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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月下旬，行政會議原則上通過機場管理局(機管局)的提議，接納「三跑道

系統」作為香港國際機場未來發展方案。機管局於五月底向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提交第三跑道工程項目簡介，概述工程對空氣質素、水質、噪音、海洋生態等影

響。市民可於 6 月 11 日前就工程簡介向環保署提交意見。諮詢期結束後，環保

署會發出環境影響評估(環評)研究概要，機管局預計於 2014 年初完成法定環評

工作。工程簡介再度引起環保團體對機場擴建帶來環境污染的關注，認為政府及

有關機構於興建第三跑道的計劃上只強調經濟效益，卻忽略工程帶來的環境影響

及其對應的社會成本。同時，環保團體認為碳排放令全球暖化問題惡化，但法定

環評並沒有將其考慮在內。因此，他們建議有關機構進行這類大型基建時，不但

要符合有關法定環評，還應考慮碳排放及社會成本。本文將集中探討航空業的二

氧化碳排放、及各國怎樣處理這個問題。 

 

二氧化碳是溫室氣體的一種，被視為導致全球暖化的其中一個原因。然而，航空

業並非唯一二氧化碳的來源，發電、工業及其他運輸模式等，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根據環保署的資料顯示，由於香港是以服務業為主的城市，沒有大型能源密集工

業，電力生產成為溫室氣體的主要來源，於 2009 年佔總排放量約 68%，其次運

輸業佔 17%。環保署沒有提供航空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我們可以參考國際統計

的資料。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估計航空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約佔全球人為

排放的 2%，相比起陸路交通及發電時產生的排放似乎相對輕微；然而，由於航

空需求急速增長，雖然業界不斷促進有關科技發展及提升運作效率，但是航空業

排放的二氧化碳預計會不斷上升。根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

估計，航空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將以每年 3至 4%增長。因此，預計 2050 年航空業

的排放量佔所有人為排放量的 3%，而歐盟則估計達 4%。 

 

航空業二氧化碳排放，主要來自飛機航行時燃油的燃燒。當燃油中含炭的成分在

高溫中與空氣裡的氧氣結合後產生二氧化碳。航空業相關二氧化碳排放的源頭，

除了航行中的飛機外，亦包括機場交通和地面支援車輛等。這些交通設備包括穿

梭機場地面設備的車輛、服務飛機的地面設施、接載乘客的穿梭巴士。此外，機

場本身也是排放源頭，其中包括向停在機場候機門的飛機，提供電力和空調的輔



助動力裝置、機場電源提供及機場建設時的設備運作等。然而最主要的二氧化碳

源頭，仍是來自飛機航行時的排放。因此，機管局在其 2030 規劃大綱的顧問報

告，只考慮機場本身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並未完全反映第三跑道帶來相關的二氧

化碳增長。 
 
國際間應對碳排放主要透過不同國際公約進行，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

補充條款—京都議定書。但是因航空業營運模式的特性，不同的公約沒有把國際

航空業包括在內，而要求各國與業界考慮其他方法處理碳排放。IATA 提出航空

業的二氧化碳，應被視為國際層面的問題，並倡議於 2050 年前，減少淨二氧化

碳排放至 2005 年的 50%。IATA 提出減排的方法主要有四方面： 

 

一、研發技術以減低航機的耗油量：短期而言，可以改裝航隊，包括改造飛機的

小翼及減少飛機阻力。IATA 估計投放二十億美元的成本，可以促使航空業

於 2020 年前減少 1%的二氧化碳排放。中期可以發展使用生物燃料，測試證

實飛機不需用特別改裝就能使用生物燃料。IATA 提議於 2017 年前，10%燃

油為生物燃料。長期而言，飛機可採用新的設計、使用合成輕量的物質製造

飛機、改善引擎性能等，估計可以使每架飛機減少 20 至 35%的二氧化碳排

放。 

二、提升機場及航空公司營運效率：IPCC 於 1999 年指出，飛機運作時若提升效

率，可以減少 6%的燃料使用及二氧化碳排放。提升營運效率的方法，包括

減少使用輔助動力裝置及增加航運步驟效率等。 

三、改善空運基建及空中交通管制：IATA 提議妥善的空域管理能夠減少二氧化

碳排放。例如在歐洲實行「歐洲一天空」的政策能減少航線長度；IATA 也

特別提出重組珠三角空域管理，減少空域交通擠塞及航班延誤。 

四、採取經濟措施：經濟措施包括設立排放交易市場、碳基金或碳補償等。但實

施經濟措施的同時，要避免扭曲市場或轉移排放到其他國家，除此之外，無

論是國內或國際航班，航空公司應只需為他們的排放繳款一次。 

 

國際民航組織(ICAO)也提出以市場方法減少源頭污染，認為其相比強制規定更有

彈性及成本較低。外國有以徵收碳稅的方法，鼓勵機構減少碳排放。澳洲計劃 7

月開始向約五百間公司徵收 23 澳元一噸二氧化碳。新西蘭則暫徵收每噸 12.5

紐元的碳稅，並計劃未來可以在市場交易碳排放權。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權交易市

場應是歐盟的排放交易市場(EU ETS)。EU ETS 於 2005 年落實執行，當時全歐超

過一萬間發電廠及工廠獲發碳排放配額，若公司本身的碳排放低於指標，可以將

剩餘的配額到市場出售。歐盟於今年開始將國際航空領域納入 EU ETS 內。不論

是哪一國的航空公司，只要航班進出歐盟機場都要參與。 

 

隨著航空業碳排放問題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及環保團體關注，香港國際機場作為亞



洲主要國際航空樞紐，在制訂航空政策及相關的基礎建設時，必須將碳排放問題

納入其考慮範圍內。除分析第三跑道直接為香港帶來的經濟效益及建設成本外，

香港政府及機管局也應考慮因機場擴建所帶來的碳排放增長及其社會成本，才能

更全面地作成本效益分析。有見及此，本中心正嘗試就機場擴建後的碳排放進行

評估。長遠來說，香港政府亦應探討不同方法，以達致全球航空業減低碳排放的

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