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 環境事務委員會 

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小組委員會 

 

我們是一班早年已關注香港廢物問題的市民， 對公眾集會所產生的大量廢物及浪費尤其關注; 齊

心以「結束一桶專棄」為我們爭取的目標。我們以拾荒、執垃圾、與回收業界溝通等最貼地的方

式去了解及觀察目前整個廢物管理系統出了什麼差錯; 以及用身體力行的方式找出廢物及資源在香

港可信任的出路。問題的其中一個核心，是垃圾桶、回收桶、垃圾站、綠在區區等設施「角色錯

配」及長年「被濫用」，導致廢物棄置量一直居高不下。我們希望就此點出問題所在，並提出解

決辦法:  

 

1. 為垃圾站重新定位 

 香港政府將垃圾處理及回收物收集完全「割裂」，但實際上兩者密不可分，垃圾內充斥著

大量有用及可被回收的資源，但現行政府部門因為追求效率，而選擇將所有物資一概以「垃圾」

標籤。為方便及追求「所謂的」環境整潔，卻變相犧牲香港其他土地 (如三個堆填區的周邊環

境)。 

 現行垃圾站掌握整個社區物資的去向，但垃圾站已經多年被濫用，導致站內設施和工人已

經超出他們能負擔的工作量，而外判商亦因應政府價低者得的政策來營運垃圾站，在這種情況下

已衍生了層層剝削; 外判商怎能提供更有效更環保的服務呢? 

 改革現有垃圾的收集方法及法例，將垃圾站變成更與時並進，成為回收資源及垃圾收集的

多功能社區服務中心，包括令前線清潔工友可於站內分揀回收物資，而賣取回收物的價錢亦能回

饋於清潔工或拾荒者，既減少垃圾同時為基層市民增加收入。 

 食環署及環保署應合作，抽取數個空間較大的垃圾站試行「資源回收、分類及垃圾處理綜

合站」，參考社區實驗「不是垃圾站」的模式，於垃圾站內提供分類、維修、free cycle 等元素，

以及於日後新建的垃圾站預留位置進行有關教育活動; 而不需過五關斬六將去求區議員,既要重新

覓地, 又要做多項工程及申請才能出現多一個社區教育中心。其實只要把現有永久離街垃圾站改建

及加建就已能達到既可實際運作又能教育的目標了。 

  

2. 補貼回收業界，以及協助回收業界發展 

 前期的分類回收功夫要做足，但中及後期的處理亦不能忽略。現時回收價格低迷，作為比

較「高價」的 PET 廢膠一噸也只能賣$800，即一個膠樽只值$0.02，要知道香港主力靠前線的工人

來進行回收工作，未有足夠經濟誘因下，此價格之低令前線的拾荒者完全沒有回收動力，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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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香港的塑膠回收量比 2013 年下挫接近六成! 更不用說價值更低，重量更重，更沒甚吸引力

的玻璃及木材。觀乎鄰近地方，如台灣及韓國，亦會以不同方式及法規補貼回收商，而廣州近年

亦以每噸 90 元的價格補貼企業回收低價值的回收物，令回收物收集量大升至每天 7000 噸。 

 另外，回收業界亦面對土地不足的問題，例如回收商希望回收塑膠，卻因為鋪內空間不

足，放到鋪外位置又會怕會被控阻街及投訴甚至罸款，最後亦只能卻步。 

 其實政府只要改革垃圾站就能大力協助社區的私營回收業界解決部份土地空間不足，以及

運輸費高的問題，例如從社區收集到的各類回收物, 經改革後的綜合站初步分類後，有關回收商或

部門即可派車來收走相關的回收物，綜合站既可提供暫存空間同時也是有效率的周轉中心。 

  

3. 盡快落實垃圾收費及生產者責任制等法規 

 從其他地區我們可見垃圾收費及生產者責任制是極有力的措施從源頭減少廢物產生，亦有

助提高回收量。我們亦希望透過是次機會，義正辭嚴的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或地區的區議員，

對於一些有效減少廢物的政策及措施，但未必能即時獲得市民的支持及理解而作出盲目反對，作

為一個有承擔及為香港大環境著想的當權者，應該以長遠的目光去解決香港的廢物問題，否則大

家也只是一個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一班以「結束一桶專棄」為目標的香港市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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