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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瑞典的廢物管理政策  
 
 
1. 引言  
 
 
1.1 瑞 典 建 立 了 有 效 的 廢 物 管 理 系 統 ， 在 2011年 ， 全 國
只有 1%都市固體廢物以堆填方式處理，餘下的都市固體廢物則透過
循環再造／堆肥 1 (佔 48%)及焚化 (佔 51%)的方式處置 2，兩者所佔的

比例大致相若。近年，瑞典的廢物焚化發展已達致相當水平，以致

廢物原料的供應未能滿足焚化設施的需求，因此，該國開始從鄰近

國家進口廢物。  
 
1.2 本資料摘要旨在提供瑞典廢物管理政策的概覽，並特別探討

該國的熱能焚化處理技術，涵蓋範圍包括發展概況、能源回收過程、

監察及執行措施，以及國民對該項技術的接受程度。  
 
 
2. 廢物管理政策的規管架構  
 
 
負責機構  
 
2.1 環 境 部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負 責 制 訂 全 國 的 環 境
政 策 ， 並 統 籌 政 府 在 持 續 發 展 方 面 的 工 作 。 環 境 部 設 立 了

瑞典環境保護局 (Swed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作為協調及
推行環境政策及環保事宜的中央政府部門，它亦負責實施環境規例

和制定符合相關規例的指引。  

                                            
1 堆肥指以生物處理技術處理可生物降解廢物，以生產可回收產品。  
2 見 Eurosta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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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境部轄下設有郡行政委員會及市執行委員會，作為所屬

地區及地方的主管機關 3，負責巡查和執行瑞典的環境法例。

地方市政府亦負責收集及處理家居廢物，並制訂各市的環境衞生

計劃和地方廢物管理規例。  
 
 
相關規例  
 
2.3 瑞典的廢物管理政策主要以《環境法》(Environmental Code)及
《廢物條例》(Waste Ordinance)為依據。《環境法》通過保障人類健康、
保護環境和善用資源等原則訂立了促進持續發展的框架。該法例亦

載有具體條文，以規管廢物收集及處置、資源管理、許可證制度、

監管當局及違反相關規例的罰則等。《廢物條例》訂有規管廢物管理

的一般條文，以補充《環境法》。  
 
2.4 瑞典亦須依循歐洲聯盟 (下稱 "歐盟 ")發出的《工業排放指引》
(Industrial Emissions Directive)，該指引規定成員國須監管及減少工業
排放對環境的影響。為了將《工業排放指引》納入瑞典法律當中，

該國修訂了《環境法》，並實施  6 條新規例。廢物焚化主要受到新規例
當中的《廢物焚化規例》(Regulation on Waste Incineration)、《環境規例》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及 《 工 業 排 放 條 例 》 (Industrial Emissions 
Ordinance)的監管。  
 
2.5 《廢物焚化規例》訂明污染物的排放上限及相關的量度

要求，而《環保規例》則對環境有影響的活動 (例如廢物處理 )
訂立法規，涵蓋範圍包括監管、規劃及許可證要求等。此外，

《工業排放條例》訂明營運商有責任擬備基線報告，以及加強環境

巡查制度。  

                                            
3 瑞典全國分為 21個郡，其行政機關為行政委員會。在地方層面，瑞典有 290個市，
各市的執行委員會負責領導及統籌市政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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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瑞典的廢物處理  
 
 
3.1 瑞典一向致力推行環保措施及政策，尤其關注廢物處理

問 題 。 早 於 1969年 ， 該 國 已 制 定 《 環 境 保 護 法 》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ct)，規定新建的廢物處理設施須履行全面的環境責任。 4 
在 1990年代，瑞典訂立多項新規例，以加強生產者責任制的重要性，
以及集中力量推出措施，使堆填廢物減少。  
 
3.2 瑞典於 2000年 1月 1日引入堆填稅，以遏止在堆填區棄置
廢物，並鼓勵焚化及循環再造。該國隨後在 2002年、2003年及 2006年
增加堆填稅，令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率持續上升。瑞典分別

於 2002年及 2005年禁止在堆填區棄置已分類的可燃燒廢物及所有
有機廢物，這些措施尤其有助減少以堆填處置都市固體廢物。  
 
3.3 現時，瑞典的廢物管理系統受到歐盟的《廢物綱領指引》

(Waste Framework Directive)當中的廢物管理架構所管制。該廢物管理
架構訂出防止廢物產生是首要工作，其次為重用、循環再造及其他

回收方法 (例如透過廢物焚化方法回收能源 )。棄置廢物而沒有能源
回收 (例如堆填 )則是最後的處置方法。  
 
3.4 此外，瑞典的廢物管理為所有持份者釐定清晰的責任。

市 政 府 須 制 訂 廢 物 管 理 方 案 ， 並 負 責 收 集 及 處 置 家 居 廢 物

(生產者負責處理的產品類別除外 )。市政府可制定管理家居廢物的
地方規例。住戶負責把廢物分類及放置在市政府所設的各個收

集點。最後，生產者須處理來自其產品的廢物。瑞典的生產者

責任制所涵蓋的產品包括廢棄包裝、車輛、輪胎、再造紙、電池、

電器及電子產品。  

 
4 《環境保護法》於 1999年被《環境法》取代，《環境法》將 15項原有的環保法例綜合
成為綱領法例，在瑞典的持續發展的框架下，監管所有影響環境造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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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熱能廢物焚化的發展  
 
 
4.1 在瑞典，以焚化方式把垃圾轉廢為能已歷史悠久，它也是

處理都市固體廢物時主要採用的熱能廢物處理技術。其他熱能廢物

處理技術如熱解及氣化則很少在瑞典被採用，因為有意見關注到這

些技術被使用作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往績有限，以及處理過程的

能源效益問題。 5 
 
4.2 瑞典首座配備能源回收功能的廢物焚化設施於 1904年投入
運作。在 194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瑞典開始銳意發展地區
供熱網絡，在隨後數十年，這些網絡為能夠轉廢為能的焚化設施

提供熱能輸送渠道。在1970年代，由於瑞典非常依賴石油作為能源，
導致該國在 1973年的石油危機中大受打擊。為了應付危機，該國
大規模發展可以轉廢為能的焚化設施，並在能源組合中引入核能，

同時亦重推煤炭應用，以減少對石油的依賴。  
 
4.3 1985年，由於國民對廢物焚化設施排放二噁英日漸關注，
瑞典頒布暫停興建新焚化設施的禁令。經過政府全面檢討後，該禁令

於 1986年被撤銷，當局認為只要有關設施符合更嚴格的規定，便可
通過環境方面的要求。其後，當局推出多項與環境有關的新規定，

以防止焚化設施排放二噁英、重金屬及其他污染物。結果，在當時

27座設施中，20 座須重建以改善焚化設備，並安裝當時最先進的煙
道氣體處理系統，至於其餘  7 座設施，則因環境及經濟理由而關閉。 

 
5 見 Global View of Waste Management by Antonis Mavropoulo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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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於上述背景，焚化技術自 1980年代中期開始便發展成為
更清潔及更環保的廢物處理方法，當中大部分的有害副產品會在

焚化過程中被破壞。此外，多項於 2000年代上旬推出的有利政策
更使廢物焚化發展成為瑞典最常用的廢物管理方法。瑞典於 2000年
引入的堆填稅，成為減少都市固體廢物送往堆填的主因，並同時推動

了循環再造和廢物焚化。隨後在 2002年及 2005年，瑞典分別禁止以
堆填處理已分類的可燃燒廢物及所有有機廢物，亦有助廢物焚化的

發展。  
 
4.5 2006年，瑞典政府引入家居廢物焚化稅，以推動廢物回收。
開徵焚化稅使焚化設施營運商提高焚化的入閘費，影響了都市固體

廢物的焚化量。焚化稅最終於 2010年取消。自此，廢物焚化在整體
廢物處理當中所佔的比例逐步增加； 2011年，經焚化的廢物
達220萬公噸，佔瑞典處理的都市固體廢物的 51%。 6 
 
4.6 近年，隨着新設施投入運作和現有設施擴大產能，瑞典的

整體焚化產能日漸增加。現時，全國設有 33座焚化設施，每年可處理
約 600萬公噸廢物。然而，注重減廢及回收的瑞典人現時所產生的
廢物量已不足夠供應焚化設施對廢物原料的需求。為了提供足夠的

廢物原料，瑞典最近開始從歐洲國家每年進口約 80萬公噸廢物，當中
有大量廢物來自鄰國挪威，原因是挪威輸出廢物較在當地焚燒

便宜。過程中挪威付費給瑞典以焚燒入口的廢物，而夾雜了重金屬

及其他污染物的灰燼則送回挪威作有效處理。  

 
6 見 Eurostat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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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回收  
 
4.7 在瑞典，所有廢物焚化設施均可以生產電力及／或熱能兩種

能源。產生的熱能會透過地區供熱網絡輸送到城市，以供應熱力和

熱水；而產生的電力則在電力市場上銷售。為達致最高效益，有些

設施採用熱電聯產系統以同時生產熱能和發電。瑞典設有完善的

地區供熱網絡，出售熱能成為熱電聯產設施最主要和最可靠的收入

來源。  
 
4.8 2012年，經廢物焚化產生的能源最少達 14.7太瓦時 7，當中

13太瓦時用於供熱，可滿足約 81萬住戶的熱能需求，或佔地區
供熱系統總產熱量的 20%。 8 另外的 1.7太瓦時則用於發電，所產生
的電力可滿足接近 25萬家庭的需求。  
 
 
監察及執行措施  
 
 
環境許可證  
 
4.9 根據法例，廢物焚化設施如處理有害廢物，或處理非有害

廢物每年超過 50公噸，便須申領環境許可證，方可運作。焚化設施
如在運作時的輸入功率超過 20兆瓦，也須申領環境許可證。
環境許可證列明獲許可設施在環境影響方面的規管條款，例如

排放污染物的許可量等。環境許可證由郡行政委員會或土地及

環境法院 (Land and Environmental Court)發出，視乎處理廢物的種類及
數量而定。 9 

                                            
7 太瓦時是計算電能或熱能的能源單位。  
8 見Avfall Sverige (2013b)。  
9 進行 "A類活動 "(例如處理超過 2 500公噸的有害廢物 )的焚化設施須取得由土地及
環境法院發出的准許證，進行 "B類活動 "(例如處理少於 2 500公噸的有害廢物 )的焚化
設施須向郡行政委員會申領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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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在申請環境許可證時，必須夾附建議興建的焚化設施的環境

影響報告。該報告須提交予相關的發證當局，有關當局會進行調查

和徵詢主要持份者 (例如市環境委員會及當地居民 )的意見。  
 
 
呈報  
 
4.11 焚化設施如每年焚燒非有害廢物少於 50公噸，或使用的輸入
功率少於 20兆瓦，則可豁免申請環境許可證。然而，設施營運商
仍需向相關市政府的規管當局呈報資料，當局可命令營運商實施

若干措施，以紓減或防止廢物焚化對健康及環境的影響。  
 
 
自我監察及提交報告  
 
4.12 為使廢物焚化設施符合法例，當局強制要求設施營運商設立

自我監察制度。設施營運商亦須向郡行政委員會提交周年環境

報告，當中須陳述根據許可證的批准條款所採取的措施，以及這些

措施的成效。  
 
 
罰則  
 
4.13 根據《環境法》，任何廢物焚化設施營運商若對環境造成

污染，以致損害人類健康、動物或植物，或對環境造成嚴重損害，

可被裁定觸犯環境罪行，且被罰款及／或監禁。  



立法會秘書處  IN05/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8  頁  

公眾對廢物焚化的接受程度  
 
4.14 廢物焚化在瑞典廣為大眾接受，有部分焚化設施更鄰近

住宅區或市中心。例如， Högdalen 設施及若干附屬設施均鄰近
住宅區，它們為首都斯德哥爾摩提供主要所需的熱能。 10 在瑞典
第二大城市哥德堡， Sävenäs 設施鄰近市中心，可從進入該市的
高速公路上清楚看見。 11  雖然廢物焚化廣為公眾接納，然而，
大部分瑞典人仍寧願以循環再造來處置廢物。  
 
 
 
 
 
 
 
 
 
 
 
 
 
 
 
 
 
 
 
 
 
 
  
譚瑞萍  
2014年 2月 26日  
電話： 2871 2146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 該 等
資 料 摘 要 作 為 上 述 意 見。資 料 摘 要 的 版 權 由 立 法 會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下 稱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
所 擁 有 。 行 政 管 理 委 員 會 准 許 任 何 人 士 複 製 資 料 摘 要 作 非 商 業 用 途 ， 惟 有 關 複 製 必 須 準 確
及 不 會 對 立 法 會 構 成 負 面 影 響，並 須 註 明 出 處 為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
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10 Presseurop (2011)。  
11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2013)。  

http://www.presseurop.eu/en/content/article/670281-europe-s-happy-rubbish-coll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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