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拉雜成軍的「香港眾志」宣佈參加今年立法會選
舉，並宣揚「公投自決」香港前途，聲稱國際間的
影響是推動香港「自決公投」的重要因素，他們會
積極推動國際間的支持。「公投」在港違憲違法，
是推動「港獨」的險惡手段，「香港眾志」明目張
膽勾結境外勢力謀求「公投自決」，干預香港事
務，企圖分裂國家、撕裂香港，如果成事對香港絕
對是一場災難。當局對變本加厲的「港獨」言行不
能再等閒視之，必須依法嚴懲，防微杜漸，以免
「港獨」坐大氾濫，禍港殃民。

以「學民思潮」、「學聯」的主要搞手重新拼凑而
成的「香港眾志」，為了在眾多激進組織中突圍而
出，吸引更多激進支持者，增加在立法會選舉的勝
算，提出10年「公投」的目標，並以「自發、自立、
自主、自決」作為「公投」的動員口號，企圖對2022
年當屆特首構成巨大政治壓力，「屆時香港民族可反
守為攻，掌握前途談判的主權。」黃之鋒還大言不慚
地稱，希望他們推動的「公投」能有官方認受性。
「公投自決」香港前途根本違憲違法，「香港眾
志」、黃之鋒竟然還奢望推動有「官方認受」的公
投，不是法盲的話，就是別有用心，刻意誤導港人，
企圖將港人綑綁上「公投自決」的戰車。

「香港眾志」更危險的是，毫不諱言要引入外力
為「公投自決」撐腰。黃之鋒指，會在未來10年爭
取游說國際社會支持香港「民主自決」運動，決定
香港的「二次前途」，並爭取民間、政府、半官方
組織支持，堅持非暴力行動。他與羅冠聰本月中會

到美加演講。黃之鋒在「反國教」、「佔中」大出
風頭，成為境外勢力大力培養、扶植的寵兒，不少
國際知名傳媒曾對其大肆肉麻吹捧，這是黃之鋒的
最大政治資本。利用黃之鋒的知名度，打着學術交
流的幌子，游說國際社會支持香港「公投自決」運
動，在國際散播香港「公投自決」的影響，順理成
章地讓境外勢力以輿論、資金等多種途徑插手香
港、干擾內地，這根本就是境外勢力處心積慮的部
署。沒有境外勢力的栽培、扶持，香港「公投自
決」難成氣候，黃之鋒、「香港眾志」更只是幾个
嗡嗡叫的碰壁蒼蠅。

基本法2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
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
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
建立聯繫。回歸近20年，23條立法依然未能成事，甚
至未提上議程，如今「港獨」之風愈吹愈烈，明目張
膽勾結境外勢力，23條立法刻不容緩。但是，即使23
條未立法，並不意味香港對「港獨」言行束手無策。
香港法例第 1 章《釋義及通則條例》、香港法例第
A601章《香港回歸條例》及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
罪行條例》第2條、第3條、第9條及第10條有關叛
逆、意圖叛逆及煽動等罪行，都是約束、限制「港
獨」言行的法律依據。面對日益猖獗的「港獨」挑
戰，特區政府必須果斷採取必要的法律措施，遏止
「港獨」失控，對「公投自決」防患於未然。

圖借外力謀求「公投自決」是香港的災難
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公佈去年接獲647宗

投訴，較2014年的603宗增長7%，主要涉
及保單條款的詮釋、不保事項及沒有披露
事實等糾紛。事件反映本港的保險市場存
在監管不足的問題，尤其在保單和保費方
面不規範，部分「魔鬼條款」損害投保人
利益，打擊市民的投保信心。當局有必要
針對糾紛集中的保單制定規範化樣本，清
晰劃定基本保障範圍，優化保險市場秩
序，增強消費者權益保障，為未來的醫療
改革奠定必要的制度基礎。

據香港保險業監理處數字，2014 年香港
保險業毛保費總額達 3,393 億港元之巨。然
而，投保人雖付出真金白銀，卻未必能買
回有效的保障。從保險索償投訴委員會公
佈的數據來看，圍繞住院醫療保險，還有
旅遊保險的索償糾紛最為突出，佔整體投
訴的 7 成。有保險機構在保單的「條款詮
釋」和「不保事項」上玩弄文字遊戲，設
下「魔鬼細節」，市民一知半解下很容易
面臨「有供無賠」的窘境。曾有被確診為
直腸癌，並接受腹腔鏡直腸切除手術的投
保人，向保險公司提交索償時才被告知，
病況不符保單內的「癌症」 定義，拒絕其
索賠申請。

事實上，「無法理賠」並非獨立個案，
反映政府對保險業的監管，尤其是在規範

保單內容方面，有不足之處。當局應該盡
快與業界商議，針對容易引起糾紛的保險
類別，制定出一套內容標準，釐清最基本
的服務條款和承保範圍，讓市民在投保時
能對保單內容有一個全面直觀的了解，做
到心中有數，避免「合理走數」的現象頻
頻重演，損害投保人利益，打擊市民對保
險的信心。

近年，隨着財富增加、投保意識提升，內
地人對香港保險產品產生不小熱情。然而，
內地購買者不斷增加，圍繞索償產生的糾紛
也隨之增多。相較本地投保人，內地投保人
更不熟悉香港的保險索償投訴機制，面臨的
搜證難度更大，投訴裁定得直的幾率不容樂
觀。政府也有必要加強對內地投保人的宣傳
教育，提升其甄別問題保單和維權能力，捍
衛香港保險行業的聲譽。

應該看到，既然政府進行醫療改革，傾
向推行一個自願及由政府規管的醫療保障
計劃，那麼爭取市民加入相關醫保計劃，
就必須消除公眾對醫保理賠的顧慮。如果
任由業內的亂象橫行，醫療改革難以爭取
社會的認同和接受，推動起來事倍功半。
不論是從保障投保人利益，還是為醫療改
革順利推行掃清障礙，當局都應該加強對
保險市場規管，強化監管職責。

（相關新聞刊A4版）

規範保險運作 保障消費權益

研建液氣站 中電益全港
利購廉價發電燃料 初選索罟群島東海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為配合香港特區政府逐步增加

利用天然氣發電之政策，中華電力公司正研究在本港設立海上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日後可直接從國際市場採購價格具競爭力

的液化天然氣，擴闊供應來源，提高議價能力及成本效益。接

收站初步選址為大嶼山南面的索罟群島東面海域，短期內完成

研究，向環保署提交工程項目簡介後，會再進行環境評估。中

電現階段未能估計接收站的造價及啟用日期，以及對電價的影

響，但表明設施最終定可令客戶及香港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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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液氣站6優勢
1. 可直接從國際市場採購價格

具競爭力的液化天然氣，
擴闊供應來源，確保能源
供應穩定，提高議價能
力。

2. 在海上設立液化天然氣接收
站，毋須佔用珍貴的陸地
空間。

3. 建造工程簡單，毋須填海，
施工期相對較短，造價亦
較低。

4. 與陸上接收站比較，海上設
施規模較小，且遠離人煙
稠密的地區，對環境影響
相對較少。

5. 世界各地五十多年前已開始
使用液化天然氣技術，安
全記錄良好，香港應與時
並進，以免落後於大勢。

6. 設施可供不同電力及能源公
司共用，令大家都受惠。

資料來源：中電 製表：馮健文

現時中電的發電燃料組合，煤約佔
42%，約32%為核電，餘下約25%為

天然氣，天然氣來源分別來自西氣東輸和向
中海油買氣。

配合天然氣發電增至50%
中電商務高級總監趙安天昨日與傳媒會
面時指出，為配合政府計劃在2020年將本
地發電燃料組合中天然氣的比例增加至約
50%，以及保障本港有穩定、可靠及不同
來源的天然氣供應，中電正研究設立海上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接收從世界各地採購
的天然氣。

還原氣體 經管道輸送電廠
趙安天解釋，接收站是由一個碼頭，及一
艘長期泊在碼頭、已安裝了液化天然氣儲存
及再氣化設施的船隻組成。
當運送液化天然氣的運輸船停靠碼頭後，
液化天然氣會由喉管輸送至長期泊在碼頭的
船隻上儲存，有需要時就利用船上的再氣化
設施，將液化天然氣還原至氣體狀態，經管
道輸送回發電廠，再配電予用戶。

海上建站只需兩年 遠離民居
趙安天指出，本港引入海上液化天然氣
接收站有不少好處，除可從國際市場採購
價格具競爭力的天然氣，不用只依賴目前
內地的來源，可以多一個選擇外，在海上
設置接收站的工程較在陸上建造簡單，一
般只需兩年；面積不足1公頃，比一個足
球場更小；因遠離民居，對環境的影響亦
較小；且現時已有不少地區，包括中國內
地及印尼等已採用此技術，因此香港也不

應落後於大勢（見表）。
選址方面，趙安天表示，需要考慮多項因

素，包括海事安全、環境保育、水流水深
等，初步選定於索罟群島東面海域建造，再
興建約40公里至43公里長的管道，輸送回
中電於龍鼓灘的天然氣發電廠。
他預計，未來每年會有30艘至50艘運載

液化天然氣的運輸船靠泊碼頭，船隻可容納
17萬立方米液化天然氣。此外，中電正商
討與其他電力及能源公司合作，展開有關計
劃。

短暫影響環境 盼減到最低
興建接收站或會穿越海岸公園及影響中華

白海豚的棲息，趙安天指出，研究於短期內
完成後，他們會向環保署提交工程項目簡
介，之後就會開始進行詳細的環評工作，所
有對環境及海洋生態影響的評估，皆會包括
在環評報告內。他承認，鋪設管道期間或會
對環境造成短暫影響，但會將影響減到最
低。
雖被記者多番追問，惟趙安天稱現階段未

能評估建造成本及啟用後對電價的影響，因
為計劃仍處初步階段，造價很視乎設計及選
址等因素，指「外國管道距離短，幾億可以
搞掂，人哋幾億，可能你要幾十億，所以唔
想喺度誤導大家」。
至於對電價的影響亦暫難評估，但趙安

天表明，設施最終定可令客戶及整個香港
受惠。
中電曾於2006年建議在大鴉洲興建陸上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但項目被環保團體激烈反
對，以及政府亦落實西氣東輸，中電最後擱
置有關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文）對於中電
正研究興建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香港特
區環境局指出，中電必須通過環境評估及向
該局提交建議，獲審批後，項目才可落實。
本港另一電力公司港燈亦表示，一直有參與
有關項目的研究，希望可落實在港興建接收
站的計劃。

港燈亦研建海上液氣站
環境局回覆本報查詢表示，政府了解中電
現正評估在索罟群島以東水域興建海上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的可行性，並擬就計劃展開環
評。至於是否成事，中電必須通過環評，及
向環境局提交興建該項目的建議。待中電提

交項目建議時，環境局會按有關機制，審核
其計劃。
就中電表示正商討與其他電力及能源公司

合作展開計劃，港燈發言人回應指出，為應
對香港在2020年將天然氣發電的比例提高至
五成，港燈需要尋找新氣源，故一直積極探
討各種可行性，包括在港興建海上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而港燈亦一直有參與有關項目的
研究，探討如何在香港落實興建計劃。
發言人強調，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的科

技成熟可行，適合香港使用。隨着本港天然
氣發電的比例增加，接收站可提供更多來源
的天然氣供應，能提高供應的安全性及可靠
性。

上馬要過兩關：環評審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健
文）中電展開海上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的研究，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圖）
擔心，此舉會成為中電與
特區政府商討新利潤管制協
議的談判籌碼，令政府無法
降低中電的准許回報率。環保團
體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批評，中
電是次投資會將增加的發電成本，轉
嫁到市民身上，計劃亦破壞海洋生
態，令海岸公園的保育作用名存實
亡。

指中電應盡快公佈造價
鄧家彪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日後

本港天然氣的用量將愈來愈多，現時
只靠兩個渠道獲取天然氣，確有可能
造成能源風險的問題，如有更多供應
渠道，就算未來天然氣供應出現問
題，又或價格大幅上升，也能夠應
付，因此中電提出的方案不可輕言反
對。
不過他指出，由於天然氣接收站的

建造成本將會入賬，成為中電的資
產，現時正值政府與中電商討新利潤
管制協議的時期，他擔心這將成為中
電的談判籌碼，迫使政府同意有關建
造計劃，或令政府無法降低現時中電
可獲的9.9%准許回報率。

他強調，中電有責任盡快公
佈有關天然氣接收站的造
價，令公眾知悉，他亦會繼
續跟進了解，有關建造費用
是否合理。

環團恐損生態 成本轉嫁市民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則指

出，索罟群島一帶水域極具生態價
值，是中華白海豚及江豚的重要棲息
地，亦是香港一些具商業價值的魚類
產卵及育苗場所，故政府會在2017年
中，將該處劃為海岸公園，更會設立
禁捕區，以恢復當地的漁業資源。該
會擔心中電的計劃會破壞當地生態，
令海岸公園的保育作用名存實亡。
此外，海上液化天然氣設施需要在索

罟群島水域抽出海水，並加入氯氣，以
暖化設施內極低溫的液化天然氣，冷卻
的海水最終會被排回大海；海水溫度驟
降，加上氯氣將殺死所有進入海水氣化
系統的魚、蝦及其苗、卵，將間接影響
本港漁民的漁獲及生計。
基金會又認為，現有的西氣東輸天

然氣管道，已足夠中電應付未來10年
至20年的供電需要，每年可發電超過
250億度，故中電提出興建海上液化天
然氣接收站，將會是重複投資，而增
加的發電成本，亦會轉嫁到市民身
上。

天然氣主
要存在於岩
石層內，是
由碳氫化合

物合成的天然產物，亦是一
種相對潔淨的化石燃料，其
發電過程產生的二氧化硫及
可吸入懸浮粒子接近零，氮
氧化物及二氧化碳的排放亦
遠低於其他化石燃料。

生產液化天然氣，需將天
然氣由氣田經管道輸送至液
化設施處理，透過降溫至攝
氏零下162度，令天然氣變
成液體，其體積會縮小至原
來的六百分之一，方便儲存
及運送。液化天然氣會以專
門的運輸船運往入口地，經
過再氣化過程還原至氣體狀
態，再送往不同用戶，如發
電廠。

陸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在
世界各地已沿用50年，只興建了90
個。隨着科技發展，在海上亦可設
置接收站，且在國際間日漸普及，
自2005年首次使用至今，11年已興
建了22個，有7個在發展中，使用
以來亦從未發生有人死亡的意外，
非常安全。 ■記者 馮健文

鄧家彪憂成談判籌碼 電費難減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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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液化天然氣接海上液化天然氣接
收站由一個雙泊位碼收站由一個雙泊位碼
頭及一艘長期停泊在頭及一艘長期停泊在
碼頭的船隻組成碼頭的船隻組成。。
ExcelerateExcelerate模擬圖片模擬圖片

■■趙安天趙安天（（左左））指指
出出，，本港引入海上本港引入海上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有不少好處有不少好處。。

馮健文馮健文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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