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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總裁及首席執行官於南華早報發表的文章  -《確保香港獲得能源供應

的挑戰》  

行政長官曾蔭權於 8 月 2 8 日與中央簽訂諒解備忘錄，確保香港未來 2 0 年的

天然氣和核電供應，標誌著香港的能源政策已踏入一個重要的新里程。  

多年來，中電一直從國內主要官員獲得頗一致的訊息：即由於內地正處經濟起

飛階段，各省市對天然氣等能源需求甚殷，中央同樣面對能源短缺的問題，因

此香港需要自行尋找解決包括天然氣等能源需求的方法。在此大環境下，中電

於四年多前積極籌劃大鴉洲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作為新而可持續的氣源。然而，

隨著諒解備忘錄的簽署，香港能源政策已邁進一個嶄新和關鍵的發展階段。在

新形勢下，特區政府隨即表示不會批准大鴉洲計劃，中電需將此項目從其五年

發展計劃中剔除。  

中電一直高度重視發電穩定性及多年來積極應用潔淨能源發電，對於北京就香

港的需要而提供長遠能源供應的政策深表歡迎。中央高度重視這項協議，在諒

解備忘錄簽訂後，中電已即時獲安排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相關部門及國

內能源公司就未來的供氣安排展開磋商。中港雙方未來的首要任務便是盡快落

實諒解備忘錄的細節，令有關協議得以順利推展。在磋商過程中，中電會確保

香港以最優惠的條件獲得充足的天然氣，當中包括爭取合理的價格及於 2 0 1 3

年適時取得替代日漸枯竭、位於南中國的崖城氣田氣源。  

根據諒解備忘錄，香港將可從三方面取得天然氣氣源：  

  第一，透過南中國海規劃中的一些新天然氣氣源供氣；   

  第二，利用「西氣東輸二線」從中亞土庫曼斯坦把天然氣輸送至南中國 ∕廣東

省，再將氣源延伸至香港；以及   

  第三，香港與內地合作在珠三角建設新的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向香港供氣。  

至現時為止，上述三個供氣方案仍在規劃階段，有待落實。  

對中電而言，取得足夠新氣源是未來一項重大的挑戰。香港對天然氣的需求非

常龐大，上述三個方案缺一不可。  

按中電的評估，龍鼓灘電廠每年需要使用約 3 4 億立方米天然氣，但在 2 0 1 3

年往後的十年，基於本港電力需求保持平穩增長，加上本地排放上限逐步收緊，

屆時每年需要的天然氣預計可高達 6 0 億立方米，當中 2 0 億立方米必須來自南



中國海多個規模較小的新氣田，以取代崖城氣田的供氣量。即使「西氣東輸二

線」可及時延伸至香港，按我們初步評估，中電可以獲得額外的天然氣亦只有

約 1 0 億立方米。換言之，我們仍必要從新的珠三角液化天然氣接收站輸入天

然氣，才可應付香港龐大的需求。  

由上述數據所見，中電要取得天然氣新氣源的工作至為迫切。特區政府在簽訂

諒解備忘錄後否決中電在大鴉洲興建接收站的建議，意味我們損失了過去四年

為香港引進液化天然氣的前期工作所取得的進展。要重新在珠三角為合適的液

化天然氣接收站選址，以及進行相關的環評審批等工作，這意味着我們將面對

更加緊迫的工作時間表。  

若要確保香港未來十年能夠繼續維持可靠供電，特區政府的支持及適時參與有

關諒解備忘錄的磋商，並發揮領導角色，將是上述方案能否成功落實及順利推

展的關鍵。  

諒解備忘錄為中港兩地帶來別具意義的能源合作機會，協議內容的落實及成果，

將取決於國內企業與中電的緊密合作，以及港府和內地相關部門所提供的支持

和協助。中電將克盡本分，與各方合作，致力確保諒解備忘錄成功得到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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