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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公 眾 諮 詢 結 果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公 眾 諮 詢 結 果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公 眾 諮 詢 結 果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公 眾 諮 詢 結 果     

 

 

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匯 報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檢 討 的 公 眾 諮 詢 主

要 結 果 。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2 .   現 行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在 一 九 八 七 年 依 據 空 氣 污 染 管 制

條 例 ( 第 311 章 ) 頒 布 ， 訂 明 一 般 空 氣 中 七 種 主 要 空 氣 污 染

物 1 的 濃 度 上 限 。 在 二 零 零 六 年 ， 世 界 衞 生 組 織 ( 世 衞 ) 根 據

空 氣 污 染 對 健 康 影 響 的 新 科 研 結 果 ，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 我 們 委 託 顧 問 進 行 研 究 ， 參 考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及 其 他 先 進 國 家 的 做 法 ， 檢 討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檢

討 )。 檢 討 建 議 一 套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和 多 項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以 達 致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九 年 七

月 就 建 議 展 開 為 期 四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  

 

3.   諮 詢 期 間 ， 我 們 藉 著 廣 發 諮 詢 文 件 和 問 卷 ， 鼓 勵 市

民 表 達 意 見 。 我 們 亦 舉 辦 公 眾 論 壇 ， 並 與 主 要 持 份 者 舉 行

合 共 69 次 會 議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AAAA )－ 包 括 這 個 委 員 會 、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 環 諮 會 )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區 議 會 、 鄉 議 局 、 專 業

團 體 、 商 會 、 行 業 組 織 、 環 保 團 體 及 其 他 相 關 團 體 。 此

外 ， 我 們 透 過 民 政 事 務 局 管 理 的 公 共 事 務 論 壇 收 集 民 意 。  

 

 

                                                        
1
  七 種 主 要 空 氣 污 染 物 計 有 二 氧 化 硫 、 二 氧 化 氮 、 總 懸 浮 顆 粒 、 可 吸 入 懸 浮

粒 子 (PM10)、 一 氧 化 碳 、 臭 氧 及 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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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諮 詢 主 要 結 果公 眾 諮 詢 主 要 結 果公 眾 諮 詢 主 要 結 果公 眾 諮 詢 主 要 結 果     

 

整 體 回 應  

 

4.   我 們 在 為 期 四 個 月 的 公 眾 諮 詢 期 間 廣 泛 收 集 社 會 各

界 意 見 。 以 下 是 整 體 上 書 面 提 交 及 持 份 者 與 我 們 開 會 時 表

達 的 意 見 的 撮 述 ︰  

 

(a )  社 會 殷 切 期 望 政 府 採 取 有 效 行 動 ， 包 括 與 內 地 進 一

步 合 作 ， 改 善 本 港 空 氣 質 素 。 整 體 而 言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 贊 成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它 包 含 了 世 衞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和 中 期 目 標 ) ； 及 建 議 的 一 籃 子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部 分 回 應 者 認 為 政 府 應 採 納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  

 

(b )  不 少 回 應 者 表 示 願 意 承 擔 推 行 建 議 措 施 的 部 分 費

用 。 一 些 回 應 者 亦 要 求 政 府 承 擔 部 分 費 用 ， 以 減 輕

它 們 ， 特 別 是 對 低 收 入 家 庭 ， 的 影 響 ； 以 及  

 

(c )  至 於何時 推 行 建 議 措 施 ， 以 達 致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市 民希望 有清晰的 時 間 表 。 市 民 亦 要 求需要

有策略性的規劃、 有 效 的優先 次序安排， 及 在高層

領導和監督落實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下 ， 達 致

各決策局 和 部門互相協調。  

 

問 卷  

 

5 .   我 們 合 共 收到 2 ,175 份 書 面 意 見 ，當中 有 1 , 716 份 是

填妥的 問 卷 ， 其 中 有 1 ,182 份 是 以 健 康 空 氣 行 動 及綠色和

平另行擬備的 標準格式提 交 。  

 

6.   回 應顯示 ， 社 會普遍贊 成 更 新 現 有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以加強保障公 眾 健 康 。 市 民普遍願 意 為清潔空 氣 分 擔

落實措 施 的 費 用 。 市 民 大力支持盡快推 展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問 卷調查結 果 分 項 結 果載於 附附附附 件件件件 BBBB。 以 健 康 空 氣 行 動 及

綠色和平標準表格所提 交 的 意 見 ，均贊 成 採 納 一 套 更嚴格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然而 ， 其 他 個人表 達 的 意 見 大 多同意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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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眾 論 壇  

 

7 .   在 二 零 零 九 年十月十日的 公 眾 論 壇 上 ， 不 少 參加者

關注本 港 空 氣 污 染 問題， 並促請當局 訂定清晰的 時 間 表 ，

推 展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對 於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應 以 保障

健 康 為 主 要 考慮因素 ， 參加者 並無異議 ；但對 於 應否以 分

階段方法 達 致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 參加者 的 意

見 分歧。 論 壇 收 集到的 意 見摘要載於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CCCC。  

 

區 議 會 和 鄉 議 局  

 

8 .   全港 18 個 區 議 會 及 鄉 議 局 大 致 上 贊 成 更 新 現 有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區 議 會 和 鄉 議 局 就 此 議題發 言 的 成 員 ， 大 多

認 為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和 採 用 分階段的方法來逐步 達

致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 合 理 可 取 。 整 體 而 言 ，

他 們普遍贊 成 推 行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以 達 致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有 成 員 關注措 施 會 影 響 成 本 ， 例如電

費 、巴士票價， 以 及營商 成 本 會增加。 區 議 會 和 鄉 議 局 部

分 成 員 認 為 ， 政 府 在決定未來路向 時 ， 應充分 考慮措 施 對

受影 響 商戶的衝擊、 市 民 和 持 份 者 的接受程度 ， 以 及所需

費 用 。 至 於 建 議 的 交通管 理 措 施 ， 有 區 內 現正實施 行人專

用 區計劃的 部 分 區 議 員 關注計劃影 響 區 內 商戶營業 ， 對 區

內居 民造 成 噪音 滋 擾， 以 及 計 劃所 衍生 的 治安 問 題。 此

外 ， 區 議 員 對 於 重 組巴 士路 線 的 建 議 意 見 紛紜 。 一 般 而

言 ， 區 內 有 主 要 交通走廊的 市 區 ， 相 關 區 議 會較贊 成重組

巴士路線， 其 他 區 議 會則關注措 施 對 區 內居民構成 不便。

部 分 區 議 員 提 議 提供更 多票價優惠， 以 及 改 善巴士轉乘處

的設備， 以爭取受影 響 的居民支持重組巴士路線。  

 

諮 詢 組 織  

 

9.   此 外 ， 我 們 諮 詢 多 個 諮 詢 組 織 ， 包 括 環 諮 會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 交通諮 詢 委 員 會 、能源諮 詢 委 員 會 和 本 地

船隻諮 詢 委 員 會 。 各 諮 詢 組 織 的 成 員普遍贊 成 建 議 。 部 分

成 員 要 求 訂定清晰的實施 時 間安排， 並 相信政 府 部門同心

協力， 對 推 展跨政策範疇的 措 施 至 為重要 。 他 們預期需要

審慎訂定實施細則，因為 部 分 措 施涉及電力供應 業 界 和運

輸業 界 ， 會 對 社 會 有重大 影 響 。 他 們 亦 要 求當局 與 廣東當

局加強合 作 ， 改 善 區域空 氣 質 素 。 一 些 成 員 認 為 ， 政 府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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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空 氣 污 染方面需要 更積極進 取 ， 發揮領導作 用 ， 並 承

擔所需費 用 ，協助推 行 措 施 。  

 

對 特定問題的 意 見  

 

10 .   我 們 在 諮 詢 文 件重點提出九 條 特定問題， 收 集 市 民

意 見 ， 以 期 為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和 推 行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訂 定 最佳 未 來路 向 。 下 文 撮 述 這 些 問題 的 主 要 回

應 。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的 需 要  

 

11 .   社 會 有 明 確 共 識 ， 認 為 應 更 新 現 行 的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部 分 回 應 者 亦 指出空 氣 污 染 會削弱香港 作 為金融中心

的競爭力， 以 及 對遊客和 專 業人才的吸引力。  

 

保 障 公 眾 健 康  

 

12 .   社 會 有 明確共識， 認 為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應 以 保障

公 眾 健 康 為 主 要 考慮因素 。 一 些醫療專 業人員強調，兒童

健 康易因空 氣 污 染 而受損。 商貿界 部 分 業 內人士同意需要

保障公 眾 健 康 ，但認 為 在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及 推 行必要 的

排放管 制 措 施 時 ， 要注意 是否切實可 行 ， 以 及 持 份 者 和 社

會 大 眾 的負擔能力。  

 

以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為 基 準 並 分 階 段 達 致 最 終 目 標  

 

13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 認同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應 以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及 中 期 目 標 為基準， 並 贊同政 府逐步 收緊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最後能採 納 世 衞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 部 分 回 應 者 (特 別

是 環 保 團 體 和學者 ) 持 不同意 見 ，促請政 府立即以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作 為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加強改 善 空 氣

質 素 的 動力。另有 意 見 指香港 的 環 境 質 素 不 應落後於競爭

對手， 例如新加坡及 內 地城市 。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14 .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除了粒子 的 指 標之外 ， 大都

與歐洲聯盟的 指 標 相若，所以 大 多 數 回 應 者滿意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但部 分 回 應 者 認 為 ， 就 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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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標 而 言 ， 本 港 應該可 以 採 納高一級的 中 期 指 標 。 部 分 回

應 者 亦 提出應 進 一 步 收緊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 及微細懸

浮微粒 (PM2.5 )  的 24 小時 指 標 。 一如上 文所述 ， 亦 有 意 見

促請政 府 以 世 衞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作 為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定 期 檢 討 機 制  

 

15 .   回 應 者普遍贊 成需要設立定期 檢 討機制 ，但對 檢 討

次 數 意 見紛紜。 大 多 數 回 應 者支持 最 少 以五年 為 一 個 檢 討

周期 ，但部 分 回 應 者 認 為 檢 討 應 更頻密。 部 分 回 應 者除就

檢 討 次 數 提出意 見 外 ， 亦 提 議把檢 討列為 法定要 求 ， 並由

空 氣 及 公 共 衞 生 專 家 組 成 的獨立機構進 行 。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16 .   回 應 者 普 遍 贊 成 政 府 推 行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鑑於 建 議 措 施尚在構思階段， 主 要 持 份 者強調在 制 訂

措 施 的實施細則後，當局需要 進 一 步 進 行 諮 詢 。 部 分 回 應

者 提 議 其 他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包 括增加高污 染車輛的牌

照費 ， 鼓 勵車主早日換車， 並把環 保 成 效列為批出專營權

予巴士公司的 其 中 一 個準則。  

 

17 .   此 外 ， 部 分 回 應 者強調需要 有策略性的規劃、 有 效

的優先 次序安排， 及 在高層領導下督導落實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 達 致 各決策局互相協調。另有 意 見 指 政 府 應

按部 就班， 以“賞罰兼施”的方式，令污 染 者 改變行 為 。

有 關 建 議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措 施 的 意 見 撮 要 見 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DDDD。  

 

推 行 建 議 措 施 的 步 伐  

 

18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希望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盡早推

行 。 部 分 回 應 者 認 為 應即時 推 行技術經已成熟及較少爭議

的 措 施 ， 例如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推 廣植

樹／綠化屋頂， 以 及 家 用電器能源效益標準。 部 分 回 應 者

要 求 就 推 行 措 施 及 最 終 達 至 建 議 的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訂定時

間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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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清 潔 空 氣 付 出 代 價  

 

19 .   大 多 數 回 應 者 表 示 願 意 為落實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 承 擔 費 用 。 不 少 回 應 者 認 為 ，落實建 議 的 改 善 措 施 的

費 用 ， 應由各方 ( 包 括 污 染 者 、消費 者 和 政 府 ) 共同承 擔 。

相 關 行 業 ， 特 別 是運輸、航空 及航海業 界 ，希望 政 府資助

以加快更換舊器材。  

 

其 他 意 見  

 

20 .   鑑於 多 項 建 議 改 善 措 施涉及 不同範疇和 界 別 ， 部 分

回 應 者 認 為 ， 要早日推 行 措 施 ， 政 界 (包 括 政 府 、立法 會 議

員 、 各 大 政黨及 地 區領袖 )的勇於 承 擔 ， 發揮領導作 用 並加

強協調， 至 為重要 。另有 意 見 認 為 政 府 應 以身作則， 為 改

善 空 氣 質 素 承 擔 更 大責任，增加透 明 度 ， 以 及 各決策局高

層的互相協調。  

 

21.   部 分 回 應 者 指出， 要 改 善 區 內 及 本 港 空 氣 質 素 ，必

須與 廣東省政 府 更緊密合 作 。  

 

 

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未 來 路 向     

 

22 .   檢 討 建 議 的 空 氣 質 素 改 善 措 施涵蓋範圍甚廣 ，涉及

發電廠、汽車、船隻、 交通及運輸管 理 ， 以 及 提高能源效

益。當中 不 少 措 施既複雜又富爭議性。 我 們 會 與 政 府 相 關

決策局 和 部門共同研 究 最佳可 行方法 ， 推 展 措 施 及 更 新 空

氣 質 素 指 標 。 我 們稍後會 向 委 員 匯 報 推 展工作 的安排。  

 

 

 

 

 

 

環 境 局 ／／／／ 環 境 保護署  

二 零 一 零 年 六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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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A A A A    

    

諮詢期內舉辦諮詢期內舉辦諮詢期內舉辦諮詢期內舉辦////出席的簡介會出席的簡介會出席的簡介會出席的簡介會    

中央政策組中央政策組中央政策組中央政策組     

關注小組會議    2009 年 9 月 4日 

關注小組會議    2009 年 10月 21日 

    共共共共 2  2  2  2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民間團體民間團體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2009 年 11 月 29日 

 共共共共 1  1  1  1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區議會        

區議會會議 (各區區議會會議 1 次， 

區議會主席會議 1 次) 

2009 年 9 月 1日 

至 11 月 24日 

 共共共共 19191919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環保團體環保團體     

環保團體聯繫會議 2009 年 10月 22日 

健康空氣行動 2009 年 10月 29日 

清新空氣行動的公眾諮詢會 2009 年 11 月 29日 

    共共共共 3  3  3  3 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次會議    

        

工商組織工商組織工商組織工商組織        

香港英商會 2009 年 9 月 14日 

美國商會 2009 年 9 月 17 日 

香港總商會 2009 年 9 月 25 日 

商界環保協會 2009 年 9 月 28 日 

香港中華總商會 2009 年 10月 5 日 

 共共共共 5  5  5  5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7月 29日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2009 年 10月 6日 

 共共共共 2  2  2  2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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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政黨政黨政黨        

自由黨 2009 年 9 月 8 日 

公民黨 2009 年 10月 9日 

民主建港聯盟 2009 年 10月 12日 

民主黨 2009 年 11 月 9日 

 共共共共 4  4  4  4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電力公司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3日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4日 

 共共共共 2  2  2  2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專業團體專業團體專業團體專業團體     

專業團體 – 工程及規劃界 2009 年 8月 26日 

專業團體 – 醫學界 2009 年 8月 28 日 

香港工程師學會 2009 年 9 月 11日 

香港工程師學會 – 環境分部  2009 年 9 月 16日 

香港運輸物流學會 – 運輸政策委員會 2009 年 10月 6日 

香港女工商及專業人員聯會 2009 年 10月 15 日 

香港環境影響評估學會 2009 年 10月 29日 

香港兒科醫學會 2009 年 11 月 2日 

香港醫學會  2009 年 11 月 5 日 

 共共共共 9  9  9  9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法定及諮詢組織法定及諮詢組織法定及諮詢組織法定及諮詢組織     

新界鄉議局 2009 年 9 月 15 日 

能源諮詢委員會 2009 年 9 月 22日 

交通諮詢委員會 2009 年 10月 28 日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2009 年 10月 30 日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2009 年 10月 30 日 

環境諮詢委員會 2009 年 11 月 9日 

城市規劃委員會 2009 年 11 月 13日 

 共共共共 7  7  7  7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智庫智庫智庫智庫     

思匯 2009 年 9 月 25 日 

 共共共共 1  1  1  1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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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業界運輸業界運輸業界運輸業界        

渡輪公司 2009 年 9 月 8 日 

香港機場管理局 2009 年 9 月 30 日 

專營巴士業界 2009 年 10月 2日 

非專營巴士業界 2009 年 10月 2日 

公共小型巴士業界 2009 年 10月 6日 

 2009 年 10月 27 日 

香港航空服務營運商協會 2009 年 10月 27 日 

貨櫃碼頭 2009 年 11 月 2日 

的士業界 2009 年 11 月 2日 

2009 年 11 月 17 日 

貨車司機聯會 2009 年 11 月 6日 

貨車運輸業聯會 2009 年 11 月 10 日 

車輛維修業界 2009 年 11 月 12日 

汽車供應商會 2009 年 11 月 18 日    

 共共共共 14  14  14  14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 69 69 69 69 次次次次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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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BBBB    

 

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問卷調查結果    

 

 我們收到 1,716 份交回的填妥問卷，其中 1,182 份採用健康空氣

行動(395份)和綠色和平(787份)擬備的標準格式。其餘是個人交回的諮

詢文件問卷。交回問卷所載的回應摘要如下(當中第 I組是健康空氣行

動和綠色和平統籌的回應分項數字；第 II組是個人回應分項數字)︰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意見難以

界定 

組別    I II I II I II 

需要更新空氣質素指

標    
85% 93% 7% 4% 8% 3% 

以保障公眾健康為主

要考慮因素 
98% 92% 0% 5% 2% 3% 

願意為清新空氣付代

價 92% 67% 8% 26% 0% 7% 

 

 

 

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意見難以

界定 

組別    I II I II I II 

參照世衛空氣質素指

引訂立新的空氣質素

指標及分階段達致世

衛空氣質素指引 

38% 68% 62%[1] 22% 
[2] 0% 10% 

 

 

 

                                                        
[1]

  所有回應明確建議採用更嚴格的 空 氣 質 素指標或全面採用 世 衛 空 氣 質 素 指 引

的 最 終 目 標 。  

[2] 其中16％明確建議採用更嚴格的空氣質素指標或全面採用世衛空氣質素指引的最終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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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不同意 

無意見／意見難以

界定 

組別 I II I II I II 

建議的空氣質素指標

可以接受 
<1% 67% 95% 

[1] 24% 
[3] 5% 9% 

 

    

同意 

不同意／ 

建議增加 

檢討次數 

不同意／建議

減少 

檢討次數 

無意見／意

見難以界定 

組別    I II I II I II I II 

定期檢討空氣質素指

標，最少每五年一次 
40%[4] 66% 60%[5] 24% 0% 5% 0% 5% 

    

    

立即/現時 <=1 年 2 至 3 年 

組別    I II I II I II 

實施建議

管制措施

的時限 

35% 22% 21% 13% 44% 15% 

    

>3 年 盡快 
無意見／意見 

難以界定 

I II I II I II 

0% 4% ~0% 32% <1% 14% 

                                                        
[3] 其中16％明確建議採用更嚴格的空氣質素指標或全面採用世衛空氣質素指引的最終目

標。 
[4]

  71 項回應(佔第 I 組收回問卷總數 6%)亦建議每五年由獨立機構檢討一次。 

[5] 
 624 項回應(佔第 I 組收回問卷總數 52.8%)亦建議每三年由獨立機構檢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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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公眾諮詢會的意見摘要公眾諮詢會的意見摘要公眾諮詢會的意見摘要公眾諮詢會的意見摘要 

 

在 2009 年 10 月 10 日舉行的公眾諮詢會上，大部分參與者均對

香港的空氣污染情況表示關注，並促請政府當局制訂清晰的時間表去推

行建議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與會者均同意在更新空氣質素指標時，須

以保障公眾健康為首要考慮因素，但對於是否以分期策略達致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的最終目標，會上則意見不一。部分參與者建議就二氧化硫和

可吸入懸浮粒子的 24 小時指標採用更為嚴格的標準。另有參與者則提

出改善路邊和一般空氣質素的建議。現把諮詢會參與者的意見概述如

下： 

 

制訂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基本的考慮因素制訂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基本的考慮因素制訂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基本的考慮因素制訂新空氣質素指標的基本的考慮因素 

 

� 政府應以更佳保障公眾健康作為更新空氣質素指標的主要考慮因

素。在更新指標時，預計會出現的超標次數或成本上升不應成為考

慮因素之一。 

 

� 有意見認為香港目前的空氣污染水平令不少人早逝和入院人數增

加。新空氣質素指標可改善公眾健康，大幅減少入院人數。 

 

� 政府應提供更多資料，尤其是有關空氣污染如何影響健康，以提升

公眾對這議題的認識及關注。 

 

� 政府亦可把可持續發展作為更新空氣質素指標的考慮因素。 

 

� 政府應從宏觀角度進一步考慮新空氣質素指標對人類、植物及生態

環境的影響。 

 

參與者對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的看法參與者對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的看法參與者對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的看法參與者對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的看法 

 

� 對於構建新空氣質素指標的方法，參與者的看法不一。有些參與者

同意以分階段方法達致世衞空氣質素指引的最終目標，有些則建議

即時採納。 

 

� 部分參與者建議政府在更新空氣質素指標時，應單以公眾健康作為考慮因

素，而不應顧及是否有切實可行的空氣質素改善措施來達致新指標。 

 

� 有參與者質疑，政府在制訂建議的新空氣質素指標時，以能否達標

作為首要考慮因素。他們批評這樣做會分散公眾對空氣污染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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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的關注。 

 

� 政府必須讓公眾了解超出空氣質素指標對他們造成的不良影響，以

及他們可採取何種行動去減低影響。 

 

� 假如政府制訂嚴格的空氣質素指標，本地業界能會為本身的生存而

找出具創意的主意和方法來符合此等標準。這些主意和方法可轉化

為商機，有助推動本地的環保業發展。 

 

� 部分參與者認為政府應提出全面改善空氣質素的方案。香港應制訂

切合本地情況的空氣質素指引，而不是依照世衞的指引。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 政府應加快更新空氣質素指標，落實推行的時間表。 

 

路邊空氣污染路邊空氣污染路邊空氣污染路邊空氣污染 

 

� 有些參與者關注路邊污染水平，尤其是可吸入懸浮粒子的濃度，十

多年以來都持續超出相關的空氣質素指標。這反映在實行空氣質素

指標方面欠缺監察和檢討制度。政府應設置更多監測站，並檢討空

氣質素測試數據及管制措施。政府亦應考慮設立定期檢討機制。此

外，新增的空氣質素測試數據有助巿民更清楚明白管制措施的成

效。 

 

� 針對使用車輛及工業用燃油所帶來的污染，應提升它們的環保標

準。 

 

停車熄匙停車熄匙停車熄匙停車熄匙 

 

� 部分講者表示支持停車熄匙。這項措施可有效改善空氣質素，減少

排放及對附近人士造成的滋擾。  

 

鼓勵利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鼓勵利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鼓勵利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鼓勵利用單車作為交通工具 

 

� 參與者普遍贊成增設單車徑。單車除可作消閒康樂活動外，亦是

「零排放」的交通模式。 

 

� 單車可作為巿區和新界的交通工具，政府可參考東京及倫敦在使用

單車方面的經驗，以便單車與行人共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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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改善空氣質素、單車還可以提倡健康及優質的生活。 

 

低排放區低排放區低排放區低排放區 

 

� 部分參與者質疑為改善空氣質素而在旺角等繁忙地區設立低排放區

的成效，擔心反會令交通擠塞的問題惡化。有意見關注到可能為該

區巿民及商戶帶來不便。 

 

� 不過，部分參與者認為，由於這些地方人煙稠密，若然成功設立低

排放區，可有效改善該區的路邊空氣污染問題。 

 

減少二氧化硫排放減少二氧化硫排放減少二氧化硫排放減少二氧化硫排放 

 

� 為了減少二氧化硫的排放，部分參與者贊成建議電廠採用的天然氣

去發百分之五十的電，並要求所有遠洋輪船使用超低硫柴油作燃

料。  

 

� 對於管制二氧化硫的排放，部分參與者認為世衞的中期目標 1 的標

準過於寬鬆，並建議採用世衞的中期目標 2，以保障公眾健康。 

 

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 

 

� 有參與者關注到大型基建項目，包括鐵路和中九幹線等，在施工期

間會排放大量空氣污染物。政府必須要求項目倡議人進行環境影響

評估，然後才可施工。為保障巿民健康，在妥當完成環評研究前，

不得進行建築工程。 

 

控制碳排放控制碳排放控制碳排放控制碳排放 

 

� 政府應推行宣傳及教育計劃，以鼓勵巿民實踐低碳生活模式。 

 

� 此外，政府應鼓勵巿民更加注重節用能源，例如減少使用不必要的

冷氣及電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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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DDDD    

 

 

關於建議的第一階段空氣質素改善措施關於建議的第一階段空氣質素改善措施關於建議的第一階段空氣質素改善措施關於建議的第一階段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的的的的意見摘要意見摘要意見摘要意見摘要    

 

排放量上限及管制排放量上限及管制排放量上限及管制排放量上限及管制    

    

(a)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比例至 50%及增加減排措施 

 

1. 鑑於這項建議措施可大幅減排，回應者普遍贊成。部分回應者倡

議優先推行這項措施，藉此建立公眾對政府銳意改善空氣質素的決心。

有人提出要注意措施對電費的影響，並希望盡量減輕影響。另有人要求

政府提供資助，以便加快改善發電設施，並在財務上支援研究和應用可

再生能源。有回應者認為在訂定發電業的排放總量時，應考慮未來電力

增長需求和均衡的燃料混合比例，務求在合理的電力價格和低環境影響

的大前提下，提供安全﹑可靠及高效的電力供應。 

 

2. 電力公司整體上贊成這項建議措施，並要求充裕的籌備時間以作

配合。 

 

(b) 及早淘汰高齡／污染嚴重車輛 

 

3. 回應者十分贊成更換高齡和高污染車輛，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

我們亦知悉他們關注相關費用(例如巴士票價)影響會對低收入家庭打擊

最大。不少人建議政府提供資助或優惠，以舒緩措施對運輸業及市民所

負擔費用的影響。另有意見認為政府應鼓勵市民多用公共交通工具及減

少使用私家車。 

 

4. 部分回應者(包括一些專業團體)對政府資助車主提早換車的意見

表示保留。有人提議增加高污染車輛的牌照費，促使車主減少使用高污

染車輛。至於專營巴士，有人提議政府考慮把巴士的環保表現列為批出

巴士專營權的準則，鼓勵巴士公司轉用低污染巴士。 

 

5. 在運輸業界(包括專營巴士公司)提供的意見中，他們一致認為政

府應資助提早更換這些污染較高的車輛。有人認為一刀切地淘汰這些車

輛，會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其他意見如下： 

 

� 與其資助購買新車，不如“回購”高污染車輛； 

� 這項措施應推延至電單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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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新車前，政府應詳細研究新車在本港環境運作的性能。 

 

(c) 推廣使用混合動力車／電動車或其他環保車輛 

 

6. 一如提早更換歐盟 III期商業柴油車輛的建議，不少回應者(特別

是運輸業)認為政府應資助或提供經濟支援，以推廣環保車的使用，例

如電動車。另有意見認為，當局應投放更多資源研發燃料電池車；而政

府亦應帶頭購買環保車輛。 

 

(d) 要求本地船隻使用超低硫柴油 

 

7. 本地船隻和渡輪營辦商贊成此建議措施，但關注營運成本可能增

加，技術可行性及使用超低硫柴油可能會損害現有引擎及其性能。另

外，部分回應者建議把管制範圍擴至遠洋輪船。此外，有回應者提議： 

 

� 為本地船隻提供資助或推行其他措施，抵銷超低硫柴油高於

一般柴油的差價，協助船隻轉用超低硫柴油； 

� 允許船東應用其他科技減少船隻(特別是舊船)的排放； 

� 措施應只適用於新船；以及 

� 漁船及高速船應獲豁免。 

 

(e) 要求本地船隻採用脫硝裝置 

 

8. 部分回應者認為應資助本地船隻加裝脫硝裝置。本地船隻和渡輪

營辦商關注它對成本的影響、技術可行性、欠缺足夠空間加裝脫硝裝

置、以及船隻排放的廢氣溫度過低，令裝置難以有效運作。 

 

(f) 採用電氣化的空運地勤支援設備 

 

9.  除了相關業界的回應者外，其他回應者對這項措施沒有特別意

見。鑑於現時許多空運地勤支援設備(尤其是專門設備)仍未可能電氣

化，業界提議當局允許使用其他低排放設備作替代。他們亦指出，除非

政府提供實質的資助，否則措施並不可行。 

 

(g) 管制非道路使用的車輛／設備的廢氣排放 

 

10.  只有數名回應者對建議提出意見；他們主要是相關業界和專業

團體。一般而言，業界贊成使用已發展成熟的裝置，以減少非道路使用

的車輛／設備的廢氣排放，但認為當局應提供實質的資助。也有回應者

認為這項措施應立即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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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加強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11.  只有一位回應者就此措施提出意見，提議政府加強管制在臭氧

形成過程中反應活性較高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品種。 

 

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交通管理    

 

(i) 設立低排放區 

 

12.  不少人大致上贊成這項措施，但提議政府推行措施前詳細考慮

公眾及相關商戶所受到的影響。有意見認為，在低排放區內，當局應給

予執行特別或緊急任務的車輛、商戶和居民特別考慮。運輸業的回應者

質疑這項措施對改善空氣質素的成效，因為污染可能轉至低排放區以外

地區。他們希望當局訂定細則後再諮詢他們。 

 

(j) 禁止汽車進入區／行人專用區計劃 

 

13. 有區議員關注行人專用區計劃會對區內居民造成不便和滋擾，但

部分回應者(包括專業協會)表示贊成。一名回應者亦提議以全面統合的

方式為本港訂定世界級行人專用區計劃，並由一名政策局局長負責監督

改善行人環境。 

 

14. 運輸及汽車業的回應者則反對計劃，理由是這項措施只會令廢氣

轉移到別區排放，無助改善空氣質素，並且對公眾及受影響車輛造成不

便。部分專營巴士營運者倡議，日後的禁止汽車進入區／行人專用區計

劃，設計上應容許集體運輸設施優先使用。 

 

(k) 重整巴士路線 

 

15. 運輸業不少回應者贊成建議措施。整體上，專營巴士營運者贊成

建議，但指出建議最終能否落實，取決於區內受影響居民是否接受減少

巴士服務班次。他們亦關注在無充分理由支持下減少巴士班次，會損害

他們的盈利能力和競爭力。 

 

16. 為消除區內市民的阻力，有回應者提議提供車費優惠，推廣巴士

及公共交通轉乘計劃。有回應者憂慮騰出的路面可能為私家車佔用。亦

有回應者提議政府成立中央統籌單位，領導及監督落實巴士路線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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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發展及規劃基建發展及規劃基建發展及規劃基建發展及規劃    

 

(l) 擴大鐵路網 

 

17. 大多數回應者贊成建議措施，但一些客運行業憂慮過度擴張以鐵

路為主的運輸系統，會影響其業務及從業員的生計。 

 

(m) 連接主要公共交通樞紐的單車徑網絡 

 

18. 不少回應者認同單車可作為交通工具並且屬零排放，因而贊成把

新發展區的單車徑網絡連接公共交通樞紐。部分回應者更認為措施應擴

展至巿區。不少人要求當局要以全面的策略，確保單車網絡設計完善及

有管理妥當的單車停放處。另有意見認為，政府應指定一名政策局局長

監督相關計劃。 

 

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    

 

(n) 強制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 

 

19.  回應者十分認同這項建議措施。部分回應者希望政府能有更大

承擔，例如更換現有及新建政府設施所有低效益的照明裝置，限制商場

的照明和空調水平，以及對過多的戶外廣告牌加以管制。有回應者提議

由政府提供經濟及其他支援，提高住宅及商業樓宇的能源效益。 

 

(o) 家用電器能源效益標準 

 

20.  一如對上的措施，各界廣泛認同這項建議。亦有意見認為政府

應資助市民更換某些選定的家用電器，改用能源效益更高的型號。 

 

(p) 交通燈／街燈使用發光二極管或其他效益相等的產品 

 

21. 回應者贊成建議措施。部分回應者認為，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研

發使用發光二極管的設施或利用太陽能照明。有回應者提議在所有政府

合約訂明採取節能措施，例如使用發光二極管，以及把公共屋苑和政府

樓宇所有 T8光管或白熾燈泡更換為節能照明設備。 

 

(q) 推廣植樹／綠化屋頂 

 

22. 回應者贊成這項建議措施。部分回應者更提議日後發展項目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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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留充足空間種植樹木，以及考慮資助私人樓宇的業主綠化屋頂。 

 

(r) 為啟德發展區建設區域供冷系統 

 

23. 回應者贊成建議。部分回應者提議把區域供冷系統推廣至其他大

型發展項目，例如西九龍文化區、建議的新界東北發展區，甚至大型屋

苑及私人商業／住宅發展項目。 

 

其他空氣質素改善措施其他空氣質素改善措施其他空氣質素改善措施其他空氣質素改善措施    

 

24. 部分回應者提議下列改善空氣質素措施： 

 

� 禁止汽車引擎空轉。 

� 分階段更換私家車為石油氣車輛(或電動車、混合動力車)；擴

展石油氣車輛計劃至輕型貨車，以及推行商業車輛(包括非專營

巴士)使用壓縮天然氣或液化天然氣試驗計劃。 

� 推行電車現代化；推行使用無軌電能巴士試驗；測試混合動力

雙層巴士、以及電動的士、小巴和商業車輛。 

� 引入電子收費技術，以減低收費廣場的污染，並推動電子道路

收費加快發展。 

� 原則上贊成把歐盟前期及歐盟 I至 III期車輛更換為歐盟 V期車

輛的建議，但由於建議對相關行業的財務影響甚大，應首先重

點更換歐盟前期及歐盟 I期車輛。 

� 提早推行第二階段部分措施，包括： 

 — 要求遠洋輪船使用低硫柴油； 

— 多採用可再生能源； 

— 在交通擠塞地區對車輛實施電子道路收費。 

� 教育車主，令他們明白保養車輛的重要。 

� 提升汽車維修從業員的技能。 

� 加強對黑煙車的執法，並強調保養車輛的重要性。 

� 為遠洋輪船提供岸上電源。 

� 優化城市規劃，避免屏風樓，改善空氣流通。 

� 與學校及相關團體合辦更多宣傳教育運動，提高公眾環保意

識，鼓勵社區參與綠化及環保活動，促使個人改變生活方式。 

� 為珠三角地區的港資工廠推行清潔生產計劃。 

� 對付光污染。 

 

25. 此外，本港若干關注團體提議處理地區性的污染問題，例如港鐵

工程的沙塵污染、焚燒冥鏹產生的廢氣、煮食油煙及殯儀館排放的廢氣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