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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局預料在 2019 年下旬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談了二十多年的污者自付原則終付

諸實行。政府會設立針對家居的「按戶按袋」和工商界的「按重量」兩種徵費。未來市

民輕易從便利店、超市及自動販賣機購買不同容量的膠袋，但整個舉措似乎只集中在如

何阻止垃圾進入堆填區，還未看到垃圾徵費與回收有關係。 

 

Smart Governance Lab對於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希望政府能夠接納在垃圾徵費政策之上，

設置「專款專用」的回收基金制度，把徵得的款項用於資助民間小資本的回收項目，可

謂一箭多鵰。除了產生減廢效益，也吸引公眾自動參與資源回收，共同推動循環經濟，

但前題是要令公眾看到回收有價，其回收的利益高於垃圾收費的金額。 

 

期望專款專用，能為環保事業產生槓桿作用 

過往政府的環保基金往往受制於「量入為出」的公共理財原則，不一而足，難以廣泛覆

蓋民間回收項目，甚至局限於教育和資源分類層面，缺乏對回收再造行業的支援。即使

政府設立「回收基金」，但有傳媒發現「先回收，後資助」的操作，令多間回收商在遞

交申請書後，反而主動撤回或退出計劃（無線電視新聞，2017）。 

另外，雖然政府分別在 1994和 2003年起，累計投放 67億元於「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和 1億元在「可持續發展基金」，但兩項基金都屬於非經常性開支。受制於「量入為出」

的公共理財原則，政府為了控制各項恆常開支不能超過本地生產總值的 20%，這些基金

無法成為經常性帳目。即使有個別項目做到良好的成績，但因基金只有半畝方塘，不足

以同期向多間團體或公司提供資助，最終導致一些值得延續的項目被迫腰斬。 

除了中央回收，還應有民間方案 

政府也似乎婉拒採納民間成功的回收經驗。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成功舉辦，馬術比

賽選在香港進行。特區政府也投放 1,620萬元興建九龍灣廚餘試驗處理設施，收集奧運

馬術及殘奧馬術比賽場地產生的廚餘。奧運結束後，設施轉向為東九龍居民服務，期望

每年向食品廠、飯盒供應商、酒店、超市、餐廳、酒樓和街市等回收 500公噸的廚餘，

利用厭氧分解技術，生產 50公噸堆肥。同時，提煉成生物氣 (biogas)，估計第一期計劃

可以每年製造 1400萬度電力，供 3000戶住戶使用（環保署，2014）。 

但審計署於 2015年發現，由 2008年 8月至 2015年 6月期間，回收成效平均每日只有

0.89公噸，遠比最高回收目標（即每日 4公噸）低 （審計署，2015）。即使廚餘堆肥免

費派發，仍缺乏市場出路。康文署作為全港多個公園的管理者也沒有主動使用環保署的

堆肥產品，只有 14.9%（見表 1），也沒有條文規定公園外判營辦商需要強制或優先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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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生產的廚餘堆肥或馬糞堆肥。 

 

表 1、政府廚餘堆肥生產及採購量 

 九龍灣廚餘處理設施 

生產的廚餘堆肥量 

康文署 

採購廚餘堆肥量 

2010-2016 251 37.6 (14.9%)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2017）、康文署（2016） 

 

相反，透過政府非經常性資助的民間環保回收項目，效益跟政府不相伯仲。截止 2016年

底，獲得「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廚餘回收的屋苑共有 30個（約 3400個住戶），

總撥款為 3,175萬元（立法會，2017a），由 2012/13至 2016/17年度的廚餘回收量累計

1,218公噸，廚餘堆肥量有 143公噸（立法會，2017b和 2017c），廚餘轉化率由 7.9比

1至 9.1比 1不等。至於九龍灣廚餘處理設施同期廚餘回收量 1671.6公噸，廚餘堆肥量

有 167公噸，廚餘轉化率就維持 10比 1（見表 2和表 3）。這反映民間集體勞動的廚餘

回收方式略為優勝，且製造了政府難以複製的社區凝聚力。而這些循環再造的項目並不

一定需要高新科技，反而採用自然科學，利用微生物和生物動力，便已產生高效的轉化

效果。 

表 2、廚餘轉化表現經九龍灣廚餘試驗處理設施 

年份 廚餘回收量 堆肥轉化量 轉換率 

2012 288.2 28.8 10:1 

2013 315.2 31.5 10:1 

2014 322 32.2 10:1 

2015 267.8 26.8 10:1 

2016 478.4 47.8 10:1 

  資料來源︰立法會，2017b 

 

表 3、廚餘轉化表現經「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年份 廚餘回收量 堆肥轉化量 轉換率 

2012-13 71 9 7.9:1 

2013-14 201 24 8.4:1 

2014-15 204 24 8.5:1 

2015-16 292 32 9.1:1 

2016-17 450 54 8.3:1 

資料來源︰立法會，2017c 

 

 



避免徵費變為苛捐雜稅，令人厭惡 

坊間也擔心一些物業管理及清潔公司借用垃圾徵費，順勢增加管理費，甚至把回收行為

「過度商品化」。例如，公眾在廚餘回收、堆肥和社區園圃的環節被逐項收費，最終增

加市民在回收方面的財政開支，也不排除市場會出現濫收費用的問題，令公眾對回收產

生反感。 

若要避免這些問題，及避免居民用心培養的回收習慣被打回原型，政府需要讓公眾看到

自願回收的未來藍圖，如何理順回收、再製造、循環再用的服務鏈。同時，建立「專款

專用」機制，資助回收和再生服務的機構及公司，讓他們在地構思居民需要的服務，鼓

勵市民主動參與堆肥、社區種植、使用二手物品等，獲得財務或非財務式的獎勵，讓市

民能比較回收的回報和成本，抵銷垃圾徵費的價格。 

2015 年，全港每日棄置量達 10, 159 公噸。尤其政府計劃在 2022 年或以前把都市固體

廢物減少 40%，單靠未來 5至 6座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每日處理量也只有 1000公噸，

仍然不足以解決廢棄物問題（環境局，2014），最終也需要民間，甚至農地、社區園圃

及休憩用地來接收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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