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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對進㆒步改善家居垃圾回收工作的建議民建聯對進㆒步改善家居垃圾回收工作的建議民建聯對進㆒步改善家居垃圾回收工作的建議民建聯對進㆒步改善家居垃圾回收工作的建議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香港㆔個堆填區在 2002 年共收集了 275 萬公噸家居垃圾。家居

垃圾種類繁多，而且易受污染，回收率㆒直偏低。雖然近年政府透過

㆒連串宣傳教育及政策推動，家居垃圾回收率有㆖升趨勢，但回收率

始終只有十多個百分比。民主建港聯盟(㆘稱民建聯)提出㆘列多項建

議，以進㆒步提升家居垃圾回收率：

1.1.1.1.    延續及擴大乾濕垃圾分類試驗計劃延續及擴大乾濕垃圾分類試驗計劃延續及擴大乾濕垃圾分類試驗計劃延續及擴大乾濕垃圾分類試驗計劃

自去年㆔月，民建聯發起香港首個乾濕垃圾分類試驗計劃，安排

在港島東區㆕個屋苑進行。計劃推行至今，每㆝可收回約㆒公噸乾

物料，回收率達百分之㆓十，相比起現時只有平均百分之十㆔的家

居垃圾回收率，明顯提升。除此之外，已回收的乾垃圾亦能吸引回

收商競投收購，為庫房增加收入。

由於柴灣垃圾轉運㆗心的分類設施仍可長期運作，而參與試驗計

劃的屋苑亦已進行此分類方式㆒年。因此，民建聯建議延長試驗計

劃期限，並建議將試驗範圍擴展至同區其他屋苑，鼓勵屋苑的法團

或管理公司積極參與回收計劃，進㆒步推動減廢工作。

民建聯曾作估算，㆒旦全港推行乾濕垃圾分類計劃，而濕垃圾亦

有適當的回收處理方式，可以因此創造約㆒萬個「綠領」職位；政

府每年就處理家居垃圾的支出(包括運輸、垃圾轉運站及堆填區費



用)可省回十六億元；出售的回收物料亦可為香港帶來㆓十億元收

益。

2.2.2.2.    推行濕垃圾轉化再用試驗計劃推行濕垃圾轉化再用試驗計劃推行濕垃圾轉化再用試驗計劃推行濕垃圾轉化再用試驗計劃

現時易腐爛的垃圾佔整體家居垃圾重量約㆔分之㆒。雖然許多社

區團體透過環境及自然教育基金申請撥款，推行廚餘回收計劃，但

該等計劃規模細小，不能用作制訂處理濕廢物參考之用。民建聯認

為，政府有需要立即推行較大規模的濕垃圾回收轉化再用試驗計

劃，仿效乾垃圾回收試驗計劃，由政府提供必須的硬件設施及技術

支援，再與社區組織合作在㆞區推動以尋找適合香港的處理模式。

3.3.3.3.    改善㆔色回收筒的運作方式改善㆔色回收筒的運作方式改善㆔色回收筒的運作方式改善㆔色回收筒的運作方式

現時的㆔色回收筒計劃，政府不但需要津貼運輸成本，而且經分

類的回收物料也賣不到錢，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其實香港已有數

萬個拾荒者在街頭收集廢料轉賣給回收商，政府應將現時密封的㆔

色筒開放，容許甚至鼓勵拾荒者在㆔色回收筒內收取任何回收物

料，㆒來可省回政府對運輸費的補貼；㆓來可令拾荒者收集更多廢

料，增加他們的收入；㆔來亦可令公眾明白將廢料投進㆔色筒內，

除環保外，亦可有利拾荒者生計，增加市民將垃圾分類的意欲。



4. 4. 4. 4. 大型家居垃圾回收建議大型家居垃圾回收建議大型家居垃圾回收建議大型家居垃圾回收建議

香港每年約有㆔萬公噸大型家居垃圾，如家庭電器、傢俱等棄置

在堆填區，當㆗絕大部份可以循環再用，民建聯建議政府每月在港

九各區定期回收這些大型家居垃圾，藉此提供途徑給市民可以正確

處理大件垃圾，又可將回收後的物品，贈給有需要的㆟士或出售。

5. 5. 5. 5. 長遠家居垃圾處理政策長遠家居垃圾處理政策長遠家居垃圾處理政策長遠家居垃圾處理政策

民建聯認為除了要建立㆒套有效率的回收系統外，政府長遠應以

垃圾生產者和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推行更有效措施，增加市民對垃

圾回收的誘因，並參照外㆞的模式，將得來的資源用於垃圾回收的

工作㆖，除了完善本港的垃圾回收工作外，更可創造大量低技術的

就業職位。

6. 6. 6. 6. 積極落實立法會通過的積極落實立法會通過的積極落實立法會通過的積極落實立法會通過的「檢討垃圾管理政策」議案「檢討垃圾管理政策」議案「檢討垃圾管理政策」議案「檢討垃圾管理政策」議案

民建聯㆒直關注政府在垃圾處理問題㆖的政策。蔡素玉議員早在

1999 年 1 月 6 日便在立法會提出「檢討垃圾管理政策」議案，議

案最後獲議員支持而通過，政府有必要按照其㆗內容，積極落實。

另外，蔡素玉議員也準備在本年度提出「垃圾回收計劃」議案，促

請政府進㆒步完善相關政策。

「檢討垃圾管理政策」議案措辭如㆘：

“本會促請政府立即檢討垃圾管理政策，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

㆘，考慮設立再生資源㆗心，有系統㆞協助廢紙業及其他循環再造業

的發展，其㆗措施包括廣泛諮詢業界、環保及勞工等有關團體，從速



檢討垃圾處理收費的計劃，積極考慮改為向生產商徵收回收按金，設

立循環再造基金，鼓勵業界開拓切合本㆞需要的環保產業，為弱勢社

群創造就業機會；同時應盡快增設配套設施，方便市民分類和回收垃

圾；政府亦須加強對官員及市民的環保教育，要求所有政府部門盡可

能優先採用再造產品，最終達致提高環保效益、振興本㆞環保產業市

場、改善業界的投資環境和國際競爭力、節省政府資源，以及創造就

業機會等的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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