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刻不容緩 
自 2005 年政府推出「都巿固體廢物管理政策大綱 (2005-2014)，並建議於 2007年向立

法會提交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下稱垃圾徵費) 的條例草案，於2014年政府終於宣佈將垃圾

徵費草稿提交立法會審議，此關鍵政策是用以推動減廢、並加強回收有用資源，以解決

香港目前刻不容緩的環保危機，以及為可持續性發揮關鍵作用。 
 
根據環保署最新數據顯示，香港每天都有超過10,345公噸的都市固體廢物送進堆填區。 這
些固體廢物每年所做成的溫室氣體排放達2490千公噸CO2e，佔香港總排放5.9%，然而當

中有不少固體廢物是可避免，可重用及回收以減輕目前三個策略性堆填區的負荷。 
 
其實在垃圾徵費議題上，我們已經虛耗太多光陰，明白到制定政策和立法不能一步到位，

要凝聚共識。 但香港相比鄰近地區如台北、南韓、和新加坡等已經落後十多年，本人期

望立法會議員儘快審議及通過此法例，以扭轉目前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窘局。 
 
污染者自付原則 
就污染者自付原則無論從經濟或環保角度而言也非常合理。 其實過去多年來本港的都市

固體廢物處置費用都由公帑支付，養成市民一種把多餘物品，甚至於把有用的資源丟棄

的生活模式。 因此我認為垃圾徵費是一個機會去改變人們減少浪費的習慣和行為，也是

整個廢物管理及源頭減廢的重點政策工具。 
 
做好回收配套及擴大回收種類規管生產商使用包裝物料 
然而整個垃圾徵費的成敗關鍵，本人認為要做好回收配套的工作，便利市民回收、並擴

大回收種類 (例如: 常見的紙包飲品盒/牛奶盒/零食袋等)，讓市民真正可以把該回收的物

料都回收循環再做，這樣真正要送到堆填區的垃圾可能只是原來的一成或兩成，就算實

施徵費對基層家庭來說也不會加重經濟負擔，否則最後的結果還是會見到市民到處亂棄

垃圾逃避徵費等。 
 
另一方面，政府可研究立例規管生產商過度使用包裝物料，減少不必要的包裝，從源頭

著手。 參考外國例子: 歐盟委員會早於1994年頒布包裝材料與包裝材料廢棄物指令，並

作出多次修訂。 目前歐盟規定入口及生產的包裝材料不可含有過多的重金屬，同時亦限

制使用不易回收的熱固態塑膠。 而德國針對包裝法規更為嚴格，當地規定，凡包裝體積

明顯超過商品本身1成，包裝費用超出商品的3成，就被列為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商業欺

詐行為」。 同時，德國政府亦規定運輸包裝必須百分百回收。 因此倘若落實垃圾徵費

後，市民要為過度的包裝垃圾埋單，也許會為垃圾徵費帶來阻力。 
 
「遲到好過冇到」 
無論如何垃圾徵費勢在必行。 「遲到好過冇到」，經過十多年來的討論，相信政府或許

捉摸到市民對垃圾徵費的態度，而且經歷過擴充將軍澳堆填區的大辯論，市民對垃圾問

題的認識已經提高了不少，明白到堆填區總有完結的一天以及明白再不能「垃圾照揼」，

否則香港真的永無寧日。 加上膠袋徵費的成功經驗，認識到收費是可以改變市民行為的

有效辦法，相信現今支持垃圾徵費的市民遠比十多年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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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前文提到回收配套未做好、市民有機會到處亂棄垃圾逃避徵費等，這些確是需要認

真小心處理的問題，但這都是不是阻礙垃圾徵費的原因。 只要下定決心踏出第一步去執

行徵費，其他就可以調整配合了。 事實上環境局同時提出一系列與回收有關的措施，顯

示出這個方面的努力，相信相關部門已積極行動。 
 
政府除了進一步加強全民公眾教育和宣傳，提高公眾對收費安排的認知，並盡快通過有

關法例，讓全港市民投入參與減廢又減費事業。 我相信大部份香港人是願意及身體力行

去減廢，最終成為習慣，這便是未來的努力方向。 香港人一定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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