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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兩岸三地民間發起保釣活動。日方早前曾

宣稱，為阻止中國的保釣人士登島，可能出動自

衛隊作為「終極手段」。兩岸三地合力保釣，向

日本發出強烈信息：中華兒女必將同仇敵愾，堅

決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日本侵佔釣魚島的

圖謀絕不可能得逞。日本目前內外交困，借釣魚

島問題挑戰中國底線、轉移內部矛盾的玩火行為

，只會激起中國的憤怒，引起周邊國家對日本軍

國主義復辟的警惕，勢必令日本在國際上更加孤

立。

此次釣魚島的爭議升溫，完全是日本一手造

成。從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宣布將購買釣魚

島，日本地方議員登島，到日本中央政府欲將釣

魚島「國有化」傳聞，無不充滿強烈的挑釁意

味，近日流露以軍事手段霸佔釣魚島之意，更是

狂妄之極，令人忍無可忍。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

喪失理智的言行，激起整個中華民族的憤怒，喚

起民眾的民族意識。兩岸三地民間攜手保釣，彰

顯保家衛國精神。若保釣人士的安全受到威脅，

中國軍方當然不會袖手旁觀。中國官方媒體《環

球時報》社論已發出警告：「如果日方的阻止造

成意外後果，中國政府和民間都會採取報復，讓

日本付出代價。」日方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

性，切勿輕舉妄動。

其實，日本野田佳彥政府當前正面臨內外交困

的局面，內部因為增加消費稅的問題，導致政黨

分裂，政府民望每下愈況，執政地位搖搖欲墜；

對外與俄羅斯在北方四島、與韓國在獨島的領土

糾紛再趨升溫。此時日本再在釣魚島問題上挑釁

中國，甚至將中國視為「在別處吃了虧後用來撒

野的出氣筒」，必然會遭到中國強硬的反制。出

於民族自尊和共同利益，台灣、香港必然與祖國

大陸站在同一戰線，而事實也證明了如此，日本

與周邊國家交惡，難逃被孤立的局面。因此，日

本激化釣魚島危機不但佔不到任何便宜，只會落

得弄巧成拙、自討苦吃的結果。

今日適逢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67周年的紀念

日，受過日本鐵蹄蹂躪的亞洲大多數國家對慘痛

的歷史刻骨銘心。令亞洲各國擔憂的是，日本從

來沒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過錯，洗心革面表達歉

疚，衷心與各國共建和平，相反近年不斷突破和

平憲法的約束，在周邊領土糾紛中擺出不友好的

姿態。這不能不讓人警惕，亞洲各國不能不攜手

反對日本軍國主義復辟，防範其再度成為破壞地

區和平穩定的源頭。

(相關新聞刊A2版)

受澳洲、印度業務盈利劇跌拖累，中電控股

2012年上半年業績出現倒退，純利倒退42%，而

新供應的天然氣成本上漲約3倍，令營運壓力上

升。事實上，中電不斷強調成本急升及經營困

難，明顯是為未來大幅增加電費作準備。中電絕

不能利用現時的利潤管制協議，將外地虧損轉

嫁本港消費者。當局在處理中電加價申請時，

必須嚴格把關，要求中電清楚交待營運數據，

嚴格區別境內與境外投資的賬目，防止中電要

市民為中電的境外投資失誤埋單。長遠而言，

應制訂《電力法》以取代過時的利潤保障協

議，加快開放電力市場，引入競爭調低電費。

中電指澳洲雅洛恩煤礦場水浸令集團額外支

出6.44億元，又歸咎印度政府開發煤礦數量不

足，未能應付市場需求，致使其印度市場虧損

1900萬元。中電盈利大幅下跌，令社會關心中

電會以營運困難作為今年年底和政府談判電費

加價時的籌碼。然而，中電上半年盈利雖然按

年減少42%至33.56億元，但香港電力業務盈利

仍上升4%至32.4億元。中電去年年底加價時，

便被質疑其提交的營運成本數據過高，亦無剔

除部分資本投資，造成成本急增假象。當局必

須慎防中電以澳洲和印度等國家業務的虧損情

況，玩弄數字遊戲，補貼其海外的虧損業務。

中電指海南崖城的天然氣已近乾枯，明年年

初起根據「西氣東輸」第二期協議，將由中石

油向香港供氣，估計屆時成本約高於現時3倍，

天然氣價格不斷上漲，令中電面對中長期的成

本壓力。不過，國家發改委今年年初已指出，

今年將採取措施，進一步理順天然氣價格，並

爭取在2至3年內，使內地天然氣定價趨向穩

定。隨 美國發現大量頁岩氣，未來全球天然

氣供應亦更穩定。中電屢誇大天然氣成本，為

日後加價製造藉口，這種公關手法並不能得到

公眾認同。事實上，天然氣成本雖然較高，但

以發電效率計，天然氣遠勝燃煤，長遠有利降

低營運成本，加上中電每年約80至100億元盈

利，足以承擔增加天然氣發電成本，把天然氣

成本轉嫁市民並不合理。

現時利潤管制協議缺乏透明度，尤其是電力

公司的營運成本和利潤計算方法被列為商業機

密。中電作為公營機構，應保持透明度，讓市

民全面了解電力成本情況，以免引起社會的抗

拒和反感。當局同時必須嚴格把關，確切掌握

電力公司加價時的數據和理據，確保電費調整

合理。 (相關新聞刊A4版)

兩岸三地保釣警告日本 中電外地虧損勿轉嫁本港消費者

中電稱受壓 年底擬加費
指天然氣新約貴3倍 研引核電省成本

阮蘇少湄昨日出席中電業績會時不肯透
露今年是否會繼續加電費，但稱基本

電費涉及多個不同因素，包括售電量及其他
營運開支等，公司將在年底與政府溝通後再
做決定。她又稱，由於梁振英新政府剛剛上
任，因此尚未與其討論有關利潤管制協議的
議題。
中電過去多次將加電費的原因歸咎於成本

上漲，阮蘇少湄昨日雖然未表態是否加電
費，但亦不斷老調重彈，稱由於天然氣價格
不斷上漲，令公司面對中長期的成本壓力。

明年初天然氣供應合約期滿
她指出，公司與海南崖城的天然氣供應合

約已接近最後階段，由明年年初起，根據
「西氣東輸」第二期的協議，將由中石油向
香港供氣，按照國際常規，天然氣價格與石
油掛 ，因此必然比20年前昂貴許多，估計

與崖城天然氣相較約有3倍的差別。

購低硫柴油作後備儲存
阮蘇少湄又表示，明白電費對市民生活的

影響，故不會將上升的燃料成本完全納入電
費轉嫁予消費者。她又承諾，未來會採取
「組合多元化」的措施來減少影響，包括盡
量延遲使用新氣、鼓勵客戶省電節能，及在
合乎環保要求的前提下，更多使用「靚煤」
等。她並透露，集團去年已經預計崖城的天
然氣可能不足以滿足需求，因此購入了低硫
柴油，用以補充供電及作後備儲存。
至於外界關注的核電，阮蘇少湄稱港府於

2010年的諮詢文件中，曾表明要增加核電的
比例，但此後未有公布進一步結果，是否引
入核電亦未能確定，因此中電目前只進行內
部研究，要等待港府敲定後才展開實質工
作。

氣價合約影響電費 環境局嚴把關利潤管制協議
保證股東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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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涯棉籲閒置地建屋免浪費

香港文匯報訊 通脹苦，兩間電力公司不時以燃料成本上漲為由，要求加電

費，令市民百上加斤。中華電力副主席阮蘇少湄昨表示，將在年底與政府商議

調整電費，並指新供氣合約氣價為舊價3倍，公司面對中長期的成本壓力，但

不會完全將新增燃料成本轉嫁到電費上；未來將研究引入核電，以減省使用天

然氣及燃煤發電的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聶曉輝)

中電昨日表示，由於崖城的天
然氣快將用完，需簽訂新的天
然氣合約，價格將較舊合約
高，電價勢將再次調升。有學
者指出，根據中電與港府簽訂
的利潤管制協議，中電有權調
整燃料費用，若天然氣成本增
加，電費一定會上調。另有學
者指出，中電有權將燃料費增
幅全數轉嫁電費之上，但若增
幅太大，或引起社會極大迴
響，必須小心處理。
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周全

浩指出，根據利潤管制協議，
中電有權調整燃料費用，加上
燃料費大增，預計明年一定會
加電費，「協議不允電力公司
在燃料費上賺錢，但容許收回
燃料費的額外費用，如明年開
始西氣東輸第二期的天然氣，
電費調整一定會上升，至於上
升多少，則視乎電力公司買入
的燃料價格。」

電費勁加勢掀爭議
香港城市大學經濟及金融系

副教授李鉅威亦指出，中電理
論上可將燃料費增幅全數轉嫁
電費之上，但仍須視乎新的合
約是如何計算。他又指，假若
加幅過高，或會造成極大迴
響，中電必須小心處理。他認
為，中電在加價的同時，亦可
考慮仿傚外國，引入分時段收
費的措施，例如晚間用電收費
較日間便宜，讓市民選擇，減
輕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聶曉輝)現時兩電
的供電收費，受「利潤管制協議」約
束，不能高於某個規定水平，目的在於
確保電力公司以合理價格為公眾提供可
靠及有效的服務，而公司的股東亦能獲
取合理的投資回報。港府分別於1964年
及1978年與中電及港燈簽署協議，其間
經過多次續約，至2008年簽訂新合約，
兩電的准許回報率降至9.99%，為期10
年。

燃料附加費實報實銷
協議指出，如電力公司的實質利潤多

於准許利潤，款額會撥入發展基金；反
之就由發展基金，撥入日常損益賬中。
然而，目前的電力收費由「基本電費」
與「燃料附加費」兩部分組成，後者以
「實報實銷」方式收費。事實上，中電
於今年1月1日才加電費。

中電於去年12月13日公佈今年電費平
均加價9.2%，遭港府及公眾猛烈抨擊，
後將基本電費原本增加5仙下調至4.2
仙，最新收費為每度電84.2仙，加幅為
5.25%；每度電的燃料費加幅為3.7仙，
最新收費為17.8仙，整體加幅下調至
4.9%。

學者料明年加幅更驚人
中電副主席阮蘇少湄當時已表示，全

球燃料價格波動，且有明顯上升趨勢，
中電需以更高的燃料價格及採用更多天
然氣發電，以符合港府的規管要求。她
又指，中電當時已代客戶承擔燃料價條
款賬的負結餘，且負結餘情況漸趨惡
化，預料今年底的負結餘將超出8億
元。有學者分析，中電的加價方案猶如
「數字遊戲」，只是押後大幅加價，料明
年的電費加幅將更驚人。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廖穎琪） 公屋輪候
「排長龍」、私樓租金高企，多個團體昨趁房
委會舉行交流會時到場抗議，不滿當局未有
盡用土地建公屋，令基層住屋問題惡化。房
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蔡涯棉表示，土地資
源存在有浪費之處，港府應考慮把閒置的
「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建屋，有需要時再
覓地提供文康設施，而港府正 手處理房屋
問題。
房委會昨日舉辦「委員與關注團體交流

會」，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楊倩紅、蔡涯
棉和房屋署代表分別接見多個團體的代表，
了解團體對公屋政策的意見。「關注基層住

屋聯席」組織幹事陳凱姿表示，公屋供應短
缺，不少市民輪候多年「上樓」無果，增建
公屋是社會共識，但港府卻未有為長遠建屋
規劃足夠土地，甚至把部分前公屋用地售予
地產商，包括前何文田 兩幅土地已列入勾
地表，亦把前長沙灣 於2001年拆卸後租予
「亞洲高爾夫球會」等。

有需要可再覓地建文康設施
蔡涯棉表示，港府在土地資源上有浪費問

題，因不同區分的發展步伐不一，部分規劃
作社區設施的「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
暫時未有發展計劃，令土地閒置。他認為，

香港土地供應緊拙，而公營和私營房屋需求
均十分殷切，建議政府可先利用相關土地建
屋，日後如有需要，可再覓地建文康設施。
至於陳凱姿不滿房委會的「3年上樓」承諾

取巧，因為承諾只計算第一次編配單位的等
候時間，一旦申請者拒絕，可能等候多時仍
未獲派第二次和第三次編配。交流會上亦有
不少市民反映生活艱難，申請公屋多年仍杳
無回音，期望盡快「上樓」。蔡涯棉即場要求
市民留下資料，並承諾代為轉交房委會跟
進。他會後稱，理解不少市民面對居住困
難，會把市民的訴求向房委會轉達，強調政
府已 手處理房屋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中電因海南
崖城氣田快將枯竭，已與內地供氣商於半
年前草簽天然氣供氣合約，但仍有待環境
局審批。環境局表示，現正與中電磋商有
關氣價的資料，因氣價合約將會影響日後
電費，政府必須嚴格把關，以確保未來的
供氣安排符合政府整體的能源政策，包括
安全、穩定供應、合理價格及環保4項原
則，保障市民的利益。

中電目前使用的天然氣來自海南崖城氣
田，早於1996年投產，快將「斷氣」，中
電與內地供氣商遂於去年11月草簽西氣東
輸二線供氣合約，合約由2013年開始，為
期20年。中電多次要求政府盡快審批新合
約，但因中電早前明言西氣東輸氣價較20
年前簽訂的合約是舊價的3倍，更揚言未
來3年的燃料成本會上升40%，環境局遂
嚴格審批。

嶺澳核電站零級事故證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文森) 距離本港50

公里的嶺澳核電站，近日發生零級事故，
即未有影響安全。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公
司網站披露，核電站工作人員於本月13日
為4號機組進行安全檢查時，發現輻射監
測系統的部分探頭未能向控制室傳輸實時
數據，未有對電廠的安全運行造成影響，
有關問題隨後已獲修復。

保安局發言人表示，大亞灣核電運營管
理公司昨日在其網站內通報有關嶺澳核電
站的運行事件。核電站工作人員前日為4
號機組進行安全檢查時，發現輻射監測系
統的部分探頭未能向主控制室傳輸實時數
據，因系統後備設計，而現場監視及警報
系統維持正常，電廠的安全運行未受影
響，而有關問題隨後已獲修復。

■阮蘇少湄(小圖)稱，政

府於2010年的諮詢文件

中曾表明要增加核電的比

例，但此後未有公布進一

步結果，是否引入核電亦

未能確定，因此中電目前

只進行內部研究。下圖為

廣東核電站。 資料圖片

■蔡涯棉昨會見「關注基層住屋聯席」等團體，聆聽市民對公屋政策的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穎琪 攝

■周全浩(左)預計明年一定會加電費。李鉅

威(右)指出，假若加幅過高，或會造成極大

迴響，中電必須小心處理。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