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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審計署署長六十五號報告書 
第二章: 廚餘減量及循環再造 
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環境局局長開場發言 

 

主席﹕  

引言  

環境局及環保署對廚餘管理問題非常重視，並期望得到立法

會及社會各界，包括各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的支持和參與，以有

效地推展相關的措施。我們對於審計署就廚餘減量及循環再造作

出的建議表示同意。以下我會就其中重點作出一些回應。  
 
 
政府過往就減低廚餘的工作  
 
2. 首先，我希望就政府過往在減少廚餘的工作整理一個概括的

回顧。政府自 2005年開始已在有關廢物處理的政策文件中，提出

各種減少及處理廚餘的措施及項目，當中包括 : 
 

(a) 在 2005 年發表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 – 
2014)>，已提出透過源頭分類，回收約 500 公噸工商業

活動產生的廚餘，進行堆肥及厭氧分解等生物處理。其

後，政府實行多項推廣現場廚餘處理的先導計劃及規劃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工作。前者包括由

環境局會聯同教育局邀請全港學校簽署環保午膳約章，

鼓勵停用即棄餐盒和盡量採用現場派飯模式，減少浪費

食物。「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會提供資助，協助現有學

校加裝所需的基本設施，而新建校舍的標準設施亦會配

合現場派飯模式。此外，還有「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資助私人屋苑進行廚餘分類及循環再造成有用堆肥 , 同
時教育市民減少廚餘。至於後者，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一期的撥款申請已於 2014 年 10 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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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環保署亦在 2014 年 12 月中批出合約，預期設施

可於 2017 年落成啟用。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的環

評報告及工程可行性研究亦已分別在 2013 年底及 2015
年完成。現正準備招標的籌備工作，期望在 2016 年招標。 

 
(b) 環境局將有關的工作進展在 2009 年 4 月及 2011 年 1 月 ,  

以及 2012 年 3 月，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提交<關於

本港都市固體廢物的管理的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文件 , 
和「減廢、回收、妥善處理廢物」的文件中有詳細的交

待。  
 

(c) 在 2013 年 5 月，環境局發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 – 
2022)>，文件除之前提出的各項措施 ,亦强調減少廚餘，

及「惜食香港運動」和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重要性。  
 

(d) 在 2014 年 2 月，環境局發表<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 – 2022)>（簡稱「廚餘計劃」），提出以四個策略為

主軸去對應廚餘的挑戰，包括全民惜食、食物捐贈、廚

餘收集和轉廢為能。目標是在 2022 年把須棄置在堆填區

的廚餘減少 40%。  
 

(e) 同年 7 月，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保基金 )開始資助非

牟利組織回收過剩食物，以分發給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資助活動包括從街市、零售店舖及食物批發商收集過剩

及仍可食用的食物。截至 2015 年 10 月，環保基金已批

出共十個該等項目，撥款約為 1,500 萬元，將在兩年內

收集約 950 公噸過剩食物，並把這些過剩食物捐贈予約

70 萬人次。  
 
3. 以上顯示政府在過去十年是以一個循序漸進的方向推行各

項措施，以加強社區動員及教育工作 ,協助各界別實行廚餘減量及

源頭分類 , 並改變行為習慣以準備未來的大規模廚餘回收活動。建

基於過往多年的努力和獲取的經驗，本屆政府更進一步整合相關

的策略和措施，在去年推出「廚餘計劃」，為未來的工作定下清晰

和整全的方向和策略。  
 
 
政府部門的合作  
 
4. 廚餘的減廢及回收工作需要各工商界、教育團體、有關政府

部門，以至大眾市民的合作共同推行。  在《惜食香港運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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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由最初的啟動階段，進入擴展階段，現時集中繼續擴展主

要項目，加強鼓勵大眾及社區參與減少廚餘，其後運動會進入深

化階段，深化行為改變等等。我們正推行多項活動及行動，例如

向工商界傳遞及宣揚良好作業守則以減少廚餘的產生、推出《惜

食約章》和「咪嘥嘢食店」計劃、政府宣傳短片、廣告、大嘥鬼

面書、借出大嘥鬼吉祥物出現於大型活動、派發宣傳品、舉辦地

區巡迴展覽和惜食培訓工作坊和講座等。不同的持分者可按照其

本身的情況，決定參與的方式和深度。我們是絕對同意政府部門

應以身作則，在《惜食香港運動》中積極參與，發揮帶頭作用。

簽署《惜食約章》是政府部門表達支持的其中一種方法，但不是

唯一的方法，部門可按照其本身的情況而決定其實際參與的方

式。事實上，環境局及環保署和各相關政府部門一直保持溝通和

合作，透過不同的渠道參與各項廚餘減量及回收工作，例如是參

與《惜食香港運動》督導委員會的工作，協助委員會制訂不同行

業的良好作業守則，和在部門推行廚餘減量的工作。我們會繼續

鼓勵相關部門參與《惜食香港運動》的工作，包括在可行的情況

下簽署《惜食約章》。而審計報告提及的12個部門，其中10個現時

已經簽署約章。由於有些部門的角色是場地管理人，而非廚餘產

生者，在此情況下，政府會鼓勵有關部門以其他合適的方法推行

廚餘減量，例如就減少廚餘向其租戶提供技術意見及其他適當支

援。  
 
5. 環境局及環保署會繼續加強推動《惜食香港運動》的各個部

分，包括邀請更多局／部門、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和私人機構

簽署《惜食約章》，以及向有興趣簽署《惜食約章》的機構迅速提

供所需的協助。  
 
 
有關近年廚餘數量  
 
6. 就審計報告中提到在2004至2013年間，廚餘的棄置量由1.18
百萬公噸 , 增至 1.33百萬公噸，增幅為 13%。  我想指出，這個增

幅主要是來自工商界所產生的廚餘。在這期間，香港的本地生產

總值由每年 13,170億元增至 21,320億元，增幅為 62%; 而每年訪客

也由 2,200萬人次增至 5,400萬人次，增幅為 145%。這些客觀因素

顯示這段期間香港的經濟增長 , 並在一定程度上加重由工商界所

產生廚餘的壓力。  
 
7. 儘管本港的經濟活動和訪港旅客數字不斷增加，相對於2013
年，在 2014年的廚餘棄置總量 (1.329百萬公噸 )並未有進一步增

加。在過去兩年，社會上的意識和行為亦開始有著顯著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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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把食剩的食物帶走的習慣，或更多工商界參與捐贈食物等

等。我們會繼續努力，按照「廚餘計劃」的策略和行動方向，推

動各界人士進一步減少廚餘。  
 
 
發展廚餘處理及回收設施   
 
8. 在廚餘處理方面，政府正採取一個多管齊下的方案，以源頭

減廢為主導，解決大部分廚餘被棄置於堆填區的問題。至於未能

避免的廚餘，則盡量回收和循環再造。我們在2008年8月開始啟用

九龍灣廚餘試驗處理設施 (簡稱「試驗設施」)作為首個教育和試驗

項目。同時，我們亦利用該設施的處理能力，與工商界在2010年6
月一起推出了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把已作源頭分類的廚餘運

到九龍灣廚餘試驗處理設施進行循環再造。此外，我們亦為參與

計劃的前線員工以及管理層提供培訓和良好的廚餘管理守則，藉

此汲取廚餘源頭分類和循環再造的經驗，為未來發展有機資源回

收中心後所需的大規模回收廚餘作充分的準備。  
 
9. 審計報告中亦指出該試驗設施的實際處理量遠低於每天可

接收最多4公噸來自工商界的廚餘，我在以下會就試驗過程、實際

經驗及合作計劃的性質作一些回應。  
 

(a) 九龍灣廚餘試驗處理設施 (試驗設施 )為首個環保署設立

的試驗設施，透過與工商界攜手合作，一同推行廚餘消

減和源頭分類。設立試驗設施旨在汲取就收集和處理有

機廢物的相關經驗和資料，以便配合在 2005 年 12 月發

表的《都市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 - 2014》中所提

到的大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落成時，在工商界實施的廚

餘循環再造。我們分別在 2009 年 4 月 27 日以及 2010 年

3 月 29 日，已向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簡稱事務委員會 )
匯報相關的工作目標。作為一個教育和試驗設施，該設

施是一個屬於小規模，利用耗氧堆肥技術而不需要複雜

工藝的設施。而且，從參與餐廳、街市、食品製造廠送

往試驗設施的實際廚餘量會因有關工商機構的當時運作

及可用於推行源頭分類的廚餘而改變。  
 

(b) 環保署在事務委員會文件中所述的每日 4 公噸已作源頭

分類的廚餘，其實是指試驗設施就有機廢物的總處理

量，包括廚餘、膨鬆劑 (例如樹皮和木屑 )及未腐熟堆肥。

為使廚餘達致適合堆肥的理想狀況，環保署需要加入膨

鬆劑及未腐熟堆肥，而廚餘與膨鬆劑及未腐熟堆肥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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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比例需經試驗調較。鑑於試驗設施的重點是處理 “廚
餘 ”，我們並沒有在文件中就 “廚餘 ”與 “有機廢物 ”作出區

分，事實上後者所指已包括廚餘、膨鬆劑和未成熟的堆

肥。負責營運設施的機電工程營運基金與其承辦商簽訂

的合約亦訂明，該試驗設施的總處理量為每日 4 公噸 (包
括膨鬆劑 )。現在回顧，以 “有機廢物 ”來表述這示範設計

的處理量更為恰當。  
 

10. 我們會加強現有工作，以鼓勵更多工商機構參加廚餘循環再

造合作計劃。我們現正與食環署研究，在食環署街市作試點計劃，

進行積極主動的廚餘收集服務，以方便各檔主不須離開其店鋪，

已可把從經源頭分類的廚餘定時放進特定的收集桶內。我們並會

繼續接觸和邀請更多個別食肆，酒店和商場參加是項合作計劃，

並以提供技術支援，指引和訓練，令工商界能有效地推行廚餘消

減、源頭分類和循環再造。  
 
11. 此外，位於環保園的私人處理設施已落成，每天最高處理量

為100公噸。而政府建設的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亦已在2014年
10月獲得立法會撥款，現正進行建築工程，落成後每天最高可處

理200公噸廚餘，預計將於2017年投入運作。第二期有機資源回收

中心位於北區的沙嶺，每天最高可處理300公噸廚餘，其環境影響

評估及工程可行性研究已經完成，預計可在 2016年中進行招標。

同時 ,我們亦會密切留意各種技術及研究的進展 ,並會考慮在未來

廚餘管理計劃中納入成功經驗。  
 
 
新工程項目費用的估計  
 
12. 審計報告指出發展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時，政府在工程

項目的費用估計不足，及應在日後推行工程項目時予以改善。  
 
13. 我希望指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是本港首項同類設

施，因此我們沒有合適的成本參考數據為該工程項目計算準確的

費用預算。在 2010年 11月向環境事務委員會匯報時，我們已在討

論文件中指出我們會採用同步招標的方式，讓政府能在把這工程

項目提交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委會申請撥款審批時，可以根據投

標報價為這些數字作修訂估算。至於有關工程估算增加的原因，

我們亦已在2014年3月提交到環境事務委員會的討論文件中，以及

在 2014年 4月的工務小組委員會和 2014年 7月及 10月的財務委員會

的會議中作充分解釋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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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們在 2014年 12月成功批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1期的「設

計、建造及營運」合約，為日後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工程項目提

供重要的費用預算參考數據，讓政府能作出更準確的費用預算。

如審計報告指出，我們會採取適當措施，確保在顧問合約中訂明

各項重要的工作要求，及盡力作出合理的費用預算，讓政府能為

工程項目預留足夠款項。  
 
 
總結  
 
15. 展望未來 , 我們會採取一切可行步驟，加快推行2014年廚餘

計劃所載的措施。  
 
16. 特別是在大嶼山小蠔灣每日最高二百噸處理量的廚餘處理

設施，將是香港一個重要的廚餘處理設施。這座設施在 2017年應

該會按計劃落成，該設施會是一個社會聚焦的項目，所以我們現

時已與商界聯繫，開始部署與商界合作，以準備善用小蠔灣廚餘

處理設施。  
 
17. 同時 ,我們會繼續加強推動《惜食香港運動》的各個部分 ,整
合各方 (包括約章簽署者 )的良好經驗及做法，並透過「惜食香港」

運動的網絡，分享這些經驗及做法。  
 

18. 主席，環境局及環保署歡迎委員就審計報告的內容和政府在

減少廚餘的工作提出意見，我與同事亦樂意回答委員的問題，協

助委員會掌握我們工作的進度。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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