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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文件 AS&H 3/2016號 

2016年 9月 19日 

討論文件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 

 

評估方法 

 

 

目的 

 

本文件概述上一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評估方法，並建議是次檢討可採

用的評估方法和評估工具，以及重點闡述需要由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討論

和提出意見的主要項目。 

 
上次檢討的評估方法 
 

2.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 2007年進行了上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經詳細

研究和公眾諮詢後，當局於 2014年 1月 1日採用現時的空氣質素指標。上次空

氣質素指標檢討研究的評估方法於下文概述。 

 

香港的排放預測 

 

3. 為達致空氣質素指標，當局制訂了一系列減排措施，並根據其減排潛

力、可行性和成本效益作出考慮。因應措施的可行性、技術成熟程度和相關行

業的接受程度等，這些措施經整理後按其推行的大體時間被歸納為三個排放方

案。 

 

4. 在估算推行建議減排措施後的排放量時，參考了有關各項措施成效的

現有資料、其他地方的應用經驗、以及相關的本地因素等。 

 

珠江三角洲地區(珠三角)的排放預測 

 

5. 在估算珠三角的排放量時，假設廣東省會繼續與世界各國接軌執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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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作業，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減少發電、運輸及工業的排放。此研究的主要參考

資料包括《珠江三角洲環境規劃綱要(2004-2020年)》所載的管制策略，以及如

《中國的能源狀況與政策白皮書》、《可再生能源中長期發展規劃》，《泛珠三角

區域能源合作“十一五”專項規劃》及《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3-2020年) 》

等國家規劃。  

 

空氣質素預測 

 

6.  我們採用「大氣污染物在香港的傳播」(PATH)模型預測了三個排放方案

下未來的空氣空氣質素；並以預測的空氣污染物濃度與建議的空氣質素指標作

比較，估算全港的達標情況。 

 

成本效益分析 

 

7.  我們進行了成本效益分析，旨在提供一個有系統的框架，以金額評估及

展示建議的政策介入對全港的影響。此分析乃為評估改善空氣質素為整體社會

節省的費用，會否高於實施有關政策所需的額外費用。  

 

8.  管制措施的效益主要包括直接節省的費用(主要是短期和長期節省的醫

療費用，包括減少患病引致的費用、減少早逝的人數和所節省的電費)和間接節

省的費用(主要是對員工生産力的影響、因空氣污染物引致物料損壞而須維修保

養樓宇及建築物的費用，以及一些較次要項目的費用）。 

 

是次檢討的建議評估方法和工具 

 

9. 建議使用在上次空氣質素指標檢討中採納的評估方法進行是次檢討，

並輔以最新的資料和評估工具。 

 

香港的排放預測 

 

10. 其他專家小組建議的減排措施，將於整理後按其推行的大體時間，被

歸入數目易於管理的排放方案組別。 

 

中國及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排放預測 

 

11. 中國的排放預測會考慮國家「十三五」規劃(2016年至 2020年)所建議

的減排目標。珠三角的排放預測則會考慮廣東省政府的「十三五」規劃(2016年

至 2020年)就保護環境所建議的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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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評估 

 

12. 我們會使用 2016年 1月推出的最新版本 PATH模型「PATH-2016」模擬

空氣中的空氣污染物濃度和量化在不同排放方案下的污染物濃度變化。 

 

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 

 

13. 我們將根據所得的市場資訊，來估算推行每項建議減排措施的成本。

主要成本包括推出及實施建議措施的成本、污染管制策略方案在香港社會產生

的政策工具成本，以及推行有關措施對社會造成的任何其他附帶成本。 

 

14. 環保署委聘了香港中文大學(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療學院開發了一

套工具，利用有關空氣污染、健康統計數字及醫療成本的最佳可用數據，以評

估香港空氣污染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我們建議使用這套工具進行是次檢討的

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黃子惠教授(中大代表)將在會上介紹使用這套工具的方

法。 

 

 

徵詢意見 

 

5. 請委員就以下各項提出意見及建議。 

 

(a) 排放方案－檢討中須考慮的方案數目，以涵蓋各項額外管制措施的推行時

間表。 

(b) 排放估算－其他專家小組需要提供的資料，以量化估算新管制措施的減排

成效。 

(c) 評估工具－檢討中須採用的空氣質素模型及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工具。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2016年 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