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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文件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八日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 

公眾諮詢報告 

 

目的 

 

就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公眾諮詢，本文件旨在告

知委員諮詢所得的意見、政府的回應，以及政府為推展策略及行動綱領

所採取的行動。 

 

背景 

 

2.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 2008 年委託顧問公司進行顧問研究，評估

氣候變化對香港的影響，及建議長遠策略和措施，以減低溫室氣體排放

和適應氣候變化所帶來的無可避免的影響。研究建議訂立碳強度下降目

標，在 2020 年把香港的碳強度由 2005 年的水平降低 50%至 60%。為達

致這個目標，研究亦建議採納一套行動綱領，當中包括各種行動，以減

緩溫室氣體排放及適應氣候變化。 

 

3.  政府就建議策略及行動綱領於 2010 年 9 月 10 日展開公眾諮詢。

公眾諮詢期在 2010 年 12 月 31 日結束。在我們整理收集到的意見期間，

日本東北發生地震和海嘯引發福島核事故。我們在檢討發電能源組合建

議後已於本年三月中就能源組合建議再作公眾諮詢。 

 

4.  現在是適當時機公布氣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公眾諮詢結果。 

 

 

CB(1)1292/13-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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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諮詢的主要結果 

 

公眾回應概覽 

 

5.  在諮詢期間，我們共接獲 1 226 份書面意見，其中 1 116 份來自

個人，110 份來自團體／機構。此外，兩個環保團體(即綠色和平和世界

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分別擬備了一封固定形式信件／電郵，以便市民支

持他們對無核能和改善能源效益的意見。在諮詢期間，我們分別接獲共

2 343 及 4 198 封由此兩機構擬備的固定形式信件／電郵。 

 

6.  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因應諮詢重點列出九條問題，就我們建議的策

略及行動綱領徵求市民的具體意見。對上述問題回應的分析撮述可見於

附件 A。 

 

7.  回應大體顯示香港社會關注氣候變化。幾乎所有回應者認為氣候

變化對我們有影響，並且贊成採取行動，減少我們的碳足跡，及社會應

透過節約能源和使用更環保的交通工具，以減少本港的溫室氣體排放。

大部分回應者贊同香港應訂立碳強度下降目標，以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並訂立建議的碳強度下降目標，在 2020 年把香港的碳強度由 2005 年的

水平降低 50%至 60%。此外，幾乎所有的回應者贊同香港應該加強與珠

江三角洲地區合作，共同推動低碳發展，力爭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環保

的城市。 

 

8.  大部分回應者表示支持建議的行動綱領，以實現建議的碳強度下

降目標。此外，幾乎所有的回應者表示已準備改變生活習慣，協助應對

氣候變化。 

 

9.  至於對氣候變化的認識，幾乎所有的回應者留意到，香港的極端

天氣情況越來越頻仍，而有部分回應者自認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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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行動綱領的主要意見和建議 

 

10.  公眾除了就諮詢文件載列的諮詢重點作回應外，我們亦接獲與建

議減緩行動綱領和適應策略有關的意見和建議，其主要內容撮述於下文

各段。 

 

(a)  致力改善能源效益 

很多回應者建議政府應進一步收緊《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並

以身作則改善政府建築物的能源效益。亦有人建議政府應更著力

改善現有樓宇的能源效益，例如提供誘因等。此外，有人認為政

府應擴大及鼓勵使用區域供冷系統、檢討總熱傳送值的現行標

準，並擴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涵蓋範圍至所有電器和商業用電

器等。 

 

(b)  推廣環保陸路運輸 

大部分回應者認為政府應鼓勵使用電動車輛，並協助擴展電動車

輛的充電設施。此外，部分回應者建議政府應在傳統汽車上使用

更環保的引擎，發展更多行人專用區及鼓勵使用單車作為綠色交

通工具。 

 

(c)  推廣汽車使用清潔燃料 

很多回應者建議政府應立法規定汽油及柴油須混有乙醇或生化

柴油，並應以身作則在政府車隊使用生化柴油。 

 

(d)  與廢物處理有關的工作 

很多回應者表示，政府應進一步鼓勵源頭減廢、廢物分類及循環

再造；政府亦應以污染者自付原則，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進行立

法。 

 

(e)  改變發電燃料的組合 

大部分回應者
[1]

支持當年建議的發電燃料組合。回應者亦建議政

                                                 
1 請參閱附件 A 對問題 4 的回應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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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考慮增加使用核能時要顧及提升安全的可能，並應就增加使

用核能作詳細評估。此外，政府應評估增加使用核能對電費的影

響，另有意見建議政府應鼓勵使用可再生能源。 

 

11.  至於適應策略和措施，很多回應者
[2]

建議政府應考慮及防範水資

源不足及水浸風險。部分回應者建議香港除保護生物多樣性外，亦應致

力推廣綠化。有意見認為政府應確保能源供應、就氣候變化對健康的影

響設立完備資料庫及研究系統，以及加強應變計劃，以應對氣候變化的

危機。 

 

諮詢組織的意見 

 

12.  我們曾諮詢多個諮詢組織，包括環境諮詢委員會、能源諮詢委員

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中小型企業委員會及數碼 21 資訊科技策略諮詢

委員會。上述諮詢組織的成員大致支持建議的策略及行動綱領。部分成

員認為要務是對用電需求管理制訂一系列的應對策略，並認為要動員全

港社會同心協力應對氣候變化，以及推廣綠色生活，教育及提升公眾意

識至為重要。部分成員則關注燃料組合建議中增加使用天然氣對電費的

影響。 

 

氣候變化行動綱領的推行 

 

13.  政府在考慮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意見和建議後，已著手推行建議

行動綱領中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並由氣候變化跨

部門工作小組監察推行情況。有關推行這些措施的更詳細資料，請參閱

附件 B。在考慮能源供應方面的最新發展後，政府已於 2014 年 3 月中展

開一個為期 3 個月的公眾諮詢。我們會考慮公眾諮詢的結果，以規劃未

來路向。 

 

 

 

                                                 
2 請參閱附件 A 對問題 9 的回應的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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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路向 

 

14.  從公眾諮詢結果可見，公眾普遍支持香港未來十年應對氣候變化

策略及行動綱領建議，及建議的 2020 年碳強度下降目標。我們會繼續推

展各項工作，以期實現在 2020 年把香港的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50%至 60%的目標。 

 

 

 

環境局 

二零一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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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諮詢重點問題回應分析撮述 

 

我們仔細研究在公眾諮詢期間接獲的 1 226 份書面意見(包括 1 116 份來

自個人及 110 份來自團體／機構的回應) 以及收集到的觀點。在應對氣

候變化策略及行動綱領的諮詢文件中，我們因應諮詢重點設定九條問

題。公眾對上述重點問題回應的分析撮述如下： 

 

問題 1 

你有否留意香港的極端天氣情況(如酷熱天氣及暴雨)越來越頻仍？你認

為氣候變化對我們有影響嗎？ 

 

幾乎所有的回應者均留意到香港的極端天氣情況較頻仍，例如夏天更熱

及降雨更多，他們都認為氣候變化對我們有影響。 

 

問題 2 

因應國際社會及國家的最新動向，你是否同意香港應訂立碳強度下降目

標，作為香港未來減控溫室氣體排放工作的指標？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香港應訂立碳強度下降目標，作為香港未來控制溫室

氣體排放工作的指標。不過，部分回應者建議，香港作為成熟的經濟體

系，應考慮訂立目標，減少溫室氣體的絕對排放量。 

 

問題 3 

你是否贊同社會透過節約能源和使用更環保的交通工具，以減少本港的

溫室氣體排放？你認為在個人、企業或機構的層面上，你可以做些什麼？ 

 

幾乎所有的回應者同意社會應透過節約能源和使用更環保的交通工具，

以減少本港的溫室氣體排放。在個人層面上，部分回應者建議電器不使

用時要關掉、循環再造所有可再造物料、淋浴時間要快，以及外出時多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等。在企業或機構層面上，部分回應者建議購置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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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益的電器(附能源標籤)、把空調溫度調校至攝氏 25.5 度，以及盡量

少用紙張等。 

 

問題 4 

你是否同意在滿足本港電力需求方面，採取減少用煤而增加使用天然氣

和非化石燃料的建議策略？從改善環境、供應、可靠性和成本的角度考

慮，你認為在 2020 年香港達至建議的燃料組合是否合適？ 

 

大部分回應者支持採取減少用煤而增加使用天然氣和非化石燃料以滿足

本港電力需求的建議策略。然而，部分回應者關注使用天然氣成本較高，

以及天然氣和非化石燃料的供應和穩定性。亦有意見認為天然氣屬非可

再生能源，並會排放空氣污染物及二氧化碳。 

 

至於燃料組合建議方面，大部分回應者同意建議的 2020 年燃料組合是合

適的。不過，部分回應者持不同意見，認為政府應考慮使用核能的安全

和核電廠的生命周期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已使用的核燃料。這類回應

者包括兩個環保團體，即綠色和平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他們擬

備固定形式電郵／信件
[3]

，請市民支持其意見。此外，有建議指香港應

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並積極推廣節約能源以減低碳強度，而燃料組合

建議亦應在 2020 年以前或盡早付諸實行。 

 

問題 5 

要把香港建設成為綠色城市，你是否認同香港在 2020 年把碳強度減低

50%至 60%的建議目標？ 

 

大部分回應者同意政府應採納香港在 2020 年把碳強度減低 50%至 60%的

建議目標。另一方面，部分回應者認為減碳目標應專注減少溫室氣體的

絕對排放量，而部分則認為有關時限過短，難以達標。 

 

 
                                                 
3 兩個環保團體，即綠色和平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分別擬備了一封固定形式信件／電郵，以

便市民支持他們對無核能和改善能源效益的意見。在諮詢期間，我們分別接獲共 2 343 及 4 198 封由

此兩機構擬備的固定形式信件／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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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6 

你是否支持政府所建議的方向和行動綱領，以實現減低碳強度的建議目

標？ 

 

大部分回應者支持政府所建議的方向和行動綱領，以便進一步考慮能源

效益和擴大在香港使用可再生能源，但部分回應者認為不應增加使用核

能，部分則表示政府應制訂更具體的實施計劃。 

 

問題 7 

你是否贊同香港應該加強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合作，共同推動低碳發展，

力爭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環保的城市？ 

 

幾乎所有的回應者同意加強與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合作，至為關

鍵，而且香港應力爭成為中國其中一個最環保的城市，甚至是名聞全球

的環保城市。部分回應者認為，由於香港與珠三角地區有緊密聯繫，該

區的排放物會對香港有重大影響。我們可制訂更全面的策略，促進低碳

發展。 

 

問題 8 

個人而言，你對氣候變化的認識是否足夠？你是否準備為應對氣候變化

而改變現時的一些生活習慣？你會在那些方面作出努力？ 

 

只有部分回應者對此問題的第一部分作回應。大部分對此問題第一部分

作回應的回應者表示，氣候變化是一個錯綜複雜的議題。而部分對此問

題第一部分作回應的回應者自認對氣候變化的認識不足。部分回應者建

議政府應透過研討會或展覽，加強教育及推廣。幾乎所有對此問題作回

應的回應者均表示準備改變生活習慣，以協助應對氣候變化，例如更多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減少使用空氣調節、循環再造廢物及重用紙張、拒

絕使用即棄器具等。 

 

問題 9 

你認為氣候變化對諮詢文件中所提及的脆弱性範疇有何影響？對我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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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適應策略框架，又有何意見？ 

 

很多意見涉及不同範疇及界別。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就所提出的適應策略

框架，制訂相應解決辦法及行動計劃，但部分回應者認為諮詢文件只建

議概括的適應策略框架，至於脆弱性範疇如何會受影響，以及推行建議

策略的時間表，文件並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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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氣候變化行動綱領的推行 

 

第一部份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措施 

 

(a)  致力改善能源效益 

 

(i)  擴大《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適用範圍及收緊該守則的規定 

 

1.  當局會每三年一次定期檢討《屋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

（或簡稱《建築物能源效益守則》），以期進一步收緊主要屋宇設備裝置

的最低能源效能標準。有關《守則》內照明裝置設計的標準已於 2014 年

2 月收緊 10%至 15%，而整份《守則》設計標準的全面檢討，則會在 2015

年完成。 

 

(ii)  以不同方式減少新建樓宇用電需求，例如通過降低總熱傳送值標

準及推廣綠化屋頂 

 

2.  為減省酒店和商業樓宇空調的耗電量，《建築物(能源效率)規例》

和相關指引規定，有關建築物的外牆和屋頂在設計和建造上，均需達至

適當的總熱傳送值。屋宇署現正研究將總熱傳送值標準的涵蓋範圍擴大

至住宅樓宇。 

 

3.  政府已頒布一套《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訂明發展商如在新建

築物採用可持續設計元素和提供耗用能源資料，可獲寬免總樓面面積。

我們亦已推廣「綠色建築評級認證」系統，規定所有新建私人樓宇須先

按「綠色建築評級認證」登記並取得認證，才可就若干環保設施獲批總

樓面面積寬免。 

 

(iii) 改善商業樓宇能源效益，透過良好的管理，採用資訊科技產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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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樓宇環保管理系統 

 

4.  政府自 2012 年 6 月推行「珍惜資源 全民節能」的全港運動，鼓

勵市民節約能源和改變生活習慣，並於商場推出節能約章，為運動揭開

序幕。2013 年 6 月，我們把「室內溫度節能約章」推廣至商場、店鋪、

寫字樓和辦公室，旨在藉空氣調節減省耗電量。我們計劃於 2014 年繼續

推進此運動，推動更多不同界別的持份者簽署約章。此外，我們又推出

「不要鎢絲燈泡」節能約章，加快以具能源效益的燈具取代能源效益較

低的鎢絲燈泡，並藉此運動宣揚良好內部管理。 

 

5.  《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在 2012 年 9 月生效，規定商業樓宇及

綜合樓宇的商業用途部分(例如購物中心)，須每 10 年進行一次能源審核。 

 

(iv) 推廣區域供冷或水冷式空調系統 

 

6.  政府在啟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該系統是在香港首項推行

的區域供冷系統，自 2003 年起為啟德郵輪碼頭及晴朗商場提供區域供冷

服務，並會根據啟德發展計劃的時間表，為區內其他發展項目提供服務。

在啟德發展區內運作區域供冷系統的經驗，可供負責新發展區規劃的其

他政策局／部門作參考之用。同時，當局會透過淡水冷卻塔計劃，繼續

推動更多使用配備淡水冷卻塔的水冷式空調系統。 

 

(v) 擴大家用電器能源效益標準的適用範圍及收緊有關標準 

 

7.  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能源標籤計劃)規定訂明產品須貼上

能源標籤，以便消費者於選購訂明產品時，作出精明的選擇。能源標籤

計劃現涵蓋五類電器。政府已為提升空調、雪櫃及洗衣機的能源效益評

級標準草擬技術建議，並已於 2014 年 1 月就建議諮詢業界，以期於 2014

年年底前對已刊憲的實務守則作出修訂。擴大能源標籤計劃需修訂香港

法例第 598 章《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政府將會制定擴大能源標籤

計劃第二階段建議，並計劃在 2014 年下半年就建議諮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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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研究由戶外燈光裝置所引致的能源浪費問題，以及推廣使用更具

能源效益的照明系統的可行措施，例如逐步限制銷售鎢絲燈泡，

以期制訂詳細建議，讓我們在下一階段徵詢社會各界的意見 

 

8.  為鼓勵及早行動，盡量減少光滋擾及能源浪費，政府在 2012 年

1 月發出《戶外燈光裝置業界良好作業指引》(《指引》)。《指引》已派

發給相關持份者，包括環保團體、旅遊業界、專業團體、商會、零售業

界、物業管理公司等。 

 

9.  政府獲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支持，已採取雙管齊下方法，加快

淘汰鎢絲燈泡。我們在 2013 年初推行節能約章計劃，鼓勵相關供應商及

零售商在 2013 年年底停止售賣能源效益較低的鎢絲燈泡。我們亦加強教

育公眾認識使用更具能源效益燈泡的益處。 

 

(b)  推廣環保陸路運輸 

 

(i)  政府將繼續投資建設集體運輸系統及改善公共交通，以保持運輸

領域的低碳排放水平 

 

10.  鐵路是香港客運系統的骨幹。我們正推動五個新鐵路項目，包括

西港島線、南港島線(東段)、觀塘線延線、沙田至中環線及廣深港高速

鐵路香港段。在這些鐵路項目於 2014 至 2020 年期間相繼建成後，鐵路

網絡將覆蓋全港逾七成人口居住的地區。此外，我們正檢討《鐵路發展

策略》，以制訂全港 2020 年後的長遠鐵路發展藍圖。 

 

11.  自 2013 年起，運輸署及專營巴士公司以包括新穎的「區域性模

式」
[4] 

更著力地推動巴士路線重組。 

 

12.  當新的鐵路線落成啟用時，運輸署會重組專營巴士及綠色專線小

巴的服務。我們現正就重組建議諮詢公眾，並計劃分別在 2014 年第二季

及 2014 年年底為西港島線及南港島線(東段)的重組建議定案。 

                                                 
4 在這種模式下，巴士路線將以區域／地區而非個別路線為基礎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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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加強接駁公共運輸工具，並建造行人專區及有蓋行人道等，以減

少交通需求 

 

13.  運輸署獲區議會和當地社區支持，自 2000 年起一直在數區推展

行人環境改善計劃。 

 

(iii) 更廣泛使用另類燃料的車輛 

 

14.  為推動更廣泛使用電動車輛，政府在 2009 年成立由財政司司長

擔任主席的推動使用電動車輛督導委員會。 

 

15.  截至 2014 年 2 月底，在路面使用的電動車輛有 611 輛，高於 2010

年年底的少於 100 輛及 2011 年年底的 242 輛。它們包括 465 輛私家車、

57 輛電單車、35 輛輕型貨車、兩輛中型貨車、五輛小巴、41 輛的士及

六輛巴士(包括一輛專營巴士)。現時約有 1 000 個標準充電站，當中約 500

個由私營機構設立，另外 500 個由政府設於公眾停車場，而約 10 個快速

充電站則設於重要地點，以支援使用電動車輛。 

 

16.  政府並全數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買六輛混合動力巴士和 36 輛電

動巴士試驗行駛，以測試其在本港不同環境運作的效能和表現。試驗期

為期兩年，預期在 2014 年下半年起開始逐步展開。 

 

17.  此外，我們在 2011 年 3 月推出 3 億元的綠色運輸試驗基金，支

援運輸業界營運商及貨車車主測試綠色創新運輸技術，包括電動、混合

動力及另類燃料車輛。截至 2014 年 3 月底，綠色運輸試驗基金已批准

72 輛電動車輛(包括 24 輛電動的士、兩輛電動小巴、11 輛電動巴士及 35

輛電動貨車)及 53 輛混合動力車輛(包括 41 輛貨車及 12 輛小巴)的測試申

請，並已批准四個巴士引擎改裝及一個太陽能空調系統安裝的申請。 

 

18.  政府一直鼓勵全球的主要電動車輛製造商及代理商向香港引進

更多類型的電動車輛，並與其他機構團體密切合作，拓展電動車輛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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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網絡。截至 2014 年 2 月底，市場上來自七個國家的電動車輛型號共有

26 種，其中私家車型號有七種、電單車型號有八種，而商用車輛型號則

有 11 種。 

 

(iv) 推廣使用更具能源效益的車輛 

 

19.  為推動使用廢氣排放量少及燃料效率高的環保汽油私家車(現在

這類車輛相比 2007 年的車輛能源效益提高了 5%至 38%)，政府在 2007

年 4 月推行稅務寬減計劃，寬減它們的首次登記稅 30%，寬減上限為每

輛 50,000 元。這項計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率自 2011 年年中提高至 45%，

而寬減上限則增至每輛 75,000 元。 

 

(c)  推廣汽車使用清潔燃料 

 

(i) 要求車用汽油混有 10%乙醇，與及車用柴油混有 10%生化柴油，

將有助在 2020 年進一步減輕本港汽車依賴化石燃料 

 

20.  《2009 年空氣污染管制(汽車燃料)(修訂)規例》已於 2010 年 7 月

1 日生效。上述規例增訂汽車生化柴油的規格，並訂明混有 5%或以下生

化柴油的傳統柴油，可當作傳統柴油出售，無須附加標籤。為推廣使用

生化柴油作為汽車燃料，汽車生化柴油不用課稅。此外，《空氣污染管制

(汽車燃料)規例》容許無鉛汽油中可含高達 5%乙醇。 

 

21.  為了以身作則，自 2012 年 1 月起，政府推出先導計劃，在政府

車輛、船隻和機械使用 B5 柴油(用 95%歐盟五期柴油與 5%生化柴油混合

而成)。基於計劃的良好結果，政府於 2013 年 5 月開始推行第二階段的

先導計劃，在更多政府部門擴展使用 B5 柴油，共有七個部門參與，兩

年的燃料總使用量預計約為 800 萬公升。我們亦有與政府以外的主要柴

油使用者舉辦研討會，分享使用 B5 柴油的經驗及提高他們對使用 B5 柴

油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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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轉廢為能 

 

(i) 興建及運作轉廢為能設施 

 

22.  在 2015/16 年至 2022 年期間，我們預計廢物處理設施將會供應香

港約 1%的能源需求。 

 

第二部份 

適應氣候變化的方案 

 

23.  有關適應氣候變化，各局及部門均推行多項適應措施。根據五類

適應策略採取的主要措施如下： 

 

(a)  監測 

 

24.  在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保育方面，漁農自然護理署及環境局正著手

制訂本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在食物資源方面，已有現行制

度監察小麥粉、米及主要新鮮食品的進口情況，以確保香港的主要食品

供應穩定。在衛生健康方面，天文台已設立多個監察和警告系統，提醒

市民有關極端天氣的情況(例如酷熱及寒冷天氣)。衛生署和食物及衛生

局亦已設立極端天氣公眾安全警報系統。此外，衛生署一直設有各類監

察系統，監察透過食物、蚊及其他病媒傳播的傳染病，並採取必要的控

制行動。在監察水浸方面，渠務署在主要河流、渠道和易受水浸影響的

低窪地區設置洪水警告系統和量水站，以便隨時密切監察水位。 

 

(b)  強化機構能力 

 

25.  在建築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工務部門已定期更新建築物和基建

設施的建造相關守則、指引和設計標準，以應對極端天氣事故。規劃署

亦在 2012 年年底完成「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評估標準可行性研究」，提

倡在規劃和設計時須顧及市區氣候，研究建議將有助制訂香港日後的發

展方針。在水資源方面，水務署自 2008 年頒布《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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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直監察按該策略推行的措施，並定期檢討其成效。在防洪方面，

渠務署正逐步在全港進行「雨水排放整體計劃」研究，以評估水浸風險

和制訂所需的改善排水工程，以便施工。 

 

26.  環保署在 2012 年舉辦了有關建築環境和基礎設施的適應氣候變

化工作坊，以提升相關技能，其中包括專為發展局轄下的工務部門，包

括建築署、土木工程拓展署、渠務署、水務署及路政署舉辦的工作坊，

以及兩個分別專為規劃署和房屋委員會舉辦的工作坊。 

 

(c)  災害管理及應變計劃 

 

27.  在工商業方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轄下的金融業監管機構已制訂

相關程序、指引和應變計劃，以應付緊急情況，包括因極端天氣事故而

引致的事故。在食物資源方面，食物及衛生局亦一直積極擴闊食物供應

來源，令產品種類更多元化及減低突發糧食短缺的風險。水務署亦不時

覆檢乾旱應變計劃，以確保有穩妥用水供應，應付香港的基本需要。 

 

28.  在防洪管理方面，渠務署與天文台及民政事務總署針對六個沿海

低窪點，共同成立早期風暴潮預警系統，以及時提醒相關部門和區內居

民採取防洪措施，應付颱風期間可能引致的海水泛濫。  

 

29.  在斜坡安全方面，在天文台的協助下，土木工程拓展署的土力工

程處繼續加強本港遇到山泥傾瀉的應變工作。土木工程拓展署現正為香

港的最大可能降水估計進行更新研究，以便更精準地模擬在極端降雨和

極端山泥傾瀉的情況，並已落實最近制定的「天然山坡山泥傾瀉警戒標

準」，以便針對暴雨期間天然山坡發生廣泛山泥傾瀉事故的應變計劃作出

改善。 

 

30.  保安局已制訂緊急應變系統和《天災應變計劃》，以便有效調配

資源，應對因天災造成的緊急事故。 

 

31.  消防處已制訂作業指引及程序和應變工作計劃，載述處理不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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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的作業原則／程序、行動計劃和資源調配方案，包括因極端天氣情況

造成的天災。 

 

(d)  研究及調查 

 

32.  在建築環境和基礎設施方面，土木工程拓展署委聘顧問進行研

究，調查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上升的趨勢及其對海旁構築物設計的影

響。土木工程拓展署亦成立及率領一國際專責小組，研究氣候變化對斜

坡安全的影響，以期整合現有知識，制訂有關山泥傾瀉風險管理及應變

工作的良好作業方法，以應對極嚴重的事故。在食物資源方面，根據食

物及衛生局和食環署的監察計劃，食物和魚缸樣本在食物供應鏈的各個

層面均須接受檢查，藉此監察氣候對食物資源的影響。在水資源方面，

水務署定期檢視水務基礎設施，確保維持可靠的供水。水務署亦正進行

工程策劃及可行性研究，以將軍澳海水化淡廠提供新的食水資源。   

 

33.  在衛生健康方面，天文台一直與各持份者合作，研究氣候對健康

的影響，以及極端天氣對易受影響人士的影響。 

 

(e)  教育及提升公眾意識 

 

34.  天文台已利用各種渠道，包括網站、網上問答、具教育意義的資

料套、學校講座及公眾講座等，推廣並強化有關氣候變化的教育。 

 

35.  在衛生健康方面，食物及衛生局和食環署藉宣傳和教育活動，推

出食物安全計劃，以預防和控制與氣候變化有關的食物傳播疾病。水務

署亦透過其教育中心、運動及社區外展計劃，推廣節約用水。 

 

36.  為加強金融界認識氣候變化造成的營商和投資風險，環保署聯同

商界環保協會在 2013 年 3 月為金融服務業舉辦適應氣候變化工作坊，參

加者除了本地公司、商會及規管機構外，還有由廣東省政府部門率領的

一個內地代表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