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換通強化香港角色央企助力港民生 清潔能源獲保障

韋金

內地與香港之間金融合作進
一步擴大至衍生產品市場，利率
互換北向通昨日正式啟動。當前
全球去美元化浪潮洶湧，穩定性
較強與估值吸引的人民幣資產成
為環球資金積極增配對象，此時
推出便利國際投資者對沖中國債
券利率風險的互換通正是時候。

互換通既有助於增強外資長
期持有人民幣債券的信心，加快
人民幣國際化步伐，還可鞏固與
提升香港作為資產風險管理中心
地位，推動金融向高質量發展。

事實上，北向互換通體現內
地與香港金融合作深化，具有重
要策略性意義。一是內地金融雙
向開放舉措穩步推出，從滬港
通、深港通，到債券通、ETF通，
再到理財通與互換通，可見人民
幣國際化正大步向前，配合全球
經濟與金融重心與國際資金加速
東移的大趨勢。

二是香港在國家金融改革開
放過程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
要角色，互換通進一步凸顯香港

聯通內地與國際的獨特優勢。
三是體現中央對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的重視與支持。內地
與香港市場互聯互通還有很大擴
容空間，包括推進南向互換通、
理財通2.0等，為香港金融業發展
不斷注入活力與動能。

值得留意的是，近期美國接
連有銀行爆煲與債務違約危機逼
近，加上美國動輒實施金融制
裁，全球出現前所未見的去美元
化浪潮。例如東盟財長及央行行
長會議提出減少對美元依賴，馬
來西亞總理安華更公開倡設亞洲
貨幣基金組織，這可視為推動成
立一個非美元主導的國際經濟與
金融體系。

同時，愈來愈多國家與中國
達成使用本幣進行投資與貿易結
算，激發環球人民幣債券投資更
大需求，互換通將可大派用場，
這對香港債券市場以至作為離岸
人民幣資產與風險管理中心發展
將 產 生 積 極 推 動 作
用。



由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中
海油）總承包的香港液化天然氣項目
（LNG）近日實現首船卸料和管線通
氣，標誌着香港近年來最大海上能源基
建項目進入試運行階段，這為香港未來
大幅提高清潔能源發電比例提供了保
障，是推進《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
的重要一步。

發電是香港最大的污染源，佔香港
碳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二，香港爭取在
2050年前實現 「碳中和」 ，提高清潔能
源比例必不可少。按照特區政府有關規
劃，2035年前停止燃煤發電，天然氣
發電比例將提升至50%。但香港的天然
氣都是進口而來，運輸和儲存成為最大
的挑戰。要解決這個難題，就需要進行
大規模的海上能源基礎建設。簡單而
言，就是先將氣態的天然氣轉化為液
態，便於長途海上運輸及接收儲存，然
後再轉化為氣態，由管道輸送至發電
廠。

鑒於中海油形成了天然氣從液化到
氣化、從陸地到海上的全產業鏈工程建
設能力，並在液化天然氣大型模塊化、
超大型儲罐和接收站等工程建設領域走

在國際前列，由中海油總承包香港的海
上液化天然氣接收站等工程，可謂順理
成章。

該工程2020年開工以來，施工團隊
克服疫情和颱風影響，直面技術難度
高、審批要求嚴格、施工環境複雜等諸
多挑戰，實現了30項技術創新，高質量
完成28單位總體量3.5萬噸結構物的建
造安裝，成功穿越龍鼓航道、港珠澳大
橋、光纜區以及船舶密集等複雜海域，
完成63公里的海底管道鋪設，創造多項
工程紀錄。其中最大挖溝深度達8米，
是常規海管挖洞深度的4倍，為我國超
深挖溝作業積累了寶貴經驗。

從此，香港多了一個 「世界之
最」 ——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上液化天
然氣基建設施，主要包括一座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一座雙泊位海上碼頭和兩條
海底管道，可供兩艘全球最大的浮式儲
存再氣化裝置或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同時
停泊作業。換言之，通過這個基礎設
施，香港可實現天然氣由氣態—液態—
氣態的循環作業，再通過海底管道直輸
香港兩家發電廠，變成電力供應千家萬
戶。香港提高清潔能源比例的關鍵難題

因此破解，這對優化香港乃至大灣區能
源結構、助力實現 「碳達峰」 和 「碳中
和」 兩大目標具有重要意義。

香港推動高質量發展，綠色能源、
綠色發展是其中的應有之義。隨着香港
清潔能源比例的不斷提高，香港的天空
會更藍，空氣會更清新，意味着香港市
民的生活質量將有更大的提升，這也是
實實在在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這些年來，央企為香港做了很多實
事、好事，有些廣為人知，有些默默無
聞，只要是有利香港經濟發展，有利香
港民生改善的，央企都是義無反顧，甚
至是不計成本。事實上，從穩定廉宜的
食品供應，到過去三年間為香港提供源
源不絕的口罩、快測劑、疫苗等抗疫物
資，再到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離不開
央企的貢獻。隨着國家發展，央企為香
港市民所做的將越來越多，這體現中央
關愛香港、支持香港，也體現香港進一
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中海油助力香港推進清潔能源計
劃，再次彰顯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道
理：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堅定的靠山，中
央為香港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香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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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供電系統於4月19日凌晨零時49
分發生故障，影響南區鴨脷洲、田灣、
東區杏花邨、太古和筲箕灣、灣仔摩理
臣山和摩頓台以及中區薄扶林一帶等多
處，緊急處理後於凌晨1時37分才全面恢
復正常供電。

港燈昨日向機電署提交報告，並召
開記者會。港燈營運董事鄭祖瀛對受影
響客戶致歉，並對事件感遺憾。他說，
調查發現，在4月19日凌晨零時45分，數

碼港電力開關站有設備翻新後，後備電
纜錯誤通電，導致整個供電系統電壓驟
降，引起連串反應。鄭祖瀛指，受事故
影響，部分用戶停電33至48分鐘，是港
燈近30年來首次電力中斷事故。他形容
極之罕見，會汲取教訓，提升表現。

涉事工程師警覺性不足
港燈輸配電科總經理葉崇泰解釋事

故成因指出，數碼港電力開關站每隔15

至20年要進行維修工程，程序包括須打
開開關，由於屬於275千伏高電壓裝置，
須抽走絕緣氣體及檢查內部部件等，故
需用上能源系統電路圖，惟電路圖沒有
清楚顯示已接駁至後備電纜。雖然現場
相關電纜有標示為 「後備」 的字眼提
醒，但開關設備下放有一個防火箱，導
致工程師看不到標籤。加上完成工序後
沒有其他工程師監督進行覆查機制，終
致事故發生。

鄭祖瀛認為，意外成因之一是工程
師警覺性不足，若無電纜接駁，該處不
應該出現防火箱，而工程師並無求證，
只憑經驗行事。但造成意外並非單一責
任，若現場及電路圖圖紙有明確標示，
或可免此事故發生， 「睇咗都唔察覺有
電纜存在，先係最大問題。」 他指，涉
事工程師已調職至後勤部門，待其恢復
信心，並通過評估後，才重返原有崗
位。

檢查整個輸電系統加強培訓
為防止事故重演，港燈提出一系列改

善措施，包括暫停所有翻新工程，直到完
成制定指引；另會檢查整個輸電系統，包
括肇事的後備電纜，已與開關設備系統分
離；增加顯示有接駁後備電纜電路的標籤
及更新能源管理系統線路圖；加強培訓工
程師；以後所有氣體絕緣開關設備調試工
作，一律採覆查機制等。

港島多區上月19日凌晨發生供電事故，港燈昨日
向政府提交報告，並交代調查結果。港燈表示，停電
涉及數碼港開關站大翻新後，工程師意外接駁高壓電
至後備電纜，出現短路，並觸發自動保護機制，致多
區斷電33至48分鐘，4.4萬戶受影響。

港燈強調，意外屬30年來首次嚴重事故，十分罕
見；已於事發後即時補救，亦將採取多項改善措施，
包括重新檢視指引及加強培訓工程師等。

大停電教訓 港燈採多項措施改善
提交報告：電站翻新後不慎駁錯後備電纜

大公報記者 伍軒沛

責任編輯：鄭小萍

港車北上研擴至深圳關口
【大公報訊】記者易曉彤報道： 「港車北上」

將於7月1日起實施。運輸及物流局昨日向立法會提
交文件，提到 「港車北上」 第一輪抽籤報名日期為
5月29日及30日，並於5月31日公布抽籤結果。中
籤者可在6月1日上午9時起，按電腦系統隨機分配
的日期，於指定時間內遞交申請。文件還提到，
粵、港政府將參考 「港車北上」 在大橋上實施的經
驗，之後積極研究延伸至其中一個深圳與香港的陸
路關口，讓香港私家車可以穿梭粵東粵西。

首輪5月29及30日可報名抽籤
「港車北上」 方案將允許合資格的香港私家

車，在毋須取得常規配額下經港珠澳大橋來往香港
與廣東省，預計約45萬輛合資格的香港私家車可受
惠。 「港車北上」 容許八座位或以下香港非商用私
家車申請駛入廣東，每次入境內地後逗留時間不可
超過30天，每年累計不超過180天。

為確保港車北上有序落實，粵、港政府同意在
計劃推出初期就接受申請數目設置上限。開放申請
後首星期每個工作天接受200個申請，第二星期起
每個工作天接受300個申請，及後會檢視申請情
況，逐步提升接受申請數目。

在遞交申請時，申請人須先透過港車北上指定
網站登記電腦抽籤，中籤者可在指定日期及時間內

透過 「港車北上」 指定網站遞交申請。7月1日零時
起正式開始讓已獲批的香港私家車經港珠澳大橋往
來香港與廣東省。

另外，粵、港政府亦同意就每日出行車輛數目
設置上限。申請人可於每月15日經網上預約出行系
統預約下一個月的指定時段出行，如7月份的出行
日子可於6月15日開始預約。

運輸署會收取申請 「封閉道路通行許可證」 的
費用，每張每年港幣540元或每月港幣45元。內地
相關機構將會收取相關費用以安裝車輛無線射頻識
別技術（RFID）卡及查驗車輛，費用詳情有待內地
相關機構稍後公布。

實施易通行城隧5．21 獅隧5．28
【大公報訊】運輸署昨日宣布，城門隧

道和獅子山隧道將分別於本月21日及本月28
日上午5時起實施 「易通行」 ，屆時駕駛者
可直接駛過收費廣場，透過 「易通行」 繳交
隧道費，毋須停車或排隊付款。

為配合實施 「易通行」 ，城門隧道一帶
將於5月20日晚上11時30分起，分階段實施
臨時交通措施。城門隧道來回方向由21日凌
晨4時30分至5時全線封閉，以便進行關閉收
費亭設施，以及更改交通標誌和道路標記等
工作。

至於獅子山隧道，臨時交通安排將於5
月27日晚上10時起實施。獅子山隧道來回方
向及龍翔道來回方向往獅子山隧道的支路，
將由本月28日凌晨4時30分至5時全線封閉。

截至5月14日，運輸署發出的車輛貼數
目超過71萬張，佔全港已領牌的車輛約八成
八，當中約七成半的車輛已開立 「易通行」
戶口。運輸署再次呼籲車主盡快完成 「易通
行」 三部曲，包括安裝車輛貼、開立 「易通
行」 戶口及設定自動繳費方式，以盡享 「易
通行」 帶來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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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電
動車普及化，
政 府 目 標 在
2027年底前投
入約3000輛電
動的士，惟截
至今年3月底，

當局預留2億港元的新能源運輸基
金，僅批出23輛新款電動的士試
驗申請。的士業界拒換電動的
士，最大阻礙是充電設施不足，
擔憂輪候充電會影響生計，促請
政府完善充電配套，推動電動的
士及綠色運輸。

與鄰近的深圳比較，深圳的
電動的士達24000輛，基本純電
動化。推動深圳的士純電動化，
深圳市政府除了提供價格誘因，
協助業界換車，關鍵是有足夠充
電樁的數量。據《2021年中國主
要城市充電基礎設施監測報
告》，深圳市的公用樁密度達到
每平方公里73.2台，居全國之
首。按深圳規劃，至2025年，全
市新能源汽車達到100萬輛左右，
累計建成公共網絡和私人網絡快
速充電樁約4.3萬個，慢速充電樁
約79萬個。

反觀香港，公用停車場內的
充電樁只是停車場內配角，更不
必說設立大型充電車場，的哥豈
敢轉用電動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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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昨日就事故交代調查結果，指因工程師意外接駁高
壓電至後備電纜致出現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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