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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 

─由中國大陸輸入更多電力或提高香港天然氣發電比例 

蕭國鑫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目前香港為國際上重要的商業、金融和物流中心之一，而安全

可靠的電力供應是經濟競爭力的重要支柱；未來香港是否可持續發

展，合理的電價及可靠的電力供應將是重點工作。香港居民希望未

來有更清新空氣的環境和健全的經濟發展，為平衡相互競爭的政策

目標，香港需要考慮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變化。鑒於香港的發電機

組將陸續退役，未來將廣泛地使用清潔但較昂貴的能源；同時，為

了進一步改善環境，亦需要採用更多的清潔電力。因此，香港地區

未來的燃料組合對於長遠電力市場的環境將會有重大影響。 

香港政府考慮各種燃料種類的利弊及未來的發展情況；因此，

建議兩個燃料組合方案，包括(1)藉由中國大陸電網購電以輸入更多

電力，此方案約有 20%的電力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另從中國大陸

電網（南網）新購買約 30%的電力，其餘 50%將利用本地發電(天然

氣發電約 40%，煤炭和再生能源約 10%)來提供；(2)利用更多天然

氣作為本地發電，即將天然氣發電比例提升至 60%，燃煤和再生能

源發電維持約 20%，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的核電維持約占整體燃料

組合 20%。而評估每個方案都有利弊，所以香港政府對於提出的兩

個燃料組合方案諮詢文件持開放立場。由於此決定會對未來的經濟

和社會發展有深遠影響，所以香港政府希望民眾能就此份諮詢文件

(為期三個月:2014/03/18~06/18)，針對(1)安全、可靠性、合理價格、

環保表現及其他相關的考慮，提出對兩個燃料組合方案的任何意見；

(2)圈選哪一個為較佳的燃料組合方案，並說明原因；再利用制式回

應表格回應上述之問題，以協助香港政府訂定未來發電燃料組合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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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香港由兩家私營公司以垂直整合的方式(包括發電廠、輸配

電網及直接向其服務地區內的客戶供應電力及提供客戶服務)提供

電力。此兩家私營電力公司分別為(1)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簡稱港燈），

供應電力地區為港島、鴨脷洲及南丫島等地區；(2)中華電力有限公

司聯同青山發電有限公司（統稱中電）則為九龍、新界及部分離島

的客戶供應電力。兩家電力公司 2012 年的總裝機容量為 12.64GW。

2012 年香港約有 77%的電力由本地發電提供，23%電力則是從中國

大陸大亞灣核電廠經專線輸往香港。如圖 1 為香港 2012 年整體發電

燃料組合。 

 
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圖 1、2012 年香港整體發電燃料組合 

過去數年間，香港推行多項提升能源效益的措施，使得用電量

成長已經放緩。2008 年至 2012 年間，香港的用電量成長約 5.1%，

每年平均成長 1.3% (如圖 2，同期香港地區生產總值約成長 19.3%)。

另 2008 年至 2012 年間，香港的尖峰用電需求減低約 0.8%(如圖 3)。 

香港的能源政策是要確保以合理價格、安全、可靠及有效率來

滿足市民的能源需求，並將發電造成的環境影響減至最低。而電力

提供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因為香港本身並沒

有發電資源，長久以來一直依賴進口燃料提供發電、或從中國大陸

直接輸入電力；因此，未來不同的燃料組合對於香港地區長遠電力

市場的環境將有重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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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圖 2、2003 年至 2012 年香港的用電量 

 
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圖 3、2003 年至 2012 年香港地區尖峰用電需求 

香港政府基於下列四項原因，需要儘早檢討和規劃未來燃料組

合，包括(1)現有的發電機組將於 2017 年起陸續退役，藉此可以探

討如何替代這些機組，並重新審視整體燃料組合，以儘早規劃新的

發電及輸電設施；(2)預計用電增幅有限，但仍須滿足電力需求，例

如預測總用電量由 2012 年的 430 億度，增至 2020 年的 480 億度及

2023 年的 500 億度；(3)為改善空氣品質而訂定的空氣污染減排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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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4)致力實現 2010 年就諮詢公眾時所訂之降低碳強度(碳排

量/國民生產總值)目標，及優化發電組合(發電占香港地區溫室氣體

排放量約 66%，如圖 5)，希望 2020 年時碳強度由 2005 年的基準降

低 50%至 60%，相當於溫室氣體減量約 19%~30%，即由 2005 年的

4,200 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減少到 2020 年的 2,800 至 3,400 萬公噸

之間。 

 
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圖 4、香港地區發電廠空氣污染物排放上限 

 
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圖 5、1990 年至 2010 年香港地區溫室氣體排放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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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優化燃料組合的考慮因素 

香港地區的電力來源，包含煤炭、天然氣、再生能源(風、太陽

能及生質能)、核能及電網購電等。而各種發電燃料均有其利弊，所

以制訂未來發電燃料組合時需要考慮彼此之間的優勢。 

目前香港約有 53%電力來自燃煤發電，但是燃煤是空氣污染和

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例如 2010 年香港燃煤發電機組所排放的

二氧化碳、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溫室氣體等，分別占總排

放量約 50%、22%、14%及 50%。而燃煤發電的成本不只取決於煤

價，還要計算投入燃煤發電機組減排措施的成本。另天然氣發電相

對燃煤是燃燒時較清潔，產生較少量的空氣污染物和二氧化碳；但

目前天然氣價格較高，且國際上天然氣使用量又不斷增加，預計未

來天然氣發電的成本可能會上升。 

香港目前大量發展再生能源的可能性極低，因為香港地區缺乏

水力及地熱資源，無法進行做水力發電及地熱發電，又缺乏廣大的

腹地可以裝設太陽能板，所以大力推展太陽能亦有其限制。風力發

電雖然可行，但依據香港機電工程署說明(香港機電工程署，2002)，

香港發展風力發電最大的阻力是土地不足，所以發展大型風力發電

基站受到限制；另該署報告亦指出，整合香港全部郊區風力發電場

能滿足全年電力需求的 7.5% (對比 1999 年)，若加上近岸的海上風

力發電場，可滿足香港全年電力需求的 23%，雖然風力發電具有潛

在開發性，但目前進展仍相當緩慢，最大的阻力是香港的電力政策

所致。另潮汐發電雖然可行，但由於潮汐水位差小，發電效率亦不

高。另轉化廢棄物能作為香港電力供應的來源，考慮到工程規模，

廢氣物轉化為再生能源的占比，推估 2020 年代初期，最多只占總電

力需求約 1% (香港環境局，2014 年)。因此，就目前的技術水準及

經濟效益評估後，將再生能源作為香港主要發電燃料的機會不大。 

目前由大亞灣核電廠輸入香港的核電約可提供香港地區 30%的

用電需求(購電合約在 2009 年已延長 20 年至 2034 年 5 月)。而 2012

年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的核電約占全香港燃料組合的 23%，預計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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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因整體用電量逐漸增加，而在 2020 年代初下降至約 20%。為減低

未來數年對電費的影響，香港中電正安排從大亞灣核電廠額外增加

輸入約一成的電力。另外若需要從中國大陸電網購電，目前香港已

可直接經中國南方電網（南網）輸入電力(該電網目前已接駁中電的

電網)。上述各種發電燃料種類之比較如表 1 所示。 

表 1、香港未來可採用的發電燃料種類比較 

燃料種類 供 應 可靠性 價格 

生命週期

中，溫室氣體/

空氣污染物排

放 

煤炭 足夠 高 低 高 

天然氣 足夠 高 高且波動大 中 

再生能源 受環境限制 低 很高 低 

核能 
中國大陸供

應 
高 

中等價格，但輸電、可能涉

及調峰管理及本地的後備發

電均需要額外費用 

低 

電網購電 
中國大陸供

應 

高，但

需後備

發電 

中等價格，但輸電、可能涉

及調峰管理及本地的後備發

電均需要額外費用 

低(就香港地

區排放而言) 

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三、香港的燃料組合方案 

香港政府考慮環境現況及各種燃料種類的利弊，最後提出兩個

燃料組合方案，包括方案 1:由中國大陸電網購電以輸入更多電力；

方案 2:利用更多比例的本地天然氣發電等兩種；而最終選定的發電

燃料組合，將提供未來十年發電規劃與基建基礎。例如香港地區興

建新的燃氣發電機組約需四至五年，而完成新的跨境輸電設施約需

要八至十年，若 2014 年提出未來的燃料組合方案可以定案，則部分

發輸配電基礎建設，可能約在 2023 年才能完成。此外在決定燃料組

合時，亦需考慮香港現有燃煤機組的退役時間表，且兩個方案中均

須落實 2020 年降低空氣污染物排放及碳強度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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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提出之未來兩個燃料組合方案內容為: 

方案 1：從內地電網購電以輸入更多電力 

此方案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核電，以滿足 2023 年香港所需約

20%電力外，亦從中國大陸南網輸入約 30%的電力(2023 年約需 150

億度電，屆時約只占南網發電量 2%)，其餘將藉由香港本地的天然

氣發電(40%)、燃煤和再生能源發電共 10%來補足。而當跨境輸電設

施約在 2023 年全面落成時，此方案可以達到空氣污染物減排目標的

上限，評估將有助於將碳強度由 2005 年的基準降低約 60%，且中國

大陸所增加的碳排放之置換效應將會很小。 

此方案之從中國大陸電網購電以輸入更多電力，可以循(1)由特

定的電力來源經專線輸入電力，模式與目前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核

電相同；(2)加強與鄰近電網的連繫以取得電力。此方案由特定的電

廠提供電力和使用專線輸電，可讓香港直接控制發電的供應及其品

質，但風險是在滿足電力需求時，增加對特定外來電源的依賴；因

此，中國大陸的電力供應是否充足及其供應是否可靠，均有賴於大

陸電力供應商與香港電力買家之間的商業合約和政府間的承諾保

證。 

方案 2 利用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 

方案2將繼續依賴本地發電，以滿足香港地區長遠的電力需求。

例如天然氣發電比例由 2012 年的 22%提升到 2020 年約 60%，同時

維持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約 20%的核電，其餘 20%將由本地燃煤發

電和再生能源提供；資料整理如表 2 所示。 

本方案之優點為本地發電自主性較高，但缺點為天然氣仰賴中

國大陸提供；而天然氣發電的成本價格較高，且須確保有充足的天

然氣供應。考慮到要維持合理價格的政策目標，這個方案中的燃煤

比例會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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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香港 2012 年和兩個建議方案的燃料組合 

燃料組合 

輸入 

天然氣 
煤炭及再生

能源 
核能(大亞灣

核電廠) 
電網購電 

2012 年 23% - 22% 55%**
 

方案 1 

從中國大陸電

網購電以輸入

更多電力 

20% 30% 

40% 10% 
合計：50% 

方案 2 
利用更多天然

氣作本地發電 
20% - 60% 20% 

資料來源: 香港環境局 

**包括少量燃油 

四、兩個燃料組合方案之比較 

香港的能源政策目標是提供安全、可靠、合理價格及環保的能

源，而能源的多元性、未來供應的靈活性及對社會其他影響因素等

亦為考慮重點。由於兩個燃料組合方案各有其利弊(如表 3)；因此，

香港政府對本諮詢文件持開放立場，希望民眾能夠就此份諮詢文件，

提出對此兩個燃料組合方案的意見，並能夠圈選較佳的燃料組合方

案及說明原因，以協助香港訂定未來發電燃料組合之方向。 

表 3、兩個建議燃料組合方案優劣 

評估項目 優    劣 

安全 ‧兩個方案均不會對香港構成特別的安全風險 

可靠性 

‧方案 1：香港未曾大規模從電網購電，但從中國大陸輸入

更多電力在技術層面上是可行的。香港可以受惠於整個南

網擁有多個供電源的強大網絡支援，亦可安排後備發電容

量應付緊急情況。香港政府未來會進行詳細的技術研究。 

‧方案 2：可靠性方面，香港本地發電一直有良好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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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項目 優    劣 

合理價格 

‧以現有資料推算，兩個方案平均每單位成本相差不大。

初步估算，若與 2008 至 2012 年五年間的平均發電成本

比較，增幅約為一倍。 

‧方案 1：部分人士關注認為此方案，未來將使香港成為受

制的買方。 

‧方案 2：高度依賴天然氣為單一燃料，會使得電價受天然

氣價格波動所影響。 

環保表現 

‧兩個方案都可以達到 2020 年改善空氣品質及碳排放表現

的環保目標。 

‧方案 1：跨境輸電設施大約 2023 年全面落成後，可進一

步降低本地碳排放量，亦可引入香港更多樣化且環保的

燃料種類。 

‧方案 2：新發電設施投入運作後的一段時間，環保方面作

出重大改善的空間有限。 

對 2018 年以

後電力市場

的影響 

‧方案 1：可增強香港兩個電網的聯繫，從而提供發電層面

更多的競爭空間。 

‧方案 2：新的供電商參與本地發電的程度，將受制於是否

有土地可供興建新的發電設施。若允許現有電力公司興

建新發電機組，則可能會增加未來開放市場時，消費者

所可能要承擔的成本。 

多元化 
‧方案 1：可引入各類香港沒有的較清潔燃料。 

‧方案 2：會增加高度依賴單一燃料種類的風險。 

增加未來供

應的靈活性 

‧方案 1：不需要新的土地興建新的發電設施，所以在滿足

香港長遠的電力需求上，更為可行和具持續發展潛力。 

‧方案 2：難以找到合適地點興建新的發電廠，在應付未來

用電量上升方面未必有彈性。 

對社會影響 

‧ 方案 1：兩家電力公司可能會縮小本地發電規模。而因

應 2018 年後電力市場的檢討成果，必須小心處理兩家電

力公司對本地員工就業情況影響。 

‧ 方案 2：對本地員工就業衝擊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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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與建議 

香港政府為了持續發展經濟，訂定了安全、可靠、合理價格及

環保能源的四大能源政策目標，而確保合理的電價及可靠的電力供

應將是持續經濟發展的重點工作。目前香港地區的燃煤發電機組將

於 2017 年起陸續退役，而再生能源發電又無法滿足用電需求(香港

機電工程署，2002 年)，為了改善空氣品質、減少燃煤發電，規劃未

來將廣泛地使用清潔但較昂貴的能源；因此，香港政府考慮各燃料

種類的利弊及香港的情況後，建議了(1)由中國大陸電網購電以輸入

更多電力；(2)利用更多天然氣作本地發電等兩個燃料組合方案。由

於兩個方案都有利弊，且對未來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深遠影響，所

以香港政府希望民眾能針對兩個燃料組合方案，就安全、可靠性、

合理價格、環保表現及其他相關考慮提出意見，並圈選較佳的燃料

組合方案及說明原因(香港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公眾諮詢回應表格如

附件)。 

香港與中國大陸電網已經連結，所以香港政府提出發電燃料組

合方案 1 之網電方案，建議由中國大陸南方電網購買約 30%網電，

同時維持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 20%核電。另天然氣發電則提升到

40%，燃煤和再生能源占約 10%。方案 2 之本地發電方案建議，除

維持從大亞灣核電站輸入 20%核電外，天然氣發電占比則提升至

60%，燃煤和再生能源發電約占 20%。 

上述兩個方案均維持從大亞灣核電廠輸入 20%核電，即仍然

使用核電，且亦提高天然氣發電量。但目前香港的天然氣源為自海

南島氣田，利用高壓海底管線進入香港(圖 6)，未來將再增加中國

大陸西氣東輸二線(圖 7)來提供天然氣 (價格約為 18~20 美元

/MMBtu，圖 8) (Natural Gas Supply to CAPCO/CLP, 2013；財團法人

中技社，2014 年) ，所以香港未來若要大量擴充天然氣發電，實際

的氣源掌控權仍在中國大陸手中。而目前大陸空氣品質問題日趨嚴

重，促使煤轉氣的力道加大，未來是否會穩定供應天然氣，仍須進

一步評估。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3%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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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Natural Gas Supply to CAPCO/CLP, 2013 

圖 6、目前利用高壓海底管線自海南島天然氣田輸入香港示意圖 

 

資料來源: Natural Gas Supply to CAPCO/CLP, 2013 

圖 7、中國大陸西氣東輸二線示意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5%8D%97%E5%B3%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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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Natural Gas Supply to CAPCO/CLP, 2013 

圖 8、香港自中國大陸輸入天然氣價格 

我國為獨立的電網系統，目前尚無境外之電網加入營運，因此，

無法像香港一樣，可以依賴境外之併聯電網提供電力。另外，目前

亦無天然氣管線可以輸送天然氣，唯有依賴現有的電力系統，在儘

量減少外在環境干擾與充足的備載容量(15%)情況下，才能保證國

人的用電需求與安全。 

我國政府亦努力於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在具高效率淨煤效果之

碳捕獲與封存技術(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CCS)未商業化前，

增加天然氣發電占比為規劃構想之一。目前我國並沒有境外天然氣

管線輸送系統，進口之天然氣均為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因此，推動跨境天然氣輸送之構想曾提出討論，即推動由

中國大陸跨境進口管線天然氣，評估目前技術上雖然可行，但仍存

在諸多問題，例如： 

1.中國大陸自身天然氣供需失衡：2011 年中國大陸天然氣需求達

1,320 億 m
3，IEA 預估 2035 年天然氣需求將達 5,290 億 m

3
(圖

9)，預計中國大陸未來將成為全球主要天然氣進口大國；但中

國大陸 2035 年自產天然氣只有 3,170 億 m
3；因此，是否有多

餘的天然氣輸出仍值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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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價格不具競爭性：目前中國大陸中石油公司經由西氣東輸二線

及香港支線供氣香港之價格約為 18~20 美元/MMBtu；而中石

油公司提供管線天然氣給臺灣的方案未來若循香港模式，則價

格將難以和臺灣進口的 LNG 有競爭能力。 

3.臺灣自中國大陸進口管線天然氣仍有政治爭議：例如管線建設

主導權、所有權歸屬、海峽兩方之運維協調、供氣品質及氣量

調度監控等；而且海峽中線以東超過 50 公里以上是否能經過

環評，尚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因此，在兩岸政治局勢相當和

緩，大陸天然氣供需穩定、價格達到合理範圍，並符合「利益、

安全、自主」原則下，兩岸天然氣管線輸送的契機才會出現。 

為今之計，我國應當先積極興建完成 LNG 第三接收站，尋求

更多元、價格更有利的 LNG 供應來源，並擴大儲運能力，方能確

保臺灣未來基本的天然氣供應安全；另嘗試與更多天然氣出口國建

立能源關稅條例，或進一步進行能源投資，或是積極在臺灣鄰近沿

海地區進行探勘，尋求開發出可觀的自有氣源等，均為穩定天然氣

源重要的思考方向。 

 

資料來源: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November 2013 

圖 9、世界重要國家 2011 年至 2035 年天然氣需求變化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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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回應表格 

香港的未來發電燃料組合公眾諮詢 

請於 2014 年 6 月 18 日或之前透過以下方式提交你的意見。 

郵寄地址： 香港添馬添美道二號政府總部東翼十五樓環境局電力檢討科 

電子郵件： fuel_mix@enb.gov.hk 

傳真：   2147 5834 

 

第一部分 

這是  □ 團體回應（代表個別團體或機構意見）或 

    □ 個人回應（代表個人意見） 

 

    ＿＿＿＿＿＿＿＿＿＿＿＿＿＿＿＿＿＿＿＿＿＿＿＿＿＿＿＿ 

（個人或機構名稱） 

 

    ＿＿＿＿＿＿＿＿＿ 及 ＿＿＿＿＿＿＿＿＿＿＿＿＿＿＿＿ 

       （電話）             （電郵） 

 

第二部分 

燃料組合 

燃料組合 輸入 天然氣 煤炭 

(及可再生能

源) 

核能 

(大亞灣核電

站) 

從電網購電 

現時(2012) 23% - 22% 55%
＊＊ 

方案 1* 通過從內地電網

購電以輸入更多

電力 

20% 30% 40% 10% 

總共：50% 

方案 2* 利用更多天然氣

作本地發電 

20% - 60% 20% 

*以上的燃料比例用以提供一個基礎作規劃電力供應所需的基建。不同燃料的實

際分配應按實際情況釐定。 

**包括少量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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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具體諮詢問題 

問 1：就安全、可靠性、合理價格、環保表現及其他相關的考慮而言，你對兩

個燃料組合方案有何意見？(請就每個方案說明你的看法) 

方案 支持 不支持 不支持方案的原因 

(可選擇多過一項) 

1 □ □ □ 安全 

□ 可靠性 

□ 合理價格 

□ 環保表現 

□ 其他（請註明）：＿＿＿＿＿＿＿ 

  ＿＿＿＿＿＿＿＿＿＿＿＿＿＿ 

2 □ □ □ 安全 

□ 可靠性 

□ 合理價格 

□ 環保表現 

□ 其他（請註明）：＿＿＿＿＿＿＿ 

  ＿＿＿＿＿＿＿＿＿＿＿＿＿＿ 

 

問 2：你認為在兩個燃料組合方案中，哪一個較理想？為什麼？(請只選擇一個) 

   方案 1  □ 

   方案 2  □ 

 

   原因：(可選擇多過一項) 

   安全   □ 

   可靠性  □ 

   合理價格 □ 

   環保表現 □ 

   其他   □  請註明：＿＿＿＿＿＿＿＿＿＿＿＿＿＿＿＿＿ 

 

第四部分 

其他意見或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