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9日，港府就未來發電燃料組
合，展開為期3個月的公眾諮詢，並
提出2個能源組合方案（見右表），
社會普遍關注兩者的可靠性與價格。

從上表可見，兩大方案的共通點是大
幅降低燃煤比例，同時提高使用較潔淨的天然氣的比
例，以回應社會對環境保護、減低碳排放的要求。
方案一特點：引入內地電網，除了維持大亞灣核

電廠約兩成的供電比例，亦破天荒向內地的「南方
電網」購電，以應付本港30%電力需求。換言之，
本港將有一半電力靠內地輸入。
方案二特點：維持現時供電，唯一的分別是

將煤炭的比例由 55%降至
20%，而天然氣使用比例
則 由 目 前 的 22% 大 增 至
60%。

方案二增加天然氣的使用比例，雖然天然氣產
生電力的過程遠較煤氣潔淨，然而，天然氣本身
是不可再生能源，並出自油田、天然氣田，其開
採、運輸過程並不環保，供應量有限。而且，本
港的能源原料（如煤、石油等）均從外地進口，
因此，有人認為，方案二只是一種將污染源頭轉
移至外地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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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降低環境污染
據資料顯示，南方電網生產每一
度電的碳排放量為0.57千克，較中
電的 0.63 千克及港燈的 0.78 千克
低，換言之，本港若從南方電網購
買電力，一方面可減少香港使用煤
炭的比例，另一方面亦可善用內地
低排放發電的優勢。

方案二：污染源頭轉移

方案一 Vs方案二 誰更合適？

方案二以天然氣為主，佔整體能源結
構達 60%，其他為核能和煤，各佔
20%。有能源專家指出，本港本身並無
擁有任何天然資源，並主要靠入口天然
氣維持供應，雖然天然氣存量足夠全球
使用200年，但其價格亦有可能受供應
以外的因素，如戰爭、政局不穩、國家
政策改變等，導致大幅上升，屆時發電
成本定必上升，促使電費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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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能源組合多元
方案一的能源組合較多元，而且不會過程依
賴某一、兩項能源，即使使用比例最高的天然
氣亦不過40%，因此，即使當中某種能源供
應、格價不穩，亦能夠以其他能源彌補問題。
香港樹仁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張少強提出
了「錮身鎖命」的概念，指出香港的食水和
食物主要依賴內地供應，形成密不可分的關
係。因此有社會人士擔心，若兩電與內地聯
網，會進一步加強「錮身鎖命」的情況。

方案二：或促電費加價

方案二主要依賴天然氣發電，其使
用比例由目前22%大增至60%，因此
電力公司需要興建兩台發電機組，當
中涉及至少80億港元，佔電力公司
資產約10%，屆時電力公司可根據
「利潤管制協議」提出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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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只需增聯網設施
方案一主要增加天然氣使用比例，並且從南方
電網購電。有專家分析指，目前兩電的發電設備
基本上已足夠應付此方案的能源結構改變，兩電
主要只需增加聯網設施便已足夠。而根據資料指
出，南方電網將供應的2%電力，已完全足夠滿
足本港30%電力需求（即約200億度電）。

方案二：需建兩發電機組

方案二是本地發電，雖然本港發電燃料
主要依賴外地進口，但主要是供應量和價
格等問題，並不涉及繁複的跨境協調工
作，因此其可行性較方案一高。此外，根
據統計，華東地區每年因意外停電約兩小
時，而香港僅為一分鐘至兩分鐘。由此可
見，香港的供應穩定性遠較內地高。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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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跨境協調有挑戰
方案一最大的問題是跨境協調，而

由於內地和香港的政制、法制不盡相
同，加上整項合作計劃涉及兩地電費
管制、跨境監管、基建項目、聯網設
備、匯率等，都涉及兩地不同部門協
調、商議，而網聯後的服務質素監管
問題亦是一大挑戰。

方案二：不涉繁複跨境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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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的利
潤 是 根 據
「利潤管制
協議」而制
定。「利潤
管制協議」
是由政府與兩電達成的利潤
上限協議（目前上限為
9.99%），而政府每年可根
據其投資總額，計算出電力
公司的准許利潤總數。
「利潤管制協議」的優點

是能鼓勵電力公司持續改善
發電設備，以維持穩定的電
力供應；而缺點是由於利潤
並不與經濟環境掛鈎，因此
容易出現電費加幅與社會經
濟表現脫節的問題，變相保
障電力公司無論經濟好壞，
都可按協議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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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1.根據上文，指出港府提出哪兩個能源組合方案？

2.根據資料，描述兩大能源結構方案的特點。

3.承上題，指出及解釋政府提出改善能源結構的因素。

4.有人認為，「長遠若能靈活地採用多個燃料方案，達致最可靠及

最具經濟效益的能源組合，將可帶來最大保障」，你在多大程度上

同意這一觀點？

5.試評估兩項能源結構方案的優點及缺點。

兩案交鋒 政府早前就未來發電燃料組合開始諮詢公眾，並提出兩大方案

供市民討論。方案一的重點是「通過從內地電網購買以輸入更多

電力」，而方案二的重點則是「利用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下文將會闡述本港的能

源結構現況，並會進一步分析兩大方案的優劣之處。 ■黃德正 中學通識教育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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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1. 因應日益增加的電力需求
2. 改善發電組合的環保表現
3. 替代即將老化的發電機組

方案一：「網電方案」

能源科技與環境＋今日香港＋現代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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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資料顯示，
本港過去10年的電力需
求，由2003年的8,314
兆瓦，增至 2012 年
的9,263兆瓦，總增
長率為 11.4%。隨
着本港的經濟發展
和生活水平日漸提
高，預料社會各界的

電力需求將更為殷切。
本港目前主要透過燃燒化石
燃料供電（見左圖）：

由上圖可見，煤佔本港發電燃料逾半，其好處是
發電效能佳，但其碳排放卻是所有主要發電燃料中
最高，令本港的環保問題每下愈況。政府的報告指
出，發電是本港主要的空氣污染原因，單是2012

年，因發電而排放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和可吸入
懸浮粒子，分別佔整體污染47%、28%及16%。

新發電組合 迎合未來需要
因此，政府早於1997年已立法禁止發電廠（中電
和港燈）興建新的燃煤機組，而舊的燃煤機組料將
於2017年退役，因此政府有必要研究新的發電組合
以應該未來發展需要。
歸納上述內容，政府研究未來燃料組合的因素有

下列三點。
1. 因應日益增加的電力需求
2. 改善發電組合的環保表現
3. 替代即將老化的發電機組
■資料來源：
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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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水平漸高 電力需求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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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討論某項政策學生討論某項政策、、建議是否有效時建議是否有效時，，往往只着眼衡量往往只着眼衡量「「執行執行」」時的成效時的成效，，
然而然而，，因此容易出現以偏蓋全的問題因此容易出現以偏蓋全的問題。。舉例說舉例說，，不少人認為水力發電十分環不少人認為水力發電十分環
保保，，其實只是針對產生電力的過程其實只是針對產生電力的過程，，然而然而，，興建水力發電廠本身對環境造成極興建水力發電廠本身對環境造成極
大破壞大破壞。「。「從搖籃到墳墓從搖籃到墳墓」」強調學生需從政策的產生強調學生需從政策的產生、、設計設計、、執行執行、、善後等整善後等整
個流程個流程，，逐一細緻分析討論逐一細緻分析討論，，以得出較全面的結論以得出較全面的結論。。

兩大方案簡介

「「從搖籃到墳墓從搖籃到墳墓」」分析方法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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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表現：方案一勝
2. 依賴性：方案一勝
3. 成本效益：方案一勝
4. 可行性：方案二勝
5. 供應穩定性：方案二勝

發電燃料組合 方案二：「本地發電方案」

Vs.

?

燃料組合 輸入 天然氣 煤

現時

核能（大亞灣） 購電（南方電網）
（及可再生能源）

23% —

方案一（通過
從內地電網購
買以輸入更多
電力）

20% 30%

22%

40%

55%
10%

方案二（利用
更多天然氣作
本地發電）

20% — 60% 20%

■資料來源：環保局

■資料來源：環保局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
田認為增加天然氣發電田認為增加天然氣發電
較實際且符合香港整體較實際且符合香港整體
利益的選擇利益的選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的未來發電燃料組香港的未來發電燃料組
合方案仍待揭曉合方案仍待揭曉。。圖為燈圖為燈
飾匯展飾匯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製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 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