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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的減廢回收系統仍有待完善，政府昨日宣
布暫緩實施垃圾收費的同時，表明未來一年

會加大回收配套、加強公眾教育及宣傳，包括將
覆蓋公共屋邨及大型私人屋苑的廚餘回收設施增
加一倍、向公屋租戶免費派發指定袋半年、研究
回收積分可兌換購物券等。

多位立法會議員及不同行業持份者紛紛提出
完善回收配套及政策的建議。有意見認為，垃圾收費未必是廢物處理的唯一
出路，建議政府鼓勵源頭減廢的同時，應加快焚燒發電設施建設。

垃圾收費暫緩推行，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強調，政府推
動環保回收工作不會停止，接下來會增加回收配套、加強公
眾教育和宣傳、研究如何優化垃圾收費計劃等，同時會監察
和評估社會在減少固體廢物和市民改變處理垃圾習慣的情
況， 「改變700多萬市民的習慣，不可以急於一時，需要按
部就班，會是一個長期的工程。」

擴大社區回收網絡 加裝廚餘回收桶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政府會擴大社區回收網

絡，在全港公共屋邨、大型私人屋苑額外加裝智能廚餘回收
桶或是廚餘收集設施，目標是在一年內把數目增大一倍。未
來一年亦會設立一百個廚餘回收流動點。

此外，延長 「綠在區區」 回收設施的營業時間，增加
「綠在區區」 收集點的數目由200個增加至800個。政府亦會
研究 「綠綠賞」 電子積分可兌換為購物券。

議員：垃圾收費未必是唯一出路
政府留意到部分清潔工會把回收物當作垃圾處理，因此

政府推出《減廢回收約章》，鼓勵物業管理簽署，承諾在處
所內提供分類回收設施，並把回收物妥善交由回收商處理。
至於私人屋苑或大廈，只要簽署《約章》，同樣
可獲政府提供免費指定袋。

另外，由六月起逐步向所有公共屋邨的住戶
每月免費提供20個指定袋，為期六個月，而前
線清潔員工不需要改變現時處理垃圾的工作方
式。

在昨日的立法會聯席會議上，大部分立法會議員都表態
支持政府暫緩垃圾收費決定，並提出多項完善配套及政策的
建議。楊永杰表示，九龍城成龍居現時只有140伙住戶，不
符合申請廚餘回收機的資助門檻，建議政府在資源允許下，
考慮下調申請門檻。他又認為，垃圾收費未必是唯一出路，
「若日後焚燒發電設施足以解決垃圾堆填區不足問題，是否
仍需推行垃圾收費呢？」

九龍城區議員吳寶強接受《大公報》訪問時指出，現時
回收配套普遍不足，以九龍城區為例，垃圾回收桶不足，廚
餘回收機更是每日定點兩小時提供服務，政府應推動各大型
屋邨下設有廚餘回收機，推動周邊居民回收。

他又提及，《減廢回收約章》並無約束
力，參與的踴躍程度需視乎約章內容是否與物
業管理公司的發展有幫助，例如續牌加分等。

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柴灣連翠邨物業
管理董事總經理潘建良形容暫緩安排讓所有物
管公司 「鬆一口氣」 ，他又認為物管公司簽署
《約章》不是萬能，強調任何政策措施需講求
成效及約束力，建議政府應將精力投放
在推動源頭分類項目上。

政府：聚焦宣傳減廢 加強回收配套
向公屋戶免費派指定袋半年 研推回收積分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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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雙方商討善後 不涉及賠償
指定垃圾袋暫停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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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前瞻報道逾年 透視垃圾收費問題
垃圾收費與市民生活息息相

關，影響面廣。《大公報》持續
關注社會對垃圾收費的輿情，如實反映社會不同
階層及不同持份者對垃圾收費的關注，先後推出
「垃圾收費前瞻」 、 「垃圾收費試行」 、 「垃圾

收費透視」 、 「垃圾收費之放眼世界」 、 「韓國
環保減廢啟示」 等多個系列報道，揭示不同階
層、不同行業、不同處所，應對垃圾收費的安排
及問題，記者更親身走訪日韓多地，實地了解當
地垃圾處理安排，探討外國經驗對香
港的啟發。

「垃圾收費前瞻」 系列報道率先
走訪三無大廈、鄉郊地區、大型私人
屋苑等地，採訪居民、業委會、清潔
及物業管理業界等持份者，對垃圾收
費的準備情況報實情、提警示、謀對
策，希望推動垃圾收費計劃順利推
行。

政府在4月1日推動垃圾收費 「先
行先試」 計劃，《大公報》隨即推出
「垃圾收費試行」 系列報道，反映不

同處所落實垃圾收費的情況及問題。
「垃圾收費透視」 系列則採訪公

屋戶、私人樓宇、三無大廈、劏房
戶、豪宅戶在計劃下的難處，劏房戶

慨嘆家居沒空間做分類回收、豪宅戶擔心增加管
理費等，反映出不論貧富市民對垃圾收費有顧
慮。

記者親身體驗前線清潔工辛勞
《大公報》記者更親身體驗前線清潔工的辛

勞，從倒垃圾、洗垃圾桶等，親身體驗厭惡性工
作的勞碌和辛酸，並了解到若實行垃圾收費，清
潔工將百上加斤。

《大公報》的報道更放眼世
界，記者親身到日本及韓國，了解
這些外界眼中的垃圾治理榜樣，實
際是怎樣處理垃圾的，到底哪些地
方值得香港借鑒。

此外，《大公報》更直擊打鼓
嶺堆填區與村民 「相處」 30年，期
待焚燒垃圾發電設施加快興建；以
及調查報道廚餘回收真相，向市民
深入報道廚餘回收的背後真相。

《大公報》亦透過網上問卷調
查，收到逾3.1萬份有效回覆，發現
超過九成受訪者不支持8月1日推行
垃圾收費，建議先做好宣傳教育，
興建焚化爐，為減廢政策創造有利
條件。 大公報記者鍾佩欣

▲《大公報》早在去年
四月初已報道指定垃圾
袋帶來的問題。

【大公報訊】記者賴振
雄報道：垃圾收費醞釀多

年，回顧法例通過三年，政府花費超過1.7億元，
包括3000萬元用作宣傳，原預計每年收入17.9億
元將無法實現。有指定膠袋生產商表示，已按照
政府指示暫停生產指定袋，將會徵詢法律意見，
與政府研究善後工作。

過去三個年度，政府合共花費逾1.7億元推行
垃圾收費，經歷清潔業界人手不足、指定袋需要
重新招標、推遲實施日子等問題後，垃圾收費安
排仍有待落實。

九合約涉及11.4億元
九份生產指定垃圾袋的合約，由四間公司投

得，合共涉及11.4億元。有生產商透露，已按政
府指示暫停生產指定袋，估計可見時間內都不會
復產，政府將會在透過向市民免費派發指定袋，
用完目前庫存。該生產商認為，即使日後垃圾收
費政策重新 「落地」 ，由於經營環境可能已完全
不同，目前合約不再適用，會徵詢法律意見，與
當局研究如何善後。

政府人士透露，根據合約暫緩垃圾收費，並
不涉及賠償，詳情有待雙仍按照合約內容商討。

垃圾收費暫緩，外界關注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謝展寰是否需要問責。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
示，垃圾收費在社會的影響面是史無前例，謝展
寰局長在推動政策的不同階段也是盡心盡力，強

調之前兩次押後都有充分理由，今次亦是務實的
決定，當局支持謝展寰的工作。

卓永興又說，垃圾收費討論很多年，在相關
法例通過後，本屆政府做了大量宣傳工作，但
「事非經過不知難」 ，在法例上看似無問題，但
經過深入實踐時見到問題就必須正視，加上不同
調研均顯示，有七至八成市民都反對8月1日實施
垃圾收費， 「我們要 『施政為民』 ，在如此強大
的民意之下，其實今次暫緩是一個務實、正確，
甚至是唯一的決定。」

妥善安排

垃圾收費在社會上引起長時間的
討論，早前完成的 「先行先試計劃」
結果反映香港暫時沒有條件實行垃圾

收費，特區政府昨日宣布暫緩在8月1日
實施垃圾收費。當局強調，政府回收減廢的決心不變。

任何決策都不會是完美，成功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關鍵是從
善如流。坊間對暫緩垃圾收費有不同解讀，可以理解，但相信社
會大多數都認同當局的決定，是符合務實工作、施政為民的原
則，餐飲業率先表示鬆了口氣，不用擔心人手問題，有此同感
的，又豈止餐飲業？

垃圾收費計劃不是成為歷史，而是創造歷史，成功帶動政府
與民間廣泛深入探討源頭減廢，程度前所未有，啟發各界思考，
不少市民開始學習回收廚餘。而且試行計劃帶來大量數據，揭示
實際執行的困難，對制訂未來減廢政策大有幫助，多年來投入的
資源與工程，沒有浪費。香港社會上了寶貴的一課， 「學費」 一
點也不貴；垃圾收費計劃亦不是代表結束，而是象徵新的開始，
環保減廢政策重新上路，參考之前的經驗，這條路會走得更順
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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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大公報記者整理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會長鄭玉琴
建議政府加強回收支援，長遠而言，應在新建築物預留
足夠空間供回收分類及廚餘收集。

物業服務公司協會主席潘建良
建議政府向物管公司提供補貼，資助增設回收設施，可考
慮在屋苑引入廚餘機，鼓勵居民參與廚餘回收。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
建議政府透過牌費減免等措施，鼓勵食肆進行垃圾分類，
回收廚餘。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
源頭減廢才是好方法，建議鼓勵食肆採用一些未用過的食
材，如菜頭菜尾做菜式。

立法會議員劉國勳
生產者責任制、 「走塑」 等也可以達到減廢及資源循環目
標，政府應設有環保減廢路線圖，增加宣傳教育。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政府應把握時機，加緊從四方面推動環保工作，包括做好
教育、加強配套、拓展回收物出路和發展轉廢為能設施。

立法會議員梁熙
建議政府提供更多誘因，例如回收設施地點營業時間優
化；亦可對參與先行先試居民提供禮券、更多綠綠賞積分
等。

立法會議員陳沛良
適當提高 「綠綠賞」 積分和增加兌換品，甚至積分可以換
現金或現金券；鼓勵新建私人樓宇發展商配置廚餘機。

立法會議員李鎮強
政府趁暫緩收費期間，提出修例讓前線清潔工、物管員工
等，處理違規垃圾問題上不會受到刑責影響。

特稿

焦點新聞

▼

《
大
公
報
》
多
角
度
分
析
報
道
，
讓
社
會
更
清
晰
了
解
垃
圾
收
費
種
種
問
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