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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全球廢紙回收率由 2000 年的 47%顯著提升至 2015 年的
59%，而廢塑料的相應比率亦由 2000 年的 9%改善至 2017 年的
21%。 1 縱然如此，全球的循環再造業的商業持續能力仍然偏低，
即使它可獲政府補貼，但由於再造產品的生產成本高昂，市場需求

不足，削弱其盈利能力。故此，這兩類可循環再造廢物過往經收集

後，約三分一會運往其他地方 (以中國為主 )作進一步處理，導致
實際本土循環再造率更低於上述數字。 2 最近於 2018 年，中國對
固體廢物實施嚴格進口規定，嚴重打擊全球回收再造業。 3 據報，
2018 年中國的進口廢紙和廢塑料分別急挫 34%和 99%，全球可
循環再造物料的價格因而下滑，導致小型回收再造商結業，多個

城市出現廢物堆積。 4  世界各地雖已推行若干新措施，以減少
固體廢物及扶助回收再造商，但仍需時建立持續可行的廢物回收

再造模式。  
 
1.2 雖然香港在 2017 年 "回收 "了 46%的廢紙和 13%的廢塑料，
但幾乎所有該等廢料隨後皆會出口到內地。本地循環再造商在運作

上較近似 "廢物收集商和貿易商 "。整體而言，只有 1% 的廢紙和
廢塑料於香港本地轉化成再造產品。  
  

                                                           
1 廢紙和廢塑料是全球都市固體廢物兩大主要類別，在 2016 年分別佔 17%和

12%的比例。現時尚未有 2017 年最新的廢紙循環再造率。請參閱 World Bank 
(2018)、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Forest and Paper Associations (2017) 及 Geyer et al. (2017)。  

2 World Bank (2018)及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19a及 2019b)。  
3 2017 年的全球廢料貿易中，近半的廢紙和廢塑料輸往中國作進一步處理。
然而，中國政府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禁止所有雜質含量超出指定標準的
固體廢物進口，以解決本身的污染問題。這項措施令全球現時大量廢紙及

廢塑料貿易活動停頓。  
4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19a及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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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應朱凱廸議員的委託，資料研究組就選定地方提升廢紙和

廢塑料循環再造商的商業效益政策，進行研究。 5 本資料摘要以
台灣及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為進一步研究對象，因為 (a)兩地的環保
措施享譽全球； (b)兩地政府數十年來一直扶助當地循環再造業的
發展。本摘要先載述兩個選定廢物類別在全球循環再造的近期

發展，以及業界面對的營運挑戰和政府的應對措施。它繼而綜述

本港循環再造業的近期發展，並討論兩個選定地方為循環再造業

推行的各項政策，並附以比較列表，以便參考 (附錄 )。  
 
 
2. 全球紙張及塑料循環再造業的近期發展  
 
 
2.1 隨着環保意識日趨高漲，全球各個先進地方的整體都市

固體廢物回收率由 2000 年的 18%提升至 2016 年的 25%。 6 然而，
各類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率差距甚大，視乎成本而定。以紙張回收

為例，由於從廢紙回收的纖維可取代新木纖維，是價廉質優的造紙

替代用料，全球廢紙回收率一直高企，由 2000 年的 47%上揚至
2015 年的 59%(圖 1)。 7 因此，再造纖維目前高佔全球整體纖維
需求的 54%。相反，塑料回收的成本則昂貴得多，因為廢塑料包含
多種不同塑膠製品，質料與顏色各有不同，回收前須經過繁瑣的

分類、清洗和壓縮工序。 8 加上原生塑料遠為便宜，全球廢塑料
回收率儘管已由 2000 年的 9%升至 2017 年的 21%，但仍處於偏低
水平。現時的回收塑料，大多來自塑膠包裝廢物 (例如聚酯纖維及
高密度聚乙烯 )。 9  因此，再造塑料只佔 2015 年全球塑料產量
的 12%。  
  
                                                           
5 本資料摘要集中討論提升循環再造商的商業效益的特定政策，不會詳述對
回收再造業同樣重要的整體廢物管理政策 (例如廢物收費、強制源頭分類、
生產者責任制度 )。如欲了解整體廢物管理，可參閱兩份分別於 2017 年 3 月
和 5 月發表的資料摘要。請參閱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7b及 2017c)。  

6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a)。  
7 廢紙循環再造涉及分類、打紥、切碎、清洗、漂白、擠壓和捲平等工序。
按一般行業標準，廢紙循環再造 4-6 次仍能保持纖維的韌度和品質。某些
國 家 (如 澳 洲和 日本 )的 回 收率 甚 至可 達 80%或 以 上 。 請參閱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2019a) 及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Forest and Paper 
Associations (2017)。  

8 塑料回收再造涉及分類、切碎、清洗、熔解和重塑等工序。廢塑料可按所用
的 聚 合 物 進 一 步 分 類 ， 包 括 聚 酯 纖 維 ("PET")、 高 密 度 聚 乙 烯 ("HDPE")、
聚氯乙烯 ("PVC")、低密度聚乙烯 ("LDPE")、聚丙烯 ("PP")、聚苯乙烯 ("PS")和更多
其他類別。請參閱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Recycling (2019b)。  

9 把 1950 年至 2015 年整段時期合計，全球塑料累計回收率甚且低見 9%。
大部分棄置的塑料會流入環境，對海洋造成污染。請參閱 Geyer et al. (2017)及
World Bank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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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00 年至 2017 年間的全球紙張及塑料回收率  
 

 
註：  (^ )  2015 年為最新的廢紙循環再造率。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Forest and Paper Associations及 Geyer et al.。  
 
 
2.2 綜觀全球，廢物循環再造業仍是商業持續能力偏低的

業務，當中廢塑料尤以為甚，主要由於下述多項挑戰。首先，循環
再造業的收集、清洗和分類等工序屬勞工密集，而廢料處理則屬

能源密集和資本密集的工序。因此，相對原生物料製造產品，再造

產品成本較高，價格亦較貴，市場競爭力較低。 10  第二，再造
物料的價格隨環球商品價格大幅波動，如市況突然轉差，小型回收

再造商容易蒙受損失。例如，原油價格在 2014-2015 年度急挫
49%，連帶把塑膠包裝廢物 (即高密度聚乙烯及聚酯纖維塑膠片 )
價格拉低 26%-48%(圖 2)。回收再造商一般利潤微薄，價格大跌令
不少塑料回收再造商被迫結業。第三，由於再造產品仍未能在市場
獨立生存，公共採購變得十分重要，以保持再造品的市場需求及

維持循環再造設施的運作。然而，公共採購帶動的市場需求現時

仍 然 偏 低 。 11  即 使 在 美 國 等 先 進 國 家 ， 再 造 產 品 亦 僅 佔
五分一市場價值。 12 第四，某些回收再造工序 (例如廢物分類 )屬
低增值及污染性工序，不一定受鄰近社區歡迎。因此，不少先進

地方均選擇將所收集的可循環再造物料輸往海外作進一步處理，

而非在當地循環再造。最後，部分規模較小的回收再造商可能難以

                                                           
10 舉例來說，成衣製造商或會避免在生產過程使用以再造聚酯纖維膠瓶製成的
環保布料，因為成本較普通布料高出 30%。此外，可循環再造物料通常混有
其 他 廢 物 或 污 染 程 度 較 高 ， 衍 生 額 外 的 分 類 和 處 理 成 本 。 請 參 閱

Waste Management (2018)。  
11 EcoVadis (2018)及 Supply Chain Dive (2018)。  
12 Nielse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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覓得人手和土地應付營運需要，雖然這問題相對上述各項挑戰顯得

較為次要。 13 
 
 
圖 2   2000 年至 2018 年間原油和塑料包裝廢物價格  
 

 
 

資料來源：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及 Plastics News。  

 
 
2.3 在全球收集的廢紙和廢塑料中，約三分之一會出口至其他

地方。按進口國家分析，中國過往是該等可循環再造廢物的最大

市場，在 2017 年分別佔全球廢紙和廢塑料進口的 46%和 44%， 14 
因為這些進口廢物可即時應對中國的龐大資源需求。然而，中國

政府近年已開始減少廢物進口，首先在 2013 年推行 "綠籬行動 "
政策，禁止偷運廢物入境，以保障國內公眾健康與環境。 15 
2018 年，中國政府更進一步禁止 24 類固體廢物進口，並且規定

                                                           
13 根據全球主要研究報告，市場規模細小、成本高昂及價格波動是廢物回收
再造商最常面對的問題，只有少數研究提及土地及人手方面的障礙。請參閱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8b) 及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6)。  

14 2017 年，中國直接進口了 2 570 萬公噸廢紙及 580 萬公噸廢塑料，分別佔
這兩類廢料全球總量的 46%和 44%，當中不包括香港入口的相關物料。
請參閱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019a及 2019b)。  

15 根據 "綠籬行動 "，中國政府在 2013 年 2 月至 11 月期間加強巡查，打擊
偷運海外廢物。類似的反偷運行動亦在 2017 年至 2019 年間進行，稱為
"國門利劍 "及 "藍天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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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1 類進口固體廢物須符合嚴格的純度標準。 16 這些新政策
即時對全球回收再造業帶來巨大衝擊，導致 2018 年中國進口的
廢紙和廢塑料分別下挫 34%和 99%，而該等廢物的全球價格亦因而
下滑 71%至 85%(圖 3)。 17 在此背景下，不少地方 (例如加拿大、
澳洲及新西蘭 )積存大量可循環再造廢物，因為當地循環再造業
出 現 虧 損 。 再 者 ， 由 於 部 分 廢 物 貿 易 轉 移 至 東 南 亞 ， 促 使

馬來西亞、泰國和越南政府在 2018 年後期實施類似的廢物進口
限制。 18 
 
 
圖 3   2017 年及 2018 年的全球廢紙和廢塑料進口  
 

 
資料來源：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2.4 關於對循環再造業的支援政策，先進地方普遍推行 3 項
廢物管理核心政策，以擴闊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原料供應，並創造

回收再造的經濟誘因。這些核心政策包括： (a)按污染者自付原則

                                                           
16 2017 年 7 月，中國國務院宣布於 2017 年年底前禁止 24 類可產生嚴重污染的
固體廢物進口，繼而在 2020 年年底禁止進口所有固體廢物。此外，中國亦
收緊 11 類進口物料 (例如廢紙和廢塑料 )的雜質上限至僅 0.5%。  

17 自中國在 2017 年 7 月宣布這項計劃後，截至 2018 年第三季，混合膠瓶及
廢紙價格分別下挫 71%和 85%。請參閱 Eurokey Recycling (2019a及 2019b)。  

18 以馬來西亞為例，它在 2018 年進口 873 000 公噸廢塑料，較 2017 年全年
高出 59%(或較 2016 年高出 203%)。為應對此情況，馬來西亞政府在 2018 年
10 月暫停發出新的廢塑料進口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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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b)強制規定在源頭分類和收集可
循環再造廢物；及 (c)實施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規定所有生產者由
產品製造到棄置的過程中，須為其產生的廢物負責。有關這些核心

政策的詳情，讀者可參閱早前報告。 19 至於協助循環再造業商業
效益的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各項：  
 

(a) 可循環再造物料的資助補貼：向回收再造商提供現金
補貼，款項來自根據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向生產者收取

的徵費或政府的預算撥款，以改善回收再造商的盈利

能力，尤其是一般認為較難收集和循環再造的廢物

類別。補貼可產生緩衝作用，減少再造產品價格波動對

回收再造商收入的影響。以南韓為例，它自 2003 年起
就 42 類包裝及產品衍生的廢物提供補貼，以扺銷循環
再造成本，結果在 2002 年至 2012 年間把年度回收量
提升 62%至 150 萬公噸；  

 
(b) 以整筆撥款資助營運升級：部分政府透過專項基金向
回收再造商提供撥款和貸款，用於購置及提升循環再造

設施。如新加坡政府在 2009 年推出 3R 基金，預算開支
為 800 萬新加坡元 (4,270 萬港元 )，以承擔業界裝設
回收再造設施或分類設備最多 80%的開支；  

 
(c) 採購循環再造產品：環保採購可擴大再造產品的市場。
例如，日本在 2001 年制定《綠色採購法》，規定國家
機 構 優 先 採 購 再 造 產 品 。 根 據 聯 合 國 的 研 究 ，

約 93%參與調查的政府已在政策中加入相關的公共採購
規定； 20 

 
(d) 專供回收再造業使用的土地：部分政府為當地回收
再造商提供土地配套支援，如回收再造商符合若干資金

和產量要求，可享有地租折扣。例如，新加坡政府在

1995 年設立莎琳汶回收園 (Sarimbun Recycling Park)，扶植
當地回收再造業。現時，園內 13 家回收再造廠的產量
佔新加坡回收再造廢物總量的 25%；及  

  

                                                           
19 請參閱註腳 (5)。  
20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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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中國禁止廢物進口後推行的近期政策：鑒於廢物貿易在
2018 年變得更具挑戰，不少政府採取措施從源頭
減廢，尤其是廢塑料。例如，南韓及英國均宣布長遠上

會逐步淘汰某些塑膠製品。 21  然而，只有少數政府
公布新的回收再造措施，或因相關措施成本高昂及欠缺

直 接 成 效 所致 。 日本 政 府 可能 是 僅 有例 外 ，它在

2018 年 3 月推出一項新財政計劃，提供 1,500 萬美元
(1 億 1,760 萬港元 )的補貼，承擔新建回收再造設施
50%的開支。  

 
 
3. 本港紙張及塑料循環再造業的近期發展  
 
 
3.1 根據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的資料，本港回收再造業規模
甚小，在 2014 年約有 1 900 家企業。 22  估計整個行業僱用約
13 000 人。 23 本地大部分回收再造商實際只是廢物收集商和貿易
商，因為幾近全部於香港回收的廢紙和 88%廢塑料，最終會出口到
其他地方作進一步處理，當中以內地為主。 24  撇除貿易活動的
影響， 2017 年的本地廢紙的循環再造率基本上處於零水平，而
廢塑料的本地循環再造率亦僅為 1.5%(圖 4)。  
  

                                                           
21 南韓政府自 2018 年 5 月起宣布推行一系列應對措施，以減少製造廢塑料，
例如 (a)在 2020 年前禁止生產有色膠瓶； (b)分階段淘汰難以循環再造的
聚氯乙烯及其他產品；及 (c)禁止大型超市使用即棄膠袋。同樣地，英國政府
亦在 2018 年 1 月發表 "25 年環境計劃 "，目標是在 2042 年底前達致不產生可
避免廢塑料的目標。這些政策包括 (a)將現時 0.05 英鎊 (0.5 港元 )的膠袋徵費
適用範圍擴大至所有零售商； (b)2022 年就再造物料含量低於 30%的塑料包
裝徵稅；及 (c)2020 年年底前禁止派發和銷售塑膠飲管、飲品攪拌棒和
棉花棒。  

22 最新的回收再造企業數字來自環保署，它是政府在 2015 年成立回收基金
時，委託顧問進行相關調查，並參考其他數據來源。根據《香港回收再造

公司名錄》的資料，本港在 2019 年 1 月共有 302 家廢紙回收再造商及
267 家 塑 料 回 收 再 造 商 。 請 參 閱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2014b)及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019a)。  

23 估算是基於環保署提供的就業數字系列。請參閱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2014b)。  

24 2017 年，香港共向其他地方出口 794 200 公噸廢紙，價值 13 億 4,000 萬港元。
廢塑料的相應出口量為 1 790 700 公噸，價值 44 億 1,000 萬港元。內地是
這些廢物貿易的主要目的地，分別佔兩類廢物貿易量的 91%和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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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012 年至 2017 年間本港廢紙及廢塑料回收情況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廢紙  

-  產生量 (千公噸 ) 1  860 1  700 1  649 1  720 1  627 1  717 

-  回收量 (千公噸 ) 1  162 1  035 948 896 806 793 

-  回收率  63% 61% 57% 52% 50% 46% 

-  本地出口量 (千公噸 ) 1  162 1  034 948 896 806 793 

-  本地循環再造率 * 0% 0.1% 0% 0% 0% 0% 

廢塑料  

-  產生量 (千公噸 ) 985 924 834 891 906 891 

-  回收量 (千公噸 ) 317 243 99 94 126 116 

-  回收率  32% 26% 12% 11% 14% 13% 

-  本地出口量 (千公噸 ) 308 191 83 88 119 102 

-  本地循環再造率 * 0.9% 5.6% 1.9% 0.6% 0.8% 1.5% 
註：  (* )  估算數字。  
資料來源：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3.2 至於內地對廢物貿易實施的近年管制，並未太大影響

本港廢紙貿易。 2018 年，本港出口到內地的廢紙總量只下跌
4.8%(與全球廢紙貿易的 5%跌幅大致相若 )，部分是由於內地買家
仍可使用其剩餘進口配額，從香港購入經分類廢紙。 25  此外，
本地收集的廢紙仍佔廢紙出口總量逾 97%，只有餘下 3%廢紙源自
轉口。另一方面，本港廢塑料貿易則大受打擊，內地進口禁令導致

廢料轉口嚴重萎縮，本港廢塑料出口總量於 2018 年暴跌 84%。 26 
雖然小部分廢物貿易已轉移至東南亞，但有大量廢料在香港積存，

為本地循環再造業帶來挑戰，也同時創造機遇。 27  

                                                           
25 廢物貿易的進口配額數量由內地政府釐定，配額會按商業考慮分配。請參閱

GovHK (2017c)。  
26 有別於廢紙貿易，本地出口在香港廢塑料貿易的比例甚低。反之，廢塑料
轉口明顯較重要，高佔逾 95%的比例。香港的廢塑料進口手續較簡易，亦
不設關稅，是亞洲的廢塑料臨時儲存地和貿易樞紐。請參閱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2014a)。  

27 在內地實施廢物進口禁令前，本港於 2017 年有 96%廢塑料出口到內地。
然而， 2018 年出口內地的相關比例銳減至 17%，而出口至東南亞地區的比例
則大幅增加，如泰國 (40%)、馬來西亞 (25%)和越南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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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體而言，本地回收再造商較海外同業面對更多營運

限制。首先，由於香港仍未全面推行上文所述的廢物管理核心政策
(例如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本地可循環再造的
原料供應相對較少。第二，本地廢物原料的源頭分類及清洗欠妥善，
雜質含量偏高，技術上更難進行循環再造。根據香港浸會大學

("浸大 ")進行的一項回收再造專題研究，本地 86%回收再造商在
處理收集的廢塑料前，不會先作清洗。 28  第三，適合經營回收
再造業務而又在財政承擔範圍的土地供應，非常有限。例如，可用

於經營回收再造業務的工業用地，市場租金可高達每平方米

235 港元，是環保園租金的 10 倍。 29 第四，香港的回收再造基建
相當有限。本地的造紙廠在十多年前結業後，目前並無造紙廠可

生產再造紙，而現有塑料回收再造設施在 2017 年的廢塑料處理
量，只達全港回收量的 12%。加上再造產品價格波動，本地回收
再造商正在艱苦經營。根據浸大研究的結果， 84%參與調查的回收
再造商表示， "高昂的營運成本 "是他們在 2017 年的最大挑戰。在
企業盈利能力方面，只有 14%回收再造商表示可賺得利潤，達到
收支平衡的有 37%，而其餘 49%則錄得虧損。 30 
 
3.4 至於對本地回收再造商的支援政策，政府於 2015 年 10 月
撥款 10 億港元成立回收基金，向回收再造商提供整筆撥款，以
供擴充業務及提升生產力。 31 成立 3 年後，基金已就回收再造
業界的申請項目批出共 1 億 5,200 萬港元，當中包括批撥予
58 個廢紙項目和 35 個廢塑料項目。 32 政府亦進行環保採購，在
2017-2019 年度斥資 5,800 萬港元採購再造紙，佔紙張採購預算的
79%。土地配套支援方面，政府在 2017-2018 年度把屯門環保園內
3 幅用地，租予 2 家廢塑料回收再造商和 1 家紙張回收再造商，另
把 17 幅短期租約用地和 16 個公眾貨物裝卸區停泊位編配予塑料及
紙張回收再造商使用。  
 
3.5 然而，本地回收再造商普遍認為政府支援不足。浸大的

研究指出約 90%本地回收再造商過往並無申請回收基金的款項，

                                                           
28 香港浸會大學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 (2017)。  
29 明報 (2018)。  
30 香港浸會大學嘉漢林業珠三角環境應用研究中心 (2017)。  
31 為協助回收業界面對內地逐步收緊可回收物料的進口要求，回收基金在

2017 年 9 月預留共 7,000 萬港元，協助提升回收再造商處理廢塑膠及廢紙的
能力，並鼓勵他們採用回收壓縮車提高運輸效率。此外，回收基金亦於

2019 年 1 月推出一系列優化措施，例如向回收再造商提供最多一半的租金
資助，鼓勵他們把現有回收業務搬遷至工業大廈或已規劃作工業用途的

土地。  
32 截至 2019 年 3 月，基金的獲批項目合共可處理 8 800 公噸廢塑料及

2 800 公噸廢紙，分佔 2017 年該兩類可循環再造廢物總量的 1%與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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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估計成功獲批機會不大。此外，小型回收再造商認為難以

在環保園運作，因為環保園地段面積過大，租金亦過於昂貴。 33 
至於有意見提出向部分可循環再造物料提供補貼，政府重申不會

推行有關措施，因為 "釐定補貼額會有困難 "，亦可能變相鼓勵產生
更多廢物。 34 
 
 
4. 台灣對循環再造業的支援政策  
 
 
4.1 台灣與南韓同獲廣泛稱譽為亞洲的環保先驅。台灣自

2000 年代初便已推行上文所述的 3 項廢物管理核心政策，提供
穩定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供應，並鼓勵回收再造商設置相關業務

設備。 35 台灣整體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因而由 2000 年的 10%增加
5 倍至 2017 年的 60%，在全球位居前列。  
 
4.2 就兩種選定的廢物類別而言，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間，
台灣的廢紙回收率由 60%增至 75%，廢塑料則由 28%增至 35%。
當中的紙張循環再造特別受市場力量左右，因為在台灣資源回收

管理基金下可獲當地政府補貼的 33 種再造產品中，只有兩種屬
紙容器 (即鋁箔包和紙容器 )。 36 而紙容器補貼類別只佔 2017 年
收集廢紙總量的 1%，餘下 99%的廢紙則被認為較具循環再造效益
(如報紙和紙板 )，無須補貼亦可由私營企業主動回收。相比之下，
塑料循環再造明顯較依賴補貼，當中 8 種塑膠製品列入補貼名單，
佔廢塑料收集總量的 45%。 37 至於補貼名單以外的可循環再造紙
張和塑料，台灣回收再造商一如香港同業，同樣要面對較多市場

風險。  
 
4.3 有別先進地方主要把回收出口，台灣近年一直進口上述

兩類廢物 (特別是廢紙 )，供當地循環再造。2017 年，台灣淨進口約
971 000 公噸廢紙 (相等於當地廢紙回收總量的 46%)，而廢塑料淨
進口的相應數字為 69 000 公噸及 16%(圖 5)。換言之，台灣的循環
                                                           
33 環保園每個地段的土地面積介乎 4 400 至 19 000 平方米，意味用戶每月須
繳付 41,000 港元至 399,000 港元的租金，遠超小型回收再造商可負擔的
水平。  

34 政府認為單位補貼金額應反映市場狀況和成本的變化。而補貼亦可能鼓勵
營運效益欠佳的回收再造商繼續經營，並會變相鼓勵產生更多廢物。請參閱

Environment Bureau (2017)及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2018b)。  
35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2017b及 2017c)。  
36 下文就此會作進一步討論。  
37 這 8 種 塑 膠 製 品 包 括 聚 酯 纖 維 (PET)、 聚 氯 乙 烯 (PVC)、 聚 丙 烯 (PP)、
聚乙烯 (PE)、發泡聚苯乙烯 (PS foam)、未發泡聚苯乙烯 (PS non-foam)、其他塑料
及生質塑膠 (biomass plastics)。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hc/papers/hc20180223ls-35-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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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業存在剩餘容量，可處理海外廢物，前提是該等廢物的進口價

處於較低水平。 2017 年，台灣的經調整的廢紙和廢塑料循環
再造率分別為 109%和 41%，兩者皆高於上文所述的回收率。截至
2018 年 9 月，約有 299 家已註册的回收再造商獲台灣回收基金
發放補貼，當中 222 家為廢物收集商， 77 家為回收再造商。 38 
除了規模較大的註册回收再造商，台灣亦有不少小型的流動廢物

收集商和拾荒者。台灣的回收再造商在 2016 年的平均產值為
5,860 萬元新台幣 (1,450 萬港元 )，在 2006 年至 2016 年間年均增長
6.5%。 39 
 
 
圖 5   2012 年至 2017 年間台灣廢紙和廢塑料回收情況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廢紙  

-  產生量 (千公噸 ) 2  876 3  058 2  905 2  508 2  743 2  843 

-  回收量 (千公噸 ) 1  717 1  727 1  769 1  803 1  976 2  127 

-  回收率 ^ 60% 56% 61% 72% 72% 75% 

-  當地出口量 (千公噸 ) 71 66 82 106 117 135 

-  淨進口量 (千公噸 ) 794 725 698 480 592 971 

-  當地循環再造率 # 87% 80% 85% 91% 94% 109% 

廢塑料  

-  產生量 (千公噸 ) 1  156 1  215 1  220 1  124 1  239 1  259 

-  回收量 (千公噸 )* 321 334 320 312 359 444 

-  回收率 ^ 28% 27% 26% 28% 29% 35% 

-  當地出口量 (千公噸 ) 158 120 146 144 154 132 

-  淨進口量 (千公噸 ) -9  81 57 77 23 69 

-  當地循環再造率 # 27% 34% 31% 35% 31% 41% 
註：  (^ )  回收率是根據環境保護署數據計算。  
 (# )  估算數字，包括相關淨進口廢物的循環再造數字。  
 (* )  包括橡膠廢物。  
資料來源：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及財政部關務署。   

                                                           
38 在台灣， "廢物收集商 "須負責初步處理廢物，如收集、分類、壓縮和運輸，
而 "回收再造商 "則負責拆件及對廢物進行物理及化學處理工序。當地只有
3 類廢物 從業者須向政府註册，包括 (a)受規管可循環再造廢物的回收
再造商； (b)廢棄車輛收集商；及 (c)作業佔地超過 1 000 平方米的其他受規管
可循環再造廢物收集商。  

39 經濟部工業局 (2017)及經濟部推動綠色貿易專案辦公室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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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台灣政府為改善當地回收再造商營運效益而推行的主要

具體政策，載列如下：  
 

(a) 由台灣回收基金補貼營運成本：台灣政府在 1997 年
透過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推出 "資源回收四合一
計劃 "，規定 33 種受規管項目 (包括 2 種紙容器和 8 種
塑膠容器 )的所有製造商須繳付 "回收清除處理費 "，
款項用於補貼相關廢物類別的回收再造商。舉例來說，

根據 2018 年 4 月最新公布的資料，每公噸紙容器的
單位補貼額為 7,250 元新台幣 (1,910 港元 )，廢棄聚酯
纖維容器則為 4,500 元新台幣 (1,180 港元 )。補貼款項可
發揮緩衝作用，有助緩減再造產品全球價格波動的

影響。  
 

2006 年 至 2018 年 間 ， 發 放 給 台 灣 容 器 回 收

再造商 (包括廢紙和廢塑料 )的回收再造補貼年均為
19.8 億元新台幣 (5 億 2,100 萬港元 )。 2016 年，台灣
回收基金的補貼金額平均佔受補貼回收再造商的年產值

約四分之一，是合資格回收再造商的重要收入來源。

然而，亦須強調僅約 1%的廢紙量和 45%的廢塑料量於
2017 年獲列入當地受補貼名單內；  

 
(b) 研發投資補貼：台灣政府自 2012 年起補貼有關創新
科技、循環再造廢物處理及再造物料應用的研究。相關

補貼的年度預算在 7 年間合計增加 150%至 2019 年的
5,000 萬 元 新 台 幣 (1,290 萬 港 元 ) ， 2012 年 至

2017 年間，累計資助 92 個項目。此外，當地 85 家
回收再造商成立搖籃到搖籃聯盟，推動綠色產品設計。

台灣把聚酯纖維再造物料應用於紡織品和成衣方面，已

位居世界前列； 40 
 

(c) 積極推動環保採購：台灣政府一直積極推動環保採購，
規定所有部門及市政府須在 2011 年前將特定項目的
再造產品採購比例提高至 90%。 2002 年至 2016 年間，
政府每年的環保採購開支累增 174%至 72 億元新台幣
(18 億 港 元 )， 而 環 保 採 購 比 例 亦 由 60.5%上 升 至
96.8%。在台灣政府的帶頭作用下，當地私營機構亦
效法進行環保採購。 2007 年至 2016 年間，相關開支
上升 31 倍至約 190 億元新台幣 (47 億港元 )；及   

                                                           
40 以 2018 年俄羅斯世界盃為例， 32 支參與的國家球隊中， 16 隊穿着由台灣
製造的再造物料球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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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建設專用的大型回收再造設施：過去 20 年，台灣政府
分別在高雄、台南、桃園和花蓮設立 4 個環保科技園區
("園區 ")，所有園區由當地市政府管理，供若干回收
再造產業優先使用。 41 2002 年至 2011 年間，園區內
企業可獲發相等於租金開支與研究預算一半金額的

補貼，以及不多於資本投資總額 10%的生產補助。截至
2011 年年底，園區計劃惠及台灣約 110 家回收再造
公司，每年生產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共達 1 080 萬公噸，
價值 165 億元新台幣 (45 億港元 )。  

 
 
4.5 至於內地近期實施的廢物貿易管制，有關舉措似乎促使

台灣於 2018 年明顯改以海外進口廢物取代當地回收廢物作為循環
再造的原料。由於內地的管制措施導致全球廢紙和廢塑料價格

急挫，而對台灣回收再造商來說，海外輸入廢物的成本低於在台灣

收集廢物的成本。 42 在此背景下，台灣廢紙淨進口量在 2018 年
增加 22%至 120 萬公噸，而廢塑料的淨進口量更增加 432%至
368 400 公噸。 43 與此同時，據報道台灣積存了大量棄置或未經
處理的當地回收廢物，這亦意味當地廢物回收率於 2018 年或有
下行壓力。  
 
4.6 鑒於台灣公眾強烈關注到進口大量廢物帶來的污染問題，

加上其抵銷對當地廢物的循環再造需求，台灣政府在 2018 年 10 月
通過有關 "屬產業用料需求之事業廢棄物公告事項 "的修正草案，對
廢物進口實施更嚴格規定。 44 首先，只有經登記的企業方可進口
廢物作產業用途。第二，廢物必須經妥善分類才能進口 (例如單一
材質的廢塑料、沒有混雜其他廢物的未漂白牛皮紙、瓦通紙或紙板

等 )。第三，再造物料應在當地使用，不可作為原材料出口。除此
以外，台灣政府亦在 2018 年聘用超過 4 200 名兼職員工收集可
循環再造物料，以協助當地環保機構分類及回收再造廢物，這項

政策旨在協助回收再造商維持穩定收入。而收集人員每月工作

                                                           
41 以台南園區為例，塑料、金屬與紡織品回收再造商可優先使用該園區。  
42 於台灣當地收集的廢物，台灣回收再造商須按當地市場價格向收集商購入
廢物原料。如當地收集的廢物價格較進口廢物便宜，回收再造商便有誘因

先選購當地廢物作循環再造，反之亦然。  
43 額外進口的廢塑料和廢紙主要來自日本、美國和英國。請參閱蘋果日報

(2018)。  
44 台灣企業過往無須獲政府許可，亦可自由進口廢紙和廢塑料用作循環再造
原料。根據新修正草案，進口這些廢物須符合登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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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時，賺取約 3,000 元新台幣 (813 港元 )，可紓緩其經濟壓力。
上列各項新措施似乎具有成效，有助台灣減少進口廢物。 45 
 
 
5. 加利福尼亞州對循環再造業的支援政策  
 
 
5.1 在美國芸芸 50 個州份中，加利福尼亞州 ("加州 ")向來被
譽為 "環保先驅 "。 46 加州早於 1972 年已成立 "固體廢物管理局 "，
推行資源回收計劃。 47 及至較近期的 2011 年，加州更制定州立法
例，即《法案 341 號》，訂立相當進取的全州適用目標，以求在
2020 年前達到 75%廢物回收再造率。 48 就此，州政府推出多項
計劃，例如在 2012 年推行強制商業回收計劃，規定商戶和多戶
家庭住宅建築物須自行安排收集可循環再造廢物。 2017 年，當地
約 80%商戶和 85%的多戶家庭住宅，已能作出相應安排。 49 
 
5.2 2010 年，固體廢物管理局改組為加州資源再造回收局
("資源再造回收局 ")，專責減少加州的都市固體廢物數量和推動
回收再造。然而，由於回收再造商毋須向資源再造回收局匯報回收

再造數字，現時未有整個州份回收再造的全面統計數字，更遑論

紙張及廢塑料回收率的分項數字。 50 根據有限的統計數字，加州
於 2017 年的整體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只有 42%(圖 6)，不單是
2012 年以來的最低數字，亦遠低於 75%的回收再造率目標。由此
可見，即使當地成立專責部門處理回收再造工作，回收再造商仍

面對巨大挑戰。  
  

                                                           
45 2018 年第四季廢紙進口量較按年下跌 19%。廢塑料進口量方面，其按年升幅
由 2018 年首三季的 176%大幅放緩至第四季的 9%。  

46 Vogel (2018)。  
47 根據 1972 年通過的《固體廢物管理及資源回收法》，加州成立固體廢物
管理局，負責監管廢物處置及回收再造。該管理局亦負責加州的固體廢物

資源回收計劃。  
48 1989 年的《加州綜合廢物管理法》 (《法案 939 號》 )，規定加州政府須在

1995 年 1 月 1 日前達到從堆填區分流 25%固體廢物的目標，並在 2000 年
1 月 1 日前達到 50%的分流目標。此外， 2011 年的《法案第 341 號》規定
當局須訂定全州適用的目標，即在 2020 年將回收再造率提升至 75%。
請參閱 CalRecycle (2015b)。  

49 2017 年，加州有 296 家合約運輸商和 457 家廢物處理商，負責收集與回收
住宅及商業廢物。  

50 目前加州未有備存廢紙及廢塑料回收率的相關數字，然而資源再造回收局將
於 2019 年推出 "回收及處置報告系統 "，強制要求回收再造商匯報回收再造
的數字。作為一般參考，在 2015 年美國整體紙張及塑料回收率分別為
66.6%和 9.1%。  

http://facultybio.haas.berkeley.edu/faculty-list/vogel-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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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2 年至 2017 年間加州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整體廢物  

-  產生量 (千公噸 ) 66 406 67 132 67 948 69 128 69 400 70 035 

-  回收量 (千公噸 ) 33 203 33 566 33 657 32 477 30 663 29 756 

-  回收率  50% 50% 50% 47% 44% 42% 

-  當地出口量 (千公噸 ) 18 053 16 964 16 420 14 878 13 608 13 245 

- 當地循環再造率 * 23% 25% 25% 25% 25% 24% 
註：  (* )  估算數字。  
資料來源： CalRecycle。  

 
 
5.3 與其他先進地方的情況相若，加州過往甚為依賴將回收

廢物出口，藉此解決廢物處置問題。 2017 年，加州將 1 320 萬公噸
可循環再造廢料出口到其他國家，佔收集總量的 45%，當中約有
一半輸往中國。中國在 2018 年禁止外地廢物進口，應會對加州
帶來嚴重影響，但現有統計數字未能及時反映有關情況。 51 據報
加州多家造紙廠、循環再造中心及處理中心在 2010 年代陸續
結業，導致當地回收再造商的現有設備不足以處理積存當地的大量

廢物。 52 根據資源再造回收局的評估，假如所有可循環再造紙張
和塑料出口至中國的活動突然停頓，加州都市固體廢物回收率在

2017 年 "應會由 42%跌至 33%"。 53 
 
5.4 至於對回收再造商的支援政策，加州已大致推行上文所述

的 3 個廢物管理核心政策。 54 至於增強回收再造業商業持續能力
的具體措施，資源再造回收局一直與當地回收再造商緊密合作，致

力達致各項回收再造目標。主要措施如下：  
  

                                                           
51 2018 年的相關出口統計數字預計要待 2020 年年初才會公布。儘管如此，
加州向中國出口的廢紙和廢塑料數量在 2017 年已分別下跌 13%和 25%，
當中大部分廢物已轉為出口至東南亞。請參閱 CalRecycle (2019a及 2019j)。  

52 The Guardian (2016)及 Resource Recycling (2017)。  
53 CalRecycle (2019j)。  
54 加州各個城市根據 "多棄多付 "計劃，以垃圾收集費的形式收取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以三藩市為例，早於 1932 年便根據《垃圾收集與處理條例》訂定
家居垃圾徵費率。截至 2015 年，州內超過四分之三社區已推行各種形式的
" 多棄多付 "計劃。請參閱 Econservation Institute (2015)。  



16 

(a) 飲品容器按金退還計劃：根據 1986 年制定的《加州
飲品容器回收及減廢法》，加州會向飲品容器消費者

徵收 0.05 美元至 0.1 美元 (0.4 港元至 0.8 港元 )的加州
回 收 金 ， 徵 款 會 再 分 派 予 當 地 回 收 再 造 商 。 55 
2017 年，政府再分派予廢塑料回收再造商的回收
金總額為 5,200 萬美元 (4 億 900 萬港元 )，令當地飲品
容器回收率達致約 75%。回收容器來自 1 600 個回收
中心，或從路旁收集所得，當中約半數是聚酯纖維

膠瓶；  
 
(b) 就廢塑料提供原料成本補貼：根據 2006 年推出的 "塑膠
市場發展補貼計劃 "，製造商或處理商如以合資格的
塑膠飲品容器作原料生產，每使用 1 公噸廢料，可
獲發高達 165 美元 (1,300 港元 )的補貼。資源再造
回 收 局 在 2018-2019 年 度 承 擔 高 達 1,500 萬 美 元

(1 億 1,760 萬港元 )的補貼，並會在往後年度每年承擔
1,000 萬美元 (7,840 萬港元 )的補貼，直至 2022 年；  

 
(c) 以補助金提升循環再造容量：為鼓勵生產商採用更多
再造物料及減少碳排放量，加州在 2016-2017 年度批准
在 "再造纖維、塑膠及玻璃補助金計劃 "下發放 3 項
補助金，總額合共 900 萬美元 (7,000 萬港元 )。補助
款項用作擴充業界現有營運設備和建設新的回收再造

設 施 ， 目 標 是 從 堆 填 區 分 流 59 000 公 噸 塑 料 和
73 000 公噸玻璃 (分別相等於 2014 年廢塑料和廢玻璃
產生量的 2%和 10%)；  

 
(d) 增加採購含再造物料成分的產品：根據《公共合約
法規》及 "州政府購買再造產品計劃 "，加州所有州政府
機構在須申報的採購中，最少 50%的採購物品須含有
再造物料成分。儘管當地擬在 2020 年前將目標比率
進一步提升至 75%，但 2017-2018 年度的實際比率仍
低於此目標。 56 此外，資源再造回收局編製 "再造成分
產品製造商指南 "，展示州內 190 家製造商生產的再造
成分產品；及   

                                                           
55 加州法例適用的飲品容器，包括少於 24 安士的容量，回收金款額為 5 美仙

(0 .4 港元 )；如容量為 24 安士或以上，回收金款額則為 10 美仙 (0 .8 港元 )。
請參閱 CalRecycle (2019c)。  

56 舉例來說，在 2017-2018 年度，加州各政府機構共斥資 1 億 9,500 萬美元
(15 億港元 )採購含再造物料成分的合資格產品，佔該計劃須申報的採購總額
67%。請參閱 CalRecycle (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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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設立 "循環再造市場發展區 "：加州政府在 1994 年設立
循環再造市場發展區，為回收再造商創造商機。透過

循環再造市場發展區計劃下的項目開支，當地政府為

業界提供最多 75%的貸款，並就業務選址和物料採購
給予技術支援，以及提供免費產品行銷服務。截至

2019 年 3 月，加州共有 38 個循環再造市場發展區，
協助共 288 家回收再造商發展業務。  

 
 
5.5 部份由於上述支援措施，加州廢紙和廢塑料的堆填區棄置

量在 2008 年至 2014 年間一直下跌，前者減少 22%至 490 萬公噸，
後者則減少 16%至 290 萬公噸。然而，加州政府現時仍遠遠未能達
到回收再造率和再造成分產品採購比率的政策目標，即在 2020 年
兩者均達致 75%。對於中國近期禁止廢物進口的措施，加州政府至
今只是重申現行措施應對，未有推出新的回收再造計劃。 57 
 
 
6. 結語  
 
 
6.1 全球的廢物循環再造業的商業持續能力仍然偏低，主要

因為再造產品的營運成本較原生物料產品高昂，市場需求亦不及

後者，削弱其競爭力。縱然全球廢紙回收率在 2015 年上揚升至
59%，而廢塑料回收率亦於 2017 年改善至 21%，但約三分一的該
等回收廢物是出口其他地方處理，並非原地循環再造。各地政府及

循環再造商仍在尋求方法提升循環再造業的營運效益，使之可持續

性發展，特別是有鑑中國於 2018 年嚴格管制廢物進口後衍生的
各項環境挑戰。  
 
6.2 全球多個先進地方已推行 3 項廢物管理核心政策 (即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強制源頭廢物分類和生產者責任延伸制度 )，為
循環再造商提供穩定的可循環再造物料供應。台灣和加州兩地均

實施具體政策措施，提升循環再造商的營運效益，包括 (a)為再造
產品提供補貼，以增加回收再造業務的收入； (b)推動環保採購，
以拓展再造產品的市場； (c)向循環再造商發放整筆撥款，用於提升
設施；及 (d)設立專建的環保園，提供資助土地以供循環再造業
使用。  
 
 

                                                           
57 CalRecycle (2019f)。  



18 

附錄  
 

2017 年選定地方對循環再造業的政策支援  
 

 香港  台灣  加州  

1 . 廢物回收率  

-  整體都市固體廢物  32% 60% 42% 

-  廢紙  46% 75% -  

-  廢塑料  13% 35% -  

2. 推算的本地循環再造率 (扣除對外廢物貿易 ) 

-  整體都市固體廢物  1% -  24% 

-  廢紙  0% 109% -  

-  廢塑料  1 .5% 41% -  

3. 項廢物管理核心政策的推行年份  

-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 1 )  2000 
(台北 ) 

1932 
(三藩市 ) 

-  強制源頭廢物分類     2005 2012 

-  廢紙及廢塑料生產者責任延伸
制度  

    1997( 2 )  1987( 3 ) 

4. 提升回收再造商營運效益的具體措施  

-  每公噸成本補貼       ( 4 )   ( 5 )  

-  塑膠容器回扣退款    ( 6 )       ( 7 )  

-  整筆撥款    ( 8 )    ( 9 )    ( 1 0 ) 

-  環保採購目標     90% (2011) 75% (2020) 

-  使用專用土地的回收再造商數目  12 110 288 
註：  ( - )  未有資料。  
 (1)  政府預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早可在 2020 年年底前實施。  
 (2)  適用於紙容器和塑膠容器。  
 (3)  適用於塑膠飲品容器。  
 (4)  紙容器的每公噸補貼額為 1,910 港元，聚酯纖維容器的補貼額則為 1,180 港元。  
 (5)  使用塑膠飲品容器作生產原料的每公噸補貼額為 1,300 港元。  
 (6)  塑膠飲料容器的逆向自動售貨機先導計劃將於 2019 年下半年展開。  
 (7)  容器容量少於 24 安士的退款額為 0.4 港元，24 安士或以上的退款額則為 0.8 港元。  
 (8)  於 2015 年成立的回收基金獲撥款 10 億港元，以供回收再造商擴充其業務。  
 (9)  在 2019 年，台灣共預留 1,290 萬港元資助有關循環再造的研究和開發。  
 (10) 在 2017 年，加州共批准 7,000 萬港元以鼓勵生產商採用更多再造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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