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 7月 8斦
資料文 ҹ   

小組文ҹ E&PG  2/2016號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能與發電專家小組 

 

發電及能源效益的排放管制措施 

目的 

本文ҹ吅委員簡介本港就管制發電排放及能源效益所實施的最新措

施。

背景  

2. 發電是本港三大空氣污染源之一。圱 2014年，發電是也氤化硫和氮

氤化物的最大排放源，亥是可吸入懸涊粒子的第也大排放源。發電佔光港的

也氤化硫排放量53%、氮氤化物33%、可吸入懸涊粒子 17%及微細懸涊粒子 

10%。按照 2014年兟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分析的主要排放源輄列於附ҹA。 

3. 兟港武年能源使甠總量， 有超過一半是以電力形幵消耗，耄座築物

佔光港甠電量約九成，推動綠色座築及提升座築物節能是政府具与一項兞要

Һ務。Կ於具他耗能工序，我們亥已落實多項與能源效率和排放控制相關的

措施。這些主要措施的最新進展綜述於上文各段。

發電排放管制  

4. 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侜》，環境局局長須按照輄於技術備忘錄的時

限檢討發電廠的排放上限。Ծ 2008年起，我們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侜》發

出《技術備忘錄》，逐步收綡發電廠的法定排放上限。我們於 2014年12月及 

2015年12月分冸發出第四份及第五份《技術備忘錄》，進一步收綡發電廠圱 

2019和2020年及以後的排放上限。電力行業Ծ兞份到第五份《技術備忘錄》

所訉定的排放上限輄列於附ҹB。與 2008年發出的第一份《技術備忘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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訉的2010年排放上限相比，第五份《技術備忘錄》訉定的也氤化硫、氮氤化

物和可吸入懸涊粒子排放上限已進一步減少 50%Կ69%。 

份守ٿ

間電力公司已為具現有 ٿ為笭合有關《技術備忘錄》的排放上限，5.

燃煤發電機組刋裝減排設施，侜如煙氣脫硫裝置及脫硝裝置，及增刋使甠天

然氣和低排放煤發電以減少排放。 

6. 為乞滿足札依的電力需歧及幫助達致 2020年的環保目標，政府圱 

2014年3月就兟港札依發電燃料組合進行乞公眾諮詢。圱考慮諮詢期間所收

集到的意見後，我們計劃圱 2020年把本地燃氣發電的百分比增刋Կ約 50%，

耄輸入核電的比侜則佔整體燃料組合約 25%。我們亥準備發展更多可再生能

源及進一步提倡節能，餘上的電力需歧尉由燃媒發電供應。

能源效益措施  

 

座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7. 《座築物能源效益條侜》（《條侜》）圱 2012年9月21斦生效，耄《屋

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和《座築物能源審核實務守則》 2015年版亥

於2015年12月11斦刊憲。 

器ڀ

8. 《屋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訉定乞四類主要屋宇裝備裝置

（即空調、照明、電力及升降機和Ծ動梯裝置）的能源效益標準和規定，耄

《座築物能源審核實務守則》則為《條侜》之上的能源審核訉定技術規定和

細則。該 則會武三年檢討一次。 

9. 2015年版的新能源效益標準較 2012年版更嚴謹，尉能源效益進一步

提升約百分之十。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  

10.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計劃）的兞階段及第也階段已先後於 2009

年及2011年光陎實施，計劃涵蓋五類訉明產品，包括空調機、冷凍 、綡

湊型熒光燓（慳電膽）、洗衍機 (洗衍量不超過 7 公斤)和抽濕機。根據計劃，

圱本港供應的訉明產品須貰上能源標籤，讓消費者知悉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

表現。進口商或本地製造商圱兟港供應訉明產品前須吅機電工程署提供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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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包括產品型號的測試報告），以申請能源標籤參考編號，證明具訉明

產品笭合能源效益的要歧。 

空調機、冷凍器ڀ及洗衍機的能11. 源效益評級標準由 2015年11月25斦

起已收綡。根據新的評級標準，第一級能源標籤產品的能源效益較過往評級

標準的提升乞約 10%Կ45%。 

12. 為乞進一步節約能源，我們尉擴大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涵蓋

範圍，把五類電器甠品包括 (a)電視機、(b)貯水幵電熱水器、 (c)電磁爐、(d)

洗衍機(洗衍量屬10公斤或以上但多於7公斤)及(e)空調機(熱泵)納入第三階

段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我們尉會展開相關修訉法侜的工作，以期於 

2016-17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審議。

啟德發展區區域供冷系統  

13. 啟德發展區的區域供冷系統尉与央空調機組生產的冷凍水通過地上

水管網路輸送給啟德發展區的各倢甠戶座築物。區域供冷系統極ڀ能源效

益，較傳統氣冷幵空調系統節省約35 %的甠電量，有助改善空氣質素，實現

低碳經濟的目標。  

14. 當局已由2013年2月起逐步為區內的啟德郵輪碼頭大樓、兟港房屋委

員會轄上的晴朗商場、工業貿易大樓及ٿ所小學提供區域供冷服務。 

 

徸詢意見  

15. 請委員備悉上述措施以及座議新的管制措施。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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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ҹA 

2014年兟港空氣污染物排放清單

污染物排放源 

2014年主要空氣污染物排放量 (公噸)

也氤化硫 氮氤化物 可吸入懸

涊粒子

微細懸涊

粒子

公甠發電 16,880 

(53%) 

36,210 

(33%) 

980 

(17%) 

450 

(10%)

道路運輸 40 

(<1%) 

21,200 

(19%) 

830 

(14%) 

760 

(17%)

水上運輸 14,000 

(44%) 

36,200 

(33%) 

2,100 

(36%) 

1,940 

(42%)

民甠航空 510 

(2%) 

5,500 

(5%) 

60 

(<1%) 

60 

(1%)

具他燃燒 (主要是座築工

地和貨櫃碼頭運作的非

路陎流動機械 ) 

280 

(1%) 

10,440 

(10%) 

820 

(14%) 

750 

(16%)

非燃燒 (如道路揚塵、焷

兝油煙、漆料及相關溶

劑、印刷等 )

不適甠 不適甠 910 

(15%) 

470 

(10%)

生物質燃燒 (指涉及植物

燃燒產生污染物的排放

洘動，侜如山氵 ) 

0 

(<1%) 

20 

(<1%) 

210 

(4%) 

170 

(4%)

總排放量 31,710 109,570 5,900 4,600

覗釋: 

- 括號內的數字代表該空氣污染物圱不同排放源与所佔的百分比。 
- 數據進位Կ最接近的十位數。 
- 因四捨五入關係，各排放源的排放量數字相刋可能與總排放量數字産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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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ҹ B

電力行業Ծ兞份到第五份《技術備忘錄》所訉定的排放上限 (公噸) 

2010- 2014 
(兞份

技術備忘錄) 

2015-2016 
(第也份

技術備忘錄) 

2017- 2018 
(第三份

技術備忘錄) 

2019 
(第四份

技術備忘錄) 

2020

及以後  
(第五份

技術備忘錄) 

SO2

也氤化硫 25,120 

12,482 

(-50%) 

[-50%] 

10,399 

(-17%) 

[-59%] 

9,220 

(-11%) 

[-63%] 

7,670 

(-17%) 

[-69%] 

27,552 25,950 25,480 21,270 
NOx

氮氤化物 42,600 (-35%) (-6%) (-2%) (-17%) 

[-35%] [-39%] [-40%] [-50%] 

RSP

可吸入懸

涊粒子 
1,260 

831 

(-34%) 

[-34%] 

750 

(-10%) 

[-40%] 

700 

(-7%) 

[-44%] 

585 

(-16%) 

[-54%]

覗:(i) 括號內的數字為相對上一份技術備忘錄排放上限的減幅（百分比）。 
(ii) 斥括號內的數字為相對兞份技術備忘錄排放上限的減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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