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記者 鍾佩欣

首階段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實施至今
五個月，為期六個月的適應期將於

10月22日結束。大公報記者昨日走訪香
港仔一帶食肆，留意到連鎖快餐店已停止
派發塑膠餐具，但部分小店仍有提供發泡

膠飯盒、塑膠匙羹、塑膠吸管等餐具，有店舖表示會於下月
起更換為合法餐具，但其成本增加近一成，至於塑膠匙羹難
以找到代替品，因此計劃暫停提供外賣匙羹予客人。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現時近三成食肆不再提
供外賣餐具，不少客人都自備餐具，認為市民逐步達至 「走
塑」 文化，經歷 「綠色轉型」 。

三成食肆已走塑
不提供外賣餐具

半年適應期將於10．22屆滿

▲香港仔有食肆仍然使用發泡膠餐盒。 大公報記者黃洋港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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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刀易潔鑊玻璃煲蓋全拒收 市民失望
「我真的很失望，環

保署都不處理，那我又能
怎麼做呢？」 環保人士藍雪寶早前處理父母遺
物時，發現當中有海量雜物須丟棄，於是她將
各類垃圾按廢紙、塑膠及金屬分類後，拿着數
袋垃圾到九龍一間綠在區區供回收，詎料菜
刀、易潔鑊、瓷器及玻璃煲蓋等一律被拒收。
藍雪寶引述該店職員表示，菜刀屬金屬利器，
而且刀柄是塑膠，整體是複合物，所以不能回
收；易潔鑊則因為有塗層所以又不能回收；瓷
器則一律不收；最後玻璃煲蓋即使將頂部黑色
膠分離，但因為玻璃本身是強化玻璃，所以亦

不能回收。除此之外，藍雪寶透露麻將牌、生
銹鑊等一律拒收，她感慨地說： 「最環保的其
實是垃圾站的清潔工人！」

藍雪寶：環保署宣傳嚴重不足
「我冒着大雨拿數袋垃圾過去但全部拒收，

我真的非常失望！」 藍雪寶只能再冒雨手抽數袋
垃圾到垃圾站丟棄，但諷刺的是垃圾站的清潔工
人會將所有物品重新分類，再運上私營公司旗下
的垃圾車輛，最後運送到該公司回收處理。 「我
真的不明白，政府每年給這些環保回收站的資助
金額逾2億，每個月也有數十萬元，為什麼最後

卻連這些垃圾也處理不了；相反那些私營公司既
能盈利，又能有效處理垃圾回收再循環！」

藍雪寶表示，許多市民對回收物件的標準
一知半解，她認為環保署的宣傳推廣嚴重不
足。 「我在學校任職，分類回收只當做是興趣
小組去教導學生，有時間就教，沒時間則沒辦
法，它不是一個課程。」 藍雪
寶希望環保署可以加強宣傳力
度，定期到各院校進行演講及
示範，從教育做起，然後再慢
慢推廣到下一代，令愈來愈多
人形成環保及分類回收習慣。

滿腹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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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物料餐盒加凹痕
理大包裝設計賽奪冠

當 「走塑」 文化逐漸融入日常生活，外賣
餐具如何透過創意設計，以適應大眾的環保需

求？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設計團隊，採用 「一蓋多用」 概念，
希望減少外賣包裝的用料，並提升用家的外賣用餐體驗。該創意設
計在 「BEST with LESS香港大專飲食業可持續包裝設計比賽」 獲
選為冠軍及最受歡迎設計獎。

該比賽由美心集團聯同學術機構、知名設計師及環保物料生產
商等舉辦，早前邀請全港專上院校學生，透過採用紙質或甘蔗渣設
計餐盒，研究如何減少外賣包裝。頒獎禮於昨日舉行，評選出三
甲， 「優異創作獎」 及 「最受歡迎設計獎」 。

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二年級學生梅綽玲是冠軍團隊 「綠饗
GREENMAX」 成員，她分享設計過程時表示，難點在於要平衡外
觀、容量、實用性、普及性等多方因素。據介紹，綠饗的餐盒設計
主要分為蓋子、中間分層及底盒。上下兩層可堆疊使用，亦可分開
獨立使用。為進一步簡化包裝，團隊設計一款適用於上下兩層的蓋
子，令在包裝不同食物時減少浪費不必要的空位。此外，學生在蓋
子中設計了可拆式餐具及圓形凹痕，圓形凹痕的設計可讓湯飲容器
與外賣盒穩固堆疊，增加整體包裝的穩定性。他們認為，未來需思
考改善如何增加餐具物料的硬度。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康敬

創意走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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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即棄塑膠新法例於今年4月22日起
實施，禁止商戶提供或銷售即棄發泡膠餐
具、飲管、膠刀、膠叉、塑膠棉花棒、充
氣打氣棒等，同時禁止食肆向堂食顧客提
供即棄膠杯和即棄塑膠食物容器。新例實
施後的首六個月是適應期，環境保護署人
員集中於宣傳教育，探訪相關業務地點的
運作情況，並提供建議和資訊，協助企業
符合新法例下的規定。

部分小店仍未走塑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昨日出席

「香港大專飲食業可持續包裝設計比賽」
作品展暨頒獎禮致辭時表示，適應期至今
五個月，不少連鎖快餐店反映，80%外賣
顧客表明不需要餐具；30%食肆不再提供
外賣餐具，不少客人自備餐具，可見社會
有所改變，開始產生 「走塑」 文化。他期

望市民和各界合作，減少使用塑膠，實現
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的目標。

他又稱，氣候變化問題 「打到嚟」 ，
形容是 「水浸眼眉」 ，百年一遇大雨、百
年一遇高溫等，似乎每年都會出現， 「綠
色轉型」 有必要推行。

大公報記者昨日走訪香港仔一帶食
肆，發現食肆連鎖店到大型食肆連鎖店的
堂食再無提供即棄膠杯和即棄塑膠食物容
器，分別以紙製品或可重用餐具代替，但
小店仍有提供發泡膠飯盒、塑膠吸管等餐
具。

食肆：成本增加或轉嫁消費者
有燒臘飯店外擺放多個發泡膠飯盒，

以出售不同外賣燒味，店內客人則使用可
重用餐具。該店負責人表示，店內現仍有
不少發泡膠飯盒存貨，預料下月 「走塑」

正式實施後，可全數改用合法餐具，但屆
時餐具整體成本或增加1元，不排除會轉嫁
至消費者。

有兩餸飯店仍有提供塑膠匙羹予客
人，負責人伍先生說，店內已陸續由發泡
膠飯盒更換成塑膠，連同湯碗，餐盒成本
由過去4毫增至現時1元， 「一直是薄利多
銷，到現時都不敢加價。」 他指曾試用非
塑膠的匙羹，紙製的容易軟掉，木製的實
用感低，店方計劃下月起停止提供匙羹，
「都沒有辦法，使用感那麼差，不如不用。」

一間粉麵店外有不少人等候外賣，主
要使用塑膠外賣餐具，包括塑膠湯碗湯
蓋、紙製吸管等，但仍有提供塑膠匙羹。
負責人陳小姐說，有用木製及塑膠匙羹交
替使用，下月有新款外賣匙羹供應。外賣
餐具的成本較以往增加一倍，她期望餐具
成本可下調，減低商戶開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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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亮好客之都招牌
國慶節將至，由於今年是國

慶75周年，會有很多慶祝活動，內
地旅遊市場將更加火爆，香港亦
會因此受惠。旅遊業議會估計黃
金周期間將有115萬至120萬人次的
內地旅客訪港，較去年同期增兩
成，這不僅有助於提振香港消費
市道，亦是對昨日生效的士記分
制的有效檢測。

香港的士業長期良莠不齊，
被指濫收車資、拒載、兜路等亂
象層出不窮。記分制涵蓋11項相關
罪行，如果的士司機干犯相關罪
行被判罰款或定罪，同時會被記
分，若兩年內記滿15分，首次可被
停牌3個月，再犯可被停牌6個月。
另一方面，若乘客發現的士司機
涉及相關罪行，可記下涉案司機
名字、車牌號、發生時間及地點
等具體資料，向1823、警方或交通
投訴組投訴。

記分制是政府正視的士業內
問題的體現，相信對無良的士司
機會起到一定的阻嚇作用。但也
有不少人士指出，由於大部分的
士車廂內沒有安裝攝錄儀，記錄
司機行為，顧客若投訴，很可能

出現 「口同鼻拗」 、證據不足的
情況，難以將的士司機定罪。記
分制效果如何，有待進一步觀
察。有人建議特區政府推動的士
業界安裝攝錄儀和登記網約平
台，更有效解決問題。

世上沒有萬應靈丹，指望記
分制就可以一朝解決的士行業存
在多年的老問題，並不現實。要
讓記分制發揮最大效果，需要有
一系列配套措施，並根據實際運
作情況對措施進一步優化。解決
的士業亂象的根本之道，在於進
一步開放市場，鼓勵競爭，讓消
費者有更多選擇，通過市場力量
推動行業的優勝劣汰。

這是一個正在急速變化的世
界。旅遊市場在改變，顧客消費
模式及心態在改變，包括的士業
在內，香港的各行各業都要有危
機意識，都需要與時俱進。過去
一段時間內，香港旅遊業從硬件
設施到軟件配套方面是否有進
步，國慶節是試金石。香港要抓
住機會，以優質服務、全新精神
面貌，擦亮香港好客之都的金漆
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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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地區回收需要抓具體、重實效
由於各方面配套不足，特區政府早

前果斷擱置垃圾收費計劃，體現了實事
求是的施政作風。從目前香港已有三成
食肆完全 「走塑」 、環保署大幅增加
「綠在區區」 回收點，可見特區政府推

動的一系列鼓勵市民參與環保措施已收
到實效。環保永遠在路上，如何在擴大
地區回收網絡的同時，實現公共資源的
最優化配套，便利更多市民參與社區回
收服務，這是打造綠色宜居城市之關
鍵，也是這方面接下來的重點工作。

不少市民發現，近來身邊新增了俗
稱 「6仔店」 的 「綠在區區」 回收點，
大有 「梗有一間在左近」 的況味，為市
民配合回收帶來了方便。 「綠在區區」
是環保署推動回收的重點工作之一，回
收點由2018年的7個，增至2023年的160
個。今年5月暫緩垃圾收費後，環保署
將 「綠在區區」 回收點由200個增至800
個，這為香港提升垃圾回收及循環再用
打下更堅實的基礎。

但在回收網絡擴大的同時，坊間也
反映存在一些問題。首先， 「綠在區
區」 只回收單一物料，而現實中的棄置
物品多數由複合物料構成，這導致大量
生活垃圾無法回收。大公報記者帶了配
有膠手柄的不鏽鋼電水煲、塑膠晾衣架

連衣夾以及一把木柄餐刀等三件舊傢具
到九龍的一家 「綠在區區」 ，結果全被
拒收，原因是 「違反環保署的有關指
引」 。被問及如何處理拒回收的餐刀
時，對方回答 「掉咗去」 。相比之下，
現時私人回收商 「來者不拒」 ，不存在
「挑肥揀瘦」 的情況，碰到複合材料的

物品，私人回收商往往會自行拆卸。顯
而易見， 「綠在區區」 只回收單一物料
未必是工作人員嫌麻煩，而是有關規定
與現實脫節，不符合環保大原則。

第二個問題與第一個問題有關。立
法會早前公布的數據顯示，全港 「綠在
區區」 的垃圾回收量，只有全港固體廢
物回收量的1.1%，這個比例簡直低得可
憐。誠然，這是舊數據，未能反映 「綠
在區區」 回收網絡擴大後的新情況，但
不爭的事實是， 「綠在區區」 與私人回
收商的處理量存在很大的落差。這樣的
落差需要盡快收窄，否則市民難免質
疑，投放大量資源的 「綠在區區」 的存
在合理性何在呢？

公帑使用效率如何，正是大家最關
心的另一個焦點。 「綠在區區」 由環保
署資助營運，每一間店面不大，但營運
成本不菲，平均每年合約少則數百萬
元，多則數千萬元。有人計算過， 「綠

在區區」 平均回收一噸垃圾的成本，可
能高達數萬元，而私人回收每噸垃圾成
本，只有3000至4000元，兩者相差甚
遠。需要指出的是， 「綠在區區」 不僅
負責回收工作，亦承擔教育和推廣的功
能，這與私人企業的單純回收有所不
同，兩者可能無法直接比較。但不管怎
麼說，兩者成本相差懸殊，需要重視。

特區政府高度重視環保，有目共
睹；環保署加強地區回收，人人支持。
然而，有好的出發點並不夠，要有好的
規則和執行。細節決定成敗，如果說
「綠在區區」 剛推出時沒有經驗，一些

規定比較粗疏不難理解，但經過多年運
營、取得經驗後，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作
出調整，使政策更貼地、更符合實際。
對於坊間反映的一些問題，有關部門需
要盡快作出解釋，以釋眾疑。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國務院
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日前會見行
政長官李家超時，指出特區施政需要
「主動識變、應變、求變，積極穩妥推
進各領域改革，抓具體、重實效」 。環
保政策同樣要 「抓具體、重實效」 ，一
件一件抓落實，要讓市民看得見、摸得
着、體會得到。只有全社會共同參與，
環保政策才能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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