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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的目標是成為亞太區電力工業具領導地位的投資者和營運商，採購活動是集團達標的主要關鍵。與我們擁有共

同理念的供應商等同集團的成員，為我們的業務作出重要貢獻。因此，中電致力與這些供應商建立長遠合作關係。

集團的採購活動規模龐大，單是香港的採購支出總額便高達60億港元，其中尚未包括燃料費用。如下列圖表所示，

採購的範疇來自全球各地的多種貨品和服務。

我們首選的供應商和業務夥伴，必須秉持崇高的道德標

準、致力推動可持續發展、有良好的「安健環質」（安全、

健康、環境及品質）表現、價格具國際競爭力，以及符合

中電要求的其他表現。我們希望與首選的供應商建立商

業可行的策略性合作關係，在業務上取得競爭優勢，並

為業務有關人士創優增值。我們更希望維持這些關係，

為各方提供長遠利益。

2006年

在過去一年，集團不斷改善供應管理系統和採購程序，

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措施是推出中電的「採購活動的價值

觀及原則」，以說明集團所有成員在採購過程中所應用的

價值觀和原則，有關詳情可於中電網站查閱。我們鼓勵

供應商、業務夥伴等人士與我們在商業往來上，秉持和

我們相同的誠信標準和透明度。在「採購活動的價值觀及

原則」的框架下，我們於2006年推行了多項採購措施，

包括：

‧ 擴大以風險為本的「積極採購程序」的應用範圍，按照

不同業務單位的督導委員會所訂立的指引，由跨職能

小組作出採購決定。這個方法已成為中電的採購常

規。

‧ 為涵蓋整個集團的供應合約爭取折扣，此舉帶來財務

利益之餘，更可加強集團與主要供應商的關係。

‧ 將共佔集團採購值80%的供應商，納入集團的「供應

商評估制度」(SAS)。透過SAS，中電可從公司的整體

角度出發，定期評估供應商的表現，而供應商亦有機

會對中電表現作出建議。

燃料供應

為了向購電商和客戶維持可靠供電，中電的發電廠必須

不斷得到足夠的燃料供應。燃料也是中電集團最大的單

一營運開支項目。2006年內，光是在香港，中電發電廠

每日耗用的燃料費用（不包括大亞灣核電站的核燃料費

用）平均約為12百萬港元。我們的燃料採購政策主要受

三項因素影響，分別為燃料供應可靠性、價格和環境管

理表現。

中電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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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力業務方面，我們透過下列途徑確保燃料供應穩

定可靠：

‧ 採用多元化燃料組合，包括煤、天然氣和核能；

‧ 以均衡的定期和現貨合約組合，優化燃煤採購策略；

‧ 主動積極地管理和發展與供應商的關係；

‧ 維持燃煤和燃油的策略性庫存；

‧ 保持青山發電廠和龍鼓灘發電廠運作的靈活性，包括

以雙重燃料發電；及

‧ 維持多方面的燃料供應來源，避免依賴單一供應或供

應商。

下圖顯示香港發電業務在2006年的不同燃料供應來源。

對香港以外的燃煤發電資產，例如和平電廠及BLCP電

廠，我們秉持相若的燃料採購原則。澳洲雅洛恩電廠在

廠址鄰近擁有專用的露天褐煤礦場，為電廠提供穩定的

發電燃料，其蘊藏量可應付雅洛恩電廠預測在未來至少

25年的燃煤需求。

TRUenergy擁有多份長期燃氣合約，為轄下燃氣發電設

施和燃氣零售客戶供應燃氣。有關合約與多家主要燃氣

供應商簽訂，使我們可享有來自不同氣田的氣源。此

外，TRUenergy多間燃氣發電廠亦貯存了液態燃料作後

備用途。

雖然全球能源價格上漲，但大亞灣核電站和龍鼓灘燃氣

發電廠因早有長期的燃料供應合約安排，並未受到現貨

能源價格波動所帶來太大的影響。然而，煤價自2003年

起以前所未見的幅度上升，對燃煤發電廠造成壓力。經

濟持續增長，加上區內新燃煤發電廠相繼落成，均刺激

燃煤需求，使煤價在2006年持續高企。此外，鐵、鋼等

行業對大型航運需求殷切，刺激運費上升，更令燃煤運

費成本高企及大幅波動。

中電採購超低硫煤和潔淨天然氣等環保燃料，務求提升

集團的環境管理表現。我們已將環境管理表現視為採購

決策的一個主要元素，並為燃料供應程序其中一環。我

們會持續評估現有供應商的環境管理表現，包括發出問

卷、評審他們的政策宣言和管理系統。中電管理人員也

會透過實地視察，檢討供應商的環境管理表現，並確定

他們向中電披露的環境管理措施得到有效的執行和重

視。

BLCP電廠的燃煤供應及運輸合

同簽約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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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為了持續提升採購程序以向世界級最佳作業典範看齊，

我們須要推行三項策略性措施，包括加強與供應商的關

係、爭取內部客戶支持，以及提升內部效益。

展望2007年及未來，我們將繼續：

‧ 要求中電集團成員分享和採納最佳採購實務；

‧ 加強供應管理方面的資源，並培養學習文化 ；

‧ 爭取內部客戶支持，就改善措施的優先次序達致共

識；

中電要求供應商定期評估中電的表

現，這項協作計劃對中電來說有甚麼

好處和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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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中電集團內外參與有關採購知識或最佳作業典範的

發展、分享和應用；及

‧ 與秉持相同價值觀，表現符合集團期望的供應商和業

務夥伴，建立和維持長遠關係。

向前展望，我們會繼續從集團層面管理與燃料成本和供

應有關的風險，包括保持多元化燃料組合、在未作出投

資前先確保燃料供應可靠，而且價格可以負擔。在可行

情況下，於購電協議訂明機制，一旦燃料價格變動，讓

公司可對電價作出相應調整。

「供應商評估制度」的目的是改善我們的供應及採購程序，從而提

升中電和供應商的營運效益。這個計劃自2004年推出以來，一

直獲得好評。對中電來說，當中有兩個難處，其一是鼓勵特別是

以香港為基地的供應商，對中電的表現作出誠實評估，並讓他們

有信心，集團會真心誠意接受建設性的批評。第二是妥善平衡雙

方推行這項協作計劃的承擔，避免落實改善措施的責任完全只在

供應商身上，而中電負責的部分極少。我們在這兩方面均取得進

展，因為供應商開始明白，中電已下定決心不斷改善表現和積極

取得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