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廢物管理學者對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條例草案的意見 
 

垃圾徵費這個課題在香港實在已討論過久了, 十多年來在不同層面中曾經重覆又

重覆的咨詢及討論, 白白地廷誤了推行這個在不同城市已證實可以減少垃圾的政

策。加上香港在實行生產者責任制的時間表上有很大的落差, 以至在推行減廢及

回收上，因沒有法例支持, 影響上游源頭減廢至下游回收產業鏈的連續性及完整

性。這是政府應付的責任。 

雖然已經是遲來的措施, 我們是贊同環境局提出對都市固體廢物進行收費的建議, 
並應該盡快實施。這建議不但可以改變市民的行為習慣並實現減廢減碳，乾凈

回收的目的。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人口增長，截至 2017 年為止, 香港的人均家居廢物產生

量每日為 0.87 公斤。相比離近城市 (首爾 0.34 公斤, 臺北 0.39 公斤) ， 我們的香

港確實不能說是一個現代環保城市。 

根據最近的统計數字, 香港人均棄置垃圾量連升 4 年 (2017 年較 2016 年升 2.8%)，
更是過往 26 年最高。更嚴重的事, 當中工商業廢物棄置量較 2016 年大增 9.5%。

但整體廢物回收率則自從 2008 年起由 49%下跌至 2017 年的 32%。這些數字顯

示了工商業廢物棄置量無法有效地抑制，拉低回收率。加上香港有限的土地資

源，將大量的廢物棄置於垃圾堆填區不再是一個長期有效的解決辦法。因此，

以廢物按量徵費作為誘因，促使源頭減廢及資源回收, 實在是迫在眉睫及克不容

緩的政策。 

借鑒首爾和臺北的成功經驗，從實施“按量收費”政策以及相關配套措施後，兩

城市均達到了減廢回收的可觀成效。首爾自 1995 年推行廢物按量收費及配套措

施後，其回收率在 15 年內由 29%上升至 66%。在 1994 年至 2011 年間，首爾的

人均家戶垃圾棄置量從每日 1.3 公斤降至 0.34 公斤，減幅達 74%。臺北市則於

2000 年實施廢物收費後，回收率在 10 年內由 2.4 %上升至 61%。在 2000 年至

2011 年間，臺北市的人均家戶垃圾棄置量從每日 1.11 公斤降至 0.39 公斤，減幅

達 65%。 

在香港，若要真正實行此項收費政策，還有很多因素需要考慮，例如有些市民

因種種原因, 起初未必能夠配合及接受垃圾徵費，政府應特別對某些區議會安排

資源, 通過不同方法對一些區域，例如：單棟樓宇比較多的地區, 加強宣傳教育，

提升市民回收垃圾的意欲，並做好社區回收工作。 

再者, 截至 2017 年，據我們計算，全港共有 67,000 棟住宅大廈以及 2,535,000 戶

家庭住戶，其中約 150,000 戶 (6%）是居住在無物業管理的大廈（主要是單棟

樓宇和村屋）(Transportation and Housing Bureau, 2018, EPD, 2018)。根據“最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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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如這 6% 的全部無物管住戶完全無法配合政府的收費政策，將不構成

延遲推行廢物收費的主要障礙。 

此外，至於政府推行垃圾徵費的配套方面，我們贊同政府須要設立外展隊宣傳

及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協助, 和加強執法。我們雖然也對於向接受綜緩人士派發

十元補貼的建議是理解的，但政府要確保上述有需要人士會拿出所得的十元去

購買徵費垃圾袋才會更能幫助他們體驗污者自付的原則。另外, 政府應透過其他

途徑, 包括利用回收基金, 提升香港的廢物回收業的創新、研發及發展, 特別是針

對改善廚餘, 廢紙和廢塑膠三類最主流廢料減量與回收的有效方法及技術。第二

期廚餘廠撥款未能在立法會通過，實在令人詫異，大大影嚮廚餘回收工作及生

物處理以至製造再生能源。 

有人說香港現時配套措施不足，故此不應該實行垃圾徵費，這個想法可能太理

想。再者配套做到什麽程度才是足夠也很難定義。從首爾及臺北市的經驗來説，

他們也是實施徵費後一方面增加及修正配套措施，另方面檢討成效。另外，我

們相信香港市民的素質不會比首爾及臺北市的市民差，故此我們應該勇敢向前

走一步，讓香港成為亞洲另一個環保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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