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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燃料價格不斷飆升下，電費加風難遏，故
愈來愈多市民透過安裝太陽能板發電不求人，不但
可以慳電費，還可以靠此賺錢，不少太陽能板用家
組織起來交流心得，並在fb專頁晒電費單，其中有
人兩個月向電力公司賣出逾萬元電能。
兩電早年推出「上網電價計劃」，已安裝太陽能
光伏或風力發電系統的市民，能以一般電費最高5
倍的水平，向電力公司售賣所生產的可再生能源。
家住元朗大棠村村屋的梁先生是其中一員，他約兩
年前花14萬元在村屋天台安裝太陽能板，剛過去
的暑假，幾乎每月能收集價值數千多元的太陽能，

「收益視乎月份，夏天太陽最曬最猛時，又冇落雨
嘅時候有試過扣埋我們用電量，仍有3,000元
袋。」
以一個月淨袋3,000元計，一年能夠收取3.6萬

元，4年就能收回安裝太陽能板的成本費用，之
後便能穩賺。梁先生滿意此計劃，但認為部分限
制條件可以進一步放寬，例如安裝的位置及面積
要求，「目前計劃只限安裝在天台，應該不限於
天台囉，露台都可以裝就更加好。同時計劃規
定，太陽能板不能佔用天台超過一半面積，我覺
得面積再大啲都好啊。」

成本14萬 4年回本
梁先生亦認為計劃不能只限於村屋，可引入至
其他住宅位置，對市民及社會都有好處：

「我介紹畀好多朋友叫佢哋安裝，
佢哋唔係住村

屋都冇辦法裝，如果計劃引入到其他地方都幾
好，市民可以唔使交電費又有錢收，太陽能發電
環保對社會又好。」
住在元朗的林先生家中安裝太陽能板逾一年，

當初安裝太陽能板的費用近14萬元，單是夏季
時兩個月的電價收益為6,000元以上，其他季節
收益則稍少些，「秋季就相對冇咁多，每個月
2,000蚊左右。」
林先生也滿意該計劃，「好多住村屋嘅朋友

都來問裝咗之後點樣，佢哋亦都想裝。」林先
生希望政府可以放寬部分限制，例如延長計
劃，「家太陽能板下邊要通風，規定不能圍
封，希望能夠用玻璃圍起來，變作多一個室內
空間，啲空間可以用得更加好。」林先生亦希
望太陽能板安裝的範圍愈大愈好，惠及更多港
人。
中電總裁蔣東強昨日在記者會上也表示，客戶

對「上網電價」計劃反應踴躍，截至今年9月底
收到逾1.74萬宗申請，90%已獲批准，如全部投
入運作，可產生逾239兆瓦電力，相等於5.4萬
家庭的1年用電量。由於「上網電價」以及「可
再生能源證書」計劃的成本下降，中電正與特區
政府檢討兩計劃的「收電」價格水平，會適時公
布結果。

天台屋劏房恐加得更勁1個案
本港經濟稍見起色，基層市民仍未受惠，中電

及港燈即「疫市」加電費，令基層市民的生活百
上加斤。有居於天台屋的住戶直言天氣炎熱，夏
天在家不開空調「頂唔順」，而且業主濫收較市
價高兩三成的電費，倘兩電加價，劏房及天台屋
住戶便傷上加傷。
居於天台屋的齡姐早前也曾居於劏房，她指出
不論居於劏房或是天台屋，電費、租金都是難以
節省的一環，「多數係用共用電錶，你唔用其他
人都會用。」
她指出，不少劏房業主會自行安裝電錶量度用
電量以收取電費，但大多會濫收電費，電費已較
正常高兩三成，料未來加電費，業主也不會突然
「良心發現」，只會進一步轉嫁給租客，甚至再
「加多啲」。

齡姐直言，現時「乜都貴」，買餸都「計住計
住」，她一般都是選擇購買急凍肉，並會於夜晚、
臨近收檔時去選購，兒子已很久沒有吃過新鮮肉
類，慨嘆加電費後會令生活苦況雪上加霜。

「頂唔順先開冷氣」
同樣居於天台屋的王小姐表示，夏天在家不能

不開空調，幸有獨立電錶，沒有被業主濫收電
費，惟每月電費仍高達逾千元：「其實我哋已經
好慳電，天熱時盡量忍耐，一直開風扇，到真係
頂唔順先開冷氣。」
對兩電準備再加電費，王小姐直言感到很大壓

力，但也無可奈何，唯有減省其他生活開支：
「佢話要加，我哋有咩計？食方面再慳啲，家
一兩星期都會出街食一次飯，之後唔會啦！」

關注基層住屋聯席建議，政府應為所有不適切
居所（包括劏房、天台屋）住戶直接提供「能源
補貼」，「電費登記人多數是業主，所以業主才
收到資助，劏房戶未能受惠，故建議向住戶直接
提供補貼。」聯席又建議政府延長開放公共設
施，因不少不適切居所住戶在夏天會到公共設施
流連以減少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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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個案
「燈油火蠟」是商舖打開門做生意必不可少的開支，

兩電明年在疫情影響猶在之下加電費，勢必加重商界壓
力，有每月交逾萬元電費的洗衣店負責人估計，日後需多
繳付逾750元電費，但只能「硬啃」，難以將額外的電費
成本全數轉嫁予顧客，以免趕客。有燈飾店負責人為彌補
電費加幅，決定開源，兼營不同的業務。
「慳電膽」近年逐步被更具能源效益的LED燈取代，

但電費仍然是燈飾店最吃力的開支，旺角一間燈飾店的
負責人黃先生近年在店內安裝多個感應器，令燈飾在有
客人進入店舖甚至經過時才自動亮起，「我們是樓上舖
還可以這樣做，但如果是街舖，怎可以不開燈？」

燈飾店兼營燈箱修水電
兩電今年加電費的原因主要受國際天然氣價格飆升影

響，但兩間公司逐漸改用更環保的發電方法，例如興建
新燃氣發電機組取代傳統燃煤發電，亦會加劇將來的電
費上升壓力，黃先生直言疫情下市民的消費較以往審
慎，對所面臨的困境感到無奈。
黃先生說：「現時只能兵來將擋，除了售賣燈飾外，

亦會製作燈箱，已經再沒有方法節流，只能開源，例如
幫客人整燈，最少讓師傅有工開，掙多幾百元也好。」
他補充，自己現時甚至會提供水電維修服務，盡可能開
拓更多收入來源。
洗衣店負責人楊小姐亦向香港文匯報記者透露，現時

每月要支付1.2萬元至1.3萬元電費，「乾衣機好食
電！」來年加電費，電費開支增加逾750元。她認為兩
電明年加電費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經營空間，「現時市道
不好，洗衣店加價亦要考慮顧客的消費能力，過往加價
每袋衣物都是多收一兩元，也不能完全彌補電費增幅，
估計今次亦要自己承擔大部分電費增幅。」

3個案 村屋天台發電 有淨電費落袋

加電費推高通脹0.2個百分點
		
�/

根據電費調整機制，兩
電會動用「電費穩定基
金」抵消部分電費加幅，
中電總裁蔣東強昨日表
示，今次動用18億元基

金盈餘，令基金下年度僅結餘9億元，港
燈的基金更瀕臨「乾塘」。有學者分析，
兩電今次已動用「老本」壓抑電費升幅，
由於基金結餘見底，倘若國際燃料價格仍
高企不下，明年再調整電費時，「電費穩
定基金」扣無可扣，2023年的電費加幅勢
必達雙位數。
前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浸大財務及決策

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北半球將踏入冬
天，加上受氣候現象影響，預計能源需求將
會殷切，未來能源價格有機會繼續攀升，影
響下一年度的電費調整。他並指，加電費對
生產、零售及飲食等行業的營運成本造成負

擔，估計加電費會拉高通脹率大約0.2個百
分點。
根據香港特區政府與兩電簽定的利潤管制

協議，兩電的准許最高回報率為8%。兩電
昨日在記者會上被問到今次電費調整方案是
否賺盡8%准許回報率時未有正面回應，僅
表示已動用大量資源以紓緩電費加幅。環境
局副秘書長伍江美妮表示，社會對電力供應
有很高要求，電力公司需作出龐大投資，故
需有合理回報，否則不會投資，特區政府會
盡把關責任，以確保電價合理及平穩。

不會自降准許回報率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

偉基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基於
環球能源價格上升，加上現時講求環保，加
電費亦是避無可避，「之前已經想加，但經
濟唔好，累積了咁多次，好難唔加。」

他指出，由於利潤管制協議是政府與兩電
商討多時「計掂條數」的結果，兩電斷不會
突然自願降低准許回報率，因此除非政府賠
錢，否則只能眼看未來幾年的電費繼續上
升。
他續說，從前曾討論開放電網引入競爭以

降低電價，但目前連內地也不夠電，難以推
行「聯網」；香港又沒有足夠資源，例如沒
有地方能建一大片風力發電田，過去嘗試環
保煤的效果亦不理想，故市民若想降低電
費，只能節約用電，「電費貴主要是夏天冷
氣勁，唯有晚上調校細一點吧。」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亦表示，電

費加幅比預期細，但繼續加價是全球均面對
的問題，「進入碳中和年代。但能源組合未
完成過渡，全部東西都真的會偏貴，市民要
有心理準備，預計下次的升幅會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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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電疫市下加電費 5.8%至 7%，首當其衝是一班基層

市民，尤其是住在翳焗環境下的劏房戶及天台屋居

民，他們呆在家不開冷氣會「頂唔順」，電費慳無可

慳，還要面對業主濫收電費的不公對待。作為用電大

戶的商戶，每月動輒交逾萬元電費，即使只加 7%，也

要交多數百元，甚至近千元電費，然而在疫市下卻沒

有加價的本錢，唯有硬食電費加幅。不過，有市民就

自行收集太陽能發電，擺脫任人刀俎的困局之餘，還

能倒賺電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黃恆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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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拓再生能源 推零碳發

電
中電及港燈昨日均表明

會全力支持香港於2050年前實現碳
中和的目標，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中
電總裁蔣東強指出，中電會加強區域合
作，引入新的零碳能源；研究發展綠色氫
能等新科技，以減低發電的碳強度；以及加
緊推動電動化，以幫助交通及其他界別達至碳

中和。中電亦會繼續配合特區政府致力協助客戶管理用電
需求和推動節能，包括透過一系列能源效益方案及支援措
施，如綠適樓宇基金、節能設備升級計劃等，並應用創新
科技支援客戶，減少他們的碳足跡。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表示，港燈正進行「煤轉氣」發電

轉型，各項工作進展良好。新燃氣機組 L11已安裝完成，明
年首季投產，兩台燃煤機組將適時停運。另一台燃氣機組
L12的安裝工程亦已展開，將於2023年落成投產，屆時
天然氣發電比例會上升至約70%。至於正在興建的海上
液化天然氣接收站項目，預計明年中投產。
尹志田強調，應對氣候變化刻不容緩，港燈會多方
面推動零碳發電，包括發展大型離岸風力發電場，
探討氫能等新科技，亦會協助社會節約能源，推動
電動車使用及為客戶引進智能電錶等。港燈日後
訂出具體減碳方案後，會與特區政府商討如何
落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港燈董事總經理
尹志田

●中電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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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劏房業主會自行加裝電錶量度各房用電量以收
取電費。 受訪者供圖

●●黃先生在燈飾店內加裝感應器黃先生在燈飾店內加裝感應器，，部分燈飾在有部分燈飾在有
人經過時才會亮起人經過時才會亮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梁先生家中
天台的太陽能
板。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