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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儘管各地致力建立廢塑料收集和循環再造系統，全球的

廢塑料循環再造率仍然頗低，在 2015 年只有 18%。 1 這除了可
部分歸因於技術上較難將欠妥善分類的廢塑料循環再造外，再造

塑膠產品的市場需求及商業收益偏低，亦為相關因素。 2 因此，不
少先進地方會將這些廢料出口至其他地方處理，當中內地為最大的

輸 入 國 。 2015 年 ， 在 全 球 廢 塑 料貿 易 中 ， 內地的 份 額 高 達
三分之二。 3 最近，內地為解決本身的污染問題，自 2018 年 1 月
起收緊固體廢物 (包括廢塑料 )的進口限制，令廢塑料貿易遭受嚴重
打擊。 4 部分先進地方由於當地循環再造系統無法適應相關貿易
波動，導致廢塑料堆積情況。有見及此，一些先進地方 (如英國、
法國、德國和南韓 )在 2018 年 3 月至 8 月期間，相繼宣布推行減少
廢塑料的強化措施，例如禁止使用即棄塑膠物品，以及為減廢和

循環再造率訂定更進取的政策目標。 5 
 
1.2 香港在 2016 年回收了 14%的廢塑料，而這些回收廢塑料
大部分 (99%)會輸往內地循環再造。 6 雖然政府多年來推行了若干

                                                           
1 2015 年，全球產生約 3 億公噸廢塑料，當中最多 18%收集用作循環再造，

24%作熱能處理，其餘則棄置於堆填區。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2 塑膠物料種類繁多，循環再造涉及的處理技術亦各有不同。以製造飲品瓶的
聚酯纖維 (PET)為例，它可反覆熔解和重塑，但其他塑膠物料 (如矽膠廚具 )則
較難反覆重塑。如何分解一件塑膠產品內的多種塑膠物料，為循環再造塑膠

的重大挑戰。  
3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  
4 中央政府在 2017 年 12 月宣布，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進口廢塑料不可
含有多於 0.5%雜質。這項措施令大部分廢塑料貿易活動難以持續。  

5 以法國為例，它於 2018 年 8 月宣布一項關於廢塑料的行動計劃，包括禁止
使用即棄塑膠產品，及增加不可循環再造塑膠包裝物料的價格及消費成本。  

6 2016 年，香港總共產生 904 080 公噸廢塑料，但只回收了 125 900 公噸
(或 14%)。該等回收廢塑料，或在本地循環再造，又或經過初步分類及打紥
後出口到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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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再造措施，但本地塑膠循環再造業幾近不存在，部分由於廢物

分類成效欠佳及循環再造成本高昂。 7 
 
1.3 應環境事務委員會的委託，資料研究組根據有限的公開

資料，概括審視了海外地方的減少廢塑料和推動塑膠循環再造的

政策措施，而南韓、台灣和德國獲選定為進一步研究的對象。雖然

這三個地方的廢物管理政策普遍被公認為良好，但它們亦受到內地

近期收緊廢物進口的不利影響。本摘要亦為繼資料研究組於

2017 年完成的兩份有關家居廢物回收政策的資料摘要 (即 "選定地方
的家居廢物分類及收集 "和 "選定地方的廢物循環再造系統 ")後，
以廢塑料為專題的跟進研究。 8 
 
 
2. 南韓的廢塑料管理措施  
 
 
2.1 過去 20 年，南韓產生的廢塑料數量累增 87%至 2016 年的
199 萬公噸，部分是由於即棄塑膠物品和網上購物送遞包裝物料
用量增多所致。 9 在多項政策措施推動下，南韓過去 20 年循環
再造廢塑料的數量增加 50%，於 2016 年達 413 000 公噸。當地
廢塑料循環再造率，因而由 1996 年的 26%上升至 2016 年的 38% 
(附錄 )。  
 
2.2 概括而言，南韓政府多年來推行了下列政策，以減少及

循環再造廢塑料：  
 

(a) 強制家居分類可循環再造廢物：自 1995 年起，南韓向
所有住戶實施廢物按量徵費制度，以推動國民減廢。更

重要的是，自 1992 年起，南韓強制規定所有住戶分類

                                                           
7 為推動塑膠循環再造而引入的措施包括 (a)提供三色回收桶供自願廢物分類；

(b)自 2009 年起實施膠袋徵費計劃； (c)自 2007 年起在環保園以較低地價
撥出一幅土地 (5 000 平方米 )，供循環再造塑膠的用途；及 (d)政府撥款
10 億港元成立回收基金，資助循環再造商。然而， 2005 年至 2015 年期間，
棄置於堆填區的廢塑料數量仍增加 25%。政府現時計劃於 2019 年在住宅
大廈、學校和公共機構推行免費收集廢塑料的先導計劃，並正研究推行塑膠

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可行性。  
8 該 兩 份 資 料 摘 要 是 為 垃 圾 收 集 及 資 源 回 收 小 組 委 員 會 擬 備 ， 分 別 於

2017 年 3 月和 2017 年 5 月完成。  
9 數字只涵蓋住戶及企業混合廢物中的塑膠和分開丟棄的可循環再造塑料。
請參閱 Ministry of Environment(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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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可循環再造的廢物 (包括廢塑料 )，以便分開收集，
為下游的循環再造提供較穩定的廢塑料供應來源；  

 
(b)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簡言之，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指
生產者 (製造商及進口商 )須為其產品設計至壽命完結後
整個產品周期造成的環境影響負責。 10 南韓的 10 種
不同類別塑膠包裝物料的生產者，須按每公斤 65 韓圜
(0.4 港元 )至 883 韓圜 (6.1 港元 )的指定付款率，向韓國
包裝回收合作社 (Korean Packaging Recycling Cooperatives)
支付收集及循環再造廢塑膠包裝物料費用。 11 

 
 韓國包裝回收合作社會利用收到的款項，聘用下游的

循環再造商進行處理工作，以達到政府就塑膠包裝所定

的循環再造率目標，即介乎 44.2%至 80.8%不等。 12 
2016 年 ， 在 該 10 種 塑 膠 包 裝 物 料 中 ， 共 有

813 489 公噸或 93.5%的物料，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下循環再造；  

 
(c) 預徵處置費：至於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範圍以外一些
被認為較難循環再造的塑膠產品 (如聚氯乙烯喉管、
塑膠玩具、廚具或盛載有毒物質的塑膠容器 )，南韓
當局會向生產者預徵處置費，款額會反映處置產品預計

所需的成本。 13  然而，生產者若與南韓環境部簽訂
自願循環再造協議並符合規定目標，則可豁免有關

費用；  
 

(d) 限制使用即棄物品和膠袋：自 1994 年起，南韓法例
規定，訂明商戶 (如餐廳 )須限制使用即棄物品。當地

                                                           
10 香港現時推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的規模相當有限。雖然政府已於 2008 年
制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訂明生產者責任制度的法律框架，但至今只有

涵蓋電器電子產品廢物及玻璃樽的兩項法例獲得通過。  
11 南韓的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涵蓋 4 種包裝物料 (即玻璃、紙張、金屬和
塑膠 )，但只適用於每年收入最少達 10 億韓圜 (690 萬港元 )或每年進口量最少
達 3 億韓圜 (207 萬港元 )的生產者。當中的塑膠包裝物料包含 10 種物品，
包括聚酯纖維膠瓶、聚氯乙烯 (PVC)、發泡聚苯乙烯 (EPS)和發泡聚苯乙烯紙
(PSP)等。  

12 韓國包裝回收合作社預計在 2018 年收取約 1,490 億韓圜 (10 億港元 )的費用，
並向塑膠包裝物料循環再造商發放約 1,280 億韓圜 (8.83 億港元 )的資助額。  

13 款額反映產品的處置成本。以盛載有毒物料的塑膠容器為例，如容量不足
500 毫升的處理費用為 24.9 韓圜 (0.17 港元 )，容量多於 500 毫升的容器則為
30.7 韓圜 (0.21 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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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大型零售商免費派發膠袋，而環境部亦與零售及

飲食業簽訂減少使用即棄物品和膠袋的自願協議；  
 
(e) 規管過度包裝：根據 2003 年生效的《促進節約及回收
資源法》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Saving and Recycling of 
Resources)，政府規管包裝方法，以減少廢物產生及禁止
使用難以循環再造的包裝物料 (如聚氯乙烯 )； 14 及  

 
(f ) 對整體循環再造業的財政支援：南韓政府自 1994 年起
為循環再造業提供低息貸款。 2015 年，當局仍向
230 個循環再造商提供合共 1,036 億韓圜 (7.14 億港元 )
的貸款。自 2004 年起，政府亦規定公共機構須制訂
包括再造產品在內的綠色產品採購方案。 15 

 
 
2.3 在上述措施推動下，南韓的塑膠循環再造業在過去 20 年
錄得強勁增長。 2015 年，當地有超過 2 600 間企業從事各種塑膠
循環再造業務，較 2003 年增加 116%。 16 據報，數間大型企業
主導了南韓的聚酯纖維膠瓶循環再造業業務，其中四大循環再造商

於 2016 年共佔 85%市場份額，當中最大的再造商每年循環再造
處理量多達 7 萬公噸，約佔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下循環再造聚酯
纖維膠瓶總量的三分之一，而其廠房亦據報採用了先進的循環再造

分類技術，例如近紅外線感應器。  
 
2.4 儘管如此，相對於廢塑料的產生量，南韓本土的再造塑膠

市場規模仍然偏小。根據南韓環境部的資料，多達 75%由循環
再造商生產的聚酯纖維塑膠片，會輸往內地再作處理，只有 25%
供本地使用。 17 在內地實施上文提及的廢物進口限制後，有報道
指出部分南韓廢塑料循環再造商未能應付當前的貿易市況波動，

導致該地部分地區在 2018 年首數個月並沒有收集可循環再造
塑料。  
  

                                                           
14 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 (2016)。  
15 自 2005 年起，根據《鼓勵採購環保產品法》 (Act on the Encouragement of Purchase 

of Environment-friendly Products)，政府機構須採購獲授 "良好再造標籤 "("Good 
Recycled Mark")的產品。  

16 Korea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ervice (2018)。  
17 聚酯纖維塑膠片是再造的聚酯纖維物料 (經分類、清洗和切碎處理 )，可循環
再用作製造其他塑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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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應對有關情況，南韓政府在 2018 年 5 月宣佈更進取的
計劃，目標是在 2030 年前將廢塑料數量減少 50%，並將廢塑料
循環再造率增加至 70%。其他重要建議措施包括 (a)由 2020 年起
逐步停止生產較難循環再造的有色聚酯纖維膠瓶； 18  (b)擴大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涵蓋的塑膠產品範圍，在 2022 年前增加 20 項
產品； (c)減少大型零售商派發的膠袋數量 50%； (d)加強公眾
教育，提升可循環再造廢物的源頭分類質素；及 (e)設立基金，
以穩定廢塑料的市場價格。  
 
 
3. 台灣的廢塑料管理措施  
 
 
3.1 在台灣，可循環再造塑料收集量在 16 年間飆升近 6 倍，在
2016 年達到 358 792 公噸的歷史新高。 19 當中大部分 (73%)是塑膠
容器，其次是塑膠包裝物料 (16%)，餘下為橡膠產品。 20 台灣目前
雖未有整體塑膠循環再造率的統計數字，但單計塑膠容器，

2016 年的循環再造率為 84%，高於 2010 年的 74%。 21 
 
3.2 台灣採取了下列措施，以減少廢塑料及推動廢塑料循環

再造：  
 

(a) 強制家居分類可循環再造廢物：與南韓相似，台灣自
2000 年 起 率 先 在 台 北 推 行 按 量 廢 物 徵 費 計 劃 。

由 2005 年開始，在全台灣實施強制措施，規定須源頭
分類可循環再造廢物。這些措施為當地循環再造業提供

了穩固的發展基礎； 22 
 
(b)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下的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在《廢棄
物清理法》於 1997 年修訂後，台灣生產者有責任循環
再造 33 種可循環再造廢物，包括 8 種塑膠容器。
生產者須向政府管理的中央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繳付

                                                           
18 有色聚酯纖維膠瓶目前佔 36%市場份額，南韓政府致力在 2019 年前將該
市場份額減至 15.5%，並於 2020 年前減至 0%。  

19 數字不僅涵蓋塑膠，還包括政府機構收集的橡膠廢料。  
20 根據台灣海關的資料，台灣在 2017 年進口 201 400 公噸和出口 132 000 公噸
廢塑料，當中 52%的出口是輸往內地。  

21 2016 年，台灣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下共循環再造約 185 882 公噸的塑膠
容器，循環再造率為 84%。  

22 2016 年，台灣的整體廢物循環再造率為 52.5%，高於 2001 年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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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費，款額按各項產品的處理成本釐定。該基金會按

各項受規管物品已公布的循環再造補貼費率，向合資格

的廢物循環再造商發放補貼。現時，塑膠容器的每公斤

循環再造補貼費率，介乎聚酯纖維容器的 4.5 新台幣
(1.1 港 元 ) 及 聚 苯 乙 烯 泡 沫 塑 料 的 31.6 新 台 幣

(7.9 港元 )；  
 
(c) 限制使用膠袋和即棄餐具：為了從源頭減少廢塑料，
台灣自 2002 年起立法禁止 7 個行業免費派發塑膠
購物袋。限制的範圍自 2018 年起擴大至 14 個行業，
預計可減少使用 15 億個塑膠購物袋。公共機構 (如
學校、醫院和政府機構 )自 2002 年起不可提供即棄塑膠
餐具，而當局亦鼓勵超級市場和食品零售商減少使用

塑膠包裝； 23 
 
(d) 規管過度包裝：根據《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台灣自

2006 年 7 月起規管若干產品 (如麵包、化妝品和酒類 )的
過度包裝，而環境保護署亦會定期檢查該等產品的

包裝；及   
 
(e) 公共採購再造產品：為促進再造產品市場的發展，
《政府採購法》容許台灣的公共機構優先採購符合若干

環保規格的產品。以包含有再造物料的產品為例，它可

享高達 10%的溢價。 24 
 
 
3.3 關於台灣塑膠循環再造設施的整體情況，現時的公開資料

相當有限。台灣現有 19 間廢容器處理公司，合資格領取資源回收
管理基金的補貼。 25  據報，部分循環再造商的運作頗為成熟，
他們採用先進的光學感應器，按類別將各種廢塑料加以分類，再作

進一步處理。有些循環再造商亦自設研究部門研發產品。部分循環

再造商把廢塑料轉化為半製成品用於加工，亦有其他循環再造商把

廢塑料轉化為紡織品等製成品。 26  

                                                           
23 根據台灣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逾 2 500 間超級市場和食品零售商在 2016 年共
減少使用 2 600 公噸的塑膠包裝。據報，政府會在 2020 年前就派發膠袋和
使用塑膠餐具施加更多限制。  

24 請參閱在 1999 年頒布《政府採購法》下的第 96 項條文。  
25 根據台灣環境保護署的資料，廢容器循環再造商在 2017 年的生產總值 (包括
紙張、金屬和塑膠 )達 33 億新台幣 (8 億港元 )。  

26 台灣法例目前仍禁止將再造塑膠物料用於食品包裝或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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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德國的廢塑料管理措施  
 
 
4.1 德國是歐洲使用最多塑料的國家，在 2015 年產生多達
590 萬公噸廢塑料，較 1994 年多出 110%。當中約一半廢塑料是
塑膠包裝物料，數量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增加 74%。 27 按處理
方法分析，當地把 46%整體廢塑料循環再造， 53%轉化為能源，
只有 1%棄置於堆填區。  
 
4.2 德國為減少及循環再造廢塑料所推行的主要措施，概述

如下：  
 

(a) 強制家居分類可循環再造廢物：早於 1999 年，德國
一些主要州份和城市，已設立強制源頭分類可循環再造

廢物的制度 (例如柏林 )。隨後於 2012 年，德國制定以
歐洲聯盟相關法例為藍本的《循環廢物管理法》 (Closed-
loop Waste Management Act)，在全國實施有關規定；  

 
(b) 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下的雙軌制度：德國的生產者責任
延伸制度，又稱 "雙軌制度 "，按當地於 1991 年實施
《包裝條例》 (Packaging Ordinance)而建立。簡要而言，
德國法例規定生產者或分銷商須為所生產或進口當地的

包裝物料 (包括塑膠包裝 )負責。生產者須循環再造這些
物料及並達到法定的循環再造目標。生產者或分銷商須

加入私營機構代為營運的循環再造循規計劃，並須支付

營 運 經 費 。 德 國 在 2017 年 制 定 新 的 《 包 裝 法 》

(Packaging Act)，訂定更高的法定塑膠包裝物料循環再造
目標，由現時的 36%調高至在 2022 年前達到 63%。
2016 年，其實際循環再造率為 49.7%，明顯高於 36%的
目標；  

 
(c) 按金退還制度：在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以外，德國在

2003 年推出按金制度 (Pfand system)，現時就每個即棄
聚酯纖維飲品瓶收取 0.25 歐羅 (2.2 港元 )的按金。
消費者如將用後的膠瓶退回予零售商，即可獲退還

按金。在 2015 年，當地透過此制度收集了 98%的聚酯
纖維膠瓶，利便其後的循環再造；   

                                                           
27 儘管塑膠包裝廢料數量增加，德國在 2015 年仍能循環再造所有這些廢料中
的 48.8%。請參閱 Eurosta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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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願減少廢塑料協議：德國雖未有就使用膠袋收取法定
徵費，但聯邦政府在 2016 年與零售業達成停止免費
派發膠袋的協議。自措施推出後，德國人均膠袋使用量

顯著減少 34%，由 2015 年的 68 個減至 2016 年的
45 個；及  

 
(e) 公共採購再造產品：為促進德國再造塑膠產品市場的
發展，當地產品如含有 80%再造塑膠 (例如辦公室
用品、垃圾袋和手提袋 )，可獲頒授 "藍天使 "(Blue Angel)
國家綠色產品標籤。 28  同時，根據《循環經濟法》
(Circular Economy Act)，聯邦機構採購時有責任核實產品
的回收價值、產生廢物程度和再造成份。  

 
 
4.3 德國處理聚酯纖維膠瓶的循環再造容量為歐洲最高，每年

可多達 56 萬公噸，佔歐洲總量 27%，並可處理高達 80%在德國
國內產生的聚酯纖維膠瓶。 29 當地有個別循環再造設施據報每年
可處理多達 10 億個聚酯纖維膠瓶，並可轉化成 "食品級 "塑膠
產品。該等設施亦具備先進分類技術 (例如近紅外線感應器 )，可
同時按種類將各種塑膠分類及清除污染物，提升再造產品的整體

質素。整體而言，德國亦是歐洲最大的再造塑膠產品市場，

在 2015 年有 38%再造塑膠用作建築材料， 25%則用於包裝。  
 
4.4 然而，德國並非全在本土循環再造所有回收的廢塑料。

在 2015 年，德國出口了 134 萬公噸廢塑料至其他國家處理，當中
42%輸往內地。 30 由於德國是全球最大廢塑料貿易國之一，它同樣
受到內地近期的廢物進口限制影響。面對當前的貿易市況波動，

德國國內亦有訴求，要求進一步提升當地循環再造的處理容量和

技術。  
 
 
5. 結語  
 
 
5.1 上述選定地方均把部分廢塑料於本地循環再造，其餘則

輸往海外地方 (主要是內地 )處理。基本上，廢塑料管理的良好措施
                                                           
28 "藍天使 "是德國聯邦政府自 1978 年以來採用的環保標籤，為環保產品設計
訂定標準。  

29 Germany Trade & Invest (2018)。  
30 據報德國亦出口約 10.6%的塑膠包裝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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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賴多方面政策配合，例如 (a)減少產生廢塑料； (b)從源頭分類和
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 (c)按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規定生產者須為
其產品產生的廢物負責； (d)為塑膠循環再造設施引進分類技術；
及 (e) 鼓勵公共採購再造產品。  
 
 
 
 
 
 
 
 
 
 
 
 
 
 
 
 
 
 
 
 
 
 
 
 
 
 
 
 
  
立法會秘書處  
資訊服務部  
資料研究組  
2018 年 10 月 10 日  
電話： 287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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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該等資 料摘要作 為上述 意見。 資料便覽 的版權 由立法會 行政管 理委員會 (下稱 "行政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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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選定地方的廢塑料管理措施  
 

  香港  南韓  台灣  德國  

1.  廢塑料循環再造量 (公噸 ) •  125 000 (2016 年 )。 31 •  413 000 (2016 年 )。 32 •  443 000 (2017 年 )。 33 •  2 720 000 (2015 年 )。  

2 .  廢塑料循環再造率  •  14%。  •  38%。  •  未有資料。  •  46%。  

3 .  有關廢塑料的政策措施  

 ( a) 按量廢物徵費  •  否。
34 •  是  (1995 年 )。  •  是  (1998 年 )。  •  是  (在地方層面 )。  

 ( b) 強制分類可循環再造塑料  •  否。  •  是  (1992 年 )。  •  是  (台北，

2001 年 )。  
•  是  (柏林，

1999 年起 )。  

 ( c) 塑膠產品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  否。  •  塑膠包裝。  •  塑膠容器。  •  銷售品塑膠包裝。  

 ( d) 派發膠袋的限制  •  塑膠購物袋徵費。  •  大型零售商不可免費
派發膠袋。  

•  14 個行業不可免費
派發膠袋。  

•  零售業自願協議停止
免費派發膠袋。  

 ( e) 塑膠飲品容器按金退還制度  •  否。  •  否。  •  否。
35 •  每個聚酯纖維膠瓶

0.25 歐羅 (2 .2 港元 )。   

 ( f) 派發和使用即棄塑膠物品的限制  •  否。
36 •  是 (在指明場所 )。  •  是 (在指明場所 )。  •  研究中。  

 ( g) 防止過度包裝的規管  •  否。  •  是。  •  是。  •  否。  

 ( h) 綠色公共採購法例或指引  •  是。  •  是。  •  是。  •  是。  

                                                           
31 數字同時包括本地循環再造和出口到其他地方循環再造的廢塑料。  
32 數字只反映住戶和小型企業收集的廢塑料。  
33 數字反映政府機構在 2017 年收集的可循環再造塑膠，包括包裝用發泡膠和塑膠容器。  
34 徵費計劃預定於 2020 年底推行。  
35 台灣曾於 1992 年至 2002 年間推行聚酯纖維膠瓶按金制度。  
36 環境保護署計劃就海外管制即棄塑膠餐具的措施展開一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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