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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8 年廢物處置(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修訂)條例草案》 

環保觸覺意見書 

 

政府提出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已過 14 年，現擬於 2020 年實施都市固體廢物徵費條例（下稱

「垃圾按量收費」），任何人要棄置家居垃圾均需先購買指定垃圾袋將其承載，否則違法。本會

贊成垃圾按量收費，期望立法會議員順應民意儘快審議廢物徵費草稿及通過法例。 

 

2017 年最新的都市固體廢物數字反映，香港人均棄置量再創新高，達每日 1.45 公斤，可見垃

圾棄置量有增無減。政府不能再依舊以自願減廢、自願回收的方式，必需落實按量收費，以提

供經濟誘因鼓勵市民減廢。南韓和台灣分別於 1995 年和 2000 年實施垃圾徵費，配合回收政策

和設施，在短短數年南韓廢物棄置量減少了四成、台灣亦下降了三成。香港已經落後了廿年，

實在不能再拖延。 

 

面對都市回體廢物問題，政府應以「多管齊下」的方法，由源頭、中游（回收配套、綠色產業）

至提升末端處理（堆填區禁令），教育市民及商界如何減少浪費、提高回收再造及再用。除了

污染者自付外，政府需擴大生產者責任制，由源頭減少廢物產生，否則到頭來大家只是「付費

去掉垃圾」，並不能達到政府 2022 年減廢四成的預期目標。 

 

就此本會作出以下建議： 

 

1. 把握垃圾收費契機  推動本地回收 

首先，值得一讚的是，政府將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用於加強減廢及回收工作，達到「專款專用」。

此舉能夠減輕市民對新增徵費的負面印象，而且能夠支援及擴大本地回收機制。 

 

本會亦贊成有「中央收膠」這項服務，為公私營住宅、學校、公營機構等收集棄置塑膠，要求

回收商負責分揀、破碎及熱熔等工序，製成再生材料。但政府外判時應考慮投標回收商的往績，

不應以「價低者得」為唯一標準。 

 

要讓回收物品得到妥善處理，回收商不單只擔當物流角色，更需要負責回收工序，及提供可靠

的追蹤機制，不應讓回收物最後送往堆填區。其次，政府必須做好定期監察：如果重蹈「碧瑤」

覆徹，投得玻璃回收後卻未能如期送交目標數量的玻璃砂，卻又沒有罰款，實在有違背回收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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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乾淨回收  管制塑膠包裝 

本地塑膠回收率一直比其他物料為低，去年政府亦應內地收緊回收政策，推出「三紙兩膠」的

回收方向。本會認為政府應由消費源頭著手，針對現時工商業過度包裝，推行包裝物料生產者

責任制，全面推廣簡約包裝，使工商界必須履行環保減廢責任。 

 

由於現時的包裝物料眾多，以塑膠為例，基本分類已有 7 種，但在現時各包裝上也未必印有物

料分類。本會建議，為方便市民實踐分類回收，認清可回收物料，應強制標籤包裝物料（如塑

膠編碼），並應管制難以回收的包裝物料入口。 

 

面對「膠災」，全球各地如紐約、溫哥華等地也立法禁用發泡膠食物容器，香港也應效法；去

年起政府管理的場地停售樽裝水，理應加以推動，在源頭減少即棄塑膠售賣和使用。本會去年

舉辦一系列美食廣場即棄餐具器皿使用情況調查，發現無論連鎖食肆或小店，也有不同方法減

少即棄餐具使用。 

 

另外，收費實施後市民需先購買指定垃圾袋，政府可同步檢討 2009 年實施的膠袋徵費，期望

市民減少使用其他類型的塑膠購物袋，逐步減少都市固體廢物量。 

 

 

3. 肯定外展隊角色  配合監察執法 

本會贊同「外展隊」需在地支援及協調地區的減廢、回收及教育工作，甚至應配合現有的社區

回收網絡，協助市民垃圾收費前適應，增強市民、物業管理公司及前線清潔人員的溝通。政府

需進一步交代詳細的人手安排。 

 

去年起食環署在非法棄置垃圾黑點增設網絡攝錄機，此舉能幫助搜證，並具阻嚇作用。希望環

保署及食環署增加人手巡查和執法，在收費開始時加強監察，打擊非法棄置問題。 

 

 

本會期望藉垃圾按量收費，進一步建立完善的廢物處理配套、增加回收物料於本地作循環再

造、協助本地回收企業轉型，在地教育和推廣減廢回收方法，讓全港各界正視垃圾問題，方能

徹底解決本港廢物處理量上升的情況。 

 

香港的堆填區不能再等，海洋也不能再等，我們的地球更不能再等。 

希望各位立法會議員支持廢物徵費草案。 

 

環保觸覺 

二零一九年一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