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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020年10月16日成立以研究  

《2018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草案》  
的法案委員會  

 
因應 2021 年 2 月 25 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本文件載列我們就法案委員會在 2021 年 2 月 25 日會議上

討論及其跟進行動的回應。  
 

(a) 環境保護署轄下負責廢物管理相關職務的有關科別的
組織架構圖，當中須列明職位數目；以及相關政府部門
就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預計所需的員工人數及每年
員工薪金開支 (包括公務員、非公務員及外判職位 )；  

 
2. 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轄下合共 6個科別負責與廢物管

理相關的職務，並由兩位副署長掌管，每個科別的工作均由一位

助理署長所領導。  
 

3. 廢物管理涉及多項複雜和繁重的工作。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該6個科別由合共649個公務員職位及310個非公務員合約職

位所支援，按不同範疇的主要職務包括：  
 
(一 ) 政策法規：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收費」）立法工

作以及推行和規劃各項生產者責任計劃（例如廢電器電

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

劃、新的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等）。  
 
(二 ) 支援業界：監督回收基金、推動環保採購和為環保園等

的基建提供支援。  
 
(三 ) 推廣分類回收和宣傳教育：管理及推廣「綠在區區」社

區回收網絡（現時包括 9個回收環保站、 22個回收便利

點和超過 100個回收流動點）、領導為社區提供實地回

收支援的「綠展隊」，以及開展多項回收物收集服務，

包括逆向自動售貨機（「入樽機」）先導計劃、塑膠可

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廢紙收集及回收服務和廚

餘收集先導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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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促進資源循環和基建：管理、規劃和發展廢物處理基建

設施，包括堆填區、廢物轉運站、已修復堆填區、有機

資源回收中心（O·PARK）、污泥處理設施（T‧PARK 
[源‧區 ]）、化學廢物處理設施、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

一期（ I·PARK）和在污水處理廠進行「廚餘與污泥共厭

氧消化」試驗計劃等。  
 

4. 相關組織架構圖及職位數目見附件一。  
 

5. 作為垃圾收費的執行部門，環保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需要大量人手履行多項繁重的非執法職責，包括發展

收費所需基礎設施和籌劃及推行收費安排。環保署已經開設 50名
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負責與垃圾收費有關的籌劃及推行工作，包

括：宣傳、教育及相關公眾參與活動；在垃圾收費實施後構建指

定垃圾袋及標籤的生產、分銷和管理系統，及建立和營運按廢物

重量徵收「入閘費」的帳戶登記及帳目。這些職位所涉及的每年

薪金開支為3,600萬元。食環署已經開設5個非首長級公務員職位支

援垃圾收費的工作，所涉及的每年薪金開支為417萬元。  
 

6. 就大部分外判服務合約及資助項目而言，環保署只訂明

承辦商或獲資助機構須提供的服務種類及須達到的服務水平等。

一般來說，環保署的合約或資助項目並無訂明承辦商或獲資助機

構所需聘用的員工總數。承辦商或獲資助機構所聘用的員工數目

有可能按實際服務需要而調整。  
 

(b) 指定《條例草案》生效的公告 (倘若《條例草案》獲得通
過 )會按立法會的先訂立後審議還是先審議後訂立程序
審議；  

 
7. 正如我們早前在法案委員會多次強調，即使《條例草案》

獲得通過，法例並不會即時生效。  
 

8. 為了讓各界可按部就班適應垃圾收費及逐漸改變行為

習慣，環保署建議在立法會通過法例後，設立 12至 18個月的準備

期，讓政府、不同持份者和市民大眾有合適時間為落實收費做好

準備。我們理解委員對正式落實垃圾收費的時間的關注，並同意

以 18個月準備期為基本安排。在準備期內，我們會密切留意當時

的社會各方面情況、尤其疫情後經濟復蘇進度及不同持分者的準

備程度等。如有需要，我們亦可適當延長準備期。  
 

9. 至於法例的具體生效時間，環保署會適時向立法會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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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匯報準備期的工作進度和就法例實施日期徵

詢委員會的意見。在獲得委員會支持後，政府當局才會把相關法

例生效日期公告的附屬法例刊憲和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

的程序。  
 

(c) 政府當局為打擊非法處置拆建廢物而加強工作的詳
情，以及反映這些工作的成效的統計數字；  

 
10. 打擊非法處置建築廢物是環保署的重點執法工作之

一。環保署一直和各相關政府部門保持緊密溝通，透過跨部門的

協作，包括交流情報、共用資訊、聯絡會議等措施，共同監察非

法棄置廢物的整體情況，並按各政府部門的職權和法例，合力打

擊非法棄置的行為。  
 

11. 為加強監察及打擊非法棄置建築廢物的行為，環保署自

2016年起已逐步在全港約 160個非法棄置廢物地點安裝監察攝錄

系統，每日 24小時全天候運作，利用科技以助執法及加强阻嚇作

用。環保署並會不時檢討執法策略及靈活調配各監察攝錄系統的

覆蓋地點，以達致最大執法成效。  
 

12. 與此同時，環保署除日常的綜合執法的人手安排外，已

額外成立4隊共16名人員的專責執法小隊，主動巡邏各區廢物棄置

的情況及專責處理相關投訴，有助加快搜證及安排相關政府部門

以進行清理工作。  
 

13. 另外，環保署亦廣泛運用地理信息系統技術，並在2020
年3月建立「非法棄置廢物定位及傳送系統」，讓前線員工在巡查

時透過手機拍攝非法棄置的建築廢物，照片及位置即時傳送到系

統平台上，加快安排相關政府部門例如路政署跟進清理。  
 

14. 過去 3年，環保署處理涉及非法處置廢物的檢控個案宗

數如下︰  
 年份  

2018 2019 2020 
檢控個案宗數  
(1) 被法庭定罪的個案宗

數  
175 178 278 

(2) 發出的定額罰款通知

書宗數  
246 173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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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環保署於 2020年接獲與非法處置廢物有關的投訴數字

較2018年及2019年分別減少29%及13%。至於在公眾地方及政府土

地上清理的非法棄置建築廢物數量，在2017年約為9 000噸，在署

方加強執法後，數量逐步減少至2018年約4 900噸，2019年約3 800
噸，2020年約3 300噸，較高峰期大幅減少約63%。除繼續加強執

法方面工作外，環保署亦於2021年2月開展了由回收基金資助及業

界主導的地區性建築廢物收集及回收服務先導計劃。先導計劃的

首個試點項目在深水埗區進行，透過設立便利的建築廢物收集點

和智能環保斗，利用智慧科技（如利用「好好斗」流動應用程式

預約），收集小型裝修工程所產生的建築廢物，從而提供方便、

省時及有效益的建築廢物收集服務，在源頭減少非法棄置建築廢

物，相信問題未來會進一步改善。  
 

(d) 就下述各方面提供詳情，以說明政府當局的廢物管理策
略： (i)不同類別的廢物或可循環再造物料的處理方法；
(ii)經相關收集計劃收集或經相關廢物處理基建設施處
理的主要可循環再造物料類別的可行出路； (iii)相關計
劃 /廢物處理基建設施的初始成本及每年營運成本；及
(iv)這些計劃 /基建設施在減少廢物棄置量方面的成本效
益。  

 
16. 環境局於2021年2月8日公布《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35》
（「新藍圖」），以「全民減廢．資源循環．零廢堆填」為願景，

提出應對至 2035年廢物管理挑戰的策略、目標和措施。在這願景

下，政府將與業界及市民共同朝着兩大目標邁進：中期目標是透

過推行垃圾收費，把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棄置量逐步減少 40%至

45%，同時把回收率提升至約55%；長期目標是發展足夠轉廢為能

設施，長遠擺脫依賴堆填區直接處置廢物。為達至以上目標，政

府會推進六大主要行動，包括全民減廢、分類回收、資源循環、

支援業界、協同創新及教育推廣，引領各項政策及措施的推進，

建設循環經濟及可持續的綠色生活環境。  
 

17. 垃圾收費是推動減廢的「火車頭」，對積極驅動企業和

公眾加強實踐減廢及回收起關鍵作用。因此，藍圖中的減廢及回

收的目標能否達成主要視乎垃圾收費的落實及推行，加上其他減

廢回收措施，包括落實新的生產者責任計劃、擴大回收網絡及服

務、興建新的廢物管理設施及加強宣傳和公眾教育工作等。  
 

18. 面對廢物棄置量仍未具體下降、近年外圍回收市場逆

轉，以及本地土地資源緊絀的挑戰等考量，我們需要加大力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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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全民減廢和推行更多措施以達至更具規模的減廢回收，把廢物

資源化。這不但有助建設循環經濟，更可創造就業機會，為疫情

後的香港強化綠色經濟復甦，同時有助減碳以應對氣候變化。長

遠來說，我們必需制定策略逐步擺脫過度依賴堆填區。  
 

19. 轉廢為材／轉廢為能已經成為高效處理廢物的國際大

趨勢，亦是香港廢物管理的發展方向。轉廢為材／轉廢為能減少

以堆填區棄置廢物之餘亦可發電或將廢物轉化為其他有用資源，

藉此減少使用化石燃料發電，有助減碳以應對氣候變化，一舉多

得。  
 

20. 以 2019年的統計數字作參考所整理的廢物處理和回收

的詳情及開支見附件二。  
 
 
 
 

環境保護署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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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環境保護署署長

環境保護署轄下負責廢物管理相關職務的有關科別的組織架構圖
(截至2021年3月31日)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2)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特別項目)

公務員職位
職位數目: 114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數目: 73

廢物基建規劃科

公務員職位
職位數目: 191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數目: 24

環境基建科

公務員職位
職位數目: 91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數目: 37

減廢及回收科 I

公務員職位
職位數目: 89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數目: 11

廢物管理政策科

公務員職位
職位數目: 112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數目: 162

減廢及回收科 II 

公務員職位
職位數目: 52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
職位數目: 3

廢物管理(特別職務)科

6個科別的職位數目總計
公務員職位數目：649

非公務員合約職位數目：310

主要職務：
•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 「廚餘與污泥共厭氧消化」試驗計
劃

•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污泥處理設施
和化學廢物處理設施

• 廚餘收集先導計劃

主要職務：
• 管理和發展堆填區及廢物轉運站
• 已修復堆填區的修護
• 土地重用計劃

主要職務：
• 回收基金
• 環保採購
• 塑膠可回收物料回收服務先導計劃
• 廢紙收集及回收服務

主要職務：
•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 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 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 「入樽機」先導計劃

主要職務：
• 垃圾收費的立法工作
• 發展收費所需基礎設施和籌劃及推
行收費安排

• 大型宣傳及公眾教育

主要職務：
• 「綠在區區」社區回收網絡
• 綠展隊（Green Outreach）實地回收
支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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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O．PARK

第一期 第二期
[預計於2023年

啟用]

設計處理
量

200 (公噸/日) 300 (公噸/日)

每年可應
付住戶電
力需求數
量

3 000 (戶) 5 000 (戶)

實際處理
量

92 (公噸/日) 不適用

建造費 1,589 (百萬元) 2,453 (百萬元)

預計每年
營運費

47 (百萬元) 108 (百萬元)

廚餘收集先導計劃

第一期
[於2018年7

月展開]

第二期
[預計於2021年

展開]

目標回收量 不適用 不適用

實際回收量 82 000 
(公噸) 不適用

預計每年營運
費 91 (百萬元)

2019 年都市固體廢物產生量 2

15 547 (公噸/日)

送往堆填區的都市固體廢
物 11 057 (公噸/日)

回收的可循環再造資源
4 491 (公噸/日)

註：
1 由於進位關係，在本圖所列的個別數字之和可能不等於其總計。
2 此數字並不包括建築廢物。
3 本圖不包括堆填區擴建計劃。
4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I．PARK的預計每年營運費未包括15年合約營運期內的價格調整及工程應急等預算費用。
5 先導計劃主要是為了測試入樽機在香港的實地應用，並沒有設定回收量目標。
6 先導計劃剛於2021年1月起分階段逐步推行中，因此暫未能提供有關數字。
7 廢塑膠回收先導計劃先後於2020年1月(東區) 和7月(觀塘及沙田) 開展為期兩年的服務。目標回收量為三區的每月總目標量，

而實際回收量則為三區於2021年1月的實際總回收量。預計每年服務費是以三區於2021年1月的實際總回收量作推算。
8 經預先處理的廚餘將輸送到渠務署轄下的大埔污水處理廠與污泥進行共厭氧消化並產生生物氣，生物氣經處理後可產生電力

供給大埔污水處理廠應用。
9 數字包括政府委聘的玻璃管理承辦商及私人回收商的回收量。
10 為配合玻璃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而推出三份區域玻璃管理合約，港島區(包括離島)及新界區的合約於2017年11月生效，

而九龍區合約於2018年5月生效。
a 三張區域玻璃管理合約首年的回收目標合共為15 000公噸 ( 即41公噸/日)；而政府的目標是希望能逐步增加至每年50 000公

噸 ( 即137公噸/日)。
b 承辦商收集總量包括從各回收點所收集的廢玻璃容器及其他物料的總重量。

11 金額為2019-20年度三份玻璃管理合約交付回收玻璃物料的服務費總和。
12 2019年三份玻璃管理合約交付回收物料用於製作環保地磚、水泥及作為填料用於本地工程的總量。

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的回收及處理一覽表1

(按2019年的統計數字作參考)

紙料

出口循環
再造量

1 459
(公噸/日)

本地循環
再造量

0.2 (公噸/
日)

塑料

出口循環
再造量

8 (公噸/日)

本地循環
再造量

204 (公噸/
日)

金屬

出口循
環再造
量

2 438
(公噸/日)

本地循
環再造
量

5 (公噸/
日)

廚餘

出口循環
再造量

0 (公噸/日)

本地循環
再造量

126 (公噸/日)

玻璃 9

出口循環
再造量

11
(公噸/

日)

本地循環
再造量

46
(公噸/

日)

電器及電子設備

出口循環
再造量

13
(公噸/日)

本地循環
再造量

116
(公噸/日)

園林廢物

出口循
環再造
量

0
(公噸/日)

本地循
環再造
量

6 (公噸/
日)

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
回收設施

WEEE ．PARK

設計處理量 82
(公噸/日)

實際處理量 66
(公噸/日)

建造費 549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229
(百萬元)

廢玻璃容器收集及
處理服務 10

目標回
收量a

137 (公噸/日)

承辦商
收集總
量 b

58 (公噸/日)

承辦商
服務合
約費 11

51 (百萬元)

逆向自動售貨機
先導計劃

[2021年1月 – 2022年3月]

目標回
收量 5

不適用

實際回
收量 6

不適用

承辦商
服務合
約費

20 (百萬元)

其他回收物

木材 紡織物 橡膠輪
胎

出口循環
再造量

0
(公噸/日)

5
(公噸/日)

0.2 
(公噸/日)

本地循環
再造量

20 
(公噸/日)

16 
(公噸/日)

18
(公噸/

日)

回收物料
57 (公噸/日)

再造建築物料 12

51 (公噸/日)
電力

700 (萬度電)
堆肥

1.4 (公噸/日)

大埔「廚餘、污泥共厭氧消化」
試驗計劃

設計處理量 50 (公噸/日)

實際處理量 15-20
(公噸/日)

建造費 15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10 (百萬元)

於2019年尚未推行的回收計劃

於2019年尚未啟用的設施

廢紙收集及回收服務

[已於2020年9月展開]

目標回收
量

1 333 (公噸/日)

實際回收
量

約1 600 
(公噸/日)

預計每年
服務費

300 (百萬元)

廢塑膠回收先導計劃 7

[2020年1月 – 2022年7月]

目標回
收量

125 (公噸/月)

實際回
收量

130 (公噸/月)

預計每
年服務
費

7.2 (百萬元)

新界西堆填區 3

面積 110 (公頃)

設計容量 6 100 
(萬立方米)

實際處理量 7 521 
(公噸/日)

建造費 2,000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處理堆填區接
收的所有廢物) 

345 
(百萬元)

林．區
Y．PARK

[預計2021年第二季啓用]

設計處理量 60 (公噸/日)

每年可處理
園林廢物

首年： 11 000 公噸

隨後平均
每年：

22 000 公噸

建造費 30 (百萬元)

預計每年
營運費

36 (百萬元)

綜合廢物管理設施
I．PARK

[預計於2025年啟用]

設計處理量 3 000 
(公噸/日)

每年可應付
住戶電力需
求數量 100 000(戶)

建造費 18,014
(百萬元)

預計每年
營運費 4

400 
(百萬元)

電力
95 (萬度電)

(按設計處理量作估算)8

新界東北堆填區

面積 95 (公頃)

設計容量 3 500
(萬立方米)

實際處理量 3 536 
(公噸/日)

建造費 1,100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處理堆填區接
收的所有廢物) 

225
(百萬元)

園藝和種植用的堆肥和覆蓋
物、堆肥用膨鬆劑、木板或

木方等
估算平均 35(公噸/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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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廢物
49 391 (公噸/日)

建築廢料
48 269 (公噸/日)

直接運往工程供重用

13 616 (公噸/日)

污泥
1 052 (公噸/日)

其他廢物的處理/回收一覽表1

(按2019年的統計數字作參考)

化學廢物和醫療廢物
43 (公噸/日)

電力

4 372 (萬度電) - 自用

249 (萬度電) - 輸出

馬廄廢物
27 (公噸/日)

堆肥

13 (公噸/日)

運送到內地再用 4

21 096 (公噸/日)

供應予本地工程項目再用 4

34 795 (公噸/日)

註：
1 由於進位關係，在本圖所列的個別數字之和可能不等於其總計。
2 新界西堆填區和新界東北堆填區現時主要接收都市固體廢物及建築廢物，其每年營運費是按現時堆填區接收的所有廢物計算。
3 自2016年1月6日起，新界東南堆填區只接收建築廢物。
4部份由積存在公眾填料接收設施的公眾填料供應。

源．區

T．PARK

設計處理量 2 000 (公噸/
日)

每年可應付住戶
電力需求數量

4 000 (戶)

實際處理量 1 052 (公噸/
日)

建造費 5,364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263 (百萬元)

新界東北堆填區 2

面積 95 (公頃)

設計容量 3 500 
(萬立方米)

實際建築廢物
處理量

1 356 (公噸/日)

建造費 1,100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處理堆填區接
收的所有廢物) 

225 (百萬元)

新界西堆填區 2

面積 110 (公頃)

設計容量 6 100 
(萬立方米)

實際建築廢物
處理量

524 (公噸/日)

建造費 2,000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處理堆填區
接收的所有廢
物) 

345 (百萬元) 

新界東南堆填區 3

面積 100 (公頃)

設計容量 4 300 
(萬立方米)

實際處理量 2 065 (公噸/日)

建造費 2,300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處理堆填區接
收的所有廢物) 

203 (百萬元)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

設計處理量 274 (公噸/日)

實際處理量 43 (公噸/日)

建造費 1,291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250 (百萬元)

動物廢料堆肥廠

設計處理量 40 (公噸/日)

實際處理量 27 (公噸/日)

建造費 39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22 (百萬元)

公眾填料接收設施

設計總容量 20.5 (百萬公噸)

實際處理量 30 707 (公噸/日)

建造費 159 (百萬元)

每年營運費 1,331(百萬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