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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or representative 
2.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representative 
3.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nd Mainland Affairs 

or representative 
4. Secretary for Development or representative 
5.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or representative 
6.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or representative 
7.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or representative 
8. Secretary for Food and Health or representative 
9.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or representative 
10. Secretary for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or 

representative 
11. Secretary for Labour and Welfare or 

representative 
12. Secretary for Security or representative 
13.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and Housing or 

representative 
14.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or representative 
15. Government Economist or representative 
16. Director of Hong Kong Observatory or 

represen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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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Climate Change 

成員 

所有13位決策局局長或代表 

政府新聞處處長或代表 

政府經濟顧問或代表 

香港天文台台長或代表 

成員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或代表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或代表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或代表 

發展局局長或代表 

教育局局長或代表 

環境局局長或代表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或代表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或代表 
 

 

民政事務局局長或代表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或代表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或代表 

保安局局長或代表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或代表 

政府新聞處處長或代表 

政府經濟顧問或代表 

香港天文台台長或代表 



氣候變化是一項跨界別、跨範疇的議題，對世界各地社會、

經濟、人文影響深遠。作為地球村的一分子，香港需要積極

作出回應。因此，現屆特區政府成立高層次氣候變化督導委

員會，全面督導和統籌各政策局和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以及

落實減少碳強度目標的努力。委員會整合了很多有用的意見

和觀點，並致力落實有關工作。我們已建立良好的勢頭。長

遠而言，《巴黎協定》將推動我們進一步達致應對氣候變化

的目標。我鼓勵社會各階層積極參與節能減廢，投入低碳生

活，共建綠色香港。 

 

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 

政務司司長獻辭 



制定時間表 
Timeline 

開放透明 
Transparency 

訂立目標 
Targets 

共同參與 
Together 

2017 2018

運作框架 

每五年 
檢討及提升 



 Carbon emission 
will peak before 
2020 

 將於2020年前
碳排放達峰 

減碳目標 
碳排放將於 

2020年前達峰 



    
2015 48%

27%

25%

2020

50%

25% 25%

2015年至2030年間減少煤 

在發電燃料組合中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潛力 

非化石
燃料 

  天然氣
（＋煤） 

基準年 

減緩    能源 

 



Mitigation 減緩 

  
 
 
 
鼓勵4T夥伴制定節能目
標及時間表 
 

 
 
 
 
 

 

 
To encourage 4T 
partners 
to set their energy 
saving targets and 
timelines 

節約
能源 

Energy 
Saving 

減緩     
 

鼓勵4T夥伴 

制定節能目標 

及時間表 



用戶樓宇 中央製冷站 

海水入口 

地下配水管網絡 

熱交換器 

 
 
 
去年200多座政府建築物完成能源審

核提出多項節能建議 
 
今年續為約150座政府建築物進行能

源審核 
 

預留至少5億元在政府建築物 

推行節能項目 

 

 
 
 
 

 
 
 
 
 
Completed energy audits on about 
200 Government buildings last year 
and rrecommended energy 
management opportunities 
 
Continue to conduct energy audits 
on about 150 Government buildings  
 

Earmark at least $500 million 
to implement energy saving projects 
at Government buildings 
 

 
 
 
 

節約
能源 

Energy 
Saving 

政府建築物 私人建築物 
 為進一步推動綠色建築，政府會檢討現

時的安排，包括考慮將先決條件提升，

要求發展項目在環保方面的表現達致特

定標準，甚或採納以表現為本及考慮個

別地盤情況的方法，釐定總樓面面積寬

免的上限。  

基建 

減緩  節能 



提高新建政府建築物 
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目標 

 
 
 

新建學校和教育用途建築物 

1%  1.5%總用電量 

新建公共空間及公園項目 
 

一般公共照明 

15%  25%用電量 

可再生能源 
目標 

減緩  可再生能源 

新建政府建築物 

由2017年4月起，政府會加強對政府建築物發出的指引，以期：  

減緩  可再生能源 

既有政府建築物 

預留2億元為現有政府建築物、場地及社區設施等設置可再生能源設施 



減緩  可再生能源 



圖片來源 ：中電網站和港燈網站 

節約
能源 

Energy 
Saving 

與電力公司商討在新《管制計劃協議》 

減緩 節約能源＋可再生能源 

 



減緩 節約能源 

低碳運輸 

以鐵路為 

低碳公共交通 

的骨幹 

控制私家車 

增長 

提倡步行 

和騎單車 

減緩 節約能源 



新型車輛技術的使用和試驗 



成立了「氣候變化基建工作小組」 

協調各工務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工作 

• 更新基建設施設計標準 

• 檢視現有基礎設施的抗逆能力 

適應 



Adaptation 適應 適應 



改善風環境和概念性藍綠自然資
源空間規劃框架 

進行空氣流通評估

以改善風環境 
  
  

透過概念性藍綠

自然資源空間規

劃框架，以達致

多重裨益 

《香港2030+》 

香港都市氣候規

劃建議圖提供了

一套策略性的規

劃措施以改善都

市的熱舒適度 



政府以身作則 

推廣綠色建築 
 

在私人市場推動 

綠色建築 
檢討私人樓宇發展項目 

就適意設施申請總樓面 

面積寬免的安排  
  
 

啟德消防局榮獲綠建環評新建建築鉑金獎 

綠色建築 



趨向六支水源的供水結構 

 

 

 

全面水資源管
理策略 

實施「智管網」 

「惜水學堂」教育計劃 
 

 水務署的吉祥物
「滴惜仔」 

 

水安全的長期規劃 



適應 
透過實施「智管網」

減低用水流失 





為緊急情況 

作好準備 
應對酷熱天氣 

綠色金融 提高社區意識 

應變 



為宣揚應對氣候變化

的關鍵信息及提高   

公眾認知，我們將： 
 

宣傳及公眾教育 

建議從環境及自

然保育基金撥出

1,000萬元資助

非政府組織進行

有關活動和項目 
 

推出政府宣傳短

片及聲帶、海報

及全新氣候變化

網站 

在2016-17年度，

教育局的重點活

動是「全港校際

氣候變化跨課程

專題比賽」，比

賽目的是加強中

小學生學習有關

氣候變化的課題。  



多

少

不時不食

應變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