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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22招改善空氣質素
甲、排放上限和管制

1.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至50%及新增

減排裝置

2. 提早淘汰舊式及污染嚴重的車輛

3. 加快以最新歐盟標準型號車輛取代歐

盟3期商業柴油車輛

4. 更廣泛使用混合動力或電動車輛的環

保車輛

5. 要求本地船隻使用0.1%含硫柴油

6. 政府船隻採取可行措施減少氮氧化物

排放

7. 採用電氣化的空運地勤支援設備

8. 管制非道路使用的車輛及設備的廢氣

排放

9. 加強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乙、交通相關措施

10. 設立路面低排放區

11. 設立不准車輛進入區及行人專用區

12. 重整巴士路線

*13. 為歐盟2期和3期專營巴士加裝有效減

少氮氧化物排放的「選擇性催化還原器」

*14. 引入路邊遙測儀器和先進廢氣測試以加

強管制汽油和石油氣車輛的廢氣排放

*15. 設立海域低排放區，減少船舶的廢氣

排放

丙、基建發展和規劃

16. 擴大鐵路網絡

17. 在新發展區開發單車徑

丁、提高能源效益

18. 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19. 家用電器能源效益標準

20. 採用發光二極管或其他效能相若的產

品作交通信號及街道照明

21. 推廣植樹及綠化屋頂

22. 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

註：當局於2009年提出19項措施，並於近月

額外提出3項措施，已用*標示。

資料來源：環境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羅敬文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羅敬文）港
府提出更新
空氣質素指
標，預計最
快於2014年
生效，但有
意見認為太
遲。環境局

局長邱騰華（見圖）表示，要落實新
指標需採取多項措施配合，絕非簡單
地把指標視作「一條線」，當局亦需
時草擬修例工作，料要2012/13年度
才可向立法會提交修例建議。
港府宣布收緊沿用多年的空氣質素

指標，但卻被批評有關指標並不嚴

格，而實施年期亦要延至2014年是
「太遲」，邱騰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
反駁指控。他稱，新空氣質素指標是
法定指標，當局需時草擬法例例訂的
工作，並指收緊指標不是「拉橫額」
說了便算，還要有相關措施配合。

指標非「一條線」不可隨意拔高
邱騰華以學生成績作比喻，若要修

改多少分數才算合格，不可只是向上
調整那個分數，還要學生用心讀書及
交功課，否則只會把這指標變作「一
條線」。他稱，雖然法例要2014年才
生效，但政府工程會率先採用最新指
標，將有牽頭作用，而機管局已承諾
計劃中的機場第3條跑道，會採用新
指標進行環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
法會通過「締造可持續及開放電力
市場」的無約束力議案，民主黨、
公民黨、自由黨及工聯會都認為，
可引用特權法要求兩電進一步披露
財務資料，以便立法會加強監察加
電費是否合理。民建聯立法會議員
陳鑑林透露，前日收到政府回覆，
同意向立法會議員提供有關文件及
資料，包括電費調整的細項、固定
資產平均值的增加、燃料價格的相
關資料、5年發展計劃的資本開支、5
年計劃期內的每年實際資本開支、
計劃期內基本電費及燃料價條款收
費與淨電費等，資料相對詳盡，認
為暫時毋須引用特權法。

多黨倡引特權法查加費
提出動議的公民黨余若薇表示，

政府08年與兩電簽署10年的管制計劃
協議埋下電費賺到盡禍根，促請政
府盡快實現兩電聯網，引進第三者
加入市場。民主黨李華明指，政府
無法定權力否決電費加幅，現時兩
電公開資料籠統，公眾無法掌握兩
電發展的個別項目開支，故民主黨
提出以權力及特權條例，授權經濟
事務委員會，命令政府交出兩電加
費相關資料。提出修訂的自由黨劉
健儀同意引用特權條例，但強調必
須以不干預正常商業運作，及不外
洩敏感商業資料為前提。

促兩電提交資料 工聯會讚同
工聯會王國興則表示，事件明顯說

明政府未能密切監察兩電，且中電態
度非常惡劣，幾次說沒有下調空間，

引起市民極大憤怒；又質疑當時兩電
來立法會曾「實牙實齒」說沒有下調
空間，到12月31日卻下調至4.9%，剛
好低過5%的通脹：「好神奇喎，點
解半個月內有此轉變？」他認為值得
引用特權法要求兩電提供兩方面資
料，包括5年發展計劃詳細資料。
但部分功能界別議員持不同意見，

經濟動力林健鋒認為，強迫電力公司
公開敏感資料，會影響企業運作及營
商環境，嚇怕外資。金融服務界議員
詹培忠認為，若政府可向經濟事務委
員會提供資料，個人認為已足夠，不
需引用特權法。

被誣指袒護電霸 民建聯力駁
部分反對派議員更借題發揮，肆

意批評民建聯不支持引用特權法。
民建聯陳鑑林發言時嚴正反駁，重
申民建聯是以務實態度處理民生事
務，對一些反對派政黨的肆意抨
擊，民建聯只想勸告一聲，只有以
務實的態度處事才能贏得社會大眾
的支持和認同。他指出事件體現了
政府監管兩家電力公司電費調整的
局限和制約，強調民建聯由開始已
採取行動反對兩電大幅加價。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時指，現有

管制協議作為規管兩電力加價的框
架，能有效發揮作用，議員亦可以在
事務委員會審視有關資料，若公開披
露電力公司財務資料，擔心影響公司
競爭及經營，亦不能令本港維持公平
的營商環境。邱騰華又表示，會繼續
與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討論，
尋找合適平台，交代不妨礙兩電營運
的資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大樓室內
空氣質素備受公眾關注，昨早建築署再於大樓進行
測試，仍有4個樓層輕微超出良好級的標準。新民
黨議員葉劉淑儀（見圖）昨日在立法會大會上提出緊
急質詢，要求有關當局跟進。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回應時指出，就新立法會大樓

及其建築群，建築署已於去年11月進行測試，部分
未能達到良好級別，於本月14至17日的檢測發現有
樓層比去年更差，但經過15至16日的換氣工程，情
況有改善。他強調測試與傳媒報道有距離，認為是

不同測量方式有影響，會作出跟進，又指樓宇入伙期間有不同因素影響空氣
質素，包括執漏工程使用的油漆等物料含揮發性物質。
邱騰華指出，針對大樓內空氣質素，建築署早已注入戶外空氣，加強空氣

流動。不過，葉劉淑儀質疑辦公室內的傢具一打開，空氣污染物就超標很嚴
重，擔心材料有問題。邱騰華表示，大樓於設計及用料方面、使用情況、保
養都對相關空氣水平有影響，建築署亦會展開工作跟進。
民建聯議員陳克勤擔心，大樓需長時間進行執漏，質問政府在此期間會否

有短期或即時措施跟進。邱騰華回應指，先要找出影響空氣的源頭，大樓工
程於運作上亦可改進，現時最有效方法是換氣。

環境局日前宣布會全面更新沿用25年的空氣質素指標，
並參考世衛標準，收緊多項空氣污染物的標準，並新

加入「PM2.5」微細懸浮粒子的指標。配合有關安排，當局
早於2009年提出19項措施，並於近月「加碼」3項措施，主
要涉及收緊電廠、車輛和船隻的排放，提升能源效益標準要
求，並增加綠化。

巴士安裝減排設施
環境局局長邱騰華昨日接受電台訪問時稱，要改善空氣質

素，需由政府及市民共同承擔，其中兩間電力公司需要引入
更多清潔能源，天然氣發電比例會由28%增至50%，並會引
入減排裝置，料電費將有20%的上調空間；而政府亦會資助
巴士安裝減排設施，但巴士公司透過更新巴士車隊，票價亦
會上調15%至20%。

未來多年攤分加幅
整體「藍天工程」計劃所費不菲，但邱騰華強調措施是分

階段逐步落實，意味加幅將會在未來多年攤分，好讓市民願
意接受。根據環境局早年的顧問報告，採取上述「藍天工程」
後，本港每年可避免4,200宗由空氣污染所引致的入院個

案，而人口的平均壽命約可延長1個月，社會每年的經濟得
益將高達12.28億元。

增天然氣發電比例
中電發言人表示，近年天然氣價格飆升，使用更多天然氣

以達至最新指標，將會導致燃料費成本上升，對電價會帶來
壓力。港燈發言人表示，兩台燃氣發電機已發揮最大效能，
如要使用更多天然氣，便要安裝新機組，將會配合政府政
策。
九巴、新巴及城巴發言人表示，要視乎有關措施細節，再

評估對車費的影響。
清新空氣價錢昂貴，巿民有何意見？有巿民表示，「現時

都要用很多電，尤其是天時熱，電費都要逾千元，還要加
費，真的令生活百上加斤。」有路邊攤檔報販表示，不太擔
心路邊空氣污染問題，反而若加電費及交通費，對他們的影
響會很大。亦有巿民表示，「若真可以改善空氣質素，可以
令很多鼻敏感者有得益，都是值得的。」有巿民則稱，「可
以照加價，但對於某些巿民應該有些資助或豁免。」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余若薇表示，要引入競爭，

電費未必要加費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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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華：收緊指標需措施配合

立會樓污氣難散
葉劉提緊急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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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排措施，交通費和電費將有上調壓力，幅度更高達20%，但會分階段逐步落實。

香港牙科收費貴，
不少貧困長者未能
負擔，關愛基金計

劃撥款1億元，資助沒
有領取綜援，但正接受
社區照顧服務的長者鑲
假牙，上限7,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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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昂「風水指數研
究」，今年是「水
龍年」，上半年

「水龍」潛水，股市未
見起色，8月起現轉
機，9月份更是全年最
好月份，龍年港股上試
21,700點。

詳刊A5

要
聞

港
股
試21700

里
昂
龍
年
風
水

互聯網搜尋引擎公
司雅虎的創辦人之
一楊致遠，突然辭

去雅虎所有職務，正式
離開。楊致遠宣布辭職
後，雅虎股價急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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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首鋼集團董事
長朱繼民接受本報
專訪，首次袒露首

鋼搬離北京到河北異地
重建的心路歷程，並勾
勒出中國鋼鐵業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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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繼續關注歐債
危機，穆迪表示可
能會將意大利評級

連降兩級。但標準普爾
對德國投以信心一票，
稱即使德國今年陷入衰
退也不會失去AAA最高
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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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沙咀廣東道名店
D&G昨日發表道
歉聲明，表示深切

明白專門店外的禁拍照
片事件，冒犯了香港市
民，公司深感歉意，並
向大眾衷心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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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藍天工程」須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圖為南丫島發電廠。

■巴士噴「毒」，市民掩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