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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協助回收業界應對內地收緊進口回收物料的要求 

環保觸覺意見書 
 

中國國務院辦公廳於今年七月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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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將於 2018 年開始拒收高污染固體廢物，如廢塑料、未經分類廢紙、廢紡織原料、

釩渣等 24 類固體廢物。所有受污染的廢塑料、未經分揀的回收物料均禁止進口內地。同時，

中國環境保護部亦啟動「打擊進口廢物加工利用行業環境違法行為專項行動情況」，進一步收

緊廢紙進口質量。 

 

香港的回收業一直以來依靠內地的回收工場接收回收物料，紙料和塑膠原料大多在港進行

簡單分類打包，然後出口到內地再進行後續的破碎、「拉粒」等工序。本港多年來超過 90%的

都市回收物料在回收後都會出口到其他地方以作循環再造，於本地進行的回收物轉化和循環再

造工序的回收商更是鳳毛麟角。因此，內地加強對進口固體廢物的要求便使到本港的回收業頓

失出路，紙料及塑膠的回收價一度下降，部份回收商甚至停收廢紙塑膠，可見中國海關這把整

頓洋垃圾的「國門利劍」使到本港回收業中小企的經營環境實在更見艱難。 

 

 環保觸覺多年來一直關注都市固體廢物問題，本會認為特區政府有必要在短期及長期方面

協助回收業界應對內地收緊進口回收物資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廢物處理配套，最終扶助本地回

收業界轉營，增加在港處理回收物料的比率。 

 

根據環境保護署 2015 年的數據，本港都市回收物料的本地回收量為 203 萬公噸，當中 98%

出口往內地及其他國家作循環再造。情況反映政府欠缺政策配合，以致本港回收商難以推行在

地的再造處理，業界因為種種局限使到經營方式只停留於回收、分類、壓縮和打扎，這種出口

主導的處理模式始終會受限於其他地區的廢物進口政策，長遠而言也不利回收業界的整體發

展。就此本會希望作出建議如下： 

 
1. 把握垃圾徵費的契機  實施更佳分類及潔淨回收 

本港最快於 2019 年全面實施垃圾徵費，環境局亦在月前擴大了預繳式指定垃圾袋的使用範

圍，務求實現「污者自付」的原則。然而，除了「污者自付」之外，本會認為垃圾徵費是一個

重要的契機去落實源頭分類和潔淨回收，從政策及執行上加強本港的廢物處理。除了現時計劃

設立的中央收集廢膠樽計劃、廚餘回收組及減少都市廢物辦公室之外，本會希望政府加快推

行，並考慮擴大中央收集廢膠規模，以統一分配及分類代替由自由市場導向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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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塑膠的體積大、重量輕，回收商運送塑膠時往往需要倒賠運費，現況實在難以提供誘

因讓回收商接收及處理塑料，故本會一直建議政府可以實行「專款專用」，把從都市固體廢物

徵費計劃所得來的費用應用於補助塑料回收商的運費開資、改善社區資源回收設施等。「專款

專用」同時能夠減輕市民對新增徵費的負面印象，減輕政策實施有機會引起的反彈聲音，而且

能夠提供經濟誘因讓回收商增加塑料回收的數量。 

 

早前有環團進行本港回收箱的調查，發現回收箱內的正確棄置物僅 38%，可回收率不足四

成，而且受污染的回收物料會變得難以處理──可見市民對於乾淨回收的意識模糊，政府亦有

必要持續推廣。只要市民多做一步，簡單的潔淨回收已可以省卻回收商不少清洗工序及改善整

體回收物料的品質。 

 

另外，前線清潔員工應有完整分類回收知識和培訓，避免出現將可再用的物料全數被當成

垃圾送往堆填區，背離回收箱的原意之餘，也大大破壞公眾對回收的信心。提升前線員工回收

意識和角色，可減少清潔／外判商因為回收物料受污染或未妥善分類，而將物料直接運往堆填

區的情況。 

 

有見市民並未充分了解潔淨回收的必要及工序，本會希望政府於教育制度之中加入都市固

體廢物及乾淨回收至公民教育課程之中，將回收物料分類和處理方式加入幼兒、小學及中學的

教育課程，令大眾對於源頭分類、回收過程等有着更全面的了解，讓更多市民能夠從小培養源

頭減廢和回收的習慣。以廢物徵費作為契機，促使更多市民實踐源頭分類與潔淨回收，減輕回

收商的分揀和清洗的人力物力，長遠幫助整個回收業及堆填區負擔。 

 
2. 盡快推出塑膠生產者責任法規 

自內地海關於 2013 年二月展開「綠籬行動」，規定塑膠需要經過清洗和破碎的工序才可入

口，以及原油價格下跌使到生產者傾向購買非回收再造的膠粒，使到本港的塑膠回收率持續下

降。2015 年廢塑膠於堆填區的棄置量為每日 2,183 公噸，較 2014 年上升了 8.3%，而塑膠回收

物料的回收率則由 2012 年的 32%持續下降至 2015 年的 11%。而回收市場未能消化的可回收塑

膠，則只能運往幾近飽和的堆填區。無可否認，塑膠因為內口收緊進口要求後，已逐漸淪為「經

濟價值低」的可回收物料，政府需正視不能再單靠市場協助及依賴出口處置廢膠的事實。 

 

本會認為政府應實行措施控制廢膠的源頭，如盡快把膠樽等飲料容器納入強制性生產者責

任計劃，或實行膠樽按金退還制度(按樽)，甚至考慮將可回收塑料以堆填區棄置禁令，有效減

少可回收物料送往堆填區。 

 

推行生產者責任制後，本地處理回收塑料的市場將會有所擴展，業界也可以承擔部份清洗

和再造工序，為行業帶來商機。屆時不但可增加塑膠的回收率，同時可以增加業界的收入來源。

本會亦建議政府將生產者責任制逐步擴展至紙包飲品供應商和快餐店等，逐步減少本港的都市

固體廢物量，和拓展回收再造業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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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加強綠在區區的功能 

政府斥資 4 億元於全港十八區營運「綠在區區」，計劃建立社區的回收集散中心，不過目前

只有五個「綠在區區」營運，其餘各區仍未開始招標。而且作為政府資助的社區環保站，「綠

在區區」目前只有接收及轉運的角色。部份「綠在區區」只回收一至二號膠，相比部份民間志

願團體營運的回收站均回收一至七號膠，在回收塑膠方面「綠在區區」實在有待改善。考慮到

「綠在區區」擁有相對充裕的土地空間和營運資金，政府應嘗試在「綠在區區」進行部份回收

處理工序，例如添置器材和增聘人手將回收物料再造成再生原料，以充份運用中心每年過百萬

的營運開支。讓「綠在區區」除成為提供環境教育及環保活動的場所外，也成為主要社區在地

回收處理中心。 

 
4. 提供短期租約作業用地或租金津貼予回收業界 

目前本港回收企業約有 1,800 家，超過 85%為「微企」，如街角店、員工人數少於十人的小

型回收商等。這些「微企」除了面對內地日益收緊的回收進口要求，同時亦要面對租金高企，

缺乏倉存空間等苛刻的營運環境。縱然回收基金已預留 2,000 萬元協助業界購置設備，加強業

界處理本地廢紙和廢膠等回收物的能力。但面對店舖空間不足，能夠有足夠空間存放和運作塑

膠破碎機、抽粒機、大型分揀機的回收中小企實在少之又少。故此，本會建議政府物色適合用

作回收處理工序或暫存回收物資的空置土地，以短期租約或特惠租金的形式租予回收商，以解

決中小企店舖面積及存放空間不足的問題。政府為業界提供租金津貼和購置機器的資助，可以

使到更多本地回收企業有相應的設備和能力將回收物料轉化成再生原料，才能治標治本地處理

目前每日 2 千多公噸的塑膠棄置量。 

 
5. 改善和簡化回收基金的申請程序 

特區政府於 2015 年成立 10 億的回收基金，可是截至今年五月底，基金批出的申 

請只有 85 項，涉及七千萬的資助額，獲批的申請佔回收企業總數不足 5%。曾有不少業內人士

及議員均指出，本港的回收業界多為中小企，繁複的申請手續往往使到這些人力不足的企業卻

步。政府有必要定期檢視和檢討回收基金「小型標準項目」的申請程序，適度地降低申請的手

續和門檻，令有關基金能使到更多中小企受惠。 

 

本會希望特區政府能夠轉危為機，把是次內地收緊進口回收物料的安排視為一個改善和加

強本地回收再造能力的契機。進一步建立完善的廢物處理配套、增加回收物料於本地作循環再

造的比率、扶持和協助本地回收企業轉型，方能徹底解決本港回收率偏低的問題。就環境公義

而言，長期依賴其他地方進口污染及未經處理的回收物料亦非恰當做法，只有源頭減廢、善用

及重用在地資源、回收循環再造再用，才能達至可持續的城市發展模式。 

 

 

環保觸覺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