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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

由環境局設計及出版，並採用環保油墨印製於再造紙上。

空氣質素改善成果(2010-2020年)

請掃描此二維碼
參閱《香港清新
空氣藍圖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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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質素指標五年一檢
檢視措施成效，循序漸進收緊香港空氣質素指標

香港一般監測站

香港路邊監測站

60

40

20

0
2010 2015 2020

微克/立方米

二氧化氮 (NO2)
可吸入懸浮粒子 (PM10)

微細懸浮粒子 (PM2.5)
二氧化硫 (SO2)

120

100

80

60

40

20

0
2010 2015 2020

NO2

37%

PM10

40%

PM2.5

48%

SO2

58%

PM10

48%

NO2

40%

PM2.5

47%

SO2

50%

微克/立方米

全年低能見度時數改善

2004 2020

1570小時 346小時

空氣質素改善的健康效益

(相比2015年)

2025

約1900個

早逝個案 住院病例

約1500個

門診個案

約260000個

綠色運輸

綠色交通網絡
擴展鐵路網絡，配合發展需求；
及於2022年在政府收費隧道 
和青沙管制區推行不停車 
繳費系統

環保新發展區
在新發展區採用環保
交通運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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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

電動車普及化 
路線圖

電動車路線圖
推展《香港 
電動車普及化
路線圖》訂立
的措施，達致
2050年前車輛
零排放

新能源渡輪
試驗電動和混合動力 
渡輪，並與渡輪公司 
探討於2035年前逐步 
採用新能源渡輪

當前的挑戰

宜居環境
城市管理 
推行行人友善及單車友善
政策

健康資訊 
更新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更新專業守則，提升 
公共運輸交匯處空氣質素

開展研究空氣污染對 
香港人口的長期健康影響

路邊 
氮氧化物

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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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減排
車輛減排 
繼續淘汰老舊柴油商業車

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試驗
減排裝置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於2024年前收緊建築漆料
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限值，並擴大管制範圍至 
清潔用品

潔淨能源 科學管理 區域協同
發電減排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下的新低碳發電策略

探討具體方法推進遠洋船
使用液化天然氣，及於 
幾年內制定海上供應 
液化天然氣的技術要求及
相關的安全法規和規範

配合新低碳發電策略， 
持續制定《技術備忘錄》，
收緊發電廠空氣污染物 
排放

綠色能源 
跨部門工作小組處理在港
應用氫能的所需工作

區域目標
與廣東省共同制訂2025年
及2030年的區域減排目標

加入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 
實時監測並進行臭氧污染 
研究，了解臭氧成因及特徵

區域監測分析 
設置5個監測點，利用激光
雷達技術進行空氣質素立
體監測

技術交流 
推動大灣區科學家及技術
人員交流，提升技術水平

先進監測 
採用嶄新技術 
儀器，實時監測 
分析空氣污染物

進行地區 
空氣質素 
監測，識別
污染分佈

善用微型感應器
監測室內外空氣
質素

發放資訊 
開發智慧空氣質素 
監測系統，結合物聯網、 
人工智能、傳感器及 
數值模型，向公眾提供 
更細緻的地區空氣質素 
資訊

L    N    G

船舶減排 
探討進一步收緊本地 
船舶燃料的含硫量上限至
0.001%，並為新售汽油船 
用舷外引擎訂立排放標準

新

專業
守則

新

運輸及房屋局
Transport and 
Housing Bureau

發展局
Development 
Bureau

環境局
Environment 
Bureau

食物及衞生局
Food and 
Health Bureau

船舶 
排放

六大主要行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