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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 22 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廚餘收集及運送安排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廚餘收集及運送的顧問研究結

果，以及廚餘收集先導計劃的進展。 
 

背景   
 
2. 環境局於 2014 年 2 月發表《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計劃》），訂下四個應對廚餘的策略，包括

全民惜食、食物捐贈、廚餘收集及轉廢為能。香港人每天丟棄

超過 3 600 公噸廚餘，佔整體都市固體廢物約三成。為推動全

民惜食，我們於 2013 年 5 月啓動「惜食香港運動」，透過多項

計劃和活動如「惜食約章」及「咪嘥嘢食店」，再配合「大嘥

鬼」的角色，全面推廣「惜食、減廢」文化，提升市民大眾對

本港廚餘問題的關注，同時鼓勵社會各界改變生活習慣，從源

頭避免及減少產生廚餘。「惜食香港運動」亦推廣食物捐贈以

鼓勵商戶向慈善機構等捐贈剩餘食物。環境保護署（環保署）

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支援非政府機構向商界收集剩餘

食物，捐贈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以達到關懷社會及減少廚餘

的目的。根據以往收集廚餘的經驗，廚餘中的雜質有不少是即

棄塑膠餐具，我們亦積極與餐飲業界及其他持份者合作，鼓勵

市民源頭分類及減少使用即棄餐具。 
 
3. 行政長官在 2018 年《施政綱領》中提出，將引入先導計

劃以研究長遠實施由政府提供廚餘收集服務的可行性。為此，

我們進行了一項有關收集廚餘的顧問研究，研究範圍包括收集

和運輸的適當方法、機制和模式。該項顧問研究已於 2019 年完

成。同時，環保署由 2018 年 7 月起推行廚餘收集先導計劃，以

試驗收集廚餘的方式及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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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廚餘收集的工作需配合龐大的回收設施網絡，使收集所

得的廚餘得以「轉廢為能」。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

(OPARK1)於 2018 年 7 月投入運作，座落於大嶼山小蠔灣，

每天可處理 200 公噸廚餘。位於北區沙嶺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第二期 (OPARK2)正在興建中，預期於 2022 年投入運作，每

日可處理 300 公噸廚餘。至於「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三期」，

我們已在 2018 年中開展工程可行性研究及環境影響評估的工

作。為應對技術上的挑戰，我們對選址持開放態度，亦會考慮

其他替代方案，如另覓地點或擴展其他回收中心等。 
 
5. 為更好地善用現有資源以提升廚餘回收能力，環保署和

渠務署現正研究以「廚餘、污泥共厭氧消化」技術將廚餘轉化

為生物氣以供發電。第一項試驗計劃已於 2019 年 5 月在大埔污

水處理廠開始運作，每日可處理約 50 公噸廚餘。我們計劃於

2022 年把試驗計劃推展至沙田污水處理廠。我們會繼續進一步

運用此技術，加快提升本港整體的廚餘處理能力。 
 
 
 
有關廚餘收集的顧問研究 
 
6. 顧問研究的主要結果和具體建議如下： 
 

a) 分階段實施自願性廚餘回收計劃，首要對象為廚

餘量較多、雜質較少及較容易收集的廚餘產生者

（即工商業界別）； 

 

b) 先導計劃如能免費提供廚餘收集服務，可以鼓勵

社會各界參與； 

 

c) 鑑於公眾對環境衞生及氣味問題的關注，建議使

用適當的方法來盛載廚餘再進行處理。我們須透

過先導計劃測試不同的方法，例如使用可重用器

皿，透明／半透明膠袋或舊報紙盛載廚餘，以訂

定切合香港不同需求及情況的方案； 

 

d) 家居住戶或工商業大廈的用戶／租戶可將廚餘帶

到中央垃圾房，由物業管理公司安排廚餘收集商

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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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建議家居屋苑使用智能廚餘桶收集廚餘，利用科

技監察廚餘收集、記錄參與率及安排適時收集服

務，同時減少氣味及衞生問題； 

 

f) 應每天收集及運走廚餘，並安排在非繁忙時間進

行； 

 

g) 廚餘易於短時間內腐爛，因此不宜運往廢物轉運

站作壓縮處理。建議將廚餘直接運往廚餘回收設

施，以減少氣味及衞生問題；以及 

 

h) 盡量利用翻桶缸車收集廚餘，因為相對尾板貨車

而言，翻桶缸車有更大載貨空間、有助防止滲濾

液溢出，並且在廚餘回收中心卸貨時更有效率。  
 
 
廚餘收集先導計劃第一階段 
 
7. 環保署於 2018 年 7 月起推行廚餘收集先導計劃，為工商

及公營機構的廚餘，訂定收集和運送至回收中心的主要運作和

物流安排，以配合同月啓用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至

今，共有 70 個公營機構場所參與計劃。參與的公營機構包括醫

院管理局（醫管局）轄下的 19 間醫院、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

署）的 40 個街市和熟食場地、9 個公共屋邨商場和濕貨街市，

以及漁農自然護理署的兩個副食品批發市場。環保署更於 2019
年 4 月起透過學校午膳供應商，為全港中小學提供免費廚餘收

集服務。此外，有 120 間機構包括食物工廠、餐廳、航機膳食

供應商、商場及酒店等，自願每天進行廚餘源頭分類和收集，

再運送至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循環再造。 
 
8. 為促進廚餘回收及提高所收集廚餘的質量，環保署安排

承辦商為公眾街市的攤檔、熟食場地檔戶及商場，以及參與計

劃的私營機構，提供指導及培訓，包括如何在源頭把廚餘分揀

出來、收集及安排運送。在 2019 年，我們透過先導計劃平均每

日收集到 90 至 100 公噸廚餘。 
 
9. 計劃推行至今，參加者反應正面及積極，並願意繼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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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參與。有參加者認為較大規模的廚餘收集服務有助鼓勵更多

機構進行廚餘分類及回收。根據先導計劃的經驗，使用翻桶缸

車較尾板車作為廚餘收集車輛能收集到更多廚餘，使廚餘收集

和運送過程更有效率。此外，廚餘收集服務的時間亦須配合不

同工商業機構的運作而調整。 
 
 
廚餘收集先導計劃第二階段 
 
10. 有了第一階段的基礎及經驗，我們計劃於 2020 年年底推

展第二階段、規模更大的廚餘收集先導計劃。除了工商類廚

餘，我們亦會逐步接收家居廚餘，把家居廚餘直接送往有機資

源中心轉廢為能。相比在屋苑內使用廚餘堆肥，這方案能大大

提升廚餘回收量及轉廢為能成效，亦令更多家居住户可參與廚

餘回收計劃。 
 
11. 計劃會分階段每日收集及運送主要是來自香港島及大嶼

山、九龍和新界的經源頭分類的廚餘。環保署正準備招聘承辦

商提供運輸車隊收集廚餘。 
 
12. 我們已開始邀請更多持份者參加第二階段的先導計劃。

已表示有興趣參加的機構場地較第一階段新增約 150 個，包括

47 個社會服務機構膳食設施、59 個公共屋邨商場和濕貨街市、

26 所政府場地和大專院校的餐廳、食環署的 13 個街市和熟食

場地，以及醫管局轄下的 9 間醫院。此外，我們會邀請所有曾

有廚餘源頭分類經驗的私人及公共屋苑參與，亦會繼續鼓勵工

商業界支持參與。 
 
13. 第二階段的收集服務將採用上文第 6 段所述的顧問建議

及第一階段推行時積累的經驗，以提高收集效率並減少衞生和

氣味滋擾等問題。承辦商會與廚餘產生者或物業管理公司保持

緊密聯繫，制定適合該場所的廚餘收集安排，同時會彈性選擇

合適的收集車輛，以應對個別場地的特殊限制。我們亦會鼓勵

屋苑試用智能廚餘收集箱收集家居廚餘，以提升效率及確保環

境衛生。 
 

14. 另外，環保署回收基金特別預留 5,000 萬元，鼓勵業界

展開廚餘收集及運往廚餘處理設施的業務。回收基金更鼓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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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使用新技術及設備，以提升廚餘收集和處理的效率。 
 
15. 第二階段先導計劃展開後，每日可收集的廚餘量會逐步

增加。我們期望在 2022 年，每日收集的廚餘量能逐步達到

250 公噸。 
 
 
未來路向 
 
16. 環保署會參考顧問研究的結果和建議，於今年年底開始

推行第二階段廚餘收集先導計劃，以積累推行廚餘收集所需的

經驗和知識，配合「惜食、減廢」文化的推廣及「轉廢為能」

設施的提升，為將來進一步擴展收集廚餘作好準備。 

 
 
徵求意見 
 
17. 請各委員備悉本文内容，並就廚餘收集先導計劃提供意

見。 
 
 
環境局 
環境保護署 
2020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