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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68/
16-17 號文件  
 

⎯⎯ 2017 年 3 月 27 日會

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1)1297/
16-17 號文件  
 

⎯⎯ 2017 年 4 月 24 日會

議的紀要 ) 
 

  在主席缺席的情況下，副主席主持會議。  
 
2.  2017 年 3 月 27 日及 2017 年 4 月 24 日會議

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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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自上次會議後發出的資料文件  
 
3.  委員察悉自上次會議後發出了以下文件：  
 

(立法會 CB(1)1217/
16-17(01)號文件  
 

⎯⎯ 將 立 法 會 議 員 與 鄉

議局議員於 2017 年

5 月 12 日的會議上

提 出 的 有 關 成 立 保

育 基 金 促 進 活 化 鄉

郊 地 區 及 保 育 具 高

生 態 價 值 地 區 的 措

施 等 事 宜 轉 交 事 務

委 員 會 處 理 的 文 件

(只 備 中 文 本 )(只 限

委員參閱 ) 
 

立法會 CB(1)1304/
16-1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清潔生

產 伙 伴 計 劃 二 零 一

六 至 一 七 年 度 進 度

報告 "提供的文件 ) 
 

 
III. 規管在香港水域內的船隻使用合規格燃料的立

法建議  
 

(立法會 CB(1)1286/
16-17(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建議規

管 船 隻 在 香 港 水 域

內使用合規格燃料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286/
16-17(02)號文件  
 

⎯⎯ 立法會秘書處就 "船
舶排放物的管制 "擬
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 

 
政府當局的簡介  
 
4.  環境局局長向委員簡介政府當局的建議，

即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強制規定船隻在香港水

域內須使用合規格燃料，以改善空氣質素。為減少

船隻造成的空氣污染，政府當局已推出各項措施，

包括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就本地供應的船用輕質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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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的含硫量設定法定上限；自 2015 年 7 月 1 日

起規定遠洋船隻在香港停泊期間須轉用合規格燃

料，以及自 2012 年 9 月起實施一項寬減計劃，寬

減在停泊期間轉用低硫燃料的遠洋船隻一半港口

設施及燈標費。  
 
5.  環境局局長補充，政府當局亦一直與內地

緊密合作，加強管制珠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的

船舶排放物。 2015 年 12 月，國家交通運輸部發布

關於在內地水域成立 3 個船舶排放控制區的實施方

案 ("實施方案 ")，其中一個控制區設於珠三角地

區。廣東省海事部門亦與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及
海事處成立了工作組 ("工作組 ")，共同推進設立珠

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區的工作。  
 
討論  
 
對燃料含硫量的管制  
 
6.  梁耀忠議員憶述，在 1980 年代，葵涌區空

氣污染嚴重，因此當局一度規定工業鍋爐所使用的

燃料的含硫量以重量計須降低至不超過 0.25%。他

詢問為何當局現時建議強制規定船隻須使用含硫

量以重量計不超過 0.5%而非 0.25%的合規格燃料。 
 
7.  環境局局長回應時表示，現時已訂立了兩

項規例管制船舶排放物。第一項規例是《空氣污染

管制 (船用輕質柴油 )規例》(第 311Y 章 )；該項規例

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為船用輕質柴油設定 0.05%的

含硫量法定上限，以減少內河船隻及本地船隻的排

放物。另一項規例是《空氣污染管制 (遠洋船隻 )(停
泊期間所用燃料 )規例》 (第 311AA 章 )；該項規例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強制規定遠洋船隻在香港停

泊期間須使用合規格燃料。  
 
8.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任 助 理 署 長 ( 空 氣 質 素 政

策 )("環保署署任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回應時

表示，工業鍋爐所使用的柴油的含硫量以重量計須

在 1990 年減至 0.5%，並須在 2008 年進一步減至

0.005%。根據國際海事組織《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約》附則 VI，現時在船舶上使用的任何燃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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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硫量以重量計不得超過 3.5%。國際海事組織亦已

於 2016 年 10 月宣布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就全球

船用燃油實施 0.5%的含硫量上限。  
 
9.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3)("環保署副署長 (3)")
補充，當局建議由 2019 年 1 月 1 日起強制規定船

隻在香港水域內須使用合規格燃料，該日期較國際

海事組織上述規定的生效日期早一年，可見當局的

規定較國際公約的規定更為嚴格。此外，自 2015 年

7 月起實施的《空氣污染管制 (遠洋船隻 )(停泊期間

所用燃料 )規例》只規定遠洋船隻在香港停泊期間須

轉用合規格燃料，擬議規例則規定船隻在香港水域

內 (而非僅在停泊期間 )須使用合規格燃料，並涵蓋

所有船隻 (而非僅涵蓋遠洋船隻 )，但部分船隻可獲

豁免。  
 
10.  梁繼昌議員察悉，《國際防止船舶造成污

染公約》附則 VI 訂有機制，讓國際海事組織成員

指定其水域為排放控制區，而自 2015 年 1 月起，

在排放控制區內的所有船隻必須使用含硫量不超

過 0.1%的燃料。鑒於本港普遍使用含硫量為 0.05%
的燃料，而且該等燃料的供應充足，他質疑為何現

時的建議只規定船隻須使用含硫量不超過 0.5%的

低硫燃料。何俊賢議員詢問，擬議規例將合規格燃

料的含硫量設於 0.5%，是否旨在確保到了 2019 年

1 月，由內地水域 (例如船舶排放控制區 )進入香港

水域的船隻會使用相同燃料。副主席詢問當局日後

會否進一步降低遠洋船隻在香港使用的燃料的含

硫量。  
 
11.  環保署副署長 (3)回應時表示，將燃料標準

定為含硫量不超過 0.5%而非 0.1%，是因為亞洲大

部分港口並非隨時都有含硫量為 0.1%的燃料供

應。有鑒於此，將燃料的含硫量收緊至 0.1%是不切

實際的。至於設於內地水域的船舶排放控制區 (包括

珠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區 )，由 2019 年 1 月起，大部

分船隻將須使用含硫量以重量計不超過 0.5%的燃

料 (或採用其他替代措施，包括使用清潔能源，或加

裝廢氣處理裝置，以達致相同的排放管制要求 )。由

於現時在亞洲其他港口供應的燃料的含硫量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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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0.5%，因此擬議規例將合規格燃料的含硫量設於

不超過 0.5%的水平，會劃一區內的相關規定，並維

持香港在鄰近港口中的競爭力。  
 
12.  環保署副署長 (3)進一步表示，工作組粵港

雙方的代表一直合作無間，按照實施方案分階段推

展珠三角船舶排放控制區的實施。內地亦會在 2019
年年底前評估設立船舶排放控制區的成效，並決定

會否進一步收緊有關燃料含硫量的規定及會否推

行其他管制措施。就此，政府當局會考慮是否須進

一步修訂擬議規例。  
 
13.  何俊賢議員察悉，大部分漁船已使用含硫

量僅為 0.05%的船用輕質柴油。他詢問擬議規例對

本地捕魚業使用燃料方面會否有任何重大影響。

環保署副署長 (3)回應時表示，由於本地船隻 (例如

漁船及內河船隻 )已使用船用輕質柴油，因此擬議規

例對該等船隻的運作不會有任何重大影響。擬議規

例所針對的船隻是遠洋船隻，該等船隻現時使用含

硫量 高為 3.5%的燃料。  
 
進一步的法例修訂  
 
14.  梁繼昌議員詢問，當政府當局與廣東省為

進 一 步 改 善 珠 三 角 地 區 空 氣 質 素 而 達 成 新 協 議

後，如須進一步降低燃料的含硫量，會涉及甚麼立

法程序。何俊賢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是否正與廣東

省討論，謀求達成進一步協議，限制燃料含硫量，

以及是否有必要進一步修訂相關法例。環保署副署

長 (3)表示，如須進一步降低燃料含硫量，當局會以

附屬法例的方式提交相關法例的修訂，供立法會進

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何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

宣傳工作，並告知航運業界日後當局如何進一步管

制船舶排放物，從而讓業界作出更好的準備，應付

日後的法例修訂。  
 
執法安排  
 
15.  廖長江議員詢問擬議規例的執法工作會由

環保署抑或海事處負責，以及在執行擬議規例方面

有何人手安排。環保署副署長 (3)回應時表示，擬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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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會涵蓋現時由環保署執行的《空氣污染管制 (遠
洋船隻 )(停泊期間所用燃料 )規例》的管制範圍。當

局的意向是由環保署執行擬議規例。當局有必要增

加環保署的人力資源，以執行擬議規例，而該署亦

正檢視所需的人手。  
 
16.  梁繼昌議員詢問當局會如何根據擬議規例

對遠洋船隻進行執法工作。環保署署任助理署長

(空氣質素政策 )回應時表示，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

規定，執法工作會在遠洋船隻於相關排放控制區港

口停泊期間進行。執法人員會登船檢查相關文件，

並會抽取燃料樣本作含硫量分析。環保署會與內地

當局合作研究如何應用新技術 (例如遙測感應器及

嗅探器 )偵測燃料的含硫量。  
 
寬減計劃  
 
17.  邵家輝議員代表缺席會議的易志明議員提

問。邵議員表示，香港定期班輪協會原則上不反對

擬 議 規 例 ， 但 他 詢 問 當 局 會 否 延 長 實 施 期 將 於

2018 年 3 月 31 日完結的港口設施及燈標費寬減計

劃。該寬減計劃寬減的款項可抵銷遠洋船隻約 35%
至 50%的額外燃料費，而鄰近港口如深圳寬減的款

項則可抵銷約 60%至 75%的額外燃料費。此外，因

應國際間降低燃料含硫量的趨勢，內地當局已為轉

用含硫量不超過 0.1%的燃料的遠洋船隻提供更高

的寬減額，而寬減的款項或可全數抵銷額外燃料

費。為維持香港在區內的競爭力，他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在香港港口實施類似寬減計劃。  
 
18.  環保署副署長 (3)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清

楚明白業界關注維持區內公平競爭的環境，以及擬

議規例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或會影響香港港口相對

鄰近在珠三角的港口的競爭力。政府當局會繼續注

意區內港口的發展，特別是珠三角港口的發展。政

府當局亦會在內地於 2019 年年底前評估設立船舶

排放控制區的成效後，考慮是否有必要延長港口設

施及燈標費寬減計劃的實施期及推出其他寬減計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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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上供電  
 
19.  許智峯議員察悉，除了在停泊期間轉換燃

料外，轉用岸上供電 ("岸電 ")及更清潔的燃料亦可

減少遠洋船隻在停泊期間的排放物。他詢問在提供

岸電方面，政府當局已採取甚麼措施，取得甚麼進

展，以及提供甚麼誘因。環保署署任助理署長 (空氣

質素政策 )回應時表示，空氣質素指標檢討工作小組

轄下的海上運輸專家小組已考慮各項改善空氣質

素的可行措施，其中一項是規定遠洋船隻在碼頭停

泊期間使用岸電。鑒於缺乏空間安裝岸電設施，加

上只有少數貨櫃船隻能使用岸電，海上運輸專家小

組認為該項措施並不切實可行。  
 
20.  環 保 署 署 任 助 理 署 長 (空 氣 質 素 政 策 )補
充，就郵輪碼頭而言，可使用岸電的郵輪大多行駛

北美航線，只有約 10%的郵輪在香港水域四周航

行。鑒於國際海事組織會由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就

全球船用燃油實施 0.5%的含硫量上限，加上郵輪安

裝洗滌器而非岸電接駁系統以符合燃料含硫量規

定的做法日漸普及，郵輪使用岸電系統的情況或會

減少。政府當局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發展，以期可

適時採取行動，推動郵輪使用岸電。  
 
擬議規例給予的豁免  
 
21.  鑒於獲豁免而無須遵從擬議規例的船隻在

停 靠 香 港 港 口 期 間 可 能 會 排 放 大 量 污 染 物 ，

馬逢國議員對該等船隻的排放物表達關注。他建議

政府當局考慮實施行政措施，使該等船隻 (包括軍用

船隻 )的泊位遠離維多利亞港兩岸人煙稠密的地

區。梁繼昌議員表達類似關注。  
 
22.  環保署副署長 (3)回應時表示，擬議規例給

予的豁免與國際間的做法一致。與 2015-2016 年度

停靠香港港口的約 28 000 艘遠洋船隻相比，停靠香

港港口的軍用船隻數目相對較少。軍用船隻泊位的

位置取決於其噸數，當局現時並無實施行政措施，

為該等船隻分配特定泊位。環境局局長表示，環保

署會與相關部門 (包括海事處 )討論馬逢國議員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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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檢討《為發電廠分配排放限額的第六份技術備

忘錄》  
 

(立法會 CB(1)1286/
16-17(03)號文件  
 

⎯⎯ 政 府 當 局 就 " 檢 討

《 為 發 電 廠 分 配 排

放 限 額 的 第 六 份 技

術備忘錄》 "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 CB(1)1286/
16-17(04)號文件  

⎯⎯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就

"《指明牌照分配排

放 限 額 技 術 備 忘

錄》 "擬備的 新背

景資料簡介 ) 
 

政府當局的簡介  
 
23.  環境局局長向委員簡述檢討《指明牌照分

配排放限額第六份技術備忘錄》 ("《第六份技術備

忘錄》 ")及頒布《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的事宜。他

特別指出，發電是本地排放空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

之一。政府當局於 2016 年釐定《第六份技術備忘

錄》的排放限額時，曾承諾會在 2017 年因應兩家

電力公司 (即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及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 )興建新燃氣機組的 新發展，檢討該份技術備忘

錄，因為有關發展會影響日後的發電燃料組合以至

排放量。環境局局長建議根據《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第 311 章 )("《條例》 ")第 26G 條發出《第七份技

術備忘錄》，進一步降低發電廠由 2022 年 1 月 1 日

起的排放限額。與《第六份技術備忘錄》訂定的

2021 年排放限額相比，建議的《第七份技術備忘錄》

會進一步收緊電力行業的可吸入懸浮粒子、氮氧化

物及二氧化硫排放限額，減幅分別為 11%、 15%及

25%。  
 
24.  環境局局長指出，《條例》第 26G(4)條規

定，技術備忘錄須於當中新訂排放限額生效的排放

年度開始 少 4 年之前發出。根據該條文，若能於

2017 年年內頒布《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當中新訂

的排放限額將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委員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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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政府當局計劃在 2017 年 10 月中向立法會提交

《第七份技術備忘錄》，以供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

程序。  
 
討論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25.  梁繼昌議員支持按建議進一步降低發電廠

由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的排放限額。他察悉政府當

局已訂立目標，於 2020 年把碳強度由 2005 年的水

平降低 50%至 60%。他並詢問有否任何新的技術發

展，令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得以量度。他亦指

出美國環境保護局已於 2015 年訂立 "現有發電廠碳

污染標準 "("carbon pollution standards for existing 
power plants")，並建議政府當局參考該局訂立標準

的方法及準則。副主席亦認為有必要探討如何定期

量度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便進行監察工

作。  
 
26.  環 保 署 署 任 助 理 署 長 (空 氣 質 素 政 策 )表
示，就發電廠釐定二氧化碳排放上限的事宜已在以

往有關技術備忘錄的討論中考慮。現時沒有已證實

切實可行的技術控制發電時排放的二氧化碳。一些

訂有二氧化碳排放上限的國家一直把所收集的二

氧化碳貯存於地下洞穴，以符合上限。香港缺乏深

層地下洞穴貯存所收集的二氧化碳，亦會令釐定二

氧化碳排放上限的做法不可行。增加以天然氣取代

煤發電會有效減少發電時排放的二氧化碳。目前，

發電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參照根據政府間氣候

變化專門委員會發出的指引使用的燃料的數量及

特性計算。  
 
27.  環境局局長補充，在技術備忘錄設定發電

廠的排放上限，是為了改善空氣質素，而訂立整體

碳強度下降目標，則是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城市的

碳足跡亦有多個來源，包括發電廠、車輛和船舶排

放物，以及牧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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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需求的變動  
 
28.  許 智 峯 議 員 從 政 府 當 局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B(1)1286/16-17(03)號文件 )得悉，根據兩家電力公

司提供的資料，在 2022 年至 2023 年期間，港島區

的預測用電需求會下降約 2%，而九龍和新界的預

測用電需求則會上升約 1%。為達到 "《香港都市節

能藍圖 2015~2025+》"("《節能藍圖》")所訂的目標，

於 2025 年降低香港的能源強度，他詢問有否任何

科學方法，可供評估兩家電力公司提供的本地用電

需求估計變動是否合理。他亦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

慮在《節能藍圖》中訂定更嚴格的目標，以進一步

降低用電需求及《第七份技術備忘錄》的排放限額。 
 
29.  環境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電力檢討 )回應時

表示，電力公司在預測用電需求時會考慮多項因

素，包括經濟和人口增長預測、工商業的發展、大

型基建項目及配套設施的發展，以及過往用電需求

趨勢等。電力公司亦會考慮政府的節能政策和措

施，包括《節能藍圖》內的政策和措施。為確保所

提供的用電需求預測合理，政府當局會參考不同資

料，包括由獨立能源顧問進行的獨立用電需求預

測。電力公司近年提供的用電需求預測與政府的評

估大致相若。  
 

 
政府當局  

30.  應許智峯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資

料，說明政府當局如何評估兩家電力公司在過往數

年的預測中提供的本地用電需求估計變動是否合

理，包括政府當局曾考慮的因素和統計數字 (如有 )。
 

( 會 後 補 註 ： 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載 於

CB(1)1335/16-17(02)號文件，並於 2017 年

8 月 2 日送交委員參閱。 ) 
 
 
V. 其他事項  
 
31.  鑒於是次會議是事務委員會在本年度立法

會會期 後一次會議，副主席感謝委員、政府當局

及秘書處在過去一年給予的支持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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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 時 37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9 月 1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