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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本報告旨在匯報環境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在
2017-2018 年度立法會會期內的工作。本報告會根據立法會
《議事規則》第 77(14)條的規定，於 2018 年 7 月 4 日的立法會
會議上提交議員省覽。  
 
 
事務委員會 

 
2  立法會藉於 1998 年 7 月 8 日通過、並於 2000 年 12 月
20 日、2002 年 10 月 9 日、2007 年 7 月 11 日及 2008 年 7 月 2 日
修訂的決議成立事務委員會，負責監察及研究與環境及自然保

育事宜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事務委員會的職權

範圍載於附錄 I。  
 
3.  事務委員會由 24名委員組成。陳淑莊議員及何君堯議員
分別當選為事務委員會正副主席。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名單載於

附錄 II。  
 
 
主要工作 

 
廢物管理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4.  鑒於在 2012 年完成的公眾諮詢中獲得廣泛支持，政府
當局確立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的方向，並以此作為主要

的政策工具以達致減廢目的。政府當局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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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簡介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落實安排的擬議修訂 ("擬議修訂 ")
如下：  
 

(a) 預繳式指定垃圾袋的適用範圍會擴大至涵蓋私營
廢物收集商處置的都市固體廢物，而這些廢物須以

車尾配備壓縮機的垃圾收集車收集；  
 

(b) 私營廢物收集商若使用車尾沒有配備壓縮機的其
他種類廢物收集車，則需要在廢物轉運站及堆填區

按所棄置的都市固體廢物重量繳付入閘費；及  
 
(c)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方案會取消原先建議使用食物

環境衞生署直接收集廢物服務的樓宇可採用的過

渡性 "按桶 "收費安排。  
 
5.  委員基本上支持既可有效減少棄置於堆填區的都市固

體廢物，又能體現 "污者自付 "原則的措施，並提出建議，以優化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落實安排。其中一項主要建議是，政府當局

除收取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外，亦應提供與減廢量及/或收集得的

可回收物料數量有關的經濟誘因，藉此加強推動市民改變產生

廢物的行為，從而減少整體廢物棄置量。這些誘因可以是向住

戶退回公用設施收費或政府差餉。與此同時，政府當局亦應加

強推動源頭減廢，包括加強對家居廚餘循環再造的支援。委員

亦要求政府當局增撥資源，例如把從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所得的

收入，用於支援循環再造及本地回收業的持續發展。  
 
6.  政府當局解釋，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不能收回提供廢

物收集及處置服務所招致的一切成本，而推動回收的開支亦不

應與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可能帶來的收入掛鈎。正如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中公布，政府當局會加強支援源頭減廢及乾淨
回收的工作，以配合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相關措施包括成

立外展隊，為 18 區居民和物業管理公司提供在地指導，協助他
們實踐妥善的廢物源頭分類和乾淨回收。正如事務委員會委員

所建議，政府當局會致力令市民可容易地在方便的地點購買指

定垃圾袋，並會與認可零售商探討可否由該等零售商售賣指定

垃圾袋代替本身的購物膠袋，從而減少因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所招致的膠袋整體用量。同時，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收集設

施改造督導委員會正檢視現時回收桶、廢屑箱及垃圾收集站的

設計和分布，並會就該等設施提出合適的改造建議。政府當局

亦正根據減少、回收及循環再造廚餘的策略，發展有機資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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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中心網絡。委員察悉，政府當局的目標是最早於 2019 年年底
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協助回收業界應對內地收緊進口回收物料要求的措施  
 
7.  內地當局在 2017 年 7 月 18 日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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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訂明
由 2018 年年初開始，內地當局將會禁止 4 類固體廢物進口：即
生活來源廢塑料、未經分揀的廢紙、紡織廢料及釩渣。2017 年
11 月 27 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協助回收業界應對內地
收緊進口回收物料要求的措施。事務委員會在 2017年 12月 19日
的會議上進一步聽取公眾對此課題的意見。  
 
8.  委員反映本地回收商 (尤其是廢紙回收商 )就《方案》對
本地回收作業的影響提出的關注，並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協

助這些回收商，以及與內地當局加強合作，務求日後及早掌握

有關內地當局對於進口回收物料到內地的計劃 /要求的資料。此
外，委員認為有需要為本地回收業界提供更多土地，亦認為應

就香港減少及循環再造廢紙和廢塑料制訂具體目標。  
 
9.  政府當局指出，當局一直透過回收基金及其他措施協助

本地回收商為其機械升級和改善運作，以應對內地的進口要

求。政府當局亦加強宣傳工作，教育公眾乾淨回收，並研究如

何善用環保園的土地及配套設施，以支援本地環保再造工業的

發展，尤其是本地廢紙再造。就此，政府當局已展開一項市場

意向調查，以了解業界是否有意在香港發展廢紙回收再造業

務。政府當局會根據在調查中收集所得的資料，考慮可否修訂

環保園土地的相關招標條件和條款。政府當局亦表示，對於委

員建議發展一間廢紙回收再造廠，示範如何營運，以鼓勵私營

機構開拓這方面的業務，當局持開放態度。與此同時，政府當

局會繼續推廣綠色採購，以增加市場對再造產品的需求，並會

加強協助本地回收商開拓內地以外的出口市場。  
 
針對非法堆填的執法工作  
 
10.  在 2018 年 3 月 26 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
簡介打擊非法堆填及棄置建築廢物的工作。  
 
11.  由於非法堆填的問題在香港持續發生，委員認為應採取

更有效的解決辦法，例如調高相關罪行的罰則以增加阻嚇作

用。委員對於檢控非法棄置建築廢物個案不多，表示失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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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計劃安裝的監察攝錄機數目及覆蓋範圍完全不足以對逃避

責任者產生阻嚇作用  。  
 
12.  政府當局表示，過去 4 年，由政府清理的非法棄置建築
廢物，佔同期在指定政府建築廢物接收設施處置的建築廢物總

量不足 0.05%，顯示香港建築廢物的整體管理有效。私人土地非
法堆填的公眾舉報宗數亦有所減少。為加強監察及執法打擊非

法堆填及棄置建築廢物的活動，政府當局採取以下多管齊下的

做法：  
 
(a) 在辦公時間內外及假日加強巡查，當場捉拿非法棄

置者；  
 
(b) 安裝以下器材： (i)在各區黑點安裝監察攝錄機，

(ii)在某些非法傾倒廢物黑點 (包括垃圾站 )，安裝更
多網絡攝錄機，並計劃在試驗安裝多功能智慧燈柱

時，引入應用智能科技的監察攝錄機；及  
 
(c) 跟進市民就非法傾倒廢物活動所作的舉報，以及提

高公眾對打擊非法傾倒建築廢物的意識，並推動社

區參與，包括鼓勵市民提供證據及挺身作證。  
 
13.  政府當局認為，雖然難以當場截獲非法棄置者，但在非

法棄置廢物的黑點安裝監察攝錄機，已證實能有效對非法棄置

活動起阻嚇作用。至於各相關法例之下的罰則，政府當局認為

現行水平恰當。委員察悉，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會繼續就非法
堆填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提供更多資料，讓法庭在參考後判處適

當的刑罰，並會在適當時候與律政司聯絡，研究是否適宜提出

上訴，要求對被定罪者判處更重刑罰。  
 
14.  至於在建築廢物收集車輛使用全球定位系統裝置，政府

當局表示，第二階段測試結果確認全球定位系統的技術成熟及

可靠。為進一步確定於實際運作環境中，在建築廢物收集車輛

採用全球定位系統裝置是否可行，並回應業界對於收集所得數

據的保密和保安事宜、循規成本，以及保險保障範圍等事宜的

關注，政府會率先在工務工程合約中，要求承辦商在建築廢物

收集車輛安裝全球定位系統追蹤裝置。政府當局會因應所得經

驗，考慮是否強制規定必須在所有相關車輛使用全球定位系統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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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育及保護海洋環境  
 
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  
 
15.  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就在環保署
下成立鄉郊保育辦公室 ("辦公室 ")促進偏遠鄉郊的可持續發
展，徵詢委員的意見。同時，政府當局已預留 10 億元進行相關
的保育及活化工作和小型改善工程。  
 
16.  委員詢問辦公室的工作範圍。由於不同鄉村都有其獨特

的歷史及文化特色，委員詢問是否只有具生態/保育價值的用地

才會屬於辦公室的工作範圍。委員強調，促進與鄉郊社區和非

政府機構的合作，並於推展保育及活化項目時與村民溝通互動

至為重要。  
 
17.  政府當局表示，辦公室會優先推行連串計劃，深化荔枝

窩及沙羅洞的鄉郊復育工作。辦公室會不時檢視這些計劃的成

效，並會因應在這兩項試驗計劃中汲取的經驗，逐步把辦公室

的工作推展至其他偏遠鄉郊地區。當局會成立一個由非政府官

員組成的諮詢委員會，就辦公室接獲的資助申請提供意見，並

監察獲資助項目的推行進度。關於為了在偏遠鄉郊進行小型改

善工程而預留的 5 億元款項，辦公室會優先處理有保育價值的
地區。，辦公室在推展有必要的保育及活化工作時，會與有關

部門、非政府機構及村民協調。辦公室亦會致力善用現有資源，

避免各局/部門的工作重疊。  
 
18.  至於有委員關注環境局轄下的辦公室與漁農自然護理

署 ("漁護署 ")的架構可能重疊，彼此的職責亦劃分不清，政府當
局澄清，在辦公室的擬議工作範圍內，保育鄉村的傳統文化及

協助村民維持生計等工作不屬漁護署的工作範圍。漁護署負責

生態和環境影響評估、保護瀕危物種、濕地護理、保育生物多

樣性，以及推行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  
 
改善水質  
 
19.  環境局局長於 2017 年 10 月 30 日就 2017 年施政報告中
環境局及環保署的主要政策措施作出政策簡報。政府當局在會

上向委員簡介的事項，包括改善維多利亞港 ("維港 ")水質及近岸
氣味問題等持續推行的措施。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敦促

政府當局盡快展開及完成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乙計劃。在

2017 年 12 月 19 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匯報過去 30 年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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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透過一連串的行動和計劃，令香港水質改善的情況。委員察

悉渠務署於 2018 年 2 月在淨化計劃第一期下為昂船洲污水處理
廠 ("污水處理廠 ")主泵房進行的維修工程，以維持水質的持久
改善。  
 
20.  委員詢問，根據已計劃的維修工程，當局會作出污水繞

流安排，其間水質受到的潛在影響會否對毗連污水處理廠的魚

類養殖區造成不良影響。政府當局表示，渠務署已委聘顧問進

行詳細水質電腦模擬評估，以分析擬議污水繞流安排對水質的

潛在影響。模擬分析顯示，在已確定為水敏感受體的泳灘及魚

類養殖區中，溶解氧及大腸桿菌的水平均會符合相關評估標

準。政府當局會在每次作出污水繞流安排期間密切監察水質，

亦會每日或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將最新的監察結果上載至

渠務署網頁。至於委員就污水繞流期間對荃灣居民造成的氣味

滋擾表達的關注，政府當局表示，渠務署一直與香港天文台保

持緊密聯繫，以掌握該段期間的盛行風向，從而防止氣味擴散

至人口稠密的地區。此外，基本污水處理廠會在污水加入化學

品如硝酸鈣，以確保污水不會腐化。  
 
21.  委員對城門河及吐露港散發氣味的問題及有魚類死亡

的事故提出關注。政府當局表示，當局已進行調查，並發現這

些問題因氣候和天氣變化，以及淤泥在淺水河床積聚等自然情

況而間中出現。政府當局察悉公眾的關注，並已加強管制源頭

污染、非法排放污水及錯誤接駁污水渠的情況。政府當局亦已

加強處理河床淤泥及提升污水收集系統工程級別的工作，多項

提升污水收集系統工程級別的建議已 /將會提交事務委員會

考慮。  
 
保護瀕危物種  
 
22.  政府透過執行《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第 586 章 )，
保護《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 ("《公約》 ")3 個附錄
所列的瀕危動植物物種。該條例訂明，除非另有指明，否則進

口、從公海引進、出口、再出口、管有或控制該條例附表 11 列
明的物種 (包括其部分及衍生物 )，均須申領許可證。在 2018 年
5 月 28 日的會議上，事務委員會聽取政府當局簡介保護瀕危物
種的最新進展，並聽取公眾人士就此課題表達意見。  
 
  



-  7  -  
 

23.  關於保育綠海龜，委員詢問當局有何對策減少遊艇在深

灣限制地區 (本港唯一錄得有極少數綠海龜定期產卵的地點 )對
出海域附近停泊，以及政府當局有何計劃 (如有 )擴大深灣限制地
區範圍。  
 
24.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 章 )，
深灣沙灘屬限制地區。限制期為每年 6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
限制實施期間，當局會派員巡邏，以管制未獲授權人士進入或

在該處進行活動，並監察綠海龜的產卵活動。每年產卵季節開

始前，漁護署亦會於產卵地進行保育管理 (包括清理攀緣植物和
垃圾 )，並會因應需要安排承辦商在深灣調查和移除 "鬼網 "。為
加強對深灣限制地區的監察，漁護署將限制進出實施期間於深

灣沙灘裝設監察攝影系統，透過網上平台遙距監察海灘的情況

和海龜的產卵活動，以便在有需要時迅速調配額外人手。就此，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裝設這套系統。事

務委員會在會議上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將深灣限制地

區範圍擴大至沙灘對出海域。  
 
25.  目前，有 8 個鯊魚品種載列於《公約》附錄 II 並列明於
第 586 章內。所有列明物種的進口 /出口 /再出口均須附有有效的
《公約》許可證。委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偵查非法進口魚翅到

香港的情況。政府當局表示，漁護署和香港海關一直緊密合作，

加強偵查這些非法進口活動。政府當局會盡力在法庭文件中更

清楚地解釋瀕危鯊魚品種的非法貿易造成的影響，讓法庭因而

或會對被定罪人士處以較高刑罰，以反映個案的嚴重性。委員

亦察悉，政府當局已展開修訂第 586 章的工作，以列明《公約》
附錄 II 中的 4 個鯊魚品種。  
 
空氣質素  
 
推廣使用電動車  
 
26.  電動車沒有尾氣排放，因此以電動車替代傳統車，有助

改善路邊空氣質素。在 2017 年 10 月 30 日的政策簡報會上，
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繼續推動更廣泛使用電動車，以

及優化電動車公共充電網絡。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

政府當局上調現時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免額的上限及提供

" 一換一 "經濟優惠，以提供誘因吸引市民轉購電動私家車，促進
電動車市埸的長遠發展。在 2018 年 2 月 26 日的會議上，政府
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推廣使用電動車的措施的最新情況。

政府當局表示，車輛排放的主要空氣污染物大多源自商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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輛，但電動商用車技術尚在發展中，政府當局視推廣使用電動

商用車為優先，並就此推出多項措施，包括繼續全數豁免電動

商用車的首次登記稅。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自 1994 年獲全數
豁免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並由 2017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將寬免額上限設定為 97,500 元。  
 
27.  委員普遍認為政府當局應提高電動私家車的首次登記

稅寬免額，使電動私家車與傳統私家車成本差距收窄。事務委

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上調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免

額的上限及提供 "一換一 "優惠，以鼓勵私家車車主轉購電動私家
車。政府當局解釋，當局的政策是以公共交通為主，如公眾有

需要購買私家車，當局鼓勵他們選購電動車而非傳統車輛。現

時就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免額設定的 97,500 元上限，與其
他地方為此類車輛提供的經濟誘因相若。考慮到市場環境及持

份者對於電動私家車首次登記稅寬免額的關注，政府當局在

2018-2019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公布，當局會繼續為電動私家車提
供上限為 97,500 元的首次登記稅寬免，直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當局亦會於 2018 年 2 月 28 日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實施 "一換一 "
計劃，私家車車主如購買新的電動私家車，並將其擁有的舊私

家車拆毀，可享有較高的首次登記稅寬免額，上限為 25 萬元。 
 
28.  委員認為，當局應大大擴展香港的公共充電網絡 (包括
私人及公共充電設施 )，以推廣更廣泛使用電動私家車。他們建
議，政府當局應強制規定新建樓宇的所有泊車位均須配備電動

車充電設施，並為電動車車主/準車主及業主立案法團提供更多

協助，讓他們可在現有樓宇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政府當局表

示，環境局已與其他相關的局/部門合作，就有關電動車的政策

及措施展開檢討。當局會考慮委員的建議，尤其是推動在現有

私人處所安裝電動車充電設施的建議。委員進一步察悉，環保

署正進行試驗計劃，測試戶外充電設施的可靠程度。環保署會

基於試驗結果，考慮可否在其他政府處所增設戶外充電設施。  
 
引入上網電價  
 
29.  在政策簡報會上，事務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會繼續利

用現時市場上已發展成熟的技術，由公營界別率先更廣泛和具

規模地應用可再生能源。其他推廣可再生能源的措施，包括在

政府與兩家電力公司簽訂於 2018 年後生效的《管制計劃協議》
("《協議》 ")下引入上網電價。在 2018 年 4 月 23 日的會議上，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推行上網電價計劃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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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委員普遍支持推行上網電價計劃，並就其實施安排提出

以下建議：  
 

(a) 應規定電力公司須在一段固定期間內向每個參與
計劃的可再生能源系統購買其產生的電力；  

 
(b) 上網電價計劃所有參加者享有上網電價的為期及

價格應該相同，不論參與計劃的時間為何；  
 
(c) 在上網電價計劃推出初期，政府當局及 /或兩家電

力公司應在新界豁免管制屋宇進行試點計劃，並與

其他潛在參與者分享試點計劃下成功個案的經驗；  
 
(d) 為保障樓宇安全及確保可再生能源發展者普遍符

合法規，應盡早發出指引；及  
 
(e) 應提供不同的太陽能光伏板型號和可再生能源承

辦商的資料，讓市民可作出明智選擇。  
 
31.  政府當局備悉上述建議，並且表示，適用於上網電價計

劃新參加者的上網電價價格，每年均會予以檢討。每個參與計

劃的可再生能源系統在參與計劃時所採用的上網電價價格，在

該系統的整個使用期內或直至 2033 年年底 (即 2018 年後生效的
《協議》有效期屆滿之日 )均維持不變，兩者以較早者為準。早
期參與計劃的參加者可享有 "先來者優勢 "，在較長的時期內享有
上網電價，並有可能在回本期屆滿後賺取回報。政府當局會注

視市場發展，並確保每年予以檢討的上網電價價格能持續為可

再生能源系統的潛在發展者和擁有者提供足夠誘因。  
 
32.  政府當局進一步表示，環境局正與相關政策局 /部門作

出協調，以整理有關安裝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系統所涉及的主要

法律規定的資料。機電工程署會盡快革新其 "HK RE Net"網站，
並於網站公布相關資料。此外，政府當局會與太陽能光伏系統

的承辦商和業主立案法團 /委員會保持緊密聯絡，以加深他們對
相關規定的認識。至於太陽能光伏板型號及可再生能源承辦商

等其他資料，市民將可從不同途徑獲取，包括機電工程署網站

及從市場參與者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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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事務委員會通過一項議案，促請政府當局加強協調，在

新界丁屋大力推動太陽能發電，以及釐清其安裝規格。事務委

員會亦要求政府當局設置樣板或示範裝置，以加強鼓勵社區考

慮投資分佈式可再生能源設備。  
 
其他事項  
 
34.  在本會期內，事務委員會亦聽取政府當局簡介清潔生產

伙伴計劃的最新進展，以及更新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
素檢定計劃 "下的室內空氣質素指標的建議。當局亦曾就以下立
法 /工務工程/人事編制建議諮詢事務委員會：  
 

(a) 收緊《空氣污染管制 (非道路移動機械 )(排放 )規例》
下的非道路車輛廢氣排放標準；  

 
(b) 沙頭角污水處理廠擴建工程及為塘肚、鯉魚門村和

坪洲提供鄉村污水收集系統；  
 
(c) 屯門污水幹渠修復工程  
 
(d) 大埔公路 (沙田段 )加建隔音屏障工程  
 
(e) 汀角路污水泵房及污水收集系統改善工程  
 
(f) 提升石湖墟淨水設施工程 (有待確定 ) 
 
(g) 修復地下污水渠和改善九龍中部及東部污水收集

系統；及  
 
(h) 開設 1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領導辦公

室，亦將負責自然保育政策。  
 
舉行的會議  
 
35.  在 2017 年 10 月 12 日至 2018 年 6 月期間，事務委員會
共舉行 10 次會議。事務委員會已訂於 2018 年 7 月 19 日舉行
會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6 月 25 日



 

 

附錄 I 
 

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職權範圍  
 
 

1. 監察及研究與環境事宜 (包括與能源有關的事宜 )、自然保育
及可持續發展有關的政府政策及公眾關注的事項。  

 
2. 就上述政策事宜交換及發表意見。  
 
3. 在上述政策範圍內的重要立法或財務建議正式提交立法會

或財務委員會前，先行聽取有關的簡介，並提出對該等建議

的意見。  
 
4. 按事務委員會認為需要的程度，監察及研究由事務委員會委

員或內務委員會建議其處理的上述政策事宜。  
 
5. 按照《議事規則》的規定向立法會或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附錄 II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2018 年度會期委員名單* 
 
主席     陳淑莊議員  
 
副主席     何君堯議員 , JP 
 
委員     梁耀忠議員  

黃定光議員 , GBS, JP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梁美芬議員 , SBS, JP 
何俊賢議員 , BBS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胡志偉議員 , MH 
陳志全議員  
陳恒鑌議員 , JP 
梁繼昌議員  
郭偉强議員  
郭榮鏗議員  
葛珮帆議員 , SBS, JP 
廖長江議員 , SBS, JP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朱凱廸議員  
邵家輝議員  
許智峯議員  
劉業強議員 , BBS, MH, JP 
范國威議員  
謝偉銓議員 , BBS 

 
(總數：24 名委員 ) 

 
秘書     石逸琪女士  
 
法律顧問    葉瑋璣先生  
 
 
* 委員名單的變更載於附件。



 

 

附錄 II 的附件  
 

環境事務委員會  
 

委員名單的變更  
 
 

議員  相關日期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至 2017 年 10 月 23 日  
劉國勳議員 , MH 至 2017 年 10 月 23 日  
柯創盛議員 , MH  至 2017 年 10 月 23 日  
容海恩議員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梁志祥議員 , SBS, MH, JP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潘兆平議員 , BBS, MH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蔣麗芸議員 , JP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何啟明議員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陸頌雄議員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林健鋒議員 , GBS, JP 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  
謝偉俊議員 , JP 至 2017 年 10 月 25 日  
謝偉銓議員 , BBS 自 2018 年 3 月 21 日起  
范國威議員  自 2018 年 3 月 26 日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