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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市場檢討：檢討管制計劃協議的安排 

 

 

議題 

 

 檢討現行管制計劃協議安排，在應付本港電力需求方面的優點

及缺點。 

 

 

背景 

 

2. 香港的電力供應由兩家私營的電力公司提供，即香港電燈有限

公司 (以下簡稱 “港燈＂) 和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 “中電＂)。除

了安全方面的規管外，兩家電力公司 (以下簡稱 “兩電＂) 亦須按管制計

劃協議，接受財務方面的監管。  

 

 

管制計劃協議的安排 

 

3. 政府與兩電分別簽訂了管制計劃協議 (以下簡稱 “協議＂)。協

議列明兩電的權利和義務，但它並不是專營權，亦沒有提供專有權利。根

據協議，兩電須要提供足夠的設施，以應付現時及日後的電力需求，並以

合理的價格，提供安全可靠的電力供應。在政府方面，協議提供監管電力

公司事務的架構，以保障消費者的利益。 

 

4. 協議中包括－ 

 

(a) 一個議定的基礎，以訂定電力公司股東每年透過發電和供電所

能賺取的准許利潤； 

 

(b) 要求電力公司須就其財政計劃的某些項目(包括預測電費水平)，

取得行政會議的批准，而每年的電費亦需得到政府的同意；及 

 

(c) 訂明政府和電力公司須聯合審核電力公司每年的技術和財政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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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行協議為期 15 年，將於 2008 年屆滿 (中電的協議屆滿日期在

9月30日，而港燈的則在12月 31 日)。協議訂明在 1997/98 年度及2003年

度進行兩次中期檢討。在檢討期間，協議雙方均有權要求修訂協議的內

容，惟任何修訂必須得到雙方同意方能生效。我們已完成了該兩次中期檢

討。 

 

 

現行規管架構的優點和缺點 

 

(A)  優點 
 

(a)  清晰及穩定的規管架構 
 
6. 供電業是一個資本密集的行業，需要大量高成本而回本期極長

的投資。協議提供一個為期 15 年的穩定規管架構，令投資者可以根據協

議內清楚訂明的權利和義務，按需要而作出投資決定。在過去 20 年 (即由

1983 年至 2002 年)，兩電在供電設施方面作出龐大投資，以應付不斷增長

的電力需求。  

 
(b) 鼓勵投資以應付需求及維持穩定供電 

 

7. 根據現行協議，兩電的准許利潤是按固定資產平均淨值來計

算。這安排鼓勵電力公司在供電系統方面作出投資，以應付電力需求增

長。在過去數十年，兩電不斷在發電和網絡設施上投資，以配合及支持因

應香港經濟迅速發展的電力需求增長。消費者一直享用可靠性位於世界前

列（可靠性超過 99.99%）的電力供應，而供電量不足的情況在本港幾乎是

聞所未聞。  

 

(c)  電力公司集資成本低  

 

8. 協議有助兩電取得優越的信貸評級，增強它們以有利條件取得

大型集資合約的能力。港燈和中電現時的信貸評級大致上與政府的相若，

消費者亦因而受惠，因為集資成本會在電力公司所收取的電費中反映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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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行政費用低 

 

9. 政府就有關協議安排的事宜，只需作較高層次的整體監管。因

此，兩電的日常運作，可按公司原則和商業考慮來進行。  

 

10. 在世界上不少地方，有關當局都會對電力公司實施嚴密規管。

例如英國和澳洲的領牌手續，及在美國部份地方相當費時的電費檢討過

程。根據現行協議，兩電只須每年接受一次電費檢討及核數檢討，並定期

進行一個包括為期最少 5 年的財政計劃檢討。因此，香港政府和本地電力

公司的行政費用，相對外國為低。 

 

(e) 穩定電費   

 

11. 協議內有多個不同機制 (例如發展基金、燃料價條款帳)，提供緩

衝以穩定電費。港燈能在2003 年凍結電費，部份原因是由發展基金中轉撥

了所需款項。而中電能在2004年凍結電費，部份原因是利用燃料價條款回

扣。這些都是有關機制發揮作用的例子。 

 

 

(B)  缺點 
 

(a)  准許利潤的調整欠缺靈活性 

 

12. 在現行協議下，兩電可獲取以其本港供電業務固定資產平均淨

值 13.5% 計算的准許利潤，若固定資產的融資來自股東股本，准許利潤則

另外可加上1.5%。 

 

13. 上述回報率在近年的經濟環境下，因被指過高而備受抨擊。現

行協議於九十年代初簽訂，當時香港正經歷高通脹，亦面對主權移交，政

治前景變得不明朗。因此，當年議定的准許回報率，可能反映了當時預測

的營商環境，但這回報率在近年卻被指為過於慷慨。在 1997/98 年及 2003

年進行的中期檢討，政府都曾建議減低准許利潤，但兩電拒絕有關建議。

由於任何對協議的修訂，必須經雙方同意才能生效，故此准許回報率仍維

持在1993年的水平。 

 

14. 將規管期縮短，也許能令准許回報率適時地反映當前及不斷改

變的經濟環境。不過，增加檢討次數亦會加重行政負擔，並可能令電力公

司覺得規管前景不明朗，因而影響其投資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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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進行中期檢討時，我們未能成功地引用外國規管供電服務的

方法(即以表現為本的回報規管機制下常用的 CPI-X 方式)，將電費 (包括准

許利潤和運作開支) 與經濟指標 (例如消費物價指數) 掛。使用這方法必

須先定下監察機制和表現指標，防止電力公司為了保持准許利潤而過份調

整運作效率，以至危及供電的可靠性。  

 
(b)  鼓勵過度投資 

 

16. 根據現行協議，興建新設施等於增加資產基數，令電力公司可

賺取准許利潤。這會被指為鼓勵電力公司興建一些不必要及／或不完全需

要的設施。 

 

17. 解決這個問題的其中一個方法，是將回報和公司資產「脫

」。例如可考慮利用表現為本回報規管機制，將公司的回報與其效率和

表現目標掛 ，又或者利用以股東資金 (即股本) 作為計算基數的股本回報

率規管方式。不過，這些方式亦有其本身的限制。 

 

(c) 消費者和電力公司的投資風險分擔不平均 
 

 

18. 電力公司需興建新廠房和設備以應付預計的電力需求，但現有

的回報機制並非直接與其資產的實際使用率和表現掛 。雖然政府及其顧

問可根據現有協議嚴格審核電力公司的資本投資，但用電需求的實際增長

未必如預期的一樣(由於未能預計的情況，例如經濟發展及／或用電模式改

變等)，因此已投產的廠房和設備可能未必會充份使用。此外，雖然根據現

行機制，兩電不能就「過剩」發電容量賺取全部回報
 1
，但消費者仍須透過

電費支付所有其他費用 (例如折舊、運作費用)。加上有關機制不適用於網

絡發展，因此投資的風險會被視為大部份都由消費者而非電力公司去承

擔。  

 

(d)  透明度不足 
 

19. 市民普遍認為及猜測兩電過度投資及不合理地增加電費，主要

是由於公眾未能獲得電力需求預測及系統發展計劃等資料，亦即被兩電視

為商業敏感及機密的資料。 

 

 
                                                           
1 過剩發電容量的機電設備開支的40%，由固定資產平均淨值中扣除。在進行2003年的中期檢討時，港
燈同意將扣減比率增至50%。 



 
-  5  - 

 

 

20. 在考慮商業機密及擁有權等因素下，我們可以透過公開更多資

料及／或加強透明度，解決部份這方面的問題。 

 

(e)  缺乏提高成本效益的機制 

 

21. 現行協議並沒有設置誘因，以鼓勵電力公司提高運作效率及／

或服務質素 － 

 

(a) 電力公司曾自發地推行措施，提高運作效率，例如削減人手，

但這些措施與善用資產並無直接關連；以及 

 

(b) 在保持服務質素和供電穩定性方面，兩電主要集中於興建新廠

房和設施 (因而增加資產基數)，而非推行系統改善措施，例如增

加備用發電量分享、較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增加固定電力

購買量、制定綜合發電資源規劃等 (這些措施有可能令電費下

降，使消費者得益)。 

 

22. 為鼓勵兩電推行更進取的措施，可於價格規管機制中，加入財

務誘因 (例如訂定條文容許電力公司保留部份所節省的費用等)。 

 

(f)  缺乏特別規定方便第三者使用電網 

 

23. 現行協議沒有特別規定電力公司必須讓第三者使用其電網。在

簽署協議時，或時至今日，有關條文或許並沒有逼切需要。不過，對發展

其他電源及讓新參與者加入電力市場而言，電網畢竟是一種障礙，而公平

開放電網就是關鍵所在。 

 

 

觀察要點 

 

24. 以協議規管本港電力市場已差不多有40 年歷史。這安排為本港

消費者提供可靠及充足的電力供應，亦為兩電提供穩定清晰的規管環境，

讓他們放心投資及運作，以履行對消費者應盡的義務。但有關安排並非全

無缺點的，所以現有協議亦不時受到批評。  

 
25. 在制定本港日後的供電市場規管架構時，必須進一步考慮如何在新的規管

架構中，改善現行協議安排的缺點，並增強其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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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6. 請委員就管制計劃協議安排的優點及缺點及可行的改善方法發

表意見，讓我們在擬備2008年後的規管架構方案時可作參考。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200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