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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促中電兩年加裝500避雷設施
兩電嚴重事故3年31宗 全面檢討電力系統管理

香港特區的兩間電力公司—中電和港燈，最近3

年分別發生26宗和5宗嚴重停電事故，成因包括惡

劣天氣等外在因素，及設備故障等內在因素。特區

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回覆立法會議員

提問時透露，前日已與中電營運總裁開會，探討及

了解中電的改善計劃，局方建議中電加快安裝避雷

設施進度，希望兩年內加裝500個避雷設施，他強

調，政府在《管制計劃協議》下嚴謹把關，審視兩

電的資本支出，避免兩電把不必要的營運成本轉嫁

予市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謝展寰表示，根據機電工程署和兩電設立的通報機制，
中電26宗事故當中，有10宗為外在因素所致（佔

38%），15宗為內在因素所致（佔58%），以及一宗仍待
機電署檢視和確認（4%）。至於港燈的5宗停電事故中，
有3宗為外在因素所致（佔60%），兩宗為內在因素所致
（佔40%）。
謝展寰表示，停電事故發生後，為盡快恢復供電，兩間

電力公司會即時評估情況，根據實際情況採取最合適和有
效的復電方案，例如即時緊急修復、遙控調配備用電力、
安排臨時發電機和鋪設臨時電纜等，減低受影響範圍。
就應對日漸頻繁極端天氣的措施，機電工程署署長早前

已分別到訪兩電，聽取相關應對工作，兩電承諾會採取足
夠措施加強供電系統對抵禦惡劣天氣，以及在一些戶外電
力設施加裝避雷系統和在變電站增加防水浸設施及加快更
新供電設備；以及就電力系統的管理作全面檢討。

中電已聘顧問檢視事故原因
針對中電停電事故頻生，謝展寰指，中電已聘請獨立顧

問，全面檢視3年內電力驟降和電力中斷的原因及抵禦惡劣
天氣的能力，並為中電電力系統提升可靠的全面建議。
此外，機電署會加強監管，進行日常規管和巡查，進一

步提升兩電的供電可靠性，亦要求電力公司探索使用創新
科技檢視供電設備狀況。
在發展新市鎮時，特區政府會一併研究供電、供水或污

水處理設施規劃，市區不少電纜已鋪設在地底，中電亦有
不少網絡位於新界，中電會在現有電纜加裝避雷設施。謝
展寰說：「他們希望兩年內能加裝100個（避雷器），我認
為步伐比較慢，我建議他們回去探討一下兩年內可否加裝
500個，對抵禦雷電方面我相信有明顯改善作用。」

港燈：受影響變電站裝抽水系統
港燈則表示，雖然港燈的高壓電纜大部分埋在地底，一

般不會受雷暴影響供電，但是因應近期極端天氣漸趨頻
繁，港燈在可能受影響的變電站已陸續加裝擋水牆和抽水
系統。
謝展寰表示，就兩電加強供電系統對抵禦惡劣天氣影響

的資本項目，特區政府一直在《管制計劃協議》的框架下
嚴謹把關，審視兩電的資本支出，避免兩電為了提高盈利
而作出過早、過大或不必要的投資，並要求兩電嚴格控制
營運支出，做好成本控制，避免把不必要的營運成本轉嫁
予市民。

中電部分短中期提升措施
◆今明兩年加裝超過100個避雷器

◆開發全新智能管理系統(Grid-V)，全天候
實時監察變電站和架空電纜狀態

◆使用預算增多3部高容量流動發電機

◆增加支援緊急服務以及備召人員，以加快
進行搶修，縮短客戶受影響時間

◆加強第三方工地巡查，減低損壞電纜機會

◆加強向客戶提供適切支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中華電力昨日
下午向傳媒介紹多項措施，以減低電力事故發生
的機會。中電總裁羅嘉進表示，高度重視近期多
宗電力事故，將採取一系列短中期措施，三管齊
下確保供電可靠，包括今明兩年在高壓架空電塔
加裝逾百個避雷器，以及為變電站加裝200個防
水閘或設備；第二是加快搶修和縮短客戶受影響
時間，例如增加緊急維修人手，增添3部高容量
流動發電機；第三是加強向客戶提供適切支援，
協助客戶採取緩解措施，加快客戶端設備復電時
間，相關設備投放不會影響電費。
羅嘉進表示，在減低電力事故發生機會方

面，中電將於今明兩年加裝超過100個避雷器，
進一步提升避雷能力。中電明白環境及生態局
局長謝展寰的期望，在兩年內加裝500個避雷
器，因此會審視現有預算，提早加裝避雷器，
但費用不會影響電費；另外中電去年與本地大
學合作，就電力系統受世紀暴雨和山泥傾瀉的
影響進行風險評估，計劃於今年及明年內，在
較關鍵的變電站加裝約200個防水閘或設備。
同時，中電與科技公司開發全新智能管理系

統（Grid-V），透過不同的AI攝錄鏡頭，全天
候實時監察變電站和架空電纜的狀態，掌握系
統運行情況，提升應變能力，同時會加強第三
方工地巡查，減低損壞電纜機會，又會透過紅
外線、超聲波加強檢測，有需要時提前更換關

鍵供電設備。

增購流動發電機 加快搶修時間
在加快搶修工作方面，除了現時的6部高容量
流動發電機，中電亦會使用預算增多3部，以及
增加支援緊急服務以及備召人員，以加快進行
搶修時間，盡量縮短客戶受影響的時間，同時
會加強與機電署、消防處、警務處及民政事務
處聯繫，加快事故處理，縮短復電所需時間，
減低對市民的不便。
中電指出，客戶方的電力裝置同樣重要，會
為客戶提供適切的支援，包括提供專業意見，
協助客戶採取適當的緩解措施，加快客戶端設

備復電時間，以及讓他們的電力設施可以較容
易過渡電壓驟降等的情況。
中電輸電及供電業務部高級總監張寶中表
示，中電的供電網絡涵蓋九龍、新界及大部分
離島地區，服務280萬客戶，即香港八成人口。
中電透過逾15,000個變電站，以及16,000公里
電纜，為客戶提供服務，而電纜中有三成屬於
戶外架空線路，因此電力事故多受外來因素導
致，例如近年極端天氣愈見頻繁，去年9月超級
颱風蘇拉侵襲香港，今年5月亦有暴雨造成將軍
澳及西貢嚴重水浸。
他強調，中電大體供電系統維持正常運作，
但仍需提升抵禦極端天氣的能力。

◆中電總裁羅嘉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芷珊 攝

◆中電最近3年發生26宗嚴重停電事故，當中10宗為外在因素所致。圖為2022年6月元朗宏樂街
一條輸電橋電纜爆炸，導致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大停電。 資料圖片

◆去年4月，港燈供電系統設備故障，導致港島多
區大停電近50分鐘才恢復電力供應。圖為當晚杏
花邨整個屋苑漆黑一片。 資料圖片

三招保障供電 中電：不會影響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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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學文憑試（DSE）成績昨日

揭盅，成為一年一度全港關注焦點。

DSE國際認受性高，內地及本港鄰近

地區學生對國際升學需求日益殷切，

本港應善用DSE吸引更多內地及海外

學生報考，透過DSE來港升讀大學或

負笈海外，培養熟悉內地兼具國際視

野的優秀人才，助力本港打造國際教

育樞紐。

DSE是全球唯一考生可選擇以中文

或英文應考的高中文憑考試，廣受內

地及國際社會認可，目前共有超過

600間海外院校認可文憑試資歷，包

括英國劍橋大學、牛津大學及美國麻

省理工學院等國際知名學府，內地亦

有逾100間院校允許學生以DSE成績

報讀，學生可報讀本港、內地及海外

的大學，求學深造的選擇更多，因此

越來越受到周邊地區尤其是內地學生

歡迎。有資料顯示，2014 至 2023 年

間，持非香港身份證報考 DSE 的人

數，介乎41至402人不等，佔整體考

生總數不超過0.7%；今年初，考評局

首次公布內地 DSE 考生人數為 1,400

人，佔整體考生總數約2.7%。

本港擁有豐富而優質的教育資源，

近年特區政府銳意將本港發展成為國

際教育樞紐；另一方面，本港面臨人

口下降、生源不足的挑戰。如今兩地

加速融合發展，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

發展加速，大灣區內地城市家長、學

生對優質教育趨之若鶩，本港以DSE

為抓手，用好 DSE 教育品牌適逢其

時，更應乘勢而上，既助本港化解生

源不足的難題，保障教育可持續發

展，更能壯大本港教育產業，鞏固強

化本港教育的全球優勢地位。

今年 DSE 首次在內地設立兩個試

場，分別在深圳及廣州，共有約110

名考生應考，兩地教育制度融合、教

育資源共享邁出重要一步。未來，本

港除了爭取在大灣區以外其他省市設

立更多DSE試場，更便利內地學生報

考外，更要積極在內地設立更多介紹

香港教育制度的諮詢中心，幫助內地

家長和學生了解來港升學和考試資

訊，同時繼續到海外宣傳、推廣

DSE，吸引不同地區的學生來港升

學、留港發展，為香港創新發展、轉

型升級引入多元化人才。

DSE 歷史悠久，歷經改革，發展

越發成熟。今屆 DSE 最顯著的優化

改革，就是將原本必考科目之一的

通識科改為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既

不會影響 DSE 的國際認受性，同時

加強了學生認識港情、國情和世

情，而且成績評級分為「達標」及

「未達標」，減輕學生壓力，釋放

空間可選修更多心儀科目，擴寬知

識領域，更好地銜接大學的課程。

多名應屆 DSE 狀元認同，公民科培

養學生民族情懷及全球公民意識，

正確認識本港和國家發展。可以

說，DSE 是本港教育競爭力的重要

體現，值得本港重視珍惜，大力推

廣，擦亮本港教育的金字招牌。

宣傳推廣DSE 助港建國際教育樞紐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有條件允許西九管理局出售

西九第二區的住宅發展項目，並保留全部收益以解決

財務問題，估計可以應付未來十年的營運開支。靠地

產模式營運固然可解燃眉之急，但只是權宜之計。從

長遠來看，西九文化區的發展不能依賴地產模式，而

應積極探索多元化、可持續的發展路徑。本港致力發

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背靠粵港澳大灣區的

龐大市場，西九文化區完全有條件透過發展文化藝術

創意產業，以整個大灣區為依託，以獨特的文化藝術

吸引全國、全球的文藝愛好者前來參觀、參與，探索

出做強本港文創產業的新路徑 。

特區政府曾於2008年向西九管理局注資一筆過216

億元撥款，但管理局的開支巨大，尤其是員工成本每

年接近3億元，高級行政人員的年薪更是高達數百萬

港元。2022/23 年度，管理局的預算營運赤字仍高達

10.78億港元，預計將於2025年耗盡所有現金結餘淨

額。

在此背景下，管理局選擇出售住宅區項目以籌集資

金，當屬無奈之舉，卻也將其對地產模式的路徑依賴

暴露無遺。根據最初政府跟西九管理局的協議，改為

出售的項目連同附近的酒店、辦公室，全部要以「建

造、營運及移交」亦即「BOT」模式發展。但長期財

困顯示「BOT」模式難以為繼，即使是改為出售亦僅

能籌措10年的營運開支，並非長久之計。隨着市場環

境的變化和公眾對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長，西九文化區

必須尋找更加進取、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西九文化區作為香港乃至大灣區的重要文化地標，

其發展願景本來就不應僅局限於本港。事實上，文創

產業蘊含着巨大的發展潛力，正是西九實現自負盈

虧、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讓這個「金雞」能夠下

「金蛋」才是西九文化區的根本出路。

首先，西九應充分發揮其文化資源優勢，做大做強

文創產業，想方設法增加相關收入。西九文化區匯集

了多個世界級的文化藝術設施，如故宮文化博物館、

戲曲中心、M+博物館等。依託這些資源，西九文化

區可以策劃一系列具有國際影響力的文化活動、展覽

和論壇，吸引全球的文化創意人才和機構匯聚於此，

共同探索文創產業的新模式、新路徑。

與此同時，世界各地的文創園區多數靠門票以外的

收入，現時西九文化區雖然有出租場地及售賣文創產

品，但相關業務有巨大的進一步提升空間。參照北京

故宮博物院，其文創產品在線上線下皆走紅，一年的

文創收入高達15億元人民幣，遠較西九文化局去年的

營運收入5.53億港元為高。

其次，隨着科技的不斷進步，數碼化已成為文化傳

播的重要趨勢。西九文化區可以將自身的文化資源數

碼化，開設 AI 博物館，將豐富的文化資源以更加生

動、高效的方式呈現給公眾，吸引更廣泛的受眾群

體，從而發展互聯網經濟，創造全新的商業模式和盈

利空間。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跨境交通網絡的日益完善，西九

文化區的輻射範圍應該遠遠超出本港，覆蓋至整個大

灣區乃至更廣泛的區域，這為文創產業的跨區域融合

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西九文化區應主動對接大灣區

的文化需求，積極融入大灣區的文化產業生態體系。

一方面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共同策劃和組織具有國際影

響力的文化活動，提升大灣區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

響力；另一方面，深入挖掘大灣區的文化資源和市場

潛力，推動文創產業的創新與發展，實現經濟效益與

社會效益雙贏。

香港要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西九文化

區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西九管理局必須解放思

想、勇於創新，擺脫對地產模式的路徑依賴，全面開

源節流，探索多元化、可持續的發展路徑。按此方

向，西九文化區才有機會實現自負盈虧、可持續發

展，更能為大灣區的文化建設貢獻更大的力量。

做強文化創意產業 讓西九「金雞」下「金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