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及生態局昨日向立法會提交文
件指出，數據顯示，2020年每日於堆
填區棄置的10809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當
中，廢塑膠佔約21%，塑膠在環境中
殘留極長時間，對環境生態造成深遠威
脅，塑膠分解為微塑膠後漂入海洋，更
會影響海洋生態或進入食物鏈。

近年不少地區已開始透過立法或其
他不同措施，逐步加強管制即棄膠餐
具，加上新冠疫情後，港人較多使用送
餐或外賣服務，增加即棄膠餐具的使用
量。環境及生態局建議，提早實施即棄
塑膠餐具的管制，預期在相關法例通過
後半年，即最早在2023第四季實施。

病房和懲教處所獲豁免
局方建議，首階段將全面禁止零售

及在食肆（堂食和外賣）使用發泡膠餐
具、膠飲管、塑膠攪拌棒、膠刀、膠
叉、膠匙和膠碟；而膠杯、膠的食物容
器及膠蓋不能再於堂食提供，要改用替
代品；到2025年實施第二階段，將全
面禁止在本地零售及禁止餐飲業處所向
堂食和外賣顧客提供各類即棄膠餐具。

文件又提到，為提升環保效果，除
食肆以外，同時分兩階段管制市面出售
的其他塑膠產品，例如2023年第四季
起，禁止銷售塑膠棉花棒、熒光棒、派
對或慶祝活動用的氣球棒等，又要求酒
店禁止派發膠柄牙刷和膠梳，以及不再
在房間內提供膠樽裝水等。現時不少商
場也有免費提供雨傘袋，局方建議，同
步在明年第四季禁止派發。

不過，有關管制計劃有因應情況提

供豁免範圍，例如不包括預先包裝食品
或飲品，以及向有醫療需要的顧客提供
即棄飲管，一些特定處所例如因醫院病
房和懲教署所，仍可按需要使用即棄膠
餐具。

餐具轉材質 支出料轉嫁顧客
局方建議，若有人違反相關規定罰

則，最高可被處罰款10萬元；同時建
議設立定額罰款制度，執法人員可向零
售商或餐飲業處所負責人等，發出定額
罰款通知書，罰款額約為2000元。

稻苗學會榮譽會長、環境運動委員
會主席黃傑龍向《大公報》表示，軟木
製刀叉、紙飲管、蔗渣等植物纖維製造
的容器，成本一般較即棄膠餐具貴一至
兩倍，但預期隨着技術成熟，價格有望
降低。他預料，食肆將不再免費提供即
棄餐具，市民將要額外付款。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促請政府，積極推動研發本地生產替代
品，加快推出高效的新替代產品，配合
低碳轉型及加強環保，亦讓 「低碳綠色
科研基金」 用得其所。

食肆走塑擬提早明年底實施
禁提供即棄膠餐具 違者可罰款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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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賴振雄報道： 「四電一腦」 生產
者責任計劃於2018年全面實施，環境及生態局建議，擴
大已受管制電器的涵蓋範圍，包括新增乾衣機和抽濕
機，建議每件徵費125元。局方預計，新修訂最快於
2024年第四季實施。

「四電一腦」 原本涵蓋空調機、電冰箱（雪櫃）、
洗衣機、電視機、電腦、列印機、掃描器和顯示器。環
境及生態局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已處理超過9萬
公噸受管制廢電器電子產品，將其轉化為有價值的二次
物料，包括銅、鋁、鐵、塑膠等。

局方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考慮業界及公眾的意
見後，建議擴大三類現行受管制電器的涵蓋範圍，包
括：一、更大容量的雪櫃，由現時額定總容積不超過
500公升，增加至900公升，每件維持徵費165元；二、
更大容量的洗衣機，由現時額定洗衣量不超過10公斤，
增加至15公斤，每件維持徵費125元；新加入的兩款電
器（獨立式乾衣機及抽濕機），每件徵收125元。

現時消費者購買指定的 「四電一腦」 電器，需要依
法支付每件15至165元的循環再造徵費，舉例電腦、列
印機及掃描器每件15元，銷售商並要安排 「拆舊換新」
免費法定除舊服務，指定收集商會從消費者處所移走一
件屬相同類別的電器，並交由指定循環再造商處理。

第一階段：2023年第四季*
第二階段：2025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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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政府目標，相關《條例草案》明年初提交立法會審議，有待通過，上述為建議實施時間
資料來源：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發泡膠餐具、飲管、攪拌棒、碟、
進食用具（叉、刀、匙）
第一及第二階段：禁止銷售，禁止向堂食

和外賣顧客提供

棉花棒、用於派對或慶祝活動的氣球棒、
充氣打氣捧、熒光棒、派對帽、氧化式可
分解塑膠產品（不論是否屬即棄性質）、
蛋糕裝飾、雨傘袋、食物膠籤、膠牙籤
第一及第二階段：禁止銷售和免費派發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產品
（不論是否屬即棄性質）
第一及第二階段：禁止製造

杯、杯蓋、食物容器、食物容器蓋
第一階段：禁止向堂食顧客提供
第二階段：禁止銷售，禁止向堂食和外賣顧客

提供
酒店洗漱梳妝用品（包括膠柄牙刷、膠梳等）
和房間內提供的膠樽裝水；宣傳用塑膠包裝紙巾
第一及第二階段：禁止免費派發

多環膠圈套、枱布、非醫療用透明手套、牙線棒
第二階段：禁止銷售和免費派發

耳塞
第二階段：禁止免費派發

香港貢獻助力國家發展民族復興
──學習習近平二十大報告 之三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
作用。」 這體現出中央對港澳兩個特區
的關愛和信任，也是中央對港澳兩個特
區的殷切希望和期許。

香港是祖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
港擁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其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內地任何城市
無法替代的。在建設現代化國家和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香港的作
用不可或缺。香港的管治團隊、社會各
界和廣大居民，應以 「跳出香港看香
港」 的視野，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思考
問題、謀劃發展，發揮 「香港所長」 ，
對接 「國家所需」 ，做出 「香港貢
獻」 。

助力科教興國戰略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我們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科技自立
自強、人才引領驅動，加快建設教育強
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 。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
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塑造發展新動
能、新優勢，離不開教育、科技、人才
的支撐。香港的教育資源豐富，有5間
大學躋身全球大學排行榜百強，有16個
國家重點實驗室、6個國家工程技術研
究中心，香港科學家屢獲國家科技獎。
在許多科研領域，香港在全球處於 「領
跑」 的位置。

香港之長，可以對接國家所需。

現時，不少香港高校前往粵港澳大灣
區合作辦學，推動兩地高等教育融合
發展，為大灣區的發展培養、吸引和
匯聚人才。還有一些高校主動布局一
批跨學科、跨領域的新興前沿交叉學
科，與香港校園發揮互補優勢，協同
發展。這開了一個好頭！當前，內地
急需加強基礎前沿研究，提升原始創
新能力。香港一些大學在醫學、數
學、化學、計算機科學等基礎研究領
域走在世界前列。這些有利條件，可
以助力國家突破 「卡脖子」 技術、助
推創科產業邁向中高端。

此外，香港在對接全球科技創新
體系、推進國際合作等方面具有獨特
的優勢。香港的知識產權保護起步較
早、規範完備；香港金融服務水平世
界一流；香港的法律服務享譽全球；
這些優勢都可以為內地企業走出去、
進而融入全球創新網絡提供幫助。未
來，只要香港和內地在科技創新上齊
心協力、優勢互補，一定會打造國際
一流的科創產業鏈，在科教興國戰略
中寫下精彩一筆。

助力體制機制創新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穩步擴大規
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
加快建設貿易強國，推動共建 『一帶一
路』 高質量發展，維護多元穩定的國際
經濟格局和經貿關係。」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

的背景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
對中國展開了新一輪封鎖， 「與中國脫
鈎」 的聲音喧囂塵上。美西方越是企圖
孤立中國，中國越是要高水平對外開
放。習近平多次指出： 「中國開放的大
門不會關上，只會越開越大。」 開放，
意味着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規則、規制、
管理、標準必須接軌，這就需要創新。
香港在這方面具有優勢，完全可以做出
應盡的貢獻。

香港是中國唯一適用普通法的地
區，與歐美國家的法律制度相通，做出
的法律仲裁得到世界140多個國家的認
可；香港實行簡單稅制，有利於吸引投
資；香港實行貨物貿易自由政策，進出
口手續十分簡便；香港實行金融自由政
策，貨幣可以自由進出，被譽為 「自由
港」 。香港能夠做到以上諸多 「自
由」 ，連續多年被評為世界最自由經濟
體，關鍵是有一整套管用的制度，擁有
科學完備的監管措施，確保了市場要素
自由而有序地流動，避免陷入 「一管即
死，一放就亂」 的怪圈。

中國要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就必
須在 「制度型開放」 上實現新突破，香
港的成功經驗可以提供借鑒。在制度創

新方面，內地的慣常做法是：先試點，
後鋪開。中央已經布局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作為制度創新的 「試驗
田」 ，允許在前海進行經濟、科技、貿
易、社會治理等多領域創新。放眼未
來，整個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個巨大的
創新空間。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
個關稅區」 ──這決定了制度創新的空
間很大，可以用 「大破大立」 來形容。
制度創新在前海成功，可複製到大灣
區，繼而可以一步步複製到全國。

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習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

「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
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
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增強國內大
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
質量和水平，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
系」 。

這裏所指的 「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
水平」 ，離不開現代金融業的支持，而
「人民幣走出去」 是其中一個重要課

題。香港長期是僅次於紐約、倫敦的國
際金融中心，現在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
離岸交易中心，這僅僅是一個開端。在
全球支付貨幣的排行榜上，美元長期佔
40%以上，歐元佔36-37%，合計佔比近
8成；排名第三位的英鎊佔比5-6%。人
民幣於去年12月份佔比曾達到2.7%，為
全球第四位支付貨幣。但這個佔比太
小，未來發展空間還很大，香港可以發
揮自身優勢，助力人民幣國際化。

不妨再聚
焦 「 一 帶 一
路」 建設，也
是人民幣國際
化的一個好機
會。 「一帶一路」 沿線涉及60多個國家
和地區，今後20年需要巨額投資。無論
是 「中國建造」 、 「中國製造」 承接建
設項目，還是沿線國家投資基礎設施項
目，都需要高水平的金融服務，香港金
融業與中國企業攜手，一起開發 「一帶
一路」 沿線的金融業務，一方面可把香
港的金融業做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
這個契機，推動更多貿易和建設項目用
人民幣結算。

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小組常務副組長、國務院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在參加二十大廣東省代表
團分組會議討論時指出： 「有習近平
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掌舵
領航，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科學指引， 『一國兩制』 事業
一定能夠越走越穩、越走越好。」 「一
國兩制」 行穩致遠，香港在許多領域可
為國家現代化持續做出貢獻，國家富
強、民族復興必將惠及港人、潤澤香
江。香港明天更美好，國家明天更美
好！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
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 「一國
兩制」 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
授）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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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中，
「老頑童」 周伯通因與外號 「東邪」 的
黃藥師打賭輸了，結果被東邪困在桃花
島15年。百無聊賴，為了消磨時間，周
伯通靜極思動，自創出一套左右手互搏
的絕世武功。

左手打右手，小說中，是 「好得
閒」 、玩無可玩的老頑童，才會想出的
點子。周伯通說，練這武功，要一心二
用。我倒認為，其實是要精神分裂。

雙手互搏的功夫，即使真有其事，
即使練得登峰造極，也是無謂之極的武
功，因為無論打贏打輸，傷的，都是自
己。

金庸也許料不到，自己在小說中一

句戲言、一段戲劇橋段，在廿一世紀的
今日，竟然有人依樣而行。

這幾天，看到 「長洲覆核王」 郭卓
堅又出現，使出比周伯通更厲害的雙手
互搏術，他不傻，不會自己打自己，而
是用政府的錢打政府，用納稅人的錢害
納稅人。原來不用去桃花島，郭卓堅在
長洲已悟出蓋世絕技。

因為早前7名醫生涉嫌濫發 「免針
紙」 被捕，政府立即廢除他們簽發逾2
萬多張的免針紙，有人高調反對，引得
長洲覆核王又走出來攪局，司法覆核醫
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的決定。然後
法援署發現打了3針的郭卓堅並不是問
題 「免針紙」 持份者，拒絕了他的法援
申請，結果覆核王又上訴，昨天法官余
啟肇裁定他上訴得直，郭卓堅可以正式
拿政府的法律援助金打政府。

整件事，講完都頭暈，但厲害處，
是這個覆核王已破產，他怎樣玩，用的

都不是他自己錢，而是我和你辛辛苦苦
交稅給政府的錢。

如果說，郭卓堅荒謬，我覺得他不
及法庭荒謬，不及塞子彈到他手上的議
員荒謬。

做議員，十幾萬薪津一個月，不是
靠把口，而是用腦袋。如果該議員真的
關心那些不能打針而要取免針紙的市
民，我建議你開一個關注組或者求助熱
線，請那些有需要而又不幸買了問題免
針紙的市民來找你，你替他們找幾個醫
生也好、找幾家診所也好，一天兩天就
給他們把免針紙盡快補回來，而不是不
負責任地質疑醫衞局局長的決定，然後
把手槍塞到反對派手上，叫他殺掉大
家。

這是一場鬧劇，可悲是，這鬧劇我
只看到自己人打自己人、政府打政府，
然後覆核王騎騎笑坐收漁人之利，納稅
人莫名其妙為這一切埋單。

我們都是莫名其妙的付鈔者

屈穎妍
妍之
有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