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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第 3次會議摘要  

2016 年 6 月 15 日 (星期四) 下午 2 時正

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號青年廣場 2樓 Y劇院

環境局副局長 (主席)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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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辭

主席歡迎各位委員出席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的第三次會議。

議程 1 – 通過第二次會議摘要 

2. 秘書處已將工作小組提出的意見納入 2016 年 12 月 22 日第二次會議的

摘要擬稿內。會議摘要無須進一步修訂，獲確認通過。

議程 2 – 匯報各專家小組的進度 (工作小組文件第 1/2017號) 

3. 主席告知各委員，總結四個專家小組最新進度的工作小組文件第 1/2017
號已在會前發送予各委員傳閱，並邀請委員就進度提出進一步意見。 

4. 何德賢先生簡述檢討工作的進度： 

(a) 陸路運輸、海上運輸及能源與發電三個專家小組，已大致完成改善

空氣質素的可能新措施的商議。這些措施涵蓋運輸管理、燃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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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規劃等多個範疇。 

(b) 在眾多可能新措施當中，有 24 項正在持續進行，或預期在是次檢

討議定的評估年 (即 2025 年)或以前可落實推行 (視為短期措施 )；
另有 4 項中期措施可能在 2025 年後才能落實推行，並將會於下次

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中再作考慮；有 13 項措施視為長期措施，

需要較長遠的規劃或進一步研究，以確定其推行的可能性；另有 25
項措施則被視為不可行、不具改善空氣質素的效益或符合是次檢討

範圍。 

(c) 就陸路運輸專家小組在 2017 年 5 月的會議中討論的四項可能措施

的可行性評估，將送交各委員確認;而部分先前可行性評估的更新

內容，亦會再次發送予各委員考慮。如有需要，或會安排另一次專

家小組會議。 [會後補注：該四項可能措施的可行性評估和部分先

前評估的更新內容已於 2017 年 7 月 28 日發送予專家小組委員審

閱；在考慮委員的意見後，有關評估已於 2017年 9 月 19 日得到委

員確認。] 

(d) 空氣科學與健康專家小組內設有兩個專責小組 ─「減排估算及空

氣質素模型專責小組」和「健康和經濟影響評估專責小組」，以深

入探討評估空氣質素的方案及方法、估算改善空氣質素的可能新措

施的減排量，以及評估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兩個專責小組已開展

詳細的討論，並向獲聘進行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的顧問提供指導。 

(e) 三個專家小組所涉及範圍以外的其他較輕微污染源，例如含有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非道路移動機械、煮食油煙及民用航空的可

能減排措施，亦正在評估中。如有需要，顧問會諮詢相關持份者對

可能措施的意見和建議。 

(f) 我們將於 2017 年第三季舉行一項公眾參與活動，向公眾簡介檢討

工作的進度，並收集他們對改善空氣質素措施的意見。我們計劃於 
2017 年年底左右完成檢討工作，環境局局長在考慮檢討建議後會

大約於 2018 年年中向環境諮詢委員會 (環諮會)及立法會環境事務

委員會匯報檢討結果。

改善空氣質素的可能新措施 

5. 有委員就「研究使用舊電動車電池作為電網的電力儲存系統」的評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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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指相關技術尚未成熟提出意見。他指出舊電池可替代較污染的柴油發電機，

作為後備 /緊急電源；而重用舊電池作為後備電力儲存系統的做法在內地並

不罕見。他又補充，電動車電池一般會在其儲存容量下降約 20%時退役。 

6. 政府澄清，能源與發電專家小組就使用舊電動車電池所作的討論，主要

集中於這些舊電池是否有潛力作為提升電網供電的穩定性的電力儲存系統。

該專家小組亦知悉，舊電動車電池仍會有約 70%或以上的設計儲存容量。近

年，海外（例如美國、德國、日本）進行了類似的試驗項目，並發現不同種

類的電動車電池並不完全相容，可能會構成安全問題（例如短路）。該專家小

組認為應先訂立接駁舊電動車電池的技術標準，然後才考慮進一步落實措施。

政府曾於 2016 年舉行比賽，以徵集創新及實際可行的建議，重用舊電動車

電池。對於有建議指可使用舊電動車電池作為樓宇的後備電力供應，以代替

柴油發電機，主席認為此技術已證實可行及值得進一步探討。 

7. 鑑於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將於 2019年前設立覆蓋沿岸 12海里以內海域

的船舶排放控制區，而區內的燃料含硫量上限為 0.5%（或可能進一步收緊至 0.1%），

有委員建議政府除了在本港停泊時段之外，還應該要求遠洋船在香港水域範圍內亦

須使用含硫量上限為 0.1%的燃料。主席指出，考慮到香港水域範圍細小，在區

域層面推行限制船隻使用含硫量較低的燃料會更為有效。為此，政府會密切

留意將在 2019 年年底前完成的船舶排放控制區檢討工作，以期探討是否進一

步收緊珠三角地區內的燃料含硫量上限至 0.1%。事實上，遠洋船在停泊時使

用含硫量為 0.1%的船用燃料是海上運輸專家小組商議的短期措施之一。 

8. 有委員詢問政府在即將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中，會否披露委員就所有可能措施

（包括被定為「長期」和「其他」的措施）。儘管在考慮不同因素後，部分措施的

執行可行性或較低，但他相信讓公眾知悉個別措施的減排潛力及健康效益，將有助

凝聚社會共識。主席向委員表明，各專家小組就著執行所有改善空氣質素的可

能措施的可行性的討論，均會載列於檢討報告中。此外，載錄了專家小組討

論相關措施的會議記錄，亦已陸續上載於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網上專頁，供

公眾閱覽。副主席補充，保持高透明度是這次檢討過程重要元素。 

9. 另一委員查詢，在公眾參與活動中所提出的建議，會否在工作小組再作討論。

主席認為，把從公眾參與活動收集到的建議 /意見納入檢討報告，較在工作小

組再作討論更為務實。她相信各專家小組應已涵蓋大部分主要的空氣質素改

善措施，並鼓勵委員提出任何進一步意見。 

10. 有委員詢問，是次檢討中將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和公眾諮詢的區別。政

府解釋指公眾參與活動的目的是向公眾報告空氣質素指標檢討的進度，並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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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公眾對改善空氣質素的可能措施的意見 /建議；而公眾諮詢的目的，是在環

境局局長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和環諮會提交檢討報告後，徵詢公眾對檢討結果

的意見。 

11. 回應有委員對工作小組結束日期的提問，主席表示工作小組暫定在 2017
年年底提交檢討報告予環境局局長考慮，之後便完成職責。

空氣科學與健康評估 

12. 顧問匯報世界衞生組織 (世衞)就空氣質素指引進行檢討的最新發展、香

港及內地的空氣質素趨勢、過去數年推行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成效、是次

檢討中將採用空氣質素模型進行的空氣質素評估、以及健康影響評估等。 

13. 有委員認為，由於空氣質素模型中採用的排放假設涉及不確定因素，要

以模型來準確推算將來的空氣質素具挑戰性。但有部分委員指出，使用現有

最佳的模型、排放數據、氣象資料及因應不同方案的假設來模擬空氣質素，

是國際慣常做法。儘管空氣質素模型有其限制，未能涵蓋現實中所有變數，

但與觀測數據作比對驗證後，顯示空氣質素模型能夠得出具合理準確度的結

果。 

14. 顧問亦澄清，空氣質素模型主要是評估在採取不同空氣質素改善措施的

方案下的空氣質素。顧問指出，空氣質素模型得出的結果必須與觀測結果比

對作驗證，以確保空氣質素模型的準確性。政府補充，是次檢討中採用的空

氣質素模型已發展了超過十年，並於 2016 年作出更新。環境保護署一直不

時更新該空氣質素模型，並以本地監測數據作驗證。 

15. 有委員提出，葵涌空氣質素改善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於過去數年來港

的遠洋船數量減少，而並非因為實施了遠洋船泊岸時必須轉用低硫油的規定。

他認為泊岸轉油的規定對改善岸邊空氣質素並沒有幫助。政府解釋，位於貨

櫃碼頭附近的葵涌空氣質素監測站所錄得的空氣質素監測數據，可反映規定

遠洋船泊岸時必須轉用低硫燃料的成效。在實施強制泊岸轉油的規定後，葵

涌空氣質素監測站錄得的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有顯著改善，尤其是當吹南風，

空氣質素監測站處於貨櫃碼頭的下風位置的時候。沿岸附近的旺角和深水埗

空氣質素監測站錄得的大氣中二氧化硫濃度，亦有類似的改善情況。政府補

充，當珠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區內的所有船隻於 2019 年逐步轉用低硫燃料，

空氣質素預計將會有進一步改善。

議程 3 –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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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事項。

議程 4  –下次會議日期  

17. 下次會議將於 2017 年第四季舉行。秘書處會於稍後確定會議日期及地

點。 

18. 會議於下午 4時 15 分結束。 

[會後備註：第四次會議已改為於 2018年 12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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