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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因應內地收緊進口廢料政策，本港回收業

大受影響，亦造成本港廢紙堆積。香港服務同盟聯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

珮帆昨日會見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促請局方加緊與內地商討解決方案，

並制定本港應急方案。另外，有業界擔心若環境局仍未能與內地達成共

識，在11月起本港廢紙將不能運至內地，將爆發第二次停收廢紙行動。

回收業：11月或再停收廢紙
葛珮帆促當局定應急方案 速與內地商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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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月發
表首份施政報告，預料將會交
代「港人首置上車盤」詳情，
消息指「首置盤」單位定價將
高於居屋，並會設入息下限。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表
示，下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將會
交代「首置盤」安排，局方之
後會詳細審視及制定政策。
昨日有媒體引述消息報道，

「首置盤」單位定價將高於居
屋，並會設入息下限，但尚未
決定是否採用現時居屋白表申
請者的入息上限 5.2 萬元為
界。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蘇偉文

昨日履新時表示，他曾在房委
會工作10年，累積一定經驗，
希望利用自己的知識及經驗，
為香港在房屋方面作出貢獻，
作出成績。他表示，運輸及房
屋局涉及「住」與「行」兩個
範疇，挑戰不少，但他感到局
內同事都是專業及用心，有信
心在局長陳帆領導下，可以完
成工作目標，稍後將會商討分
工。
被問到有指「首置盤」定價
將高於居屋，蘇偉文表示，下
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將會交代
「首置盤」安排，局方之後會
詳細審視及制定政策，目前不
適合表達個人意見。

文裕明：定位類似「夾屋」
公屋聯會主席文裕明表示，

若「首置盤」定價高於居屋，
定位將類似以前的「夾心房
屋」，可以彌補居屋與私樓之
間的空隙，亦不會與居屋的角
色混淆，有一定合理性。他認
為，不排除社會上有部分人超
過居屋入息限額，同時沒有能
力購買私樓，需要靠「首置
盤」置業，但現時有關土地供

應，合作發展商和造價等安排未明，擔心
最終會「雷聲大雨點小」。
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昨日在電台節目上

表示，政府補貼範圍太廣泛，會搶走私人
發展商客源，認為政府應該將資源集中幫
助低收入有需要人士，例如公屋戶等。他
傾向為「首置盤」訂定較低的入息上限，
幫助低入息人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志剛）
社會服務聯會早前推出「社會房
屋共享計劃」，並會研究推出
「貨櫃屋」作為過渡房屋。香港
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陳志球昨日表
示，正與社聯行政總栽蔡海偉洽
商合作，將會成立專責小組，為
兩個項目制定管理計劃和提供房
屋管理訓練。

房屋經理學會義務構思計劃
「社會房屋共享計劃」至今已

覓得逾340個單位，最快年底推出
34個單位。陳志球昨日與傳媒午
宴時透露，曾與同為房委會建築
小組成員的蔡海偉商討，由學會
會員成立專責小組，義務為「社
會房屋共享計劃」及研究中的
「貨櫃屋」構思管理計劃，並為
管理人員提供相關訓練。
他指出，「社會房屋共享計

劃」除了需要解決消防安全、保
安、排污及公眾地方管理等範疇
之外，亦要解決同屋共住下共用

廚廁問題。學會不少會員擁有數
十年的房屋管理經驗，以往曾經
參與管理不同類型公營房屋，包
括需要共用廚房和廁所的公屋，
相信可以為社聯提供有用意見。
陳志球說，共住模式或需要有

人管理或為共住家庭作調解，現
時一些公共屋邨設有的長者屋都
設有舍監，擔當管理人和調解人
的角色，這些舍監並不需要是物
業管理專業出身，可能由社工接
受相關訓練後擔任，認為計劃可
以參考這個做法，但他強調仍需
待計劃正式推出首批單位後，視
乎規模大小制定管理方案，現時
未有具體細節。

■香港房屋
經理學會昨
與 傳 媒 午
餐。左起：
前會長葉志
明、會長陳
志球及司庫
李秀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岑志剛 攝

■香港服務同盟聯同葛珮帆(前排左三)、何俊賢(前排左一)及鄧家彪(前排右二)促環境局
制定應急方案。 受訪者供圖

香港服務同盟昨日與環境局副局長謝展
寰會面。有份參與的民建聯立法會議

員葛珮帆表示，內地進口廢紙批文數額預
期只維持至10月底，由11月起本地廢紙或
無法出口內地。

倡基金助業界建廢紙再造廠
她要求政府盡快與內地當局商討解決方
案，爭取本港廢紙於10月後如常出口內地。
對於近年內地當局不斷收緊回收物料進
口政策，葛珮帆促請政府與內地爭取就港
澳地區制訂相應政策，容許於本港收集的
回收物料能如常送往內地，而外地進口本
港的回收物料則按照限制進口內地，維持
內地環保政策的原意的同時，亦避免「洋

垃圾」藉本港轉口內地。
她又認為，回收業界停收廢紙造成廢紙

堆積，暴露政府沒有任何應急方案，呼籲
局方制定涵蓋物業管理公司、清潔公司及
回收商等整條環保回收產業鏈的應急方
案，例如可即時向業界提供空間存放廢
紙。葛珮帆指，政府應加強支援本港再造
業，透過回收基金支援業界建立本地廢紙
再造廠，減少對外圍環境的依賴，為回收
物料提供出口貿易以外的新出路。

指環境局稱至今無時間表
葛珮帆又稱，政府應加強「潔淨回收」及
「源頭分類」的教育工作，教育公眾先清洗乾
淨塑膠容器後才進行回收，並於社區增加回收

箱的分類，從源頭支援本港的環保工作。
此外，香港環保回收業總商會副主席羅

耀榮擔心，在11月起本港廢紙將不能運至
內地，將爆發第二次停收廢紙行動。羅耀
榮指，內地進口廢紙批文的配額僅能用至
下月底。業界曾與環境局開會商討對策，
但他引述當局稱正與內地當局商討，但至

今未有時間表，「他們（回收商）沒有批
文，我猜香港多運作一個月後，會出現第
二次罷收。」
羅耀榮擔心，第二次停收廢紙，屆時所

有碼頭倉庫爆滿，情況一發不可收拾。他
促請環境局長遠訂立計劃，讓本港回收業
能迎合內地廢料回收的分類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