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長遠減碳策略報告

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委員會）

接受政府的邀

請，以由下而上

及持份者為本

的模式，就香港

長遠減碳策略

展開了全港性

的公眾參與，提高公眾對碳排放影響的認

知，以及收集社會各界的意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 2020年 11月就長遠減碳
策略公眾參與發表報告

委員會在2020 年1 1月向政府提交報告，就

香港減碳策略提出六項總體目標，分別是

促使社會邁向低碳生活、加快轉用零碳能

源、締造可持續的建築環境、推動交通系

統的低碳轉型、發揮綠色及可持續金融對

低碳轉型的作用，以及在減緩、適應及應

對氣候變化方面尋找更多創新方法。委員

會的報告內容為香港的減碳和適應氣候變

化策略提供重要參考。

淨零發電
長遠目標：2050年前
達至淨零碳發電 
4.3.1 現時，化石燃料（包括天然氣和煤）佔本港

發電燃料組合超過七成。在達至碳中和的

整體策略下，我們必須在2050年前，逐步增

加使用零碳能源發電。在尋找合適的零碳

能源時，四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是安全、可靠

性、合理價格及環保表現。

安全 可靠性 合理價格 環保表現

4.3.2 因為土地和天然資源的限制，國際間很多主

要城市都難以完全依賴在境內零碳發電。舉

例不少歐洲城市電力的碳中和計劃的主要方

案有三方面：逐步利用新零碳能源取代現有

化石燃料發電、盡力發展如太陽能等可再生

能源，以及在周邊地區輸入零碳電力。我們

也可循這個方向為發電界別減碳。

4.3.3 在發展可再生能源方面，我們可以通過政府

發展的設施、電力公司的投資和鼓勵公衆參

與，增加可再生能源供應，目標是把可再生

能源發電比例由目前的不多於1%提升至

2050年前的15%。至於具體措施，政府可致

力發展更多先進的轉廢為能設施，利用廢物

生產電力。此外，香港土地資源匱乏，陸上

的可再生能源資源有限，我們可研究利用海

上的空間及潛能，興建風力發電場。政府亦

會繼續帶頭及為私營界別創造有利條件發

展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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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因為其不穩定

性質，作為直接發電的主要設施有其短板，

加入大規模儲電設施需要額外土地，亦會

降低能效。因此很多國家和城市都期待新

零碳能源發展，例如利用可再生能源生產

氫氣（綠色氫氣）。只是眾多新零碳能源技

術不論生產、運輸或是應用都還在研究發

展階段，尚未發展成為成熟可靠和價格具競

爭力的方案或技術。越來越多證據顯示氣候

變化已急在眉睫，全球都必須採取行動盡

快減碳，不能單靠等待新技術發展。基於技

術成熟度、可靠性和價格的考量，很多國家

都把核能納入為本世紀中葉實現碳中和的

其中一種技術，香港現時亦有約四分一的電

力來自核能。

4.3.5 除了盡量發展可再生能源外，在中期我們會

繼續增加使用較低碳的天然氣和零碳能源

取代燃煤發電，以及探索新的零碳能源供

應，包括在周邊地區透過共同投資和共同開

發等方式，參與和營運鄰近香港的零碳能源

項目。我們明白很多人對再增加使用核能有

所憂慮，所以會在可行情況下優先考慮可再

生能源。只是在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

有其限制，而今天國家和周邊地區也在努力

達至碳中和，對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十分殷切，

加上新零碳能源的發展仍存在未知之數，所

以我們必須探索各種可行方案，不能排除任

何一種零碳能源，包括在能源組合中善用增

加核電作為過渡至實現碳中和的一員。

4.3.6 維持一定比例的本地發電對供電的穩定有

其重要性。所以我們必需同時探索和試驗在

香港使用其他零碳能源發電（例如氫能），

並逐漸增加其應用。政府和電力公司正積極

研究氫能等新能源的發展和應用，包括輸

入氫或其他新能源作燃料，冀能在技術相

對成熟的時候把握機遇，引入香港試驗和應

用。我們期望技術的發展可以讓香港於

2050年前，本地發電能利用氫能或其他零

碳能源，以及其他技術達至淨零發電。

零碳能源是指在能源生產及使用過程中

不會增加碳排放的能源。現時在香港應用

的零碳能源有太陽能、風能和核能。我們

亦正密切留意新零碳能源（如綠色氫氣）

的發展，希望在技術相對成熟的時候把握

機遇引入香港。

甚麽是零碳能源？

港燈在南丫發電廠安裝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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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目標：淘汰燃煤發電‧發展可再生能源
4.3.7 煤是現時發電燃料組合中碳排放最高的燃

料，佔能源組合約四分之一。香港在1997年

已停止建設燃煤發電機組，並逐步把現有的

燃煤發電機組退役。在2035年或之前，我

們將不再使用煤作日常發電，只保留作後備

發電用途。屆時較低碳的天然氣和零碳能源

（如可再生能源和核電）將取代燃煤發電。

4.3.8 為了加快能源的低碳轉型，我們將力爭在

2035年或之前把可再生能源在發電燃料組

合中所佔的比例，由現時不多於1%，提升至

7.5%至10%。

可再生能源的潛力（至2035年） 

風能 
3.5-4%

+ 
轉廢為能 
3-4%

+ 
太陽能 
1-2% 

= 

7.5-
10%

（往後提升
 至15%)

4.3.9 為此，我們會致力發展更多先進的轉廢為能

設施，包括廚餘回收基建及建設多一所大型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估計在2035年或之前

將可滿足香港約3%至4%的電力需求。

4.3.10 政府正與兩電重新審視興建其離岸風力發

電場計劃。兩電估計在優化風力發電場的

設計和採用新技術後將可增加其風場的發

電量及經濟效益。我們初步估算在2035年 

或之前，風力發電能應付香港約3.5%至4%

的電力需求。

4.3.11 政府近年與電力公司透過上網電價計劃推

動社區發展太陽能等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以

及在不同處所（包括水塘、已修復堆填區、

政府建築物及其他適合的設施）發展可再生

能源項目。我們預期隨著持續進步和提升，

以及社區的積極參與，在2035年或之前太

陽能可應付香港約1%至2%的電力需求，令

整體可再生能源佔香港發電燃料組合7.5%

至10%。

位於大灣區的離岸風力發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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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政府會繼續以身作則，帶頭發展可再生能源，

盡量把可再生能源技術納入所有基本工程

項目。我們會更新「綠色政府建築」政府通

告，提高新政府建築物應用可再生能源技

術的要求，例如把須撥出作安裝可再生能源

系統的可用天台比例由現時10%提升至

25%。我們亦會繼續在現有政府建築物（包

括戶外停車場）盡量加裝可再生能源系統。

4.3.13 空曠的水塘有較大空間和潛力裝設太陽能

發電系統。有見及在石壁水塘和船灣淡水湖

推行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先導計劃的成功

經驗，水務署將籌劃在不同的水塘（包括船

灣淡水湖、石壁水塘及大欖涌水塘）安裝更

大型的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各系統的發電

容量約為5至10兆瓦。此外，水務署已着手研

究在船灣淡水湖裝設發電容量超過100兆瓦

的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估計項目每年可生

產超過1億度電，滿足香港約0.2%的電力需

求。政府亦正探討在適當河道安裝浮式或其

他合適類型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可行性。

4.3.14 我們亦會善用堆填區發展可再生能源。除了

利用堆填區氣體作發電用途外，我們亦積

極研究在已復修堆填區安裝太陽能發電系

統，例如環保署會在將軍澳的新界東南堆填

區展開太陽能發電試驗計劃。

4.3.15 自2011年5月起，房屋委員會在技術可行及

天台環境許可的情況下，已為新建公共租住

屋邨的住宅大廈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以

提供至少1.5%的公用電量為目標。除了新

建的住宅大廈，政府亦會研究在技術可行的

情況下，在現有公共租住屋邨的住宅大廈天

台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

房屋委員會在水泉澳邨安裝的太陽能發電系統

4.3.16 為了協助私營界別發展和應用可再生能源，

政府會研究便利私營界別在其土地和物業上

裝設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配合上網電價，

帶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例如研究便利私營

界別在室外停車場裝設太陽能發電系統。

位於石壁水塘的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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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政府亦會與電力公司研究加強在零碳能源

方面的區域合作，與周邊地區探索更多零

碳能源供應，包括尋求共同投資和共同開

發等機會，參與和營運鄰近香港的零碳能

源項目，並積極留意可再生能源發電技術的

發展。

4.3.18 如要達至2035年前把碳排放總量從2005

年的水平減少50％的目標，我們仍需要更多

方案提高零碳能源在發電燃料組合中所佔

的比例至約60%至70%。

推展廚餘與污泥共消化
深化轉廢為能

渠務署與環保署合作在大埔污水處理廠推

行的「廚餘、污泥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

於2 019年5 月開始接收廚餘，將廚餘與污

泥進行共厭氧消化。此項計劃除了可以增

加生物氣體產量及減低沼渣量、減少污水

處理廠的碳排放外，亦同時提升香港的廚

餘處理能力，轉廢為能。試驗計劃每日可處

理 50公噸廚餘，預計每年可產生相等於約

95萬度電的能源。

大埔污水處理廠的廚餘與污泥共消化設施

第二個「廚餘丶污泥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

於沙田污水處理廠進行，以測試同時處理

工商及家居廚餘，廚餘處理量預計為每日

50公噸，相關工程預計於2 022年底完成。

開發創新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應用
善用現有資源 

柔韌薄膜太陽能光伏板具易彎曲的特性，

適合用於弧形及不同形狀的表面，有助更

廣泛應用太陽能光伏系統。渠務署已於

2019年開始分階段，在昂船洲污水處理廠

佔地大約 3萬平方米的弧型沉澱池蓋上安

裝高發電效率的「銅銦鎵硒 (CIGS)」薄膜

太陽能光伏系統，為廠房提供電力供應。

相關工程項目計劃於2 024-25年整體完

工，屆時成為香港規模最大的同類型裝

置，總發電裝機容量逾 1兆瓦。

昂船洲污水處理廠的薄膜太陽能光伏系統

此外，渠務署於大埔及沙田污水處理廠所

產生的排放水，經由「吐露港經處理排放

水輸送計劃」的輸水隧道，匯聚雨水不間

斷地經啟德河流至維多利亞港，其平均水

量大於每秒4 立方米。渠務署正研究方案

善用水流，安裝水力渦輪發電機組，產生電

力供黃大仙區內合適政府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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