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引言  
 
   本文件向委員介紹在香港引入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

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最新進展，包括法定規管框架所須的立

法建議。  
 
 
背景  
 
2. 香港每年產生約 70 000 公噸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大部

分會出口供重用或回收有用物料。惟依賴出口未必持續可

行，因為隨着發展中國家經濟逐步發展並收緊對廢電器電子

產品的進口管制，海外對二手產品的需求終會減少。有見及

此，我們在 2010 年進行公眾諮詢，並取得社會普遍支持透

過立法引入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以妥善管理廢電器電子

產品。我們從中亦得悉公眾有強烈訴求，希望政府協助發展

一所本地處理設施，以便推展生產者責任計劃。  
 
3. 在 2011 年 11 月 28 日本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首

次向委員匯報擬議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未來路向，包括計劃支

持在香港發展一所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設施（稱為「廢電器

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以落實生產者責任計劃。自此

以後，我們便著手制訂實施細節，其間有諮詢相關持份者。

在 2014 年 4 月 28 日本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我們亦就擬議

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項目和廢電器電子產品

生產者責任計劃匯報最新進展。在委員的支持下，我們正就

擬議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尋求撥款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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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責任計劃的法定規管框架  
 
4. 我們會修訂《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 章）及《廢

物處置條例》（第 354 章），為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

責任計劃提供法定規管框架。下文各段列載法定規管框架詳

情。我們正敲定立法建議，以期在本立法年度內提交立法會

審議。  
 
受管制電器的範圍  
 
5. 我們建議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規管五類產品，即 (i)
洗衣機、(ii)電冰箱、(iii)空調機、(iv)電視機及 (v)電腦產品，

當中包括電腦（即桌上電腦、手提電腦和平板電腦）、列印

機、掃描器和顯示器（統稱為「受管制電器」）。本港約 85%
產生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源自這五類受管制電器，其餘的主要

涉及有二手市場價值的消費類電子產品，以及不同種類的小

型家庭電器。  
 
妥善處理受管制電器  
 
6. 我們建議根據《廢物處置條例》第 16 條引入發牌管

制，規管受管制電器被棄用後（下稱「受管制廢舊電器」）

的處置方法，包括其貯存、處理、再加工和循環再造。妥善

處理、再加工和循環再造廢電器電子產品涉及拆解、除毒和

回收工序。在擬議的發牌管制下，廢物處置牌照申請人須證

明其作業（包括拆解和除毒）可藉符合環保的工序，將受管

制廢舊電器變成可再用物料，才會獲發牌照。擬議的廢電器

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和其他進行循環再造受管制廢舊

電器的私營回收商均須領有廢物處置牌照。在這一方面，回

收行業內的部分從業員或會進行部分處理工序，例子包括為

了方便處理及運送而把受管制廢舊電器簡單拆件。有關工序

只要規模小，將不會對環境造成不良的影響。為了避免對他

們的作業造成過分的影響及方便持牌的回收商收集受管制

電器作處理，我們建議任何人在某地方或處所處置受管制廢

舊電器，只要該地方或處所的面積不超過 100 平方米便毋須

申領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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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貯存受管制廢舊電器方面，我們預計在《廢物處置

條例》下擬議的發牌管制可大大改善廢電器電子產品貯物場

的環保表現。根據環境保護署現有的資料，新界鄉郊地區有

大約 100 個臨時露天貯物場，被用作貯存有待運往海外的廢

電器電子產品。這些貯存作業通常有妥善整理，可能影響景

觀及有火警危險。再者，受管制廢舊電器長期日曬雨淋，可

引起環境問題，例如重金屬滲漏而污染土地。我們建議將來

貯存受管制廢舊電器的場地須先申領牌照，並且符合某些安

全和環保管理規定，例如：興建上蓋和鋪設地面；設定堆疊

高度上限；防火和保安措施；以及保存記錄。我們亦建議某

些貯存作業毋須申領牌照：  
 

(a)  多層建築物內的貯存作業，因為這些處所都是妥

善的貯存地點，應已符合我們屬意作為發牌條件

的硬件要求；  
 
(b)  小量貯存，至於界定方式，我們建議為所貯存的

受管制廢舊電器，總體積不超過 50 立方米。作

為粗略參考，這大概是一個 40 呎貨櫃所裝載廢

舊電器的數量。  
 
有效收集受管制電器  
 
8. 我們建議受管制電器的銷售商須按《產品環保責任條

例》的規定，安排除舊服務（前稱「收回服務」）。具體而言，

銷售商須備有經環境保護署署長（下稱「環保署署長」）批

准的除舊服務方案。根據方案，消費者每購買一件新的受管

制電器，便可要求將其指定處所內一件同類的舊電器移走，

並且無須額外支付費用 [ 1]。雖然銷售商無須直接提供收集和

處理服務，但仍須在除舊服務方案內指明收集和循環再造服

務提供者（可以但不一定是將來的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

收設施營辦者），並且為他們作出所需安排。為提高透明度，

銷售商須向消費者提供有關服務的資料，亦應協調收集時

間，以及保存相關記錄。我們亦可能會在往後的法律條文訂

明合適的運作標準，以確保一致性。  

                                           
1  為免引起誤會，提供除舊服務並不代表消費者必須使用該項服務。消費者

亦可選擇保留舊產品或自費另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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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香港是一個貿易中心，國際間的受管制廢舊電器或會

以二手貨物或廢物的形式在香港進行貿易。為進一步確保經

香港進行貿易的受管制廢舊電器不會增加我們的廢物負擔

或危害海外國家的環境，我們建議在《廢物處置條例》下加

入許可證的管制，使進口和出口受管制廢舊電器均須取得許

可證。通過加強出口管制，受管制廢舊電器除非符合該等條

件，否則一概不准出口，其中包括獲輸入目的地及每個過境

地點的主管當局同意有關受管制廢舊電器進口或過境，並且

證明其屬可再用的二手產品或當中涉及一些複雜程序，必須

經海外加以處理。至於進口，我們只會在有持牌本地回收商

負責妥善處理相關貨物的情況下，才發出所須的許可證，以

防止其他地方的受管制廢舊電器運往香港棄置及避免擬經

香港轉口的受管制廢舊電器最終滯留。  
 
堆填區棄置禁令 
 

10. 由於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會提供適當的循環再造

出路，我們建議禁止將受管制廢舊電器送往指定廢物處置設

施棄置。此舉可將受管制廢舊電器從廢物流中分流到適當的

回收設施，當中包括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雖然

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只適用於特定類別的受管制廢舊電

器，但我們會繼續支持妥善回收其他未納入為受管制廢舊電

器，例如透過由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下稱「環保基金」）

資助的自願計劃。我們亦會繼續加強 3R（即減少廢物、重用

及回收再造）的宣傳及公眾教育，教育市民不要把廢電器電

子產品當作普通廢物處置。 

 

徵收循環再造費 
 

11. 根據「污染者自付」原則，我們會徵收循環再造費，

以收回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全部成

本。我們批出合約後，會按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

設施的建造和經營成本，以收回全部成本為基礎，訂明

具體的循環再造費。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以附屬法例

的形式，把收費建議提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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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們建議向受管制電器的供應商徵收循環再造費，而

供應商則可沿供應鏈向其他持份者收回全部或部分費用。收

費機制概述如下： 

 

(a)  供應商的登記：分發受管制電器至本地市場的製

造商和進口商須登記為「登記供應商」。  
 

(b)  定期呈交和審計申報：登記供應商須定期向環保

署署長呈交申報，載列用以計算須支付的循環再

造費的所需資料。登記供應商亦須安排進行周年

審計，確保申報內的資料準確無誤，以及保存記

錄，方便日後查閱。我們會在規例訂明呈報要求

的細節。  
 

(c)  支付循環再造費：登記供應商須在收到政府發出

的繳費通知書後的訂明期間內，根據申報所載的

資料，向政府支付循環再造費。我們只會就已「使

用」或「分發」到香港市場的受管制電器徵收循

環再造費，當中會豁免 (i)本地生產而供出口的受

管制電器及 (ii) 進口供轉口的受管制電器，而該

等電器最終會在香港境外使用。  
 

(d)  提供循環再造標籤：為方便識別登記供應商是否

已就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所涵蓋的受管制電

器支付或將支付循環再造費，登記供應商和銷售

商必須在分發受管制電器時，為每件產品提供由

環保署署長所指明類別的循環再造標籤。銷售商

亦須向消費者提供載有下列字句的收據，以便消

費者更能清楚理解有關情況：  
 

本產品是《產品環保責任條例》（第 603 章）
所指的受管制電器。一名登記供應商，已經或
將會向政府支付$XXX 循環再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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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 

 

13. 我們一直透過自願性回收計劃汲取實際經驗。舉例來

說，聖雅各福群會得到環保基金資助，營辦一項非牟利廢電

器電子產品回收計劃，名為「綠色家電環保園
[2]
」。然而，這

項計劃每年只能處理約 200 公噸廢電器電子產品，無法支援

全港性推行的方案，妥善管理廢電器電子產品。 

 

14. 與此同時，我們確認要妥善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資

本高昂。在檢討市場情況後 [ 3]，我們認為有必要由政府在工

務工程計劃下發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回收設施，以開展

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回收設施的設計處理量每年約為    
30 000 公噸，並不會阻礙其他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回收商。上

述規管框架亦不會排除已取得所須牌照的合資格回收商，使

他們無法在市場運作。如市場如此需求，我們亦可將回收設

施每年的處理量增至 57 000 萬公噸。透過公開招標委聘的回

收設施營辦者，會負責設計、建造及營運設施。營辦者必須

根據《廢物處置條例》取得廢物處置牌照，以處置受管制廢

舊電器。營辦者須主動收集廢舊電器，確保持續有受管制廢

舊電器供設施處理。除了其他收集渠道，當銷售商提出要

求，營辦者亦會提供免費的「除舊服務」（見第 8 段），從消

費者的處所收回舊電器。  
 

15. 我們在 2013 年 9 月邀請經預先審定資格的投標者，

在公開招標時遞 交建議書，現已完成標書評審。由於仍待立

法會審批撥款，我們已取得上述投標者同意，將標書有效期

延長至本年 4 月 3 日。如能在延長的有效期內獲通過撥款，

並獲得立法會通過有關法例，我們預計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

及回收設施可在 2017 年年初完工，以支援約同期推行的強

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2  在「綠色家電環保園」計劃下，合資格的註冊技術人員會檢查、維修和測

試收回的舊電器和電子產品。可修復而又符合安全標準的會轉贈予有需要

人士，或作慈善義賣。無法維修的則會拆件和循環再造。 

 
3  據觀察所得，自 2011 年起私人市場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整體容量經已提

高。舉例來說，有更多電腦回收商在環保園設立回收設施。但整體私人市

場的增幅仍不足以支援全港推行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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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及公眾教育 

 

16. 我們已透過提供回收服務進行宣傳和公眾教育，從而

為推行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作好準備。其中，我們一直支

援由業界主導的自願性回收計劃，亦安排流動收集車前往全

港不同地區，直接提供收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服務。 

 

17. 此外，我們亦舉辦其他周年活動，以回應市民對回收

廢電器電子產品的季節性需求。例如，在 2014 年 9 月新學

年開始時，我們舉辦「校園電腦電器齊回收」計劃，就收集

舊電腦和其他廢電器電子產品，向參與計劃的學校提供物流

支援。我們連續九年舉辦「送舊回收迎新歲」舊電器電子產

品回收服務，鼓勵市民將歲晚大掃除後原擬棄置的廢電器電

子產品送交回收再造。我們會為參與計劃的屋苑安排免費收

集服務，而收集所得的廢電器電子產品會循環再造或進行翻

新後再供使用。目前，該計劃公開讓住宅屋苑報名參加。展

望將來，我們會繼續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讓市民為全港推

行的廢電器電子產品回收計劃作好準備。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當局推展廢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

責任計劃的進度。我們呼籲委員支持發展廢電器電子產品處

理及回收設施的撥款建議，並鼓勵委員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

立法建議提交立法會時加入法案委員會，參與審議工作。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五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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