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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享香港 

社區剩食回收網絡 

 

就《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之立場及意見 

 

建立社區廚餘回收系統 綠領經濟推動惜食減廢 

 

環境局就「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條例草案月前已提交立法會審議，當中提出按

「污染者自付」原則，實施「按袋」及「按重」收費；食享香港，作為本港最早

有系統地於全港多個地區的街市回收剩食的社區網絡，在過去十年累積拯救逾

7,800 公噸原本會掉進堆填區的剩食，分享逾 300 萬餐餸菜予基層家庭，如果以

每公噸徵費 365 元計，總值便是 2,847 萬元，並非少數目。 

 

首先，我們並不反對藉垃圾徵費促使社會各界減少製造垃圾，但更加認為應盡快

建立一個社區全面的廚餘回收系統，進而有效發展本地一石二鳥的「綠領經濟」
1，方能讓環保成為社區發展的推動力。 

 

「食享香港」前身，是早於 2009 年啟動的「食物分享計劃」，是當時一班洞悉剩

食及廚餘問題，在都市固體廢物總量中所佔比例尤為顯著的有心人發起。十年來，

連結了不同地區團體，針對公眾街市，開創了結合「環保與社區互助」的食物分

享行動。我們至今主要有六個非牟利團體，於各自鄰近並合共 21 個公眾街市，

每天把外觀欠佳、未能留至翌日，或種種商業運作理由而未能售出，卻仍食用安

全的食物回收、篩選，並設立制度的分派予區內有需要的人士，此舉亦成為政府

後來提出的廚餘管理策略中重要一環，有助減少整體垃圾量。 

 

據我們旗下前線同工的反映，食環署近月已在部分街市試行先導計劃，每天收集

廚餘，並送往有機資源中心處理。但因關注點不同，食環署的剩食回收安排，與

我們部分回收隊重疊的向相同檔主收集剩食，只是沒有篩選出仍可食用的食物便

作堆肥或產能，這方面就可能與我們「既環保、又能幫助基層家庭減輕購買食物

                                                      
1
 「綠領經濟」一詞，始見於 2008 年出版的 The Green Collar Economy: How one solution can fix out two 

biggest problems 一書，作者 Van Jones 提出藉環保工業創造大量中低技術本地工作機會，有助解

決美國生態及經濟兩大難的問題。綠領，則是環保業工人的代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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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即食得唔好嘥）的角色有所衝突。 

 

另一方面，面對未來垃圾徵費的政策，我們亦擔心，如果社區的廚餘回收系統並

未全面，我們回收剩食時，難免要處理一定比例未能食用的食物部分，這方面勢

將加重剩食回收工作的成本負擔。雖然，理論上我們可能先篩選才回收，但在公

共街市夾窄的環境裡頭，要進行較細仔的分類並不容易，這亦可能造成回收隊與

商戶過去沒有的矛盾。承上段所述，食環署在營運街市時如沒有民間救食工作友

善或便利政策，我們的工作將會隨著垃圾徵費落實而左右為難。 

 

食享香港，至今是主要靠社會人士捐獻而得以儉樸營運的組織，如果有關徵費措

施，造成我們本來一石二鳥的救食環保工作，變成污染者自付的責任轉嫁缺口，

則恐怕超乎我們所能承擔，有可能令這十年來建立的社區資本最終毁於一旦。 

 

因此，我們促請環境局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必須盡快與民間救食組織共同擬定「救

食工作友善或便利政策」，例如在每個街市增設「可食用」及「非食用」剩食回

收桶，並加強教育及推廣宣傳，在硬件及軟件上同步配合，並因應每區街市的不

同情況而調節，積極而務實地讓垃圾徵費真正造就減廢而惜食、環保而能社區互

助，並善用徵費而來的資源，為香港帶來綠領經濟的機遇，如此垃圾徵費才不致

成為擾民安排，加重市民負擔而減廢成效不彰。 

 

「食享香港」及其合作伙伴 

2018 年 12 月 24 日 

 

「食享香港」合作伙伴及顧問包括： 

共享食物基金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有衣食分享計劃 

民社服務中心／「糧友行動」 

沙田婦女會／食物共享行動 

新生精神康復會／食物分享計劃 

綠長青環保協進會／【愛˙共饗】食物分享計劃 

婦女服務聯會／食物分享運動 

健康行動 

綠領行動 

思網絡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