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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氣候行動宣言 
 
 

1. 引言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最近所發表的《第六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指

出全球升溫比第五次報告所預計的上升得更急，極可能在 2040 年前跨越 1.5℃的升溫警戒線

（IPCC，2021）。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稱，報告拉響了「人類生存紅

色警報」，表示我們需要即時行動。  

 
香港作為沿海城市容易受氣候變化的影響，例如氣溫上升、海平面上升、更加頻繁和強烈颱

風等。香港將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如經濟損失、身心健康惡化、減少生物多樣性等。香港需

要相應地制定氣候減緩和適應策略，以確保香港擁有一個宜居、繁榮及可持續的未來。 

 
與此同時，為了應對氣候變化，我們絕不能忽視或損害弱勢社群的生計和生活質素。因此，

我們必須高度重視公義轉型，所指的是「實現可持續經濟，有助於實現人人享有合理回報及

生活水平、社會包容和消除貧困的目標」（國際勞工組織，2015）。此外，在緩解氣候變化

影響的道路上，不同年齡、種族、收入和需求的人需要得到公平對待，並能平等參與決策過

程。 

 
此外，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在公約第 3.1 條中，對跨代公平原則有明確規定：

「締約方應在公平的基礎，並根據他們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的能力，保護氣候，以造

福今世後代。」因為與現今世代相比，兒童和青少年面臨更大的氣候風險，所以年輕人必須

參與決策和政策制定過程。這種跨代公平的手法有助增強年輕人及時執行氣候行動的能力。

因此，我們敦促政府成立青年氣候委員會。 

 
已有超過 2,012 個司法管轄區和地方政府宣布氣候緊急狀態。香港政府應效仿，並在面對氣

候緊急情況時，發揮積極的領導角色。故此，政府應成立氣候緊急情況委員會，加強政府於

氣候變化政策方面的協調，以確保香港為緩解和適應氣候緊急情況做好充分準備。該委員會

應負責制定跨部門的綜合規劃，具包容性的行動，具針對性的政策實施和定期的策略更新。 

 
作為全球主要城市、金融中心和 C40 城市氣候領導聯盟的指導委員會成員，香港政府未能實

現 C40 領導小組設定的碳減排目標 -- 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 1.5°C以內。香港政府應致力實現 

C40 零排放承諾，並在 2040 年前或更早實現淨零排放，以配合全球將升溫限制在 1.5°C 的努

力。根據此承諾，政府應制定過渡性、短期和中期的目標，並優先制定未來十年的行動，以

實現香港於 2030 年全球必需減少 50% 二氧化碳的配額。 

 
 

2. 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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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香港政府需宣布香港進入氣候緊急狀態 

2. 承諾在 2040 年或之前實現淨零排放，以配合全球將升溫限制在 1.5°C 的目標 

3. 於 2030 年，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組合中的比重提高到 20%，同時將太陽能的比重提高

到 10% 

4. 響應聯合國的「綠色氣候基金」；評估香港碳定價和碳稅的可行性 

5. 評估 1.5°C 升溫對香港的影響，並制定相應的應急計劃，以確保弱勢社群能夠得到保

護。 

 
 

3. 可再生能源 

 
國際可再生能源機構 （IRENA） 發布《全球能源轉型展望：1.5°C 途徑》報告，該報告指出國

際間已經有共識，認為「可再生能源和高效技術的能源轉型是讓我們有機會在 2050 年實現將

全球變暖限制在 1.5°C 的唯一途徑」（IRENA，2021）；研究同時強調能源革命的重要性，明

確指出要以深度和快速的能源轉型去應對氣候變化的威脅。 

 
香港承諾 2050 年實現碳中和的目標，能源政策備受關注。香港環境局表示，推動可再生能源

的發展是減緩氣候變化的重要一環，因為香港碳排放量中約有 67%來自電力行業（環境局，

2021b）。然而，沒有明確的路線圖，碳中和只會淪為泛泛之談。 

 
2005年，香港政府發表首個可持續發展策略，估計至 2012年間香港能夠以風力、太陽能及轉

廢為能，實現可再生能源的潛力約為本港總耗電量的 1% - 2%，2030年 3% 至 4%。然而，香港

目前可再生能源僅佔總電力供應的 0.2%，遠遠落後於其本身的估算，更不用說亞洲 30% 的平

均水平（余，2018）。中國的國家目標是要推動非化石燃料（可再生能源和核電）比例於

2020年增加至總能源結構的 15% 及 2030年的 25%（中國已經超標完成，2020 年非化石燃料

達到 15.9%）（丁，2021）。香港絕對有理由要跟隨國家目標。 

 
在香港，從化石燃料的能源體系轉型為以可再生能源的高效能源體系非常重要，同時也非常

迫切。我們呼籲在香港政府要把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比例 2030年提高到 20%，同時將太陽能的

比例提高到 10%。 

 
全球可再生能源發展 

在國際市場上，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地區成本最低的電力來源之一。過去十年，可

再生能源技術，特別是太陽能（PV）及風力發電技術有明顯的改變。 2010 年至 2020 年間，

太陽能發電的平準化能源成本（LCOE）下降 85%，價格由 0.381 美元/千瓦時 (kWh) 下降至 

0.057 美元/kWh（IRENA， 2021）。曾經太陽能發電成本是化石燃料發電的兩倍有多，現在已

經可以與最便宜的新化石燃料競爭（IRENA，2021）。全球太陽能發電 量 在 2006-2016 年間於

整體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比重，已由 1% 躍升至 14%（余，2018）。可再生能源的技術開發、

成本和市場滲透方面都已經非常成熟。 

 
香港可再生能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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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可再生能源主要有太陽能、風能、生物氣體和生物柴油。2018 年，可再生能源的組合

包括 84.3% 的轉廢為能、13.1% 的生物柴油、1% 的太陽能以及不到 1% 的風能和水電（EMSD， 

2020）。然而，根據 2018年的數據顯示，香港的發電燃料組合仍以煤炭（44%，2019年數據）

和天然氣（29%）為主（黃，2020）。 

 
香港位於亞熱帶，太陽能資源豐富。研究發現，香港的太陽能潛力遠高於政府的估算。香港

理工大學呂琳博士研究團隊發現，全港 309,000棟樓宇中的 233,000棟適合安裝光伏太陽能系

統，總面積合共 39平方公里。每年可生產達 46.74 億度電，相等於香港全年總用電量的 10.7%，

每年可減少排放 300 萬公噸溫室氣體。亞洲能源研究中心最近一份諮詢文件手提出，如果在

50%的總空置可發展土地、30% 總水塘面積和 20% 的總天台面積安裝太陽能板，太陽能產量

可以增加至總能源需求的 21%。本地青年倡導團體日出社區（Solmunity）於 2021 年 3 月上旬

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HKPORI）向超過 5,000 名受訪者進行訪問， 77% 的受訪者支持在公園、

高速公路和水塘等公共公間安裝太陽能發電設施（HKPORI，2021）。 

 
香港其實有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潛力。事實上，香港已經實行不少可再生能源的先導計劃，例

如石壁水塘的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南丫島的風力發電站和屯門濾水廠的水力發電系統。然

而，這些項目仍停留在最初的試驗階段，未能大規模應用至其他地方。學者建議政府應定期

就香港的可再生能源進行研究，確保不會因為資訊不足而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Holley & 

Lecavalier，2017）。香港政府是時候制定積極而明確的太陽能發展目標，在 2030 年把太陽能

的比例提高至 10%，並撥出更多的研發資金支持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發展。 

 
 

4. 適應措施  

 
最新的 IPCC 評估報告顯示，自 1850-1900 年以來，人類活動排放的溫室氣體導致全球升溫約 

1.1°C，預計未來 20 年全球升溫將達到或超過 1.5°C（IPCC，2021）。 

 
如前所述，由於香港的地理位置，我們容易發生極端天氣事件。根據《氣候變化中的海洋和

冰凍圈特別報告》，預計 2090 年代香港的年平均海平面比 1986 至 2005 年增加 0.73 至 1.28 米

（Poloczanska 等，2019）。此外，根據超級颱風山竹水位暴漲、湧浪和禍患的情景，包括尖

沙咀、中環、灣仔和銅鑼灣在內的商業區將被淹沒（Mirando等， 2019）。 

 
另一方面，氣候變化也導致酷熱天氣日數和熱夜日數異常增多。 根據香港天文台（2014）的

數據，在高溫室氣體濃度情景下，香港在 21 世紀後期 （2091-2100） 的氣溫將上升 3-6°C。 

根據研究顯示，以 28.2°C 作為基線， 平均升高 1°C 與估計的死亡率增加 1.8% 相關（周，

2012）。 在炎熱季節，以 29°C作為基線，每升高 1°C，住院人數就會增加 4.5%（陳，2013）。 

低收入社區、兒童、老人和其他弱勢群體首當其衝地受到這些極端高溫事件的影響，並且嚴

重缺乏合適的應對和保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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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推出的香港氣候行動計劃必須包括一個健全的全城適應計劃，其中包括系統性抵禦行動，

例如提高公眾對氣候風險的認識、優化應對計劃和實施相應金融計劃。此外，應在計劃中重

點顧及弱勢群體的需求，確保公正轉型。 

 
此外，在管理極端高溫、海平面上升和越來越多的風暴等日益增加的氣候風險方面，應該有

一個明確的路線圖。隨著每年酷熱天氣警告的數量越來越多，政府應該提供明確的計劃來減

緩熱島效應，例如新加坡的《冷卻新加坡項目》（Cooling Singapore，2017）。 

 
金融 

全球每年於低排放和氣候適應型基礎設施方面，存在 1.8-2.4 萬億美元的資金缺口，其中大部

分資金用於城市地區（UNFCCC，2019）。香港政府應設立氣候應急基金，以促進和利用其他

人的擴大行動，並加強社區的氣候適應能力。所有這些氣候恢復項目都必須以科學為依據，

以最大可能性提高項目的有效性和影響。 

 
加強知識和教育以提升能力 

為了制定有效的適應措施，進行研究是增強我們對氣候科學理解的關鍵因素。香港政府應積

極資助研究，並與國際和本地專家建立夥伴關係，以提高城市在氣候模擬、智能數據處理和

制定適當保護措施方面的能力。 

 
政府需要就提升香港於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上，制定更詳細的時間表，以作實施和分析上的

參考。 

 
 

5. 金融 

 
為應對氣候變化，香港資本市場需向可持續金融方向進行改革，同時也應定立目標成為亞洲

的可持續金融和 ESG（環境、社會及管治）投資中心，方法是通過訂制 ESG政策路線圖促進

政策協調，以滿足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們建議香港響應聯合國的「綠色氣候基金」，以

應對氣候危機，同一時間，香港政府要解決氣候危機，也需回應國際議程上三個議題：碳定

價、綠色分類和綠色轉型融資。 

 
根據聯合國的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全球需要每年 5萬億至 7萬億美元的投資（UNCTAD 

世界投資報告，2014）。為了填補這個缺口，調動包括銀行在內的金融中介機構的資源至關

重要， 相比之下，環境局的 1 億可持續發展基金不足以滿足香港綠色轉型的融資需求，投放

資源淘汰化石燃料（環境局，2021a）。 

 
為了實現《巴黎協定》中的碳減排目標，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建議定立

「碳定價政策」（周，2020）。 而放諸亞洲，香港的碳排放結構與日本和新加坡類似，大部

分溫室氣體排放來自電力的使用，但香港與亞洲鄰國不同，尚未實施任何碳定價政策，但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公營和私營部門必須更積極，訂立與氣候相關的行動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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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現時在實現碳中和的路線圖，落後於競爭對手，未有善用香港市場的特點，如定立碳額

度排放交易制度或實施碳稅，讓公民承擔碳排放所帶來的社會成本——讓排放者自付——利

用市場的力量，協助香港的經濟轉型，邁向低碳。 

 
第二個更大的挑戰在於確保各國制訂一致的可持續投資類別，舉例說，如果一項活動或資產

在一個國家被認定為可持續，但在另一個國家不可持續，那麼就不可能有一個真正的全球可

持續金融市場。為確保全球公平競爭環境，香港政府應致力與國際接軌，劃一標準，提防

「碳洩漏」所帶來的風險。 

 
氣候變化和可持續性是需要全球解決方案的全球挑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應恪守對世

界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香港青年代表 

陳天藍  張剛維  馮健鏗  何紫晴  何偉歡  林蘭熹 
 
 
 
 
 
 
 
 
 
 
 
 
 
 
 
 
 
 
 
 
 
 
 
 
 
 
 
有關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香港青年代表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香港青年代表是低碳想創坊的青年氣候倡導培訓計劃的畢業生。他們對可持續

發展充滿願景和動力，渴望成為改善氣候危機倡導者。他們撰寫了一份青年聲明，表達了對香港可持續發展政

策和發展的關注和意見。 

 
更多有關低碳想創坊和青年氣候倡導培訓的資訊，請瀏覽 https://www.ccinnolab.org/zh/。 

 

https://www.ccinnolab.org/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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