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及委員：

綠惜地球促請環保署及海關嚴格規管廢塑膠貿易

定期向立法會匯報工作進度及成效

全球規管廢塑膠的《巴塞爾公約》相關條文（下稱《公約》）在今年 1月 1日生效，
由於過往環保署及海關執法不力，令香港成為全球廢塑膠的重要集散地，便遭國際刑

警點名批評。《公約》生效首半年，是打擊違法貿易的黃金時間，敬希主席及各委

員，監督及敦促環保署和海關嚴格執行《公約》，定期向委員會匯報工作進度及成

效，並重點抽查非締約國美國的廢塑膠貨櫃。

香港背負國際洋垃圾貿易自由港污名

全球每年製造逾 90億噸塑膠，只有百分之九可回收，2018年之前，發達地區如美
國、日本、歐洲等地，會向中國出口「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低端廢塑膠。香港藉

自由港之利，便成為亞洲廢塑膠貿易的重要中轉站，2016及 2017年，香港分別轉口
約 160萬及 260萬噸廢塑膠，逾 9成轉口至大陸，當中逾半屬低端廢品。 

中國在 2018年實施俗稱「廿四味」洋垃圾入口禁令後，發達地區續利用香港，轉口低
端廢品至東南亞入口管制較寬鬆的國家，在 2019年，香港分別是泰國、越南第二大廢
塑膠來源地。當這些低端廢品轉口至東南亞等地後，由於當地缺乏足夠的回收設施，

所以多會直接丟棄，或是有不法商人設違法的回收場，將有價值的回收物揀取後，其

餘則在郊區丟棄或焚燒，造成嚴重環境污染，香港缺乏監管轉口低端廢品的問題，責

無旁貸。

國際刑警及聯合國點名批評

國際刑警今年發佈首份廢塑膠貿易的犯罪趨勢報告指出，全球廢塑膠貿易額由 2016年
348億美元，預計會大幅增長至 2022年的 500多億美元，並吸引不法分子圖利，分一
杯羹；而近兩年非法廢品運輸量有明顯增長，並透過自由港等轉口地偽裝成廢品來源

地，再運往東南亞等地區。2019年馬來西亞入口 7個裝載塑膠垃圾的貨櫃，便是經香
港轉口，欲掩人耳目迴避貨物原是來自比利時。

有關案例只屬冰山一角，反映香港由於營商環境便利，不法分子藉香港從事轉口低端

廢塑膠貿易，即使東南亞地區收緊入口，將貨櫃退運，亦可能視香港為來源地，無須

承擔貨櫃被退運至歐美等來源地的運輸及保險等成本。在 2019年，有 14個裝有有毒
電子垃圾或廢塑膠的貨櫃，從馬來西亞及菲律賓退運返港，一半留港處理，當中大部

分或會丟棄至堆填區，變相用公帑為非法貿易「埋單」。

政府須立案跟進    定期向立法會匯報進展
為打擊發達地區將廢塑膠傾倒至東南亞及其他落後地區，全球約 180國家在 2019年 5
月，簽署管制有害廢物的《巴塞爾公約》，將廢塑膠納入管制，香港亦制定相關指

引，但凡進、出或轉口受管制廢塑膠，均須申報，並取得轉口及入口地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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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全球廢塑膠最大出口國，以及香港廢塑膠最大來源地美國！，並沒有簽署《公

約》。環保署及海關必須嚴格監督有關的申報制度，加強抽驗來自美國的廢塑膠貨

櫃，主動並定期向環境事務委員會交代把關工作，包括廢塑膠貿易的進、出、轉口廢

塑膠；申報申請；抽查貨櫃，以及檢控執法的數據及進度，向不屑商人發出「香港不

會再做藏污納垢之地」的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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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今年 1 月至 10 月，香港入口近 27 萬廢塑膠，其中美國佔總入口量四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