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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氣擬8月起加價4.8%
七成住戶每月加幅料不多於10元 未來兩年內不再加價

中華煤氣計劃今年8月起加價，以彌補過

去兩年營運成本的增加。其中，標準煤氣收

費每兆焦耳會調高1.3仙，達28.5仙，加幅

為4.8%，已凍結26年的定額保養月費則會

加0.5元，即增至10元，加幅為5.3%。中

華煤氣預計，約七成住宅用戶的每月煤氣費

加幅不會多於10元，約半數的工商業用戶

每月煤氣費則增加少於330元。今次加價

後，該公司未來兩年內不再增加標準煤氣費

和保養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過往煤氣費加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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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
會提交文件，簡報中華煤氣的加價計劃，指

現時中華煤氣收費及利潤雖不受政府規管，不過，
中華煤氣1997年起以自願形式與政府簽訂《資料及
諮詢協議》。
根據該協議，中華煤氣在調整收費3個月前諮詢
特區政府意見，並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及能源
諮詢委員會作出簡報。
中華煤氣簽訂協議至今共8次調高標準煤氣費，
以及一次調高保養月費，上次調高標準煤氣收費是
兩年前的2022年8月，每兆焦耳標準收費調高1.15
仙，加幅 4.4%，而上次調高保養月費則是 1998
年，當時月費調高0.5元，加幅為5.6%。
中華煤氣今次計劃於8月1日調整收費，指現時
約八成住宅用戶的每月用氣量也是在1,000兆焦耳
或以下，而每兆焦耳收費加至28.5仙後，連同住宅
用戶的定額保養月費10元，估計約七成住宅用戶每
月煤氣賬單的加幅不會多於10元。
中華煤氣又表示，該公司優惠計劃下約4.3萬個
家庭，包括獨居或雙老長者、殘疾者、低收入及單

親家庭，將不受是次加價影響，獲豁免調整標準煤
氣費和繼續免交保養月費。根據有關優惠計劃，該
些家庭每月500兆焦耳煤氣用量半價優惠，而須繳
交的標準煤氣費會繼續維持在2008年的水平。

5000萬元贊助中小企升級節能
為進一步減低加價對用戶影響，中華煤氣表示在

今次調整收費後，未來兩年內不會再調高有關收
費。為向有需要家庭及中小型企業提供進一步支
援，中華煤氣已推出各項具針對性的支援措施，包
括捐贈1萬套「智能控制器和智能煤氣錶」予有需
要家庭，以及提供5,000萬元贊助中小企升級節能
及環保設備。
中華煤氣解釋，是次調整收費，是為了應付隨着

通貨膨脹而增加的營運成本，尤其是為應付因燃氣
行業技術人員短缺而增加的人力成本，以及在未來
數年的龐大資本投資。其中通脹率自煤氣公司2022
年8月調整收費至今，已累計約5%。
在資本投資方面，中華煤氣持續投資基建設施，

而2022年至2023年間實際投資總額約19億元，計
及大埔廠房產能提升和可持續發展綠色能源，如氫
能巴士加氫站供氫系統以及新界東南堆填區沼氣製
氫等新投資項目，預計今年及未來5年的資本投資

總額將高達98億元。
中華煤氣表示，公司2006年10月已引入天然氣

作為生產煤氣的部分原料，至今已令客戶節省約

220億元的燃料費用。儘管國際原油價格處於高水
平，去年平均實質煤氣費較2006年9月未引入天然
氣時僅高10.7%，同期累計通脹率約5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政府統計處昨日公
布，上月本港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1.2%，較4月份
的1.1%相應升幅略高。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
施的影響後，上月基本通脹率為1%，較4月份的
0.9%略高。

首5個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1.6%
從細分指數分析，上月甲類、乙類及丙類消費物
價指數分別按年升1.2%、1.1%及1.2%。剔除所有政

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後，相應升幅分別為
0.9%、1.1%及1.2%。以今年首5個月合併計算，綜
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1.6%，基本通脹率則為1%。
在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中，上月價格

錄得按年升幅的類別為煙酒（20.1%）、外出用膳及
外賣（3%）、交通（2.3%）、雜項服務（2.2%）、
雜項物品（1.2%）、衣履（1.1%），以及住屋
（1.1%）。至於電力、燃氣及水，以及耐用物品的
價格則分別按年跌10.9%及0.9%。基本食品的價格

與一年前同期維持不變。
政府發言人表示，上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率保持
輕微，其中外出用膳及外賣價格繼續錄得較快按年
升幅，基本食品價格幾無變動，能源相關項目的價
格進一步顯著下跌，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
壓力仍然大致受控。展望將來，通脹在短期內應會
繼續處於可控水平，本地的成本壓力或會在香港經
濟繼續增長下有所上升，外圍價格壓力則應會繼續
呈大致放緩的趨勢。

上月基本通脹率1% 煙酒升幅最勁

◆中華煤氣計劃今年8月起加價，預計約七成住宅用戶的每月煤氣費加幅
不會多於10元。圖為中華煤氣陳列室。 資料圖片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布今年5月份的基本通
脹率為1.0%。圖為市民到百貨公司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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