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合廢物按量收費 

促請推動調整政府架構 整合食環環保兩署職能 

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淑莊議員， 

環保團體綠惜地球促請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推動新一屆政府趁改朝換代的

契機，改組部門架構，把食物環境衞生署處理垃圾的潔淨組撥歸環保署，一條

龍發揮減廢、回收及廢物收集的功能，避免目前兩個部門割裂的分工。 

 

做好減廢回收，受諸多主客觀因素限制，譬如外圍回收品價格低迷、公眾乾淨

回收意識未到位……既然知道挑戰重重，政府更要創造其他可能性。對此，本

會認為，把食物環境衞生署處理垃圾的潔淨組撥歸環保署，一條龍發揮減廢、

回收及廢物收集的功能，才可發揮更大的減廢效益，達致候任特首林鄭月娥競

選政綱中「帶領香港達成 10年減廢 4成的目標。」 

  

「一條龍」是個關鍵詞，因為廢物管理，是一條彼此相連的鏈條，掉了其中一

環，都會影響成效。 

  

舉如環境局負責訂定減廢及回收政策，但處理街頭回收箱的，卻是食物及衞生

局轄下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潔淨組，結果是：「回收量是向環保署呈報，食環署

毋須理會計劃的成效，前綫監管者亦無責任提出任何回收的工作意見。由於

（環保、食環）兩個部門之間權責不明，大家會見三色回收桶經常被當垃圾

桶……針筒、血棉和牛頭都回收過，負責監管的食環前綫能向誰反映？政府本

來應該首先處理好部門之間的矛盾……」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工會上

周便舉行記者會，把前綫員工的一肚鬱悶傾倒出來。 

  

除了員工一肚氣，割裂的部門分工也曾引發以下的尷尬例子。食環署作為政府

「惜食香港督導委員會」成員，因沒有積極支持開放轄下街市予民間團體接收

剩菜，引發環保組織「綠領行動」不滿，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對食環署來

說，盡早清掉街市剩菜，保持所謂的市容整潔是要務，減廢不在優先考慮之

列。明顯地，剩菜不是垃圾，而是食物，但減廢鏈條中食環署那一節失靈了，

也令食環署員工孭上不環保的黑鑊。 

  

林鄭月娥和另一位特首參選人曾俊華為官多年，充分理解政府部門間割裂分工

的限制，所以競選期間先後提出衝破束縛的想法，包括重新布置政策局職能。

曾俊華便撰文承認：「政府在跨局、跨部門的工作上長久缺乏配合與合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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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為市民所詬病」，遂提出「分配不同局長擔當『協調組長』一職，以提高施

政效率和協調程度。此外，為了理順各政策局的職能與權責，我會在不增加司

長、局長及常任秘書長人數的前提下調整政府架構，藉以協調相關職能。」 

  

「協調組長」是折衷手段，避免重組部門的大手術。然而，這樣的「協調」始

終難以釐清各部門工作的優次，可能只產生一時之果，不會發揮長遠效益。 

  

調整政府架構，絕非洪水猛獸或者新事物，在林鄭月娥政綱中，便提出「分拆

運輸及房屋局，凸顯海運和空運產業的重要性；把土地和房屋合併成一個局

等」。過去減廢意識不高，（市政局）食環署與環保署分而治之尚可理解，但

時移勢易，把食環署潔淨組撥歸環保署管轄，正正縫合兩個關鍵部組的工作漏

洞，重建及強化減廢系統。即是說，一個鋁罐無論掉在地上、落入垃圾箱抑或

回收設施，都會優先被送到回收系統，避免墮入堆填、焚化的深淵。 

  

林鄭的環保政綱中提到，「下屆政府會持續執行各個環保範疇的藍圖，並確保

不同政策局及部門能充分配合」。廢物收費政策挑戰重重，未來特首既要大力

支持，也須前瞻地早作部署，以推動香港邁向惜物減廢的綠色新紀元。而趁政

府換屆調整部門架構，機不可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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