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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就《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以下簡稱草案），綠色和平認

為若要有效遏止失控的垃圾增長，立法會必須盡快審議及通過法例，扭轉香港城市固體廢物的困

境。 
 
就《草案》的細節，綠色和平的意見如下： 
 
1) 普遍市民同意污者自付原則 應盡快審議草案 

• 環團的聯合調查顯示，超過 8 成半市民表示支持垃圾徵費，反映市民十分認同政策能有效

為香港減少廢物及增加回收率。此外，亦有超過 8 成的基層市民（包括月入低於一萬元及

公屋住戶）支持污染者自付原則。此調查反映環保減廢已是民心所向，立法會議員應加快

審議這條拖了 14 年的垃圾收費法案。 
 
2. 政府需盡快制訂生產者責任制 落實減廢政策 

• 隨著中國減少進口回收物資，本港資源回收的成效面對進一步挑戰。回收再用本來就不是

治本良方，而國際間早已陸續推出不少生產源頭減廢的法案以禁止即棄塑膠問題惡化。台

北早前落實 2020 年所有餐飲業不得提供膠飲筒、2030 年全面禁用；歐盟亦通過於 2021
年前禁用十項即棄塑膠產品，包括即棄餐具、飲管等。由此可見，從法例上禁止這些使用

時間短、回收價值低而對環境傷害卻極大的即棄塑膠，才是治本之道。政府現正就即棄餐

具的管制展開研究，然而研究需時至少一年半，綠色和平認為政府必需加快步伐，在垃圾

徵費以外，盡快跟上國際減廢步伐，制訂更多治本的減廢政策。 
 
3. 垃圾徵費收入須用得其所 

• 政府現時先投放 3 至 4 億加強減廢和回收工作，是一個較為公平的新方向，亦能擺脫市民

對於垃圾徵費就是向市民「打荷包」、「雙重收稅」的錯誤信息。綠色和平期望政府能將

垃圾徵費的收入全數用於減廢、公眾教育、支援前線清潔工作人員及回收再造行業。 
 
4. 盡快重建及完善回收配套 

• 目前本港普遍市民的回收意識有待提升，他們對分類回收和乾淨回收仍抱錯誤理解。政府

雖表明將增加回收箱數量及改善設計，不過，目前三色回收箱只收「三紙兩膠」，不少市

民仍不知膠袋、膠餐具等垃圾，只能交予「綠在區區」回收。此外，「綠在區區」地點遍

遠，資訊亦不流通，政府有必要為市民提供在地協助，以及盡快改善回收箱的分類設計。 
• 另一方面，不少市民亦不信任現時的回收系統，認為回收物最終只會繼續棄置於堆填區。

因此，政府絕對有必要重建回收鏈，包括確保各項回收基建設施能如期落成、擴大現時的

先導計劃等。 
 
5. 擴大外展隊人數及規模 盡快公佈外展隊細節 

• 環境局計劃將增聘 60 人作為非執法人手，負責教育宣傳，亦會增聘約 200 人作為社區外

展隊。然而，政府現時仍未能公佈外展隊所擔任的具體工作，以及各區的人手分配。綠色

和平認為，政府一方面需盡快公佈外展隊的細節，特別是針對唐樓、村屋等單棟樓的教育

及宣傳工作，同時，亦需盡快擴大外展隊的規模，確保有足夠的前線人員能有效覆蓋全港

十八區，進行外展、教育、執法、協調和檢討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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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垃圾徵費的草案雖仍有尚待完善的地方，要成功減廢，亦不能單靠這條法例。然而，

垃圾徵費卻是減廢的關鍵第一步，參考鄰近地區如台北、南韓等地的例子，這些地區在實踐了垃

圾徵費之後，不但垃圾量大幅減少、居民對減廢及回收的意識亦顯著增強。當地政府亦能因應情

況，繼續推出減廢政策，如台灣和南韓皆已立法禁止生產和銷售含微膠珠的產品。 
 
因此，綠色和平重申，政府應盡力完善相關的回收設施及配套，立法會及各政黨則應以建設性的

態度，盡快落實草案。除此之外，香港政府亦應效法國際，以宏觀視野從源頭繼續減廢，如訂立

生產者責任制、走塑時間表等等，追回滯後多年的減廢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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