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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來魚與熊掌不可得兼，追求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往往需要各方面的配合。對於一個方案，假若社

會有迫切需求，而同時有政策減輕副作用，我們是有責任支持，回應社會的需要。故此，本會歡

迎「三堆一爐」基建項目。 

 

從逼切性來看，現有堆填區會在2020年前飽和是不爭的事實，興建新廢物設施已是刻不容緩， 

若果大家再三推搪拖延，試問會是垃圾圍城的最終受害者? 答案呼之欲出。 

 

從競爭力來看，東京、台北等與香港近似的城市，都設有廢物焚化爐。實例勝於雄辯，本會去

年曾親身到訪東京的焚化廠，除了發現週糟空氣質素良好，廠房更可以焚燒垃圾為鄰近社區

供電。反過來，香港卻依舊原地踏步，更有機會陷入公共衛生危機，試問香港在國際舞台上

的型象會變成什樣? 

 

從實際面來看，「三堆一爐」尤其是綜合廢物處理一環，除了垃圾焚化，還有綠化、發電及教

育用途，製造建造業、環保業工作機會，各方面相得益彰，故絕非洪水猛獸。 

 

由此可見，不論擴建堆填區抑或建設焚化爐都是社會需要的。 

 

有人認為，擴建新界東南堆填區無疑為鄰近民居再添煩惱。可是，若果新堆填區只接收無氣味

的建築廢物，除了減少臭味，亦可令堆填區的運輸車減半，大大減低空氣污染。而且，未來

香港基建處處，堆填區的建築廢料可被重用，為人工島造地、節省成本，一舉三得。 

 

換個角度，社區多一樣厭惡設施，但換來的是更多綠化及康樂配套，亦有環境局更嚴謹的監控

及保障。雖然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但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呢 ? 

 

若要避免垃圾圍城，興建「三堆一爐」有切實的需要。環保署素來的綠化、水質工程成效有目

共睹。故本會對這工程投下贊成的一票。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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