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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熱是否科網股翻版？

　　全球暖化所產生的問題愈見嚴重，由於燃燒石化燃料產生大量溫室氣體，導致溫室效應加劇，近年各國都大力
推動各種可再生能源發展，如太陽能、風電及生物質能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量都比傳統能源為低，更可達致零排放
。似乎發展可再生能源，已成為一項締造環保城市的必然項目。

　　在各種媒體大力鼓吹之下，可再生能源成為炙手可熱的投資及發展項目，甚至變成一股風氣，不單止是中外各
國，香港彈丸之地都要加入發展可再生能源的行列。

風力發電成本較高

　　早前，中電計劃於清水灣以東對開海面興建最多六十七座海上風力發電的機組，成為香港首項海上風力發電項
目，現已就可行方案向公眾提出諮詢。但事實的背後，打從商業的角度上看，發展新能源又是否符合經濟原則？

　　在這個市場價值為主導的世代，做任何事都講求符合成本效益。在各式各樣的新能源當中，與其他傳統能源如
煤及天然氣發電等發電成本比較，風力發電已是繼水力發電外最具競爭力，惟風電仍比傳統能源略為高三成左右。
當然，不同地區的營運成本有差異，原因是受到當地物價、人工高低及政府稅收等影響。

　　其實，風力發電成本較高是礙於其明顯的局限性。首先，是其間歇發電的特性。由於風力發電的穩定性完全取
決於當地每年刮風的時數、風速以及強度。因此，風力發電受到天氣影響而變化不定，造成枯風期期間的供電數量
未必能滿足用戶所需的缺點。

　　所以，風力發電須備有相應裝機容量的後備發電機組，待風力間歇時可代之發電，以保持發電的穩定性。

　　另外，容量因素低是另一局限。世界上各種傳統能源發電機組的容量因素（plant factor），普遍在百份之三
十至四十之上，但風力發電的容量因素僅為百分之三十。所謂容量因素是指，於一年八千七百六十小時內有多少成
時間能用到該機組來發電，即實際發電時數與最大發電時數之比。

再生能源不合經濟原則

　　因此，風電項目建造的前期資本性的開支巨大，但能正式使用到的風力發電機組供電時數甚低，是造成其成本
高企的原因之一。

　　除了風電，太陽能發電亦是其中一個近年新興的能源項目。與風電一樣，太陽能發電同樣須面對發電成本高的
問題。更甚的是，太陽能發電與傳統能源相比，成本還要高出好幾倍！原因除了是受到日照時間規限其能量的採集
外，由於太陽能發電是透過收集太陽輻射，並將其轉化成電與熱能。

　　可是，太陽能量以輻射擴散的形式到達地面，能量密度低，需利用到較大的面積的土地安裝太陽能發電板，才
能採集到足夠的能量發電。因此，其發展亦少不免與其他土地利用互相競爭，加上土地資源短缺，令太陽能發電的
成本更高。

　　當全世界都一窩蜂地去發展可再生能源，但客觀的事實證明，最後很可能大部分公司都未必能賺錢。全球最大
及盈利最豐厚的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選擇反其道而行，並沒有投放大量資金在發展新能源的項目之上。

　　原因很簡單，因它們明白目前發展可再生能源並非一門賺錢的生意，新能源的成本高企不下，需要政府補貼扶
助才可以發展。可想像到，倘若傳統能源如石油的價格下降至四五十美元一桶時，此等再生能源更不合經濟原則。

先了解特性不應盲從

　　更危險的情況是，一些不具能源行業背景、缺乏經驗的公司都轉向發展可再生能源，試圖在其中分一杯羹。情
況就有如一九九八至二千年間，投資科網股熱潮的情況一樣，各人都盲目投資，最後科網股泡沫爆破，不少人因此
而傾家蕩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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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新能源的發展有政府支持，最壞的情況都未必有如科網股般糟糕，但前車可鑑，在此提醒各投資者在投資
前，務必先了解各新能源項目的特性，而非盲目跟從，有些人誤解大石油公司不參與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是基於自
私原因。其實傳統的國際能源公司是具前目光遠大，只是沒有輕舉妄動而已。

　　試想想，當傳統能源真正被淘汰而轉移發展新能源時，傳統的國際能源公司憑其雄厚資金及豐富經驗，不論管
理人員及技術層面上都佔盡優勢，而且它們亦一直有進行相關的研究工作，隨時可以調配人手發展新能源項目。故
此可以預見，將來領導性的可再生能源公司，也會是由傳統國際能源公司蛻變而成。

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教授兼香港能源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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