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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昨日公布業界調查顯示，有
87%進出口界被訪者支持通過 2017 年特首普選方
案，91.4%更認同普選產生特首是香港政制發展一
大進步。事實上，落實普選有利改善香港營商環
境，促進經濟發展，即使在政治問題一向比較低調
的商界也高調支持通過政改方案。還應看到的是，
商界支持普選，但商界的人數卻不多。普選方案要
在立法會得到通過，還需要更大的民意支持。這就
需要沉默大多數站出來發聲，進一步提升普選方案
的民意支持度。

眾所周知，政治和經濟聯繫在一起，政治不好，
經濟再好也難以長遠。這個道理對當前香港社會更
具有警示意義。現在香港政改處於見分曉的最後階
段，如果政改不通過，不僅將造成社會的巨大動
盪，而且特首普選的爭議會長期化，嚴重影響香港
的投資環境和市民安居樂業，經濟、民生都難免受
衝擊，人人都是輸家。因此，香港市民近日踴躍簽
名熱撐普選。如今，商界的調查亦顯示出希望如期
落實普選的強烈訴求，反映在事關香港長治久安和
繁榮穩定的普選問題上，商界不會只着眼於自身的
利益，而願與全港市民同舟共濟，進一步印證支持
政改的主流民意，希望落實普選後，社會能集中精
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離落實普選只有一步之遙，究竟怎樣才可以
令政改向前踏出一步呢？答案是，香港的沉默大多
數應更多發聲。去年「保普選 反佔中」行動中，
沉默大多數表態撐普選和反「佔中」，反映出撐普
選是沉默大多數的主流。實際上，目前的民調還未
充分反映包括沉默大多數市民在內的支持政改方案
的民意。現時民意調查有五、六成民意支持政改方
案，如果沉默大多數也能夠表達自己的態度，凝聚
出六、七成支持政改方案的壓倒性民意，就可以進
一步推動立法會議員運用手上一票，通過政改方
案。

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香港開
埠以來市民第一次獲賦行使民主普選特首權利的
機會，是香港民主向前跨越的重要里程碑。特區
政府公布的政改方案，合憲、合法、合情、合
理，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兼顧香港社會對民主
的訴求。在香港民主發展的關鍵時刻，沉默大多
數應再次發聲「撐政改」。目前，「撐政改」大
簽名行動正在全港如火如荼地進行，香港商界中
各大商會、中小企業以至普通商戶都積極參與大
簽名行動，帶動沉默的大多數以實際行動支持政
改，形成強烈的民意，推動落實特首普選，實現
香港民主的歷史性飛躍。

商界挺政改 沉默多數需發聲
中俄「海上聯合－2015（I）」軍事演

習，昨日在俄羅斯新羅西斯克市拉開帷
幕，演習將持續至21日，課題為維護遠海
航運安全。對於中國海軍而言，雖然之前
也曾經多次進入地中海地區，但與俄國海
軍在該海域進行聯合軍演則是第一次。中
俄海上聯合軍演，不僅標誌中俄兩國戰
略及軍事層面的合作進入了一個嶄新階
段，也顯示中國海軍的遠洋作戰能力繼續
得到提升，將能夠更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
利益和保護世界和平。中俄軍演表明共同
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維護地區穩定的決心
及立場，也是對那些妄圖破壞戰後國際秩
序、危害亞太地區和平的勢力的一種警
告。

地中海是聯繫歐洲南部各國和亞、歐、
非三大洲的重要海域，是大國海軍艦艇活
動頻繁之地，也是「海上絲綢之路」途經
的重要航道。此次中俄海上聯合軍演，主
要是進行共同維護遠海航運安全行動的演
練，包括聯演指揮部組織圖上推演、海上
防禦、海上補給、護航行動、保證航運安
全聯合行動和實際使用武器演練等項目，

中國海軍派出由兩艘導彈護衛艦和一艘綜
合補給艦組成的編隊參與。

中國海軍一直在鄰近的亞丁灣執行護航
任務，也曾先後於2011年、2013年年底至
2014年上半年進入地中海，分別為從利比
亞撤離中國公民的外國客船和從敘利亞運
輸化學武器的船舶擔任護航。通過此次在
距離本土最遙遠的海域演練，中國海軍不
僅可以加強與俄羅斯海軍在維護世界和平
領域上的合作，而且對自身的遠洋作戰能
力，也是一次很好的鍛煉機會。

從中俄合作的角度看，兩國海軍首次在
地中海地區舉行聯合軍事演習，既反映出
兩國政治關係的日益密切，更標誌兩軍
務實合作的水平在不斷提升。5月9日，中
國三軍儀仗隊首次亮相莫斯科紅場閱兵，
向世人展示中國軍隊威武雄壯的風采，備
受讚譽。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了關鍵作
用、擁有光榮傳統的俄羅斯軍隊，據悉也
會派代表前來中國參加 9 月 3 日的閱兵儀
式，大家共同緬懷昔日聯手打擊日本侵略
者的光輝歲月，讓兩國軍隊之間的交流和
友誼進一步加強。

中俄深化戰略合作 共護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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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變垃圾箱 宜裝「天眼」杜絕

「開箱」有古怪……黑蠓紛撲面

玻璃樽回收 愈擴愈差
4年由6屋邨增至164個平均勁跌86% 環團指欠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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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樽回收量
年份 參與屋邨 回收量 屋邨平均

數目(個) (公噸) 回收量(公噸)
2014 164 266 1.6
2013 29 132 4.6
2012 29 104 3.6
2011 6 73 12.2

資料來源：環保署、本報記者統計
製表：記者鮑旻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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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者計劃》諮詢文件顯示，香港產生的玻璃廢物
主要是玻璃樽，佔整體玻璃廢物八成以上；而在2011年，飲品玻璃樽約佔整體

廢玻璃樽的三分之二，即每天150公噸，相等於一年55,000公噸。政府並建議，玻璃
樽應先進行清洗，否則會對循環再造的過程構成不良影響。
為了推動社區的玻璃樽回收，環保署與房委會合作，早於2010年12月在東九龍的
6個公共屋邨，率先推行「玻璃樽源頭分類回收試驗計劃」。當時署方指，試驗計劃
反應熱烈，故其後將計劃逐步擴展至全港18區的屋邨，至2014年底共覆蓋政府轄下
的164個公共屋邨。

環境署：人口差異或有影響
根據環境署的數據顯示，在2011年，參與的屋邨僅有6個，而整年的玻璃樽回收
量達73公噸，即平均每個屋邨每年的回收量是12.2公噸。翌年，參加的屋邨增至29
個，平均每個屋邨每年的回收量卻跌至3.6公噸。
至2013年，屋邨數目維持在29個，但平均每個屋邨每年的回收量微升至4.6公
噸。但直至去年，屋邨數目大增至164個，但回收量並沒有跟隨屋邨數目增加而上
升，反而大幅下降，降至平均每個屋邨每年的回收量只有1.6公噸，僅約佔2011年回
收量的十分之一，跌幅驚人。
署方回應指，由於2012年參與的公共屋邨，是分兩批在5月底及10月底參加「玻

璃樽源頭分類回收試驗計劃」，因此該年的回收數字不足以反映該29個屋邨全年的
回收量。同時，各屋邨的人口多少，亦可能有很大差距，影響玻璃樽的回收量，因此
難以直接以屋邨平均回收量比較該年計劃的成效。但署方並沒有正面回應，為何在
2013年平均回收量微升的原因，及詳細分析相對2011年，2014年平均回收量大跌的
原因。

綠領行動：應多加推廣
環團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表示，隨着回收箱在社區普及，回收量理應相應提

升。他認為，現時計劃回收成效不彰的最大原因是宣傳不足，回收的訊息未有深入民
心，「市民根本不知道有回收箱，亦不清楚有什麼可以被回收，或者不可以回收。」
而且有不少人由於認識不深，將回收箱當作垃圾箱使用。
何漢威指出，政府在玻璃樽回收箱上加入環保提示，並不足夠，「只有硬件」，

「市民根本第一步都不會行去回收箱，又如何留意箱上的指示呢？」他建議，政府應
多推出一些環保運動，推廣回收玻璃樽的訊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鮑旻珊）特區政府早於2010年底開始在轄下

的公共屋邨推行玻璃樽回收計劃，時至今天，由初時參與的6個屋

邨，增至現時全港的164個屋邨，但成效每況愈下。根據環保署的數

據顯示，由初期平均每個屋邨每年的12.2公噸回收量，大幅下跌至

2014年的1.6公噸（見表），勁跌86%非常驚人。政府解釋，各屋邨

的人口多少亦可能有很大差距，會影響玻璃樽的回收量。有環團表

示，回收量大跌與政府的宣傳不足有關，回收的訊息未有深入民心，

「市民根本不知道有回收箱，亦不清楚有什麼可以回收，或者不可以

回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鮑旻珊）玻璃樽回收量不足之餘，亦有不少人當回收箱是垃
圾箱，將各式各樣不能被回收的垃圾棄置在內，如縮骨傘、食品包裝紙、紙杯、紙
巾及冷氣機隔塵網等，不但影響回收的質素，更會弄污回收箱，引起衛生問題，嚴
重影響市民的回收意慾，打擊回收成效。
綠領行動總幹事何漢威稱，即使是已實施多年的3色回收箱亦會出現該問題，他建
議市民在回收物品前應先用水清潔，減少異味及蚊蟲滋生，令更多市民樂於參與回
收工作；政府亦應監管回收箱的使用情況，以台北為例，在回收箱附近設置閉路電
視，避免市民胡亂將垃圾棄置在回收箱內。

初期半數樽衛生不達標
參與計劃的回收廠之一的安記（香港）環保回收有限公司負責人、身兼環保回收
業總商會會長的羅耀荃表示，初時有一半所接觸的屋邨，其回收得來的玻璃樽衛生
情況未達再造廠的標準，經過收集工人向政府及屋邨管理人反映及要求跟進後，情
況慢慢得到改善；而收集回來的玻璃樽大部分是酒樽，較醬料樽清潔。
羅耀荃又指，其他推行多年的回收箱都不時會出現不可回收的垃圾，而玻璃樽回
收是新興的事物，故在回收箱內「出現少少垃圾是合理的」。
被問及收集商清潔及收集次數，環保署指，玻璃樽收集的頻密程度要視乎實際需
求而定，現時收集商約每3星期1次到各參與屋苑收集玻璃樽。隨着有更多屋苑的居
民參與玻璃樽回收，會因應有關需求而增加收集玻璃樽的次數。
署方又稱，早前透過公開招標，共聘請了4家收集商，負責在全港不同地區收集屋
苑住戶的廢玻璃樽，其中包括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公司、環保站（香港）有限公
司、安記（香港）環保回收有限公司，及衛龍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力谷「先沖身 後回收」
為了方便回收工作，及避免影響回收的質素，政府於今年重
點推廣「乾淨回收」的環保概念，除了改善玻璃樽回收箱的外
觀，箱身亦附有環保提示，提醒市民「先清潔、後回收」，即
盛載飲品、食物或醬油的玻璃樽，應先沖洗乾淨後，才投入玻

璃樽回收箱，政府亦提供宣傳海報、單張、橫額及小磁貼，教育市民實踐這
概念。

廢物利用 壓碎製環保磚
由參與計劃的屋邨所收集到的玻璃樽，會被送往本地兩家參與回收計劃的

環保建材製造商，分別是嘉華建材及納比迪環保建材，玻璃樽會壓碎成玻璃
砂，主要用作製造環保地磚，或其他合適的建築物料，供政府及私人工程使
用，從而將廢物轉化成有用資源，減輕堆填區的負荷。

加強隔音 減低投放噪音
另外，環保署亦改善回收箱設計，加強吸震及隔音功能，減低投放玻璃樽

時所產生的撞擊力和聲響，避免造成滋擾。 ■記者鮑旻珊

香港房屋委員會與環境保護署合
作，早於2010年12月在東九龍6
個公共屋邨推行「玻璃樽源頭分類
回收試驗計劃」，分別是彩盈邨、

順利邨、順安邨、順天邨、牛頭角上邨及油麗
邨。試驗計劃至2012年4月底已回收約97公噸
玻璃，共約24萬個玻璃樽，收集到的玻璃樽被
循環再造成玻璃砂，主要用於製造行人路的地
磚。
其後，計劃分階段於2012年逐步擴展至整個

東九龍，共29個公共屋邨，包括彩福邨、彩德
邨、啟田邨、高翔苑、廣田邨等，並於2014年
底再擴展至全港所有18區，合共164個由房委會
直接管理公共屋邨，但不包括位於離島的數個屋
邨。房委會在參與屋邨內的住宅大堂或出入口附
近，原放置的三色分類回收桶旁邊，再加設一個
淺綠色的玻璃回收桶，即第四色桶，方便居民在
日常生活中，將玻璃樽分類回收。

■記者 鮑旻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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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在社區推行玻璃樽回收多
年，但回收量偏低，計劃除了成效不
彰，亦有市民根本不了解回收箱的真
正用途，胡亂將五花八門的垃圾隨意

棄置在內，不但引起衛生問題，更令回收箱未能發揮
應有的效用，淪為一個個普通的垃圾箱。本報記者日
前親往部分屋邨逐一揭開回收箱查看，發現箱內垃圾
堆積，蚊蟲滋生，衛生情況非常惡劣。

場面嚇人 記者手腳現紅點
本報記者到參與計劃的屯門蝴蝶邨進行實地視

察，發現邨內的玻璃回收箱既有衛生問題，亦有不少
各式各樣的垃圾。記者一打開其中一個回收箱，即有
數十隻猶如黑芝麻的蠓紛紛飛出，更在記者頭上徘徊
不散，場面嚇人。其後記者的手腳均出現一些細小紅
點，非常痕癢。

經過仔細觀察，箱內有幾個樽未有跟隨環保署的
指引去除樽蓋，更有已損毀的玻璃樽，或會令回收的
工人受傷。箱內又發現甜筒包裝紙、膠袋及包裝用的
海綿。不過，最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在箱內發現冷氣

機隔塵網及其外框，完全與玻璃樽回收無關。回收箱
衛生惡劣，導致大量蚊蟲滋生，亦令市民卻步，回收
意慾大減。

淪煙灰缸「爛箱」未及時更換
至於已推行10多年的3色回收箱，也不能倖免。在

負責收集金屬物品的黃色回收箱，發現裡面有一把已
損壞的縮骨傘、紙包飲品盒、包裝袋及紙巾等，亦有
膠樽。就記者的觀察所見，不少居民都會把回收箱當
作垃圾箱，其間更有老人將用過的紙巾棄置箱內。

記者觀察所見，有人更當回收箱是煙灰缸，部分
回收箱面滿布煙蒂及煙痕；有回收箱的底部被火燒
毀，令箱內的垃圾差點溢出；有回收箱的蓋，被人鑿
出一個大洞，但負責部門並未有更換已損毀的回收
箱。

環保署回應指，參與「玻璃樽源頭分類回收試驗
計劃」使用的回收桶由環保署供應，環保署的供應商
會負責回收桶的維修保養。至於清潔及收集服務，則
由環保署聘請的玻璃樽收集商負責。

■記者鮑旻珊

■有回收箱的底部被火燒
毀，令箱內的垃圾差點溢
出。 鮑旻珊攝

■斥逾2,000萬元，舊址為臨時停車場的「綠
在沙田」，成為18區首個環保站。 鮑旻珊攝

■據環保署數據顯示，每個屋邨每年平均回收量由12.2公噸，勁跌至2014年的1.6公
噸，跌幅驚人。 劉國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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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開玻璃回收箱，竟發
現有食品包裝紙，甚至有
隔塵網。 鮑旻珊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