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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公衆咨詢會摘要公衆咨詢會摘要公衆咨詢會摘要公衆咨詢會摘要 
 

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公衆意見公衆意見公衆意見公衆意見 

空氣質素管理框架 • 除了環境保護署和環境局外，仍需有跨部門的專家來監督空氣質素管理策略。 

• 其它政府部門（例如運輸署和規劃署）也應該出席公衆咨詢會，表明他們知道

在這個領域需承擔的責任。 

• 在香港，提高我們的空氣質素迫在眉睫，必須採取行動。 

• 有必要發展一個綜合空氣質素管理框架。 

• 需要為技術和空氣管理策略兩方面建立一個定期檢討機制。 

• 空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應爲首要考慮因素。該機制必須包含一個明確的問責制

度。 

• 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是必須的。 

• 需要考慮管制措施的成本和效益。 

空氣質素指標 • 香港需要一個清晰及以健康為本的空氣質素指標。 

• 空氣質素指標中加入微細粒子(PM2.5)。 

• 新的空氣質素指標應否考慮技術和經濟上的可能性。 

• 經平衡健康風險、技術可行性、經濟因素以及許多其他政治和社會的因素後，

訂立的中期目標是可接受的。 

• 最終的空氣質素指引不應該以成本和技術成熟度爲考慮因素。健康才是最主要

的因素。 

• 空氣質素指標中應包含溫室氣體。 

時間表 • 修改空氣質素指標迫在眉睫。 

• 不清楚政府如何能自信的在達致 2010 年的減排承諾後，可以達到現行空氣質

素指標。 

• 即使能在 2010 年達到現行的空氣質素指標的要求，大多數對公衆健康的影響

發生的水平遠低於現時指標。 

• 如果太倉促的要達到目標，除了選擇有限外，可能引起的負面影響亦較大。給

予準備時間是必須的，以便能掌握時機。在制定時間表時，要小心計劃。  

實施策略 • 儘管有些技術發展和建築物基建規劃需要時間，有些實施策略（如船舶燃料控

制） 可以即時實施，不需要等候咨詢結束。 

• 需時半個世紀是太久了，應重新制定一個新的更有效的時間目標，來實施船舶 

的排放管制，跨境運輸管制，以及廢氣脫硫等等。 

• 雖然中小企業對減少排放量的資源有限，但仍需要中小企業齊參與制定綜合控

制策略。 

• 應針對街道峽谷效應，以減少汽車排放的影響。 

• 現在還沒有一個確定的時間表，顯示近期，中期和長期的控制策略。  

• 建議的控制措施只是概念上的，還沒有實際實施的詳細資料。 

對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的影響 

• 由於引入了新的空氣質素指標，可能需要更新現有的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現時

規劃的項目沿用現有的空氣質素指標來評估未來的排放量，落成時空氣質素指

標可能已經更新了。 

• 如果未來的環境影響評估項目是根據世衛組織的最終指標來評估，那麽以後就

不能建造新路，因爲它們將不能通過環評 

• 空氣質素指標是一種指標，並不是標準。需要考慮是否應該爲環境影響評估添

加一個獨立的空氣質素標準。 

• 如果環境影響評估是爲了保護包括公衆健康在內的環境，那麽它的標準或指標

就應該是量度對環境及公衆的健康影響。新的發展要考慮環境，公衆，甚至動

植物。 

教育和宣傳 • 現在的空氣質素指標和空氣污染指數相關。而現時的通報系統未能傳達它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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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公衆意見公衆意見公衆意見公衆意見 

險。在下一階段的研究中，考慮是否需要將空氣污染指數與空氣質素指標脫

鈎，以及研究如何更好的傳達空氣污染帶來的風險。 

• 當新的空氣質素指標逐步實施時，要保留正確的健康影響描術。並向公衆準確

表達對他們健康的影響。  

• 應該推廣教育，讓公衆明白他們自身的責任。 

控制措施 • 提高天然氣發電的比率，增加使用乾淨燃煤技術以及核能源來發電。 

• 電力需求管理是改善空氣質素的一個重要環節。 

• 應該遵守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來提高能源效益。 

• 應該重組巴士路綫來減少重疊路綫。 

• 爲了提高空氣質素，應該建造更多的單車徑。 

• 應該把不准車輛進入區/行人專用區延用到更多的區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