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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在出發前，綠領行動特別傳了一系列環保守則給各團
員，希望大家可以身體力行，例如：把旅行中製造的垃
圾作分類回收；自備數個不同大小的購物袋；自備水樽

及餐具；盡量不製造廚餘，故避免食剩食物；自備餐
盒，把沒吃完的飯㢫取走；酒店房間冷氣保持25℃；離
開酒店房間關掉所有電源；節約用水，以淋浴代替浸
浴；自備拖鞋、梳洗用具及沐浴用具等以減少使用一次
性用品等。

回想起來，筆者有一點要特別指出，就是有關不製造
廚餘，避免食剩食物這一點，由於這次台灣之旅是由旅
行社負責整個旅程的，所以他們也負責了我們的午餐及

晚餐，可惜的是，由於我們是到一些專為旅行團而設的
食店，所以我們吃的是一些套餐，問題就是套餐都是太
豐富了，所以要很努力，才能吃清光。因此，我們決定
向食店店員提醒，減少我們食物的份量，免得他們提供
了這麼多美味的食物，我們又吃不完，反而令我們環保
之行不環保。

這也令筆者想到綠領行動早前一個有關垃圾徵費的調
查，發現近年香港市民贊成實行垃圾徵費以減少垃圾，

並倡議家居廢物收費機制，並參考世界各地的成功例
子，提出可行的家居廢物隨袋徵費具體方案，透過污染
者自付，達至源頭減廢。

因此，減少垃圾究竟是誰的責任－－是所有人的責任
－－當市民想減廢，但商界沒有配合，反而提供一個又
一個生產垃圾的機會，那麼市民又怎可能環保呢？環保
不只是政府、商界、市民或任何一方的責任，是所有人
同時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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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地旅行

香港近年大力推行環保，無論是政府、學

校或團體，都推出不少措施，或舉辦了各式

各樣有關環保的活動，從膠袋稅、停車熄

匙，以至大大小小的環保比賽，從而達到減

少廢物、垃圾分類、廚餘處理、緩減污染等目

標。不過，我們雖然都很想擁有一個清潔的

香港，但我們幾時才可以達成這個願景呢？

最近，筆者參加了由綠領行動及新世界合

辦的「Make it Green!台灣環保考察之旅」，

雖然時間所限，只是去了三天，但已經走訪

了北投垃圾焚化廠、慈濟環保團體、大湖公

園家及城市DJ等住宅社區的廢物分類站、台

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台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台北市北投吉里利社區清運點、野柳

國家奇石公園等。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天，但

感受到的是當地的人如何將垃圾分類、廚餘

處理等身體力行，而不是說說而已。

有時候會想，我們都很想環保，但很多時

候我們還只是在說「想環保」，而不是去「做

環保」，更甚的是不少人仍在問「不知道如何

環保」，甚至「為何我要環保」。香港人真的

想要有清潔的香港，就要行動！

文、攝：曾家輝

大家到台灣，大多數是為了吃喝玩樂，到夜市吃個
飽，到誠品買書，又或是到墾丁滑浪，但可曾想過到
台灣參觀焚化廠、社區清運點等，和綠領行動及新世
界的代表，以及「Make it Green！環保產品設計大賽」
的得獎同學們，一行人到台灣體驗當地的環保文化。

這次台灣之旅，第一個景點就是北投垃圾焚化廠。大家一聽到焚
化廠，一定會面色一沉，原來台灣共有24間焚化廠，台北就佔了3
間。北投垃圾焚化廠位於基隆河下游右側，政府每天從社區收集到
的垃圾，通通運到這個大爐「化掉」。我們跟㠥焚化廠公眾服務組
的代表顧志康，他介紹台北處理垃圾的政策及北投焚化廠的發展，
就帶㠥我們參觀的設備除了令我們嘖嘖稱奇的「垃圾吊車」外，還
有自動化焚化及收受設備、灰燼處理設備、公害防治設備等，令我
們可以明白這焚化爐除能作垃圾處理外，還可透過焚化過程產生的
廢熱，產生蒸氣來發電供應給游泳池等設施，而且我們還登上全世
界首間建於焚化爐煙囪上的的旋轉餐廳，在120米的高處邊喝咖
啡，邊欣賞窗外景色，真是人生一大樂事。

焚化廠之行令人明白垃圾處理跟社區的關係，焚化廠對空氣污

染、污水處理、噪音、臭味等都有嚴格的管制，
而且他們很㠥重回饋社區的措施，所以無法是觀
景台、旋轉餐廳、社區會議中心早已在2010年對
外開放，而溫水游泳池、運動公園、體育中心
等，也隨後對外開放。

正如顧志康所介紹，他們很重視北投焚化廠和
當地社區的關係，焚化廠在1998年完工，最初當
然受到市民的反對，但在這些年以來，他們反而
和社區建立和諧的關係，一來是透過種種防治污
染設備，令人們的生活不會因為焚化廠的存在而有所影響，二來是
讓當地市民可以免費使用各種回饋設施，從不同方面和人們建立起
親密的關係。

參觀完焚化爐後，我們便到了民間宗教團體慈濟。慈濟
環保團體這個機構在全台灣開枝散葉，成立了4,700個廢
物回收站，成立環保科技公司、並且設有電視台、電台協
助宣揚環保，這個機構光是環保義工就有超過6萬人，每
位義工回收到的資源數量，是全台灣平均的20倍，他們的
環保義工，不分年齡、階層、背景，人人視街頭為修行道
場，為愛護地球環境而付出。

到了慈濟，跟㠥負責人沈慮娟走了一圈，看的不是他們
有何設備，而是他們如何將環境視為自己修行的方式－－
義工們自發收集垃圾，把可循環再造的資源賣掉作為捐
款，每日約有30、40位義工做垃圾分類，除了大家熟識的
報紙、雜誌、膠樽、鋁罐等，還有銅線。我們在參觀時，
看到一位做了20多年的義工－－64歲許先生，沈慮娟說他
風雨不改，每天都會步行15分鐘到慈濟，將電線中的紅銅
線挑出來，因為1公斤紅銅可以賣得200元新台幣。

留在筆者心中的，也是沈慮娟的一句說話－－很多人都
懂環保，但沒有做環保，有些人會無疾而終，但她只知做
就對了，說再多也沒有用。

筆者覺得這次旅程最特別的景點是要到台北市社區中看居
民「倒垃圾」。從2000年便開始推行垃圾費隨袋收費制，在
強制分類下，垃圾分為一般垃圾、資源垃圾和廚餘，而丟垃
圾要用專用的垃圾袋盛載。以台北市為例，由環境保護局負
責的清運車隊，逢星期一至二、四至六走遍各區街道收集垃
圾及廚餘，並且按不同日子收集資源回收物。垃圾收集車只
會收由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指定的專用垃圾袋；在隨袋收費制
度下每戶每月的垃圾費要新台幣150元，但資源回收則不用
收費，以提供經濟誘因讓市民減少廢物，多回收。

我們站在街頭，看㠥人們從四面八方出現，拿㠥一袋袋廚餘，又或是已分類的可回收
垃圾，走到一架架清運車，接㠥就倒到清運車去。之後就可以運到不同的垃圾回收中心
去處理。由於有法例的規定，所以人們這麼多年來已習慣同時減廢及分類回收。

香港人當然不同，除非你居住的屋苑已有很方便的垃圾分類站，不是的話，大家就只
會把一袋袋的垃圾掉到垃圾房／站中，之後就一車車運到堆填區，跟台灣的情況完全是
兩回事。

我們還走訪了野柳國家奇石公園及台北市立圖書館北投分館，對於這綠建築圖書館，筆者
印象也很深，因為它是全台第一座通過鑽石級綠建築標章的圖書館，集合生態，節能，減
廢，健康於一身，屋頂上的集水及綠化設備，都值得大家認識。透過參觀圖書館，大家更了
解綠建築的概念，進而願意在日常生活中就開始節能減碳，以實際行動對抗氣候變遷。

可惜時間所限，筆者未能隨團參觀坪林低碳旅遊區、台中「餘樂園」、東大園區慈濟廚餘回
收站、台中科學自然博物館、桃園縣電子廢物處理廠等，惟有希望其他團員，尤其是「Make
it Green!環保產品設計大賽」得獎的學生，可以有所感悟，回港成為環保的種子。

為甚麼綠領行動及新世界會舉行這次環保之行，就是因為他們早前合辦了一個「Make it Green!環保產
品設計大賽」，鼓勵人們發揮創意，以改變大眾消耗型的生活習慣為目標，創作新穎而實用的環保產
品，並在物料的使用上盡量配合環保原則，如選用可回收物料、考慮物料生命周期及提煉過程，或重
用舊物料等。這比賽共收到接近200份參賽作品，當中滿載每位環保達人的創意點子，以及勇於把天馬
行空的想法付諸實行的魄力，而所有得獎作品曾在K11購物藝術館及愉景新城─購物商場作巡迴展覽，
讓更多人可以欣賞設計背後的環保概念，或者他們會摒棄日常生活中的浪費習慣。而得獎者勝出隊伍

（大學、高中及初中組）就一同出席這次台灣環保考察之旅，體驗當地環保文化。

後記：不只是參觀而已

Make it Green!環保產品設計大賽

我們在首個晚上就到大湖公園家及城市DJ
等住宅社區參觀人們如何實行垃圾和廚餘強
制分類，尤其是大湖公園家，他們的資源回
收站真是令人「大開眼界」，因為一走入居
民自己建立的資源回收站，就可以看到已分
成不同種類的垃圾桶，包括一般紙類、立體
容品及膠瓶等，以及一個專門收集廚餘的垃
圾箱。台北大湖公園家的主委陳明軍表示，
他們很嚴格執行垃圾分類，在十多個塑膠桶
上標明回收種類，由廢紙、鋁罐，到廢電
池、紙尿片等，而且回收站已裝有閉路電
視，監視住戶放置垃圾，還會派人巡視，如
果發現有住戶違規，就會去勸告，如果不改
善會將照片及資料貼在屋苑布告欄上，以示
警誡。

據他和其他屋苑代表介紹，原來他們只花
了約10萬元新台幣，就將卡拉OK房改建成垃圾分類回
收場，而且他們的垃圾分類比政府還要仔細，最令筆
者覺得意外的，就是收集廚餘的垃圾箱，其實只是由
雪櫃改裝成，因為將廚餘冷藏，便不會變壞及發出異
味。

要落實環保，就要去做，即使台灣立了法，要市民
去將垃圾分類，又要好好處理廚餘，但如果人們不落
實，又或處理不妥善，只會造成反效果，愈做愈不環
保，愈搞愈多反對聲音。

台灣的環保工作向來完善，一直被認為是觀摩的
對象。這次台灣之旅更和廢棄物管理處副處長賴瑩
瑩交流，包括了台灣的廢物處理政策，如垃圾源頭
減量計劃及垃圾費隨袋徵收等，當中的成效及困
難、當地居民對政策的反應和參與的情況，以及塑
膠購物袋徵費政策，看看減量成效及困難、不織布
袋及垃圾袋數量有否增加及如何解決該問題、徵費
由商戶收取的好處與壞處以及如何有效監測等。

05年台北市實施垃圾不落地政策，市民要在指定
垃圾收集時間，將已分類垃圾掉在不同回收桶內，
分類包括可回收物、生熟廚餘、收費垃圾、大型家
具，政府會派員檢查市民是否分類妥當，違者罰1,200至6,000元新台幣。此外，
台北市又推動政府及私人機構綠色採購，去年金額達120億元新台幣，政府部
門佔91億，政府部門慳電、慳水不達標，要交報告解釋。

台北市搞垃圾回收及分類並非一帆風順，賴瑩瑩指出，台北曾試行便當、夜
市不用膠袋，但因食物㢫汁易漏出，市民有疑慮故已取消措施，反之增設回收
膠袋，鼓勵自備環保筷。她表示，政府立法前必須與民溝通，循序漸進，給予

市民適應期。
在大樓中，筆者在廁所外

面也找到垃圾分類箱，而且
賴瑩瑩和其他工作人員都會
自攜可循環使用的水杯，這
些都是台灣人的環保生活細
節。

焚化廠煙囪是餐廳

令人致敬的環保義工

走入社區清運點

走入社區看廢物分類 環保要上行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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