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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

中電聲稱因天然氣成本大幅上漲，
未來幾年擬定期大幅加電費，又指
倘若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討的修訂
偏頗及有欠公平，將不會接受。有
學者認為，中電是次是藉「靠嚇」
來爭取未來加價的空間，又預料未
來幾年，中電將經常提出雙位數字
的電費加幅，以致整體通脹被推高
逾0.5%。

倡打通兩電網促競爭

對於中電「放口風」預告未來幾
年大幅加價，又聲稱若電力管制協
議中期檢討的結果不合理，將不會
接受。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系副教
授莊太量昨日斷言中電「靠嚇」，
「中電怎會捨得放棄80多億的利潤
收入，毅然退出電力市場」。他續
指，本港在環保的大前提下，轉用
新能源，以致電費增加是無可厚
非，但加幅過高可引發漣漪效應，

令各行各業相繼加價以彌補電費成
本。
莊太量坦言，從基建角度分析，

透過引入電力供應者以擴大市場競
爭，從而令電費下調的可行性不
大，「現今香港的電網覆蓋率廣
泛，在短期內增加新供應者加鋪電
網並不可行」。他建議，港府可打通
港燈及中電現有的電網，換言之即
是港燈可供電予九龍、新界及離島
的用戶，而中電則可供電予港島區
的用戶，屆時市民可自由選擇供應
商，兩間電力公司直接競爭，電費
有望下調。
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古偉牧則要

求中電「取諸香港，用諸香港」，在
今年《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承諾
以每年售電量的1%作為節能目標，
資助不同類型客戶節能，包括低收入
家庭，以減低用戶在未來的整體電費
開支，令《管制計劃協議》真正符合
香港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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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主席米高嘉道理在業績報告上指，中電提出加價是因政府
與中央政府於2008年簽訂的諒解備忘錄，須與內地供應商簽

訂天然氣供應協議，於2011年至2015年間，燃料成本便會上升約
250%，故客戶需支付整體成本將會上升40%，因此在未來幾年
間，電價將需要定期並於適當時候大幅上調。

促訂2018年後規管架構

他又稱，政府若不把現行管制計劃協議延期5年，現時的管制計
劃協議將於2018年屆滿，但天然氣和核電供應的安排以及新發電
及輸電設施的使用年期往往長達20年或以上，故當務之急是為
2018年後制訂一套清晰的規管架構，以確保有適時投資，讓本港
可享有世界級供電，及使政府改善環境的政策及早有效落實。
米高嘉道理表明，政府必須以務實平衡、公平公正的態度來討

論發展計劃及2013年中期檢討，另一方面又指公眾只聚焦於電價
方面，把中電在供電服務等其他表現視為理所當然。
被問及若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會否考慮退出本港供電業務時，

中電副主席阮蘇少湄於業績記者會上表示，公司未來幾年仍承受
加價壓力，現時政府正在展開公眾諮詢，研究對供電商的監管。
今年電費加幅達5.9%，反映政府亦明白公司成本上漲，公司已盡
力控制成本，但加價無可避免。而現時離2018年仍有足夠時間予
雙方磋商，有信心可就2018年後監管模式達成共識，找到雙方皆
可接受的方向。

燃料成本升推高電費四成

阮蘇少湄又指，燃料成本上升對公司的電價上調影響為30％至
40%，希望把時間拉長，以較慢步伐將成本上升的影響轉價至電
價，減少對市民的影響。而提到撤出香港供電業務，她未有作正
面回應。
中電晚上再向傳媒發出補充資料澄清，公司並沒有任何意味會

退出本港供電的言論。又指明白公眾關注未來電價調整，公司將
繼續以嚴謹和審慎的態度進行財務管理，努力控制成本。但預計
由於要符合政府日益提升的減排要求，有需要使用更多天然氣，
未來燃料成本因此將會上升，對未來的電價造成壓力。該公司將
從優化氣田用量，以延遲使用氣價較高的替代氣源、於國際市場
增加採購低排放燃煤，以降低採用天然氣的比例，以及提升減排
設備運行表現及燃煤發電機組效率，望可延遲及減低燃料成本上
漲帶來的影響，把電價升幅維持在合理水平。

黃錦星：政府會嚴格把關

就中電預告未來需大幅加電費，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回應稱，當
局會在現時的利潤管制協議的框架下，會嚴格把關，並盡量平衡
各方面考慮。他明白社會關注電費價格，尤其是基層市民的承受
能力；但能源價格上升是全球趨勢，亦是客觀事實，社會上的各
個持份者需要共同承擔。至於2018年後的利潤管制協議，他認為
未來有足夠時間進行討論和取得共識，現時討論言之過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雅艷）對於中電發出預警，
揚言未來幾年會定期及大幅加價，立法會議員及市民
皆譁然。有議員表示憤怒，指不應讓中電「獅子開
大口」；亦有議員指中電是放風，為談判「擺姿
態」。另外，有市民表示中電加價不合理，大
大加重市民負擔，更擔心會引發連鎖效應，
帶動加風。

王國興：市民百上加斤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昨日在接受訪問時，
對中電此舉感到離譜、震驚、憤怒。他指出，中電

壟斷九龍及新界的電力供應，如果加價會引起連鎖反
應，引至各類消費物價及服務進一步加價，最終令市民
百上加斤：「普羅大眾如何有能力承受遠高於通脹的電
費加幅？」他又促請政府應做好把關，不能助紂為虐

讓中電「獅子開大口」，以威嚇的方式爭取電費大
幅加價。

行會成員、新民黨主席葉劉淑

儀認為，中電自上次提出加
價，引發議員及市民強烈不
滿後，一定了解社會給予
的壓力。而是次向市民預
先放風加電費，相信是談
判策略，在中期檢討的談判

前「擺姿態」。她表示，在今年
的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討時，政府

應該與中電檢討利潤管制協議，確保中電
的成本能夠降至最低。她續建議，政府可考慮

以其他能源發電，避免過分倚賴天然氣發電。

年年盈利不應拿港人「開刀」

現居於將軍澳的林小姐，冬季每月的電費開支約200元，
而夏天的電費更需800元，她斥責中電加價不合理、不公
平：「中電在本港業務盈利錄得增長，證明本港市民已負
擔該負的責任，但中電卻因海外業務盈利減少影響整體盈
利，就找港人『開刀』填補其海外業務管理不善造成的損
失，於理何在？」
居於屯門的Ian亦表示，其家庭每月平均電費開支為700

元，中電若大幅加價將大大加重其負擔能力。而令他最憂
慮的是中電加價後引發的連鎖效應，會帶動其他行業、消
費物品等相繼加價。Ian說，是次中電大膽開價，將市民負
擔置之不理，實在難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郭兆東）中華煤
氣4月起將加價3.6%。
煤氣公司代表昨日在
立法會會議上表示，
加價只為抵銷因通脹

導致的營運成本上升，已充分考慮加價對社
會的影響及市民的負擔能力，承諾未來2年
將會凍結收費。但有議員指出，煤氣公司作
為公營事業，坐擁龐大利潤仍大幅加價，質
疑理據何在。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回應

說，當局已考慮到基層市民負擔，並

審視有關加價的合理性，認為加價幅度輕
微。
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煤氣申請

加價，中華煤氣常務董事陳永堅(小圖)會上
表示，將於4月1日起將每兆焦耳的標準煤氣
收費，調高1仙至22.85仙；屆時實質煤氣費
將提高3.6%，估計約78%住宅用戶每月煤氣
費增加不多於10元，約55%非住宅用戶的加
幅則不多於300元。

加價後兩年將凍結收費

陳永堅指出，加價是由於原材料、員工薪

酬及租金等營運成本隨通脹上升，並指是次
加價已充分考慮對社會的影響，及市民的可
負擔能力。
他承諾，加價後兩年將凍結有關收費，長

者、單親家庭及殘疾人士則可獲豁免，並一
再強調加幅溫和。
黃錦星回應表示，當局已要求公共事業加

價前，需提前數月向當局作出通知，港府已
考慮是次加價將會對基層造成的負擔，亦已
審視有關加價的合理性、公司環保節能等措
施，認為今次煤氣公司的加價幅度輕微，市
民應可接受。

澳印累盈利跌一成
去年仍賺83億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方楚茵）中電（0002）昨日公布2012
年底止的全年業績，期內總盈利下降10.5%至83.12億元，較市
場預期遜色，主要受澳洲及印度業務盈利減少影響，其中雅
洛恩礦場水浸事件產生7.9億元支出、哈格爾及博興生物質能
投資項目減值4.09億元的單次性支出均影響公司盈利。香港業
務增長溫和，去年營運盈利增長5%至66.54億元。

港業務賺66.54億升5%

中電的香港電力業務維持穩定，盈利較前年上升5%至66.54
億元，但為固定資產作出融資而增加借貸，利息支出上升而
抵銷部分盈利升幅。本地售電量較前年上升2.7%，當中住
宅、基建及公共服務客戶的售電量強勁增長分別達3.6%及
3.4%，而商業客戶的售電量則錄1.9%增長，製造業客戶售電
量微升0.2%。
澳洲業務受累於客戶需求減少、批發電價受壓、營運開支

上升及未來需求預測大幅向下修訂等影響，令營運盈利下降
達42.1%至16.85億元，並擱置分拆澳洲項目上市。
印度業務方面，去年營運虧損達1.82億元，主要因哈格爾電

廠可用率低，電廠的2個機組自去年投產以來，燃煤供應一直
短缺，加上CIL供應的劣質煤造成技術問題，令電廠可用率處
於低水平。

煤氣4月加價3.6%  議員質疑理據

倘檢討「欠公平」將不接受

無意退出港市場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方楚

茵、羅繼盛）去年大賺

83億元、剛於年初加電費5.9%

的中電(0002)，不但加幅跑贏通脹，

昨日又俾定心理準備市民再捱貴電，預告明

年必再加電費。中電主席米高嘉道理昨於全年業績

報告中預告將定期大幅加電費。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包

立賢亦向政府開火，威脅說若今年進行的中期檢討中，修訂有欠

公平、偏頗，並有違管制計劃協議的，中電將不接受修訂。有傳媒演

繹指，中電此說似是暗示會退

出香港市場，中電晚上澄

清，該公司並無退出本港電

力市場之意。

各界批不合理
恐掀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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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特區政府是透過管制協議，
對兩電進行規管。協議訂明電力公
司的權利和責任，並且為政府提供
架構，以監察電力公司的財務和技
術表現。而今年當局會與兩電進行
中期檢討，惟任何修訂均須經當局

和電力公司雙方同意。
現行協議於2008年1月7日簽訂，

內容相對過去協議作出多項修訂，
包括管制協議年期由15年縮短至10
年，即現協議將於2018年屆滿，但
政府可選擇把協議延續5年至2023年

為止；每年准許回報率由13.5%至
15%，減至9.99%，但同時引入與其
排放表現掛 機制。
協議又規定，若「基本電費」加幅

不超過5%，便毋須政府審批；否則
須由行政會議批准。惟兩電電價分別
由「基本電費」和「燃料價條款收費」
組成，故若兩電未來加價時，以燃料
成本上升為由大幅提升「燃料價條款
收費」，但「基本電費」仍少於5%，
當局也難以阻擋。

■香港文匯報記者羅繼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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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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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靠嚇」爭加價空間

管制協議今年中期檢討

■中電指，未來數年燃料成

本將倍升，需要大幅調高電

費。圖為龍鼓灘電廠。

■包立賢(左)說，若今年中期檢討修訂有欠

公平，中電將不接受修訂。 張偉民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