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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梁何環保論壇首過招 跨區整治有共識 建焚化爐分歧大

　特首候選人唐英年、梁振英和何俊仁昨天首次同場論政，題為過去鮮有觸及的環保政綱，在檢討空氣污染指標、
開放電力市場、減排等問題「隔空過招」。當中，以曾任前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提出的環保政策最具體，例如在電
費方面，唐英年建議參考水費模式，以「樓梯級曲線」徵費，即「用量愈多，單位愈貴」。 記者張維利報道

在整體建議方面，三位候選人都認同需要與廣東省當局合作，才能有效解決跨區污染問題，唐英年說：「政府可更
主動帶頭以立法的形式，透過政策及區域合作方式去推動（改善空氣措施），但要成功，我們不可以孤軍作戰，一
定要有各種顆伴的齊心協力。」

何唐贊成開放電力市場

有在場觀眾質問候選人如何控制本港電費價格和用電量，何俊仁和唐英年都贊成開放電力市場，唐英年說：「我們
是有成功例子開放（電訊）網絡 ，對於開放電網我是採取同樣的態度，我完全認同在一個適當的時候，檢討開放輸
電網絡。」唐英年又建議「參考水費模式，以樓梯級曲線，用量愈多，單位愈貴」。不過梁振英就相對保守，只表
示要善用利潤管制協議的中期檢討契機，與兩電檢討價格。

梁振英認為政府應該需要有系統性的回收產業政策，由上而下地推動回收產業。他建議在就業機會不足的地區，推
動回收業；落實生產者責任制，從廢物源頭開始，推行家居廢物的分類，先從工商業着手，再推行家居廢物收費。
而唐英年則認為應由教育宣傳着手，又以自己小時候作例子，指以往喝鮮奶，可以回收玻璃瓶換糖，可以讓小朋友
養成回收習慣。

論壇內有來自日本福島的綠色和平環保團體代表，問三人如果大亞灣核電廠發生類似福島的核事故，他們可以如何
保護港人。唐英年認為，本港應推動潔淨能源，例如更多利用天然氣，以減少對核電依賴。而梁振英認為，大亞灣
核電廠應提高透明度，讓市民可以即時對任何事故有知情權。

唐焚化爐計劃惹喝倒采

三人環保政策基本接近，直至討論到是否支持擱置興建焚化爐計劃時，唐英年言論卻激起場內觀眾不滿。梁振英和
何俊仁都認為，現時應擱置焚化爐計劃，但唐英年就認為，興建焚化爐在所難免，他說：「我有信心在2014年，回
收率可達至55%，剩餘廢物應以現代化設施焚化處理，（因為）市區一定有固體廢物，應該自己負責，不應輸出廢物
。」他的立場引起在場人士不滿，被觀眾喝倒采。

除了討論環保議題外，唐英年和梁振英亦借特首曾蔭權的「遊艇風波」，乘機「抽水」。當三位候選人討論到本港
海域的白海豚數目持續減少時，唐英年說：「我很多年沒有坐遊艇出海，所以我不是好像何俊仁，沒有親眼看過白
海豚。」梁振英隨即附和說：「我不是很鼓勵大家經常坐遊艇去看白海豚。」兩人言論引起全場笑聲。

該次是三名特首候選人首次同台論政，何俊仁期望，日後能有更多同類場合，「縱使今天只是個單一議題，但很有
意思，因為大家可以比對到我們的理念及政策上的分歧，我期望日後就各個政策的議題，其他兩名候選人都不要迴
避出席，讓市民真正認清楚，我們三人之間的分別在哪裏。」

候選人對環保議題看法

興建焚化爐

唐： 於2014年前，將回收率提升至55%，剩餘廢物以現代化設施焚化處理

梁： 推行一場社會運動，做好源頭減廢，毋須用到焚化

爐這個最後措施

何：擱置焚化爐計劃，做好固體廢物回收

減廢措施

唐： 透過教育、宣布建立環保意識；效法台灣、首爾，引

入垃圾分類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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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加權區議會權力，讓地區可以推行廢物回收，使他們能權責合一

何： 讓地區與政府部門合作推動源頭減廢；政府應給予資料推動回收業

控制電費

唐： 適當時候，開放輸電網絡，引入外來競爭者進行發

電工作

梁：利用與電力公司中期檢討機會，檢討電費

何：推動兩電聯網，開放電力市場，引進競爭

落實世衞的空氣指標

唐：透過公眾參與，盡快引入最新的空氣質素指標

梁：一年內落實世衞的空氣指標

何：期望2015年，可落實推行世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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