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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廚餘佔固體廢物約三成，《大公
報》調查發現，香港廚餘回收仍處於

起步階段，發展未成熟，配套未完善，從
事農業多年的專家直言現有廚餘回收發電
及用殘渣堆肥效益不大，只是聊勝於無。

廣東省多個主要城市目前處理垃圾已
實現 「零堆填」 ，全省81%生活垃圾經焚
化爐轉廢為能發電，無臭無

塵，而這些環保發電廠的排放比歐盟標準還要嚴
格。有電廠負責人表示，傳統堆填沒經濟效益，還
要承擔污染成本，但焚燒垃圾既省成本，還可透過
發電創造額外收入；他認為垃圾焚燒適合土地和人
力資源緊絀的香港。

垃圾焚化發電
專家：香港適用

堆填無效益 廚餘製肥效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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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值有機成分 遠遜土木署標準

環保署：O．PARK堆肥適用耕作
環保署回覆

《大公報》表
示，有機資源回收中心（O．PARK）採
用厭氧消化技術，把廚餘轉化為生物
氣（甲烷），然後以生物氣發電，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除為設施提供電力
以應付日常運作外，剩餘的電力會接
駁至電網。署方指出，由於發電只是
O．PARK運作的一部分，沒有分別
計算發電成本。廚餘經厭氧消化後會
產生沼渣，O．PARK亦會把沼渣加
工成堆肥產品，進一步把剩餘物轉廢
為材。這些堆肥產品除可用於農業生
產外，亦可用於市區或鄉郊地區的園
藝及園林綠化，尤其園林綠化的項目
對堆肥產品有一定需求。

環保署又指出，O．PARK1生產
的堆肥已由香港有機資源中心認證為
適用於有機耕作的可接受使用物料。
O．PARK1堆肥的酸鹼值維持在5.5
至8.5之間，而有機物含量亦高於
20%，合乎認證要求。此外，政府部
門、學校或非謀利機構可免費領取O
．PARK的堆肥產品。市民亦可於O
．PARK1的訪客中心免費索取堆肥試
用，或以 「綠綠賞」 電子積分於 「綠
在區區」 設施換領。該署及其承辦商
不時把堆肥派發給鄉郊居民使用，並
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及有機種植社群辦
公室合作，舉辦技術講座介紹堆肥的
應用，並派發予農友試用，反應正
面。

免費試用

O．PARK1歷年營運開支
年度

2018-19
2019-20
2020-21
2021-22
2022-23
2023-24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

營運開支（萬元）

1100
4700
5800
7500
7500

8400（修訂預算）

▲O．PARK1利用廚餘經厭氧消化技術產生甲烷，由熱電聯產機組發電。

為求環保，本
港不惜代價，其中

主要處理廚餘設施的O．PARK1及O．
PARK2耗費近40億元的建造費用，O．
PARK2更超支1.49億元，當中1.3億元早
前需向立法會追加撥款，原來相關的費
用亦為 「補鑊」 費用，同時揭開了O．
PARK1的缺點。

按照環保署今年1月向立法會提交的
文件顯示，工程費較原先預計多約1.49
億港元，當中80%用作改善廚餘預處理
系統及整體污水處理系統，其餘則為相
關雜費。有關文件顯示O．PARK1的不

足，指自2018年7月開始啟用後，近一
年的實際運作經驗，發現部分設施的設
計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例如採用中央
儲存坑接收廚餘容易引起氣味問題；刀
割式粉碎機難以進行日常維修保養；以
及使用傳統的污水除氨塔系統能源消耗
較大。

資料又顯示，針對O．PARK1的問
題，2019年下半年O．PARK2開始展開
設計和建造工程時，研究如何提高O．
PARK2的運作效率和可靠性，以及加強
氣味控制，並為此作出工程變更以優化
上址廚餘預處理及污水處理系統，當中

包括把廚餘接收系統由一個總容量1200
立方米、能儲存大量廚餘的中央儲存坑
改為四個較細較淺、可覆蓋的活動儲存
坑，以及增加一組錘式粉碎機，以保持
同等儲存量並增加營運靈活性、可維修
性及改善運作流程，從而達到廚餘 「先
進先出」 ，避免廚餘堆積在儲存坑內產
生氣味和出現操作問題，加強未來15年
運作表現的可靠性與穩定性；以及改用
更先進的厭氧氨氧化（ANAMMOX）污
水處理技術，以減低用除氨塔時的能源
消耗及提升運作效率。而相關工程變更
所需總費用約1.5億元。

彌補缺點

O．PARK1設施問題多 曾申1.5億改善

對於8月1日將實施的垃圾
收費，溫恩京直言： 「是不可

行的，當局的想法過於單面。需要好落地去看，整
個概念都不Work（可行），強行要行垃圾收費注
定失敗，無論配套及基本上的概念都好有問題。」
他指出，當中徵費膠袋的安排、 「先行先試」 的相
關措施已出現混亂，他認為處理本港的固體廢物應
由 「零」 開始，重頭再規劃，並要與有實踐經驗的
人士一同計劃，不要只是坐在寫字樓內空想，從善
如流才是特區政府應有的態度，他說： 「如果不
行，由頭重來都好過夾硬推行。」

處理廚餘 黑水虻降解最環保
位於石鼓洲、本港首座 「轉廢為能」 的垃圾焚化

爐設施I．PARK1 「源．島」 正在興建，預計明年
落成投產。溫恩京表示，處理廢物及廚餘有許多方
法，以往香港都有焚化爐，而他從農業角度來看，
認為以農業的方法處理廚餘較為合適，其中以生物
轉化的方法去做較為天然及環保， 「應以最環保又
最有效的方法去做，如果無效，即使用較少的資源
都是不環保。」 他指出，利用俗稱黑武士的黑水虻
便是其中一種生物降解的方法，近年較為流行而且
有效，以相對較短的時間轉廢為能之餘，亦是最環
保最不污染環境的方式。

溫恩京又提及，要減廢需推行零碳及零浪費的
概念，讓全民參與減排的活動，由源頭開始減廢，
還需教育各人的思想及理解，由 「零碳」 及 「零浪
費」 開始， 「所有做的事情都要將碳排放減到最
低，農業的種植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平衡生態；零
浪費則是不要輕易放過手上所有的東西。」 他指
出，家中收集了不少親朋好友不要的東西，相關物
件可循環再用，就是 「零浪費」 ，做到物盡其用。

實事求是

▲溫恩京使用被丟棄的果皮自製酵
素。

垃圾收費概念有問題 應重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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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堆肥可以幫助農作物健康生長。

▲▼溫恩京採用黑水虻高速降解廚
餘，製造堆肥。

▲O．PARK1（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的廚餘轉化系統採用厭氧消化技術，把廚餘轉
化為甲烷，用以發電。

▲收集得來的廚餘會暫存在儲存坑內。

▲廚餘混合再用水後，會經過滾筒篩移除
膠袋等雜質。

▲經處理的廚餘輸送到厭氧消化缸生產甲
烷。

「O．PARK1出的堆肥，對香港
農業並無大幫助！」 從事農業多年的
零碳農業有限公司董事溫恩京，直指
有關堆肥未能切合本港農戶要求，不
但運送需時還要 「試泥」 ，了解相關
的堆肥是否合適，不少農友評價未如
理想。據環保署提供小蠔灣的有機資
源回收中心第一期（O．PARK1）的
資料，堆肥的酸鹼值（pH值）為5.5
至8.5，有機物（乾重）多於20%。
溫恩京表示，相關數值與政府有關部
門的規定有差異。他以建築署人造土
壤改良劑的標準為例，相關土壤pH值
應為6至8.5，有機物質的成分應不少
於50%，惟O．PARK1出的堆肥只高
於20%，他又指土木工程拓展署更要
求有關土壤的有機物（乾重）需不少
於85%， 「拋離好遠，不用還好，因
為用了，要領取又要安排，以為植物
可快高長大，但現在不是。」 他指相
關部門負責建設政府的園藝工程，不
少種植土壤以此為標準，其他農業機
構亦會跟隨。

廚餘未經篩選
或殘留有害物質

除了食剩飯菜或過期食品，在食
品生產、加工、批發、零售及預備過
程中都會產生廚餘。廚餘來源廣泛，
會否殘留有害物質或重金屬？利用廚
餘的殘餘去做堆肥，溫恩京表示源頭
的控制好重要， 「要肯定所有源頭均
屬有機，才可以製造有機肥。」 他指
私人製作的有機肥還可自行篩選源
頭，至於O．PARK1所出的廚餘堆
肥，他說：「我想他們（O．PARK1）都
不敢說篩選，因為來源太多，也無從
稽考。」 現時O．PARK1所收集的廚
餘來自全港各區，難以控制，而相關
過程牽涉不同工序， 「整個O．
PARK1主要是作發電，堆肥只是副產
品，下欄東西，用不到就用不到，事
實農戶也知道，理論上已不能用，他
們更加不會嘗試。」

事實上，有粉嶺的農戶表示，早
年獲漁護署邀請試用O．PARK1的堆

肥，但使用後覺無甚特別，對植物生
長沒有太大作用， 「我還要長途跋涉
去大嶼山小蠔灣取泥，真是太遠，最
後也是用農場自行研製的植物堆
肥。」 他坦言，在農友界甚少聽聞會
使用有關肥料。

廚餘發電成本
比電費貴兩倍

廚餘堆肥不受農戶歡迎，廚餘
發電又是否合乎經濟效益？以2018
年開始營運的O．PARK1為例，當年
建造已耗資逾15億元，而按環保署提
交予立法會的資料，O．PARK1每年
的營運開支由1100萬元至7500萬元
不等，而且年年遞增，2023/24年度
的預算更達8400萬元，較2022/23年
度上升逾一成。然而按O．PARK1網
頁資料，上址採用厭氧分解技術把廚
餘轉化為生物氣（一種與天然氣相近
的可再生能源資源）以作發電，可自
給自足，而滿載運轉時，每年可輸出
約1400萬度電供3000戶家庭使用。

以環保署提供資料，2023年O．
PARK1的發電量約有2210萬度，扣
除自用的810萬度電，即每年可輸出
約1400萬度電，以當年8400萬元的
營運開支計算，每度電成本近4元，
較本港電力公司每度約1.3元的電費
高出兩倍。溫恩京直言相關環保發電
會較普通發電的成本昂貴， 「但似乎
政府沒有計較。我覺得input（投入）
及output（輸出）方面都沒有計較。」
但他希望政府能檢討現時廚餘的處理
方法是否有效及合乎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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