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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說明本港引進電動車的背景因由。

2. 參考上文並就你所知，比較電動車和汽油車的優劣。

3. 針對目前情況，你認為本港推廣電動車時可能遇到甚麼問題？試從兩個角度加以分析。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電動車對環保沒太大幫助」這個觀點？解釋你的答案。

5. 你認為政府應如何加快推廣電動車的步伐？試提出兩項建議並分析。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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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引進
減少車輛廢氣排放，改
善空氣污染。

普及關鍵
硬件與軟件互相
配合

1. 考生必須引用本文內容，舉例說明本港引進電動車的原因，參考答案為減少道路車輛廢氣，從而改善整體空氣污
染情況。

2. 建議可在能源效益、價格成本等方面上，比較電動車和汽油車的好處和壞處，並舉例為佳。
3. 可從充電配套設施、價格成本這兩個角度，討論政府推廣電動車時可能遇到的問題。前後兩者均涉及消費者的使
用便捷問題及購買力。

4. 可選答「很大程度上」或「很小程度上」，無論選答何者，均需加上駁論為佳。
5. 此題屬建議類型題，考生可提出寬免稅項、完善充電網絡這兩個可行性較高的建議，從而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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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減排廢氣是全球性議題，各國及地區都致

力減少二氧化碳及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香港

也不例外。本港有不少人以車代步，顧及環保問題，港府近年引入

電動車，希望取代現有汽油汽車，惟當中有不少技術及配套問題須

作考慮。本文將介紹電動車的發展及其利弊。 ■丁彥文

作者簡介：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成員。文章散見於各大報章。

本港空氣污染問題一直備受關注，由車輛排放
的廢氣是導致路邊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之一。根
據《香港能源最終用途數據2012》，所有能源
耗損包括煤氣、石油氣、油及煤產品及電力的總
和。而現時運輸類別中耗用最多的能源類別為油
及煤產品，其次為煤氣和石油氣，最少則為電
力。這是由於現時道路上絕大部分汽車為內燃引
擎車，一般以柴油及汽油作燃料。

全城逾千充電點「候命」
同時，本港汽車使用量有增無減，其中私家車

增長更令人關注。截至去年11月，本港私家車
登記數量已逾50萬，若以2010年起計算，按年
增長約5%。對此，政府先後透過不同措施，希
望減低車輛排放廢氣數量，包括「環保汽油私家
車稅務寬減計劃」、《禁止汽車引擎空轉條例》
等。即使如此，內燃引擎車在發動原理上難免排
放溫室氣體，因此政府近年致力尋找代替品，電
動車開始受到關注。若電動車能普及，將大大有

效減少在運輸方面所排放的廢氣量，此為綠色運
輸概念。
政府一直透過下列措施推動使用電動車：
1. 豁免電動車輛的首次登記稅，直至2017年

3月底為止。此外，企業購置電動車輛，有關資
本開支可在第一年獲100%利得稅扣減。
2. 由2011年3月起設立3億港元綠色運輸試

驗基金，供運輸營運商、為顧客提供車輛服務的
非牟利機構及貨車車主申請，以鼓勵他們試驗創
新綠色及低碳運輸技術（包括電動車）。
3. 政府最終政策目標是全港使用零排放巴

士。為此，政府已撥款1.8億元，供專營巴士公
司購買36部電動巴士在港作試驗行駛，以評估
它們在本地環境下的運作效能及表現。試驗計劃
預計在2015年第一季陸續展開。
4.現時全港有約1,000個標準電動車充電點和超

過100個中速充電點，以
及10個快速充電設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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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運輸（Green Trans-
portation）：是指以環境永續
發展為基礎，使用低污染或零污染
能源的運輸系
統，即使用具溫

室氣體減量效果且能源密集度及污
染密度低運具的運輸系統，例如步
行、單車、巴士、地鐵、火車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電動車是一種綠色運輸工具，因為
它在運行時不會排放任何溫室氣體，
在國際上更被譽為最能減碳的最佳車
種。顧名思義，電動車有別於傳統柴
油或汽油車輛之處在於它利用電力推
動，即由電動機推動而非內燃引擎。

此外，亦有混能車，即動力來自電力及另一種能量來源
的電動車，例如燃料電池車及太陽能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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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政府決心引入電動車，但社會對
其使用仍有不同意見：
支持
減免污物排放：傳統內燃引擎車使用

時，汽車後方的排氣管會排放燃燒燃油
的副產品，即溫室氣體，如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等，不但造成溫
室效應，硫化氣體更會造成酸雨，影響生態及令
魚類等物種死亡。而使用純電動汽車，因使用
時毋須燃燒原料，因此毋須設置排氣尾管，行
駛時也無污染物排放。
能源效益較高：不可再生能源是有限的，因此

近年政府和環保分子都推廣能源效益的概念，即
指該項服務或機器投入的能源及其產出之比，簡
言之，若能源效益較高，即指只需較少能源便可
達到相同效果。在電動車設計上，電池超過70%
能量能傳至電動車化為動力推動車輛行駛，相對
於內燃引擎車，在內燃引擎燃燒原料的能量只有
約20%能轉化為動力。這個對比指出電動車的原
理及運作模式含較高能源效益。
反對
價格成本昂貴：個人及企業角度而言，選購車

輛時，價格始終是關鍵因素之一。雖然電動車的
優勢很多，但生產尚於起步階段，相對傳統內燃
引擎車，價格有天淵之別。若以一輛與內燃引擎
車同性能的電動車而言，其價格一般高兩倍。另
外，電動車的電池亦是另一缺點，現時相關電池
壽命只有約3年，其價格更高達車價的三分一，
總成本令不少消費者卻步，縱使政府有不少稅務
或其他優惠政策作補貼，但高昂價錢始終是令電
動車現時難以普及的主因。
充電網未完善：電動車的充電細分為標準充電

及快速充電，若使用標準充滿電池需時約6小時
至8小時，快速充滿則可於20分鐘內可充80%電
量。而現時全港標準充電樁約有1,000個，分布於
180個不同地點，惟快速充電樁只有10個，以用
家角度而言，實在不便。

碳排不減反升：雖然電動車能做到路面零污染
物排放，但追溯至源頭，若供電方式仍依靠燒
煤、天然氣或核能發電等發電模式，對全球溫室
氣體及碳排放量並沒太大改善，而且不能解決污
染問題，只是把城市內的污染物轉嫁到發電廠，
環保成效仍取決於發電方式。再者，電動車的生
產工序較傳統內燃引擎車更複雜，不單生產廠房
的碳排放因此上升，電動車的電池和內置電動機
的生產亦含不少有毒重金屬
元素，如鎳、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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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的推廣並非一時三刻可做到，但未來本
港及全球將致力推廣綠色運輸概念則毋庸置疑。
在這數年，香港政府無論在私人、企業補貼上用
了不少苦功，希望能藉不同形式優惠降低消費者
購置電動車的成本，另亦不斷增設充電樁，令用
家更便捷，這些都是硬件的推廣及支持。
但在未來，政府應在軟件上多作推廣。當消費

者比較電動車和內燃引擎車時，前者在各方面的

限制難免顯得吸引力下降，縱然有各種配套補不
足，亦難以顯得比內燃引擎車吸引，因此關鍵在
軟件上。電動車的價值在零污染排放及能源效
益，若消費者認同綠色低碳的生活概念，這種價
值是無形而有力的，企業亦可視額外成本為推廣
其重視社會責任的形象
的開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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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兼施 普及在望

電動車─何方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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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積極引入電動港府積極引入電動
車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