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食環署垃圾收集站為資源回收站  扶助回收業  喚醒公民意識 

 

我重溫政府於 2013 年中推出的「香資源循環 10 年藍圖」，內裡有美好的願景，

要將「惜物、減廢的環保文化融入全港市民的日常生活中」，而具體目標是在「2022

年前將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減四成，將回收比例升至五成半」，可惜我看不

到令我相信能達成這個願景及目標的策略。 

  

我們看到一些地標式的基建，例如污泥處理，也看到側重公民教育的社區環保站，

但在總有一間喺左近、並在整個廢物管理架構中處於中樞的食環署垃圾收集站，

竟然在整份藍圖中沒有任何著墨，是否因為政府很滿意它目前的功能？垃圾站好

像在你地提出的資源循環藍圖中消失了，跟香港解決堆填區爆棚沒有關係。其實

係反映政府的陳舊思維，仍將收垃圾等同清潔香港運動，而回收再造是另一回事，

它是一盤私營產業，任由市場需求去決定行業前途。 

  

香港回收技術未符社會需求  政府角色被動 

 

首先，我地要求政府承擔返資源回收的責任，因為任由回收業隨著市場需求而自

生自滅，市場可以因為廢紙廢膠回收價突然大跌而暫時停收，但固體廢物有一天

可以停止製造嗎？你話已經推出了十億元回收基金去支援，因為香港庫房水浸，

解決問題的方法往往是派錢，但基金啟動一年多，截至十一月 新資料顯示共批

出 48 項申請，共涉款 5,450 萬元，佔基金預算不足 5.5%，不知政府如何評價如

此低的批款比率？我就從中看到政府在推動回收發展上十分被動，沒有從香港需

要什麼回收設施才能改善香港環境質素的角度去審視，只繼續只當它是一盤普通

生意的思維去「支援」。 

 

當世界的回收技術不斷日新月異時，香港來來去去都係講紙、膠、金屬，再加上

玻璃。例如發泡膠，在政府的宣傳教育以至設施配套中，這是空白一片，根據環

保署 2013 年數字，香港每日把近 90 噸發泡膠棄置堆填區。發泡膠輕飄飄，90

噸佔據了的堆填空間超乎這個數字帶來的震撼。另外據綠色力量統計，香港每年

拋棄 37 億個紙包飲品盒，一日就鋪滿 16.9 個香港大球場，當世界各地都有回收

紙包飲品盒的政策，香港這方面也是一片空白。香港政府從沒有在回收固體廢物

技術引入上擔當主導的角色。今天，連科技園都遍地開花了，但環保有關的科技

仍保殘守缺，我們還要為落伍而付出幾大的社會成本？ 

  

食環署垃圾站不符增加回收率目標  功能單一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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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地要求政府用處理垃圾和資源回收二合為一的思維，去重新審視數十年

如一日的垃圾站運作模式。今天垃圾站只是收集垃圾然後運往堆填區這種單一功

能，既然政府提出「惜物、減廢」，我們就要求要改革垃圾站，它需要追加資源

回收的功能。這是一石二鳥的改革。對回收業，高昂的租金及運輸成本問題能以

解決，讓每一個小社區都能提供條件讓中小型回收商參與，尤其是一些新市鎮連

街舖也稀有，只見大型商場，又何來空間做環保回收呢？對市民，看得到的回收

物處理，遠較街邊四散的三色桶更能增加參與回收的信心，而且實際操作上家居

才是源頭分類的理想地，家居垃圾的可回收率也遠較隨手棄在路邊三色桶為高。 

  

我們一群元朗居民，自發組成「不是垃圾站」，每星期設街站，鼓勵街坊儲存一

星期的乾垃圾，洗淨後帶來分類回收，參與者都發現原來拿一大袋所謂垃圾來，

經過認真分類後，真正的垃圾只有少數。街站同時有 freecycle 將家中舊物讓街坊

免費各取所需，及 upcycle 工作坊將廢物改成有用小工具。這是我們願景中未來

垃圾站應該有的功能，就是一個多層式的綜合多功能社區資源回收中心，包括乾

垃圾分類作回收、濕垃圾作廚餘轉化、還有傢私回收、舊衫回收、維修 cafe、二

手賣場，天台還可作農圃。但第一步政府有條件立即行動的，就是替垃圾站追加

資源回收的功能。 

  

從公民教育角度看，我們要求這種垃圾站 2.0 的社區設施，應正名為「資源回收

站」，因為一日叫垃圾站，一日在市民心目中都係垃圾先行，改稱為「資源回收

站」，令大家把棄置物品送去時，首先聯想到的，是它們其實係資源，這是一個

潛移默化的過程；而在站內工作的，都不是垃圾佬、不是垃圾婆，而是「資源回

收員」，讓社會還他們應有的尊重，因為他們每一天都用 卑微的身影，承擔起

令香港安居樂業持續發展的基石。 

  

要求從現有垃圾站挑選試行點  新社區直接興建資源回收站 

 

政府一直樂於採用先導計劃去試行新政策，既然綠在區區由零開始去搵地、搵機

構入標都可以逐區展開，將現有的垃圾站改革成為「資源回收站」都應該有先導

計劃。我們要求食環署盡快從 157 個永久離街垃圾站中，港九新界各挑選一至兩

個改革成為「資源回收站」成為試行點，藉此收集數據及經驗作為全港成推行的

參考。未來在新發展區、新入伙的公共屋邨，趁新的社區剛剛形成，遷入其中的

居民，生活習慣都要重新建立，更應直接興建採用「資源回收站」模式的社區設

施，取代其他舊區純粹收集的傳統垃圾站。 

 

後，我想提醒在座各官員，要地標，更要地區，因為冇地區性設施的更新配合，

地標性的環保基建只會淪為形象公程。而總有一間喺左近的垃圾站，就係令你地

政策落地的首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