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 三十 七次会 议摘要  

日 期： 二零一 九年六 月十 二日  

时 间： 下午三 时  

地 点： 香港湾 仔税务 大楼  3 3  楼会 议室  

出 席者 ：  

李国章教授   (主席 )  

陈倩君女士    

朱海山先生    

钟芯豫女士    

邝正炜先生    

麦黄小珍女士    

庞心怡女士    

谭建忠先生    

邓咏骏先生    

黄焕忠教授    

杨全盛先生    

余敏思博士    

余远骋博士    

陈积志先生  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廖振新先生  发展局副局长   

杨碧筠女士  环境局副秘书长   



2  

 

郭淑文先生  房屋署物业管理总经理 (支持服务 ) (一 )   

刘朱惠霞女士  房屋署物业管理总经理 (支持服务 ) (二 )   

张岱桢先生  环境局首席助理秘书长 (可持续发展 )  (秘书 )  

 

列 席者 ：  

政府代表   

环境局    

黄文基先生  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可持续发展 )   

杨倩女士  高级城市规划师 (可持续发展 )   

戴怡东先生  经济师 (可持续发展 )   

黄国尧先生  高级行政主任 (可持续发展 )1   

甘伟玉女士  环境局助理秘书长 (可持续发展 )1   

黄靖文女士  行政主任 (可持续发展 )2   

   

只就议程第  2  项列席会议   

长远减碳策略支持小组   

林超英先生  召集人   

   

环境保护署    

郑港涌先生  助理署长 (跨境及国际事务 )   

麦成达博士  首席环境保护主任 (流动污染源 )   

梁伟文先生  高级环境保护主任 (跨境及国际事务 )5   

   

香港天文台    

陈栢纬先生  署理助理台长 (拓展、研究及政务 )   



3  

 

李细明先生  高级科学主任 (气候预报服务及气候变化研究 )   

   

建筑署    

屈毅广先生  高级屋宇测量师 /九龙 3   

   

计划总监  –  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策动永续发展坊   

周韵芝女士  高级项目经理   

梁子谦先生  助理项目经理   

   

独立分析及汇报机构  –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白景崇教授  总监   

曹小慧女士  中心经理   

 

因 事缺 席者：  

 

查逸超教授  

陈振彬博士  

张添琳女士  

何海明教授  

关蕙女士  

郭烈东先生  

邱宗祥医生  



4  

 

开 场发 言  

 是 次 会 议 是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 委 员 会 」 )新 一 届 任 期 的 首 次 会

议，主席遂提醒委员，委员会已采用一层申报利益制度。凡委员会讨论

和决定任何事宜前，委员若有潜在利益冲突，应详尽披露利益。此外，

委员须就包括拟稿在内的保密资料恪守保密原则。  

2 .  与 会 者 备 悉， 黄 焕忠 教 授 和 陈倩 君 女士 同 意 继 续分 别 担任 策 略 工

作小组和教育及宣传工作小组的主席。  

议 程第  1  项 —通过上 次会 议记录  

3 .  秘书处没有收到任何修订建议，上次会议记录视作已获通过。  

议 程第  2  项 —长远减 碳策 略公众 参与  

(委 员会 第  01 /19  号文 件 )  

4 .  委员获悉公众参与的进度及委员会第  0 1 /19  号文件的内容，重点如

下：  

 ( a )  为 响应 《巴黎 协议》 ，香 港会制 定至二 零五 零年的 长远减碳

策略 ，政府为此邀请委 员会就长远减碳策 略展开公众参与。

支持 小组其后成立，协 助委员会进行多项 工作，当中包括设

计并 推行公众参与、编 制和介绍《公众参 与文件》，以及制

订将 向政府提出的建议 。支持小组的成员 是来自不同界别的

专家 和持份者，包括委 员会的前任与现任 委员，以及相关政

策局和部门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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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 )  政府 和社会各界人士务 须同心协力，推动 并实践将会适时制

订的 减碳策略。为了达 到《巴黎协议》订 立的减少碳排放目

标， 即在本世纪中叶把 全球平均温度升幅 控制在工业化前水

平以上低于  2℃之内，建筑 、运输及能源界别均须作出贡献 ，

人人 也应尽力改变生活 方式及消费模式， 力求减少碳排放。

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在二零一八年 十月发布的报告中

指出，温度升幅应进一步减至低于  1 . 5℃之 内，即在二零五零

年或之前达到净零碳排放，可谓任务艰巨；  

 ( c )  公 众参 与不但 能广纳 社会 意见， 更有助 凝聚 共识， 订出可行

的减 少碳排放策略。此 外，公众参与须令 市民明白气候变化

问题迫在眉睫，减碳工作刻不容缓，从而推动他们改变行为 ，

奉行低碳生活；  

 ( d )  支 持小 组为了 展开公 众参 与的筹 备工作 ，在 二零一 八年六月

举行首次会议。随后，来自 88  个团体逾 100  人出席了六次焦

点小 组会议，为编制《 公众参与文件》提 供具体意见。支持

小组 在计划总监及相关 决策局／部门的协 助下，已草拟《公

众参与文件》和为公众互动阶段制订工作计划；  

 ( e )  公 众与 持份者 对议题 的认 识大有 差别： 有人 熟知减 少碳排放

问题 ，已着眼于碳交易 和燃料组合等相对 较复杂的议题；有

人则 对气候变化问题不 甚了解。如何以合 理篇幅拟备深浅程

度适 中的《公众参与文 件》，让不同阶层 都能理解内容，实

属挑 战。此外，在实践 减少碳排放措施方 面，要预测公众在

行为 上有何改变和能否 持之以恒，并不容 易。科技发展推陈

出新 亦是另一不确定因 素，令人难以对二 零五零年的情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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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准 确预测。尽管有种 种限制，《公众参 与文件》拟稿内容

全面 ，应足以让大众了 解长远减碳策略并 收集他们的意见。

该文件的每个章节均纳入问题，以激发思考并收集意见；  

 ( f )  支 持小 组已准 备就绪 ，可 协助委 员会展 开公 众互动 阶段，并

在收集公众意见后提出建议；以及  

 ( g )  视 乎委 员提出 的意见 ，委 员会打 算在二 零一 九年六 月十四日

举行 记者会，发布《公 众参与文件》以展 开公众参与的公众

互动阶段。  

5 .  委员对公众参与有以下意见：  

《公众参与文件》  

 ( a )  认 为《 公众参 与文件 》的 封面设 计略为 单调 ，未能 引起市民

的兴 趣。建议设计触目 和具启发性的标语 ，唤起市民对减少

碳排放的关注；  

 ( b )  认为《公众参与文件》第  2  章的副标题「对症下药 」未能配合

该章 内容，建议在章末 加入一段简短文字 ，说明全民参与有

其必要，为第  3  章阐述的多项减少碳排放措施埋下伏笔；  

 ( c )  忆 述都 市固体 废物收 费的 公众参 与曾查 询市 民的参 与意欲和

愿意 为管理家居废物而 支付的金额，藉以 凝聚共识。然而，

是次 公众参与却已假定 社会各界均认同要 减碳，而且市民除

了与 政府合力减碳便别 无选择。《公众参 与文件》拟稿虽然

阐明 本港的人均温室气 体排放量已由二零 一六年的约六公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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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至 二零二零年的不足 五公吨，却没有为 二零五零年订立目

标。 意见收集表内亦没 有就此提出任何目 标，以广纳民意。

市民 未必了解两公吨与 一公吨的人均温室 气体排放量，对日

常生 活的影响有何差别 。建议进一步剖析 个人承担、不同经

济界 别的责任、可行的 行动蓝图与碳排放 目标之间的相互关

系，令《公众参与文件》拟稿读来更流畅；  

 ( d )  表示《公众参与文件》拟稿已提供气候变化的详尽背景资料，

但可 更清楚说明香港的 实际情况。 预计市 民普遍会对意见收

集表 反应正面，惟未必 有决心实践减碳措 施。若《公众参与

文件》可更清晰阐述香港的实际状况和提供不同的减碳方案 ，

而市 民又更了解政府及 私营机构在减碳方 面所受限制，便能

有所依据，决定自己的应有行动和应作贡献；  

 ( e )  认 为《 公众参 与文件 》拟 稿虽提 供若干 碳排 放数字 ，但应以

更明 确显眼方式载示。 以不同方案说明各 界持份者参与减碳

后可 减少的碳排放量， 将有助公众更清楚 自己在协力减碳方

面可 发挥的作用和效力 。此外，意见收集 表内建议的各种行

动，若能注明可减少的碳排放量和成本 (如适用 )，将有助说服

市民付诸实行；  

 ( f )  指 出《 公众参 与文件 》拟 稿提出 的「悭 神」 生活模 式不一定

能切 合所有人的需要。 举例来说，年轻人 或会偏好肉类而非

蔬菜 ，婴孩所需衣物可 能较成人的多。有 人或会觉得低碳生

活模 式的要求太严苛， 难以依循，因而不 愿踏出第一步。建

议提 供更多替代方案， 例如每周一天「绿 色日」、每周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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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搭 公共交通工具而非 私家车等。订定有 抱负但能达到的目

标，可激励市民坐言起行；  

 ( g )  同 意应 列举更 多日常 事例 ，以助 市民明 白自 身行动 对减少碳

排放 可起的作用。《公 众参与文件》拟稿 亦可阐释要达到特

定减碳目标时所需行动，让市民思考自己是否乐意参与；  

 ( h )  表 示意 见收集 表内的 十条 问题设 计恰当 贴题 ，惟开 放式问题

或会令响应者颇感吃力；  

 ( i )  认 为大 部分响 应者都 会在 网上填 写意见 收集 表。为 鼓励公众

(尤其是学生和年轻人 )这样做，建议在意见收集表内加入「低

碳生活计算器」的超链接；  

 ( j )  提 议修 饰《公 众参与 文件 》拟稿 内部分 不合 比例的 图像。另

外， 拟稿内有关饮食选 择的图示中，牛排 的替代品马铃薯应

换作 豆腐或豆类，因为 豆腐和豆类的蛋白 质含量可与牛排看

齐，而马铃薯则含碳水化合物居多；以及  

 ( k )  询 问会 否设立 不同平 台以 奖赏市 民为减 碳所 作努力 ，指出可

参考 在全港推行的透明 饮品胶樽回收计划 。该项设有小额奖

励金的计划大受欢迎，市民反应热烈。拟议平台亦可用于「熄

灯」 运动。英国政府的 环境食品与乡村事 务部已推出减碳运

动， 其主要信息是尽管 个人力量有限，但 羣体却可发挥无比

力量 。委员又认为单凭 教育不足以促使行 为改变，必须提供

平台以鼓励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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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省能源  

 ( l )  表示 24  幢建筑物曾进行翻新工程，包括更换屋宇装备装置，

以致 节能成效显著。环 境保护署在数年前 推行的配对拨款，

非常 有效协助很多私人 建筑物的业主顺利 进行能源效益改善

项目 。建议重推配对拨 款，鼓励更多业主 为其建筑物进行翻

新和重新校验工程；  

 (m )  鼓 励商 场和商 业大厦 配合 科技发 展，广 泛推 广并采 用物联网

技术 ，例如遮光装置在 日光猛烈时会自动 打开，保持室内温

度稳定，减少所需空调；  

 ( n )  认为《香港建筑物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 》

中的「范围  3—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有改进的空间，应收

录更多专业界别提出的例子；  

 ( o )  指 出公 众参与 除了需 要在 建筑物 节能方 面身 负重任 的物业管

理公司支持外，更需要广大市民 (例如家庭 )的参与，以广纳民

意；以及  

 ( p )  表示公众参与旨在教育和鼓励市民更积极减碳，又认为要「劏

房」 住客弃用空调而改 用风扇，或非易事 。购物商场则往往

室内温度偏低，应有改善空间。  

宣传  

 ( q )  建 议邀 请名人 在电视 和电 台节目 上分享 节能 要诀， 并提供更

多诱因推动社会各界协力减少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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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 )  提 议改 动节能 吉祥物 「悭 神」的 服饰与 颜色 ，因为 它与「大

嘥鬼 」在外形上几近相 同，只是多了颗绿 色小按钮，容易令

公众 混淆。「悭神」的 形象若截然不同， 可令公众易于辨识

和留 意公众参与。另应 进行更多互动活动 ，让公众掌握《公

众参与文件》详情，从而令讨论成果更丰；  

 ( s )  提 出可 在公众 互动阶 段运 用有趣 的互动 工具 ，以引 起市民兴

趣。 委员以英国一项「 资源分配」活动为 例，指该项活动要

求国 民因应资源有限而 须把清单上的多项 愿望编排优次。同

样道 理，是次公众参与 的公众互动阶段中 ，可为市民提供计

算器 并列出多项减碳选 择，例如关灯、减 少用电等。市民使

用计 算器，便可更明白 自己各种行为对减 少碳排放可起的作

用， 以及距离目标还有 多远。在公众参与 活动中，计算器也

可用 作趣味小游戏，以 引起市民兴趣和促 进更深入讨论；以

及  

 ( t )  建 议以 节能要 诀为题 ，设 计网上 游戏或 流动 应用程 序，以助

公众 清楚自身行为所能 减少的碳排放。公 众参与活动中可提

供 i Pad s 等小装置，让参加者体验网上游戏。委员亦建议应探

访更 多学校以推广公众 参与，让学生协助 把信息传递予其父

母与家人。  

6 .  与会者察悉以下回应：  

 ( a )  委 员会 并无既 定立场 ，只 会向公 众提供 一系 列减碳 方案，让

他们 自行决定应实践哪 些选项。与其胪列 未必适合所有人的

具体 行动，倒不如收集 市民意见，了解他 们实际上打算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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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 动，或许更有效用 。委员会将分析收 集所得意见，用作

向政府提出建议的依据；  

 ( b )  要 达到 任何减 碳目标 ，其 实必须 推行所 有措 施，包 括实践低

碳生 活、提升节能效益 、加强区域合作以 增加零碳能源供应

比例 等，但推行力度可 各有不同。一项减 碳措施推行不力，

便会 加重其他措施的负 担。为此，意见收 集表将询问市民是

否支持全部措施；  

 ( c )  网 上的 「低碳 生活计 算器 」有助 市民计 算自 己的碳 排放量，

计划总监亦会探访  1 4  间中学以 宣传公众参与；  

 ( d )  意 见收 集表将 收集机 构与 个人的 意见， 经多 番修订 该表后，

独立 分析及汇报机构对 其内容感到满意。 表内设有问题询问

响应 者采取各项减少碳 排放措施的可能性 ，将可反映是否达

到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教育公众的目的；以及  

 ( e )  《 公众 参与文 件》若 要保 持内容 精简， 便无 法以太 多篇幅详

述行 动计划。话虽如此 ，《公众参与文件 》拟稿已阐释为达

到不 同减少碳排放目标 而进行的多项工作 。除了发电燃料组

合外 ，整个社会实践低 碳生活亦至关重要 。日本福岛核电站

于二 零一一年关闭后， 日本政府于同年夏 天要求全国减少用

电量 20%至 25%，最终更达到该项目标。此事说明政府应发

挥领 导作用，呼吁社会 各界协力减少碳排 放。只要市民齐心

改变 行为、身体力行， 减碳工作定可大有 进展，尤其是现今

年轻人应变能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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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与 会 者 获 悉， 委 员会 将 于 二 零一 九 年六 月 十 四 日举 行 记者 会 发 布

《公众参与文件》，并在随后三个月的公众互动阶段举办连串活动，欢

迎委员参与其中，听取市民的意见。  

议 程第  3  项 —其他事 项  

8 .  会上并无其他事项讨论。  

议 程第  4  项 —下次会 议日 期  

9 .  秘书稍后会确定下次会议日期。  

可 持续 发展委 员会秘 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