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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539/12-13(03) 

致：「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 

由：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 

日期：2013 年 2 月 5 日 

 

兩電《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意見書 

 

在準備與兩電中期檢討《管制計劃協議》之際，環境局長黃錦星及副局長陸恭蕙

頻頻發佈意含偏頗之言論——據新聞報導，黃局長在去年 10 月 22 日立法會環境

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將經濟範疇列入考量」之下，縱然經過福島事件，市民也

要「更客觀地看待核能使用」（樹仁《說‧在線》新聞網）；陸副局長則在 11 月

26 日在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上，「指市民應『睇闊啲』。她指煤電增加空氣污

染，天然氣價錢昂貴，市民應多了解核電，而非一味恐懼。」（蘋果日報報導） 

 

我們懇請各位議員正視政府官員對於兩大電力公司之一（中電）的核電投資護短

護航，對民眾之據理質詢，卻一律詆為「無知」以迴避答覆，更語帶蔑視，取態

傲慢。 

 

為了讓各位作為公眾代表的議員們更科學和切實地了解核能，茲將 2012 年 11 月

13 日我們提交給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文

件再重新遞交一次，並列出重點如下： 

 

社會代價 

 

核電並不便宜，表面上市民交出有限的電費，事實上卻要付出無限的代價。平常

漏出排出的電離輻射造成的健康影響——包括癌症、過敏症、糖尿病、心血管病

及此等病症趨年輕化，外國的眾多流行病學研究（epidemiological studies）經已證

實；及至發生意外時令整個地區陷入癱瘓，經濟蕭條，社會解體，後代病殘及體

力智力衰退，都無保險計劃願意承擔其萬一。這些都是鐵般事實，而要免於付出

如此沉重代價，香港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停用本來就不需要用的核電，做好節

能，向中國政府理直氣壯要求關閉令本區人民時刻蒙上「生命財產歸零」陰影的

鄰近核電廠，並予以除役。 

 

機會成本 

 

香港政府如果繼續沉緬在核能技術中，投入隱蔽的天文數字到這種已經過時的能

源中去——包括給這方面的研究經費及課程開辦經費予大學，及作出種種為核電

塗脂抹粉的宣傳和洗腦教育，不但事實上在津貼電力公司，更致命的是浪費了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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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的時間與資源，阻延了及時發展更有效益的能源、節能系統、永續綠色生活、

從源頭上減低能源需求等舉世都已引為急務的項目，令香港社會付出鉅大的「機

會成本」，落後於奧地利、比利時、丹麥、德國、意大利、荷蘭、紐西蘭、瑞典

等國家所早已步出的新形勢。 

 

基於此，我們要求政府與兩電中期檢討「利潤管制協議」時，加入「立即完全停

用核電」為要電力公司必要滿足的條件。 

 

 

 

 

附件：由多個團體及個人於 2012 年 11 月 13 日提交給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主席的文件。 

 

要求列席兩會「香港電力結構」討論，並解釋對香港使用核能的論點及知識 

 

我們是「反核之眾」(聯盟)的 33 個團體、「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及個別團體及人

士，就明年「檢討兩電利潤管制協議」有以下觀點與要求；悉立法會環境事務委

員會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本年十二月進行有關香港電力結構討論，故特此

要求容讓我們的代表到場清楚向議員解釋有關論點及知識，並解拆電力公司長期

在社會上鼓動的謊言，以正公共決策者與公眾的視聽。 

 

香港的電力結構的一大污點，是結構中存在了核能使用。不要說擴大核能比例，

即使維持目前 23%的核能使用，都是完全不合理的。以下是我們的分析： 

 

核能的生產流程涉及十四個程序，步步都使用火力發電，故消耗能源及碳排放並

不如某些「專家」所估計的，是「零」或是非常地少。(註 1)尤其是在生產全程中產

生的核廢料(單是一個 100 萬千瓦的反應爐已每年產生 30 噸高階廢料，如大亞灣-

嶺澳共六個反應爐，每年便產生 180 噸這樣的廢料；還有其他中、低階廢料，這

還沒有計算其他生產程序下，如礦場中製造驚人數量的礦渣，及日後廠房退役所

有待處理的大量廢物等等等等)，這些核廢料都是輻射性的；而這裏牽涉著二百多

種核輻射同位素，其中不少的半衰期是以萬年以至數十萬年計，事實上就是永存

的輻射物，需要根本無法估計的大量能源去企圖「永遠封鎖」它們、「永遠看守」

它們，和隨時應付突變。用這樣耗費地球資源的方法去產生的核能，其環境代價

及生產流程中出現意外時引致的驚人損失，都是由人民來承擔，利潤卻歸電力集

團，你們說世上有沒有比這更不公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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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電力公司與世界任何電力財團一樣，它投資核電引生的環境、人命、公眾

健康損失、後代基因變異、發生意外時大片土地(不是官方撤離區方圓 20 公里那麼

簡單)永遠價值歸零……(註 2)這一切一切，是有法律保證了它屆時只需稍作賠償——

大亞灣核電廠「按現行中國法規，核電站營運者對單一宗核事故承擔的法律責任

最高達人民幣 3 億元。如營運者須支付的賠償超過這個限額，中國政府會提供財

政補償，上限為人民幣 8 億元。」(見《大亞灣應變計劃》第十二章〈法律權力及

賠償〉)分攤下來，每個身家性命財產遭沉重打擊的公民，不見得能獲償一碗鹹蛋

粥的數額。赤裸的事實是，鑒於生產核電危險，根本沒有保險公司願意接受核電

公司的投保，即是說，出了事如要作出足夠的賠償，如將全體受害者永久撤離重

新安置等「補底」賠償，便全由政府來擔當；但由於這樣等於是政府破產，故本

質上政府就有極大誘因去聯同電力公司隱瞞核災情的嚴重性，或採用臨時更改「可

接受輻射水平」的技倆去逃避賠償(這些手段在福島都用上了)。總之一句，真正要

承受不能承受的龐大苦果的，就是人民。 

 

「中電」投資大亞灣核電廠(及香港西面 250 公里、位處地震區陽江的核電廠)，完

全與香港的用電需要無關——香港目前「用電量」中備用電達 40%或以上，備用

比例為世界罕有地高，可見是欺騙性的「製造需要」，故停止輸入那 23%的核電，

對供電一點影響都沒有。人民再用心節能，更可完全應付《京都議定書》減碳承

諾的需要。足證「中電」投資核電及強迫港人使用，是個徹頭徹尾的反人民的官

商勾結。立法會議員不代表人民向核能說「不」，又如何可代表人民？ 

 

基於此，我們值「兩電利潤管制協議」中期檢討這段期間，提出以下的具體要求： 

 

香港完全停用核電。這樣一來，香港人顯示自己有足夠的對土

地與生命永續的責任承擔，便可進而義無反顧地對中國在東亞

沿海搞核能大躍進提出質疑。(註 3) 
 

反之，如果香港並不即時停用核電(例如還維持著 23%用核的現狀)，那麼，以風險

始終存在於我們咫尺之遙而論，其實香港用 23%，或稍為少些，或更多一些，都

毫無分別。但是，若從最起碼的公義要求來看，其實只要一朝不全面停用核電，

那麼我們就應該按使用核電比例，去輸入(及安排在本地妥善處理——怎樣去做其

實全世界都不知道)產生這個比例核能的核廢料！(註 4) 這是作為香港人起碼的對他

人要負的責任。當然，縱使按足比例接收核電廠的核廢料，也是無助於處理在核

電廠發電的前期與後期的生產工序中製造出來的核廢料的，所以香港要同時成立

賠償基金，賠償備受核能輻射物傷害的鈾礦工、鈾礦場附近的居民(通常都是邊緣

群體)、各生產階段中備受這些輻射物傷害的工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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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應立即終止將核廢料大禍害留給他人的惡行：如果不願做不負責任的用

者，又不欲與核廢料日夜相伴，更要停止讓官商勾結把我們置諸荒謬而永久沉淪

之孽境，在核能問題上，立即而永久停止使用，就是我們重建生命與尊嚴的唯一

出路。 

 

本意見書涉及的知識、外國經驗、數據等等，我們的代表隨時願意與環境事務委

員會及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各位議員一同深入研究，請安排我們的代表至少一

次被諮詢的機會。 

 

(註 1) Kristin Shrader-Frechette. What Will Work: Fight Climate Change with 

Renewable Energy, Not Nuclear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註 2) Alexey V. Yablokov, Vassily B. Nesterenko and Alexey V. Nesterenko. 

Chernobyl: Consequences of the Catastrophe for People and the Environment. Annal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 vol.1181, 2009. 

 

(註 3) 本年十月下旬，中國國務院會議決定 3 年內擱置本擬在內陸興建核電廠的全部計

劃，這等於是國務院承認了核電廠的危險性不是一向宣傳中的那麼低，在內陸出事輻射便

向四方八面抵達民居及城鄉。但是，沿海而建並不表示輻射往海洋方向吹去自此消失，在

北半球萬年存在姑且不說，香港一年就有大部份時間處於大亞灣核電廠及其旁邊的四個嶺

澳核反應爐的下風區，又怎樣逃避永成廢墟的威脅？ 

 

(註 4) 不少朋友認為這些核廢料應存放於政府總部及「中電」嘉道理家族的住所及物業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