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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工務小組委員會於 2019 年 3 月 20 日會議上 
議員要求政府就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提交的補充資料 

 
 

1. 應陳克勤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提供補充資料，說明當局在

大埔及沙田污水處理廠進行的"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試驗

計劃  ("試驗計劃 ")下免費收集的家居廚餘的詳情，包括收

集哪些屋苑和地區的家居廚餘。  
 

2.(a) 應胡志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提供以下補充資料：  
說明政府進行家居廚餘收集試驗計劃的詳情，包括推行試驗

的時間表、收集廚餘的方法、目標收集量，以及如何避免在

收集廚餘過程中對居民造成滋擾等；及  
 

答：  為推動妥善回收廚餘和達致轉廢為能的目的，行政長官在

2018 年的施政綱領中提出引入先導計劃，以研究長遠實施由

政府提供免費廚餘收集服務的可行性。   
 
我們會利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回收中心 )第一期及大埔「廚

餘／污泥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的部分處理量，預計每日處

理約 50 公噸免費收集及回收來自家居的廚餘  (該兩個設施

的總廚餘處理量為每日 250 公噸 )，並會優先處理有廚餘分

類及回收經驗的屋苑的廚餘，例如曾參與環境及自然保育基

金 (環保基金 )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的 35 個私人屋苑

(附表一 )。這些屋苑曾獲環保基金資助安裝現場廚餘處理設

施、舉辦相關教育及宣傳活動，及身體力行參與廚餘源頭分

類及回收。我們會主動邀請這些屋苑參與免費廚餘收集先導

計劃。另外，我們亦會聯絡香港房屋委員會 (房委會 )和香港

房屋協會 (房協 )，邀請他們參與在公共屋邨推行先導計劃。

我們會優先考慮並邀請有廢物分類及／或有處理廚餘分類

及回收經驗的屋苑 (附表二 )，例如曾參與房委會舉辦的「綠

樂無窮在屋邨」計劃下的廚餘回收試驗計劃，或由環保基金

資助的「藉都市固體廢物收費達致減廢」的社區參與項目和

由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資助的「都市固體廢物收費實踐計劃」

的屋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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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屋苑免費廚餘收集先導計劃期間，我們會分批測試不

同的廚餘收集模式，例如參考歐洲或韓國的經驗，利用密封

式或設有智能卡自動開關的設施以收集廚餘。在先導計劃

下，我們會進一步研究如何避免在收集廚餘過程中對居民造

成滋擾，包括使用密封式缸車收集及運送廚餘以防止散發氣

味和滲濾液洩漏、與管業處及業主代表商討在屋苑適當的地

點裝置廚餘收集設施，以及安排每日收集廚餘，以建立一種

或多種既方便居民把廚餘棄置，同時減低廚餘對環境的滋擾

的廚餘收集模式。此外，回收基金下亦設有與廚餘有關的項

目，資助發展及測試各種收集廚餘的模式。  
 
我們亦正計劃推展「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技術至沙田污

水處理廠。該項目預計於 2022 年落成投入運作，主要接收

沙田區內的家居廚餘，每日的廚餘處理量約為 50 公噸。我

們會參考上述先導計劃的經驗，在沙田進行家居廚餘收集試

驗，測試在不同類型的屋苑、屋邨、鄉村及商住樓宇進行家

居廚餘源頭分類、收集及回收的有關運作和配套要求。  
 
若得到立法會批准撥款興建回收中心第二期，我們將會在該

項目於 2022 年落成啓用後，撥出部分處理量，處理北區區

內的家居廚餘。預計在 2022 年當沙田「廚餘／污泥共厭氧

消化」試驗設施及回收中心第二期落成後，全港的總廚餘處

理量會達至每日 600 公噸。我們會把當中三分之一用作處理

家居廚餘，即可將家居廚餘處理量提升至每日 200 公噸。  
 
我們現正為回收中心第三期進行工程可行性研究及環境影

響評估的工作，因應項目的籌備進度及如獲立法會批准所需

撥款，我們期望設施可於 2026 年投入運作，每天可處理 300
公噸廚餘，屆時全港的總廚餘處理量會達至每日 900 公噸。

根據外地的廚餘回收經驗，即使有完整的廚餘收集配套設

施，一般只能回收約 50%的廚餘；以現時全港工商業每日產

生約 1 200 公噸廚餘計算，即約需處理 600 公噸的工商業廚

餘。屆時我們會把剩餘每日 300 公噸廚餘處理量 (即屆時全

港總廚餘處理量的三分之一 )用作處理家居廚餘。我們會視

乎當時市民對於廚餘分類和回收的習慣和經驗，再計劃回收

中心第三期應收集哪些地區的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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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乎發展更多廚餘處理設施的步伐  (包括回收中心第三期

和日後可能興建的其他回收中心和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

設施 )，我們期望在 2030 年代中期，提升本港整體廚餘處理

能力至每日約 1 800 公噸，即現時整體廚餘生產量的 50%。

我們會因應收集工商業及家居廚餘的進展和檢視所得的經

驗，計劃將大部分上述增加的廚餘處理能力用於處理家居廚

餘。  
 
上述免費廚餘收集服務的推展時間表，很大程度取決於廚餘

回收設施的落成日期。隨着往後廚餘回收設施逐步落實，我

們計劃盡快把廚餘收集服務推展至全港各區和各界別。  
 

2.(b) 說明當政府落實都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後，如何提供經濟誘

因推動工商業界把廚餘進行源頭分類並送交政府處理。  
 

答：  在都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下，為實踐減廢回收和落實收費，

政府打算推出先導計劃，為工商業廚餘提供免費收集服務，

並視乎先導計劃的經驗及香港發展廚餘處理回收中心的進

程，將免費收集服務最終擴展至全港各界別。  
 
由於工商廚餘的質量較為穩定及較易進行廚餘源頭分類及

收集，廚餘回收中心第一期及大埔「試驗計劃」將主要用作

收集及回收工商廚餘。我們已透過回收基金推出計劃，資助

回收業界購置可處理工商廚餘的相關設施，及把廚餘送往包

括回收中心第一期及其他適當的回收設施的部分運輸成本。

 
透過先導計劃，我們會繼續為食物環境衞生署管轄的街市和

熟食中心及房委會管理的街市和商場收集廚餘；及在今年第

二季內開始透過有意參與計劃的學校飯盒供應商或大專院

校的餐廳，為全港中小學及大專院校提供免費收集廚餘服

務，並藉此教育及鼓勵學生進行廚餘源頭分類，把「惜食、

減廢」和「轉廢為能」的訊息帶入學校和社區。  
 
我們亦正因應廚餘處理設施的處理能力，研究在先導計劃下

為部分工商業機構提供免運輸費的廚餘收集服務的各種可

行方案，包括與飲食業界及物業管理業界合作，透過回收基

金及環保基金為約 100 間不同類型的餐廳食肆（包括茶餐

廳、中式酒樓、快餐店等）試行收集廚餘。我們亦會同時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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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為部分現時已主動把其廚餘從不同地區送到回收中心第

一期的工商業機構提供免費廚餘收集服務，所涉及機構數量

和收集規模則須視乎廚餘回收設施的處理能力。  
 
當實施都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時，若工商業機構把廚餘當成

普通廢物丟棄，便需按收費計劃繳交徵費，而進行廚餘分類

並交由政府免費為把廚餘運往回收中心處理則可節省用於

棄置都市固體廢物的開支。因此，我們相信透過為工商業機

構提供免運輸費及免處理費的廚餘收集服務，以及都市固體

廢物收費計劃，將可提供足夠的經濟誘因，推動工商業界將

廚餘進行源頭分類及處理。  
 

3. 應許智峯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提供補充資料，說明當局正

進行在全港推行家居及工商業廚餘分類收集的研究的詳

情，包括研究的具體方向，以及重點研究的範疇等。  
 

答：  根據《香港廚餘及園林廢物計劃 2014-2022》，環保署已於

2017 年 3 月展開有關廚餘收集的顧問研究，預計在 2019 年

內完成。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討、調查及探索如何收集及運送香港

的家居及工商業廚餘，並因應廢物處理設施的最新發展和廢

物重用及回收等相關廢物減少政策的進展情況，研究有效可

行的廚餘收集及運送方案；以及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及環

境，建議合適的輔助和配套設施。  
 
考慮到作為研究參考的城市，需要與香港有類似的社會和發

展狀況，而且需具備有效可行的廚餘收集及運送系統，顧問

已選定 6 個城市（包括台北、首爾、倫敦、米蘭、三藩市和

西雅圖），並收集及整理了這些城市的廚餘收集和運送資料

作為參考。同時，為了檢視廚餘源頭分類的參與率及成效，

顧問亦以隨機方式抽樣選出社會不同界別（包括家居、工商

業、學校及政府機構）的受訪者，調查他們對廚餘分類及收

集的意見。  
 
顧問現時正在綜合及整理各界別就參與廚餘分類所提供的

意見，並會綜合外國廚餘收集和運送的經驗以及本地意見調

查的結果，建議適用於香港情況、有效可行的廚餘收集及運



5 
 

送方案，包括廚餘處理及回收設施的進展及計劃、進行廚餘

分類所需要的貯存空間、廚餘的收集及運送模式及安排、運

送車輛的類型，以及在地臨時儲存廚餘的輔助和配套設施

等。  
 

4.(a) 應譚文豪議員要求，政府當局須提供補充資料：  
說明，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原本估算每年可產生的剩餘

電量及把剩餘電力出售予電力公司有關定價的理據，與現時

實際運作後的情況作比較；及  
 

答：  座落於北大嶼山小蠔灣的回收中心第一期每天能夠處理 200
公噸廚餘。該設施利用生物降解技術，在妥善處理廚餘之

餘，還會產生生物氣以轉廢為能，並會把經厭氧消化後的殘

渣轉化為堆肥。  
 
回收中心第一期產生的電力除供設施本身使用外，估計每年

可輸出約 1 	400 萬度剩餘電力。這是根據可行性研究結果而

得出的估算。計算方法是：當回收中心達到 200 公噸的設計

處理量時，每年可產生約 900 萬立方米生物氣，繼而轉化為

2 800 萬度電；其中約一半供設施本身使用，另一半可輸出

電網。  
 
回收中心第一期運作初期須逐步增加廚餘處理量，以確保有

足夠時間給厭氧缸內用來降解廚餘的微生物穩定繁殖。現時

回收中心第一期每日處理約 100 公噸工商業廚餘，產生

16 000 立方米生物氣。生物氣的多寡取決於廚餘的有機物含

量。雖然回收中心第一期現時的處理量只達設計處理量的一

半，但扣除設施運作所需的基本電力後，仍有剩餘電力輸出

電網。因此，隨着回收中心第一期逐步增加廚餘處理量至每

日 200 公噸，輸出電網的剩餘電量亦會逐步提升，達至／甚

或高於原本估算的水平。  
 
除此之外，根據回收中心第一期的合約要求，政府須於回收

中心營運階段每月向承辦商支付營運費 (當中包括固定營運

費和變動營運費 )。其中部分變動營運費是按可輸出電網的

剩餘電量來計算，藉以鼓勵承辦商改善其運作以產生更多剩

餘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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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為出售的剩餘電力定價，應是以不影響發電成本及不增

加市民電費負擔為原則。因此，我們以電力公司因購買回收

中心的電力而可節省的邊際發電燃料成本作為制定售電價

格的基礎。倘若提高售電價格，電力公司可能將相關額外支

出轉嫁給電力用戶。  
 

4.(b) 說明如何估算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二期每年可產生的剩餘

電量及把剩餘電力出售予電力公司的收入。  
 

答：  回收中心第二期位於北區沙嶺，每天可處理 300 公噸廚餘。

參考回收中心第一期的經驗，估計回收中心第二期產生的可

再生能源除供設施本身使用外，估計每年可輸出約 500 萬立

方米的剩餘生物甲烷或 2 400 萬度剩餘電力。  
 
如上文 4(a)部分所說，按不影響電力公司發電成本及不增加

市民電費負擔的原則，以電力公司可節省的邊際發電燃料成

本為售電價格作估算，回收中心第二期每年出售電力的收入

約700萬元 (以2018年10月起生效的燃料價格計算 )。  
 

 
 
 
環境保護署 
2019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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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曾參與環保基金「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的屋苑  
 

屋苑  地區  屋苑  地區  
龍蟠苑  黃大仙  蝶翠峰  元朗  

譽‧港灣  黃大仙  朗晴居  元朗  
曉暉花園  黃大仙  天盛苑  元朗  

峻弦  黃大仙  采葉庭  元朗  
采頤花園  黃大仙  海逸豪園  九龍城  
曼克頓山  深水埗  康樂園  大埔  
匯景花園  觀塘  明雅苑  大埔  
鯉安苑  觀塘  日出康城  首都 西貢  

壹號雲頂  沙田  奕翠園  北區  
愉景灣  離島  新都廣場  北區  
嘉亨灣  港島東  黃金海岸  屯門  

賽西湖大廈  港島東  浪琴軒 /海琴軒  屯門  
寶馬山花園  港島東  愛琴海岸  屯門  

貝沙灣  港島南  兆麟苑  屯門  
置富花園  港島南  韻濤居  荃灣  
寶星中心  葵青  珀麗灣  荃灣  
華景山莊  葵青  荃威花園  荃灣  
盈翠半島  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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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曾參與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的公共屋邨  
 

公共屋邨  地區  公共屋邨  地區  
清河邨  北區  天慈邨  元朗  

麗閣邨  深水埗   天華邨  元朗  

南山邨  深水埗   俊宏軒  元朗  

麗安邨  深水埗  天晴邨  元朗  
慈正邨  黃大仙  啟田邨  觀塘  
安蔭邨  葵青  新翠邨  沙田  

梨木樹邨  荃灣  觀龍樓* 中西區  
樂民新村* 九龍城  觀塘花園大廈* 觀塘  

* 香港房屋協會轄下屋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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