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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登記電動私家車首10月近2.3萬輛
明年起擬招標試行油站轉充電站 料2027年增至20萬個充電位

香港特區政府近年致力透過多管齊下的措施，以實現2050年前

碳中和的目標。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發表網誌指出，「淨

零發電」、「節能綠建」、「綠色運輸」和「全民減廢」為香港未來減碳計

劃的四大策略，過去數年推動已取得不俗成效，今年首10個月共

有 22,970 輛新登記電動私家車，佔所有新登記私家車總數約

64.3%，比率遠高於2017年的約9%，增速屬世界前列。然而，他

指至今仍不時聽到因擔心電動車充電設施不足夠，而不敢買電動私

家車的聲音。他表示特區政府正透過多項措施增加公共和私人充電

停車位數目，有信心於2027年中之前，可達到增至約20萬個充電

位的目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政府推動使用電動私家車措施
●寬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
◆電動商用車（包括貨車、巴士、小巴、的士和特別用
途車輛）、電動電單車和電動機動三輪車的首次登記
稅獲全數豁免

◆一般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為97,500
元

◆安排拆毀及取消其符合條件的舊私家車（配備內燃引
擎的私家車或電動私家車）的登記，之後首次登記一
輛新電動私家車的車主，可於「一換一」計劃下獲較高
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上限為287,500元

●企業購置電動車輛，有關的資本開支可在第一年獲利得

稅扣減

●自2011年3月設立新能源運輸基金（前名「綠色運輸試驗

基金」），鼓勵運輸業和慈善/非牟利機構試驗及廣泛使

用綠色創新及低碳運輸技術（包括電動商用車輛）

●已撥款1.8億元供專營巴士公司購買36輛單層電動巴士

（包括28輛電池電動巴士和8輛超級電容巴士）在本港作

試驗行駛，以評估它們在本地環境下的運作效能及表現

●先後撥款35億元推行「EV屋苑充電易資助計劃」，協助

由不同業權人共有的現有私人住宅樓宇及屋苑停車場解

決在加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時經常遇到的技術和財政

困難，方便停車場業主可於日後簡易安裝合意的電動車

充電器在家充電

資料來源：環保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謝展寰指出，香港於2014年已經
碳達峰，現正爭取在2035年減

少一半碳排放，2050年前實現碳中
和，目前已成功較2014年的碳排放
減少約25%，相比美國及歐盟的減
碳進程亦不遜色。
他表示，香港未來減碳計劃的三
個重要中期策略目標，是在2035年
底前停止倚賴燃煤發電、停止新登
記傳統化石燃料私家車，以及停止
使用堆填區處理生活垃圾以減少排
放甲烷氣。「這些目標極具挑戰，
但亦為香港帶來綠色科技、綠色產
業和綠色金融的新機遇。」

充電車位已批出逾7.8萬個
特區政府多年前已開始為大規模
使用電動車作準備，並於2011年發
出《為新建樓宇的停車場提供電動
車輛充電設施安裝條件技術指
引》，訂明新建樓宇的停車場必須
具備可為電動車輛提供充電設備的
基礎條件，方可獲給予總樓面面積
的豁免。謝展寰說，現時政府已批
出逾7.8萬個相關停車位，其中逾3
萬個停車位已落成，並備有電動車
充電基礎設施。
他指未來所有新建樓宇的停車
位，充電基礎設施將會是標準設
備。
針對現有私人樓宇的停車位還未
有充電設施，政府2020年10月推出
20億元的「EV屋苑充電易資助計
劃」，資助合資格的現有私人屋苑
停車場安裝電動車充電基礎設施。
由於反應熱烈，政府其後再向資助
計劃額外注資15億元，該計劃將於
本月底停止接受申請。謝展寰表
示，按現時收到的申請，涉及資助
金額已接近35億元撥款上限，預計
整個計劃於2027至28年度完成後可

協助約700個現有私人屋苑停車場、
合共約14萬個現有停車位加裝充電
基礎設施。
至於一些沒有固定停車位的電動
車使用者，便需要依賴全港超過
7,000個分布於政府停車場及私營機
構停車場的公共充電設施。
謝展寰指出，去年的施政報告已
訂下3年為額外7,000個政府建築物
停車位提供充電設施的目標，而現
時建築或規劃中的政府建築物，在
技術可行及不影響工程進度的條件
下亦會盡量提供電動車充電設施。

政府車場充電服務逐步市場化
不過，公共充電設施其實相當於
傳統燃油車的加油站。謝展寰認
為，現時政府的公共充電設施免費
提供服務，除了違反用者自付的原
則外，更會窒礙其他公共充電服務
的正常發展，因此政府將於本月底
開始逐步將政府停車場的電動車充
電服務市場化，交由市場營運，並
收取充電費。
其中，葵芳停車場及堅尼地城停
車場將分別於本月28日及29日晚上
起，收取充電服務費用，費用則由
中標營運商參考同區電動車中速充
電服務收費水平釐訂。政府預計餘
下超過1,400個、位於72個政府停車
場的中速充電器市場化計劃將於明
年中完成。
謝展寰表示，香港未來的公共充電
服務會按市場需求增加而穩步發展，
亦會帶動一個新產業的出現。他指目
前已有不同機構宣布計劃為旗下的停
車場提供電動車公共充電站，預計相
關充電設施在未來數年將增至超過2
萬個。政府更計劃明年開始招標試行
把油站轉充電站， 以及鼓勵部分現
有油站加裝充電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環保署資料顯示，截至今年10
月底，香港共有70,701輛電動車，佔所有車輛總數約7.7%，單是
今年已新增近2.3萬輛電動私家車。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
耀培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油價飆升、持續寬減電動
車首次登記稅，以及市場上有更多品牌，尤其是國產電動車的出
現，是今年新登記電動車數量大幅增加的原因，對推動電動車普
及有很大的鼓勵。惟寬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政策將於明年3月
底完結，他希望特區政府可延續該項措施，同時在全港加設更多
電動車充電設施，「特別是快充設施，如果只增加慢充（標準充
電器）的數量，意義不大。」
由於電動車沒有任何廢氣排放，以之取代傳統汽車，有助改善

路邊空氣質素，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環保署資料顯示，現時香港
已有來自16個經濟體的264個電動車輛型號獲得運輸署的類型核
准，包括202款私家車/電單車及62款公共運輸/商用車輛。截至
今年9月底，全港18區共有7,085個充電器供公眾使用，包括
3,950個中速充電器及1,092個快速充電器。
李耀培指出，今年購買電動車的數量及佔新車的比例大幅飆升

的其中一個原因，相信是今年油價持續上升，令駕駛傳統燃油車
的成本上漲，不少車主換車時都會考慮購入電動車。
另一個原因是市場上電動車的選擇增加。李耀培表示，十年前

香港市面只有一個品牌的電動車，後來增加了一些歐洲及韓國的
品牌，到近年再增加了不少國產電動車，「過去兩年國產電動車

已成功打入全球不少國家和地區，歐洲也有很多人使用，加上其
價格比歐洲及韓國（電動車）便宜，且今年香港市場多了幾隻牌
子的國產右軚車，自然受歡迎。」
他續說，政府寬減電動車首次登記稅的政策更是吸引車主購買
電動車的重要因素，因為在「一換一」計劃下，新電動私家車的首
次登記稅最高寬免額高達28.75萬元。他舉例，連同稅務寬減，
購買一輛新的國產電動車花費普遍不多於30萬元，較韓國車的近
40萬元及歐洲車約50萬元明顯便宜。
「政府將於2035年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反正遲早都要換

（電動車），如今油價高，當然趁選擇多又有稅務寬免時換。」由
於寬減政策將於明年3月底完結，李耀培促請政府延續措施。

盼增設快充設施
至於電動車充電設施方面，李耀培指全港有超過7,000個公共
充電器，只為電動車數目的十分之一，加上只有約1,000個屬快
充，並不足夠，「慢充（標準充電器）基本上就是在車位上加裝
插頭，需時12小時至15小時才能充滿逾80%電，但中速只需1.5
小時至3小時；快充更只需半小時。」他希望政府在全港加設更
多，尤其是中速及快速充電設施，並建議可將部分油站轉型為快
速充電站。
對於未來充電需要用者自付，李耀培認為合理，不過他希望政
府好好監管電價，以免像油價般急升。

汽車會冀首次登記稅續寬減

▲目前已有不同機構宣布計劃為旗下的
停車場提供電動車公共充電站。

網誌圖片

◀充電易手機應用程式列明全港提供公
眾使用的電動車充電設施的位置及實時
使用狀況。 手機截圖

◆謝展寰指出，去年施政報告已訂下3年為額外7,000個政府建築物停車
位提供充電設施的目標。 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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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致力實現 2050 年前碳中和

的目標，近年積極推動使用電動車。惟

充電設施不足令市民卻步。環境及生態

局局長謝展寰表示，未來所有新建樓宇

的停車位，充電基礎設施將會是標準設

備，有信心在 2027 年年中前將公共和

私人充電停車位的總數增至約 20 萬

個。公共充電樁增幅遠遠落後於電動車

增長，而且設立充電站的申請程序政出

多門、進度緩慢，成為本港推廣電動車

的「短板」。政府應加強政策支援，借

助市場力量，並借鑒內地經驗，增加充

電站供應，持續刺激電動車市場活躍，

把香港打造成為向世界展示內地電動車

品牌的重要平台。

環保署資料顯示，截至2023年10月

底，本港電動車數目為70,701輛，佔所

有車輛總數約 7.7%，而現時已批出超

過78,000個相關停車位，其中逾30,800

個停車位已落成，這些車位屬於私人屋

苑停車場。至於供公眾使用的電動車充

電器，截至 2023 年 9 月底，本港有

7,085 個，包括 3,950 個中速充電器及

1,092個快速充電器，分布全港18區。

這意味着，全港有4萬多輛電動車需要

依賴散布全港18區的7,000個公共充電

器。

有立法會議員指出，過去5年，本港

公共充電器增幅遠遠落後於電動車增

長。以 2022 年計，電動私家車及充電

器數目增長分別為七成及一成六。快速

充電器少且近年增幅緩慢，4 年僅增

500個；另外，市區興建充電器設施面

對缺少土地及電力供應不平衡、電網不

能負荷等難題。有政黨調查亦發現，有

逾九成受訪者認為，所居住地區的電動

車充電站不能夠滿足區內居民的需求。

的士業界則反映，曾嘗試引入電動的

士，但因電池容量、充電效能等技術問

題，並未有成功，即使當局計劃在西貢

及大嶼山興建多個充電樁，但與投入約

3,000輛電動的士的目標仍相差很大。

其實，現時已有企業與鄉村合作設立

充電站點，但因為有關土地需要申請改

劃用途，審批過程橫跨多個政府部門、

進度緩慢，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加強跨

部門協作，為設立公共充電站拆牆鬆

綁；內地電動車發展蓬勃，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是配套設施完善，包括使用多層

式電動車泊位及充電設施，以更低建築

成本、較短建造時間，解決充電困難問

題。相關技術已相當成熟，值得本港借

鑒，政府應認真研究引入有關設施，為

本港電動車普及創造有利條件。

內地電動車物美價廉，連續多年出口

增長強勁，在其帶動下，中國今年有望

首次成為世界第一汽車出口大國。不過

內地電動車的國際品牌知名度、消費者

口碑仍有進步空間。本港作為市場營

銷、推廣產品的重要窗口，特區政府、

相關業界應積極協助內地電動車用國際

市場喜聞樂見的手法推廣宣傳，提升內

地電動車國際知名度，更倚重香港市

場，實現互利雙贏。

盡快補強充電設施「短板」
聖誕節長假昨日結束，香港旅遊聯業工會聯會理

事長梁芳遠昨在電台節目表示，入境旅客與預期有

落差，業界深感「鴨仔團」模式難以為繼，目前政

府與旅議會正進行「創意．深度遊」行程設計比

賽，希望政府牽頭以文化帶動旅遊。這個聖誕假

期，香港節日氣氛濃郁、潮點商場人頭湧湧、市道

整體不俗。入境旅客不似預期踴躍，固然有多重因

素，但提醒特區政府及業界，香港旅遊業不能再

「食老本」，必須開發深度文化旅遊的新活水。香

港發展文化旅遊，不缺資源，關鍵是政府、業界要

有急起直追的緊迫感，加快推出文旅新產品，豐富

香港旅遊內涵，各界群策群力，擦亮香港文化旅遊

金招牌。

聖誕節長假期，香港出入境人次連續3日突破百

萬，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特色、濃郁的節慶氛圍，吸

引不少內地及海外遊客，有商場營業額較去年增兩

成。不過，旅遊業界人士反映旅行團訪港情況與預

期有落差，直言香港旅遊不能再單靠消費購物，提

醒政府及業界正視並切實扭轉本港旅遊吸引力下降

的問題。

事實上，佔本港遊客大多數的內地遊客旅遊習

慣、旅遊品味已經改變，今年國慶黃金周內地客來

港購物潮不如預期，已說明問題。如今內地年輕一

輩遊客來港，更傾向文化古蹟遊及山海遊，業界曾

發起發展香港文旅深度遊的討論，政府與業界亦開
始探索香港旅遊發展新路向。政府與旅議會今年8

月聯合推出「創意．深度遊」行程設計比賽，即將

公布晉級的30條「精品路線」，並提供市民網上投

票，評審團將揀選6條「至尊路線」讓業界參考。

業界認為，有關比賽有助促進業界自我提升，不能

再靠「鴨仔團」模式營運；但業界亦指出，發展文

旅深度遊，需要由政府牽頭、統籌協調、集合資

源，才能事半功倍。政府與業界如何群策群力、促

進本港旅遊加快提升文化旅遊新賣點，是擺在眼前

的現實課題和挑戰。

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發展文化旅遊資源豐厚。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藝術館長年展出的中外知名藝

術品，中外遊客趨之若鶩；香港是流行文化的盛產

地，香港的影視、歌曲曾風靡東南亞，目前香港文化

博物館舉辦的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相關展覽及電影放

映，吸引數十萬名參加者。這些皆顯示香港文化積澱

深厚，文化旅遊發展潛力無限、前景廣闊。政府完全

有條件扮演好促進者角色，將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很

好結合，全力推進文化旅遊發展。

首先，政府要加快落實跨部門機制、統籌領導文

旅發展，盡早公布檢視更新後的旅遊業發展藍圖。

施政報告已提出成立「旅遊業策略委員會」，多位

立法會議員倡設「文體旅策略發展委員會」，政府

可吸納建言，設立跨部門機制，提升跨部門統籌能

力，做好香港文化旅遊發展頂層設計，包括盡快完

成對《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的檢視更新，以及分

階段落實。

其次，打造特色文旅深度遊產品要進一步強化灣區

思維，發展「一程多站」旅遊。新一份施政報告提

出，將把現時的「文化古蹟本地遊鼓勵計劃」，優化

為「本地特色旅遊鼓勵計劃」，開發更多特色主題旅

遊，如國家歷史、綠色生態、藍色資源、傳統文化、

潮流文化、非物質文化、晚間探索等，政府要與業界

加快推出文旅產品，並與灣區內地城市合作推廣「一

程多站」旅遊，開拓內地及海外市場。

第三，政府要鼓勵業界採納創新科技、發展創意

媒體藝術及擴增實境旅遊項目，同時動員業界共同

舉辦更多文化體育盛事，統籌做好香港文化旅遊的

全球推廣工作。

文化旅遊急起直追 政府業界群策群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