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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紙出口商罷市一周
冀政府關注解決批文 回收商質疑壓價謀暴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內地收緊進口廢紙，有香港

廢紙出口商發起停收廢紙7天。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

劉耀成昨日稱，內地早前公佈收緊廢料進口標準及審批程序，

雖然新法例未實施，但未有發出新一季度的進口批文，內地造

紙廠未能進口包括香港在內的境外廢紙，造成本港廢紙積壓問

題，而受事件影響，每日有2,500噸本港廢紙未能出口，粗略

估計每日損失約270萬元，若情況持續或需裁員逾一千人。香

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主席羅耀荃反駁，廣東省現時仍有十多間

造紙廠會進口香港廢紙，質疑有關做法目的是壓低回收價，藉

此謀取暴利，「廢紙的回收價已由本月初每公斤1元，跌至昨

日的0.3元，擔心低價會令整體回收量減少。」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會長劉
耀成昨日宣佈，回收業界昨日

起停收廢紙，不超過一星期。他
稱，鑑於內地早前公佈收緊廢料進
口標準及審批程序，雖然新法例未
實施，但未有發出新一季度的進口
批文，內地造紙廠未能進口包括香
港在內的境外廢紙，造成本港廢紙
積壓問題。

料近6000前線人手受影響
劉耀成續稱，受事件影響，本港
廢紙回收價由每噸1,500港元跌至
1,100港元，按每日2,500噸廢紙未能
出口計算，粗略估計每日損失約270
萬元。
他表示，業界已積極開拓東南亞
市場，但本港每月有8萬噸廢紙，若
要運往東南亞，每月只能接收3萬
噸，仍有5萬噸廢紙未能處理須運往
堆填區。
他指約有5,000名至6,000名香港

前線回收人手受影響，若情況持
續，最壞打算要裁員逾一千人。
他強調，罷收行動不會超過一星
期，因本月有部分業界仍有少量訂
單有待完成，需要廢紙運往內地。
他表示，希望透過今次行動，喚醒
特區政府關注，與內地政府溝通。
出口商之一廣益公司負責人吳太

太表示，至今其回收場已累積約
2,000 噸廢紙，估計約值逾 200 萬
元。她表示，公司已停止回收廢
紙，若然無法處理積累的廢紙，只
能送往堆填區，「收咗都唔知擺邊
度好，只能見步行步。」為了節省
成本，她唯有讓員工放大假。

前線指粵廠足購全港廢紙
羅耀荃在另一場合反駁，廣東省
現時共有18間造紙廠，若根據劉耀
成所指，只有2間無進口批文，即是
有16間無出現問題，按每一間造紙
廠每月可處理約20萬噸廢紙計算，
相信可採購香港所有廢紙。
他認為，出口商停收廢紙，目的
是壓低回收價，藉此謀取暴利。
他指政府聲稱已向90%回收商了

解事件，但有關人士及團體大部分
只是出口商，並非前線回收商。他
表示，廢紙的回收價已由本月初每
公斤1元跌至昨日的0.3元，影響清
潔工人、拾荒者與長者的生計及回
收意慾，減少整體回收量。
羅耀荃表示，總商會與會員將繼
續回收廢紙，希望港府向中央反映
事件，盡快放寬及解凍香港廢紙入
口管制；為前線回收商撥出應急貸
款；並長遠在環保園內為回收商提
供土地及廠房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就是次「廢
紙危機」，環境局局長黃錦星昨日表示，已與
內地有關部門反映回收業界訴求，正等待答
覆，並指環保署及食環署已加強清潔及廢紙回
收服務，呼籲市民加強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

屯門環保園或供免費暫存
黃錦星昨日下午主動就事件向傳媒表示，環

保署及食環署已採取應變措施，包括加強清潔
及廢紙回收服務，「綠在區區」及十八區社區
回收中心亦增加廢紙回收服務，呼籲市民加強
源頭減廢及乾淨回收，有需要可使用屯門環保
園免費暫存可回收廢紙。
他續說，屯門環保園面積達3公頃，相信可

應付一星期的廢紙存放量，政府也與中央及廣
東省相關部門緊密聯繫，反映香港情況，要給
予時間內地相關部門回應。
他又提到，國家及其他地方逐步提升環保政
策，對香港有危亦有機，希望社會理解及尊
重，未來會與業界緊密聯繫，增加支援，包括
透過回收基金支持部分回收業界升級轉型，令

減廢回收做得更好。

食署環署增清潔回收服務
被問到會否導致街上滿佈廢紙，黃錦星認

為，今次事件對社會有不同程度影響，食環署
會保持街道清潔，減低事件影響，亦會與環保
署臨時增加廢紙回收服務，讓乾淨已分類的廢
紙得到更好的回收出路。如有需要，政府會額
外提供土地讓業界暫存廢紙。
「綠在沙田」及「綠在觀塘」高級服務總監
周淑琼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停收廢紙只屬暫
時性，相信中心有足夠人手及地方處理廢紙，
若空間不足，會請環保署幫忙運走或自行送往
屯門環保園，市民可將乾淨及已分類的廢紙送
往中心。
南區社區回收站「121C回收社」總監周錦
輝則表示，回收站原本收集廢塑膠，沒有額外
資源收購廢紙，雖會增加工作壓力，但為免造
成浪費會盡量協助收集。
就環保署表示會提供土地予回收商暫時存放

積存並已打包的廢紙，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

主席羅耀荃認為，有關土地位於偏遠地方，運
費高昂，每噸廢紙成本增加約200元，加上大
部分回收商都沒有可將廢紙打包的機械，停收
期間只能將廢紙送往堆填區。
他續說，大部分回收業是小本經營，停收廢
紙可能引發倒閉潮，導致從業員失業，若政府
實行廢物徵費，市民更可能要為本可循環再造
的廢紙支付額外費用。

黃錦星：18區增回收服務

受停收廢紙事件
影響，部分前線回

收商將回收價由每公斤約1元大幅下
調至0.3元。在葵芳一個回收站門外
已張貼告示，將報紙和紙皮的回收
價降至每公斤0.3元，惟有拾荒長者
對停收行動表示不知情。

年近90歲的黃婆婆，昨日用手推
車將廢紙送往回收站後，才得知回
收價下跌，原本一車值逾50元的廢
紙，昨日只賣得21元。黃婆婆表
示，若價格繼續維持於0.3元水平，
不會再拾廢紙出售，「得3毫子咁
少！梗係唔會再執啦！」
另有報道指，旺角行人專用區的

後巷亦出現紙皮堆積情況。有經常

在該區執拾紙皮的市民表示，得知
旺角的回收商表示不再收購紙皮
後，拾荒者唯有任由紙皮堆積後
巷，造成浪費，她亦因此少了逾400
元收入，街道環境亦因此變差。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志剛

每公斤1蚊跌至3毫 拾荒婆婆「唔執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香港回收業
界決定昨日起停收廢紙最少一星期，環保組織
「綠惜地球」發起行動，呼籲各界減少生產廢
紙，並暫時儲存廢紙，紓緩問題。總幹事劉祉
鋒表示，根據回收商數字，若一星期不回收廢
紙，會有近兩萬噸廢紙無地方回收，但他認為
巿民有能力及責任紓緩廢紙情況。
「綠惜地球」指出，在是次危機下，拾荒者、

回收商和堆填區都可以是受害者，公眾對回收系
統的信心，恐將進一步受挫。劉祉鋒指出，許多

暫無法出口的廢紙，香港人都有份製造，因此港
人有責任及道義成為解決問題的一員。
他續說，由於這次出口危機並非出於香港廢

紙質量出大問題，按回收業者說法是中央政府
延遲發出相關批文所致，估計短期內可解決。
「綠惜地球」會在過渡期內發起「讓我們成
為解決問題的一員」運動，呼籲各界同舟共
濟，紓緩廢紙圍城的挑戰。
該組織呼籲屋苑、辦公室、學校、工商廈等
機構若遇上回收商暫停收紙，應盡量暫存廢

紙，減輕回收商的倉存壓力。在辦公室層面，
如非必要就減少影印，並盡量使用雙面影印。
個人層面則減少購買過度包裝產品及印刷品；
如住處物管暫停收紙，便在家中暫存，或送到
食環署轄下的三色回收桶。
該組織又呼籲回收業界聯繫出口東南亞廢紙

市場的回收同業，協助有倉存壓力的回收業
者、機構、屋苑，解燃眉之急，及希望業界杜
絕淋水「呃秤」劣行，提升廢紙品質聲譽。
劉祉鋒表示，目前已得到港鐵、新世界發

展、中華煤氣、港燈及中電的正面回應，響應
相關呼籲行動。

團體籲民間暫存 紓廢紙圍城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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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回收出口商會宣佈昨日起暫停回收廢
紙，令社會擔心出現「廢紙圍城」的情況。環
境局局長黃錦星表示，已經透過不同層次與
內地溝通，並呼籲市民加強源頭減廢及乾淨
回收。今次「廢紙危機」暴露出本港回收業
的「軟肋」，長期以來只是充當低技術的「垃圾
中轉站」，業界缺乏升級為環保回收產業的主
動積極作為。政府和業界應將此次危機視為促
進行業升級轉型的機遇，由政府制定長遠的產
業政策，給予適當的支援和指導；業界更應與
時俱進提升行業技術水平，改善裝備，讓香港
的回收業向具競爭力的方向發展。

本港回收的廢紙9成輸往內地。隨着內地
經濟發展和對環保的要求越來越高，已經不
願做其他地區的垃圾收集站，對廢品進口的
要求日益提高。今年7月，國務院頒令由年
底起不再接收廢塑膠、未經分類廢紙等24
種固體廢棄物，本港回收商要將廢物賣給內
地，就需要經過預先處理。但本港業界對此
重視不足，可以說毫無準備，導致如今手忙
腳亂。

早在2013年，內地實施「綠籬行動」，
已要求膠樽一定要破碎才能進口，已經發出
提高回收門檻的明確信息。有關部門和業界
本應清晰判斷這個趨勢，及早採取應對措
施，滿足更嚴格的回收要求。今年7月國務
院頒令之後，政府部門仍然有時間去溝通和
採取措施應對。但現實所見，商會幾日前宣

佈將暫停回收之後，才引起輿論關注，環保
署等部門才制定臨時應對措施，可謂「臨急
抱佛腳」。當務之急，為免「廢紙圍城」，
政府應加強與內地溝通，爭取暫時的折衷過
渡方法，協助業界度過危機。

這次危機反映本地回收業技術落後，僅僅
停留在打包出口的階段。世界各地都在積極
發展環保再造業，但所需的廢料是經過分揀
處理的有用廢物，不是什麼都混雜一起的垃
圾。本港回收的廢物只是堆放在回收場而很
少進行初級處理，不僅附加值低，而且容易
造成污染和存在消防隱患。日前一個塑膠回
收場發生三級火，已敲響警鐘。本港回收業
要生存下去，就必須提升回收物料質素，追
上國際標準。

要促進本地回收業升級轉型，政府應扮演
重要角色。回收業與社會民生高度相關，不
少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和台灣都有補貼回收
業，甚至制定全盤的產業政策，有計劃地協
助業界升級換代。由於回收業涉及廢物處理
和環境保護，不應該、也不可能完全交給市
場自行投資發展。長遠而言，政府應該借鑒
其他地區的成功經驗，加強對回收再造業提
供技術培訓、資源補貼或設備資助等，助推
本港回收業界邁上新台階。

期望當局和業界積極作為，汲取教訓，彌
補不足，讓本次危機成為一個轉型升級的契
機。

回收業需與時並進轉型升級
多間大學校園張貼「港獨」標語近期引發社會高度

關注。昨天，十間大學校長聯署發表聲明，表明「港
獨」違反基本法，不予支持；又批評濫用言論自由的
行為，強調「言論自由並非絕對，有自由就有責
任」。大學是作育英才的園地，大學校長受到社會尊
崇，如今能夠立場一致、態度鮮明，聯袂表達反對
「港獨」的明確態度，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和主流民意
期望，有利學生明是非、辨黑白，是對學生和香港負
責任。香港社會各界希望並支持大學管理層言出必
行，盡快將校園遏「獨」付諸行動，讓學生在合法合
規的環境中，充分享受言論、學術研究的自由，還大
學專注教學科研、理性討論的良好氣氛。

大學不僅是作育英才、培養精英的地方，還是彰顯
社會規範和凝聚社會精神的園地，具有社會楷模的示
範作用。可是，近日本港多間大學「港獨」歪風再
起，少數被「港獨」洗腦的學生，以「學術自由、言
論自由」為名，肆無忌憚地鼓吹「港獨」，更漠視基
本人倫道德冒犯他人。更令人擔心的是，當有正義感
的學生、教師挺身而出，對「港獨」言行直斥其非
時，立即遭到「侵害言論自由」、「政治打壓」的抹
黑和詆譭，反對派輿論更竭力為校園「播獨」搖旗吶
喊，試圖造成鼓吹「港獨」有理、遏制「港獨」有罪
的寒蟬效應。

大學校園本不是法外之地，言論自由也不是「港
獨」的保護傘。但如果學校管理者怕得罪學生，奉行
綏靖政策，採取息事寧人態度，不斷在底線問題上無
原則退讓，那就不僅無助問題解決，反而會助長傳播
「港獨」者的氣焰，最後讓大學淪為「港獨」的庇護

所、散播場。
值得欣慰的是，即使面對「打壓言論自由、自我審

查」的攻擊，全港大學的校長共同聲明反「港獨」，
表明「港獨」違反基本法，批評濫用言論自由。這份
聯合聲明，顯示校方有擔當、順民意，符合社會主流
民意的期望，絕非打壓言論自由、自我審查，而是清
楚明白地告訴學生，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
什麼必須遵守，什麼必須改正，目的是為了防範大學
校園被「港獨」歪風侵襲而永無寧日，為了避免更多
學生被「港獨」思潮荼毒而誤入歧途、泥足深陷。中
文大學校長沈祖堯曾撰文指出，「大學的教育，絕對
不只是知識的灌輸和專業的訓練，乃是給予年輕人成
長和學習負責任的機會。如錢穆先生云：『求學與做
人，貴能齊頭並進。』」大學校長反「港獨」立場不
含糊，態度明確，可以引導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
做一個德才兼備、有責任的人。同時，聲明顯示大學
校長作為大學的最主要負責人，在反「港獨」的大是
大非問題上堅守底線，倡導遵紀守法的大學價值觀，
不允許有人以所謂自由凌駕大學校規、核心價值以及
法律。這種態度，有利於凝聚全社會反「港獨」的力
量。

當然，「港獨」言行不會因為大學校長發表聲明而
偃旗息鼓，激進分子恐怕還會作出更激烈的反抗。對
此，學校管理層必須依法依規落實校園「遏獨」的措
施，對於不合法合規的「港獨」文宣品，學生會不自
行拆下，校方就要派人作出處置，彰顯反「港獨」令
行禁止，說到做到，肅清校園「港獨」歪風，維持校
園的秩序與規範，還大學寧靜的教學和科研環境。

大學校長聯署反「港獨」明確是非善導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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