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收費將於今年4月1日
實施，你準備好未啊？為讓市民
了解垃圾收費安排，適應新政策實
施，《大公報》推出 「垃圾收費服
務站」，逐一介紹垃圾收費各項
細節，並幫助大家釋疑解惑，

齊 齊 「揼 少 啲 ， 慳 多
啲」。

編者按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A6 港 聞

垃圾收費將於4月1日實施，按 「污染者自付」 原則，對全港所有
界別棄置的垃圾按量收費。收費模式有兩種，分別為 「按袋」 / 「按
標籤」 收費，以及按重收 「入閘費」 ，適用的收費模式視乎垃圾產
生者使用何種垃圾收集服務而定。一般市民須購買指定尺寸膠袋及標

籤，盛載垃圾才可棄置，違例者可被判處罰款甚至監禁。 「垃圾收費服
務站」 開篇將整合垃圾收費重點，讓大家對垃圾收費有初步了解。

按量按袋各不同
垃圾收費你要知

4月1日實施 違者可判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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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收費服務站

工業活動

辦公室 街市

酒店

商店 食肆

商場

住宅 村屋

學校 醫院

適用範圍

家居垃圾，例如： 工商業垃圾，例如：

註：建築廢物、化學廢物及醫療廢物除外，因其已受現有相關收費機制規管。

實施時間 2024年4月1日正式實施，設6個月適應期

收費安排

「按袋」/「按標籤」收費 按重收「入閘費」

•按自己的垃圾棄置量購買適用的指定袋及/或指定標籤。 •進一步與相關處所管理團體
確認如何攤分 「入閘費」 。

使用的垃圾收集服務 按重收「入閘費」
私營廢物收集商收集服務：
非壓縮型垃圾車。

四個市區/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
395元/公噸；其他廢物轉運站
及堆填區為365元/公噸。

•私營廢物收集商收
集服務：壓縮型垃
圾車。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環署）收集
服務：食環署垃圾車、食環署垃
圾收集站。

•在相關處所的公用垃圾收集點（如後樓梯、垃
圾房、樓層垃圾槽）及食環署垃圾收集站棄置
垃圾前，必須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

法例

要求

新收費下設有指定袋種類，容量由3公升至100公升、售價每
個按容量大小而定，由0.3元至11元。

指定袋
容量(公升)
售價（$）

3
0.3

5
0.6

10
1.1

15
1.7

20
2.2

35
3.9

50
5.5

75
8.5

100
11

大型垃圾

•市民須為未能放進指定袋的每件大型垃
圾（如餐桌、書櫃或床褥等大型傢
俬），貼上一個指定標籤。

•指定標籤劃一收費每個11元。

違例者罰則

落實徵費首半年為 「適應
期」 ，主要勸喻和警告；其後
將採取嚴厲執法行動，包括定
額罰款通知書，每張$1500。
如以傳票檢控，首次定罪最高
罰款$25000及監禁6個月；再
次定罪最高罰款$50000及監禁
六個月。

Q：什麼是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收費）？

A：按 「污染者自付」原則，對全港所有住宅和非住宅（包括工商業界）棄置的垃圾按
量收費，包括家居垃圾以及工商業垃圾。

Q：垃圾收費實施後，市民在哪些地方棄置垃圾須使用指定袋或指定標
籤？

A：垃圾收費實施後，市民在處所內公用垃圾收集點、食環署垃圾收集站、食環署垃圾
站、食環署或其承辦商垃圾車（包括壓縮型及非壓縮型垃圾車）、私營廢物收集商
壓縮型垃圾車，在以上地點棄置垃圾前，必須用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

Q：在垃圾收費下，什麼是違規垃圾？

A：違規垃圾是指在 「按袋」／ 「按標籤」收費模式下，既沒有用指定袋包妥，亦沒有
貼上指定標籤的都市固體廢物。

Q：如何知道我購買的指定袋／標籤是否正貨？

A：指定袋／標籤只會在獲授權的零售點出售，市民應到獲授權的零售點或網上平台購
買指定袋／標籤。每個指定袋及指定標籤均附有防偽特徵。

Q：如需要棄置的垃圾體積較大而不能放進指定袋，應該怎麼做？

A：如需要棄置體積較大而不能以指定袋包妥的垃圾，而該等大型垃圾是由食環署（包
括其承辦商）收集，或由私營廢物收集商以壓縮型垃圾車所收集，市民應在棄置前
貼上指定標籤。指定標籤每個售價為$11，市民可於獲授權的零售點購買指定標籤。

Q：如果我的處所的公用垃圾收集點的垃圾桶已套上指定袋，我在棄置垃
圾於該垃圾桶時是否毋須以指定袋包妥或貼上指定標籤？

A：即使物業管理公司在公用垃圾收集點的垃圾桶預先套上大型指定袋，住戶仍須先用
指定袋包好在公用垃圾收集點所棄置的垃圾或為垃圾貼上指定標籤，以符合法例要
求。而物業管理公司若有此舉，將會帶來額外開支。

Q：政府是否設垃圾收費目標？

A：中期目標推行垃圾收費、其他政策法
規、減廢回收措施（圖），以及進行
宣傳教育等，把都市固體廢物的人均
棄置量逐步減少40%-45%，同時把
回收率提升至約55%；長遠目標可在
約2035年發展足夠的轉廢為能設施，
長遠擺脫依賴堆填區，實現 「零廢堆
填」。

資料來源：環境保護署

身 心 健 康 小 錦 囊

資料來源：衞生署

改善失眠

•睡前別太忙碌，宜做些身心鬆弛練習，例
如是深呼吸，肌肉收緊等
•清早起床照太陽30分鐘至1小時以善用日
光調節睡眠規律；減少午睡時間；保持睡眠
環境幽暗
•睡前一小時避免使用電子屏幕產品，睡覺
的地方應關掉手機和電腦
•中午過後應盡量避免飲用咖啡、茶和能量
飲品，以免會妨礙睡眠

改善過度焦慮

•檢視自己的想法，以符合現實的想法取代
過度憂慮，例如 「我的憂慮是否有現實證據
去支持？」 、 「最壞的情況會是什麼？」 等
•向家人和朋友傾訴，以減少無助感
•培養消閒興趣減壓

改善拖延行為

•把待辦事情按 「重要」 和 「趕急」 程度排
先後次序，然後逐一完成
•用自我對話想像把事情完成後的好處和滿
足感，驅使自己開始行動
•提醒自己 「準時完成比做得完美更重要」

梳理憤怒情緒

•暫時離場轉換環境，有助平復情
緒，避免因怒氣衝動行事
•在心裏重複默念 「放鬆」 ，配合
緩慢深呼吸
•若心情容易變激動，可以邀請沒
有利益衝突的第三方加入，協助有
效溝通

護眼小貼士

•使用合適的照明並減低屏幕的光度
•觀看屏幕時，應與屏幕保持合適
距離並維持良好姿勢
•每20分鐘，遠望最少20呎外景物
作20秒休息
•定期檢查眼睛及保持良好觀看習慣

健康生活小貼士

•培養健康的生活及飲食習慣
•保持均衡飲食
•每天做合共不少於一小時中等至
劇烈程度的體能活動

【大公報訊】記者鍾佩欣報道：
疫情三年，校園生活受限，學生在身
心、精神健康上，均出現不同程度的
問題。根據衞生署學生健康服務中心
的健康評估數據，因心理及行為問題
而需要轉介到健康評估中心、專科診
所或其他機構的學生比率，由2018/19
學年的1.1%，上升至2022/23學年的
1.8%。社會醫學顧問醫生（家庭及學
生健康）鍾偉雄表示，數字上升與疫
情有關連，更留意到中學生所承受的
精神壓力較明顯，包括朋輩、家庭、
學校等方面，需專業人士介入開解。

學生健康服務中心於2022/23學
年收集到訪學生的自我評估問卷顯
示，在過往12個月內有計劃自殺或曾
試圖自殺的學生整體比率分別為2.8%
及1.3%；當中中學生的比率較高，分
別為3.7%及1.6%。

鍾偉雄表示，疫情前後參與健康
評估年級及學生人數不同，鍾偉雄強
調上述數據並非科研，僅作為參考標
準之一。

鍾偉雄留意到中學生心理健康問
題較多，包括朋輩、家庭、學校等方
面，需經專業人士開解及提供意見；
至於小學心理問題較容易開解，例如
同學間吵架等，而中心的醫護人員醫
生、護士、臨床心理學家等加強留意
學生的情緒及心理健康，並為學生提
供個別輔導及建議。

高級醫生吳珏翹補充，政府已設
立 「情緒通」 18111精神健康支援熱
線，每日24小時一站式支援受情緒困
擾的人士，政府亦已推出學校為本三
層應急機制，及早識別和支援有高風
險的學生，為他們提供適時的協助及

尋求專業的輔導或治療服務。

學生超重率持續高企
衞生署數據發現學生的視力近年

來有所下降，特別是低年級的小學
生，需要佩戴眼鏡的小一學生於2015/
16學年至2019/20學年維持平穩在
11% ， 於 2020/21 學 年 則 上 升 至
15%，並一直維持至2022／23學年；
至於中小學生的超重檢測率則仍持續
高企。

鍾偉雄表示，疫後學生校園生
活已回復正常，惟數字上仍未回到
疫前水平，相信學生體能活動時間
上仍有增加空間。衞生署鼓勵學生
培養健康生活
及飲食習慣，
每天合共做不
少於一小時中
等至劇烈程度
的體能活動，
並保持均衡飲
食。

關注中學生精神健康 衞署：加強介入輔導

掃一掃 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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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