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長春社都市廢物政策立場書 

政府在去年發佈的資源循環藍圖中說: 「我們正知行合一，並決斷速行，為香港

訂立明確的目標和時間表，以推動「惜物減廢」的生活方式」一年已過，但藍圖

中的承諾卻未見成效。眼見二十年來香港政府在減廢問題上軟弱無力，態度懶

散，一次又一次未能兌現自己定下的減廢承諾，長春社對此確是痛心疾首，深表

遺憾。 

 

減廢工作，日積月累，一刻不能怠慢，更何況二十年。病入膏肓，要對症下藥兼

有全盤計劃，源頭減廢是治本之道。廢物徵費、生產者責任制、及減廢教育極為

重要，政府應投放最多的資源推動這些工作。其次是推動重用和回收的工作，回

收基金是一個好的開始，但全盤配套方可有效推動垂死的回收工業。 

 

推動「零廢物棄置」是眾多市民的理想，也是長遠的目標。但如要一步到位在短

期內成事，市民的生活模式和社會經濟均受巨大的影響。堆填不是管理廢物的最

理想方法，而且堆填區正吞噬我們寶貴的土地資源。焚化技術雖亦不是最佳方

法，但可以大幅減少廢物的體積，可解燃眉之急。現實情況是擴建三個堆填區及

興建現代焚化設施已到了不能再拖的關鍵時刻，但長春社亦不能容許當局就此過

關，對日後減廢問題敷衍了事，因此，本社會嚴正要求並密切監督環境局確切地

承諾以下減廢政策及回收措施，方不反對分階段擴展堆填區和興建焚化爐的方

案。 

 

減廢 

1. 廢物徵費 

 

 政府必須以按量計算的原則全面推行廢

物徵費，並盡快推行試驗計劃，最早於

2015年並不遲於 2017年全面落實所有都

市廢物按量徵費，並定期檢討收費水平以

體驗污者自付的精神，減少廢物 

2. 生產者責任制 

 

 政府必須嚴格遵守藍圖中為生產者責任

制定下的時間表，並應為其他廢物尤其是

包裝物料，(其它如橡膠輪胎、廢木材、

充電池等）於 2015-17 年間進行立法工

作，令減廢的工作趨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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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應就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進

行諮詢及立法的工作擴展至所有包裝飲

品 

3. 建築廢物 

 

 政府應馬上啟動建築廢物收費計劃的檢

討工作，並提升收費水平，並完善制度上

的漏洞，杜絕立非法傾倒建築廢物 

回收 

1.  社區綜合回收小區  政府應把所有的廢物轉運站及廢物收集

站的部份位置變成社區綜合回收小區，讓

社區有更好和方便的地方可以進行本區

的廢物分類及回收 

2.  香港本土環保工業鏈  除回收基金外，政府應訂立長遠及全面的

回收行業支援配套計劃。而在處理回收物

當中，必須以本地產生的回收物為優先 

3.  保障食物捐助及回收機關

的法例 

 由環境局牽頭推動並落實保障食物捐助

及回收機關的法例，讓更多的良心企業能

安心地減少食物浪費 

末端廢物處理 

1.  焚化爐技術  政府在選擇焚化爐技術上，應以最佳可行

技術為原則。社會參與的過程也十分重

要，政府應提供足夠和全面的資訊，列出

每種技術的優劣，而且要多向地區人士解

釋和諮詢市民意見，讓市民能在理性討論

後作出選擇。而在社區及生態補償方面的

工作，也不能馬虎了事。如果社會參與的

工作做得不好，只會引發抗爭，更不能解

決本港的廢物問題 

2.  轉廢為能  政府以轉廢為能作為推動焚化爐的口

號。長春社認為因焚化而產生的能源必須

能輸入電網讓市民使用才能達到轉廢為

能的目標 

3.  堆填區禁令  在 2022年前落實禁止把資源(包括所有可

回收物料及廚餘)運往堆填區 

 每年檢討減廢及資源藍圖落實的成效並

公佈檢討結果，按結果分階段擴建堆填

區，若成效不彰，政府將需投入等同「三

堆一爐」投放的資源在減廢及回收工作

上，以後堆填區的擴建計劃不能展開。每

年檢討雖可能帶來額外行政成本，但卻能

為政府帶來推動減廢的決心 



4.  加強監管非法堆填和執法  政府應改善「運載記錄制度」，透過利用

線上實時條碼制度，讓環保署及土木工程

拓展署能即日確認建築廢料已達堆填區

或公眾填料庫，減少非法堆填的事件。政

府亦應提高罰則以收阻嚇之效 

 

廢物管理不是單純的基建項目，涉及改變市民生活習慣，單靠一、兩個政府部門

難以成功推行，必須動員整個政府，由財政、執法，以至教育也要配合，才能成

事。 

 

長春社 

2014年 3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