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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A06774 

本人資料︰鄭詠甄 

 

就燃料組合諮詢問題 

 

本人要求： 

* 立刻收回現有兩方案 

* 立即核電歸零 

* 減少供財團雙重賺錢的「剩餘電力」 

* 確保商用電費為累進制 

* 開放電網，政府立法鼓勵、補助各種民間的、小型的、能源自主自足的實踐 

* 政府政策主導，改變擴張式的經濟模式，建立本土自主自足經濟與生活，重

建人的日常美好生活 

 

本人的詳盡理據與分析如下： 

 

一、爛橙與爛蘋果的兩個方案 

 

環境局公佈發電料組合諮詢的兩個方案都保留現有核電輸入量。方案一主要向南

方電網購電達 50%，不但剝削巿民選擇，還透過外判，隱瞞間接增加核電比例

的重要資訊。方案二也依然沿用現有核電量，還更大幅增加天然氣比例，部分天

然氣來自九千公里外的中亞，又鞏固現有兩間電力公司的壟斷。 

 

二、環境局理據粗淺，不談節能，目光極之短淺 

 

（1）環境局對未來“電力需求”和未來“最高電力需求”的估算刻意混淆 

 

環境局就 5月 12日的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所提供的文件稱：“以年均增

長率約 1%至 2%計算，…我們亦以相同的增長率估算最高的電力需求”。

[1]——事實上，從環境局在其諮詢文件第 2、3頁已經顯示，雖然香港“2008

至 2012年之間，香港最高電力需求的總量減少減低約 0.8%”，即是負增長——

根本不支持環境局的結論：“以相同的增長率估算最高的電力需求”，而環境局正

是從這個沒有數據支持的最高電力需求增長率，來制定香港未來電力政策，根本

是大有問題！ 

 

（2）「利潤管制(保證)協議」是浪費元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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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方案皆預設香港的電力需求越來越多，卻無視實際情況：香港剩餘電力接近

40%，冬天還超過 50%，實屬全球罕見。政府一直縱容電力公司投資於無用的

發電機組，然後向市民收取更多的電費，謀取暴利。由於產能過剩，香港也消耗

/浪費不了，電力公司轉而向內地出售剩餘電力。財團雙重獲利，市民和環境一

再受損，環境局卻自誇為香港擁有全球最穩定的電力供應！產能過剩只會造成資

源浪費，官員財團的壟斷和剝削市民的「利潤管制(保證)協議」則是元兇，必須

去之而後快。減少剩餘電力：簡便而大力的節能之擧。 

 

（3）改商戶電費累退為累進，香港不做浪費之都 

 

香港的工商用電佔了 70%以上，而且大商戶的電費採用「用電越多、單價越平」

的累退制。小市民如何死慳死抵，或大耗人力物力呼籲全港市民多來幾次「熄燈

一小時」，也遠不能抵消商家在累退制鼓勵下所浪費的電力。「節能是最好的能

源」已成為舉世新能源觀念，香港沒有任何理由繼續縱容電力公司對大商戶使用

累退制電費。故此我們要求政府從立法上確立商戶電力收費使用累進制，可避免

大量浪費行為。 

 

三、即時停用核電對生活毫無影響 

 

現時核電佔香港用電量約 23%，但這數值只反映用電結構（即現在討論的電力

燃料組合比例），卻並不反映香港的發電容量（發電能力）。香港是否有足夠電

力使用及供電可靠程度，主要看的是總發電容量及備用電量。換句話說，馬上停

止核電，並不代表香港會失去 23%的發電容量；實際上，核電只佔香港發電容

量的 11%，即使馬上停用核電，香港還有超過 20%的備用電量，根本綽綽有

餘。但政府卻以早前與大亞灣簽訂合約爲由，聲稱核電供應必然維持至 2034年

之久，米已成炊，不容市民過問。即商業合約凌駕民意，罔顧市民的健康與安全。 

 

四、繼續使用核電對己及人都有深遠影響 

 

核能的生產流程涉及十四個程序，步步都使用火力發電，消耗能源及碳排放並不

是「零」或非常少。[2]尤其整個周期所產生的核廢料——單是一個 100萬千瓦

的反應爐已每年產生 30噸高階廢料、 240萬噸廢土、13萬噸礦渣、160噸劣

化鈾、1000桶低階核廢料——都是輻射性的，大亞灣-嶺澳共有六個這樣的反

應爐。不少放射性物質的半衰期是以萬年以至數十萬年計，事實上就是永存的輻

射物，而至今未有一個國家能成功建立高階核廢料永久儲存設施。香港人享受“核

電”時，有否想過這些永存核廢料由哪些地區的人民及後代來埋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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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電財團責任有限，生命財產損失無限 

 

大亞灣核電廠和所有核電廠一樣，日常運作也會排放輻射，並隨著老化而日益增

多。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已陸續有獨立科學家證明，哪怕多受一丁點輻射，也會

增加患病風險。如果發生大意外，公眾的健康甚至生命都會受威脅，而且導致後

代的基因變異，大片土地也將不宜居住。但根據法律，運營公司和政府在核災上

只需賠償 11億人民幣，可是大亞灣附近的人口密度冠絕全球，連同 700多萬

港人共有 2800萬居民，分攤下來，不見得能獲償一碗鹹蛋粥的數額。 

 

六、爭取時間開拓能源自主之路 

 

現有兩個方案都維持電力壟斷的局面，市民都是輸家。我們要求環境局馬上停止

現在的諮詢，先全面了解市民對電力及能源的真正需求為何。繼而針對這些需求，

有哪些不同途徑可滿足：例如氣溫的冷熱，可否通過建築物的通風和隔熱設計而

獲得滿足；社區式的小型再生能源發電網絡可減少大型電力公司的市場壟斷，又

可增進社區的互助共融……無論是先進國家還是第三世界國家，已不乏社區能源

自主自足的例子。 

 

環境局稱規劃及落實方案，約需要十年時間。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時間，在德國

這個工業大國的經驗裡，因為在 2000年實施了《再生能源法》，鼓勵了許多中

小型企業、合作社、家庭投資及發展再生能源，到 2012年十二年間，再生能源

的發電比例從約 5%升至 25%左右。因為技術及市場越來越成熟，再生能源成

本也不斷下降，例如已低於新建核電的成本，核電處於被淘汰的過程。這些經驗

為何香港不能予以一定的參考？香港政府應隨即制定鼓勵發展中小型再生能源

的法律，推行相關教育，以鼓勵民間發電計劃全面實施。 

 

七、環境局減排概念膚淺，重建本土自主經濟與生活才是出路 

 

環境局力推的「減排」概念，其實十分誤導和膚淺。它並不計算香港的航運、進

口產品及進口電力的排碳量。但香港的食物、木材、紙張製品、工業產品等基本

依賴進口，生產及運輸這些產品所排放的溫室氣體十分大量。香港實際碳排水平

應是環境局報告的 3-4倍，居世界前列。[3]因此，死盯著發電燃料以求減碳，

根本抓不到重點。對問題的根源——即現有城市生活模式和經濟——的深刻反思，

才能開啟真正減碳的討論。 

 

香港若尋求真正的環境公義，要檢視的是社會現有的生活消費與（外判）生産模

式：超級基建、巨型商場、瘋狂冷氣、維港光害騷、食品與日用品漫長的能源哩

程……把高耗能、高排碳的生產過程及運輸轉移到外地，靠剝削第三世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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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滿足香港的「低碳」目標，既非明智，更不道德。香港的減碳關懷要延伸至本

土以外，減碳實踐則要回歸於本土之上，探索在地的生活自主自足之道：例如，

重建本土農業以減少食物里程；減少消費那些碳排密集的電子產品和電器（不要

幾個月就追新款！）；停止不必要的城市工程；營造友善的環境以鼓勵市民步行、

騎單車……廢核只是反核運動的起點，香港真正的能源目標，是在只追求經濟成

長、將生產與消費斷然割裂的資本主義中，重建人的日常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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