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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績表由低碳想創坊(www.ccinnolab.org)發出，是「巴黎協議監察 -- 香港氣候行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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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 – 成就機構、知識和金融

班主任評語

科 目 分 數

減 緩

適 應

體 制

下 學 期

• 儘管在密集城市地區曾發生風暴潮，而且預測未來的頻率會增加，但仍未有計劃興建應對風暴潮的基礎設施。

• 缺乏即時、中期或長期計劃，保護城市免受海平面上升和潮湧的影響，以應對超級颱風出現頻率增加。

• 源於多年應對颱風和季候降雨的經驗，颱風和大雨的公共警告和準備工作獲良好分數。

• 需要開展更多颱風後的復原工作，例如恢復正常的基礎設施系統和公共通訊，以及清理廢物。

• 之前的評論指減碳是舊工作，並沒有因應最新的科學和市場發展、國際協議和政治發展，予以更新。須繼續努力！

• 《氣候行動藍圖》雖有抱負卻沒有明確的行業目標，有淪為裝飾的即時危機，增加此城市落後的風險。

• 所有應用於公眾教育、公共行為和輿論收集的時間和金錢，必須配合領導能力：可信的監管、持續的融資，以及對公民

       和商界持久地發出價格信號。

• 我們擔心，面對涉及極端天氣事件和基礎設施、供水或供電中斷的複雜突發事件，香港並未真正做好準備 - 包括與珠江

        三角洲鄰近受影響地區的有關當局協調。

• 太多低層政府部門處理不同的適應組合，令人擔憂大規模氣候事件將帶來協調上的挑戰。需要實踐練習！

• 由於過去的負面經驗，颱風和山泥傾瀉的準備工作有所改善。我們希望香港不必先經歷嚴重損失，才了解到其他氣候風

       險領域（包括極熱，海岸防禦基礎設施以及水電供應保護）的重要性。讓我們不要上沉重的一課！

• 我們希望從強而有力的氣候行動管治開始，看到更大的實踐。

• 我們希望這個城市能夠將減排目標提升至接近區內和世界各地其他城市的水平，否則香港將不能留在甲級行列。

• 能源效益方面的工作需注重連貫性和細節。總體效益須比單獨部分加起來更多。裝飾品將被沒收！

• 適應工作需要更多的想像力和準備，防止將來要上沉重的一課。

• 還需要高層次的管治來推動與氣候相關的金融、技術和能力建設工作，達到所需的標準。

• 香港在氣候課上缺乏必要的集中力。管治方面的低分數最能證明這一點：香港缺乏一個專門的氣候權威機構，可以在減

        緩、適應和氣候韌力方面擁有最高級別的權力和執掌總體議程。

• 例如設高級別的首席科學顧問一職，可以促進良好的氣候管治。

• 數據收集尚不足以支持良好的決策。

• 土地擁有權的政治不應阻礙通過保護沿海地區和促進天然防洪閘及碳匯的綜合政策。

• 需要連結物種減少和氣候變化的影響，以保護和培育城市獨特的生物多樣性。並沒有滅絕事件補習班這回事。

• 持續的植樹計劃令人鼓舞，但香港必須從颱風災害和更多、更強的颱風預報中吸取教訓。課程中至少要包括恢復紅樹

       林，但香港可以做得更好。

颱風和海平面上升 洪災適應計劃在哪裡？ 需要考慮颱風強度的增加

天然海岸線和生物多樣性 工作存在差距； 物種滅絕將不可逆轉

金 融 有正面意圖的跡象； 仍須帶來結果和影響

監察、報告和驗證 透明度會滋生信任。兩者都需要更多。

• 最近的舉措指向了正確的方向，但所有政府財政部門都需要實事實幹。

• 政策誘因、機構和決策架構似乎還處於孵化階段。

• 在金融行業的能力建設和氣候議題培訓方面，政府必須擔當更大的催化角色。

• 具備誘因的綠色債券認證計劃也代表了進步，但必須建立可信度，為投資者提供適當的保證。

• 政府推出的10億港元綠色債券公告需要盡快展示真正的環境影響，而不是貶低私營機構的創新綠色金融。

科 技 被鄰近城市比下去

• 可以鞏固和加強對綠色技術的政策誘因。

• 政府缺乏綠色採購政策，窒礙了本地創新綠色技術商業化的意欲。

• 此範疇並不乏機會，空氣調節便是一個讓香港採用實際和技術經驗的好範疇。

• 必須適當地匯報工作，否則無法給予評分。

• 向中國匯報，把成績列入國家對《巴黎協議》的貢獻非常重要。這應該是透明、恆常，並按照中國的計劃作出明確

       的設定。 

• 保持氣候行動匯報更新而透明，將有助香港政府向公眾解釋氣候行動。

• 局部和自願式匯報計劃的時期即將結束。城市及《巴黎協議》締約國之間的壓力將帶來強制性和可比較的氣候行動

       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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