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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起，讀者可隨時隨地在Android（安卓）手
機上免費閱讀香港文匯報提供的權威新聞資源。香港
文匯報Android版閱讀器是繼iPhone、iPad閱讀器之後新
推出的移動閱讀應用。產品設有要聞、評論、港聞、
國際、財經等新聞欄目，同時提供離線閱讀、股票、
新聞分享及新聞圖片放大等功能。

香港文匯報Android版閱讀器支持各種Android手機，
包括三星、摩托羅拉、HTC等市場主流智能機型，
Android最低版本需求為2.1以上。目前，用戶可在
Android Market應用市場免費下載。

香港文匯報創刊於1948年，秉持「文以載道，匯則
興邦」的辦報理念，立足香港，面向世界，以國際化

視角全面報道和評述最新國內外時事動態。 香港文匯
報正致力打造包括香港文匯網、iPhone/iPad/Android等
閱讀終端新媒體平台，力求為全球讀者提供最良好的
閱讀體驗。

目前，香港文匯報已在新浪微博、facebook及開心網上
開設官方機構主頁，每日及時發布本地及國內外新聞。

■12月21日
起，用戶可
透過Android
手機免費閱
讀香港文匯
報豐富多彩
內容。

香港文匯報Android版閱讀器上線了﹗

押後收燃料費 加幅數字減至7.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謝雅寶、鄭治祖）

曾堅稱無意調低電費加幅的中電，在輿論壓力下以

「蠱惑招」讓步。建議降低燃料費加幅，由原來加3.7

仙降至2仙，但基本電費絲毫不減，令整體加幅由原

來9.2%下調至7.4%。中電揚言，集團以墊支方式支

付燃料費，有關赤字將押後轉嫁予消費者，換言之明

年加幅或更驚人。環境局局長邱騰華表示，中電下調

加幅只是「邁出第一步」，並對中電仍未全面回應社

會訴求深表遺憾，強調政府在規管會繼續做好把關

工作，並汲取是次「教訓」去研究如何改善。

兩電元旦起大幅加電費的建議引起全城譁然。港燈日前
已姿態性地讓步，改變收費模式，使90%住宅用戶的

加價幅度少於5%，但整體加幅仍維持6.3%。去年
坐擁103億元盈利的中電起初仍堅稱「無空間調低
加幅」，但在民意壓力不斷升級，政黨及港府介入

下，昨晨終於公布把整體加幅由原來9.2%下調至
7.4%，令約30%住宅用戶「凍結」收費，半數
住宅用戶每月電費增加少於5元。

藍凌志：燃料價負結餘增逾60%
中電看似「讓步」，但實際只是押後大

幅加價的計劃。中電總裁藍凌志昨晨會
見傳媒時稱，今次修訂加幅是因應公眾
的壓力。

藍凌志表示，集團增加「燃料價格條款
賬」的負結餘，預計由原來的赤字8億元上
升至明年底的14億元，升幅超過60%，並指

有關賬項已是連續5年錄得負數。在增加負
結餘後，燃料費的升幅由原本建議每度電加3.7仙下調至2仙，而
基本電價則維持加價5仙。

藍凌志揚言，有關安排變相是公司墊支燃料費，使「燃料價
格條款賬」負結餘增加至史無前例的水平，面對新天然氣價格
是20年前所簽訂合約的2倍至3倍，負結餘增加將會削弱電價的
穩定性。他明言，負結餘款項將會延遲轉嫁消費者，集團不能
長期承擔負結餘，將會監察有關水平，但拒絕回應是否再有調
低加幅的空間。

劉江華：立法規管「開天殺價」
民建聯副主席劉江華批評中電是在「開天殺價」，所提供的數

據不盡不實，而即使「調低」加幅，幅度仍然過高，故特區政
府及立法會，有需要再向中電施壓，要求對方提供更多數據，
了解是否有再調整的空間。

他續說，倘中電繼續一意孤行，當局應該立即啟動中期檢討
機制，包括研究調低兩電的利潤上限，及在調整收費時必須獲
行政會議批准，甚至仿效目前東江水的安排，引入境外的供電
公司以打破壟斷，又認為當局應立法規管兩電。

王國興：加幅超通脹「不收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批評，中電到「水浸眼眉」才肯調

整加幅，但加幅仍然高於通脹，是不可接受的，故呼籲市民延
遲交電費以表示不滿，又要求政府檢討利潤管制協議。工聯會

副會長黃國健亦指，中電雖「調低」加幅，但實際上只是延後
增加燃料費，待「風聲無咁緊時」才再加價以「收回成本」，故
他們不會「收貨」，並建議政府將電廠、電網分家，並引入境外
供電安排。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華明質疑中電只是在玩「數字遊戲」，基
本電費加幅「一分錢都沒有減過」，加幅仍然是6.25%，幅度高
過通脹，只是在燃料費上墊支出來，遲早都要收回，故他計劃
在明日舉行的經濟事務委員會上，提出運用「權力及特權法」，
迫使中電提交更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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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明年收費新舊方案
原方案 新方案(按年變動）

基本價 85仙 85仙(+5仙)

燃料費 17.8仙 16.1仙(+2仙)

淨電費 102.8仙 101.1仙(+7仙/ +7.4%)

中 電 新 收 費 影 響
住宅客戶

■ 30%客戶「凍結」收費；
■ 50%客戶每月電費將較目前增加最多約5

元；
■ 80%客戶每月電費將較目前增加最多22元，

升幅低於4.6%。
商業客戶
50%客戶每月電費將較目前增加最多41元。

資料來源：中電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羅敬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謝雅寶、鄭治祖）中電終於「調低」電費加幅，商
界普遍表示歡迎。不過，他們認為中電應延遲實施取消累退電費的安排，並希望中
電再研究加幅是否有進一步下調的空間。

籲延遲取消「累退電費」
香港總商會主席胡定旭表示，中電降加幅體恤市民的苦況，及減低對企業經營的

壓力。香港中華總商會相信，新建議有助減輕工商各業和市民大眾的負擔。
香港工業總會認為中電下調加幅的方向正確，有助各行各業應對來年經濟萎縮的

挑戰，減輕市民的負擔，但該會關注中電仍會如期實施電價結構的轉變，即取消累
退電費的安排，指此舉會令用電量大的工業無法在港立足，甚至迫使現存在港為數
不多的工業生產遷出香港，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以至影響整體經濟的穩定，呼籲
中電應延遲實施。

「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歡迎中電調低加幅，但認為來年環球經濟不穩，企
業經營環境及就業前景困難，故希望中電再研究電費加幅的下調空間，減輕企業及
市民的負擔，為民抒困，又對中電取消累退電費安排有保留，認為中電應在維持目
前電費架構下，配合獎勵措施推動市民及商業節能。

食肆月繳電費動輒10萬
自由黨立法會飲食界議員張宇人則批評，即使中電調低加幅，幅度仍然高於通脹，

「很離譜」，指食肆每月平均繳交10萬至20萬元電費，將來電費每月要多付數千以至逾
萬元，尤其業界因經濟環境問題，料明年3月將步入困難時期，直接加電費直接影響
他們生存的空間。

敘福樓集團執行董事黃傑龍表示，中電明年仍然加電費達7.4%，有關「讓步」方
案只是聊勝於無，仍對商戶帶來壓力，並指會把有關成本轉嫁消費者，批評中電加
電費不應高於通脹。洗衣店負責人李先生表示，中電下調幅度不足2個百分點，下調
幅度不足。有市民認為，加電費無可厚非，但加幅不應遠超通脹水平。

商界：電價貴逼企業離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立法會緊急討論兩電加價前夕，民建聯、自
由黨等多個黨派約50名示威者在大樓外抗議兩電在豐厚盈利下仍瘋狂加價，批
評中電「賺到盡」，罔顧市民利益，港燈調整加幅亦只是「玩花招」。他們要求
特區政府促使兩電押後加價，並向立法會提交電費調整資料以便監察。

多團體示威 促監察兩電

根據《利潤管制計劃協議》，燃料費是實報實

銷，全數由消費者負擔；但基本電費則是電力公

司的利潤來源，最多可賺取9.99%。所以，中電今次

的「讓步」方案，其實是墊支消費者的燃料費，但

絲毫不損其利潤。有學者批評，中電玩「數字遊戲」

以掩飾「賺到盡」的真面目，更令人憂慮的是墊支

金額有如雪球般滾大，明年電費有機會加超過10%。

未來加幅隨時逾10%
根據港府與兩電簽署的《利潤管制計劃協議》，市民現時

繳付電費分兩個部分：基本電費及燃料費（又稱：燃料價格

條款收費），前者是以電力公司固定資產平均淨值的9.99%作

為其准許利潤，當電力公司的營運成本上升及新增投資項

目，使資產值增加，基本電費相應提高；相反燃料費是實報

實銷，全數費用由消費者負擔，兩電不能從中獲利。

中電今次維持基本電費的加幅，確保賺盡9.99%；並增加燃

料費賬戶的赤字，以下調整體電費水平，變相是電力公司先

墊支燃料費，市民須在未來數年歸還。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

蘇偉文表示，中電今次減少燃料費增幅，實際不是減電費，

若負結餘如雪球般愈滾愈大，當中電一次過收回時，便要加

電費逾10%。

隨 國際燃料價持續上升，燃料費有升無跌。綠色和平資

深項目主任古偉牧認為，要切實調低電費加幅，必須控制兩

電資本投資，若由港府出資興建14億元「西氣東輸」香港支

線管道，便不會因此增加兩電資產，每度電的基本電價亦可

下調0.3仙。 ■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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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局長邱騰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中電總裁藍凌志。
香港文匯報記者謝雅寶 攝

■自由黨等多個團體昨日在立法會門外示威，抗議兩電大幅加價。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