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1

Paris Watch Hong Kong Climate Action Report 2021
Hong K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Paris Agreement goals
- Immediate decarbonisation actions with clear plans and targets are 
desperately needed



本報告採用知識共享署名 - 非商業性 4.0 國際許可。
要查看本許可證的副本，請瀏覽網頁 :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出版

香港低碳想創坊
www.ccinnolab.org

作者兼報告負責人 高級顧問 支持 設計

李育成 莊陳有
施日莊 

項目統籌

梁栢偉
董頴詩

鳴謝下列組織的機構、 
財政和其他支持：

Porticus Asia Ltd.
RS Group

地球製作有限公司



日本汽車檢測登記信息協會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五次評估報告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六次評估報告
C40 城市氣候領導聯盟
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低碳亞洲有限公司
低碳想創坊
碳披露項目
中電集團 ( 香港 )
壓縮天然氣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締約方大會第 26 次會議
2019 年冠狀病毒病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
能源基金會（中國）
新加坡能源市場管理局
香港特別行政區機電工程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保護署
環境、社會與治理
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新加坡研究中心
電動汽車
國內生產總值
溫室氣體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產業署
廣州市人民政府
港燈電力投資集團
香港賽馬會防災應變中心

AIRIA
AR5
AR6
C40
CBI
CCA
CCIL
CDP
CLP
CNG
COP26
COVID-19
CSD
ENB
EF
EMA
EMSD
EPD
ESG
ETHZ
EV
GDP
GHG
GPA
GMPG
HKE
HKJCDPRI

縮寫

HKMA
HKSAR
ICLEI
IEA
IPCC
KEPCO
LTA
MEE
MLIT
MOLIT
NCCS
NDC
NPTD
OECD
PBC
PD
PV
RVD
SFC
SMG
SMPG
SR15
SSP
SZDRC
TEPCO
TMG
URA

香港金融管理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國際地方環境倡議理事會（或稱為地方政府促進可持續發展組織）
國際能源機構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韓國電力公司
新加坡陸路運輸局
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
日本國土交通省
韓國國土交通部
新加坡國家氣候變化秘書處
國家自主貢獻
新加坡國家人口與人才部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中國人民銀行
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劃署
光伏太陽能
香港特別行政區差餉物業估價署
香港特別行政區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首爾市政府
深圳市人民政府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關於全球暖化攝氏 1.5 度特別報告
共同社會經濟路徑 1
深圳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東京電力公司
東京都政府
新加坡市區重建局



4

引言

氣候行動報告分析

執行摘要

附件 1
IPCC AR6 要點

分析方法

附件 2
數據表

《巴黎氣候協議》進展

參考資料

目錄

05

13

06

50

08

52

10

70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5

引言

本報告是根據《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評估香港特別行政區表現的第三份年度報告。

這份 2021 年巴黎氣候監察香港氣候行動報告，是基於我們自 2018 年以來提出的五個

問題，檢視了最新進展情況，並與東亞附近城市的氣候行動進行的比較。我們也評估

了與實施《巴黎氣候協議》相關的全球趨勢。

儘管各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 (NDC) 和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之間仍存在巨大差距， 

但 COP26 締約方已同意加快兌現承諾，力圖將全球平均氣溫升幅相對於工業革命前，

控制在攝氏 1.5 度內。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 的第六次評估報告 (AR6) 

認為未來十年的時間將會是避免更大氣候危機的最後時機。如果不採取更進取的行動，

全球平均氣溫很可能就在 11 年半內上升攝氏 1.5 度。

本報告總結了 2021 年 11 月舉行的聯合國 COP26 氣候談判的主要成果，並跟踪和 

比較香港和其他東亞城市在達成巴黎氣候協議目標上的表現。我們的結論是，香港 

需要大幅度提升目標，才能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以避免加深氣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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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於 2021 年 10 月 8 日發表了《香港

氣候行動藍圖 2050》（下稱《藍圖》），提出

了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的計劃。《藍圖》制定

了以 2005 年為基準年，到 2035 年減少 50% 碳

排放的目標，以及發電、交通、建築和廢物等多

個排放源的減碳節能措施和子目標。儘管我們歡

迎上述措施，但《藍圖》並沒有制定一條明確的、

經過校正的減碳路徑，以實現 2050 年前碳中和。 我們的估計呼應全球預測 2，即香港的排放量到

2030 年，而不是 2035 年，應該比 2005 年的

水平減少 60%。香港應該響應號召大幅度提升目

標，制定一條更現實的減碳路徑，在 2050 年實

現淨零排放，並從現今開始減少消耗全球碳預算。

此外，《藍圖》也未能因應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 (IPCC) 的建議，提高 2030 年中

期減碳目標和實現目標的路徑，實現 2050 年

碳中和目標的可能性將會越來越小。

執行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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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圖》制訂的能源效益和可再生能源目標和力

度顯然並不足夠，亦未能顯示有關措施和子目標

結合起來，如何在各自排放源及總體上實現減排

目標。隨著越來越多可再生能源潛力數據的公布，

我們應該可以制定更高的減碳目標。此外，強制

規定建築和交通運輸方面的節能措施，都有助於

提高這兩個碳排放源的減碳目標。

而目前的氣候適應行動只列出了一系列工程項

目，誇誇其談以往的成績和正在進行的工程，但

對於適應行動的缺點幾乎沒有進行評估和反省。

《藍圖》必須是一項以人為本的綜合策略，並為

避免氣候危機和氣候行動對社會和人類造成的影

響，貫徹公義轉型為最優先的原則。其他東亞城

市也有較好的適應計劃範例，顯示出在透明度、

問責、監測和評估方面的良好做法。

《藍圖》必須制定明確的關鍵績效指標、定期的

目標里程碑、成本計算、融資細節、治理和決策

機制，以及監測、報告和核查計劃，才能取信於

人。《藍圖》應利用綜合評估模型等科學模型，

詳細說明可再生能源策略與節能目標之間的相互

關係。如果沒有一個更嚴謹、更科學的計劃，我

們可以預見在邁向一個安全、淨零城市的道路上，

香港仍將面臨各種不確定因素和挑戰。香港的企

業也需要政府一致發出明確的信號，說明在朝向

低碳未來轉型上，香港會遇上的挑戰和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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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一：『香港是否步入正軌？』 需要對碳排放

量進行同比比較，並對香港和其他東亞城市進行

比較。我們會根據每個市政府的環境管理部門，

對年度碳排放量公開的定量測量數據。除了絕對

碳排放量，根據各市政府的承諾，我們還比較了

人均碳排放量和每美元 GDP 的碳強度。我們將香

港的承諾與 IPCC 科學家在 AR6 中提出控制全球

平均氣溫升幅在攝氏 1.5 度情景下的碳預算進行

了對比。

問題二：『香港是否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向零碳

經濟轉型？』需要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組合中的

百分比進行同比比較，對其他東亞城市進行年度

比較，及對不同年份和不同城市發電的碳強度進

行比較，可以揭示能源生產的實際影響，特別是

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否足以減少碳排放。這些原

始數據可從各市政府能源主管部門和電力公司的

公開報告獲得。

分析方法
我們對香港和其他五個東亞城市，包括首爾、新加
坡、東京、深圳和廣州的氣候行動分析，是基於以
下五個關鍵問題進行定量和定性指標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東亞城市之間的比較很大程度上受
到官方數據是否存在的限制。因此，並不是所有的
城市都可以在上述問題上進行比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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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三：『香港是否更有效率地使用能源？』 

其他東亞城市的能源消耗主要有兩個方面，即建

築和交通運輸。在建築方面，我們比較了商業建

築和住宅建築的單位建築面積能耗的同比情況 

和城市之間的差異。在交通運輸方面，我們比較

了電動車、氫燃料汽車、混合燃料汽車和壓縮天

然氣燃料汽車等新能源汽車在各城市的同比比

例，以評估這類汽車的普及率。這些原始數據可

以從各市政府交通運輸部門和電力公司公開數據

中獲得。

問題四：『面對全球變暖，我們是否正在適應，

使香港成為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城市？』需要根據

一系列指標進行報告，涵蓋我們已確定為適應氣

候變化災害必不可少的七個關鍵領域，包括：熱

浪引起的疾病；與熱浪和降雨有關的傳染病；水

資源短缺和乾旱；火災風險增加；海平面上升、

海水泛濫和海岸侵蝕；颱風、洪水和山泥傾瀉；

以及生物多樣性減少和對生態系統的破壞。為了

評估這一點，我們檢查了相關研究報告、公眾參

與活動以及監測、評估和核查系統的存在。我們

還參考了其他研究機構對氣候適應的評級或排名。

3 4 5
問題五：『香港是否正在發展有效的治理和金融

體系來應對氣候變化？』需要根據一系列指標進

行報告，涵蓋氣候治理的五個領域：政治領導力；

政策和計劃；透明度、問責性、監測和評估；推

進氣候融資；以及國際合作。為了評估進展情況，

我們審視了各市氣候策略和行動計劃中相關活動

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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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氣候協議》進展 ³

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的 COP26 之前和期間，承諾遵守《巴黎氣候協議》

(Paris Agreement) 的國家紛紛作出了溫室氣體減排承諾。可是，綜合各

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NDC) 表明，各國承諾的規模並不足以於本世

紀內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 1.5 度之內。

如圖 1（第 12 頁）所示，綜合所有現行的減碳政策和行動，到 2100 年，

全球平均氣溫仍可能會上升攝氏 2.7 度，甚至更高。即使我們計算了各國

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和對 2030 年作出的減碳承諾，氣溫升幅仍有可能至

少達到攝氏 2.4 度。然而，只有在所有這些國家自主貢獻和承諾得到充分

落實，上述的氣溫升幅才有機會控制 ⁴。此外，我們的目標仍然是到 2030

年將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 1.5 度以內，因此仍有 190-230 億噸二氧化碳當

量的排放缺口須要各國共同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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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6的締約方確認，『與攝氏2度的升幅相比，氣溫升高攝氏1.5度時，

氣候變化的影響會小得多。』並確認『要將全球變暖控制在攝氏 1.5 度以

內，需要迅速、深入和持續地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放。』⁵

因此，COP26 大會決議要求各國政府提高 2030 年減碳目標，並且在

2022 年埃及舉行的 COP27 大會前，而非五年後就要重新檢視各國的溫

室氣體減排目標及計畫。

此外，根據全球碳項目 (Global Carbon Project) 的預測 ⁶，2021 年，隨

著經濟復甦和下半年全球能源供應緊縮，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需求的反

彈，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預計將從 2020 年水平反彈至少 4.9%，

回到新冠病毒大流行前的水平。

逐步淘汰燃煤發電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關鍵。COP26 締約方首次決定

減少燃煤發電，但未能就取消化石燃料補貼和完全淘汰燃煤發電達成共

識。取而代之的是呼籲『逐步減少』煤炭使用和『逐步取消』『低效』化

石燃料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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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氣候融資方面，富裕國家未能兌現承諾在 2020 年向發展中國家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

的綠色氣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與保持在升幅在攝氏 1.5 度以下的目標差距甚大，

現在預計可能要到 2023 年才可填補資金缺口。與此同時，『損失和損害』(Loss and 

Damage) 機制也未能在 COP26 會上達成共識。『損失和損害』機制指的是對發展中國家

受無法適應且不可避免的氣候影響而引致的損失，所作出的補償機制。整個討論已推遲到

2022 年的 COP27 大會。

至於《巴黎氣候協議》第六條 ⁷ 涉及國際減排交易，提供了一條路徑，讓氣候行動的成本

降低，同時讓私營企業資金、技術和專業知識參與進來。COP26 最終達成了一項覆蓋全

球碳市場的協議，並決定在第六條的部分規定下，減排交易的『收益份額』可用作資助氣

候適應措施。另一方面，對於結束碳抵消項目買賣雙方減排『重複計算』的規則，COP26

大會也達成共識，這將促進碳信用和配額的貿易。

截至 2019/20 年度，用於氣候變化適應的全球資金僅佔年度氣候資金總額的 7.3%。⁸ 

COP26 大會也注意到對氣候變化適應的重視程度遠遜於氣候緩解。缺乏各國的資金投入

會讓人未能認識到氣候適應行動的重要性，也未能制定更好的行動目標。⁹

考慮到 COP26 大會的最新進展，香港特區政府應採取積極措施，使其氣候行動藍圖與國

際做法接軌。特區政府應每年檢討《藍圖》及其目標，逐步取消對化石燃料的補貼，也因

應有關《巴黎氣候協議》第六條的決定，更好利用發展碳市場機制的機會。最後，作為一

個國際金融樞紐，香港也應該為氣候適應融資和『損失和損害』機制作出貢獻。

圖 1. 2100 年變暖預測
基於各國承諾和現行政策預測的碳排放及變暖情況

全
球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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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 Climate Action Tracker)
* 上面列出基於不同時期各國作出承諾而產生的情景

減排差距
僅 2030年目標

各國承諾
和現行政策

新承諾目標

最樂觀情景

攝氏 1.5°C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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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
報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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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最新公佈的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 下稱《藍圖
2050》) 中 ¹⁰，指出 2020 年的人均排放
量（暫定）為 4.5 噸二氧化碳當量 ( 最終數
字將於 2022 年中公佈 )。這比 2019 年的
5.3 噸二氧化碳當量大幅減少，考慮到當年
總人口略為減少 (0.35%)，排放量下降了
15%。基於這個數字，絕對排放量估計 
為 33,634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碳強度為
每港元生產總值 0.012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環境局，含 2020 年暫定數據和估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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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碳排放強度 ( 公斤二
氧化碳當量 / 港元本

地生產總值 )

比 2005 年
減少 %

人均排放量
( 噸二氧化碳當量 )

比 2005 年
減少 %

絕對排放量 ( 千噸
二氧化碳當量 )

比 2005 年
減少 %

2005 0.022  - 6.1 -  41,300 - 

2019 0.014 -36% 5.3 -13% 40,100 -3%

2020 0.012* -45% 4.5* -26% 33,634* -18.6%

2030 
( 目標 )

0.007 -65-70% 3.3 -46% 26,432 -36%

表 1. 香港 2005、2019 年、2020 年數據與 2030 年目標碳強度、人均排放量和絕對排放量的比較

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本身的目標比較
它沒有達到《2015 年香港氣候變化報告》¹¹ 中設定的首個碳減排目標，即到 2020 年，香港的碳強度須要

比 2005 年的水平降低 50%-60%，最終只減少了 45%。這本應在《藍圖》中交代，但特區政府沒有這樣

做，令人擔憂特區政府是否認真對待即將到來的減排目標。氣候行動要取得成功，必須高度重視透明度和問

責性，而非只是選擇性進行公關活動。

儘管如此，這仍顯示減排基本上已步入軌道，可以達到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於 2017 年發表的《香港氣候行

動藍圖 2030+》¹² 中所制訂的目標，即以 2005 年為基準，到 2030 年把碳強度降低 65% 至 70%。上表顯

示了香港根據這些較早前的目標減少碳排放的進展情況。

1



與 IPCC AR6 碳預算的比較 

特區政府在《藍圖》中，跟隨行政長官 2021 年施政報告所作出的承諾，即『努

力在 2050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¹⁴ ，並為 2035 年設定了一些新的中期目標。

以 2005 年排放量為基準，到 2035 年碳排放總量減少 50%。此外，《藍圖》

直接保留了早前的目標，即到 2030 年 ( 以 2005 年為基準年 ) 將碳強度 ( 每

單位本地生產總值 ) 降低 65-70%。我們計算了這些目標產生的潛在累積碳排

放量，並將之與 IPCC 的 AR6 中攝氏 1.5 度碳預算 ¹⁵ （50% 和 66% 的避免

機會率）香港應分擔份額 ¹⁶ 進行了對比。如圖 1 所示，我們發現碳減排目標

將略為超出避免攝氏 1.5 度的 50% 機會率所需的預算，並大大高於避免攝氏

1.5 度 66% 機會率所需的排放量。換句話說，新的承諾只是將以 50% 或更低

的機會率實現攝氏 1.5 度的溫度上升限制。如果香港想要提高機會率，政府應

該在 2030 年比 2005 年水平減少 60%。此目標也與 2020 年巴黎氣候監察

香港氣候行動報告的提議一致，該報告將 2030 年的科學為本目標設定為人均

2.03 噸二氧化碳當量 ( 約共 1.6 萬噸二氧化碳當量 )。減碳路徑因此要比特區

政府目前提出的幅度要大得多。而特區政府也必須每年檢視並提高減碳目標。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碳中和承諾 
AR6 碳預算 ( 香港特別行政區份額，50%1.5° C)*

AR6 碳預算 ( 香港特別行政區份額，66%1.5° C)*   

圖 2.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承諾與 AR6 碳預算 (ktCO2-e)

( 備註：採用香港特別行政區環境局和 IPCC AR6 數據進行計算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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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東亞城市的比較

我們還按行業比較了其他東亞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構成部分，

如圖 3 所示。我們未能比較廣州和深圳，因為無法從官方渠

道獲得相關數據。根據調查結果，電力生產和建築能源使用

平均約佔這些城市碳排放的 60%。這就解釋了我們在本報

告接下來的兩個部分將重點放在可再生能源、交通運輸和建

築能源效益上。

發電（含建築）

香港 新加坡
 (2018)

首爾 東京

工業流程交通運輸 廢物 其他

圖 3. 按行業劃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019 年 )

表 2. 東亞六個城市的碳中和承諾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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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2035 2040 2050 2060

香港 碳強度比 2005 年下降 65-70%
( 或絕對排放量下降 26-36%) 碳排放量比 2005 年減少一半 不適用 碳中和 不適用

新加坡 碳排放量達到峰值：6,500 萬噸二氧化碳 不適用 不適用 碳排放量比 2030 年減少一半，
至 3,300 萬噸二氧化碳 在 21 世紀下半葉實現淨零

首爾 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2005 年下降 40% 不適用 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2005 年
下降 70% 碳中和 不適用

東京 溫室氣體排放量比 2000 年下降 50% 不適用 不適用 碳中和 不適用

深圳 碳排放量達到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碳中和 

廣州 碳排放量達到峰值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碳中和

( 來源：EPD( 香港 )、NCCS( 新加坡 )、SMG( 首爾 )、TMG( 東京 ))



新加坡 東京 香港 首爾

2017 2018 2019 2020 2030
( 目標 )

2035
( 目標 )

2040
( 目標 )

2050
( 目標 )

圖 4. 東亞地區四個城市的人均排放量 (tCO2-e)

( 資料來源：EPD, CSD ( 香港 )、NCCS、NPTD( 新加坡 )、SMG( 首爾 )、TMG( 東京 ))

我們還比較了香港、新加坡、首爾和東京的人均排放量，如圖 4 所

示。新加坡的表現最差，因為它的人均碳排放量是當中最高的，而

東京、首爾和香港在 2019 /2020 年的碳排放量則處於接近水平。

當比較這六個城市之間的減碳承諾時，東京、首爾和香港作出了

2050 年實現碳中和或淨零的承諾，而廣州和深圳則遵循了中國內

地的雙碳目標，即 2030 年達到碳排放峰值，2060 年實現碳中和

的國家承諾。新加坡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NDC）只承諾在 2030

年定為該國排放量峰值，即 65 兆噸二氧化碳當量，在 2050 年之

前將其減少一半，並希望『在本世紀下半葉盡快實現淨零』。¹⁷ 

儘管東京、首爾和香港承諾率先到 2050 年實現碳中和，但減低碳

排放的速度有所不同。在比較三個城市的 2030 年中期目標時，東

京的目標是將絕對碳排放量減少 50%，首爾減少 40%，而香港則

減少 26%-36%。話雖如此，可以肯定的是這三個城市在未來十年

實現大幅度減碳都面臨著挑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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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自 2020 年宣布 2050 年碳中和目標以來，香港進一步制定了 2035 年中期減排

目標，是邁出了積極的一步。此外，2020 年人均碳排放量比上年減少 15%。

然而，如果香港未能提高 2030 年中期減碳目標，是難以達到 2050 年碳中和。

上述目標也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提出的 2030 年在 2010 年基礎上減少

45% 碳排放的建議不符。而且，因應香港承擔本身在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 1.5

度以內的責任，我們估計，到 2030 年香港的排放量應該較 2005 年的水平減少

60%，而非等到 2035 年。如果不能達到這個中期目標，我們很大機會也達不到

2050 年的碳中和目標。因此，香港應該制定符合 IPCC 和 C40¹⁸ 建議的 5 年減碳

目標，並應該每年根據前一年的排放數據進行審查。

事實上，2020 年的碳強度沒有達到 2015 年制定的目標，已讓人懷疑政府未來

是否會公布達標的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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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已
步入正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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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
向零碳經濟轉型？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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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首爾和東京的數據分別為2019年和2018年，而深圳和廣州的數據是根據這兩個城市的能源規劃數據估計。 )。

當前能源組合

如圖 5 所示，比較六個東亞城市，近 50% 至 90% 以上的發電量依賴煤炭或天然氣，而發電是這些城市的主要碳排放源。

發電的碳強度是反映這些城市碳排放的主要指標。如圖 6 所示，碳排放強度慢慢逐漸下降的趨勢反映了城市電力燃料組

合中天然氣使用量的增加。香港、首爾 ¹⁹ 和新加坡 ²⁰ 甚至承諾分別在 2035 年和 2050 年之前逐步停止使用煤炭。這反

映在香港的中電和港燈發電廠，以及首爾新的發電機組中天然氣使用量的增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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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六個東亞城市截至 2020 年電力燃料組合比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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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CLP, HKE( 香港 )、KEPCO( 韓國 )、EMA( 新加坡 )、TEPCO( 東京 )、MEE( 中國內地 ))
* 註：新加坡數據僅截至 2019 年。

圖 6. 發電的碳強度 ( 單位：kgCO2-e/kWh)

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替代能源
的使用，儘管略有增加，

但尚未對電力生產的碳強度
產生重大影響。 

香港 新加坡 首爾 東京 深圳 廣州

煤 香港 新加坡 韓國 東京 中國內地 ( 南方 )天然氣 石油 核能 可再生能源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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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CLP, HKE, EMSD( 香港特區 )、EMA( 新加坡 )、TMG( 日本 )、GMPG( 廣州 )、SMPG 和 SZDRC( 深圳 ))

圖 7. 可再生能源狀況和承諾 ( 單位：%)

可再生能源現狀和承諾

儘管六個城市目前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比較低，他們都作出了 

不同的承諾，逐步淘汰煤炭和 / 或擴大可再生能源的規模，

如圖 7 所示，在未來 10-15 年內佔能源燃料組合的 10% 到

50%。看到六個城市的可再生能源在燃料組合中都有相當大

的增長，令人鼓舞。以香港為例，在 2018 年起實施的上網電

價計劃支持下，屋頂太陽能光伏並網對城市可再生能源總裝機

容量作出了很大貢獻。該計劃下的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從僅 1

兆瓦增加到 176 兆瓦。²¹ 不過，從過去 5 年可再生能源在燃料

組合中所佔的比例來看，每年的增幅仍然微乎其微，所佔的比

例也很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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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可再生能源的承諾，香港特區政府計劃到

2035 年實現 7.5-10% 的可再生能源，預計風能

和轉廢為能將分別佔 3-4%，而太陽能光伏將佔

1.5-2%。但是，鑑於香港特區境內的可再生能

源潛力遠比目標為大，特區政府應該徹底檢討香

港的可再生能源潛力，並制定每五年一度的可再

生能源目標，比如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

及以後，並每年檢討這些目標。在太陽能方面，

應研究漂浮、社區和屋頂太陽能的潛力。海上風

力發電的潛力在很大程度上也被忽視了。根據香

港理工大學的一項研究 ²²，潛在的太陽能發電量

可達每年 4.67 百萬千瓦時，佔香港能源需求的

10.7%。根據 2020 年巴黎氣候監察香港氣候行

動報告，我們亦估計，太陽能發電在公眾空地、

廢棄農地、棕地及水塘等地擴大規模，可滿足香

港 20% 的電力需求。

23

2

與其他東亞城市相比，香港的目標仍是落後。香

港是 C40 城市氣候聯盟的成員，C40 是一個致

力於應對氣候變化的世界城市網絡。但香港並沒

有加入包括首爾和東京在內的其他 15 位市長的

承諾，作出 2035 年或 2050 年 100% 可再生能

源的承諾。²³ 特區政府在能源方面的最大目標只

是到 2035 年實現 60-70% 的『零碳』能源。

如果沒有 100% 的可再生能源承諾，香港聲言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是難以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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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廢為能不應成為可再生能源的主要來源。根據《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35》²⁴，
都市固體廢物 (MSW) 回收率將提高至 55% 左右，長遠而言，轉廢為能設施將

會擺脫香港對堆填區的依賴。然而，與歐盟的廢物框架指令 ²⁵( 通常被稱為“廢

物等級”) 相比，到 2020 年，按重量計算，50% 的廢物必須回收或準備再利用。

到 2035 年，這一比例將逐步提高到 65%。此外，歐洲議會關於歐盟委員會循

環經濟行動計劃 ²⁶ 的報告警告 ²⁷，依賴垃圾焚燒和轉廢為能可能會阻礙循環經

濟的發展，因此呼籲最大限度地減少垃圾焚燒，儘量降低處理不可回收的剩餘

廢物的比例。²⁸ 歐盟在改善資源回收方面展示了一種更好的做法，長遠而言，

不可回收的廢物應該逐漸減少。在這種情況下，最終只會有很小部分不可回收

的廢物可留作轉廢為能。

轉廢為能是一種
可再生能源嗎？

此外，甲烷氣是轉廢為能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因為它可以從有機廢物中產生，

也從廢物燃燒過程中產生二氧化碳。甲烷氣在釋放後最初的 20 年全球變暖 

潛力 (GWP) 是二氧化碳的 80 倍以上，在 100 年內平均是二氧化碳的 30 倍。

²⁹ 在 COP26 大會期間，包括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在內的 103 個國家簽署了全

球甲烷承諾 ³⁰，承諾到 2030 年將全球甲烷排放量在 2020 年的基礎上減少至

少 30%。

而且，轉廢為能產生的灰燼也需要小心處理，因為它很可能帶有劇毒。我們需

要先清楚轉廢為能計劃的設計細節，然後才能評估所產生的能源是否真正零排

放、『潔淨』及不含污染物。 目前，這六個城市的能源組合中都有一定比例的

轉廢為能，其中一些城市甚至將轉廢為能視為可再生能源。以轉廢為能設施作

為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將削弱這些城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努力。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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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通過
發展可再生能源
向零碳經濟
轉型？

2
結論
制定中期可再生能源目標可以說是邁向零碳經濟的積極一步，但目前可再生能源

計劃的能源組合比例卻令人產生疑問，因為組合中太陽能光伏比例較低，而轉廢

為能的比例卻較高。

過去一年，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增加，特別是在推出上網電價計劃的情況下，提

高了公眾對可再生能源的認識，但目前的計劃規模仍有限，難以對節能減碳產生

很大貢獻。

香港是否真的轉型為零碳經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區政府在擴大可再生能源發

電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在特區範圍內以最大限度的商業規模利用可再生能源，包

括改變目前與兩家電力公司的供電安排和鼓勵措施，其次是通過聯合投資和其他

計劃來鼓勵進口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包括離岸海上風能和大規模的太陽能光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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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更有效率地
使用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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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資料來源：CLP & HKE, EMSD, RVD, GPA ( 香港 )、KEPCO( 韓國 )、EMA( 新加坡 )、TMG( 日本 )、GMPG( 廣州 )
及 SMPG( 深圳 ))

 ( 資料來源：CLP & HKE, EMSD, RVD, GPA ( 香港 )、KEPCO( 韓國 )、EMA( 新加坡 )、TMG( 日本 )、GMPG( 廣州 )
及 SMPG( 深圳 ))

在能源消耗方面，
建築物和交通運輸佔溫室
氣體排放量的六成以上，

因此成為提高能源效率和轉
向清潔能源計劃的重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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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建築節能 ( 商用樓宇，太焦耳 /10,000 平方公尺 ) 圖 9. 建築節能 ( 住宅樓宇，太焦耳 /10,000 平方公尺 )

在香港，樓宇耗電量佔九成，碳排放量佔六成。建築能源效益的比較使我們能夠評估不同城市節能措施的效果。

如圖 8 和圖 9 所示，在四個東亞城市，香港的建築物在商業和住宅建築中的能耗最高。我們未能比較廣州和深圳， 

因為官方公布的數據並不完整。鑑於 2018 年至 2019 年期間建築能源效益僅有約 1% 的輕微改善，加上迄今建築節能

措施都不是強制性，我們難以找到特區政府未來如何改善目標的細節。然而，令人鼓舞的是，香港最新的氣候行動藍

圖為商業和住宅建築制定了 2035 年和 2050 年的量化節能目標，跟隨了東京和首爾的做法。



東京和首爾都是提高建築能效的領先者。東京的零排放策略

(2020 更新版 ) ³¹ 制定了到 2030 年溫室氣體排放和能源消

耗在 2000 年的基礎上減少 50% 的目標，目標是到 2050

年實現建築物零排放。東京還制定了到 2030 年建築物可

再生能源發電約 50% 的目標。至於首爾，儘管沒有明確建

築物的節能目標，但首爾最新的 2050 年氣候行動計劃 ³²

在 2005 年的基礎上，目標是將建築物產生的碳排放量減少

81%，到 2029 年在新建築中逐步實施強制性零能源建築，

強制進行能源審計，並推動現有建築的建築改造項目。東京

和首爾都有兩個鮮明的特點：(1) 制定建築碳排放的量化減

排目標，(2) 東京引入強制性可再生能源裝置，而首爾則引

入強制性零能源建築等措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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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新加坡，儘管對建築物沒有制定量化的節能或碳減排目

標，但根據新加坡的綠色建築總體規劃 ³³ ，它為某些類型的

建築引入其他節能目標。特區政府在制定分行業目標方面也

可以從中學習，有助於為所有建築制定更好的減排目標。

考慮到 2035 年將碳排放總量減半的目標，以及建築在碳排

放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對於建築節能減碳政策的計劃，未能

詳細說明更強而有力的措施抱持審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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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運輸業的碳排放

交通運輸業的碳排放量佔香港總排放量的 18%。2021 年 3 月，香港特

區政府發表了《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概述了特區政府推行零碳

交通的計劃和目標。相關措施包括稅收優惠，降低電動車登記費，大規

模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以及引進電動公共交通工具和商用車計劃。特

區政府更計劃在 2035 年或之前停止登記所有燃料驅動汽車，包括混合

動力汽車。這些措施都有助於降低交通運輸的碳排放。

比較四個東亞城市，即香港、首爾、新加坡和東京都正在推廣使用新能

源汽車，包括零排放汽車，這類汽車的使用量都在穩步上升。圖 9 和

圖 10 顯示，在四個東亞城市中，香港的零排放車輛比例仍然是最高，

但所有這些城市的整體比例仍然很低，從 0.1% 到 2.0% 不等。包括零

排放汽車、混合動力汽車和壓縮天然氣 (CNG) 在內的所有類型新能源

汽車的比例在東京最高 (22.5%)，因為日本的混合動力汽車有較高的普

及程度，而其餘三個城市的比例則很接近，從 4.6% 到 5.6% 不等。

( 資料來源：運輸署 ( 香港 )、MOLIT( 韓國 )、LTA( 新加坡 )、MLIT & AIRIA(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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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零排放車輛百分比 ( 電動汽車和氫動力汽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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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化石燃料的混合動力和壓縮天然氣汽車應該只是過渡安排，長遠而

言，應該用電動車和零碳汽車取代，比如綠色氫燃料汽車。停止包括混

合動力汽車在內的化石燃料汽車的註冊，以及引入電動和氫燃料的公共

交通試點計劃都是正確的步驟，但仍遠未符合碳減排路徑。唯一的辦法

就是加快這些政策和措施的落實。擴大投資和 / 或補貼，以促進技術的

更廣泛應用，並促進可再生能源電動車和綠色氫燃料的生產和使用。

 

根據四個東亞城市的氣候行動計劃，他們將分別在 2030 年至 2040 年

期間停止燃油汽車的新登記，並通過退稅或補貼推動零排放汽車的普

及。而香港則會在 2035 年之前停止燃油車輛的登記。

為了減少交通運輸的碳排放，這些城市都計劃引入零排放公共交通工

具，並在各自城市大規模安裝電動汽車充電站。首爾和東京都將採取更

進取的措施，包括明確新登記零排放汽車的比例，或者規定零排放汽車

的目標市場份額為 50%。首爾還明確表示打算在 2050 年限制內燃機車

輛的行駛。這些積極進取的措施，都是值得香港和新加坡觀摩和學習。

圖 11. 新能源汽車百分比 ( 包括零排放汽車、混合動力汽車和壓縮天然氣車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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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運輸署 ( 香港 )、MOLIT( 韓國 )、LTA( 新加坡 )、MLIT & AIRIA( 日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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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例註釋：     差，    ：平均，     可接受，N/A：數據不完整 )

表 3. 比較六個東亞城市的氣候緩解影響和承諾得出的評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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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
更有效率地
使用能源？

3

結論
香港在建築和交通運輸方面的節能減排工作略有進展。

但是，為建築節能制定的目標，卻有需要比現在的目標更大幅度的提升。

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監管措施和扶持政策，這些目標是無法實現。

在交通運輸方面，計劃在 2035 年之前停止汽油和柴油車的登記，

為立法規管減低碳排放立下先例。我們需要採取同樣的方法，

規範建築物的設計、建造和運作，以及香港所有其他類型的車輛和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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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面對全球變暖，
我們是否正在適應，使香港
成為一個安全和健康的城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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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在經歷極端天氣的影響。香港天文台在 2021 年 5 月至 10 月期間記錄到的酷熱天氣多達 53 天，比

1991-2020 年同期多 35.53 天。³⁴ 而 10 月份香港通常很少受到熱帶氣旋的侵襲。不過，2021 年 10 月也發出

了兩次 8 號熱帶氣旋信號警告，遠高於 1961-2020 年期間的平均 0.17 天。³⁵ 最脆弱的弱勢社群，包括老人和

兒童、殘疾人士、少數族裔、前線工作人員和劏房居民，都較容易受到這種極端天氣的影響。上述問題與我們

關注的弱勢群體生活都有很大關係。

所以，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評估了以下七種氣候災害的相關政策和研究，包括熱浪和引發的疾病；與熱浪和

降雨有關的傳染病；水資源短缺和乾旱；火災風險增加；海平面上升、海水泛濫和海岸侵蝕；颱風、洪水和山

泥傾瀉；生物多樣性減少和對生態系統的破壞；以及相關氣候適應計劃和政策的存在。表 4 總結了我們對六個

亞洲城市氣候適應計劃的評估。

其中一個重要的觀察是，這些城市的氣候適應計劃和政策並未有涵蓋所有七種氣候災害。例如，火災風險增加

大部分只在常規的森林火災政策中出現，而沒有與氣候變化扣連起來。此外，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減少之間

的政策聯繫也很薄弱。缺乏氣候變化與火災風險和生物多樣性減少關係的基礎數據，會令人忽視這兩個領域的

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繫，因而無法制定適當的政策和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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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只有首爾和東京將適應與緩解氣候變化同等看待。這兩個城市都具體列出了氣候行動的目標、時間表和

關鍵績效指標方面，也設立了相關的監測和評估系統。至於其他城市，他們的氣候適應行動計劃只是留戀過去

的『功績』和正在進行的工程，幾乎沒有評估和思考當中潛在的缺點或需要改進的地方。

此外，《巴黎氣候協議》的一項關鍵原則——『公義轉型』³⁶ ，在各城市氣候計劃中都沒有得到確認。公義轉

型原則確保氣候行動不會使弱勢社群處於不利地位，因為弱勢社群及他們的生計往往已經遭受到氣候變化的實

質影響。然而，這些城市的適應計劃很少解決這些差異，及讓這些人參與政策制定和轉型計劃。

在所有六個城市，各市政府都重視熱浪引起疾病的影響。我們都找到了相關的研究，特別是與健康和城市規

劃有關的研究和分析。以中國內地而言，通常會對全國範圍的城市進行研究，而較少具體針對如深圳這樣的城

市。避免熱島效應的政策和做法都已被納入城市規劃。供冷系統正在香港、新加坡和廣州等城市的新發展區進

行了試點，並已在東京和深圳的許多地區正式應用。除了新加坡外，健康和氣候變化策略，包括保護最脆弱群

體的措施，都在所有城市實施。可是，這些城市的氣候行動計劃都沒有明確解決熱浪和高溫引發的疾病對弱勢

社群的影響。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3737

巴黎氣候監察 20214

表 4. 比較根據六個東亞城市氣候適應計劃得出的評級

( 資料來源：PD、EMSD、HKJCDPRI、EB( 香港特別行政區 )、URA、ETHZ( 新加坡 )、SMG( 首爾 )、TMG( 東京 )、SMG( 深圳 )、GMPG( 廣州 ))。

ADAPTATION

( 圖例註釋：     差，    ：平均，     可接受，N/A：數據不完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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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高溫和降雨有關傳染病方面，所有六個城

市都推出了傳染病的檢測和疫苗接種計劃、社區

參與措施、疾病預防措施 ( 例如蟲害防治 ) 和進

行了傳染病增長的分析。除深圳以外，所有六個

城市都可以找到炎熱天氣與疾病發病率的相關分

析。

4

1 2 3

關於火災風險的增加，在所有六個城市中只有首

爾的氣候適應政策和行動計劃提及。火災風險的

緩解有賴現有的森林消防服務。如果不在城市的

氣候適應研究、政策和行動計劃中，考慮極端天

氣引發的火災風險，就很難評估氣候變化對城市

火災風險的影響程度，以及城市應該如何更好應

對這種火災風險的增加。

在缺水和乾旱方面，所有六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水

資源開發計劃和缺水應急措施、社區教育和節水

配給準備、水資源風險分析和監測 ( 包括上游供

水情況 )。香港也剛開始推出多樣供水計劃，計

劃在將軍澳興建一座新的海水化淡廠。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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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平面上升、海水泛濫和海岸侵蝕方面，除

首爾以外，其餘城市都列為主要威脅之一。這些

城市關於海平面上升模型和洪水測繪的研究，以

及危機管理和疏散的措施都已到位。一些基礎設

施被認為是可以防洪，而天然的海水屏障也起到

保護作用。然而，在香港、首爾和廣州等城市，

我們缺乏基礎數據來判斷目前的防洪和危機管理

計劃是否到位，是否足以應對更大的危機。

在颱風、洪水和山泥傾瀉方面，除新加坡外，

其餘城市都有自己的颱風警告和疏散方案。他們

還有洪水地圖和山泥傾瀉風險地圖。雨水收集系

統和暴雨排洪系統已經到位。建築和基礎設施建

設都能夠抵禦這種危險。此外，在易發水浸和山

泥傾瀉危險地區的發展亦受到限制。只有新加坡

沒有颱風後的恢復政策和做法，因為它不在風暴

帶上，而且丘陵較少。

在生物多樣性減少和生態系統破壞方面，所有

城市都有自己的生物多樣性研究、政策和法規。

香港、首爾和新加坡甚至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其氣

候行動計劃。然而，在所有城市中，生物多樣性

政策與氣候變化之間的聯繫都很弱。我們無法評

估當局是否同等對待生物多樣性喪失與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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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氣候風險保險 ³⁷ 成為緩解氣候風險和影響的關鍵議題之一，儘管並不是所有城市的氣候行動計劃

都直接涉及這一問題。亞洲各地的保險業一直在探索自己作為氣候風險評估員、風險顧問、風險承銷商

和機構投資者的多重角色，以及如何在保險產品 ³⁸ 中考慮氣候影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甚至在 2020 年

12 月發表了保險業環境風險管理指南，這可以作為亞洲其他城市監管機構學習的榜樣，該行業可以在整

個亞洲建立一個全行業的標準。³⁹

香港的氣候行動計劃需要一個真正以人為本的氣候適應計劃，包括主要的績效指標、監察和評估計劃，

以及公眾參與計劃。更重要的是，公義轉型的原則應貫徹整個氣候適應計劃，這與樂施會最近發表的《極

端天氣下的劏房住戶》研究報告結果相呼應。⁴⁰ 自 2018 年以來，低碳想創坊計劃了一系列社區對話，

通過與活躍在各種問題上的公民社會進行一系列氣候社區對話，反映並討論社會民生和氣候變化問題之

間的關係。2021 年，低碳想創坊與各利益相關方進行了跨界交流和對話，包括房屋界、福利界、醫療

保健界、環境團體和學者。這些對話試圖解決全球變暖對居民生活的實際影響，特別是對弱勢群體的影

響，以及轉型到未來淨零經濟措施的社會影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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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全球變暖，
我們是否正在適應，
使香港成為一個
安全和健康的城市？

4

結論
觀乎特區政府最新公布的氣候行動藍圖中的氣候適應措施，似乎只是一些由工程

官僚主導的零散而脫節的措施組成。一份完整的氣候適應計劃應該由氣候變化及

碳中和督導委員會制定和協調，而不是僅僅由環境局來負責。在水資源多樣化和

海平面上升方面，香港甚至落後於其他城市。政府決策官員必須提升領導力宏觀

審視氣候風險，將這些風險與災害預防和規劃措施以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聯繫起

來。高層跨部門委員會必須根據《巴黎氣候協議》的要求，設計和披露關鍵績效

指標、基礎數據和監測與評估計劃。香港迫切需要制定一個真正以人為本的氣候

變化適應計劃，並把公義轉型的原則貫徹其中，以確保一個安全健康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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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是否正在
發展有效的治理和金融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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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強而有力的機構支持，即使是字
面上再好的氣候行動計劃也無法實現。本
節涵蓋氣候治理五個領域的相關政策，包
括政策領導力；政策和規劃；透明度、問
責性、監測和評估；推進氣候融資；以及
國際合作。為此，我們評估了這六個城市
的氣候行動計劃的關鍵要素是否存在。表
5 匯總了六個城市的氣候治理關鍵屬性的
評估。

政治領導力
各市政府通過確立首長領導和協調市政府氣候行動的高層領導小組，在氣候變化策略上表現出高

度的政治領導力。以香港為例，氣候變化及碳中和督導委員會是由行政長官擔任主席，並由有關

政策局局長領導及制訂整體策略，並監督各項氣候行動的協調。環境局還分別成立氣候變化和碳

中和辦公室和諮詢委員會，以加強協調和促進公眾參與。不過，關鍵往往在於財政資源是否充足

及得到足夠的監察。

在政策和規劃方面，令人欣慰的是，所有城市的政府都制定了減碳目標，並明確指出了實現這些

目標所需的行動。然而，沒有一個城市能夠顯示他們的計劃是如何對照全球目標及以碳預算為基

礎，也沒有城市能夠展示如何從中期目標達致最終的碳中和目標。

這些城市對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直接支持也較少，因為它們之中的大多數依賴本國政府的

外交及對外援助政策，比如中國、日本和韓國，或者像新加坡 ⁴¹ 這樣只提供技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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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明度、問責性、監測和評估方面，除了深

圳和廣州，其餘市政府都披露了年度排放總量和

能源使用情況。它們在氣候政策審議過程中也具

有不同程度的透明度，但是只有首爾和東京上載

了他們的關鍵績效指標和評估報告，供公眾查閱。

以首爾為例，年度評估報告可供綠色首爾市民委

員會審查，該委員會是首爾市政府的一個法定諮

詢機構，旨在促進利益相關者在首爾市環保政策

上的參與。

44

5

在推進氣候融資方面，各市政府都已將緩解和適

應氣候變化作為預算的重點項目，並視綠色金融

為金融業的機遇。大多數城市都設立了相關機構

來督導綠色金融的發展，並要求上市公司提供了

某種形式的 ESG 或可持續發展報告。例如，香

港金融管理局 (HKMA) 於 2020 年 12 月成立了綠

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以協調對金融

業的氣候和環境風險管理，並加快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的發展。對於綠色金融的標準，只有中國內

地和新加坡制定了自己的綠色金融分類和明確的

驗證標準，日本和韓國則提供指導方針。東京、

新加坡和香港會分別強制要求氣候相關的信息披

露，並分別從 2022⁴² 年、2023⁴³ 年和 2025⁴⁴
年起與氣候相關金融披露特別工作組 (TCFD)⁴⁵ 的

建議保持一致。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應該推

動這種綠色金融的國際標準。此外，所有城市對

碳密集型活動的貸款和對化石燃料能源行業的補

貼都沒有任何限制措施。

在國際合作方面，香港、首爾和東京積極加入城

市間氣候行動平台，包括 C40 城市氣候領導聯

盟、氣候與能源市長全球公約和國際地方環境倡

議理事會 (ICLEI)。新加坡、深圳和廣州都是 C40

成員，但後兩者在 CDP 城市數據庫中幾乎沒有分

享任何有意義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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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論
我們看到包括香港在內的幾個城市政府在氣候治理方面採取了積極的步驟。

然而，透明度、問責性、監測和評估是良好治理的關鍵因素，

香港的表現卻乏善可陳。首爾和東京在公眾參與和信息披露方面都展現出

良好的做法，值得香港學習。而有良好監管和明確定義的氣候融資，

也將會迎接區域內進一步合作和擴大的重要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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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比較六個東亞城市的氣候治理得出的評級。

( 資料來源：HKMA & SFC ( 香港 )、NCCC ( 新加坡 )、EF, CB, PBC ( 深圳及廣州 )、SMG, OECD, Climate Transparency ( 首爾 )、TMG, OECD, Climate Transparency ( 東京 ))

( 圖例註釋：     差，    ：平均，     可接受，N/A：數據不完整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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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結論



巴黎氣候監察 2021

48

與實現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氏 1.5 度以下的目

標相比，香港迄今在減少碳排放方面取得的進

展並不足夠。最近發表的《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概述了特區政府將會採取的關鍵目標和措

施，以期在 2050 年實現淨零排放。只有如期實

現這一目標，並在短期內大幅減少碳排放量，才

可使香港符合《巴黎氣候協議》的要求。

但由於《藍圖》沒有披露每個主要碳排放源的減

碳行動如何結合起來，以實現總體淨零目標，削

弱了氣候行動計劃的效力。《藍圖》也沒法解釋

個別的節能和減排目標如何貢獻總體目標。而且，

上一份《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中制定的

2030 年目標也並沒有因應新的 2050 年碳中和目

香港是否正在為遵守《巴黎氣候協議》發揮自己的作用？

標而提升，只是延續到 2050 年藍圖中。而新的

中期目標則設定於 2035 年。這意味著，在達到

碳中和目標之前，香港可能會排放更多溫室氣體。

如果短期內沒有更大幅度的減排，香港可能會超

出《巴黎氣候協議》的要求，耗盡超過其在全球

碳預算中的份額。

同樣令人擔憂的是，無論是緩解還是適應氣候變

化，行動計劃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陶醉於過去的成

績，於是《藍圖》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公關活動。

2050《藍圖》很大部分還是對 2030+ 藍圖誇誇

其談，與氣候變化行動的緊迫性和對未來深遠影

響背道而馳，令人不安。

因此，隨著 2050 年淨零目標的到來，我們需要

採取更迫切的行動和更深層次的目標。只有及時

落實行動和目標，並在短期內大幅減少碳排放，

香港才有機會符合《巴黎氣候協議》的要求。香

港需要大幅提高 2030 年的中期目標，包括制定

新的行動計劃、目標里程碑、成本計算、融資計

劃以及權威的治理結構，以掃清碳中和的障礙。

如果沒有更明確的公眾參與監測、評估和核查系

統，氣候適應措施的有效性也會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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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在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及以後每五年制定一次碳減排目標，

確保碳中和走上正軌。在實現目標的同時，還應闡明目標之間更深層次的

減排路徑。2030 年和 2035 年的目標必須更新，並與《巴黎氣候協議》

的要求保持一致，即控制比前工業化時期上升攝氏 1.5 度內。我們建議在

2005 年的基礎上應該到 2030 年減少 60% 的溫室氣體排放。

必須為所有主要溫室氣體排放源 ( 即發電、建築、運輸和廢物管理 ) 設定

明確的時間表和減排目標，並解釋如何構成總體減排目標。

應該提高可再生能源的目標。在可再生能源組合中，太陽能和海上風能應

該優先於有問題的轉廢為能。政府應該重新審視任何可能阻礙這些可再生

能源設施發展的政策。

應強制規定建築物的節能措施，包括能源審計、可再生能源安裝和零排放

標籤計劃。鑑於所有節能措施都是強制性，建築節能目標也應該重新審視

和修訂。

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主要建議

燃油汽車應該逐步淘汰，而不是只停止登記，並有明確的時間表和過渡轉

型計劃，以提高零排放汽車的市場份額。

所有氣候變化適應措施的關鍵績效指標、基礎數據以及監測和評估系統必

須在氣候行動計劃中建立和更新。必須加快推出適應海平面上升和水資源

短缺的計劃。

規劃和評估過程應貫徹公義轉型的原則，確保受氣候變化和氣候行動計劃

影響最大的社群，有機會參與相關的對話。

評估報告是公眾參與的主要工具，也可以推進該計劃及其目標，必須每年

更新一次。

如果未能立即制定短期目標和採取行動大幅度減碳，

香港目前的氣候行動藍圖不是在拖延行動，便是一種漂綠行為。

行動越晚，須要減碳的幅度越大，社會要承受的陣痛也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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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AR6摘要 46

2021年 8月發表的 IPCC AR6的第一卷，匯集了一萬四千多項同行評議研究的結
果。自 2013年和 2014年 AR5發表以來最重要的事態發展，是進一步肯定了全
球變暖和日益嚴重的極端天氣是由人類活動造成。換言之，越來越多證據證明人
類活動導致氣候變化。

在幾乎所有排放情景中，全球平均氣溫升幅預計將在『本世紀 30年代初』達到
攝氏 1.5度。如果沒有達到淨零排放，氣候系統可能會繼續不可逆轉地變暖。
它考慮了過去五年創紀錄的變暖情況，指出每年都比前一年更和暖。第六次評估
得出的結論是，氣溫上升的速度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之前的評估週期更
快。

『觀測到的大氣、海洋、冰凍圈和生物圈的變化為全球變暖提供了明確的證據。
過去幾十年，氣候系統的關鍵指標越來越達到幾個世紀到幾千年來未曾見過的水
平，並且正在以至少在過去 2,000年來前所未有的速度變化。 』(IPCC AR6)
AR6得出的結論是，到本世紀末，地球溫度將比工業化前的水平高攝氏 1.4至 4.4
度，這取決於排放量減少及淨零的速度有多快，或者繼續上升的速度。與 AR5
相比，在類似的排放情景下，它預計的變暖程度也略高於 AR5，不確定性範圍更
窄。

AR6也很清楚指出，氣候變化已經促成了更多的極端天氣事件。報告指出，自
AR5發表以來，更多的證據肯定了氣溫上升和暴雨之間的關係。

最後但也最重要的是，AR6更肯定地概括了與 AR5相比下科學上的進步：『我
們在理解人類影響方面的進展得益於更長時間的數據監測、改進了的古氣候信
息、自 AR5發表以來更強的變暖信號，以及氣候模型、物理和歸因技術的改進。
自 AR5發表以來，我們越來越可以把更廣泛的氣候變量和氣候影響的因素歸因
於人類的影響。我們也更有信心基於證據的新技術和分析將地區天氣和氣候極端
情況歸因於人類的影響。 』

至於碳預算，IPCC的全球變暖攝氏 1.5度特別報告 (SR15)和 AR6都表明，避免
全球變暖上升攝氏 1.5度以內的機會率為 50%的情景下，攝氏 1.5度的碳預算尚
剩餘約 4,600億噸二氧化碳。換言之，全球將在 2020年排放的水平以 11年半內
完全耗盡剩餘的碳預算，屆時全球平均氣溫將比工業化前上升超過攝氏 1.5度。
隨著新冠肺炎相關限制的放鬆和全球大部分地區的能源緊縮，2021年全球總排
放量將出現反彈，碳預算將以更快的速度消耗。AR6報告亦稱，避免全球變暖上
升攝氏 1.5度以內的機會率為 66%的情景下，全球剩餘的碳預算為 3,600億噸二
氧化碳，即只有 9年的 2020年排放量。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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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中所有數字和表格的數據表。

圖 2.

碳絕對排放量的模擬減排路徑 (以 ktCO₂-e為單位 )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碳中和承諾 [估計 ] 41,200 41,400 40,500 40,900 40,100 33,600 35,246 34,137 33,063 32,022 31,015

AR6碳預算 (香港特別行政區份額，
50% 1.5° C)*

41,200 41,400 40,500 40,900 40,100 33,600 35,246 33,546 31,927 30,387 28,921

AR6碳預算 (香港特別行政區份額，
66% 1.5° C)*

41,200 41,400 40,500 40,900 40,100 33,600 35,246 32,481 29,933 27,585 25,421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2031 2032 2033 2034 2035 2036 2037 2038 2039

30,039 29,093 28,178 27,291 26,432 25,173 23,975 22,833 21,746 20,600 19,227 17,853 16,480 15,106

27,525 26,197 24,933 23,730 22,585 21,495 20,458 19,471 18,532 17,637 16,462 15,286 14,110 12,934

23,427 21,589 19,895 18,334 16,896 15,571 14,349 13,223 12,186 11,230 10,481 9,733 8,984 8,235

2040 2041 2042 2043 2044 2045 2046 2047 2048 2049 2050 總和

13,733 12,360 10,986 9,613 8,239 6,866 5,493 4,119 2,746 1,372 0 565,036

11,758 10,582 9,406 8,230 7,054 5,879 4,703 3,527 2,351 1,175 0 506,046

7,486 6,738 5,989 5,240 4,492 3,743 2,994 2,246 1,497 748 0 395,973

*AR6碳預算 (1.5° C 50%避免機會 )為 460 MtCO₂-e，而 AR6碳預算 (1.5° C 66%避免機會 )為 360 MtCO₂-e。鑑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佔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 0.11%，香港的碳預算將分別為 506ktCO₂-e(1.5° C 50%避免機會 )和 396ktCO₂-e(1.5° C 66%避免機會 )。假設 (1)
減排從大流行前 (即 2019年 )開始，(2)減排率在 2021年至 2030年、2031年至 2035年、2036年至 2050年之間均勻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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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按行業劃分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2019年，單位：%)

城市 \部門 發電 (包括建築物 ) 交通運輸 廢物 工業流程 農業、林業和土地利
用

其他

香港 70.3% 18.1% 7.3% 4.3% 0.1% 0.0%

新加坡 (2018) 40.1% 12.4% 0.6% 46.7% 0.0% 0.2%

首爾 70.3% 19.1% 6.2% 4.3% -0.1% 0.2%

東京 64.3% 15.1% 3.1% 6.1% 0.0% 11.4%

*新加坡的官方數據是截至 2018年，而其餘城市截至 2019年。

圖 4.

東亞四個城市的人均排放量 (tCO₂-e)

城市＼年份 2017 2018 2019 2020 2030 (目標 ) 2035 (目標 ) 2040 (目標 ) 2050 (目標 )

香港 5.49 5.46 5.35 4.50 3.30 2.57 N/A　 0

新加坡 9.27 9.27 N/A　 N/A　 10.25 N/A　 N/A　 5.02

首爾 4.61 4.68 4.62 4.56 2.91 N/A　 1.49 0

東京 4.70 4.59 4.43 N/A　 2.24 N/A　 N/A　 0

*新加坡的官方數據是截至 2018年，東京的官方數據截至 2019年。新加坡的數據是通過總絕對排放量除以總人口 (居民和非居民 )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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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東亞六個城市的電力燃料組合 (2020年，以 %為單位 )

城市 \燃料 煤 天然氣 石油 核能 可再生能源及其他 總和

香港 44.00 29.00 0.30 26.60 0.10 100.00

新加坡 1.00 95.70 0.20 0.00 3.10 100.00

首爾 40.70 24.90 0.70 26.30 7.40 100.00

東京 20.00 58.00 2.00 0.00 20.00 100.00

深圳 11.70 46.30 0.00 37.60 4.40 100.00

廣州 49.40 36.40 0.00 0.00 14.20 100.00

*深圳和廣州的數據是採用廣州市人民政府和深圳發改委的數據得出，其餘城市則直接來自 CDP-ICLEI。

圖 6. 

發電的碳強度 (單位：kgCO₂-e/kWh)

國家或地區＼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香港 0.561 0.575 0.578 0.573 0.448

新加坡 0.424 0.421 0.421 0.409 N/A　

韓國 * 0.492 0.502 0.510 0.473 0.422

東京 0.479 0.47 0.464 0.441 0.434

中國內地（南方） 0.868 0.837 0.809 0.804 N/A　

*這裡使用的是韓國全國的數據，而不只是首爾的數據，因為首爾的電力供應主要依賴國家的聯網。其他城市或地區的電網儘管與鄰近地區相連，但仍具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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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可再生能源狀況和承諾 (%)

城市＼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5 (目標 ) 2030 (目標 ) 2035 (目標 )

香港 0.10% 0.20% 0.20% 0.87% 1.63% N/A　 N/A　 10.00%

新加坡 0.72% 0.87% 1.17% 2.16% 2.31% 10.88% 13.99% N/A

東京 12.11% 14.10% 15.30% 17.30% N/A　 N/A　 50.00% N/A

深圳 1.80% N/A　 N/A　 N/A　 4.30% N/A　 N/A　 N/A

廣州 6.00% N/A　 N/A　 N/A　 14.20% 18.70% N/A　 N/A

*這裡不採用首爾的數據，因為首爾的電力供應主要依賴國家聯網。它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只在國家層面上具有意義，而在地方層面意義不大。

圖 8. 

建築節能 (商用樓宇，太焦耳 /10,000平方公尺 )

城市＼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30 (目標 ) 2035 (目標 ) 2050 (目標 )

香港 51.2 50.4 50.3 49.9 N/A　 N/A 31.8 19.5

新加坡 47.7 45.9 44.4 N/A　 N/A　 N/A N/A　 N/A　

首爾 N/A　 N/A　 8 7.6 6.8 N/A N/A　 N/A　

東京 N/A　 15.8 16.1 15.5 N/A　 10.8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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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建築節能 (住宅樓宇，太焦耳 /10,000平方公尺 )

城市＼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30 (目標 ) 2035 (目標 ) 2050 (目標 )

香港 5.61 5.46 5.48 5.42 N/A　 N/A 3.25 2.69

新加坡 2.40 2.13 2.10 N/A　 N/A　 N/A N/A　 N/A　

首爾 N/A　 N/A　 5.85 5.51 5.57 N/A N/A　 N/A　

東京 3.70 3.93 3.73 3.75 N/A　 2.43 N/A　 N/A　

圖 11.

新能源汽車百分比 (包括零排放汽車、混合動力汽車和壓縮天然氣車輛 )

城市＼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香港 N/A　 4.03 3.99 4.22 4.58

新加坡 N/A　 2.83 3.65 4.89 5.60

首爾 1.82 2.37 3.02 3.72 4.73

東京 14.27 16.27 18.31 20.53 22.49

圖 10.

零排放車輛百分比 (電動汽車和氫動力汽車 )

城市＼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香港 N/A　 1.31 1.32 1.58 2.03

新加坡 N/A　 0.04 0.08 0.14 0.15

首爾 0.05 0.15 0.31 0.5 0.79

東京 0.14 0.17 0.22 0.26 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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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下表是表 4評級的基礎。

熱浪與引起的疾病

城市 熱圖與熱成像 供冷中心等設施 社區參與和教育 健康和氣候變化策
略，包括保護最弱
勢群體

營造綠地與植樹 炎熱天氣時段與發
病率的相關性分析

城市設計中避免熱
島效應的政策與實
踐

香港 Y 3 Y Y Y Y Y

新加坡 Y 3 Y N Y Y Y

首爾 Y N/A Y Y Y Y Y

東京 Y 66 Y Y Y Y Y

深圳 Y 10 Y Y Y Y Y

廣州 Y 3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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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高溫和降雨相關的傳染病

城市 傳染病的檢測和疫苗接種
方案

社區對風險減少和治療的
參與

疾病預防措施 (例如防治蟲
害 )

傳染病增長情況分析 高溫天氣與發病率的相關
性分析

香港 Y Y Y Y Y

新加坡 Y Y Y Y Y

首爾 Y Y Y Y Y

東京 Y Y Y Y Y

深圳 Y Y Y Y N

廣州 Y Y Y Y Y

缺水和乾旱

城市 缺水計劃和應急措施 社區教育與節水配給的準備 包括上游供水條件在內的水風險分
析和監測

供水來源多樣化

香港 Y Y Y N

新加坡 Y Y Y Y

首爾 Y Y Y Y

東京 Y Y Y Y

深圳 Y Y Y Y

廣州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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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災風險增加

城市 實時風險監控 防災基礎設施設計 危機管理，包括警告
和疏散系統

社區參與 /教育 山火與乾熱天氣類型
的相關性分析

發生火災時電力、資訊
科技和運輸系統的壓力
測試

香港 Y Y Y Y Y N

新加坡 N Y N Y N N

首爾 Y Y Y Y Y Y

東京 N Y Y Y N N

深圳 Y Y Y Y N N

廣州 Y Y Y Y N N

海平面上升、海水泛濫和海岸侵蝕

城市 危機管理，包括預警
和社區疏散系統

海平面上升建模和洪水
測繪 (包括對電力、資
訊科技和交通的影響 )

社區參與 /教育和公眾
準備 (包括演習 )

防洪基礎設施設計與
施工

保護天然海障 (如紅
樹林 )

海水防洪工程的開發
與運行

香港 Y Y N Y Y N

新加坡 Y Y Y Y Y Y

首爾 Y Y Y Y N N

東京 Y Y Y Y Y Y

深圳 Y Y N Y Y Y

廣州 Y Y N Y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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颱風、水浸和山泥傾瀉

城市 颱風警告及疏散政
策，包括公眾教育及
演習

雨水收集系統和暴雨
排水

洪水圖及山泥傾瀉風
險圖 (包括電力供應、
資訊科技及運輸系統 )

颱風過後恢復政策與
做法

防災建築和基礎設施
建設 (大風、山泥傾
瀉和洪水 )

危險地區 (水浸或山
泥傾瀉 )的限制發展

香港 Y Y Y Y Y Y

新加坡 N Y Y N Y Y

首爾 Y Y Y Y Y Y

東京 Y Y Y Y Y Y

深圳 Y Y Y Y Y Y

廣州 Y Y Y Y Y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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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減少和對生態系統的破壞

城市 監測和保護自然棲息
地和具有特殊科學價
值的地區

將生物多樣性問題納
入規劃和發展政策與
實踐。例如城市林業、
自然物種和走廊

有效控制化學品使
用、入侵性物種和基
因改造生物

關於瀕危物種非法貿
易和非法偷獵的有效
法律

非法破壞受保護土地
和過度捕撈的法律、
執法和適當的處罰

通過調查和評估監測
瀕危物種保護狀況和
生物多樣性喪失

香港 Y Y Y Y Y Y

新加坡 Y Y Y Y Y N

首爾 Y Y Y Y Y Y

東京 Y Y Y Y Y Y

深圳 Y Y Y Y Y N

廣州 Y Y Y Y Y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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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計劃和政策

城市 通過關鍵績效指標
制定涵蓋上述各方
面的政策和計劃

實施的計劃、有時
間表的政策、明確
的關鍵績效指標

權威 (不太集中，
不太分散 )

資源配置：充足的
資金

利益相關者參與
(包括諮詢機構 )

監測、報告和評價
(包括通信 )

與其他城市規劃的
融合

香港 N N N Y Y N N

新加坡 N N N Y Y N N

首爾 Y Y Y Y Y Y Y

東京 Y Y Y Y Y Y Y

深圳 N N Y Y N N Y

廣州 N N Y Y N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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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下表是表 5評級的基礎。

政治領導力

城市 政府首腦的承諾 高層領導班子 清晰的決策 有效的跨部門協調 政策連續性 充足的財力和人力
資源

氣候緩解立法已經
到位

香港 Y Y Y Y Y 2.2% Y

新加坡 Y Y Y Y Y N/A Y

首爾 Y Y Y Y Y 0.4% Y

東京 Y Y Y Y Y 1.7% Y

深圳 Y Y Y N/A Y N/A Y

廣州 Y Y Y N/A Y N/A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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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計劃

城市 長期脫碳目標 以全球目標和碳
預算為基準的計
劃

明確承認共同但
有區別的責任下
的公平份額

具有實現目標的
具體部門行動計
劃

公義轉型的社會
問題在計劃中得
到承認和解決

近期計劃和目標
已步入實現長期
目標的軌道

計劃有效地利用
法規、激勵措施
和標準

支持發展中國家
應對氣候變化
(資金、技術、
培訓 )

香港 Y N Y 不完整 N Y Y 國家級

新加坡 Y N N N N Y Y Y

首爾 Y N N Y N Y Y Y

東京 Y N N Y N Y Y Y

深圳 國家級 N N N N Y Y 國家級

廣州 國家級 N N Y N Y Y 國家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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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問責性、監測和評估

城市 排放量的準確測量 透明的氣候政策審查
程序

評估反饋學習和政策
修訂

利益相關者參與流程 角色明確的獨立諮詢
機構

社會 (商界、媒體、民
間社會、學術界 )討論
的氣候變化問題

香港 Y 不完整 有些 Y Y Y

新加坡 Y 不完整 有些 Y N Y

首爾 Y Y Y Y Y Y

東京 Y Y Y Y N Y

深圳 N N N N N N

廣州 N N N N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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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氣候融資

城市 氣候變化緩解目標反
映在國家 /區域金融
架構中

監管部門對金融部門
有一個綠色分類和驗
證標準

激勵措施已經到位，
以促進綠色金融

投資者和貸款人必須
提交融資排放和氣候
風險披露報告

防範向碳密集型活動
提供貸款

對化石燃料能源部門
的所有補貼都已停止

香港 Y Y Y Y N N

新加坡 Y Y Y Y N N

首爾 Y 僅指導方針 Y Y N N

東京 Y 僅指導方針 Y Y N N

深圳 Y Y N Y N N

廣州 Y Y N N/A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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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城市級別氣候行動組織和報告倡議的成員資格

城市 氣候與能源市長全球公約 C40城市氣候領導聯盟會員 ICLEI國際地方環境倡議理
事會 (成員 )

市長關於綠色和公義復甦的
議程 (C40城市 )

CDP城市報告 (在 CDP數
據庫 )

香港 Y Y Y Y Y

新加坡 N Y N N Y

首爾 Y Y Y Y Y

東京 Y Y Y N Y

深圳 N Y Y N Partial

廣州 N Y N N Partial

氣候行動表現的其他評級和排名 (1)

城市 HDI WGI URI 100RC Climate threats 
(Lloyd's)

Infrastructure 
Security 2021 
(Economist)

Environmental 
Security 2021 
(Economist)

香港 非常高 - - - - 93 75

新加坡 非常高 高 - 低至中 低 92 70

首爾 非常高 中至高 - 中等 高 83 73

東京 非常高 - - - 高 88 81

深圳 中等 - 中等 - - - -

廣州 中等 - 中等 - 中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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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表現的其他評級和排名 (2)

城市 Planet Sub-
Index (Arcadis)

Cities A List 
2021 (CDP)

2020 Cities 
Climate 
Hazards (CDP-
ICLEI)

2020 Cities 
Adaptation 
Actions (CDP-
ICLEI)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 Scenario 
(CDP-ICLEI)

Resilient Cities 
(Grosvenor)

CWR APACCT 
20 Index

Pedestrian 
friendly city 
planning 
(Score)

香港 中等 A 中等 8 1.5 ° C 中等 低 78.9

新加坡 中至高 - 中等 7 2.0 ° C 中等 高 63.9

首爾 中至高 A 高 1 1.5 ° C 低至中 中等 66.6

東京 低至中 A 中至高 10 1.5 ° C 中等 低 72.4

深圳 低至中 - - 1 - - 中等 -

廣州 低至中 - - - - 低 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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