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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
‧減碳有價
‧空間限制
‧科技突破
‧極端氣候
‧人才需求
‧全民參與

策略‧機遇 綠色運輸 全民減廢淨零發電‧節能綠建

督導協調
行政長官主持氣候變化
及碳中和督導委員會，
制定整體策略

氣候預算
未來15至20年投入約
$2,400億應對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與 
碳中和辦公室
成立新辦公室，加強
統籌和推動減碳工作

諮詢委員會
成立專責諮詢委員會，
鼓勵公眾包括青年參與

公眾參與
政府和各界別攜手合作，
鼓勵大眾實踐低碳生活

綠色金融 
加快發展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成為區內綠色金融
樞紐

綠色經濟
促進綠色產業發展，
創造投資和就業機會

科技創新
推動創科發展和再
工業化，促進應 用
減碳技術和綠色科研

教育培訓
大專院校課程增潤與
氣候變化相關的內容

碳中和社區
將主要策略增長區發展
為碳中和社區

2019年發電佔碳排放總量約66%。香港會逐步減少使用
化石燃料，加快步伐使用更多清潔的零碳能源

減碳有價。建築物佔全港用電量約90%，推動節能和
提升能源效益，有助減少能源轉型的成本

2019年運輸佔碳排放總量約18%，電動車普及化和其他
新能源交通工具的發展，有助運輸界別達至零碳排放

邁向碳中和可締造豐富多元的發展機遇，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和支持可持續發展

減少燃煤
發電
煤 佔 發 電
燃 料 組 合
的 比 例 由
2 0 1 5 年 的
一 半 減 至
少於四分一

近 十 年，政 府 已
撥款超過 $ 47 0億
推行各項減碳措施，
兩 間 電 力 公司 亦
投放共約$ 3 9 0 億
於減碳項目

減碳

淘汰燃煤發電 

不再使用煤作日常發電，
由低碳至零碳能源取代

2035

可再生能源

2035

公私營界別積極發展
可再生能源，增加其發電
比例

（往後提升至15%）
7.5 -10%

協同創新
尋求投資和開發機會，
參與和營運鄰近香港的
零碳能源項目

五年一檢
與時並進，按《巴黎協定》精神，
約每五年檢視減碳策略及目標

2019年廢棄物佔碳排放總量約7%，發展轉廢
為能設施及推動減廢回收，可擺脫依賴
堆填區處理生活垃圾

電動私家車

2035

2035年或之前
停止 新 登 記
燃油及混合動力
私家車

2035

發展足夠轉廢
為能設 施，
擺 脫 依 賴
堆填區處理
生活垃圾

轉廢
為能

2025

分階段管制
即棄塑膠餐具
等，從源頭
減少塑膠

管制即棄
塑膠餐具

2023

籌備推展垃圾
收費，鼓 勵
全民減廢及
回收，加 强
社區配套支援

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

氫燃料車輛

3年內

試 行 氫 燃 料
電 池 巴 士 及
重型車輛

新能源運輸

2035

逐 步 使 用 新
能源渡輪

2035

零碳能源

試驗使用新能源和加强
與鄰近區域合作，增加
零碳電力供應

60-70%

水浸風險消減工作
消除127個水浸黑點，
餘下4個黑點將陸續
完成改善工程

運輸系統應變方案
更新應變方案，處理
大型運輸基建的緊急
情況

天災應變計劃
政務司司長主持跨部門
督導委員會處理大規模
天災

緊急警示系統
在緊急情況下向流動
用戶發出訊息，提醒
大眾採取應變措施

目標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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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
2021年上半年，
每5輛新私家車
即有1輛電動車

2021年10月

由環境局設計及出版，並採用環保油墨印製於再造紙上

請掃描此二維碼
參閱《香港氣候
行動藍圖2050》

（往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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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清新空氣藍圖2035》
《香港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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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基建設施
‧ 研究香港重要政府基礎設施 

 在極端天氣下的抗逆能力
‧ 超強颱風正面襲港的敏感度 

 測試 
‧ 極端海平面的頻率分析

熱帶氣旋
‧ 極端風力的推算 

極端氣溫
‧ 研究極端溫度對政府 

 基礎設施潛在影響

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主要研究項目

適應及應變

落實《清新空氣
藍圖》推動使用
新能源運輸工具
的策略，加快
低碳轉型

2035

推展《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實踐「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
的願景

推展《電動車
路 線 圖 》的
措 施，達 致
2050年前車輛
零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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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規管
持續提升建築物的能源表現 
‧ 擴展規管範疇至所有
 高耗能建築物 
‧ 進行更頻密的能源審核 
‧ 實施建議的能源管理機會 
‧ 加強推動重新校驗

研究為指定
器 具 制 訂
最低能源效益
要求

智能管理
利用智能科技
加強節能管理
及提升建築物
及基建設施的
能源效益 

把區域供冷
系統融入發展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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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節能綠建
2020年用電量比2015年節省
約21億度電（-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