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諮詢委員會 
 

電力市場檢討：聯網 
 
 
議題  
 

機電工程署曾委聘顧問，就加強兩家電力公司 (兩電) 聯網事
宜進行技術研究。本文旨在列舉於考慮該項技術研究結果時需注意的重要

事項，並徵詢各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機電工程署於二零零一年聘請顧問，研究加強兩電聯網在技術

上是否可行。研究結果指在中電和港燈之間加設新的聯網線路，在技術上

是可行的，並列出預計的工程費用和時間表。研究結果已於先前向各委員

作介紹，並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提交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討論。 
 
3. 該項研究為檢討二零零八年後電力市場的其中一環，我們應將

有關研究的結果及其他重要事項 ，例如商業、財務、法律及責任等問題， 
一併作全面考慮。  
 
 
現有安排 
 
中電 ／ 港燈聯網 
 
4. 本港兩家電力公司 (即中電及港燈) 的輸電網於八十年代初已
建立聯網。這條聯網線路由兩電合資興建，共有三組電纜線路，主要用作

緊急時的支援、一些備用發電容量的分享、以及在有需要時進行小規模具

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兩電簽訂聯網協議，詳列雙方的責任及在電力傳送

方面的商業安排。過往，兩電偶爾會進行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但在中

電的燃油發電機退役及天然氣發電機投產後，這種電力交換的情況便減少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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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由於負荷增加及其他限制  (例如三組電纜間的負荷並不平
均)，令接駁到現有聯網線路的輸電系統出現局限，實際的聯網容量於是隨
�時間而逐步下降。由於輸電容量上的限制，聯網線路不能支持兩電進行
大規模的電力交換，因而未能達到可觀的經濟互利作用，在規劃和運作上

的協調程度亦受到限制，未能進一步減低運作成本和提升資本投資的效

益，使投資者和消費者得益。現有的中電／港燈聯網線路可能需要在二零

一一年左右退役，不過其有效使用期能否延長，須視乎詳細評估的結果而

定。  
 
中電 ／ 廣東省聯網 
 
6. 中電的輸電網絡亦與廣東省的電力系統聯網，其聯網線路主要

作用，是把大亞灣的廣東核電站及從化的廣州抽水蓄能電廠的電力，輸送

到中電的供電系統，亦可將中電的電力輸送到廣東省。  
 
 
加強聯網 
 
A.  目的  
 
7.   加強兩電聯網的目的，是要提高供電的可靠性，令消費者和投

資者均有經濟得益，日後如有需要，亦能促進市場發展。 
 
增加備用發電容量互享及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以獲取經濟利益 

 
8.  由於加強聯網可以讓兩個供電系統互相分享備用發電容量，故

此可以延遲需要增加發電容量的時間，以節省投資金額，並可開動較少發

電機組以達到備用發電量要求，因而能夠減低運行開支。不過，兩電能分

享多少備用發電容量 (不包括運轉儲備，原因是現有聯網系統已能完全滿
足分享運轉儲備的需要)，須視乎他們在規劃和運作上的協調程度而定。 

 
9. 加強聯網能讓電力公司在考慮購買電力會比自己發電更符合成

本效益的情況下，向聯網的其他公司增購電力以供應給客戶。這方式可以

在兩種情況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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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所省下的發電開支由買賣雙方平分；

或 
 
(b) 根據聯網雙方同意的協定，由中央控制中心統一調配聯網系統

中的發電資源，以求達致最低的發電成本。 
 
10. 上述方式所節省的設施投資及發電成本應反映在電費上，從而

令消費者得享較低電費。 
 
加強相互支援，提高供電可靠性  

 
11. 加強兩電聯網能讓雙方互補不足，相互支援，以確保供電的可

靠性，特別是在緊急的情況下 (例如發電機突然失靈)。相互支援可在發電
系統出現故障時發揮「互補」作用，其中一種情況是由聯網的其他電力公

司即時輸送電力，以恢復供電系統的供求平衡。另一種情況是，若停電的

系統不能全面恢復運作，則由聯網的其他電力公司長時間輸電。  
 
由外來電源取得電力供應  
 
12. 外來的發電資源 (例如獨立電力生產商及其他電力公司)，可透
過聯網線路為本地用戶提供電力，方法是由本地供電商與獨立電力生產商

或其他電力公司簽訂購電協議。透過由外界輸入電力，以降低對本地發電

容量的需求。此外，供電商還可以再進一步，在境外興建發電機組，為本

地用戶供電。  
 
讓外來供電商能加入競爭，用戶可作出選擇，有助日後市場發展 
 
13. 長遠而言，聯網可提供渠道，讓外來的供電商能加入本地市場

競爭，為用戶供電。這有助制衡當地市場力量，並在電力供應方面為用戶

提供更多選擇。  
 
 
B.  須詳細考慮的事項   
 
14. 在考慮加強本港供電系統的聯網問題時，我們必須解決一些複

雜及互有關連的問題，當中較重要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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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及潛在效益 
 
15. 興建新的聯網線路及鞏固雙方的網絡需要大量資本投資，顧問

研究估計興建新聯網線路的整體開支約為二十一億港元，包括興建擬網線

路的費用 (按二零零二年價格計算約需十六億港元)，以及重新安排鞏固兩
電系統，以容納新聯網線路的工程開支1 (約需五億港元)。聯網輸電量增
加，長遠而言能節省開支，有關其應用的方式見上文第 9至 14段。然而，
與此有利益關系者 (即兩電)，必須考慮加強聯網在商業運作上的可行性，
至於可以為消費者及投資者節省多少，則需視乎聯網的實際用途而定。 
 
融資 
 
16. 業界的慣常做法，是由聯網的雙方分擔所涉及的費用，不過，

亦可考慮由第三者 (例如另一家商業機構或政府) 提供資金。有關方面可透
過調整電費或徵收網絡使用費，收回建立聯網系統時的所有開支。兩個可

考慮的融資方案如下－ 
 

(i) 由兩電一同提供資金 
 
 港燈和中電是現有電力設施的擁有者和營運者，為配合新聯網

線路，這些設施須具備終端／接駁設施及有關網絡的加強裝

置。兩電早已簽訂聯網協議，以運作現時聯網系統。所以，這

個方案能簡化技術銜接的問題，令新聯網線路的運作和使用更

直接。不過，這個方案的先決條件，是兩電願意投資和合作。 
 

(ii) 由第三者提供資金 
 
 若可收回所需的投資金額，而條件又能吸引投資者的話，新的

聯網線路亦可由其他投資者提供資金。這個方案的優點，在於

無須太依賴現有的兩家電力公司，並且能為將來電力供應引入

競爭鋪路。其缺點則包括： 
 

•  可能出現與第三者有關的責任、商業安排、法律及規管問
題，詳情見下文第 18至 21段；以及 

                                                 
1 為了確保在電力需求增長下，電力系統仍然可靠，港燈及中電須於未來加強電力系統。這數字是提前
該等工程的貨幣時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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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得兩電同意提前進行有關鞏固網絡工程，以及讓新聯網

線路接上其系統，否則便要動用額外資金。若兩電任何一

方或雙方都拒絕合作，便須以行政手段或立法來推行有關

計劃。 
 
•  在投標、履行合約及監察新聯網線路擁有者表現方面，將

牽涉較高的管理費用。  
 
責任問題 
 
17. 新聯網線路可由兩電或者第三者提供資金，前者的責任問題，

可以類似現時聯網協議的方式處理。不過若新的聯網線路由第三者興建及

／或運作，各方的責任便須清楚商議及規定，其中包括 (但不局限於) 運作
權力、界面和規則、維修時間的配合、故障處理、修理費用分擔等。若因

疏忽或非預定的聯網線路操作問題，引致停電、備用發電容量分享能力降

低、設備損壞、用戶供電中斷等事故，當中所涉及的法律責任和賠償均須

清楚列明。  
 
業務和商業安排 
 
18. 若香港電力市場的垂直一體化結構維持不變，則加強聯網會帶

來備用發電量分享、具經濟效益的電力交換、加強緊急事故下的互相支援

等問題。這些問題需要聯網雙方事先作出商業安排，而且必須制定有關條

款、各方責任、結算方法，並透過具法律約束力的合約 (例如聯網協議) 來
執行。假若涉及第三者 (作為聯網擁有者及／或營運者)，則要建立數個多
邊協議，訂明有關條款，包括使用聯網線路費用和操作守則等。 
 
19. 若香港的電力市場結構有所改變，而聯網成為整體電網的一部

份，並開放供所有市場參與者使用，則到時使用聯網費用須加以考慮並清

楚列明。當中可能包括兩套商業安排，即聯網線路的使用安排，以及電力

交易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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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及規管考慮 
 
20. 在管制計劃協議下，兩電於八十年代初興建現有的聯網系統，

並且共同負責其運作。若由兩電斥資興建及操作新的聯網線路，似乎可減

少甚至避免關乎所有權、接駁、操作維修方面的法律問題。不過，政府需

考慮規管和其他措施，以確保社會能享受到加強聯網後的好處。若由第三

者興建新的聯網線路，便須取得兩電的同意，使新聯網線路與現有網絡連

接，並要兩電提前進行網絡鞏固計劃，令新的聯網系統能全面輸送電力。

若未能達致此等協議，政府便須考慮有關私有產權方面的行政／立法／法

律安排，促使聯網線路投入運作，並規管其使用。  
 
技術限制 
 
21. 顧問研究已建議出合適的聯網線路規模 (即兩組七十萬千瓦電
纜)、較可取的電纜路線、安裝方法、登陸點、接駁電力站和所需的鞏固系
統工程。新的聯網工程約需五年時間完成，地盤工程最快可於何時開展，

須視乎中環／灣仔填海計劃及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相關土地何時

可供使用而定。雖然敷設電纜與海港兩岸的終端站接駁似乎沒有任何技術

問題，但以上兩項大型土木工程若有任何延誤，對實施建議的新聯網計劃

將有重大影響。此外，由於必須鞏固兩電網絡，俾能達到預期的輸電量，

這些工程的延誤亦會影響到聯網的輸電能力。 
 
 
觀察要點 
 
22. 這次技術研究認為，加強中電和港燈的電力聯網在技術上是可

行的。香港環境資源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ERM) 於一九九九年發表的顧問
報告指出，整體而言，加強兩電聯網可以延遲新增發電容量的需求，因而

帶來經濟效益，而且初步發現還會有其他好處，例如能夠改善系統的可靠

性及聯網系統交換電力的能力。不過，要實施加強聯網的建議，必須考慮

其經營及規管模式，例如淨經濟效益、融資安排、法律和責任、新聯網線

路及兩電網絡的銜接、新聯網線路的實際應用，以及在管制計劃協議於二

零零八年屆滿後的電力市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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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詢意見 
 
23. 請各委員就本文件所提出，在推行加強本港電力聯網時須詳細

考慮的目標及議題，提供意見。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 
二零零三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