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香港的家居廢物人均每
日產生量，較鄰近地區如台北及首爾多兩成至三成，而
於過去20年，台、韓的廢物棄置量一直減少，但香港卻
「穩步上揚」。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稱，台、韓致力推行
全面減廢運動，分別於2000年及1995年實施廢物按量收
費，成效顯著，而香港卻滯後，廢物量不減反增，故推
出「惜物、減廢」藍圖，期望「可追回20多年的差距」。
由於各城市的廢物量統計方法不同，文化、習慣、工

商業發展程度有異，令都市固體廢物量難以
直接比較，所以藍圖比較各城市的家居廢物

產生量，期望提供更有用的參考。根據政府的數據，香
港與發展水平相近的相鄰城市比較，廢物量顯然較多。
東京的人均每日家居廢物產生量僅0.77公斤，較香港的
1.36公斤少超過40%，而首爾和台北為0.95公斤及1公斤，
分別較香港少30.1%及26.5%。

台2000年推收費 廢物即跌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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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錦星昨聯同其政治助理歐詠芷及環保署
副署長林啟忠一同會見傳媒，公布以

「惜物、減廢」為主題的10年計劃，藍圖分析香
港廢物管理的挑戰和機遇，闡述廢物管理的策
略、目標、政策措施及時間表。黃錦星說，
「鄰近地區如台北和首爾的家居廢物人均產生
量較香港少幾成，香港情況嚴峻」，期望可透
過各項措施「轉危為機」。

向市民收錢 減廢物棄置

當局預期於2017年底，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
一期及二期都已啟用，而惜食香港運動亦應達
到成效，加上其他同期推行的減廢和回收的政
策、措施及設施，期望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
量可由2011年的1.27公斤，減少20%至2017年的
1公斤。而根據外地經驗，垃圾徵費政策有助
將廢物產生量減少20%或以上，加上一系列持
續推行的減廢工作，當局稱有信心廢物棄置量
於2022年累減40%至0.8公斤。黃錦星形容目標
「進取但可行」，又認為今年及未來兩年十分關
鍵，需在社會各階層建立減廢文化。

臨司法覆核 焚化存變數

廢物處理方面，由現時的回收及堆填各佔約
一半，增加焚化比例至23%、回收比例增至
55%，而堆填則大減至22%。黃錦星表示，儘

管如何努力做好源頭減廢以至回收再生工作，仍必須有空間處置廢物，譬如惰
性廢料、不能回收廢料、部分建築廢物及經處理後的殘餘爐灰等，所以在全球
各地，堆填區都是廢物管理系統不能或缺的一部分。當局將於今年向立法會申
請撥款，擴建現時3個堆填區。當局亦會就設置綜合廢物管理設施(即焚化爐)申
請撥款，但礙於現時正處於司法覆核程序，至今仍存變數。

垃圾徵費預期年中諮詢

垃圾徵費計劃預期年中諮詢公眾，最快2016年可完成法例草擬。黃錦星稱，
政府對徵費水平持開放態度，會待公眾諮詢後才公布，但根據海外經驗，每戶
每月約20元至30元，強調徵費水平非重要考慮，重點是期望透過收費手段，去
改變市民行為，會盡力在社會訴求及環保文化之間取平衡。

陳克勤促研減工商業廢物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環境事務發言人陳克勤認為，藍圖方向可取，但各項具
體的建議都是舊酒新瓶，且較針對管理都市固體廢物中家居固體廢物，忽略了
工商業廢物的數量近年持續上升，當局應在減少家居固體廢物的同時亦應推出
減少工商業廢物的措施，又指部分行動如包裝物料、充電池等生產者責任計劃
要到2016年至2018年才研究，時間太慢，當局應就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整體而長
遠的研究。
多個環保團體對藍圖內容亦表示歡迎，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形容，今次藍

圖具前瞻性，而政府所訂的目標不算保守，但認為政府對如何推行目標欠缺細
節，認為政府應每年或隔年檢視成效，否則較難監察政府所定的目標能否落
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穎琪）香港的家
居廢物人均每日產生量，較鄰近地區如台北
及首爾多兩成至三成，而於過去20年，台、
韓的廢物棄置量一直減少，但香港卻「穩步
上揚」。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稱，台、韓致
力推行全面減廢運動，分別於2000年及1995
年實施廢物按量收費，成效顯著，而香港卻
滯後，廢物量不減反增，故推出「惜物、減
廢」藍圖，期望「可追回20多年的差距」。
由於各城市的廢物量統計方法不同，文

化、習慣、工商業發展程度有異，令都市固
體廢物量難以直接比較，所以藍圖比較各城
市的家居廢物產生量，期望提供更有用的參
考。根據政府的數據，香港與發展水平相近
的相鄰城市比較，廢物量顯然較多。東京的
人均每日家居廢物產生量僅0.77公斤，較香
港的1.36公斤少超過40%，而首爾和台北為
0.95公斤及1公斤，分別較香港少30.1%及
26.5%。
台北於1995年的每天人均廢物棄置量與香

港十分接近，但台北其後顯著下降，主要原
因是於2000年實施廢物按量收費，最大減幅

是於2000年至2011年間，人均家戶垃圾棄置
量從1.11公斤降至0.39公斤，減幅高達
65%。韓國早於1995年實施廢物按量收費，
往後數年的人均廢物棄置量減少40%。

台2000年推收費 廢物即跌65%

藍圖指出，香港的廢物量多，於過去30
年，香港人的浪費不減反增，都市固體廢
物總量增加近80%，當中廚餘佔44%，同

期人口增長僅為36%。上述時期的人均每日
都市固體廢物量亦由0.97公斤增加至1.27公
斤，即平均每名港人棄置的廢物量增加超過
30%。黃錦星指出，台、韓最有效的減廢手
段，是在推動公眾教育的同時，實施都市固
體廢物按量收費，值得香港借鏡。

推惜物減廢 追近與台韓差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政府昨日發表的「資源循環

藍圖」指出，期望於2022年前的廢物資源管理比例中，有
23%將以焚化處理。不過，早前有長洲居民就興建石鼓洲焚
化爐提出司法覆核，法院至今尚未作出裁決，政府興建焚化
爐的計劃仍然存在變數。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世界其他
先進城市，「轉廢為能」仍佔重要比例。
「資源循環藍圖」期望可在2013年至2015年間，就綜合廢

物管理設施，即俗稱的焚化爐，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並預計
可於2019年至2022年間啟用，屆時設施每日可將3,000公噸的
都市固體廢物轉化成能源。不過，去年有長洲居民就政府在
石鼓洲興建焚化爐提出司法覆核，高等法院至今未有判決，
當局興建焚化爐計劃亦未能展開。
環境局局長黃錦星認為，社會需要明白「資源回收」雖為

減廢重點，但日本、韓國、以至台北市等地區即使如何成功
減廢，「轉廢為能」仍佔重要比例，約20%至30%。香港地少
人多，故不能靠大量堆填作為廢物的末端處理。而焚化爐可
將大量垃圾所需的空間壓縮，減少堆填區的壓力，更可生產
有用的資源。

建焚化爐受阻必影響成效

環境局發言人則表示，由於石鼓洲焚化爐已進入司法程
序，希望可盡快完成。他指，若果一切順利，當局將就焚化
爐申請撥款，並進行設計、興建等工作，約需時8年。發言人
又表明，若最終未能興建焚化爐，當局並沒有其他方案作
「轉廢為能」，藍圖中所訂定的23%廢物也只能作堆填。而如
果藍圖內的部分措施做不到或被拖慢，一定會影響到成效。

香港廢物量與周邊城市比較
地區 家居廢物 與港比較

人均日產量

香港 1.36公斤 —

台北市 1.00公斤 少26.5%

首爾市 0.95公斤 少30.1%

東京都 0.77公斤 少43.4%

資料來源：環境局 製表：記者 廖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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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垃圾徵費 擴堆填區 建焚化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現時香港有52%都市固體廢物送至堆填
區處理，但若不進行擴建，堆填區將於2019/2020年度前相繼爆滿。環境
局局長黃錦星表示，任何城市都不可能沒有堆埋設施，堆填區擴建是不可
或缺，而現時3個堆填區所處地點有策略性好處，但當局很有誠意了解各
區居民對於堆填區的影響和訴求。環境局發言人則補充，將軍澳堆填區未
來將只接收建築廢料，相信可解決臭味和車流量問題。
政府昨日公布「資源循環藍圖」，列出香港各個堆填區的使用情況。若

政府不為堆填區進行擴建，預計位於將軍澳的新界東南堆填區將於2015年
爆滿；而新界東北和新界西堆填區亦分別約於2017年和2019年爆滿。

黃錦星：擴堆填區不可或缺

黃錦星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任何城市都無可能沒有堆埋設施，堆填區
擴建是不可或缺。而現時3個堆填區能將不同區域的垃圾，最有效、最少
污染、最少物流作處理，具有策略性的好處。但他補充，部分堆填區因為
歷史原因，故比較接近民居。他強調，當局關注相關居民的訴求，未來將
在交予立法會的文件上交代如何應對。
而環境局發言人表示，將軍澳堆填區的擴建規模為13公頃，而新界東北

和新界西堆填區則分別為70公頃和200公頃。他預計，當中將軍澳堆填區
經擴建後可將壽命延長4年至5年，但實際使用年期仍要視乎設計改進和減
廢成績。
環境局發言人補充，因應將軍澳堆填區較接近民居，未來將只接收建築

廢料，而廚餘等都市固體廢物將運往另外兩個堆填區。發言人相信，將軍
澳居民提出的臭味問題將得到解決，而有關車輛的流量亦可減少一半。有
關安排需要透過立法實施，同時會影響堆填區使用者和客戶之間的合約和
營運，實行前至少會有1年的通知期。

方國珊：建築廢料「更毒」

不過，有關措施未獲地區人士接受，西貢區議員方國珊表示，現時區內
面對臭味問題，居民至今依然非常憤怒，同時不滿政府仍未交代將軍澳堆
填區停收家居廢物的時間。她又批評，政府過去多次將堆填區爆滿推遲，
由2012年、2014年，推遲至2015年，認為政府是「亂篤數」。她又擔心，
建築廢料所釋放的懸浮粒子會致癌，上世紀70年代的建築物料亦會含有金
屬成分，比家居垃圾「更毒」，故不會接受當局建議。

將軍澳堆填區減臭
擬只收建築廢料

■黃錦星昨稱，廢物問題是重大挑

戰，刻不容緩，期望全港市民的參

與及投入，推動改變。 莫雪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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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繼盛、廖

穎琪）特區環境局昨日發表《香港資

源循環藍圖2013-2022》，為未來10

年廢物管理訂下三大政策方向，包括

全方位源頭減廢、全民動員及完善廢

物基建，目標於2022年或以前減少

40%的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除

垃圾徵費、加強回收再造的措施外，

政府亦計劃擴建堆填區及興建焚化

壚。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稱，焚化可

轉廢為能，將垃圾化為有用資源。他

又強調，堆填區是廢物管理不能或缺

的末端一環。多個環團均表歡迎，但

認為略欠措施執行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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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至2015年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公眾參與活動及草擬法案

■就建築廢物收費計劃諮詢業界

■就擴大塑膠購物袋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立法

■就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立法

■就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進行諮詢及立法

■加強利用綠建環評推動減廢

定期檢討採購產品的環保規格

2016年至2018年

■ 研究其他廢物

（例如橡膠輪胎、

廢木材、包裝物

料、充電池等）

應否徵費入生產

者責任計劃

2019年至2022年

制
定
政
策
和
立
法
：

■「惜食香港」運動

■為小型廚餘處理設施提供資助

■注資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繼續與相關業界合作推動

■推動與區議會及相關業界的合作

■檢討各項措施社
會
動
員
：

■分階段啟用社區環保站

■改善廢物源頭分類及收集系統

■建設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設施

■污泥處理設施啟用

■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第一期及第二期申請撥款

■為第三期及更多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進行選址

■為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申請撥款

■為擴建堆填區申請撥款

■為回收業提供穩

定的泊位設施，

以進行出口業務

■有機資源回收中

心第一期及第二

期啟用

■綜合廢物管理設

施啟用
投
資
基
建
設
施
：

減廢藍圖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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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廢料。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