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環境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會議  

跟進行動一覽表作出的回應  
 
 
 
本文件載列我們就環境事務委員會二零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會議有
關在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 )開設九個首長級職位建議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所作出的回應。  
 
(a) 建議在環保署開設 /重設的 9 個首長級職位各自將會負責的主要職

務，以及這些職務的時間表，藉以詳細說明開設 /重設上述職位及
其擬議年期的理據；  
   
建議開設 /重設的九個首長級職位中，三個首長級職位將負責籌備
和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其中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位亦須兼
顧其他廢物管理工作 )；其餘六個職位則會負責推行各項減廢及回
收措施，以利便市民更積極實踐減廢和回收，從而有助稍後推行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由於建議職位的工作性質、過程及時限不同，因
此建議的任期長短各異。這也反映我們在制訂人手編制建議時，務
實考慮了不同職位的具體需要。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工作方面，三個擬議首長級職位均是為期四
年的編外職位，包括一個首長級乙級政務官職位 (即副署長 (4))、一
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職位 (即助理署長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以及一
個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職位 (即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 ))。我們已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把《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提交立法會審議。若
《修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我們預期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早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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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年底落實。為盡早推行措施，我們必須在《修訂條例草
案》審議期間展開相關的籌備工作，包括策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所
需的基礎設施和收費安排，例如製造、存貨、分銷及管理就指定垃
圾袋／標籤相關的草擬合約；開發帳戶登記及收費系統，以在廢物
轉運站和堆填區向私營廢物收集商收取「入閘費」 ;推行廣泛的公
眾教育、宣傳和公眾參與活動，以加深市民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
認識和認同。假如我們在《修訂條例草案》通過後才開設相關職位，
將無可避免拖延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除了負責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工作，上述的副署長 (4)亦負責監督
廢物管理政策科的工作，該科 (主管一職屬另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常額職位 )一直領導和推行與各種強制性及自願性生產者責任計
劃的發展和實施有關的廢物管理措施、「綠在區區」的發展，以加
強環保教育及支援社區收集各種回收物料，以及建築廢物的管理工
作等。此職位亦會負責監督建議開設的助理署長 (外展及回收 )所主
管的外展隊。  
 
我們預計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最快可於二零二零年年底推行。三個擬
議首長級職位的四年任期，用以推行相關的籌備工作，並在收費實
施後檢視其成效及推展所需的跟進工作。視乎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及各項工作的進程，我們會再檢視是否需要延長有關職位。  
 
各項減廢回收措施  
 
減廢回收措施方面，我們建議開設 /重設六個首長級職位，包括兩
個常額職位及四個編外職位。簡括而言，我們建議 (i)就推行非工商
業廢塑膠免費收集服務及設立新外展隊的工作開設三個編外職位 ;  

(ii)就推行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開設一個常額職位 ;及 (iii)

就推行《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 (《廚餘計劃》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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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淘汰即棄塑膠餐具的工作，將一個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及開
設另一編外職位。  
 
設立新外展隊  
 
為了加強在社區的實地回收支援，我們認為有需要透過外展服務推
廣各項減廢回收措施和安排，長期持續教育市民源頭減廢的重要性。
我們會按市民對服務的反應完善服務，並逐步將服務範圍擴展至全
港。因此，我們需要開設為期六年的環保署助理署長職位 (外展及
回收 )和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外展服務 )，並於該職位到期撤銷前約一
年，根據外展服務推展的進展，檢視是否應延長上述職位的任期。  
 
非工商業免費廢塑膠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我們已在二零一九年二月開始招標，並於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逐步展
開為期兩年的先導計劃。我們會進行中期檢討，並參考塑膠飲料容
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進展，考慮將服務擴展至全港各區。因此，我
們須開設為期五年的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外展及回收 )，並會在該職
位到期撤銷前約一年檢視屆時的資源及成效，以制定未來免費廢塑
膠回收服務的工作及估算所需資源，包括是否需要延長上述職位的
任期。  
 
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我們須審慎策劃及籌備實施細節，並須按部就班推出實施方案。主
要工作包括構思回贈安排，設立自動及人手兌換中心網絡以供退回
廢容器和換取回贈，就逆向自動售貨機、相關系統要求及資訊科技
平台制訂技術規格，以及聘請回贈系統管理員和網絡操作員。同時，
我們須籌備公眾諮詢，其後在考慮蒐集所得意見後敲定實施細節後，
檢討和準備修訂相關法例，為擬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及相關事宜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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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理依據。負責這些工作的人員需具備專業技術知識，並能與飲
料業界和回收業界的持份者保持密切聯繫。就此，我們建議開設首
席環境保護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 )2 職位將負責監督上述塑膠飲料容
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工作；繼續跟進建議的塑膠個人護
理產品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顧問研究，而且如決定推行，亦須監
督該計劃的制訂和實施工作。與此同時，該職位會接管現時首席環
境保護主任 (廢物管理政策 )推行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的
職務。由於這些工作範疇有持續及長期的需要，這個職位建議為常
額性質。  
 
《廚餘計劃》和逐步淘汰即棄塑膠餐具  
 
為應付現有及新增措施所帶來的龐大工作量，前廚餘管理組已分拆
成兩個組別，即廚餘回收組及沿用舊名稱的廚餘管理組。新成立的
廚餘回收組由一  個屬編外職位的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廚餘回收 )領
導。該職位在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一日獲財委會批准開設，並已在二
零一九年四月一日到期撤銷。該名首席環境保護主任負責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第一及第二期的現有發展計劃、管理 TPARK「源．區」
以處理污泥、管理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發展廚餘免費收集系統，以
及探討強制廚餘源頭分類計劃是否可行。由於這些都是常設措施，
相關工作量和職責不會隨時間減少，因此我們認為有必要把首席環
境保護主任 (廚餘回收 )編外職位轉為常額職位。  
 
另外，為持續推行惜食香港運動、發展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網絡的餘
下階段的設施、就廚餘、污泥共厭氧消化發展廚餘預處理設施，以
及制訂管理園林廢物措施和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的短期和長遠
措施，我們建議開設為期五年的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廚餘管理 )編外
職位，以推行和監督相關工作。其中，大埔污水處理廠和沙田污水
處理廠的「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將分別在二零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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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和二零二零年推行。在「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
推行一段時間後，我們會視乎計劃的成果，以及有關園林廢物和即
棄塑膠餐具的政策制訂進展，在約四年後檢視相關工作的長遠路向，
包括是否需要延長上述編外職位的任期和檢視其工作範圍。  
 
 
人員編制建議的撮要可參閲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二零一九
年五月七日會議 EC(2019-20)4 號文件的附件 2。擬議首長級職位
的詳細職責則可參閲同文件的附件 4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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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該 9 個擬議首長級職位各自會獲調配多少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及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以作支援；及  

 
人員編制建議下支援各首長級職位的非首長級公務員及非公務員人
員數字表列如下：  
 
措施  職位  職銜  非首長

級公務
員職位  

 

非公務
員職位

^ 

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  
 

首長級乙級政務官編外職
位  

副署長 (4) 

47 4 
首長級丙級政務官編外職
位  

助理署長 (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 )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編外職
位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 (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 ) 

外展及回
收  

環保署助
理署長編
外職位   
 
職銜：助
理署長  
(外展及回
收 )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編外職位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 (外展服
務 ) 68 

142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編外職位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 (外展及回
收 ) 

52 

塑膠飲料
容器生產
者責任計
劃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常額職
位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 (廢物管理
政策 )2 27 0 

推行《廚
餘計劃》
和逐步淘
汰即棄塑
膠餐具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常額職
位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 (廚餘回
收 ) 

66 

23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編外職
位  

首席環境保護
主任 (廚餘管
理 ) 

28 

總數  288 169 

457 

^ 包括非公務員合約及退休後服務合約計劃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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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環保署與其他政府部門就籌備或實施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和相關
減廢及循環再造輔助措施進行合作的例子。  

  
環保署與其他部門 /機構就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各項減廢回收
措施的合作例子如下：  
 
合作部門 /機構  合作例子  

1.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環保署與食環署一直就提升市區及鄉郊地區的
垃圾收集站設施合作，包括增加垃圾收集站的
回收設施，支援市民實踐減廢及回收。另外亦
會加強垃圾收集配套設施，以配合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的實施。此外，兩個部門亦一直緊密商
討相關的執法分工及安排。  
 

房屋署  環保署一直與房屋署保持恆常及緊密的溝通，
亦曾向房屋委員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介紹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落實安排及最新進展。為使
更多在公屋的持份者能率先在實際環境下試行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及幫助公屋居民對收費的
實施作好準備，「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自二
零一五年起，資助非牟利機構推行「社區參與
項目」，當中包括三個公共屋邨；另外，環保
署與房屋署合作於二零一八至二零一九年在十
個公共屋邨推行「公共屋邨實踐計劃」。  
 

教育局  二十間教育局轄下的官立中小學校正進行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試驗計劃，讓校方及前線人員在
實際環境試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為收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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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部門 /機構  合作例子  

作好準備。期間環保署為參與學校舉辦簡介會
及進行實地考察。  
 

民政事務總署  環保署與民政事務總署商討邀請各區區議會在
舉辦新一年度由環保署資助的「社區參與環境
保護活動」時，加入了推廣「揼少啲、慳多啲」
及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元素。  
 

食環署、康樂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康
文署 )、漁農自然
護理署、民政事
務總署  
 

政府已於二零一六年成立公共空間回收及垃圾
收集設施改造督導委員會 (督導委員會 )以更有
系統地檢視公共空間回收桶和廢屑箱的設計及
分布，以促進社區進行廢物分類、減廢及資源
回收。  
 
食環署、康文署、漁農自然護理署及民政事務
總署皆為督導委員會成員，在有關設施的檢討
工作中與環保署緊密合作。  
 

2. 外展服務  

房屋署  
 

環保署由二零一八年年中開始籌備外展服務，
一直與房屋署保持緊密聯繫，就如何在房屋署
轄下公共屋邨開展外展服務的安排交換意見。
在房屋署的支持下，外展隊已在三個試點地區
（沙田區、東區及觀塘區）的公共屋邨逐步開
展外展服務，包括為公共屋邨進行減廢回收的
管理和回收設施進行實地評估及建議改善方
案，並與房屋署合作和協同房屋署推行的「綠
樂無窮在屋邨」環保計劃，在公共屋邨舉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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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部門 /機構  合作例子  

同類型的宣傳教育活動。  
 

3. 免費非工商業廢塑膠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房屋署  環保署由二零一八年年中開始籌備先導計劃，
一直與房屋署保持緊密聯繫，就如何落實於房
屋署轄下的公共屋邨收集廢塑膠的安排交換意
見。  
 

其他相關部門及
機 構 包 括 衞 生
署、教育局、食境
署、政府產業署、
民政事務總署、
康文署、社會福
利署、醫院管理
局、司法機構等  
 

除聯繫房屋署外，環保署亦於二零一八年十月
舉行跨部門的會議，向各個相關部門及機構介
紹籌備中的先導計劃，並就如何落實於各部門
轄下的政府設施及大廈收集廢塑膠的安排交換
意見。環保署會繼續與各個相關部門協調，務
求把更多的政府設施及大廈納入計劃，以提升
整體廢塑膠的回收量。  

4. 社區回收中心  

食環署、建築署  隨着環保署加強宣傳推廣減廢回收及未來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的落實，預期市民對回收途徑的
需求會增加。為此，環保署一直與食環署溝通，
探討在規劃新垃圾站時，在不影響垃圾收集服
務的成效和效率的前提下，在垃圾站內提供空
間／設施進行初步回收及暫存回收得來的資
源。兩個部門同意在食環署於洪水橋洪元路及
洪平路交界興建一幢六層高大樓以搬遷重置洪
水橋洪堤路垃圾收集站的項目中，環保署初步
計劃參照現有社區回收中心的營運模式，於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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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部門 /機構  合作例子  

建的大樓二樓設立社區回收中心，為區內市民
提供服務。環保署和食環署聯同建築署及顧問
建築師已舉行工作會議，就社區回收中心的設
計交換意見。兩個部門已諮詢區議會並就大樓
的設計等工作緊密合作，以落實該計劃。  
 

5. 利用污水處理廠發展｢廚餘、污泥共厭氧消化｣技術處理廚餘  

渠務署  環保署現正與渠務署研究利用現有和計劃中的
污水處理廠，推展「廚餘 /污泥共厭氧消化」技
術，加快提升本港整體的廚餘回收能力。首個
「廚餘 /污泥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將會在大埔
進行，以確立這技術在本地應用的可行性。環
保署正與渠務署同步研究加強污水處理廠的污
泥處理設施用作回收廚餘的工程可行性，包括
在日後擴展大埔污水處理廠時，一併加強厭氧
消化系統以便處理更多經預處理的廚餘，及進
一步將該技術擴展至其他已有或將有污泥厭氧
消化設施的污水處理廠（例如位於元朗及洪水
橋的污水處理廠等）。  
 

6. 免費收集廚餘先導計劃  

食環署  、香港房
屋委員會、漁農
自然護理署、 醫
院管理局、教育
局及香港房屋協
會  

為推動工商業界妥善回收廚餘和達致轉廢為
能，我們正推行試驗計劃把政府部門及公營機
構的廚餘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循環
再造，當中包括食環署的 40 個街市和熟食場
地、香港房屋委員會的九個商場和街市、漁農
自然護理署的兩個副食品批發市場、醫院管理
局轄下的 13 間醫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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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我們還會把計劃逐步擴展至其他政府
部門及公營機構的商場、街市、食品批發市場
和醫院；我們並會與教育局合作，透過學校飯
盒供應商或大專院校的餐廳為為全港中小學及
大專院校提供免費收集廚餘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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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亦會利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
及大埔「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試驗計劃的
部分處理量，免費收集及回收部分來自家居的
廚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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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的私人屋苑。我們
亦會邀請香港房屋委員會和香港房屋協會合
作，把免費收集廚餘先導計劃推展至公共屋邨。 
 

7. 逐步淘汰即棄塑膠餐具  

康文署  環保署在康文署的支持下，於二零一八年暑假
在全港所有公眾泳灘推行「走塑沙灘  餐具先
行」運動，鼓勵市民和泳灘附近食店避免使用
或派發即棄塑膠餐具。運動共有 51 個食店及
小食亭參與，以竹籤、紙飲管及紙袋等代替即
棄塑膠餐具，向市民提倡「走塑」文化，支持
保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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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決策局／部
門  

由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起，政府已率先在主要
服務政府員工的指定場所和食堂先行禁止提供
膠飲管和發泡膠餐盒。同日起，各相關決策局
／部門亦會在招標簽訂新的合約／租約以及續
約時，訂明要求在適當的政府場地内的所有食
肆營辦商，在可行情況下須避免使用即棄塑膠
餐具，包括不提供即棄餐具予堂食顧客、不主
動及不以套裝形式提供即棄餐具予外賣顧客，
並以較環保的物料（例如植物纖維）製成的餐
具取代即棄塑膠餐具。  
 

8. 促進園林棄置物的循環再造  

土木工程拓展署
及其他參與清理
因超強颱風「山
竹」而產生的塌
樹棄置物的部門  

為配合各界加快清理因超強颱風「山竹」而產
生的塌樹棄置物，環保署早前與土木工程拓展
署及其他相關部門合作，在啟德發展區設立臨
時收集處（收集處），供各界把收集所得的斷
枝樹葉送到收集處暫存。收集處共接收了約 8 

200 架車次的塌樹棄置物，當中有  2 300 公噸
的塌樹棄置物和 700 公噸由各部門收集所得的
塌樹棄置物已被運往 TPARK「源 區」附近政
府撥地範圍內。合適的塌樹棄置物已開始被破
碎成碎木，以測試作不同用途。  
 

康文署  環保署與康文署合作將約 20 公噸合適的塌樹
棄置物給予本地的藝術創作家及園藝家製作成
木雕刻作品及擺設，於二零一九年三月擺放在
香港花卉展覽的場地展覽。  
 



 

13 

合作部門 /機構  合作例子  

相關決策局／部
門  

環保署已開始與多個相關的決策局及部門商
討，如何更有效地處理颱風後的塌樹棄置物，
務求盡量減低對市民的影響，並盡量回收重用
園林棄置物資源，減少棄置在堆填區。環保署
會繼續與發展局及相關部門合作，研究引入更
多元化的園林棄置物處理方案，包括興建園林
棄置物回收設施等。視乎上述測試結果，環保
署會硏究在長遠處理園林棄置物策略中引入上
述方案。  
 

9. 「四電一腦」及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食環署  環保署與食環署合作，安排將被棄置於垃圾收
集站的「四電一腦」運送至政府廢電器電子產
品處理及回收設施 (WEEEPARK)妥善處理。另
外，食環署亦會在合適的垃圾收集站提供暫存
空間，以便環保署的玻璃管理承辦商處理及運
送在酒吧食肆區收集到的大量廢玻璃容器。  
 

房屋署  自二零一零年起，環保署已與房屋署合作推行
公共屋邨玻璃樽回收計劃，在屋邨推動居民參
與玻璃容器回收。現時，房屋署繼續為環保署
玻璃管理承辦商／「綠在區區」營辦團體在公
共屋邨的玻璃容器回收提供支援及協助宣傳推
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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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文署  自二零一四年起，康文署轄下的不同設施（例如文
化中心、體育館及公園等）已設立玻璃容器回收
點，方便市民大眾參與玻璃容器回收。  
 

環境局／環境保護署  

二零一九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