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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袋徵費實施細則應檢討
消委會昨日公布對11間網店或網購

平台的測試結果，揭發膠袋徵費多種亂
象，包括商戶在釐定收費水平時欠清
晰，常多收或少收費用，甚至有的在收
費後卻沒有提供膠袋。膠袋徵費原意是
為了環保，希望以有償令市民「肉赤」
而降低膠袋用量。然而事與願違，立法
會去年文件顯示此前數年膠袋棄置量不
跌反升。今次消委會測試結果再次說
明，徵費除了增加「慳得一蚊得一蚊」
基層市民的負擔和生活不便外，每年數
以十億計的徵費由商家收取，不入庫
房，環保效益成疑，有關方面需拿出勇

氣正視問題，完善實施細則。
消委會進行69次網購測試，有37

次需收取膠袋費或包裝費，但只有6次
提供的膠袋數量與收取的相關費用相
符，情況不可謂不嚴重。細思之下，不
難發現膠袋徵費現存的一些問題不容輕
視。先說膠袋徵費能否促進環保的問
題。本港由2009年實施首階段膠袋徵
費，每個收費至少0.5元，至2015年4
月全面落實。但據環境局局長去年6月
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顯示，本港塑膠購
物袋總棄置量除了在全面實施首年
（2015年39.3億個）下跌25%外，其

後幾年棄置量有回升趨勢，最高為2018
年的45.1億個。
另一方面，自2015年全面落實以

來，膠袋徵費不入庫房，由商家各自收
取，以2020年41.8億個棄置量（當中
6.2億個屬獲豁免徵費）推算，當年商
家共獲得約17.8億元額外收入。每年收
取這麼多徵費，有多少用在環保工作
呢？消委會這次測試難免令人聯想，多
數商家在收取徵費後不但沒有用在環
保，甚至連用在僱員環保教育或建立機
制亦欠奉，因而才會出現73%被測試店
家胡亂派膠袋的亂象。

膠袋每個徵費0.5元的環保成效不
彰，當局於是自去年底起將徵費倍增至
每個不少於1元，寄望能令市民感「肉
赤」而少用膠袋。大幅加費自然不會完
全沒有效果，但若從消費心理角度出
發，有的人或會認為既然已付費，環保
方面便可以漫不經心，認為理當由收費
者代勞；甚至有可能出現環保不公平現
象，亦即基層為「慳一蚊」而苦捱生活不
便，富裕者則可以依然故我享受生活便
利；極端偏執者甚至會加大用量且自認已
付費為環保作了貢獻。這些情況，不但損
害環保，亦會減低環保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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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龍華區夜市攤檔，對附近商舖造成競爭。

與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幾個月前
推出「夜經濟」，尤以龍華區的夜市熱
鬧非常。原來居於該區的香港酒類行業
協會會長何耀康當時亦有意投資夜市附
近的酒吧，最後投資計劃告吹，令他捏
一把冷汗，因為夜市搞了幾個月，該區
酒吧爆發「倒閉潮」，原因是夜市攤檔
搶走酒吧生意和客源。他直言，特區政
府倘推出「夜市經濟」，要以此為鑑，
避免造成惡性競爭。
香港夜生活褪色，食肆晚市變得冷

清，位於觀塘的潮薈軒昨晚9時後門可羅
雀。負責人黃重勤對本報表示，現時午
市及下午茶的生意已回復疫情前約八九
成水平，然而疫後港人變得「深閨」。
「晚市基本上只做到一轉至轉半生

意，即只有晚上6時至8時有客，9時後
已無客人用膳。」他苦笑道，疫情期間
的晚市生意是疫前五六成水平，「無想
過復常後，反而只剩三成半生意。因為
復常通關後港人寧願北上消費，一到周
末或周日，即使是向來熱鬧的午市，生
意也減少一成多。」
對特區政府有意大搞「夜經濟」，

黃重勤坦言有保留。不過，稻苗飲食專
業學會會長徐汶緯持相反意見，「市道
愈靜愈要搞！」並希望政府能推出類似
工展會或年宵花市等帶頭搞旺夜市。他
認為「夜市經濟」不應只涵蓋飲食環
節，也應推出「乾貨」應市，邀請街頭
表演團隊營造熱鬧氣氛。他建議政府應
劃出專區搞「不夜市」，如灣仔海旁、
沙田中央廣場及觀塘碼頭一帶等以便規
管，亦應成立跨部門為參與計劃的攤檔
提供一條龍支援，拆牆鬆綁，避免商戶
因申請食肆牌照等繁瑣程序而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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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昨晚前往尖沙咀及蘭桂坊酒吧區
巡察，發現僅少數酒吧有點人氣，

其中尖沙咀尤為冷清，不少酒吧毫無生
意，只見職員百無聊賴站在門口張望和聊
天；蘭桂坊酒吧區雖然比尖沙咀旺，但與
疫前甚至疫情期間相比，熱鬧程度大減。
其中位於尖沙咀的一間酒吧，全場百

個座位，記者在歡樂時光到訪期間空無一
人，場面極其冷清，身兼香港持牌酒吧會
所聯會創會會長的負責人梁立仁無奈道：
「今晚（昨晚）只來過兩位客人，近幾個
月來的平日都是如此，即使是周五、周六
晚，入座率至多五成。」
尖沙咀另一間酒吧尚有些許顧客，但

場面亦不算熱鬧，負責人大Dee向記者表
示：「好多客北上之後都覺得那邊多元
化，而我現在的顧客基本都是熟客，全靠
人際關係維繫，生意相比疫情前的平日減
少五成，周五周六則少了三四成。」

北上消費人均3000元

翻查入境處的資料，上月經陸路北上
的港人日均約159,677人次，南下旅客日
均約94,583人次，「逆差」約65,094人

次；本月也「逆差」約52,487人次。
梁立仁表示，隨疫情後全面通關，北

上過夜生活的港人大幅增加，雖然內地夜
店消費未必低於香港，但其優勢在於「一
條龍」服務，「比如深圳會有酒吧街、小
吃街等，又比如大受歡迎的Coco Park等
地，港人北上吃飯、唱K、按摩、飲酒可
一條龍享受服務，估計每人一個周末消費
3,000元。」疫情也改變港人夜生活的消
費習慣。梁立仁解釋，疫情期間經濟下
滑，港人消費意慾降低外，政府亦宣傳鼓
勵市民「宅在家」，現時港人已經習慣不
會太夜出門消費。
梁立仁認為要振興夜生活，尤其在新

政策、新元素推出時，政府過於保守不是
一件好事，有必要在交通配套及發牌制度
上配合。他舉本月初在中環海濱舉行、逾
萬人參加的S2O亞洲潑水音樂節為例，指
業界原本申請臨時酒牌，當時政府部門同
意可營業至午夜12時，結果在活動開始
前幾天才被告知只能營業至下午6點半，
在多方爭取後才改至晚上9時。「理解政
府有顧慮，因此縮短營業時間，但這樣的
做法讓參與者當日的生意額減少兩三

成。」梁立仁認為，要搞活搞旺夜市，就
需要拆牆鬆綁，政府要改變相關政策。
夜生活飲多杯，又不能違法酒後駕

駛，交通配套顯得十分重要。梁立仁認
為，政府想搞起夜市的話，就需進行更多
執法行動，打擊「黑的」。此外，香港有
不少具特色的酒吧夜店，例如賣清酒的、
有外國樂隊駐場表演的酒吧，這是內地未
必有的優勢，他建議政府資助酒吧業界加
強宣傳，「業界與政府部門多點溝通，將
這些特色傳播出去，吸引更多內地居民、
旅客來港消費，亦讓更多香港人知道。」
蘭桂坊另一間酒吧負責人Sunny同樣認
為，搞旺夜生活不是一蹴而就，短期內最
能起到效果便是從遊客着手。

■蘭桂坊相比尖沙咀人流較
多，惟熱鬧仍不及疫前。

■尖沙咀酒吧入夜後生意冷清。

曾幾何時，作為「不夜城」的香港
愈夜愈熱鬧，然而經歷三年疫情洗禮，
五光十色的夜生活漸漸褪色。本報記者
昨前往尖沙咀及蘭桂坊酒吧區及食肆直
擊，發現不少酒吧門可羅雀，約百個座
位的酒吧，在晚上Happy Hour（歡樂時
光）卻空無一人，老闆愁眉不展，指港
人已習慣不出夜街，加上復常通關後，
即日北上消遣太方便，也流失
不少客源。業界支持特區政府
搞活夜經濟，但必須配合交
通、宣傳配套，以及對無謂的
法規拆牆鬆綁。

記者直擊蘭桂坊蕭條 門可羅雀慘過疫情期間

夜巿救亡 需「拆牆」增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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