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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摘要  
 
 

香港的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1. 引言  
 
 
1.1 在過去 30年間，香港都市固體廢物 1 量增加近 80%，同期人

口增長僅為 36%，而本地生產總值只增加了兩倍。更重要的是，人

均每日都市固體廢物量亦由 0.97公斤上升31%至 1.27公斤，較許多其

他經濟發展水平相若的亞洲城市的相應數字為高。這不但反映有更

多香港市民棄置廢物，而且每位市民所棄置的廢物量亦較以往多

31%。  
 
1.2 然而，香港主要依靠堆填區處理廢物。現時每日運往堆填區

棄 置 的 廢 物 約 有 13 500公 噸 ， 其 中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佔 9 000公噸 或

總廢物量的三分之二 2。鑒於現有 3個堆填區 3 將於 2010年代中期至

末期逐一飽和，而目前倚賴堆填區處理廢物的做法亦難以持續，政府

建議另闢解決方法，即發展綜合廢物管理設施，以符合成本效益及

可持續的方式處理本港所產生的廢物。綜合廢物管理設施採用先進

焚化技術為核心處理技術，並設有回收設施，以便從混合都巿固體

廢物回收可循環再造的物料。  
 
1.3 本資料摘要概述本港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發展，當中特別

提述政府近年提出的廢物管理策略、擬議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

設計，以及有關綜合廢物管理設施工程項目近期的發展。  

 
1 都市固體廢物為源自家居、商業和工業的固體廢物。  
2 其餘三分之一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包括 (a)3 350 公噸建築廢物、(b)950 公噸

污泥及 (c)  200 公噸其他廢物。  
3 該 3 個堆填區分別為新界東南堆填區、新界東北堆填區和新界西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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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2.1 2005年，政府發表《都市固體廢物管理政策大綱 (2005-2014)》
(下稱 "《政策大綱》")。《政策大綱》就避免和減少產生廢物、以及

重用、回收和循環再造合適的回收物料等方面載述處理都市固體

廢物所須的行動框架，並建議採用先進的技術，以可持續的方式處理

無可避免的廢物。  
 
2.2 2011年 1月，政府經檢討《政策大綱》後，公布廢物管理策略

的執行方案。執行方案列出三大策略，包括引入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處理廢物，以協助減少廢物量，以及從焚化過程中回收能源以供

發電。  
 
2.3 為 物 色 合 適 的 位 置 興 建 綜 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 當 局

在2007-2008年度進行詳細的選址研究，以一系列準則審核興建設施

的可行地點，當中包括環境、生態、規劃、交通、技術／工程、經濟

及社會等考慮因素。經進一步考慮後，政府就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

可能選址展開詳細的工程和環境影響評估 (下稱 "環評 ")兩項研究，

研究的選址有二，一是毗鄰石鼓洲的人工島，另一是屯門曾咀煤灰湖

用地。  
 
2.4 2011年 2月，政府公布環評研究結果，表示傾向選擇在毗鄰

石鼓洲的人工島興建本港首個綜合廢物管理設施。有關綜合廢物

管 理 設 施 第 一 期 發 展 的 最 終 環 評 報 告 於 2012 年 1 月 17 日 獲

環境保護署署長批核。環境保護署署長其後於 2012年 1月 19日批出

環境許可證。  
 
2.5 環評報告顯示，在大嶼山和南丫島以南的海域，包括石鼓洲

附近地區，是江豚的重要棲息地。興建擬議人工島或會導致江豚永久

失去 31公頃棲息地。環評報告建議在石鼓洲和索罟群島之間的

海域內劃出約 700公頃的合適範圍作為海岸公園，作為補救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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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環評報告亦建議多項措施，以緩解在綜合廢物管理設施施工

及運作期間可能對江豚造成的間接影響。這些措施包括避免在江豚

最活躍的季節進行高噪音工程、對專用區進行監察、採用固定的交通

航線，以及在較多發現江豚的地區限制船隻時速在 10海里以內。  
 
2.7 關於在石鼓洲旁興建人工島所需的填海工程，環評報告建議

以 "格孔式圍堰 " 4 的填海方法來取代斜坡式海堤，以盡量減少填海

浚挖和填土工程及對環境的影響。採用此方法建造人工島防波堤，

便無需進行大規模的沉積物浚挖工程。此外，當局在施工期間會採用

隔泥幕系統及控制浚挖和填土速度等多項緩解措施，以減少工程對

海洋資源的影響。  
 
 
擬議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設計  
 
2.8 政府計劃分階段興建綜合廢物管理設施，而第一期的都市

固體廢物處理量訂為每日 3 000公噸。據政府表示，基於活動爐排

焚化技術無論在環保表現、技術成熟性、可靠性、處理廢物操作的

適應能力以至成本效益方面均有其優點，焚化爐將採用此技術。綜合

廢 物 管 理 設 施 將 建 於 面 積 約 為 11.8公 頃 的 填 海 土 地 上 ， 並 設有

碼頭區及垃圾貨櫃存放區。擬建的設施包括：  
 
(a) 一所焚化爐，包括廢物熱能回收及發電系統、煙道氣體

處理系統、煙囪、爐灰存放及處理系統和氣味控制系統； 
 
(b) 機械式處理及回收設施，包括機械式切碎及分類系統和

氣味控制系統；及  
 
(c) 附 屬 及 輔 助 設 施 ， 包 括 行 政 大 樓 、 環 境 教 育 中 心 、

海水化淡廠、污水處理廠、電力供應及輸出系統。  

                                            
4 "格孔式圍堰 "是一種填海的方法，先以筒狀的金屬物料興建圍堰，劃定填海範圍，

然後注入填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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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焚化過程中所產生的電力會用於維持綜合廢物管理設施內

各項設施的日常運作。剩餘電力會經由海底電纜輸出至現有電網，

估計足夠供應相等於 10萬戶家庭每年的用電。此外，在焚化過程產生

的電力屬可再生能源。因此，透過廢物焚化減少以化石燃料發電，

加上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物減少，可令香港的溫室氣體

總排放量每年減少約 44萬公噸二氧化碳。  
 
 
空氣質素管理  
 
2.10 據政府表示，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排放會遵從歐洲聯盟標

準，該等標準目前是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焚化過程中採用的技術

包括以下特點：  
 

(a) 高 溫 達 攝 氏 850 度   利 用 嚴 謹 的 程 序 控 制 ， 以

攝 氏 850 度 以 上 的 高 溫 燃 燒 ， 可 完 全 分 解 有 機 物 及

二噁英；  
 
(b) 高湍流    透過燃燒過程中不斷引入高湍流的技術，

以達至完全燃燒的狀態；及  
 
(c) 留存時間達最少 2秒以上   維持煙氣在攝氏 850度或

以上，留存時間最少2秒，以達至完全燃燒，將污染程度

進一步降低。  
 
 
2.11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將全年每天 24小時運作，但都市固體廢物

的接收時間則只限於上午 8時至晚上 8時。都市固體廢物會每日從

現有的廢物轉運站 5 經海路由船隻以密封貨櫃送抵人工島碼頭。  

 
5 從 人 口 聚 居 的 市 中 心 所 收 集 的 廢 物 會 運 往 廢 物 轉 運 站 壓 縮 ， 然 後 裝 入 特 製 的

貨櫃內，再運往堆填區或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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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此外，當局會加裝氣體潔淨系統，確保綜合廢物管理設施的

排放符合歐洲聯盟標準。該系統包括清除氮氧化物的選擇性催化

還原、清除二噁英的活性碳，以及排放物持續監察系統。綜合廢物

管理設施落成後，當局會設立公開和具透明度的監控系统，讓市民

每日 24小時均可讀取由排放物持續監察系統所得的即時數據，確保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運作符合排放標準。  
 
 
污染物的處理  
 
2.13 關於從綜合廢物管理設施釋出的污染物，焚化爐產生的煙道

氣體會先經過處理，然後才排放至大氣中。與此同時，焚化過程所

產生的飛灰和空氣污染控制殘渣均會預先處理，經檢查確定符合

建議的焚化殘渣污染控制上限後，再運往新界西堆填區或其擴建

部分棄置。  
 
 
3.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工程項目近期的發展  
 
 
向立法會提交的撥款建議  
 
3.1 2012 年 4 月 20 日 ， 政 府 向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介紹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的撥款建議。

擬議工程的建造費用估計為 149億 6,010萬港元，預計每年經常性費

用約為 3億 5,300萬港元。  
 
3.2 委 員 關 注 到 ， 工 程 地 點 十 分 接 近 長 洲 6 ， 而 長 洲 居 民 和

環保團體亦提出強烈反對。他們促請政府提供全面的廢物管理

方案，把重點放於減廢和回收，以及回應地區人士關注的問題和改善

社區環境需要的方法。鑒於各項問題仍未解決，事務委員會不支持

當局向工務小組委員會提交撥款建議。  

                                            
6 擬議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將建於毗鄰石鼓洲的人工島上，位於大嶼山以南，在長洲

與索罟群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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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居民提出的司法覆核  
 
3.3 鑒於焚化的排放物可能對人體健康和環境造成不良影響，

一 名 長 洲 居 民 於 2012 年 4 月 向 原 訟 法 庭 申 請 批 予 許 可 ， 以 就

環境保護署署長及城市規劃委員會有關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

工程項目發展的決定申請司法覆核。法庭其後於 2012年 6月 7日批予

許可，展開司法覆核。  
 
3.4 申 請 人 指 署 長 批 核 環 評 報 告 及 批 出 環 境 許 可 證 的 決 定

違法，原因是所作的報告並不符合技術備忘錄和相關研究概要所載

的各項規定。此外，由於環評報告下的工程項目倡議者為署長本人，

署長同時身兼環評報告和環境許可證的申請人及審批人，違反自然

公正原則。  
 
3.5 申請人亦質疑城市規劃委員會把石鼓洲分區計劃大綱草圖

提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原因是該項決定建基於錯誤的

事實，即署長合法批核環評報告及批出環境許可證。  
 
3.6 根據原訟法庭的裁決，環評報告符合技術備忘錄和研究概要

的相關規定，例如生態影響評估及健康風險評估。關於署長可能違反

自然公正原則，法庭認為，不論在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的規劃 (包括

製備環評報告 )上，或在環評報告的批核及發出環境許可證的決定

上，環境保護署署長本身並無擔當實際或積極的角色 7。 署長只是

名義上的工程項目倡議者，法庭 "不會斷定有合理理由憂慮決策者
有所偏袒。"此外，鑒於申請人未能成功挑戰署長的決定，法庭裁定，

申請人指稱的 "事實的重大錯誤 "亦無法推翻城市規劃委員會所作的

決定。  

                                            
7 法庭表示已考慮到在有關工程的基建規劃方面 (包括環評報告的製備 )，以及在環評

過程中，環境保護署內的人手及職務事實上完全沒有出現角式衝突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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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在上述情況下，原訟法庭於 2013年 7月 26日表示申請人提出

的理據全部不能成立，故此駁回該項司法覆核申請，裁定政府

勝訴 8。據報，申請人其後於 2013年年底就司法覆核敗訴一事提出

上訴 9。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  
 
3.8 面 對 本 港 處 理 廢 物 的 基 建 設 施 不 足 ， 以 及  3 個 堆 填 區

將於 2010 年代末期或之前達致飽和的問題，政府於 2013 年 5 月發表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下稱 "《藍圖》")。《藍圖》分析了

香港在廢物處理方面的挑戰和機遇，並為未來  10 年的廢物管理制訂

全面策略、目標、政策及行動計劃，以期解決本港的廢物危機。  
 
3.9 具體而言，《藍圖》設定整體目標，期望在 2022年或之前，

把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由每日 1.27公斤減至 0.8公斤或以下，

即相較 2011年減少 40%。另一目標是在 2022年或之前，把香港廢物

管理架構中廢物回收、現代焚化和堆填棄置所佔的比例分別改變

至 55%、 23%和 22% 10。 這比例會較接近先進經濟體系廣泛採用的

廢物管理架構。據政府表示，當局為廢物處理基建設施 (例如綜合

廢物管理設施、污泥處理設施 11 及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12)承擔的投

資，應能支援本港在 2022年或之前達致有關廢物管理架構的目標。  

                                            
8 參閱 the Judiciary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13)。  
9 參閱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013)。  
10 現時香港的回收率約為 48%，而堆填率則為 52%。  
11 污泥處理設施處理污泥，並轉廢為能。該設施正在興建中，預計在 2014 年全面投入

運作。  
12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將分兩期興建，以回收廚餘，並把廚餘轉化成再生能源及堆肥。

預計該兩期設施均將會在 2016 年至 2018 年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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