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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平均分：

儘管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氣候行動計劃2050》中制定了
明確的節能減排目標，但在實現碳中和方面進展甚微。

而同時，政府降低上網電價計劃 (FiT)的購電率，
向市場傳遞錯誤信息，妨礙香港可再生能源發展。

科目： 

《巴黎氣候協議》 － 減緩及適應

學生姓名：
香港特別行政區



《巴黎氣候協議》－
減緩及適應

減緩措施 — 削減香港的碳排放

成績科目 評語

> 1.5℃

溫室氣體排放

可再生能源發電

建築物能源效益

低排放運輸

廢物管理
和其他能源使用

香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速度是否足以實踐《巴黎氣候協議》的目標？
最終的減排目標固然重要，但減碳的路徑也很重要，因為兩者都決定了我們從現在
到本世紀中葉消耗世界碳預算的速度。

評語：
溫室氣體減排在過去一年有所改善，但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2030年的減排目標還不夠雄
心勃勃，關於減排路徑的細節很少，包括能源結構和能源消耗的變化。此外，最新的官方數
據只更新到2020年。

香港是否正以適當的速度發展可再生能源，向低碳經濟轉型呢？
可再生能源發電是全球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方法。

評語：
《香港氣候行動計劃2050》為發展可再生能源訂下中長期目標，是積極的一步，但目標遠低
於中國內地和亞洲鄰近城市。該計劃也沒有提出進口可再生能源的目標或時間表。到目前為
止，在大幅增加風能和太陽能的使用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目前還沒有關於實施該計
劃或加快能源轉型的細節。此外，最新的官方數據只到2020年。

是否制定了計劃和政策，提高建築物的能源效益水平，以滿足氣候目標？
建築物耗電量佔香港用電量近90%。

評語：
香港一直在推廣本身的建築物能源效益標準，包括能源標籤計劃、建築物能源守則(BEAM 
Plus)、能源審計和加裝等。然而，一些行之有效的技術和產品並未被廣泛採用，例如熱泵熱
水器。此外，這些標準和做法通常是自願的，在可見的未來沒有強制執行的計劃，因此很難
評估這些能效措施的有效性。

在交通運輸方面，香港在確保碳中和方面做得如何？
本地交通運輸是香港第二大能源使用方和溫室氣體排放源。

評語：
政府在《香港電動車普及路線圖》中制定了減少交通運輸碳排放的明確目標，令人鼓舞，但
電動汽車和燃料電池汽車的普及進展仍然緩慢。儘管巴士公司開始採用太陽能光伏巴士樹立
了良好的榜樣，但在推廣氫燃料汽車方面缺乏進展。要實現這些目標，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

廢物管理措施是否符合香港碳中和計劃的目標？
處理廢物的方式也涉及能源效益，包括減少廢物，及處理剩餘的廢物。

評語：
香港的生活廢物產生量仍處於較高水平，特區政府應加快努力，盡量減少垃圾。延遲推行廢
物收費計劃是一個倒退。廢物轉化能源技術不是一個長期的解決方案，亦不符合循環經濟的
原則，而且會產生溫室氣體。香港不應依賴此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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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障
• 炎熱天氣
• 新疾病

安全可靠的
供水系統

降低火災
風險

水浸及
山泥傾瀉

颱風和
海平面上升

天然海岸線和
生物多樣性

D+

C-

我們是否正在行動，應對由平均氣溫升高所引起的新的、更廣泛的疾病？
是否具備完善的衛生政策和系統，保護易受平均氣溫升高影響的人？

評語：
中暑和酷熱致死最近受到了更廣泛的關注。然而，在應對極端高溫和與氣候有關的傳染病方面，香
港政府沒有專門針對弱勢群體的政策或行動計劃。而且，亦沒有公開的數據庫，以便政策制定者、
研究人員和社區服務人員可以一起跟踪和設計應對計劃。 

香港是否存在水安全問題？我們有沒有為此做好足夠的準備？
供水安全被視為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之一。

評語：
香港擁有健全和安全的供水系統，掩蓋了對從內地進口食水的過度依賴和本地缺水的問題。政府應
加強準備應對可能出現的水資源短缺，並積極提高公眾的水安全意識。此外，政府應加強與內地鄰
近城市在供水問題上的協調。

山林火災是否會對香港構成風險？我們是否有足夠的準備？

評語：
香港有良好的預警系統和應對山火的預備計劃，但發生大規模山火的潛在風險仍然存在。我們應該
繼續進行研究，提高我們的知識水平，掌握與山火預防相關的技術。我們也應該提高人們對這種風
險的認識。

香港是否已做好準備，迎接更大暴雨的影響？
極端天氣帶來較多的降雨，增加了洪水和山泥傾瀉的風險。

評語：
香港做了很多工作，防止山泥傾瀉、恢復河流和溪流的防洪和蓄水功能，以及建造地下雨水蓄水池
。這為許多其他亞洲城市樹立了榜樣。然而，隨著暴雨變得越來越突然和迅速，構成了越來越大的
洪水風險。在『明日大嶼』和『北部都會區』等基建發展計劃未實施前，這些風險不容低估。

有沒有足夠的政策和計劃來保護香港免受超級颱風、更大暴雨和海平面上升的影
響，特別是當它們同時發生的時候？

評語：
香港有一套完善的熱帶風暴警報系統，並不時作出調整和改善。然而，我們並沒有行動計劃，加強
沿海結構以應對海平面上升。在未來基礎設施發展計劃開始之前，上述風險亦不應被低估。

香港在保護大自然方面做得如何？
保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不僅是目的本身，也是一個社會和心理健康的指標。一個地
方的良好生物多樣性政策應該反映出承擔應有的責任，在保護整個地球的共同利益上發
揮自己的作用。

香港是否正在採取行動杜絕瀕危物種貿易？
除了保護我們的本土動植物外，保護生物多樣性還包括消滅非法交易對瀕危物種帶來的
風險。

評語：
香港一直致力加強生物多樣性的保育，但主要集中在郊野公園和保護區。保護海岸線和生物多樣性
的政策和做法應適用於全港，而不僅僅是郊野公園和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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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 － 為香港創造一個安全的、可持續的未來

成績科目 評語



班主任總結：
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20年有所下降，而且令人振奮的是，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氣候行動計劃2050
》下採取了一些積極步驟，以實現碳中和。此外，面對山火、水浸和熱帶風暴的風險，香港保持了防災備災
的水平。

然而，香港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進展太少，距離《巴黎氣候協議》將全球氣溫上升控制在攝氏1.5度以內的目
標仍有很大差距，政府應大幅提高中長期碳減排目標和防災減災措施，以應對即將到來的更極端天氣和海平
面上升的挑戰。弱勢群體應有機會參與《氣候行動計劃》的決策過 程，並共同制定應對未來極端天氣狀況
的行動計劃。

我們必須強調的是，世界其他地區已經有許多溫室氣體減排、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益方面的技術、標準和最
佳做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香港政府是否願意學習和採取這些措施，以加快碳中和的進程。為實現碳中和目
標，問責高官不應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躺平』；他們需要立即採取行動。除了促進綠色金融，政府還應加強
監管，確保專門用於綠色項目的資金是用於真正的氣候緩解和適應措施。

金融 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是否發揮好自身條件，以便在本地和國際上為
氣候行動提供足夠資金？
《巴黎氣候協議》強調了為實現氣候目標提供資金的重要性。

評語：
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成立綠色及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是一項積
極的舉動。同樣令人鼓舞的是，越來越多的公司表達了對環境的擔憂。然而，香港必須確保所謂
的環境、社會和管治 (ESG)真正用於將我們的城市轉變為零碳城市，方法是密切監測綠色金融法
規和標準的實施，以配合政府對綠色金融中心的呼籲。同時，香港必須建立碳交易機制，吸引更
多綠色投資。

D+

科技 香港有沒有發展和應用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益和除碳的科技？

評語：
多年來，香港一直在推動減碳技術的創新，並在能效和節能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與新加坡等
其他亞洲城市相比，投資仍然較低。我們仍沒有強大的政策來推動能效和節能技術工業化生產、
技術擴散和商業化。用於研發的資金仍然短缺，綠色科技資金也有限，主要由大學籌集的研究資
金組成。

D+

MRV--監督、
報告和核查

香港是否製作和分發所需的評估數據和分析，以進一步推動和完善我們的氣
候行動策略？
評估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緩解和適應舉措的有效性，並以透明和負責的方式報告這些
結果，是有效氣候行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評語：
香港擁有與氣候變化有關的詳細數據和信息，但缺乏一個有系統的數據庫來儲存和更新數據並向
公眾披露。目前，這些數據和信息分散在不同地方，很難獲得，使公眾很難了解氣候變化的全貌
。政府應該鼓勵公用事業和私營部門披露可以讓公眾監察的氣候相關數據。

D+

成績科目 評語

治理 香港是否具備領導能力氣候行動？
有效的治理將是實現任何氣候計劃的關鍵。這包括稱職的領導層，擁有適當權力和推
動改革的授權，得到最高領導層的支持，以及有效的行政能力和充足的財政。

評語：
自從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成為氣候變化和碳中和督導委員會名義上的主席以來，應對氣候變化方
面的高層領導一直備受忽視。《香港氣候行動計劃2050》建議的氣候變化及碳中和辦公室和諮
詢委員會尚未成立。我們希望新辦公室將有助於加強政府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社會之間在促進
碳中和方面的協調。

D-

系統—促進氣候治理、融資、科研和監評能力



編者按：

成績表中的分數，乃專家小組所評的平均分數。專家包括：
・黎廣德先生（工程師）：德勤低碳亞洲氣候策略主管，香港公共專業聯盟創會主席

・梁耀彰教授工程師：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系主任；香港科學研究院董事會成員

・梁國熙教授：香港城市大學能源與環境學院教授；能量研發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麥永開先生：350HK聯合創辦人

・伍美琴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系副主任、城市研究課程主任、未來研究所副所長

*按專家小組成員姓氏的字母順序排列

1. 以2020年的發電量計算，可再生能源只佔香港能源組合的0.38%。(資料來
源：機電工程署)。

2. 水務署已在石壁水塘和船灣水塘進行兩項小規模試驗計劃，每項計劃的發
電容量均為100千瓦。這兩個試驗項目的發電量相當於72個普通家庭
(240,000千瓦時)每年用電量，減少了168噸二氧化碳排放，僅相當於香港
2020年排放量的0.0005%。(資料來源：水務署)。

3. 自2022年4月27日起，現行上網電價計劃的購電率，從每千瓦時3元至5元
的價格，降至每千瓦時2.5元至4元之間。(資料來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新聞稿)。

4. 中電和香港電燈最遲將於2027/2028年在果洲群島和南丫島附近建成首個
海上風電場，兩個風電場的裝機容量合計為405兆瓦。(來源：南華早報)

1. 香港特區政府沒有提出任何措施，鼓勵採用節能建築材料，而只是依賴專
業組織制定的自願性標準。例如，建造業議會(CIC)和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HKGBC)共同設立建造業綠色產品認證計劃，作為為本地建造業提供服務
的主要認證計劃。CIC綠色產品認證是對碳足跡、溫室氣體排放、毒性、資
源消耗、生態系統影響等方面進行評估的綜合方法，而認證平台亦鼓勵建
築業採購更綠色的材料和產品，及供應商在其製造過程中採取更環保、更
可持續的步驟。 (來源：CIC/HKGBC)

 

1. 《2022年巴黎氣候監察香港氣候行動報告》指出，包括電動和氫燃料汽車
在內的零排放車輛在香港登記車輛中的百分比僅由2017年的1.31%增加到
2021年的3.03%。

1. 勞工處於2021年7月公佈了《颱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以及在熱帶
氣旋、暴雨警告及超強颱風過後的『極端情況』下的工作安排。(資料來源
：勞工處)

可再生能源發電

建築物能源效益

低排放運輸

颱風和
海平面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