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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上文，指出兩種供電方案的利弊。

2. 承上題，你傾向支持哪種方案？為甚麼？

3.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本港應因地制宜，大力開發風力發電」這個建議？解釋你的答案。

4. 面對全球性的環境威脅，港府及市民應扮演甚麼角色，以推動能源科技的使用和可持續發展？

5. 在核能、風能、太陽能及天然氣4種能源中，你認為哪種最潔淨？解釋你的答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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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能源科技與環境＋今日香港＋現代中國＋全球化

為 減 輕 空

氣污染，港

府早前提出兩個發電能源組合方

案，並進行公眾諮詢，一是向內

地電網購買電力，二是增加天然

氣發電比例。兩個方案在成本價

格及環保等方面都各有利弊。到

底本港目前的供電及環境問題之

間存在甚麼矛盾？不同種類的能

源使用又如何影響可持續發展？

下文將作詳細探討。 ■丁天悅

能源應用

燃煤機漸退役
港府倡發電兩方案

清潔能源

發電能源

政府早年曾推出能源燃料組合諮詢，提倡減
少燃煤發電，以改善空氣素質。今年，因應本
港兩電燃煤機組將於2017年起陸續退役，為滿
足未來電力需求及減少污染物排放，需要重訂
發電燃料組合。港府提出兩個方案，包括向內
地南方電網購買三成電力，加上原來兩成的大
亞灣核電，令內地電力佔本港整體電力供應一
半。另一方案則大幅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
例，由兩成大增至六成。環境局強調，兩個方
案都可能令發電成本增加一倍，意味未來電費
可能上升。

供應結構不同 各有利弊
無論向內地購買電力或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

都各有利弊。而且最重要是兩個方案的電力供
應結構不同，對本港未來的影響也有差別。有
人認為，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仍以本地發電
為主，但因國際天然氣價格波動，未來成本不
易控制。若引入內地電力，發電成本及供應都
較穩定。也有人指出，若內地供港電力達五
成，本港可能失去供電自主權。有人質疑，一
旦電網出現問題而未能向港供電，本港電力公
司可否應付高峰值用電。而本港向內地購買電
力，亦可能等於將污染
轉移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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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
成本價格：在燃氣渦輪蒸汽渦輪聯合循環的模式下，發電能源效率特別高。
但成本比煤貴，而且可能受到國際能源價格升幅影響。
地理運輸：現時本港的天然氣分別由海南島及深圳通過海底管道運送至南丫
島、龍鼓灘及青山發電廠。
污染問題：燃燒天然氣比化石燃料更清潔，產生更少溫室氣體，在可用化石
燃料能源中最潔淨。但抽取天然氣可能導致地層壓力下降，可能影響生態系
統及地表水流。
技術風險：燃料電池技術可能為天然氣轉化為電提供更清潔的選擇，但此項
技術目前還不具備價格競爭力。另外，天然氣的使用預計將在2030年達到頂
峰，而全球天然氣供應將在本世紀80年代左右枯竭。

核能
成本價格：燃料費用所佔比例較
低，較不易受國際經濟情勢影響，
是再生能源以外價格最低的能源。
地理運輸：發電不受氣候、地形等
影響。核電廠所使用的燃料體積
小，運輸與儲存都很方便。
污染問題：核能發電不像化石燃料
發電排放大量污染物質到大氣中，
不會造成空氣污染。但開採鈾礦會
破壞自然環境，礦渣和廢水除含有
重金屬污染物外，還帶有放射性污染物，污染水源、土壤。
技術風險：核廢料具放射性，且處理不易。核廢料的半衰期極長，要好幾百
年。另外，核事故的可能性更令人類承受重大災變風險。1986 年切爾諾貝爾
核電站爆炸，令周圍6萬多平方公里土地受到直接污染，320多萬人受到不同
程度的核輻射侵害。

風力
成本價格：世界化石燃料的價格上升，風力發電
成本則正下降。另外，修建一個風力發電場一般
只需數周，快過興建常規電站。
地理運輸：風力不需要像化石燃料般開採、鑽探
或運送到發電站。但風力不穩定，極受地形、季
節、氣候等因素影響。
污染問題：沒有其他化石燃料和核能所產生的污
染物，有利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紓緩氣候變化。
技術風險：風能發電需要氣象、地理、電
機、土木等多方面的技術及人才支持。另
外，鹽害及銹蝕會損害設備。在強風侵襲
下，設備更有機會受到破壞。

非可再生能源（Non-Renewable Energy）：正確來說是無法
在短期內再生。通常是指化石燃料（Fossil Fuel），又稱礦物燃
料，如煤、石油、天然氣等，至近代出現利弊參半的核能。隨着時
代進步，能源消耗已響起警號。石油、天然氣、煤等化石燃料，須

經歷數以百萬年計的自然過程才能產生；鈾的供應亦是有限，最終也有用盡的一
天。 ■參考來源：香港機電工程署

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在自然環境中重複產生、且能被人類使
用的能源。可再生能源資源既安全又用
之不竭，絕不會出現資源耗盡的問題。
典型例子有太陽、風、海洋、植物、海
浪、流水及廢物所產生的能源，屬於清
潔能源。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或產熱對
環境造成的影響，遠比傳統化石燃料
小。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過程如風力發
電、太陽能發電等幾乎不產生與空氣污
染相關的氮氧化物、氧化硫和顆粒物

等，因此減少對人類健康特別是慢性疾病的影響。 ■參考來源：香港機電工程署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最常見的理解是在人類社會發展
同時，必須同時顧及生態環境、經濟及社會三大範疇的需要，任何一個範疇的發
展都不應危及另一個範疇，強調一個經濟體系的發展環環相扣。環境生態方面，
政府及社會必須正視及改善空氣素質、食水安全、氣候變化、資源保護、生物多
樣性、廢物管理等問題。在改善環境生態的同時，亦應顧及經濟活動，包括創造
就業機會等。社會方面，必須在發展經濟及保護生態的同時，努力提升教育、衛
生、公民意識、文化和種族多樣性、自由和人權等項目。

適切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科技可改善人類生活，但不是所有科
技都是適切的。「適切科技」必須配合社會及經濟情況，因地制
宜，善用當地資源，配合生活方式及文化。如英國四面
環海，因此特殊地理環境，當地集中對海洋
能源資源進行研發，近年更重視風能發
電的開發。適切科技未必是高科技，最
重要是能針對社區需要，善用當地物
料，也能配合文化。 唯有這樣，科技才
能真正幫助人類持續發展，而不需長期
依賴外國進口物資、能源和技術。

■參考來源：樂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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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可再生能源 Non-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 Renewable Energy
．化石燃料 Fossil Fuel
．溫室氣體 Greenhouse Gas
．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適切科技 Appropriate Technology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左左））早前發表早前發表
本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本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當當
中提出兩個方案中提出兩個方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切爾諾貝爾核電災難的不良影響延續切爾諾貝爾核電災難的不良影響延續
至今至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風力發電容易風力發電容易
受到環境因素影受到環境因素影
響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石油已成為人類生石油已成為人類生
活必需品活必需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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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屬於清潔能源太陽能屬於清潔能源。。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電力供應對現代城市至關重要電力供應對現代城市至關重要。。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電從何來電從何來
哪種最掂哪種最掂

化石燃料

．煤
．石油
．天然氣

非可再生能源

核能

香港現況

兩電燃煤機組
將於 2017 年起
陸續退役

向內地電網購買電力

增加天然氣發電比例

提出兩個方案

利
．本港發電為主

弊
．價格易波動，成

本難控制

利
．成本及供應都較

穩定

弊
．本港可能失去供

電自主權
．可能將污染轉嫁

內地

．太陽 ．植物
．風 ．海浪
．海洋

可再生能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