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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引言 

 

 
 
 
 
 

 
 
報告目的 
 
1.1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事 務 委 員 會 ”) 於
2023年8月7日至 9日期間，聯同環境及生態局 (“環境

局 ”)的政府官員前往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3個城市

(即廣州、佛山和深圳 )，進行為期3天的職務訪問，以

就大灣區內地城市在採用新能源運輸、清潔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以及轉廢為能技術等領域的最新發展，取

得第一手資料。本報告載述事務委員會訪問團考察內

容及觀察所得。  
 
 
訪問背景及目的 
 
1.2 政府當局於2021年10月發布《香港氣候行動藍

圖 2050》，定下 “淨零發電 ”、 “節能綠建 ”、 “綠色運

輸 ”和 “全民減廢 ”四大減碳策略，以助香港在 2035年
前把碳排放量從2005年的水平減少50%，並於2050年
前達致碳中和。  
 
1.3 事務委員會一直密切監察政府當局在減碳方面

的工作進展，包括改善空氣質素、推動更廣泛採用電

動車和其他新能源車輛、增加使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發電，以及推動減廢回收，降低因處理垃圾而產

生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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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慮到香港的減碳目標和策略，以及大灣區內

地城市在相關措施方面的成功經驗，事務委員會主席

葛珮帆議員在2023年年初的工作計劃會議上，與環境

局局長謝展寰先生探討聯合進行職務訪問，以考察大

灣區內地城市在採用新能源運輸、清潔能源和可再生

能源，以及轉廢為能技術等領域的最新發展。  
 
1.5 事務委員會在 2023年4月21日的會議上原則上

同意聯同環境局的政府官員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進行

職務訪問 (分別組成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和環境局訪問

團 )。事務委員會亦同意邀請其他議員參加這次職務訪

問。經環境局徵詢內地相關部門及機構後，該職務訪

問訂於2023年8月7日至8月9日舉行。  
 
1.6 職務訪問的目的如下：  
 

(a) 取得大灣區內地城市採用新能源運輸 (例
如電動車和氫燃料電池車 ) 的第一手資

料；  
 

(b) 了解這些城市應用氫能技術的經驗 (包括

氫 燃 料 貯 存 、 加 氫 和 氫 能 公 共 交 通 工

具 )；  
 

(c)  觀察這些城市的可再生能源和其他零碳能

源的發展情況，以及轉廢為能技術 (特別

是都市固體廢物焚化技術 )；及  
 

(d) 與內地相關部門就共同關注的事宜和環保

方面的跨境合作交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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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在 2023 年 7 月 7 日的會議

上，通過有關事務委員會前往大灣區內地城市進行職

務訪問的建議。  
 
 
環境事務委員會訪問團成員 
 
1.8 事務委員會訪問團包括以下5名成員 : 1 
 

事務委員會主席及訪問團團長  
 
葛珮帆議員 ,  S B S ,  J P  
 
事務委員會委員  
 
易志明議員 ,  G B S ,  J P  
盧偉國議員 ,  G B S ,  M H,  J P  
陳沛良議員  
 
非委員的議員  
 
林筱魯議員 ,  S B S ,  J P   

 
1.9 立法會秘書處總議會秘書 (1 )1 石逸琪女士及

高級議會秘書 (1 )1 江健偉先生隨同訪問團進行職務

訪問。  
 
1.10 環境局訪問團成員名單載於附錄。  
 

                            
1 除非另有述明，本報告以下段落所述的“訪問團”是指事務委員會訪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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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出發前在香港西九龍站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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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行程 
 
1.11 訪問團的主要行程如下 :  
 

2023年8月7日(星期一)  

早上 在香港西九龍站集合，乘坐高鐵前往廣州  

與廣東省生態環境廳會面 
 

下午 參觀廣州市公共交通集團—燕岭新能源產業園 
 
參觀廣州市公共交通集團—廣州公交指揮中心 
 

晚上 前往佛山 

2023年8月8日(星期二) 

早上 參觀南海氫能館 
 
參觀氫能源有軌電車 
 

下午 前往深圳 

參觀華為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展廳 
 
參觀華為電動車超級充電站 
  

2023年8月9日(星期三) 

早上 參觀大亞灣核電站 
 

下午 參觀南山能源生態園(垃圾焚燒發電廠) 
 

下午 經深圳灣口岸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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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考察廣州市 

 

 

 

 
 
 
 
概覽 
 
2.1 廣州巿位於廣東省中南部及大灣區北部，是廣

東省省會，為全省政治、經濟、科技、教育和文化中

心。全市總面積為7  434平方公里。  
 
2.2 廣州市 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為 1  881萬人，為

全廣東省人口最多的城巿，其中户籍人口 1 012萬人

(佔常住人口53 .8%)。  
 
2.3 中央政府於2019年2月18日公布的《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中，廣州市與香港、澳門和深圳

市並列為四大中心城市，為區域發展的核心引擎，以

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增強對周邊區域發展的輻射帶動

作用。另外，該綱要提及廣州市與佛山市發揮聯合引

領帶動作用，並加快兩地同城化建設。  
 
2.4 廣州巿已於2023年 3月制定碳達峰實施方案，

訂定全市碳排放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的主要目標。於

2022年，廣州市的微細懸浮粒子全年每天達標，平均

濃度創新低；建成 5座資源熱力電廠二期專案，清理

“散亂污 ”場所 2 049個，並獲批為全國 60個廢舊物資

循環利用體系建設重點城市之一。  
 
2.5 訪問團在廣州市的行程主要是與廣東省生態環

境廳 (“生態環境廳 ”)會面，以及參觀廣州市公共交通

集團 (“廣州公交集團 ”)的燕岭新能源產業園及廣州公

交指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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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東省生態環境廳會面 
 
2.6 訪 問 團 於 8 月 7 日 上 午 由香港 乘 坐 高 鐵前往

廣州，首先與生態環境廳徐曉霞廳長、蔣宏奇副廳長

及該廳其下有關部門 (包括水處、大氣處、生態土壤處

及固體處 )的處長會面。  
 

 
訪問團與生態環境廳官員會面  

 
2.7 會面開始時，生態環境廳首先介紹廣東省 (特
別是大灣區 )污染防治總體情況，繼而逐一介紹全省水

污染、大氣污染、土壤污染、固體廢物污染的防治情

況；其後與訪問團就多項環保合作議題進行交流，當

中包括推進設立 “無廢灣區 ”工作小組、粵港大氣污染

防治、海洋污染及海漂垃圾防治，以及粵港澳三地生

態環境保護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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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訪問團認同在各項污染防治的工作上，應以

大灣區為一體進行，以提高地區水質、空氣、生態以

至廢物管理的成效。因此，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應

繼續加強技術及經驗交流和協作，探討並深化協同治

理及能力共享。  
 
2.9 訪問團其後出席由生態環境廳所設的餐敘，

進一步交流粵港兩地實現碳中和的策略和實踐經驗。  
 
 
燕岭新能源產業園 
 
2.10 訪問團於8月7日下午參觀廣州公交集團的燕岭

新能源產業園，了解廣州市電動公共交通工具的儲

能、充電及換電設施的發展。  
 
2.11 訪問團察悉，廣州市政府於 2017 年 10 月發布

《廣州市新能源汽車發展工作方案(2017-2020年)》，首

次提出全面推進公交電動化的目標，並要求自2017年起

所有新增或更新的巴士，全須為純電動車輛。自2018年
起，廣州市政府亦要求所有新增或更新的士中，純電動

的士的比例不可低於80％，相關比例其後逐年提高5個百

分點，並最終於2022年年底達至100%。以推動使用電動

巴士為例，廣州市政府自2018年8月起向新能源巴士提

供直接財政補貼，為期5年；當中就車長超過10米的大型

電動巴士，巴士公司最多可獲45萬元人民幣 (53.3萬港

元 )的中央和地方購置補貼，以及59萬元人民幣 (69.9萬
港元 )的減排獎勵 (分8年發放 )。受惠於上述財政補貼，

廣州市的純電動巴士數目已由2017年年底的770輛急增

16倍，升至2021年年底的13 270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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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訪問團了解到，廣州市政府於 2022年 9月發布

《加快推進電動汽車充電基礎設施建設三年行動方案

(2022-2024年)》，目標是於2024年成為“超充之都”和落

實“一快一慢、有序充電”的充電服務體系。具體而言，

廣州市將於 2024年之前新建成 1 000個超級快充站、

700個慢速充電社區和200個換電站，並增加全市充換電

設施功率至400萬千瓦。截至2022年6月底，廣州市已設

有 76 300 個 公 共 及 私 人 電 動 車 充 電 樁 ， 總 功 率 達

320萬千瓦；充電樁與電動車數目的比例約為1:4.6，相

當於每日可為超過76萬輛電動車充電。 
 
2.13 訪問團到訪燕岭新能源產業園期間，參觀了户外

梯次電池儲能設施。這類設施是利用退役動力電池作儲

能用途，並以能量管理系統提升運行效率和延長組件壽

命。它的優點是具有成本優勢，而且可以更充分利用動力電

池的價值。 
 

 
訪問團與廣州公交集團代表攝於燕岭新能源產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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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燕岭新能源產業園人員講解 

户外梯次電池儲能設施 
 

 
訪問團與環境局局長謝展寰先生 

於梯次電池儲能設施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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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訪問團繼而參觀“微型光儲充一體化”示範站，它

是結合光伏發電、儲能，以及液冷超級快速充電槍的系

統。與傳統的電動車充電設施比較，這類配合發電和儲

能一體化設施的好處，是可以較靈活接駁可再生能源和

增加電力容量，有助減少電動車充電對電網造成的壓

力。 
 
2.15 訪問團亦在汽車充換電站參觀了電動車換電過

程，了解到當中使用自動定位等技術，可以全自動化由

汽車底盤完成換電，過程只需幾分鐘。此外，燕岭新能

源產業園內有充電樁支援“汽車對電網”技術(即由電動車

輸出車內儲存的電至電網)。由於廣州電力巿場設有峰谷

電價收費機制，電動車用家可在晚間以較低電價為車輛

充電後，在日間以較高電價將部分電力送回電網，從中

賺取差價。這個技術的好處是可以幫助平衡電網不同時

段的負載，達到“削峰填谷”的效果。 
 

 
訪問團參觀“微型光儲充一體化”示範站 

 



 

12  

 

 
訪問團團長葛珮帆議員攝於支援  

“汽車對電網”技術的充電樁旁  
 

 
訪問團參觀液冷超級快速充電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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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觀察全自動化汽車底盤換電過程  

 
 
廣州公交指揮中心 
 
2.16 訪問團在參觀燕岭新能源產業園後，前往廣州

公交集團的廣州公交指揮中心，參觀其智慧展廳、安

全監察設備及綜合調度指揮中心。  
 
2.17 智慧展廳展示廣州公交集團在新能源運輸方面

的發展，包括出租車全面電動化的進展、充電器管理

平台等。訪問團察悉，廣州公交集團現時有公交車輛

約13  000輛和出租車約10  000輛。廣州公交指揮中心

內的綜合調度指揮中心能進行日常生產調度、應急事

件指揮和數據分析研究，肩負生產調度、統籌協調、

應急處置、過程監管、數據應用、信息收發等職能，

緩解日益增長的公共交通管理壓力和實現智能型的管

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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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訪問團參觀了廣州公交指揮中心各種應用大數

據的智能營運管理平台，例如 “如約 ”定制巴士服務。

該服務是根據需求和客流情況即時設計對應巴士路線

的系統。這種服務兼具網約車和大眾運輸的特點，可

在節能減排的前題下提供較為個人化的服務。  
 

 
廣州公交指揮中心實時管理及  

監察“如約”定制巴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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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廣州公交指揮中心人員的介紹  

 

 
訪問團在廣州公交指揮中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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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考察佛山市 

 

 

 
 
 
 
概覽 
 
3.1 佛山市位於珠江西岸、廣東省中南部，東倚

廣州市，全市總面積為3  798平方公里。  
 
3.2 佛山市 2021年年末常住人口為961萬人，其中

户籍人口484萬人 (佔常住人口50 .4%)。  
 
3.3 2022 年 ， 佛 山 市 生 產 總 值 為 1 .27 萬 億 元

人民幣，增長2.1%。佛山市經濟規模在廣東省僅次於

廣州市和深圳市。  
 
3.4 佛山市早於2009年已引進燃料電池空壓機生產

項目。2014年，佛山市加入國家科技部和聯合國開發

計劃署的 “ 促進中國氫燃料電池汽車商業化發展項

目 ”，成為全國4個示範城市之一。 2022年 9月，佛山

市政府發布《佛山市能源發展 “十四五 ”規劃》，提出

重點發展氫能等新能源產業，藉此成為國家氫能產業

示範區和新能源產業發展基地，包括增加氫燃料電池

汽車的數目至 2025年的 5  500輛；以及增加加氫站數

目至2025年的60座。現時佛山已成為全國氫燃料電池

車和加氫站規模最大的城市之一，並建成全國首個商

業化運營的加氫站、內地首座油氫合建站和世界首條

商業運營氫能源有軌電車。  
 
3.5 訪問團於8月7日晚上前往佛山市，並於8月8日
上午參觀南海氫能館和氫能源有軌電車。訪問團在佛

山市逗留期間，曾出席由佛山市委台港澳工作辦公室

所設餐敘，與有關領導交流兩地發展氫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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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氫能館 
 
3.6 2018 年，佛山市在南海區丹灶鎮建立面積達

48平方公里的“仙湖氫谷”，作為匯集科技研發、智能製

造、展示交流、創新服務於一體的氫能源科技中心，亦

是內地氫能產業的“矽谷”。“仙湖氫谷”吸引國家電力投

資集團、康明斯動力有限公司、上海重塑能源集團等超

過130家氫能企業進駐，佔廣東省相關企業總數的三分之

一。仙湖氫谷”亦於2019年年底開放南海氫能館予市民參

觀。於 2020 年至 2022 年期間，佛山市斥資 18.8 億元

人民幣 (約21億港元 )在“仙湖氫谷”內建設佛山仙湖實驗

室，聚焦氫能、燃料電池和氫氨融合等技術研發及產業

化工作，並形成產學研結合的完整氫能產業鏈。  
 
3.7 南海氫能館是一個以氫能及其產業化為核心的主

題科技產業展廳。該館由一個主展廳和四個分展廳組

成，設有七大展區，通過多媒體形式，呈現南海氫能發

展的總體思路和戰略。南海氫能館面向公眾和氫能上下

游企業，從全產業鏈出發，詳細介紹南海區氫能發展規

劃和成果，讓外界能快捷地了解和熟悉南海區氫能產業

狀況、園區發展模式，從而吸引國內外氫能組織、科研

機構開展合作，促進交流。該館亦是氫能科普宣傳教育

基地，讓公眾了解並親身感受氫能在生活中的應用，有

助推進氫能社會發展。 
 
3.8 訪問團在南海氫能館了解氫能產業鏈各個部分，

包括製氫、運輸、儲存、加壓、向用户供應等的應用示

範和解決方案。其中一個方案是撬裝式加氫站，即是以

貨櫃形式提供的儲氫和加氫方案，貨櫃內部分隔成儲氫

瓶組區、壓縮機區和加氫區三個部分。這種加氫站設計

具備佔地面積小和易於運輸等優點。此外，南海設立“氫
能進萬家”智慧能源示範社區，這項目利用天然氣重整製

氫，實現燃料電池技術熱電聯供，可以減少一半碳排放

和45%能源費用。訪問團在南海氫能館外，體驗多項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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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運輸的應用方案，例如氫燃料電單車、氫燃料電池卡

車和氫燃料電池巴士。 
 
3.9 訪 問 團 觀 察 到 ， 在 氫 氣 儲 存 和 加 注 設 施 方

面，佛山市是內地相關標準的其中一個主要開拓者。

自 2 0 1 7年年底起，佛山市政府推出內地首批加氫站

建設、審批和驗收等程序指引，獲全國多地借鑒。

2 0 1 8年 3月，佛山市獲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技術標準委

員會批准，成為內地唯一的氫能國家技術標準創新基

地，至今協助參與制定超過 1 5 項氫能相關國家標

準。  
 
3.10 訪問團亦察悉，佛山市是內地以至全球應用

氫能公共交通的先驅。 2 0 1 6年，佛山市率先在三水

區試行營運 1 1輛氫能巴士，作為內地首條氫能城市

巴士示範路線。目前，佛山市已全面轉用新能源巴

士，其中氫能巴士佔整體新能源巴士的1 5 %，累計投

入數目約1  0 0 0輛。  
 

 
佛山市南海區丹灶鎮“仙湖氫谷”特色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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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在了解“氫能進萬家”項目  

 
 

 
訪問團聽取有關氫燃料電池卡車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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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成員試乘氫燃料電單車  

 

 
訪問團乘坐氫燃料電池公交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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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南海氫能館人員介紹加氫站的設計和運作  

 

 
訪問團與環境局局長謝展寰先生及南海氫能館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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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區氫能源有軌電車 
 
3.11 參觀南海氫能館後，訪問團前往佛山巿高明區的

一座加氫服務中心。這個服務中心除了為區內氫能源有

軌電車供應氫氣外，亦設有加氫槍，可以為氫能源巴

士、物流車輛等加氫。 
 
3.12 隨後，訪問團乘坐高明區氫能源有軌電車。該氫

能電車是在2019年12月開通的全球首條商業營運的氫能

有軌電車。該電車於加滿氫氣後可持續行駛約100公里。

電車用低地台設計，平均運行速度每小時24公里，最高

速度每小時70公里。 
 

 
佛山市高明區加氫服務中心  

 



 

23  

 
氫能源有軌電車  

 

 
訪問團乘坐氫能源有軌電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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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考察深圳市 

 

 
 
 
 
 
概覽 
 
4.1 深圳巿又稱“鵬城”，該巿毗鄰香港，全市總面積

為 1 997 平方公里。深圳市 2021 年年末常住人口為

1 768萬人，其中户籍人口僅為556萬人，非户籍人口則

達1 212萬人(佔常住人口68.5%)。 
 
4.2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將深圳市與

香港、澳門和廣州市並列為四大中心城市，為區域發展

的核心引擎，以繼續發揮比較優勢，增強對周邊區域發

展的輻射帶動作用。 
 
4.3 訪問團在深圳市的行程主要是參觀華為數字能源

有限公司 (“華為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展廳及電動車超

級充電站、大亞灣核電站及南山能源生態園。訪問團在

深圳逗留期間，曾出席分別由華為數字能源、大亞灣核

電站及南山能源生態園所設的餐敘。 
 
 
華為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展廳 
 
4.4 訪問團於8月8日下午由佛山前往深圳，到訪華為

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展廳，聽取該公司介紹其能源產

品、以及節能減碳、智能光伏和數據中心等領域的解決

方案。訪問團在離開安托山基地後前往華為坂田基地(餐
敘地點 )的途中，亦順道參觀華為電動車超級快速充電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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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華為數字能源是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全資子公司，

成立於2021年6月。2022年7月，華為數字能源在深圳市

福田區香蜜湖落成並投入使用安托山基地。基地佔地面

積1.8萬平方米，共有3棟建築物，集辦公、培訓、實驗

室、展廳、員工宿舍、食堂等功能區於一身。展廳展示

華為數字能源不同業務的產品和解決方案，其中包括智

能光伏、站點能源、數據中心、智能電動、充電網絡

等。 
 

4.6 訪 問 團 察 悉 ， 國 務 院 於 2021 年 10 月 印 發 的

《2030年前碳達峰行動方案》中，要求各地政府建設符

合“光儲直柔”的建築；安托山基地是深圳市於2021年公

布的28個近零碳排放區首批試點項目之一，亦是“光儲直

柔”示範樣板點。“光儲直柔”是指集光伏發電、儲能、直

流配電、柔性用電於一身的技術︰ 
 

(a) 光伏發電：安托山基地的3幢建築物表面共

鋪設接近3萬平方米的光伏建築一體化玻璃

幕牆，為園區提供可再生電源；  
 

(b) 儲能：基地實施智能光儲融合解決方案，配

置總共2兆瓦時的電化學儲能系統，用電低

谷時可將剩餘電量儲存、用電高峰時則可釋

放電量；  
 

(c) 直流配電：基地建築物配備交直流微網架

構，其中直流配電系統可直接接入由光伏發

電所產生的可再生能源。與傳統交流配電系

統比較，低壓直流配電系統具有易於控制、

傳輸效率高、供電較安全等優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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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柔性用電：基地建築物各個用電設備均具備

可中斷、可調控的能力，從而令建築物的用

電需求從剛性轉為柔性，建築物用電量能夠

與光伏發電量或儲能系統容量實時配合。  
 

4.7 除硬件配套以外，安托山基地亦利用“雙碳雲腦”
系統和人工智能節能等科技，管理建築物的儲能和充電

等基礎設施，並實時監察能源和排放數據。 
 

4.8 訪問團察悉，安托山基地的“光儲直柔”在節能減

排上成效顯著，其光伏發電系統每年可生產150萬度的光

伏綠色電力，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871.5噸。通

過高效的綜合能源管理系統，該基地每年的耗電量減少

51%；每年的碳排放量減少63%。 
 

4.9 訪問團在安托山基地展廳觀察多項新能源、可再

生能源設施，以及能源智慧化管理方案，例如︰  
 

(a)  光伏建築一體化玻璃幕牆︰在玻璃內側裝

設透明太陽能薄膜電池，薄膜電池有一定

的透光率，對景觀影響較少。光伏元件背

面設置智能光伏優化器，實時管理每個元

件的最大功率點，以提高光伏系統的發電

量； 
 

(b) 液冷超級快速充電站︰每個充電樁的最大

輸出功率達到600千瓦；及  
 

(c)  組串式儲能解決方案︰透過多項智能技術

優化電池的管理，提升電池的生命週期充

放電量，降低儲能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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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與環境局局長謝展寰先生及  

華為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代表於展廳合照  
 

 
訪問團參觀華為電動車超級快速充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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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核電站 
 

4.10 訪問團於8月9日上午參觀大亞灣核電站，包括

站內的核能展覽館、換料水池及培訓中心 (模擬核電站

主控室)。 
 

4.11 大亞灣核電基地位於深圳市大鵬半島、香港市區

東北面約50公里。該基地共有兩個核電站，分別為廣東

大亞灣核電站和嶺澳核電站。其中大亞灣核電站於

1994年5月落成並投入運作，是內地首座大型商用核電

站，亦是改革開放初期最大型的中外合資項目。大亞灣

核電站由廣東核電合營有限公司擁有，以及由中國廣核

集團有限公司轄下的大亞灣核電運營管理有限責任公司

負責經營、維修保養和技術支援。站內有兩台壓水式反

應堆核電機組，總容量為196.8萬千瓦，每年發電量超

過150億千瓦時。 
 

4.12 訪問團察悉，大亞灣核電站採用 “縱深防禦 ”原
則，提供多層次的重疊保護，涵蓋廠房選址、電站設

計、營運安全和表現監測：  
 

(a) 審慎選址：大亞灣核電站的選址是基於國

際指引和國家核安全局安全評估的結果而

決定的。例如，大亞灣與最接近的板塊交

界相距1 000公里，受到嚴重地震影響的風

險較低。另外，大亞灣位於淺水的內灣，

周圍有海岬和島嶼環繞，加上台灣和菲律

賓等島嶼作為外圍屏障，可充分抵禦海嘯

衝擊。核電站與商業飛行路線、主要城市

和危險工業設施亦有足夠的距離，確保社

區安全； 
 

(b) 安全設備：核電站的兩台壓水式反應堆機

組擁有良好的安全紀錄。在謹慎操作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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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下，機組的 40 年壽期可延長到 60 年至

80年。機組連接反應堆的第一冷卻迴路屬

封閉式循環系統，並密封在安全殼廠房

內，與其他冷卻迴路的冷卻水不會直接接

觸，即使第一迴路的冷卻水帶有輻射，也

不會散播；  
 

(c) 機組設有3道安全屏障︰首先是燃料包層，

包圍核裂變過程中產生的放射性物質，防

止洩漏。其次是反應堆壓力容器，該容器

有20厘米厚的鋼壁，能把含微量放射性物

質的冷卻水封閉在第一冷卻迴路。最後是

放置反應堆壓力容器的安全殼，其90厘米

厚的強化鋼筋混凝土結構內置6毫米厚的鋼

內襯，令安全殼可以抵禦大型商用飛機的

撞擊； 
 

(d) 營運安全：核電站所有員工都須接受嚴格

的核安全培訓，並且每4年進行一次資格複

考。核電站亦按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核緊急

情況的四級分類系統，制定相應的應急計

劃，以及定期進行培訓、內部綜合演習和

與廣東省部門聯合舉行應急演習(至少每5年
1次)；及 

 

(e) 表現監測：核電站設有完善的監測系統，

監測電站運作對廠址及周邊環境的輻射影

響，以及保障核電站內員工及公眾安全。

其中監測內容包括能力因子 (即可負荷發電

能力的百分比 )、工業安全的事故率、電站

工作人員的集體劑量、輻射排放、放射性

固體廢物體積、環境輻射監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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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大亞灣核電站人員介紹站內機組布局  
 

 

訪問團參觀大亞灣核電站內的模擬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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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有關大亞灣核電站安全設備的講解  
 

 

南山能源生態園 
 

4.13 訪問團於8月9日下午參觀位於深圳前海自貿區的

南山能源生態園，以深入了解深圳市在規劃、建設及營

運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經驗。 
 

4.14 南山能源生態園是深圳能源環保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中一座垃圾焚燒發電廠，總投資額為16.5億元人民幣

(約18億港元 )。該園佔地面積約為11.4萬平方米，共分

為兩期，分別於2003年和2019年投入營運，除了令南山

區實現“自產自銷”所有生活垃圾外，該設施亦處理部分

來自福田區和羅湖區的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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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訪問團觀察到，南山能源生態園是一所集轉廢為

能、科普教育、環保宣傳、科研、工業旅遊 (“產、學、

宣、研、遊”)於一身的多功能綜合設施。園區附近建有

住宅區 (與最近的住宅區直線距離不足一公里 )，是國内

少有的没有圍牆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作為深圳市“創新生

活垃圾分類與處理設施建設模式”的實例，南山能源生態

園於2021年成為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所推薦的深圳市

47項創新舉措和經驗做法之一。 
 
4.16 南山能源生態園實踐“去工業化”的設計理念，建

築外觀融合海浪(主廠房)、馬蹄蓮(煙囪)、貝殼(科普教

育基地)等多種元素。2021年12月，園內落成循環再生藝

術展覽館，以海洋和循環再生作為展館的兩大主題，展

示垃圾分類回收利用以及垃圾焚燒轉廢為能的過程。該

園亦設有不同寓教於樂、互動體驗的項目，供市民參

與。例如透過體感互動遊戲區了解垃圾分類的知識，以

及下沉式講堂體驗巨大的投影海底世界。生態園另設有

科普教育展廳、垃圾焚燒流程展示長廊、室內恆溫遊泳

池、咖啡廳等設施，可舉辦各類藝術展覽、環保沙龍、

行業展覽、論壇等活動。 
 

4.17 訪問團察悉，南山能源生態園內的垃圾焚燒發電

廠，採用嚴謹的焚化設施煙氣排放標準。深圳市於

2017 年推出新的《深圳市生活垃圾處理設施運營規

範》，當中收緊污染物排放限值，並且要求垃圾焚燒廠

的煙氣排放指標全部達到或優於國家以及歐盟的相應標

準。南山能源生態園垃圾焚燒發電廠的二噁英類排放指

標，僅為國家和歐盟標準一半。 
 

4.18 南山能源生態園內經焚燒處理過後的爐渣製作成

環保磚，並分離出各種金屬循環利用，形成循環產業

鏈。通過生活垃圾焚燒發電、滲濾液處理回用、爐渣回

收製作環保磚等行動，為深圳市打造“無廢”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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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聽取南山能源生態園代表介紹該園的設備 

 

 
訪問團了解南山能源生態園的發展歷程及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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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參觀循環再生藝術展覽館  

 

 
訪問團在循環再生藝術展覽館展品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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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團觀察南山能源生態園的排放實時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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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香港的跟進活動 

 

 
 
 
 
 
 
 

5. 訪問團在完成大灣區內地城市考察後，於 8月
18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新聞發布室舉行記者會，向傳媒

簡報是次考察的內容及觀察所得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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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觀察所得及總結 

 

 
 

 
 
 
 
 
 

6.1 訪問團在是次為期3天的職務訪問到訪涵蓋新能

源運輸、氫能技術、可再生能源及轉廢為能的技術應用

的設施，並與廣東省生態環境廳的領導會面。此行成果

豐碩，不但讓議員更加了解大灣區內地城市在上述領域

的現狀和發展方向，同時有助議員與政府當局商討相關

策略和措施，以期優化及加快香港在上述範疇的發展。

以下詳述議員的觀察所得。 
 

 

新能源運輸 
 

電動車充電設施 
 

6.2 議員在是次訪問行程中參觀了多項電動車充電設

施，包括廣州公交集團的液冷超級快速充電器、換電

站、微型光儲充一體化充電站，以及華為電動車超級快

速充電站。議員注意到，液冷超充的充電速度快、充電

設備重量輕，亦可以解決功率提升帶來的發熱問題和結

構偏重問題。 
 

6.3 議員觀察到，到訪的內地城市已設有不少供電動
公共交通工具或電動私家車使用的超級快速充電設備，
並已訂立相關政策目標。相比之下，現時香港的公共充
電設施仍以標準及中速充電器為主；快速充電設施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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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評估或計劃階段。2另一方面，政府當局在2020年
10月推出35億元的“EV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資助現

有私人住宅樓宇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議員

關注到，資助計劃未能涵蓋露天停車位超過6成的停車

場，變相排除大量單幢式樓宇持份者。議員建議︰  
 
 

 
(a) 香港應參考內地的技術和經驗，加快將部分公共充電

設施提升為快速充電設施，特別是為高用量的公共交
通工具 (如公共小巴和專營巴士 )在車站或公共運輸交
匯處提供快速充電設施；以及為沒有泊車位安排的商
用車 (例如電動的士 )，加快提供覆蓋全港的快速充電
網絡；  

 
(b)  為公共充電設施引入超級快速充電技術，並訂下中長

期的目標；及  
 
(c) 審視“EV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的申請資格，考慮是

否可延伸至涵蓋露天停車位超過6成的停車場。  
 

 
  

                            
2 政府當局在 2021 年 2 月公布的《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路線

圖》”)提出在 2025 年或以前推動私人住宅和商業樓宇中有最少

150 000 個停車位配備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的目標。在公共充電設施

方面，政府在 2019 年撥款 1.2 億元在 70 個向公眾開放的停車場安裝

超過 1 000 個中速充電器。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政府及私營機構合

共提供約 5 434 個公共充電器，其中 2 210 個充電器是由政府提供。

當局計劃逐步將部分標準充電設施提升至中速充電設施，以增加電動

車充電設施的成本效益。此外，《行政長官 2022 年施政報告》提出政

府將在未來三年在即將及剛完工的政府建築物內額外 7 000 個停車位

提供充電設施，同時研究將其中部分改為快速充電設施。在電動商用

車充電設施方面，政府當局預計透過不同模式，在 2027 年提供約

1 400 個快速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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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次電池儲能 
 
6.4 議員了解到，國家大力支持發展電池儲能。

2021年4月21日，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國家能源局聯

合發布《關於加快推動新型儲能發展的指導意見（徵求

意見稿）》，提出到2025年實現新型儲能從商業化初期向

規模化發展轉變。其中，廣州公交集團燕岭新能源產業

園的梯次電池儲能電站為大灣區交通系统内首個使用公

交車退役電池梯次利用的儲能項目，具有投入成本低、

運營周期長、充放電體量更大等優勢，有助推動新能源

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議員認為︰ 
 

 
香港可將梯次電池儲能技術應用在電動車充電及處理新能

源汽車退役電池方面，以保護生態環境和提高資源利用

率，同時促進新能源運輸的健康發展。 
 

 
光儲一體化充電設施  
 
6.5 議員觀察到，內地城市採用的光儲充一體化充電

技術已非常成熟，市場上亦衍生了為不同場所 /車輛類

型提供的不同光儲充電方案。光儲充一體化充電模式既

可解決充電站配電容量不足難題，亦減少傳統能源的使

用，減少污染氣體排放，提高能源利用率。通過儲能系

統，充分發揮存儲能量和優化配置的功能，谷期充電、

峰期放電，進一步降低充電成本，又可在電網故障停電

時採用離網運行模式對新能源車應急充電。若配備能量

管理系統，亦能對系統内各個單元能量按最優的原則進

行分配，實現設備監控、能量統計分析、能量管理、儲

能調度、事件告警、報表管理等功能。議員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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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在發展電動車充電設施時，應多考慮不同的方案

及模式 (包括光儲充一體化充電技術 )，更前瞻及多元化地

發展香港的充電網絡，並持續推動相關科研項目。  
 
 

 
充電設施智慧管理 
 
6.6 議員察悉，電動車充電服務提供者一般亦會開發

充電數據的管理平台，直接控制其下所有充電站及充電

設備，通過先進的算法和數據分析，為用户提供個性化

的充電站推薦，有助快速、便捷地完成充電。有關平台

亦具備多場景的實時狀態監測和故障預警功能，確保用

户在充電過程安全和穩定。此外，平台亦可協助服務提

供者透過智能分析管理和分配充電設備，優化營運策

略。 
 
6.7 政府當局於2022年6月推出“EV充電易”流動應用

程式，方便駕駛電動車的人士尋找實時可用的公共充電

器。該程式主要提供政府物業内電動車充電器的資訊，

涉及約1 600個充電器。政府當局會逐步擴闊實時資訊的

覆蓋範圍，並已邀請其他公營及私人機構參與“EV充電

易”。當局亦在《路線圖》訂下在2025年開始在政府停車

場徵收充電費，把電動車充電服務市場化，推動其長遠

可持續發展。議員認為︰ 
 

 
政府當局可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參考內地和其他市場上

的方案，優化公共充電設施的智慧管理，特別是監測設施

使用率和故障情況，並適時按需求調整充電設施的位置及

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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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發展 
 
6.8 面對氣候變化的挑戰，全球正努力淘汰化石燃料

並加速能源轉型。陸上交通運輸工具電動化是現時的主

流發展方向，亦有不少生產商正積極研發其他新能源交

通工具，特別是氫燃料電池車輛。氫燃料只消耗電和

水，對環境影響較少，是世界公認的清潔能源，亦是汽

車石油燃料的理想替代品。 
 
6.9 議員察悉，國家在氫能產業發展的中長期規劃方

面定下了4項基本原則：創新引領，自立自強；安全為

先，清潔低碳；市場主導，政府引導；以及穩慎應用，

示範先行。佛山早於2009年已在南海開展氫能源，並在

2020年公布《佛山市南海區氫能產業發展規劃》。國內

多個省市亦分別發布了氫能產業發展規劃。香港在氫能

發展方面仍在研究階段。3議員認為︰ 
 

 
(a) 發展綠色低碳的氫能已是國際趨勢，亦能配合國家的

政策。政府當局應加快有關研究，盡早規劃和制訂氫

能的法律框架。佛山市或其他內地城市發展氫能的經

驗，可作為香港的中期參考； 
 

(b)  目前南海區以至整個佛山市加氫站的氫氣是從廣州、

江門、東莞、珠海等周邊地區外購，氫源是南海區氫

能產業發展的瓶頸問題。土地資源緊缺、規劃用地指

標緊張以及土地使用成本高，均會為氫能產業規模化

發展造成很大的制約；也會對加氫站、製氫廠等基礎

設施建設的選址造成困難。香港應參考內地在發展氫

能所面對的挑戰，提前作出準備，例如預留相關土

地，以及考慮如何促進氫能供應穩定及提升氫能的

成本效益；  

                            
3 為配合氫燃料電池車的發展趨勢及配套設施的需求，環境局正領導一

個跨部門工作小組，將會對加氫站、氫站補給安排及氫燃料電池車在

道路使用等方面進行安全評估，以及審視相關法規、標準及技術指

引，以準備為在本地使用氫燃料訂立相關法律框架。  



 

42  

 
 
 

 
(c) 鍳於煤氣中有達 49%是氫氣，可透過技術從煤抽取

氫氣，香港可利用煤氣製氫及把握現時遍布全港的

輸送煤氣網絡的優勢，設計氫能發展的布局；及  
 

(d)  長遠而言，政府當局應借鍳佛山市及其他內地城市

的策略，推動氫能技術成果轉化應用，並加強香港

與內地在氫能科技的交流與合作。  

 
 
 
可再生能源 
 
6.10 職務訪問期間，議員參觀了不少與可再生能源相

關的技術，除上文提述的光儲充一體化充電設施外，亦

有華為數字能源安托山基地的“光儲直柔”技術(包括在大

廈外牆安裝光伏發電幕牆)。議員觀察到，這類裝置令太

陽能光伏板不再局限安裝於大廈/村屋天台，讓可供太陽

能發電的建築物和設施數目大幅增加，亦無損建築物的

美觀。商廈的玻璃幕牆一般無需很高的透光率，若以薄

膜太陽能光伏板玻璃來代替一般玻璃幕牆，既可產生電

力，又可減少室內光線強度及發揮隔熱效果。議員

建議︰ 
 

 
香港可在綠色建築方面加以推廣光儲直柔技術，特別是在

大廈外牆安裝光伏發電幕牆。除一般大廈的玻璃窗或玻璃

幕牆，光伏發電幕牆可應用在公路隔音屏障、商場、體育

館、圖書館、博物館、港鐵站、機場等。產生的電力，可

售予電力公司，也可儲在電池，用於建築物室內公共空間

（如走廊、大堂等）的照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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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電 
 
6.11 大亞灣核電站自1994年投產以來，一直為香港提

供穩定、可靠及價格相對低的核電供應。現時從大亞灣

核電站輸入的核電佔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中電”)的發電

燃料組合約三分之一。大亞灣核電站的供電合約將持續

至2034年。為確保香港獲得更多潔淨和具成本競爭力的

能源，大亞灣核電站於2014年底至2023年間，將輸港核

電由其總輸出量的70%提升至約80%。議員認為︰ 
 

近年全球市場燃料成本飆升，導致本地電費大幅上升；核

能的價格比煤或天然氣的價格穩定，有助緩和燃料成本升

幅。香港可擴大核能在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例，藉以達致

減碳和穩定電價水平的雙重目的。就此，政府當局應與內

地有關方面商討向香港供應更多核電。 
 

 
 
廢物管理 
 
無廢灣區 
 
6.12 議員注意到，為貫切落實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發

出《“無廢城市”建設試點工作方案》，國家生態環境部

組織各省（區、市）推薦“無廢城市”候選城市，並會同

相關部門篩選確定試點城市和地區。現時內地多個城市

均已建有現代化的垃圾焚燒發電廠，並推動就固體廢物

源頭減量、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促進城市綠色發

展轉型、提高城市生態環境質量等議題交流工作經驗，

探索工作模式。2021年11月，國家在《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提出鼓勵有條件

的省份全域推進“無廢城市”建設的建議。議員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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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灣區為一體進行污染防治，能提高地區水質、空氣、

生態以至廢物管理的成效。因此，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

應繼續加強技術及經驗交流，探討協同治理及能力共享。

香港亦應與內地及澳門推進設立“無廢灣區”工作小組、建

立粵港澳三地生態環境保護機制等。 
 
轉廢為能設施  
 
6.13 議員察悉，深圳市的所有生活垃圾均以焚燒處

理，不再採用地埋方式；單是南山能源生態園每日已可

處理2 300噸生活垃圾。現時很多先進城市都是通過現

代焚燒發電技術以達致廢物資源化，國家也大力發展這

方面的技術，並且達到世界級先進水平。環境局於

2021年2月公布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以“全民減

廢 ‧資源循環 ‧零廢堆填”為願景，提出應對至2035年廢物

管理挑戰的策略、目標和措施，當中包括發展轉廢為能

設施。香港首個現代焚燒發電設施（I∙PARK1）預計在

2025年落成。議員認為︰ 
 

( a )  香港可參考內地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技術和規劃

方案，加快在本地發展該類設施，盡快實現 “零廢

堆填”；  
 
( b )  香港可與內地相關單位 /企業商討合作的可行性，

利用大灣區一體化的優勢，共同策劃處理大灣區的

廢物問題的合作方案；  
 

( c )  南山能源生態園展示了先進高效的現代焚燒發電設

施能夠與附近商住區共存。政府當局可參考有關設

計，優化焚燒發電設施的功能，甚至將之發展成旅

遊熱點，令該類設施由 “鄰避 ”變為 “鄰利 ”，並發

揮一址多用的協同效應；及  
 

( d )  政府當局應向市民多加宣傳及解說現代焚燒發電設

施的技術及環保效益，釋除相關地區居民對這類設

施的環境影響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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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6 .14  議員認為是次職務訪問富有成果，並具啟發作

用。這次“能源之旅”讓議員深入了解大灣區內地城市在

新能源運輸、氫能技術、可再生能源及轉廢為能技術的

應用及發展，亦與當地相關政府官員及企業深入交流意

見。內地的相關技術和經驗對香港在落實“淨零發電”、
“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和“全民減廢”策略、邁向碳中

和目標有很大的參考價值。議員促請政府參考有關經驗

和技術，繼續擴展電動車充電網絡、提升充電設施；加

快審視與氫能相關的法規和技術，推動氫能在香港的使

用；並且加快發展現代焚燒發電設施，盡早達致零廢堆

填。香港亦應繼續加強與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聯動和合

作，實現優勢互補，並在環境保護及污染問題上協同治

理及能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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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是次訪問團的職務訪問得以順利完成，實有賴
大灣區內地省市政府的協助。接待單位盛情招待及詳細
向訪問團介紹考察的設施，令訪問團獲益良多。議員謹
此向內地相關政府部門和接待單位致以由衷謝意。  
 
 此外，議員衷心感謝環境局協助聯繫內地相關政
府部門和接待單位，策劃是次訪問行程；亦感謝該局局
長謝展寰先生及環境局訪問團其他成員共同參與是次職
務訪問，促進政府當局與議員之間的交流。議員亦感謝
環境局的相關政府人員就訪問行程的後勤支援提供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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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許曉斌女士,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新聞秘書 
5. 陳億利女士, 環境及生態局助理秘書長(能源)1 
6. 張偉鵬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高級行政主任(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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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浩光博士, JP, 環境保護署署長 
8. 胡偉文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2) 
9. 張岱楨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可持續發展) 
10. 張展華博士, 環境及生態局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空氣質素政策) 
11. 何偉雄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總機電工程師(電力小組) 
12. 梁子康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助理秘書長(可持續發展)1 
13. 林苡晴女士, 環境及生態局助理秘書長(空氣政策) 
14. 關卓欣博士, 環境保護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基建規劃)1 
15. 林浩然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助理環境保護主任(空氣質素政策)12 
16. 方耀生先生, 環境及生態局助理環境保護主任(空氣質素政策)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