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B(1)571/12‐13(02)
致：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 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 

本人就立法會對兩電的《 管制計劃協議》中期檢討有下列意見，敬希垂注。 

電力《管制計劃協議》，以合理價格提供安全、可靠及環保的電力 

優質可靠而價格合理的電力服務，是維持香港競爭力的基石，也是很多海外企業考慮選擇香港

作爲業務發展基地的重要元素。而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營運效率，也取決於優質的電力供應及服

務，穩定的電壓，和合理的電價。在這些方面，香港政府憑著《管制計劃協議》監管兩電，過

去 20 多年來成效顯著，使香港的電力供應的可靠性達到 99.999%，位居世界前列，而電價的升

幅比消費物價指數及其他公共服務，例如交通、石油氣等升幅為低。現時中電住宅客戶的電價

為每度電 1.03 港元，而新加坡則為每度電 1.8 港元，悉尼為每度電 2.8 港元，這說明香港的電

價比世界各大城市都低很多的事實，我們不可不知的是上述這些城市的電力市場大都是開放的，

電力市場開放了，但為什麼它們的電價還是會大幅高過香港? 說到底實在是香港政府以往努力

規管電力公司得出的好成績。我建議電力《管制計劃協議》模式應該繼續，但應該多聽市民、

工商各業持份者的意見加以檢討，繼續使兩電以合理價格提供安全、可靠及環保的電力。 

 

大幅增加使用天然氣勢必促使電價大幅上升 

特區政府早前就對應氣候變化問題，發表諮詢文件，建議透過一系列措施，於 2020 年將香港

的碳排放強度，以 2005 年為基礎減少 50 至 60%。其中一項重點措施是改變香港的發電燃料組

合的比例，大幅減少燃煤發電，將天然氣及核電的比例分別增加至 40% 及 50%。我認為大幅使

用天然氣勢必促使電價大幅上升，在考慮任何有關的改變均須周詳考慮有關改變對工商各業營

運成本可能帶來的影響，二者必需平衡利害，不然的話，結果可能是贏了環保，輸了經濟(工商

各業) ，受害的還不是香港市民大衆。 

工商業的用電價目改為累進收費模式並不可取 

香港現時採納的電價設計，主要反映了電力公司為各類客戶組別提供服務的實質供電成本，避

免主要客戶群之間出現互相補貼的情況。有關的電價設計普遍獲得商界接納。但社會上有建議

把工商業客戶的用電價目改為累進收費模式，藉此鼓勵這些客戶節省能源。把累進收費模式向

不同規模和業務性質的企業一刀切地推行並不可取，也不一定會達到理想的節能效果。反之使

工商各業營運成本增加，窒礙擴張，競爭力下降，為香港帶來了負面影響， 並不可取，特區政

府宜多資詢工商各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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