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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四大策略

中長期減碳目標

綠色運輸

節能綠建淨零發電

全民減廢

50% 碳排放總量
與2005年水平比較2035年前

2050年前

整體策略
4.1.1 香港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沒有

很多耗用大量能源的工業。在2019年，最大

碳排放源是發電（66%），其次是交通運輸

（18%）和廢棄物（7%）。這三個主要排放

源合共佔總排放量九成以上，因此是我們減

碳工作的三個最關鍵領域。

4.1.2 現時本地發電組合主要依賴煤和天然氣等

化石燃料，如我們能夠增加使用零碳能源

發電，加上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車輛，把交通

運輸工具電動化，便可以除去絕大部分碳排

放。至於廢棄物相關的碳排放主要是生活

垃圾在堆填區分解時產生的溫室氣體。因此

我們需要全面擺脫以堆填來處理生活垃圾，

既減碳亦可以避免再使用寶貴的土地來發

展新堆填區。至於餘下的其他碳排放源，如

非道路車輛和冷凍劑等，我們亦需要尋找合

適的零碳能源或替代技術。

4.1.3 增加使用零碳能源需要科技、財政和土地資

源配合。從另一角度，減少對能源的需求可

以降低轉用零碳能源的總成本，讓社會更

容易負擔。現時香港約九成的電力用於建築

物，所以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以減少對能

源的需求是我們未來節能的首要任務。

4.1.4 綜合上述的分析，香港在2050年前實現碳

中和需要包括以下四大策略：「淨零發電」、

「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和「全民減廢」。

 獲及儲存、碳中和天然氣，以及不同碳匯方

法等等。最終哪些會發展成較為成熟可靠、

合乎成本效益和宜於香港大規模應用，多方

面仍屬未知之數。為推動深度減碳工作的持

續進展，以積極減緩氣候變化，我們需要定

下更進取的中期目標，主力採用當前相對成

熟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技術，力爭在2035年

前把碳排放總量從2005年的水平減半，即

由2005年約4 000萬公噸的水平，降至

2035年近乎2 000萬公噸。

4.2.2 在這段時間我們亦需要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發展和試驗各種可能適合香港未來採用的

技術和方案，讓我們可以適時選擇並引入成

熟可靠和合乎成本效益的方案，及早在

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中期減碳目標
4.2.1 從現在至2050年期間，國際上有助達至碳

中和的不同技術和零碳能源的選項都在探

索和發展過程中，例子包括各種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和儲存技術、藍綠氫能、氨氮、碳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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