200 27% 248.2 263.2 +15元(6.04%)

700 51% 868.7 921.2 +52.5元(6.04%)

1,700 70% 2,128.7 2,258.2 +129.5元(6.08%)

註：每月用電量約40,000度的商業客戶，明年電費平均加幅為7.3%

資料來源：香港電燈公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梁振英籲中電履行社會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電宣稱無意

調低電費加幅，堅持要加價9.2%。
特首參選人梁振英強調，電力公司是公共事

業機構，考慮加價時要顧及用戶的負擔能力，

尤其是基層市民及工商業的需要，呼籲中電在
賺取利潤的同時，要履行社會責任，並以長遠
全面的眼光，看待他們與社會以至消費者的關
係。

邱騰華不外遊 留港談判
中電與港燈兩

大電子公司提出
超過通脹的加幅，尤以中電「獅
子大開口」，加幅竟達9.2%，引起
香港社會各界猛烈批評，惟中電
堅拒讓步。正與兩電展開談判的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決定取消原
計劃的聖誕外遊，留港與中電加
緊談判。
兩電提出「天價」加幅，邱騰

華早前就為此取消出席南非的氣
候變遷會議，與兩電談判。其
後，兩電宣布加幅，行政會議罕
有拒絕接納，特首曾蔭權亦公開

批評。
昨日，港燈隨即宣布引進電費

累進收費下調加幅，但中電卻
「依然故我」，更於昨日開記者會
宣稱「加價有理」。
據悉，邱騰華原訂下星期一

（19日）計劃聖誕外遊，因應中電
昨日宣布拒絕讓步，堅持9.2%是
「最低加幅」，引發全城怒批漠視
民情。邱騰華亦決定取消聖誕假
期，留守香港與兩電加緊談判
「角力」，敦促中電降低加幅，還
市民合理價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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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拉上補下 被批名減實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面對各界

批評，港燈宣布優化電費累進收費制度，調
低低用電量客戶的加幅，例如每月用電少於
150度加幅減至2.64%，但卻向高用電量的住
宅及商業用戶「開刀」，部分用戶被加電費
8%。民建議立法會議員陳鑑林質疑，港燈
「名減實仍加」，擔心高用電量商戶將加電費
的成本轉嫁消費者，最終亦要由小市民承擔
電費加幅，促港燈增加透明度。

低量戶加幅降至2.64%
港燈昨日宣布下調電費加幅。發言人表

示，為了減低加電費對基層市民和中小企的
影響，決定再調整累進制下各級收費的加
幅，住宅用戶用電量不多於150度，原本加幅
4.4%，現降低至2.64%，每月最多多付3.6元電
費；用電量不多於500度，加幅亦會由4.9%調
低至3.76%，所加的電費不多於20元，令90%
住宅用戶加幅少於4.97%。同時，商業用戶各
級累進收費的加幅會稍為調整，令70%商業用
戶的電費加幅介乎6.04%至6.08%。

超高用戶加幅可達8%
不過，部分用電量「超高」的用戶，電費

加幅有機會高達8%。港燈發言人強調，並非
要該批高用量用戶貼補少收的電費收入，只
是電費累進收費制度下，不同用電量的用戶
有不同的加幅。發言人又重申，上周二立法
會委員會會議前，已經與港府磋商電費加
幅，並透過擴大燃料價格條款帳的負結餘，
首次把加幅由原來提出的接近8%，減低至
6.3%，今次是第2次下調加幅，而每度電加7.8
仙，其中近90%是用以彌補不斷上升的燃料開
支。陳鑑林對港燈沒有下調整體加幅有所保
留。他表示，高用量用戶可能是商業機構，
由於港燈未有清楚說明受影響用戶數量，以
及屬何類型，擔心電費加幅最終會轉嫁至消
費者身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電堅持大幅
增加電費，引起社會各界廣泛不滿。民建聯副
主席李慧 將於下周三立法會大會上，就此提
出緊急質詢並動議休會辯論。她批評，是次電
費的加幅，對市民以至各企業都影響深遠，並
要求當局與律政司研究目前的利潤管制協議
中，是否有條文可阻止兩電加價。

李慧 要求舉行特別會議
在昨日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李慧 建議於

下周三立法會就兩電加價舉行休會辯論並獲通
過。同時，李慧 並會聯同自由黨主席劉健
儀，民主黨立法會黨團召集人李華明，及公民
黨議員湯家驊提出緊急口頭質詢，目前要待立

法會主席決定是否批准。李慧 並去信立法會
經濟事務委員會，要求就此舉行特別會議。
李慧 歡迎港燈調低部分用戶的電費加幅，

但減幅未足夠，故要求對方公開多項資料及細
節，包括燃煤及天然氣發電佔電費的比例，及
哪類用戶加最多電費等。同時，她要求當局研
究兩電的利潤管制協議中，是否有條文可以阻
止兩電加價，並要求特區政府盡快做好準備，
在2年後的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討，加入必要
的條款，不能讓兩電任意加電費。
李華明則指，兩間公司的電費調整方案不合

理，要求電力公司提供詳細的收費調整理據，又
認為在中長期而言，政府在檢討協議時，要研究
如何令兩電無法任意加價，並長遠引入競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寶瑤）兩電大幅加電費建議引起社會各界嘩然。在輿論壓

力下，原先計劃加價6.3%的港燈宣布，不降總體加幅，但調整電費收費結構，令90%

住宅客戶的實際淨電費加幅低於4.97%。但去年坐擁103億元盈利的中電，卻堅持維

持9.2%加價建議。中電漠視社會關注，堅持「賺到盡」，引起各界強烈抨擊。環境

局對中電的決定表示遺憾，有團體更直斥中電「完全失控」。

兩 電 營 運 狀 況
盈利
中電：去年盈利103億元，今年上半年盈利58億元

港燈：去年盈利72億元，今年上半年盈利40.6億元

電費穩定基金（結餘）

中電：6.7億元(今年)

港燈：5.47億元（去年）

明年營運開支

中電：+11.2%

港燈：－

資料來源：中電、港燈年報、本報資料室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港燈在輿論壓力下稍作姿態性

「讓步」，中電卻堅持「企硬」，絲毫

沒有退讓的空間。能源諮詢委員會

成員、 商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蘇

偉文表示，兩電按照利潤管制協議

提出加價，政府束手無策，在法理

上沒有辦法阻止兩電加價，因此政府有必要

檢討協議。

蘇偉文表示，政府本身不可以貿然單方面

更改協議，唯一可以只能訴諸於民意，並認

為兩電可以進一步利用電費穩定基金和容許

「燃料調整費賬目」的負結餘擴大，降低加

幅，故他對中電不願調低電費加幅表示失

望，亦不認同中電的經營哲學，以「賺到盡」

為目標，企業社會責任與公眾期望有落差。

他擔心，利潤管制協議未到期前，中電會繼

續採用類似的經營模式。他估計中電堅持不

調低加幅，是為免創先例，令日後加價「綁

手綁腳」。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系高級講師陳和順認

為，利潤管制協議過時，原意是保證兩電不

至蝕錢，但現在成為兩電有「賺到盡」的藉

口，市民及政府無可奈何只有「硬食」，「在

2018年（合約到期）之前都無辦法，只能夠

在2013年中期檢討時加入一些收緊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寶瑤

學者促檢討利潤管制協議

港燈於昨日上午宣布調整收費結構後，中電下午舉行記者
會，令不少市民有所期待，結果未非好消息：中電總裁

藍凌志在記者會上稱，營運成本上漲令電費有沉重的加價壓
力，包括燃料價格急升、天然氣成本增加2至3倍、電費穩定基
金跌至25年新低、燃料穩定基金明年赤字達8億元等，故中電
沒有計劃調低9.2%的加電費建議，而加幅是在與港府18次討論
後得出的結果。「這是最佳的方案。」

稱加價為符合減排目標
他續稱，中電過去已盡力利用電費穩定基金及燃料穩定基金

推遲加電費，令電費穩定基金結餘過去數年急跌，預計直至今
年底結餘會少於7億元，即使每度基本電費明年得以上調5仙，
但明年底基金結餘僅餘3億元，相等於中電3天的電費收入，創
25年新低。

強調發展已獲港府批准
藍凌志重申，是次加價是為了符合港府制訂的減排目標，雖

然電費加幅為15年來最高，但已盡了最大努力抵銷成本上升的
壓力。他不願透露預計明年有多少利潤，但強調加電費9.2%是
按照利潤管制協議訂出。他又稱，調整電費後，200萬中電用
戶中，50%住宅用戶每月電費增加少於10元，50%商業用戶每

月多付少於50元。中電加價後的電
費仍低於港燈28%。
在被質疑明年11.2%的營運開支增幅遠高於通脹，以及過早

把發展計劃入帳。藍凌志解釋，由於今年的營運開支特別低，
才顯得明年增幅高，並強調所有的發展計劃，已於2008年獲得
港府批准。
被問及加價是否沒有履行社會責任時，藍凌志稱中電的社會

責任包括維持穩定的供電、環保和完成發展計劃，另外，中電
目前跟港府就租金與差餉的爭議訴訟尚未結束，承諾若獲發還
款項，必定回饋客戶。
環境局昨日發表聲明指，當局正研究港燈公布的電費結構調

整方案，並歡迎港燈再次調低大部分用戶的電費水平，但對中
電拒絕回應當局、行政會議、立法會和公眾就加電費所提出的
質疑和訴求，環境局表示遺憾，並敦促中電降低電費加幅。

團體批中電已完全失控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古偉牧批評中電已「完全失控」，要

求當局公開中電的投資項目，讓公眾監察。
他又指出，中電執意拒絕下調加幅，反映利潤管制協議未能

有效監管電力公司，促請港府檢討利潤管制協議時，要制訂一
套有效監管機制。

不理民憤 拒降加幅

中電

民建聯動議下周立會辯論

■中電總裁藍
凌志重申，雖
然電費加幅為
15年來最大，
但已盡了最大
努力抵銷成本
上升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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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佩琪）兩電大
幅加電費激發全城「媽聲四起」，自由黨
聯同飲食界及批發零售界近200名代表遊
行，批評兩電加價猶如「血口噬人」，強
烈要求兩電將加幅調至低於通脹水平。
香港中華總商會亦指，兩電加價勢加重
中小型商戶的經營負擔，或會引發「結
業潮」，促請兩電重新檢討加幅，並透過
電費穩定基金平衡收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