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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社對香港《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的意見 

 

就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長春社有以下意見﹕ 

 

1. 調整供應 – 更改發電燃料組合 

香港現時接近七成的碳排放源自發電，以供市民和工商業界使用，就未來的

發電燃料組合，長春社特別關注燃料的環保表現和安全性。香港的主要發電

燃料為煤，而燃煤所排放的污染物較其他燃料多，我們同意政府應敦促兩電

加大本地天然氣發電量，逐步全面取代燃煤發電。環保署於 2014 年曾就「香

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進行公眾諮詢，訪問市民對於未來十年發電燃料方案

的意見，報告顯示大部分回應者支持「增加利用天然氣作本地發電」方案，

原因主要為「可靠性」，其次是「環保表現」、「安全」及「合理價格」，只有

少數回應者支持「從內地電網購電」方案，政府應再次參考和落實該諮詢報

告內容，以回應市民的訴求。 

 

在非化石燃料方面，《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曾提及「估計由現時至 2030

年間，香港能夠以風力、太陽能及轉廢為能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 3%

至 4%。」，惟是次諮詢文件提到「本地可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只能當將來有較

先進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出現才有可能大幅增加」，我們未能得知政府對於提高

可再生能源的比例的明確取態。可再生能源是目前最高環境表現、最潔淨的

能源，我們建議政府應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未來燃料組合的比例的可行性，並

加強研究如何拓展現有可再生能源項目至本港更多地區和使用堆填區沼氣發

電等轉廢為能項目。發展可再生能源時難免會牽涉大型工程，甚至有機會破

壞原有的生態環境和古蹟，政府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時應避開生態敏感地帶，

否則便與保護環境的初衷背道而馳。 

 

在核能方面，核安全問題一直是全球關注的議題，核電廠一旦發生不可預計

的情況或意外，後果是災難性和無法挽回的。因此，我們認為應限制核電的

比例，並應逐步減少使用核電。當大亞灣核電廠在未來十年至十五年退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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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應全面停止使用核電。政府亦應在未來十年間，透過節能及提升能源效

益，減輕停用核電所產生的影響。   

 

另外，是次諮詢文件均未有在短、中和長期的減碳目標中明確列出非化石燃

料中可再生能源和核電分別所佔的比例，當文件一直強調可再生能源的潛力

十分有限時，我們非常質疑文件中減碳目標的「繼續增加非化石燃料比例」

是以提升核電比例為主。我們對於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以滿足香港電力

需求的方案有保留，我們擔心這個做法會帶來「置換效應」，此舉雖能減少香

港的碳排放，卻會將污染物排放轉移至鄰近地區，不符合環境公義的原則。 

 

2. 控制需求 - 加強推廣節能教育 

現時香港人均碳排放量達 5.7 公噸，更改至合適的發電燃料組合雖能有助改善

碳排放和空氣污染的情況，但長遠而言，我們認為必須透過全民參與，減低能

源需求，才能從根本減少碳排放。 

 

首先，政府可加強推廣節能教育和宣傳，鑑於政府所投放在環境教育的資源十

分零散和有限，市民難以有效吸收相關資訊。我們建議政府可加強校內的環境

教育元素，例如設計一個有系統的環境教育課程，當中包含氣候變化等議題，

並將課程列為必修學科的一部分（例如：公民教育科，通識科），同時配合校

內的宣傳和活動、加強教職員的專業知識，讓學生於就學時期能循序漸進、全

面地接觸相關議題，加深對環境問題的認識，在校內培養節能的習慣，繼而將

信息推廣至家庭和社區。 

 

此外，政府亦可考慮增加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就氣候變化主題的資助，鼓

勵更多團體展開多元化的節能教育的工作。現時每個獲資助項目一般為期兩年

或以下，由於時間所限，團體未能推行中、長期的社區教育項目，提升每個項

目的執行時間有助加強教育項目的深度，更有效地推動市民從日常生活中實踐

低碳生活。 

 

最後，我們促請政府應訂立出更具體的節能和減碳方案，例如修改建築物條例，

規定新建大廈必須具備節能設計、立法限制戶外燈光滋擾、訂立切實可行的短、

中、長期節能目標，並加強綠色運輸的配套。 

 

長春社 

2019 年 9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