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   程   界   社   促   會  
Association of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Society Ltd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2012年3月26日〕 

工程界社促會 

就《「減廢、回收、妥善處理廢物」：廢物管理策略各項主要措施的最新進展》

的議題所發表的意見 

為我們製造的廢物找個好歸宿 

 

政府推出的「減廢、回收、妥善處理廢物」管理策略尚未如理想，既未能徹底解市民所困，

還需為可持續發展努力。策略的減廢及回收的目標不夠進取，推展過程略嫌緩慢，還需要加

大力度教育公眾、加强回收硬件設施、推動地區回收、推廣以物易物及廚餘回收、落實生產

者責任計劃，例如塑膠購物袋徵費第二階段和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透過前線政

府部門的網絡推動減廢等。在處理廢物方面，政府計劃引入現代化管理設施，即高温低污染

焚化爐，然而選址又是考慮設立於厭惡設施林立的屯門。但仍需要擴建現在的將軍澳及屯門

垃圾堆填區，以應付3大類型廢物，包括：(1) 焚化設備規模以外未及處理的都市固體廢物；

(2) 不可焚化的廢物，如建築材料；及 (3) 經焚化的垃圾所餘下的灰燼。建議擴建的堆填區

靠近新市镇，嚴重影響民生，招致强烈反對。如何為廢物找個好歸宿是整個策略成敗的要點。 

 

垃圾焚化是核心技術 
 
垃圾堆埋後產生的長期土地沉降不穩定、臭氣、污水等衛生環境問題頗為嚴重，是沒有一個

社區願意接受的。台灣及新加坡採用多種廢物管理方案，包括: 垃圾源頭分類、廢物回收、

循環再用、污染者自付政策、垃圾焚化等。一些城市更決心爭取達至「零堆填」的廢物管理

目標。從前，當焚化技術還是沒有那麼先進的時候，焚化廢物往往會排放出二噁英、廢氣及

灰燼等，造成許多環境污染的問題。隨著科技的進步，新一代的焚化設施是可以符合現代嚴

謹的排放標準。發達城市如東京、漢堡、新加坡、台北及巴黎等都使用新一代的焚化技術去

處理廢物。有些焚化爐，根本是非常受歡迎的環境旅遊點，而居民的房屋是接近焚化爐圍牆。

我們支持香港應盡快採用新一代的焚化方法來處理廢物，又可以用來教育下一代。 

 

垃圾焚化轉廢為能可取 
 
我們認為政府應盡快興建高温低污染的焚化設施，既減少填埋區温室氣體排放，又能轉廢為

能，雙重效益。據估計，全港產生的固體廢物足以提供5%的本地總電力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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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建現有堆填區不道德 
 
政府估計三個策略性堆填區會在 21 世紀 10 年代初期達到飽和，比原先估計的時間更早。為

了急切應付堆填區的不敷應用，當局計劃擴建現有的三個策略性堆填區，並打算先從清水灣

郊野公園劃出 5 公頃的土地作為鄰近將軍澳堆填區擴展之用。這計劃將對鄰近環境構成一定

的影響，鄰近居民及環保人士因此而作出強烈的反對是合情合理的。把本港部份珍貴的郊野

公園改為堆填區擴建會影響環境，是不道德的，而絕不可取。 

 

厭惡設施匯聚屯門不合理 
 
雖然環境影響評估估計焚化廠不會對屯門環境及區內市民健康產生不良的影響，但是

政府每次都將厭惡性設施選址在屯門，影響屯門居民生活健康和進一步發展。區內厭惡性設

施數量早已為全港之冠，現又有計劃於未來幾年在區內興建污泥焚化厰、火葬場、骨灰龕、

中央垃圾焚化爐及超大型擴建垃圾堆填區等，使人認為政府多年來都妄顧屯門區居民感受，

漠視居民的反對意見。地區產生強烈的反對是理所當然的。 

 

期待創意及智慧的出現 
 
設施不足及居民强烈反對這「兩難」局面的產生，往往是由於以前缺乏周詳的全港性總體規

劃所致。而選址純賴科學的方法，例如環境影響評估等，可能低估地區居民的反應。所以

在厭惡性設施規劃的前期，有需要預先進行社會影響評估，清楚瞭解居民的感受及意見，

以便制定方案，滿足各方要求。政府需要體諒地區居民的不滿及充份照顧他們合情合理

的要求，當中最主要的原則是首先採取有具體方法、有實際設施來改善長期受影響地區

居民的生活質素，然後才討論在該區興建厭惡性設施。借鏡外國經驗，美化厭惡性設施外

觀、加強風險保障、興建地區文康體設施、其他環境補償建議、及將厭惡性設施分散興建等，

都能起動舒緩作用。最後，我們期待見到創意的方案及智慧的出現，既得到居民的支持，又

使急需的設施可以早日落成。 

 

選址可考慮維港以外人工島 
 
發展局現在正就「優化土地供應策略」作公眾參與活動，其中建議在長洲以南填海造地建立

土地儲備，接收處理全港每天產生剩餘的建築廢料和污染海泥。長洲南的人工島是環境影響

最少、最有創意、及提供最多土地的方案。由於遠離市區及新市鎮，它更可作新的垃圾堆填

區，高温低污染的垃圾焚化設施及其他厭汚設施選址，以釋放市區相關用地，一舉兩得也。

政府宜及早研究可行性，發展局及環境局不能採取「各顧各」的政策，應互相協調，共同計

劃用地選址，既可減少擾民，又可節省公眾參與的人力物力。 

 

事實上，香港也過分依賴堆填區作為處理固體廢物的辦法，現在應該是決心改變的時候，盡

快落實多元化廢物管理方案，仔細參考和吸納其他發達城市多種廢物管理方法的優點，令到

香港達到「零堆埋」目標，為我們子孫後代保持可持續發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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