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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惜地球 

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政策之立場及建言  

2017/3/23 

 

 

綠惜地球歡迎環境局向立法會提交都市固體廢物按量徵費條例草案，認為這是邁

向減廢的關鍵一步，實現 2022年減廢 40%的目標。本會期待立法會能在本屆政

府結束前完成一讀及成立草案審議委員會，爭取 2019年內實施法案。 

 

本會又整理了社會就垃圾收費政策的三大關注點：即收費水平、關顧基層和監管

非法棄置。對此，本會提出建言，以利政策推行。 

 

一、 收費水平 

 

環境局指出，未來的指定垃圾膠袋，每公升容量收費 0.11元。對此，有意見認

為收費不宜太低，否則無阻嚇力，也有擔心收費導致市民百上加斤。經濟負擔是

一回事，但比照鄰近城市的家居垃圾人均產生量(即棄置量+回收量)，香港竟較

首爾和東京都分別高出 36%和 76%，反映垃圾問題，不可繼續坐視不理。 

 

綠惜地球指出，政府有責任處理城市廢物，但不意味要為製造過量廢物者埋單找

數。大家必須體認，處理廢物本來有價，過去很多人只不過吃著免費午餐。 

 

 
資料來源：《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 

 

本會依照環境局所提收費標準，以一個三人家庭每日使用一個指定垃圾膠袋計

算，羅列出家庭每月、每日及人均開支，反映實際經濟負擔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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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每個家庭每天使用一個 10公升垃圾膠袋為例，每日家庭開支為 1.1元、人均

花費不到四角。按環境局假設實施收費後可減廢 20%推算，則部分家庭更可以轉

用容量更細的垃圾袋，減省開支。 

 

對一般家庭而言，每日支付「幾毫子」，是否過份？倒過來說，應該問這個金額，

對中產階級來說，又能否起足夠的減廢誘因？本會認為，當局訂定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水平為每公升 0.11元，已經是退無可退的底線，不然無法產生減廢的經濟

誘因。 

 

三人家庭指定垃圾膠袋開支一覽 

垃圾袋容量 每月家庭開支 家庭每日平均開支 每位成員每日開支 

3公升 9元  0.3元 0.1元 

5公升 18元 0.6 0.2元  

10公升 33元 1.1 0.37 元 

15公升 51元 1.7 0.56元 

20公升 66元 2.2元 0.73元 

35公升 117元 3.9元 1.3元 

 

台北市和新北市先後在 2000年和 2010年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至今人均垃圾收

集量大減七成，並且在今年三月初稱，每戶每月平均購買專用垃圾袋的開支為

30多元新台幣，不到 10港元，金額約為香港的三分之一 (台北平均家庭人數為

2.57人)，這意味認真減廢，垃圾膠袋費用可以大減。 

 

 本會建言： 

 

➢ 派發適量垃圾袋：在落實收費初期，政府可免費派發適量的收費垃圾袋，讓

公眾熟習運作，減少反對聲音。 

 

二、 關顧基層 

 

談到垃圾袋開支，自然觸及對綜援戶、N無人士等經濟負擔的討論。可持續發展

委員會《減廢－收費·點計？》文件指出，寬免措施在海外並不多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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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減廢－收費·點計？》 

 

綠惜地球認為，關顧基層是社會應有之義，但基層也有履行公民責任的義務，因

此不應豁免。 

 

 本會建言： 

對經濟困難的綜援人士，提供適度支援，減輕經濟負擔。 

➢ 例如，假設向有需要的綜援戶每月發放 10個 10公升的特定垃圾袋，垃圾袋

開支便可減少三成以上，每月實際支出 22元，或人均每日 0.24元。 

 

➢ 就 N無人士及其他有特別需要者，可透過關愛基金予以支援；而環保和社福

團體，亦可向公眾徵集指定垃圾袋，轉贈相關人士，關懷送暖。 

 

三、非法棄置 

非法棄置垃圾，可以發生在公私型樓宇的私人場地，也可以出現在街道和郊野，

政府是否有效監督，是政黨、公眾普遍擔心的一環，也是政府的必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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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建言： 

 

➢ 成立減廢大使隊伍：減廢大使的任務，是在法例實施過渡期，向相關持份者

宣傳及作出監督。這個持份者，可以是公私屋苑的物管、住戶、單棟樓的街

坊、可能是棄置「糯米雞」大袋垃圾的商鋪等。類似的大使角色，在台北推

行「隨袋收費」初期也有推行。其關鍵作用如下： 

 

1. 提高持份者的減廢意識，減少「耍賴」說不知道有收費計劃的藉口； 

2. 增加對食環署等前線執法人員的支援。因為有減廢大使協助監察街上非法

棄置行為，減輕法例落實初期的執法壓力； 

3. 對政府財政不構成長遠負擔。減廢大使隊伍編制屬過渡性質，主要在法例

推行的過渡期執行任務。 

 

➢ 檢討及總結 CCTV監察成效，若效果良好，宜適度增加裝置； 

 

➢ 改革垃圾站及綠在區區等公共空間，加強發揮減廢及分享資源功能； 

 

➢ 成立樓宇減廢成效數據庫：收集及分析公私型樓宇的減廢成效，提煉減廢的

成功經驗，並對減廢成效較遜的樓宇提供針對性的支援； 

 

➢ 體制上，下任特首應積極推動改組政府部門，把食環署處理垃圾的潔淨組撥

歸環保署，一條龍發揮減廢、回收及廢物收集的功能，避免目前兩個部門割

裂的分工； 

 

➢ 健全回收系統，支援回收行業；盡早落成廚餘處理廠；落實生產者責任法規

等，這都是該做而未盡完善的重要工作。 

 

查詢：朱漢強  

電話：3708 8380 

網頁： http://greenearth-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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