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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秘書處就對本地回收業的支援  
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政府為支援本地回收業發展而推行的措

施提供背景資料，並概述議員就該議題提出的意見和關注。  
 
 
背景  
 
2.  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在 2015 年，約 35%(203 萬公噸 )
都市固體廢物從廢物流回收以供循環再造，約 65%(371 萬公噸 )
則棄置於堆填區。 1 經回收的都市固體廢物，有 2%在本地循環
再造，其餘 98%則出口至內地及其他國家循環再造。2015 年主
要物料的回收/循環再造總量的分項數字表列如下：  
 
種類 廢物總量 (公噸 ) 

紙張 塑膠 含鐵金屬 有色金屬 其他 

出口  896 300 88 500 863 600 84 300 54 500 

在本地循環再造 0 5 400 0 100 40 100 

(資料來源： http://www.wastereduction.gov.hk/) 

 
 
                                                 
1 都市固體廢物包括家居、商業及工業固體廢物，但不包括拆建廢物、化學
廢物及其他特殊廢物。  

 



 -  2  -  

香港的回收作業  
 
3.  根據政府在 2015 年進行的一項調查，香港約有 2 000 間
公司和機構從事回收作業，當中約 95%僱用少於 50 名員工，並
只限以收集、貯存、分類、捆紮，然後出口的簡單模式運作。

按重量計算，約三分之二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出口至內地，餘下

部分大多出口至越南和台灣等東南亞地區。隨着多個市場逐步

收緊可循環再造物料的進口管制，這些小型回收商需要加強回

收過程的處理量和質素，以保持營商能力。  
 
政府支援本地回收業的策略及措施  
 
4.  2013 年 5 月，政府當局發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 2013 年藍圖》")，為截至 2022 年的廢物管理制
訂全面策略、目標、政策和行動計劃。《2013 年藍圖》所載的
主要措施之一，是促進本地回收業發展。為促進各相關政策局

與部門之間的協作，實現《2013 年藍圖》所載的目標，政府當
局於 2013 年 8 月成立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的推動回收業可持
續發展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自成立以來，已徵詢回收業界

和其他持份者的意見，共同探討如何推動回收業持續發展和支

援回收作業。政府當局在這方面實施的主要措施綜述如下。  
 
回收基金  
 
5.  10 億元的回收基金於 2015 年 10 月推出，宗旨是透過提
升本地回收業的作業效能和處理量，促進回收業的可持續發

展。基金設有兩項計劃，分別為企業資助計劃及行業支援計劃。

企業資助計劃為個別回收商提供項目配對基金，協助回收商提

升和擴充其廢物回收作業。行業支援計劃為非分配利潤組織提

供資助，以推行有助提升本地回收業整體作業能力和生產力的

非牟利項目。  
 
回收作業的基建支援  
 
6.  屯門環保園旨在以相宜的價錢，提供長期土地供回收業

及環保業發展。 2 環保園的總土地面積為 20 公頃，可租用面積
為 14 公頃。環保園的基本基礎設施由政府當局斥資興建。回收

 
                                                 
2 環保園分兩期發展：第一期 6 幅土地 (地段 1 至 6)自 2006 年 12 月起可供
租用，第二期 10 幅土地 (地段 7 至 16)則在 2009 年 10 月至 2012 年 7 月期
間陸續推出以供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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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可以相宜的價錢租用環保園內的土地。這些土地的批租期較

長，方便回收商投資於較高增值的作業。  
 
7.  此外，政府當局一直提供短期租約用地，專供回收作業

使用。 3 除上述措施外，當局已在公眾貨物裝卸區劃出 16 個指
定泊位，專供廢紙回收商投標租用，以確保業界有供應穩定的

出口設施。政府當局亦已委託顧問公司研究回收業的長遠土地

需求，藉此協助制訂適當的支援措施。預期該研究會於 2017 年
年底完成。  
 
環保採購  
 
8.  政府當局一直帶頭實行環保採購政策，以提高市場對再

造產品的需求。當局鼓勵政府部門在符合經濟效益的原則下，

盡可能採購環保產品。現時在政府當局的環保採購清單上附有

最新環保規格的產品有 150 種，當局亦正向半官方機構及私營
機構推廣環保採購清單。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  
 
9.  2015 年 10 月，審計署署長完成就政府管理都市固體廢
物的工作進行的審查，並於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 ("審計
署署長報告書 ")中發表相關報告。審計署署長報告書向政府提出
多項建議，包括透過回收基金促進廢塑料回收業的可持續發

展，以及改善環保園租約管理。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察悉，

政府當局同意跟進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的相關建議。舉例而言，

政府當局承諾透過回收基金支援回收商安裝設備，以提高可循

環再造塑料的價值；繼續進行推廣及宣傳工作，推動公眾改變

行為，以期改善廢塑料及其他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清潔狀況；以

及在環保園加強執行租約條款。  
 
 
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關注  
 
10.  環境事務委員會和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小組委員會曾

在多次會議上，討論支援本地回收業和推廣廢物分類及回收的

措施。財務委員會於 2015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批准設立回收

 
                                                 
3 據環境保護署表示，至 2017 年 3 月，當局已批出 32 幅共佔地 4.8 公頃的
土地，供回收商經營紙料、金屬、塑料、紡織品、木材、玻璃及橡膠輪胎

等多種物料的回收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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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建議。議員曾在多次立法會會議上，就循環再造廢紙及

廢塑料和回收基金的運作提出質詢。議員在這些會議上提出的

主要意見及關注綜述於下文各段。  
 
回收基金的運作  
 
11.  鑒於有回收商關注到申請回收基金的資助涉及頗高的

行政費和繁複的程序，議員質疑基金能否有效解決本地回收業

的運作及財政困難。他們亦詢問申請不獲批准的主要原因。  
 
12.  政府當局表示，為盡量減輕中小型企業申請資助時的行

政負擔，回收基金秘書處已推出一連串利便措施，包括在企業

資助計劃下開設新類別，即小型標準項目，並為此類別推出一

套簡化的規則和程序。為協助小型標準項目申請者克服資金周

轉的問題，當局會在項目進行至中段時，因應已達至的重要進

度指標發放部分款項，而非在項目完成後才發放整筆款項。當

局於 2017 年在小型標準項目下推出新的特定主題項目，以配合
回收業當前的需要和發展趨勢。4 根據回收基金秘書處提供的資
料，截至 2017 年 11 月，共 137 宗回收基金申請已獲批准。 5 
 
13.  關於申請不獲批准的主要原因，政府當局表示，回收基

金諮詢委員會在考慮所有申請時，會參照一套已公布的審批準

則。部分申請不獲批准的原因與項目本身有關，例如擬議項目

未能示明如何有助把廢物分流，使其不用送往堆填區棄置。部

分申請則因為擬議項目超出回收基金的涵蓋範圍而不獲批准。

政府當局及回收基金秘書處一直與不獲批准的申請者跟進，協

助他們修訂或改善建議，以期重新提交申請。  
 
14.  部分議員建議政府當局透過回收基金，支援回收業界進

行研發項目及改善業界的經營技巧。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基

金所設的行業支援計劃的主要目的，便是提高回收業整體作業

能力及生產力。在該資助類別下，有機會獲得資助的項目包括

推廣回收技術和提高業界作業能力的計劃。舉例而言，一個在

該資助類別下獲批的項目涉及建立一個網上平台，讓回收商分

 
                                                 
4 據政府當局表示，回收基金已預留款項，推出鼓勵本地回收商 (特別是廢
紙及廢塑料回收商 )採購設備的特定主題項目，以協助他們符合內地就可
循環再造物料實施的新進口要求。  

 
5 撇除獲批後撤回的申請，共 105 個獲資助項目已經或即將開展，包括 98
個企業資助計劃項目 (當中 77 個屬小型標準項目 )，以及 7 個行業支援計
劃項目。這 105 個項目合共獲批的資助金額約為 8,0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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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市場資訊和提高他們的作業能力及效率。此外，香港生產力

促進局一直就與行業有關的事宜定期進行技術研究，並會與業

界分享可改善業界運作的新技術的研究結果。  
 
商業價值低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15.  議員認為政府當局應制訂針對性措施，改善商業價值低

的可循環再造物料 (例如廢塑膠 )的回收率及循環再造率。達成這
個目標的其中一個可行方法，是利便收集及運送大型可循環再

造物料，以減少所涉費用。 6 為使本地回收業在可循環再造物料
市場價格波動的環境下得以穩定發展，議員亦建議政府當局參

考台灣的做法，為可循環再造物料提供價格補貼。在計算價格

補貼時可參考的因素之一，是可循環再造物料若不從廢物流回

收，即會招致的堆填成本。  
 
16.  政府當局表示，當局致力落實《2013 年藍圖》所載列的
措施，促進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政府當局會推行多項工作，

包括：  
 

(a) 實施各種產品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及推行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計劃，從而利便循環再造商業價值低的可

循環再造物料；  
 
(b) 繼續透過回收基金協助回收商提升作業效率；  
 
(c) 透過 "綠在區區 "，加強收集不同可循環再造物料的

物流支援；及  
 
(d) 實行環保採購政策，提高本港對環保和再造產品的

需求。  
 
17.  政府當局認為向個別回收商直接提供補貼，協助他們維

持本屬無利可圖的業務，並非恰當的做法。當局亦沒有計劃為

特定種類的可循環再造物料提供價格補貼。政府當局補充，若

就可循環再造物料採用 "按公噸支付 "的補貼方式，便需要釐訂價
格基線及適當的補貼水平。由於市況不斷轉變，加上收集和循

環再造廢物的成本會有變動，因此難以釐定補貼水平。  
 

 
                                                 
6 有議員建議政府當局利便在垃圾站原地源頭分類、回收及初步循環再造廢
物，以及在屋苑和公眾地方提供壓縮機或回收機，以供縮小所回收的塑膠

或鋁容器的體積。  



 -  6  -  

社區的循環再造設施及公眾教育  
 
18.  議員促請政府當局通盤應對減少、回收及循環再造廢物

的挑戰。舉例而言，由於在香港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預期

會增加從廢物流回收的可循環再造物料的數量，因此政府當局

應增加社區的資源回收及循環再造設施，並加強公眾教育，以

配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實施。  
 
19.  政府當局向議員保證，當局會制訂配套措施，配合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的實施。尤其是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集設施改

造督導委員會於 2016 年 2 月成立，以檢視現時回收桶、廢屑箱
及垃圾收集站的設計和分布，並就該等設施作出合適的改造建

議。預期該督導委員會將於 2018 年公布其建議。據政府當局所
述，私人及公眾地方的回收桶數目會逐漸增加，以促進廢物源

頭分類。  
 
20.  在公眾教育方面，政府當局表示，環境運動委員會於

2015 年與環境保護署合作推行乾淨回收運動，藉此推廣廢物源
頭分類，以供乾淨回收。該項運動包括一系列活動，例如舉辦

巡迴展覽和推出電視節目。環境運動委員會亦已委託非牟利團

體在約 100 個私人屋苑進行有關乾淨回收的教育及推廣活動，
從而提高居民對乾淨回收的意識。當局已為物業管理公司的前

線員工及居民組織提供密集訓練及舉辦資訊分享活動，使他們

更有能力並持之以恆地實踐乾淨回收。  
 
 
近期發展  

 
21.  2017 年 7 月，國務院頒布《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
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方案》 ")。《方案》訂立以
下目標： (i)在 2017 年年底前全面禁止進口造成嚴造污染的固體
廢物，以及 (ii)在 2019 年年底前逐步停止進口國內資源可以替代
的固體廢物。《方案》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  
 

(a) 2017 年年底前，禁止進口生活來源廢塑料、未經分
揀的廢紙、紡織廢料等；  

 
(b) 就固體廢物的進口實施更嚴格的要求；及  
 
(c) 減少批出固體廢物的進口許可證。  
 

《方案》的節錄 (只備中文本 )載於附錄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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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7 年 9 月，一些香港廢紙出口商投訴指他們在內地的
買家因內地實施《方案》而無法取得進口廢紙的批文，導致存

貨在香港積壓。政府當局與國家環境保護部舉行會議，並反映

香港廢紙回收商就《方案》對本地回收作業的影響提出的關注。

據國家環境保護部表示，在 2017 年年底前，內地尚有配額以供
進口數百萬公噸的廢紙，但香港回收商可利用的配額，取決於

個別企業的商業考慮。政府當局亦表示，當局一直與本地回收

業界保持密切聯絡，據了解，部分業界人士可繼續把本地可循

環再造物料出口到內地。  
 
23.  2017 年 10 月，政府當局在《行政長官 2017 年施政報告》
中公布，當局會實施多項措施，協助本地回收商 (特別是中小型
企業 )應對內地就可循環再造物料施加的最新進口要求。政府當
局表示，當局會：  
 

(a) 逐步優化回收基金的運作，協助回收業擴充及提升
業務；  

 
(b) 透過加強與非政府組織及持份者合作，更積極支援

回收經濟價值較低的可循環再造物料，包括推行中

央收集廢膠樽計劃；及  
 
(c) 研究培育本地環保再造工業的可行性，包括審視如

何利用環保園的土地及配套設施。  
 
 
相關立法會質詢  
 
24.  在 2017 年 10 月 2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梁繼昌議員及
廖長江議員分別提出質詢，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支援回收商符

合內地就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實施的更嚴格要求，以及為本地

產生的可循環再造物料開拓其他出路及市場。有關質詢及政府

當局答覆的超連結載於附錄 II。  
 
 
最新發展  
 
25.  在 2017 年 11 月 27 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
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介為提升本地回收業和加強社區層面減

廢工作及回收支援而推行的各項措施，以應對內地由 2018 年年
初起逐步收緊進口可循環再造物料要求所帶來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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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件  
 
2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 II。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7 年 11 月 23 日  
 



附錄 I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節錄 ) 
 
總體要求  
 
基本原則：堅持疏堵結合、標本兼治。調整完善進口固體廢物管理
政策，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嚴厲打擊洋垃圾走私；提升國內固體廢

物回收利用水平。堅持穩妥推進、分類施策。根據環境風險、産業

發展現狀等因素，分行業分種類制定禁止進口的時間表，分批分類

調整進口固體廢物管理目錄；綜合運用法律、經濟、行政手段，大

幅減少進口種類和數量，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堅持協調配合、狠

抓落實。各部門要按照職責分工，密切配合、齊抓共管，形成工作

合力，加強跟蹤督查，確保各項任務按照時間節點落地見效。地方

各級人民政府要落實主體責任，切實做好固體廢物集散地綜合整

治、産業轉型發展、人員就業安置等工作。  
 
主要目標：嚴格固體廢物進口管理，2017 年年底前，全面禁止進口
環境危害大、群眾反映強烈的固體廢物；2019 年年底前，逐步停止
進口國內資源可以替代的固體廢物。通過持續加強對固體廢物進

口、運輸、利用等各環節的監管，確保生態環境安全。保持打擊洋

垃圾走私高壓態勢，徹底堵住洋垃圾入境。強化資源節約集約利用，

全面提升國內固體廢物無害化、資源化利用水平，逐步補齊國內資

源缺口，為建設美麗中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有力保障。  
 
完善堵住洋垃圾進口的監管制度  
 
禁止進口環境危害大、群眾反映強烈的固體廢物：2017 年 7 月底前，
調整進口固體廢物管理目錄；2017 年年底前，禁止進口生活來源廢
塑料、未經分揀的廢紙以及紡織廢料、釩渣等品種。  
 
逐步有序減少固體廢物進口種類和數量：分批分類調整進口固體廢
物管理目錄，大幅減少固體廢物進口種類和數量。  
 
提高固體廢物進口門檻：進一步加嚴標準，修訂《進口可用作原料
的固體廢物環境保護控制標準》，加嚴夾帶物控制指標。印發《進

口廢紙環境保護管理規定》，提高進口廢紙加工利用企業規模要求。 
 
完善法律法規和相關制度：修訂《固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限定
固體廢物進口口岸，減少固體廢物進口口岸數量。完善固體廢物進

口許可證制度，取消貿易單位代理進口。增加固體廢物鑒別單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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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解決鑒別難等突出問題。適時提請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

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規，提高對走私洋垃圾、非法進口

固體廢物等行為的處罰標準。  
 
保障政策平穩過渡：做好政策解讀和輿情引導工作，依法依規公開
政策調整實施的時間節點、管理要求。綜合運用現有政策措施，促

進行業轉型，優化産業結構，做好相關從業人員再就業等保障工作。 
 
強化洋垃圾非法入境管控  
 
持續嚴厲打擊洋垃圾走私：將打擊洋垃圾走私作為海關工作的重中
之重，嚴厲查處走私危險廢物、醫療廢物、電子廢物、生活垃圾等

違法行為。深入推進各類專項打私行動，加大海上和沿邊非設關地

打私工作力度，封堵洋垃圾偷運入境通道，嚴厲打擊貨運渠道藏匿、

偽報、瞞報、倒證倒貨等走私行為。對專項打私行動中發現的洋垃

圾，堅決依法予以退運或銷毀。聯合開展強化監管嚴厲打擊洋垃圾

違法專項行動，重點打擊走私、非法進口利用廢塑料、廢紙、生活

垃圾、電子廢物、廢舊服裝等固體廢物的各類違法行為。對廢塑料

進口及加工利用企業開展聯合專項稽查，重點查處倒賣證件、倒賣

貨物、企業資質不符等問題。  
 
加大全過程監管力度：從嚴審查進口固體廢物申請，減量審批固體
廢物進口許可證，控制許可進口總量。加強進口固體廢物裝運前現

場檢驗、結果審核、證書簽發等關鍵控制點的監督管理，強化入境

檢驗檢疫，嚴格執行現場開箱、掏箱規定和查驗標準。進一步加大

進口固體廢物查驗力度，嚴格落實 "三個 100%"(已配備集裝箱檢查設
備的 100%過機，沒有配備集裝箱檢查設備的 100%開箱，以及 100%
過磅 )查驗要求。加強對重點風險監管企業的現場檢查，嚴厲查處倒
賣、非法加工利用進口固體廢物以及其他環境違法行為。  
 
 
[資料來源：摘錄自國務院辦公廳就《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
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發布的通知 ] 
 

http://big5.gov.cn/gate/big5/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7/content_5213738.htm


附錄 II 
 

對本地回收業的支援  
 

相關文件一覽表  

 
日期  事項  文件  

2013 年  
12 月 16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動回收業發展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500/13-14(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103/13-14 號文件 ) 
 

2014 年  
1 月 27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動回收業發展 "提供的補充
文件  
(立法會 CB(1)787/13-14(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91/13-14 號文件 ) 
 

2014 年  
7 月 23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動回收業發展的措施及設
立回收基金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1814/13-14(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61/14-15 號文件 ) 
 

2015 年  
7 月 17 日  

財務委員會會議  政府當局就 "回收基金 "提供的文件  
(FCR(2015-16)25) 
 
會議紀要  
(立法會 FC65/15-16 號文件 ) 
(立法會 FC66/15-16 號文件 ) 
 
政府當局的跟進文件  
(立法會 FC248/14-15(01)號文件 ) 
 

2016 年  
11 月 28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回收基金的落實情況 "提供的
文件  
(立法會 CB(1)158/16-17(04)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papers/ea1216cb1-500-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31216.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papers/ea0127cb1-787-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4012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papers/ea0723cb1-1814-3-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40723.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papers/f15-25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minutes/fc20150717.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minutes/fc20150717a.pdf
http://www.legco.gov.hk/yr14-15/chinese/fc/fc/papers/fc20150717fc-248-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61128cb1-158-4-c.pdf


 
 

-  2  -  

日期  事項  文件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369/16-17 號文件 )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9 月  
 

垃圾收集及資源

回收小組委員會  
 

小組委員會報告  
(立法會 CB(1)27/17-18 號文件 ) 

2017 年  
3 月 27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落實安排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697/16-17(01)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68/16-17 號文件 ) 
 

2017 年  
4 月 24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推行減廢及回收措施的人手
安排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824/16-17(03)號文件 ) 
 
會議紀要  
(立法會 CB(1)1297/16-17 號文件 ) 
 

2017 年  
5 月 29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會議  
政府當局就 "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落實安排 "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697/16-17(01)號文件 )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環境事務委員會

政策簡報會及會

議  

政府當局就 "2017年施政報告    環境局
的政策措施：環境保護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75/17-18(01)號文件 ) 
 
政府當局就 "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提供
的文件  
(立法會 CB(1)126/17-18(02)號文件 )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61128.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ea_rcrr/reports/ea_rcrrcb1-27-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327cb1-697-1-c.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0327.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424cb1-824-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minutes/ea20170424.pdf
http://www.legco.gov.hk/yr16-17/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0327cb1-697-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1030cb1-75-1-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panels/ea/papers/ea20171030cb1-126-2-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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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及政府帳目委員會報告書的超連結：  
 

日期  報告書  
2015 年 10 月 27 日  

 
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五號報告書：  
 
第 1 章  "政府管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工作 " 
 

2016 年 2 月 17 日  政府帳目委員會第六十五號報告書：  
 
第 8 部第 1 章  "政府管理都市固體廢物的工作 " 
 

 

 
相關文件的超連結：  
 

政府政策局 文件 

環境局  
 

《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  
 

 
 
相關立法會質詢的超連結：  
 

日期 

 

立法會質詢 

2015年 10 月 28日  
 

有關郭偉强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5年 12 月 16日  
 

有關陳克勤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6 月 21 日  有關盧偉國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10 月 25日  有關梁繼昌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口頭 )的新聞公報  
 

2017 年 10 月 25日  有關廖長江議員所提立法會質詢 (書面 )的新聞公報  
 

 
 

http://www.aud.gov.hk/pdf_ca/c65ch01.pdf
http://www.legco.gov.hk/yr15-16/chinese/pac/reports/65/m_8a.pdf
http://www.enb.gov.hk/tc/files/WastePlan-C.pdf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0/28/P201510280739.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512/16/P201512160642.htm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6/21/P2017062100560.htm?fontSize=3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611.htm?fontSize=3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0/25/P2017102500655.htm?fontSize=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