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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亞洲電動車之父」 剖析新能源車輛 
為達到2050年零碳排放的目標，特區政府近年銳意推動新能

源車輛的市場發展，包括電動車和重型氫能車。被譽爲「亞

洲電動車之父」的香港理工大學電動車研究中心主任兼傑出

講座教授陳清泉認為，現時在市場營運和配套裝置上，電動

車發展較成熟，而使用「綠氫」的氫能車因採用再生能源製

氫，也可達致零碳排放，但技術發展尚未完全成熟，屬未來

的發展目標。  

交通工具的碳排放量佔全香港排放總量19%，因此推動交通

工具使用更清潔能源，能有效減少本港碳排放總量。特區政

府推動的新能源交通工具，目前主要是電動車和氫能車兩種。電動車發展較成熟，據環境保護署資料，截至

2024年6月底，在道路行駛的電動車數目，包括巴士、小巴、的士及私家長，超過9萬部。氫能車方面，私家

車暫時未有，公共交通工具中目前只有城巴引入首輛雙層氫能巴士，7月中首輛氫能巴士已行走多條隧道，另

外，香港下半年將啟動氫能洗街車試驗計劃。到底哪款新能源車輛目前較適合香港市場?  

低廉電價 有利電動車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學電動車研究中心主任兼

傑出講座教授陳清泉，研究新能源車輛多年，有「亞洲電動車之

父」之稱，他從多方面入手，比較兩類新能源車輛。首先，從能

源價格和特性方面出發，陳教授指出，電動車動力來自鋰電池，

操作簡單，氫能汽車則靠氫氣結合氧氣形成動力，操作較複雜，

成本高。 

他表示，鋰電池電動車的充電開支較低廉，但也視乎當地電價，

例如北歐，電力很便宜，所以挪威電動車比例高達80%至90%，

法國核電普及，電價低，所以電動車也很普遍。至於香港，他表

示香港電價也低廉，適合電動車發展。 

因此，陳教授認為乘用車及大部份商用車以電動車較划算，成本

較低;不過，氫能車的能量密度（energy density）高，續航力

高，在應付重型、長途及爬坡等特別運輸需要較有優勢。  

充電站 較易安裝  

若論配套設施，電動車和氫能車也各有不同。資料顯示，電動車充

電設備簡單，在市中心停車場、路邊均可設充電站，補充能源的成

本比汽油、氫能更便宜、更方便; 至於氫能車的加氫站，因安全的緣

故須與公路、民居有一定的安全距離。 

香港機電工程署今年2月公佈的《加氫站實務守則》說明，加氫站的

設置，須距離低密度住宅/工商物業/康樂設施25米，距離高密度住

宅/教育機構/ 醫院須達50米。 

陳教授認為，輕中型車如私家車、的士等，在市區和郊區均有機會

行駛和補充能源，所以兩處地方皆要有能源補充站才可運作暢順，

由於充電站限制少、易建造，市區或郊區也隨處可建;反觀加氫站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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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求高，大廈密集的市區較難興建，不利於氫能車在市區行駛時補充能源，所以電動車是輕中型車的首

選。相較之下，重型及長途車輛可以在遠離市區的地方補充能源，正合要在遠離市區設加氫站的氫能車的特

點。 

電動車產業鏈較成熟   

如果就市場發展而言，陳教授認為電動車發展較氫能車成

熟，他最近到新加坡，與當地業界會面，他透露，東盟國家

利用中國的技術，在東南亞設廠生產電動車，將有利可圖，

他認為這是香港商人的好機會，並建議香港商人可把中國的

電動車技術送到東南亞。 

陳教授說，東南亞5個主要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新加

坡、菲律賓都有電動車組織，泰國和馬來西亞汽車製造能力

最高，但印尼市場最大，東南亞希望利用中國技術，先生產

低端電動車，稍後再生產高端電動車。他應印尼電動汽車工

業協會的邀請，於今年9月12-13日在峇里島舉行的電動汽車

大會作主旨演講，論述世界電動汽車發展趨勢，介紹中國電

動汽車快速發展的歷程，其技術路線和相應政策，發展各階

段遇到的問題及有效解決措施。印尼總統和領導官員均出席

該會議。 

陳教授又指出，香港的大學也不斷研究改進電動車相關的技術，如陳教授主管的理大電動車研究中心，正研

究優化電動車和充電設備，包括無線充電和「邊走邊充電」等項目。 

綠氫灰氫有分別 

陳教授指出，氫能車現階段最大的難題，是成本太高。他

補充，利用風電、太陽能等再生能源產生的氫能叫「綠

氫」，不造成任何碳排放，是最環保的氫能，但因太陽

能、風電等供應不穩定，加上製造「綠氫」的電解程序及

之後儲存、運輸「綠氫」的工序均成本高昂，仍有待發

展。至於現時市場應用的氫能車多使用「灰氫」，這些由

化石燃料產生的氫氣，仍然可用作氫能，但因生產過程會

製造二氧化碳和其他碳化物，有碳排放，一樣造成溫室效

應，並非環保的能源;所以，大家要記住，「綠氫」而非

「灰氫」才是終極的零碳氫能目標。 

陳教授估計，氫能車要發展成熟，形成產業鏈，估計需時

10年至20年，在此之前，氫能會較昂貴，這如同10年前的

電動車。不過，他認為電動車和氫能車要同步發展，最終

由市場決定，哪一類車哪種能源最環保及最具成本效益。  

 

理大電動車研究中心研發「邊走邊充電」設備 

綠氫和灰氫的產生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