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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 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 )(修訂 )規例》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 ")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是在室溫蒸發的有機化學品。大部分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可導致光化學煙霧形成，而光化學煙霧是珠

江三角洲 ("珠三角 ")地區的主要空氣污染問題。光化學煙霧令香
港的臭氧及空氣中微粒處於高水平，尤其以盛行風從內陸吹來

及陽光猛烈的時候為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亦可引致眼睛不適

和呼吸道病徵，並可導致哮喘病患者病發。在香港，大部分人為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來自非燃燒排放源 (58%)，當中主要包括含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例如漆料、印墨及消費品。  
 
3. 2002 年，香港與廣東省政府達成共識，同意盡最大努
力，以 1997 年的排放量為參照基準，在 2010 年或之前把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在區內

的排放量，分別減少 55%、40%、20%及 55%。2012 年，兩地政府
同意就這 4 種空氣污染物，為香港及珠三角地區訂定 2015 年和
2020 年的減排計劃。 1 根據該計劃，就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
放量而言，以 2010 年為基準年，香港在 2015 年及 2020 年的減
排目標分別為 5%及 15%。  

                                              
1  香港與廣東省政府於 2015 年 2 月展開減排計劃的聯合中期檢討，以總

結 2015 年的減排成效，並確定 2020 年的減排目標。檢討預期會在
2017 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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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為達到香港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減排目標而推行

的其中一項主要措施，是在 2007 年制定《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 )規例》 (第 311W 章 )("《規例》 ")。 2 《規例》的主
要目的，是禁止輸入及在本地生產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超出

相關法定限制的受規管產品 (本地生產只供出口的產品除外 )，即
建築漆料/塗料、印墨及指定消費品。  
 
5. 2009 年 10 月，政府當局修訂《規例》，將管制範圍擴
展至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高的其他產品，即汽車修補漆料、

船隻漆料、遊樂船隻漆料、黏合劑及密封劑。現時，共 170 種
產品受《規例》管制。  
 
 
《 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修訂 )規例》  
 
6. 《 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修訂 )規
例》(2017 年第 166 號法律公告 )("《修訂規例》")於 2017 年 10 月
13 日在憲報刊登，並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提交立法會，按先訂
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修訂規例》把《規例》中若干禁令及

規定擴展至潤版液及印刷機清潔劑 ("新規管產品 ")，由 201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關於本港生產或輸入新規管產品的主要禁令及
規定如下：  
 

(a) 禁止生產及輸入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超出最高
限值的新規管產品 (潤版液的最高限值為每公升
80 克，印刷機清潔劑則為每公升 500 克 )；  

 
(b) 規定新規管產品的生產商及進口商，在關乎該等產

品的某些文件或產品包裝或容器上，顯示若干訂明

資料；及  
 

(c) 規定新規管產品的生產商及進口商，每年向空氣污
染管制監督 (即環境保護署署長 )提交包含若干指明
資料的書面報告。  

 
7. 《修訂規例》不適用於過境、轉運中或只供出口或

再出口，以及在生效日期前已生產或進口的新規管產品。《修

訂規例》將會在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  
 

                                              
2  《規例》內的規定由 2007 年 4 月 1 日起分期實施。    
 

http://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subleg/negative/2017ln166-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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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委員會  
 
8. 在 2017 年 10 月 20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
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由姚思榮議員

擔任主席，曾於 2017 年 11 月 7 日舉行一次會議，與政府當局
進行討論。小組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9. 小組委員會大致上支持《修訂規例》將現時對含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產品的管制範圍，擴展至新規管產品，作為促成香

港達致 2020 年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減排目標 (上文第 3 段所述 )的
舉措。在商議過程中，委員關注到規管的範圍及對業界的影響、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對擬議措施成效的評估、執法情

況，以及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方面的區域合作。  
 
規管範圍及對業界的影響  
 
10. 2012 年，政府當局委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為印刷業研究
減少排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可行措施。3 根據該可行性研究的
結果，並參照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南海岸 ("南海岸 ")空氣質量管理
區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政府當局建議將法定管制範

圍擴展至潤版液和印刷機清潔劑，分別採用每公升 80 克及每公
升 500 克作為兩者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制。4 5 環境保護
署 ("環保署 ")於 2016 年 1 月至 4 月進行公眾諮詢，收集持份者
對擬議管制措施的意見。據政府當局表示，持份者普遍支持擬

議管制措施，沒有提出任何反對意見。  
 

                                              
3  政府當局成立了減少印刷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工作小組，負責監督該

項可行性研究。工作小組由香港印刷業商會、香港印藝學會和環境保護

署的代表組成。   
 
4 傳統潤版液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平均含量為每公升 92 克，而用於清潔

印刷機的有機溶劑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平均含量則為每公升 780 克。上
述可行性研究確認，使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較低的潤版液和印刷機

清潔劑 (分別不超於每公升 80 克和每公升 500 克 )的表現，相當於使用
傳統的產品。    

 
5  南海岸空氣質素管理區所訂定的潤版液和印刷機清潔劑的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含量限值分別為每公升 50 克和每公升 100 克，是現時國際間其
中一個最嚴格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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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據政府當局表示，本港目前約有 60 至 70 個新規管產品
進口商，而據政府當局所知，本地並無這些產品的生產商。此

外，本港約有 4 000 間印刷公司，當中一部分如進口新規管產品
以供在香港使用，本身亦會成為進口商，因而受《修訂規例》

規管。委員關注印刷業為符合《修訂規例》的規定，將會在營

運成本方面受到的影響。就此，政府當局表示，使用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含量低的潤版液，平均每 5 000 張紙增加的成本為
3 元，而使用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低的印刷機清潔劑，平均每
5 000 張紙增加的成本為 16 元。據政府當局所述，使用符合規
例的產品所增加的生產成本，估計少於 1%，擬議措施應不會對
印刷業造成重大財政負擔和對消費者構成影響。政府當局亦諮

詢了數個主要供應商，並進行了調查，以確定本地市場已有供

應合規產品。  
 
12. 委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計劃在《規例》的現有框架下，

收緊受規管產品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及/或擴大其適

用範圍，以處理來自其他非燃燒排放源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

放。政府當局表示，減少來自非燃燒排放源的本地揮發性有機

化合物排放的工作，自 2007 年已展開。政府當局正探討進一步
降低現有受規管產品 (例如建築漆料 )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
限值，或把其他含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產品納入《規例》管制

範圍的可行性，以期加強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  
 
13. 部分委員詢問當局為何不採用南海岸空氣質量管理區

的最新標準。根據有關標準，潤版液和印刷機清潔劑的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分別為每公升 50 克和每公升 100 克。  
 
14. 政府當局解釋，建議將潤版液和印刷機清潔劑的揮發性

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分別訂為每公升 80 克及每公升 500 克，是
考慮了與業界合作進行的可行性研究的結果，並參照了南海岸

空氣質量管理區的限值。政府當局解釋，本地印刷廠仍有使用

舊式印刷機，而測試結果顯示，舊式印刷機使用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含量每公升 50 克以下的潤版液時，無法達致滿意的印刷效
果。因此，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擬議限值定於每公升 80 克。
至於印刷機清潔劑的測試，結果顯示，由於全部 3 種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含量低 (均低於南海岸空氣質素管理區訂定的每公升
100 克排放限值 )的印刷機清潔劑經過 10 次擦拭後，仍未能清除
有關污漬，因此其清潔能力均不能接受；而使用揮發性有機化

合物含量為每公升 300 至 500 克的印刷機清潔劑時，只需要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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拭 3 至 4 次。經諮詢印刷業界後，政府當局認為，以每公升 500 克
作為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上限，是恰當的做法。  
 
15. 小組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會否檢討新規管產品的訂明

限制，以期與南海岸空氣質量管理區的標準看齊。政府當局表

示，把潤版液和印刷機清潔劑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定

於每公升 80 克和每公升 500 克，以啟動相關規管措施，是恰當
的做法，而環保署在有需要時，可重新審視有關限值。  
 
評估擬議措施的成效  
 
16. 關於擬議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減排措施的成效評估方

法，政府當局表示，本地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是根據

相關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源的活動數據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排放因子計算得出，方法與國際標準一致。受規管產品的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是按照現行法例框架所訂明的計算和斷

定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的方法計算得出的。據政府當局表

示，在 2014 年，在本地印刷過程中使用的潤版液及印刷機清潔
劑釋出了 1 500 公噸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推行新的管制建議，預
計每年可減少排放約 370 公噸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有助減少光
化學煙霧的形成。  
 
17. 小組委員會詢問新訂附表 8 第 1 部所列的 "豁免化合物 "
清單是如何訂定。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某些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在臭氧的形成過程中沒有反應或反應性極低，因此就《修訂

規例》的目的而言，計算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時不應把該等

化合物包括在內。  
 
執法與罰則  
 
18. 小組委員會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確保新規管產品的生

產商或進口商遵守《修訂規例》。政府當局解釋，環保署定時

向零售商和進口商收集受規管產品的樣本，並進行測試，以確

定是否符合訂明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含量限值。環保署亦會審

閱進口商每年提交的銷售報告，以及就涉及不符合規定的產品

的投訴展開調查。倘若抽樣檢測發現某產品不符合規定，政府

當局會沿供應鏈追蹤該產品的來源，並採取執法行動。  
 
19. 關於防止把不符合規定的受規管產品走私來港以供零

售的措施，政府當局表示，走私不符合規定的產品以供在香港

銷售或使用的零售商和批發商，本身亦會成為進口商，因而受

《規例》規管。據政府當局表示，管制供應來源，已能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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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有關規定獲得遵從。至於使用不符合規定的受規管產品會

否屬干犯罪行，政府當局表示，根據《規例》，輸入及生產不

符合規定的產品的進口商和本地生產商會干犯罪行，而使用者

則不須負上法律責任。  
 
20. 小組委員會察悉，就《修訂規例》所訂的不同罪行，香港

法例第 311W 章新訂的第 17(11J)、 (11K)及 (11L)條訂明不同的
罰則。有關罰則可以是判處 20 萬元罰款及監禁 6 個月，或判處
第 5 級罰款 (即 5 萬元 )及監禁 3 個月。小組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
提供理據，說明為何設定不同的罰則水平。政府當局解釋，有

別於違反關於顯示資料 (新訂第 16N 條 )及/或每年向空氣污染管

制監督提交書面報告 (新訂第 16O 條 )的規定，違反禁止生產及輸
入不符合規定的產品 (新訂第 16M 條 )，應處以較高級別的罰則，
以便與香港法例第 311W 章就現有受規管產品所訂的罰則一致。 
 
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的區域合作  
 
21. 小組委員會察悉，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可導致光化學煙霧

形成，而光化學煙霧是珠三角地區的主要空氣污染問題。小組

委員會詢問減少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量的區域合作進展如

何。政府當局表示，粵港兩地政府通過了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直

至 2020 年的減排計劃，就 4 種主要空氣污染物 (即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和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訂定 2015 年的
減排目標及 2020 年的減排幅度。粵港雙方現正進行中期檢討，
評估 2015 年減排目標的達標情況，並確立 2020 年的減排目標。
中期檢討已大致完成，政府當局預計於 2017 年年底公布結果。 
 
 
建議  
 
22.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工作，並大致上支持《修訂

規例》。  
 
 
徵詢意見  
 
23. 謹請議員察悉小組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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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修訂 )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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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君堯議員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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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何慧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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