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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秀蘭議員： 

如果環境局的三堆一爐建議被批准的話，香港在未來數年內，一定會重溫舊夢面對擴建更多

垃圾堆填區及興建多一兩個焚化爐的要求. 像過去, 局方依然不會執行有效垃圾分類、收集、回收等重

要的首輪程序, 將所有精力投入興建焚化爐上. 基本的問題依然存在. 環境局在 2012 年時被拒絕過這個

要求受到同樣的批評，但他們仍沒有改善，依然我行我素。將所有精力投入興建焚化爐上 

環境局要求擴建垃圾堆填區，及興建焚化爐. 但這不會解決香港的廢物處理問題。它只能處

理最明顯的問題──堆填區飽和，而非問題的根源──送往堆填區的垃圾數量。 

廢物管理有以下重要過程：收集和分類垃圾、運送已分類和可回收垃圾到所屬地點、將垃圾

送往堆填區或進行焚化。雖然有些國家例如荷蘭和瑞典仍普遍用焚化爐處置廢物，但她們對於收集及

分類廢物、將廢物循環再造等有周詳計劃，並沒有忽略整個廢物管理源過程。 

但這環境局過去 7 年只致力研究建一個焚化爐，耗資數千萬元给顾问做許多可行性研究，而

這卻是廢物管理過程的最後一環。對於回收、分類及運輸這些管理廢物的關鍵問題卻一字不题. 

在香港，廢物從住宅和商業樓宇被收集，再送到垃圾收集站，最後才送往棄置於堆填區。市

區現有 159 個垃圾站，鄉郊地區約有 2,700 個。垃圾收集站是處理廢物的第一把關口控制點和垃圾分

類機會。但環保署顯然沒花精力研究有何種設施、技術及管理過程可用於垃圾收集站，以分類出更多

可循環再造的廢物，也沒有聘顧問研究這個問題。更糟的是，因為垃圾收集站是由食物環境生署管

理，但兩個部門之間沒有認真協調，以改善垃圾收集站的基礎設施和管理，以致垃圾收集站仍只是一

個放滿黑色膠袋，暫存未經分類且準備送往堆填區的垃圾的地方。 

自 2002 年以來回收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在全港設置超過 16,000 三色回收箱，收集可回收的

物料，如紙張、金屬和塑膠。然而，收集得來的物品會被如何處理卻是未受監管。這些回收箱設置

後，每年收集到的可循環再造廢物的數目最多只是約 700 噸，少於本港每年產生的總垃圾量的 0.02 

% 。這些回收箱好像只是裝飾品，它們對回收的貢獻可說是微不足道。同樣，這問題沒有獲認真研究

及咨詢。未有與食物環境生署協調管理這些回收箱。環境保護署現在斥資 10 億在每區新成立「社

區回收中心」，同樣，這些中心也像是展覽櫃，未能對回收起甚麼實際作用，因這依賴人們自動自覺

將可回收垃圾拿到地點極不方便的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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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的目標是於 2022 年前，將個人平均均產生的廢物減少 40%，即由 2011 年的 1.27 公

斤，減少至 2022 年的 0.89 公斤，但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這目標要依賴全港進行廢物收費，然而這

最快也不會在 2016 年前實行。重要的是，環境局還沒有研究垃圾站及其他回收設施需要進行怎樣的

規劃，以支持任何廢物收費計劃。 40%的減排目標純粹是參考台北和南韓對廢物收費計劃的經驗而

定，但卻沒有考慮需要收集、整理和回收設施的配合，才能成事。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告訴你，除非現在批准該焚化爐項目，否則香港會在數年內被垃圾包圍。

他又告訴你，除了在石鼓洲興建焚化爐，就別無選擇。 

如果情況真的如此迫切，為什麼不選址在堆填區附近興建，而是在一個需要多花 2 至 3 年時

間建造、耗資多 47 億元以上的地方？ 

如果石鼓洲是興建焚化爐的正確位置，為什麼黃局長不告訴你，他自己的顧問其實在 13 指

標中的 12 個，，都認為屯門的曾咀比石鼓洲口適合？ 

如果地理分佈對焚化爐位置而言是重要，為什麼該局在 2007 至 2010 年從來未提及這一點？

反而於 2011 年突然提出？。 

如果在一個島嶼上興建焚化爐是如此的合乎成本效益，為什麼黃局長不告訴你，這焚化爐的

成本其實比荷蘭同類型焚化爐高 50％以上？ 

如果焚化爐有廣泛的民意支持，為何環保署要靠一個匆忙形成的機構幫忙？這就是 ”可持

續的廢物管理政策發展聯盟”，聯盟的學者都沒有做焚燒和離子氣技術的研究. 事實上, 聯盟內專業成

員是在施工，諮詢，環境和工程項目的企業有關係的，或跟政府有緊密相連的組織有關係. 一位聯盟

成員是盧偉國議員, 是環境事務委員會會員，但他屬於一個支持這項目的團體, 這不就是利益衝突？另

一位聯盟成員是李炳權先生. 他是 AECOM 的技術董事. AECOM 已經從焚燒爐項目中獲到浩浩蕩盪的

利潤。這不就是利益衝突？ 

香港更迫切需要一個全面的方案去進行廢物分類、收集, 運輸及回收。只處理焚化爐及垃圾

堆填區等問題不是解決根本辦法。我們仍然有機會, 開發一個成功的廢物管理政策於首段, 中段及末段

之間取得平衡，以得到成本更低、更有效和更持久的效果. 忘羊保奴, 尚未晚已。 

 

一個關心香港的公民， 

任憲邦博士 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