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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業：社署研豁免院舍垃圾徵費
本報報道引起迴響 署方迅速跟進重視業界訴求

香港垃圾徵費將於4月1日起實施，香港文匯報日前報道每日產生大量垃圾

的全港超過1,100間安老院、殘疾院舍，正為配合新措施發愁，原因是院友每

日消耗大量醫療用品、沾有排洩物的紙尿片等，這些垃圾都是院友維持身體機

能運作的必需品，減無可減，又無法循環再用，垃圾徵費後成本將飆升10

倍，估計大規模院舍一年或要增加數十萬元至上百萬元的開支。報道刊出後，

引起社會迴響，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昨日迅速約見安老業界跟進。與會的香港

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社署的態度正面及積極，非常

重視安老業界的訴求，會考慮業界提出的豁免垃圾徵費，或提高綜援長者每月

10元的垃圾徵費補貼等意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有關安老業執行垃圾徵費難的報道1
月17日頭版刊出後，社署反應快速，即日接

觸業界，並於昨日與安老服務業界開會商討相關議
題。昨日參與會議的李輝會後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那麼短時間內社會福利署便聯絡業界進行交流，
會議亦有副署長、副秘書長等高層官員出席，顯示
署方重視業界的訴求。」

倡增綜援長者垃圾徵費補貼
李輝表示，會議上署方主要解釋業界對新措施的
一些疑慮，以及聆聽業界的意見，署方在現場未有
實際的答覆，但態度積極正面，強調會考慮業界提
出的可行性建議。業界向署方指出，垃圾徵費的目
的是希望源頭減廢，以改變市民的生活模式，而院
舍產生的垃圾例如紙尿片等不能重用，根本無法減
廢。院舍業代表提出提高綜援長者的垃圾徵費補
貼、為院舍處理大型垃圾提供資助，甚至豁免向院
舍徵費等意見。

她引述指，環保署曾提出綜援及
長者津貼下每月10元的補貼能否應
付院友垃圾處理的額外開支，但她
解釋院舍長者每日需要換6次至8
次尿片，這些尿片體積大，佔用垃
圾袋較大空間，再加上院舍每日使
用的保護衣、頭罩等醫療廢物亦需
使用垃圾袋包裹，因此每位長者每
月的10元補貼不足夠抵消院舍的增加成本。李輝亦
擔憂院舍有否權利動用長者們這筆補貼，「院舍通
常無權用長者的津貼。」
對於業界的困難，李輝引述指，社署會循不同方

向研究跟進，包括豁免他們的垃圾收費，或提高綜
援長者每月10元的垃圾徵費補貼等。

研向院舍提供加厚加大垃圾袋
除此之外，李輝表示院舍用的大垃圾袋通常為60

公升至100公升，比較厚及強韌性，而政府提供的

指定垃圾袋較薄較細，她擔心會容易破爛，尤其是
裝着廚餘垃圾的袋。她引述社署回應指，或與環保
署商討提供一些專門盛裝廚餘垃圾、加厚及加大的
指定垃圾袋，李輝認為這個提議很好，可令除院舍
之外，如餐飲業也能受惠。她期望，社署和環保署
能於垃圾徵費實施前推出協助院舍的措施，亦冀有
更明確、清晰的指引，協助業界適應垃圾徵費。
與一般家庭的家居垃圾不同，全港超過1,100間

院舍，每間院舍的院友由數十至數百人不等，每天
都會產生大量各類醫療（如棉花、紗布、手套等）

和生活垃圾，此外院舍每天都要棄置殘舊的輪椅、
離院或去世院友物品等大型垃圾，以往送到垃圾站
即可，日後要額外購買指定標籤，安排人手綑紮
等，會產生更多開支，李輝估計大型院舍每月買指
定膠袋的開支或增加數萬元，每年增加數十萬元至
上百萬元開支，令院舍難以負擔。
額外開支增加，或將由院友埋單，李輝指出75%
以上院友需要靠政府補貼宿位費、微薄綜援生活，
若以用者自付原則，要求他們每月多用錢買指定垃
圾袋，會加重院友負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院舍界反映垃圾收費
政策造成的困難，在社區生活的殘障人士群體也有
同樣的困惑。據了解，特區政府官員將於本月26日

會見社福界，包括殘障人士團體，了解他們的疑
難。香港復康力量營運總監郭素珊昨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很多殘障人士需使用尿片，每天
需打針換藥等，產生大量含血、菌、排洩物等垃
圾，若按垃圾徵費計劃，這些醫療物料全部要用指
定膠袋裝好，會造成沉重的負擔。

尿片紗布難堆積家裏集中丟棄
郭素珊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不少殘障會員，以往

會將尿片、針筒、紗布等含菌、含血的用品，用紙
巾層層包裹，再用普通膠袋紮緊棄置，「如果規定
要用指定袋，那麼每天起碼更換六七次尿布，換幾
次藥，加上其他廚餘垃圾等，要十幾個垃圾袋。這
些有很重異味的棄置物，又不可能堆積家中、集滿

一大袋再丟棄。這對主要靠綜援生活的殘障人士而
言，實在會造成頗沉重的經濟負擔。」
她強調，殘障人士都十分支持特區政府今次的政

策，也支持減廢回收，但對垃圾徵費的執行細節有
很多困惑，「舉例有殘疾者詢問，想丟棄兩張椅
子，是否綑綁一齊就算一件，只需貼一張11元的標
籤，到垃圾站再綁一齊行不行？社工被問到答唔
到。又例如一些細長物品、例如廢棄的掃把，指定
膠袋無法完全包裹的，難道又要買個11元的標籤才
能丟棄？近日環保署官員回答需鋸開掃把柄再包
好，不能露在指定垃圾袋外。」
郭素珊說：「鋸開物品，對普通婦孺老幼都未必

做得到，何況殘障人士？」
為配合政策實施，不少市民都開始清掃家居雜

物，郭素珊指出，對於殘障人士而言，雜物難以運
至回收點，故促請特區政府安排各區關愛隊，協助
殘障人士在垃圾徵費前，清理家居大型垃圾，以及
為雜物分類回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勳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理解院舍界、殘障人士等，對垃
圾收費政策的實際困難。「改變市民的習慣需要時
間。新政策落地都會產生種種意想不到的問題，需
要不斷檢討、應對。但一定要堅持下去不斷完善，
盡快推動回收配套產業鏈完善，對全面推動香港減
廢回收意義重大。」
他直言，法例落地就需堅決執行，不應貿然豁免
一些群體，認為與其豁免部分群體垃圾徵費，不如
為他們提供部分資助購指定垃圾袋，「對一些有困
難的群體，特區政府可以提供部分資助買膠袋，若
有剩就形成獎勵，若垃圾太多、資助不足就自掏荷
包，變相形成獎賞機制，推動所有市民養成減廢回
收習慣。」

團體促關愛隊助殘障者清理家居垃圾

▶香港文匯報1月17日頭版刊出有關安老業執行垃圾徵費難的報道後，社署反應快
速，並於昨日與安老服務業界開會商討相關議題。 香港文匯報PDF版面

◆香港復康力量希望政府可趕在垃圾徵費實施前，
安排關愛隊協助殘障者棄置家居垃圾。 Fb圖片

▲安老院舍業代表建議提高綜援長者的垃圾徵費補貼、為院舍處理大型垃圾提供資
助，甚至豁免向院舍徵費等。圖為本港一間私人安老院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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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安老院舍反映，每天產生大量

生活、醫療垃圾，難以減負，盼望豁

免垃圾徵費問題，社會福利署昨與安

老業界代表會面，聽取意見，表示會

保持溝通。針對業界對垃圾徵費的困

擾，政府迅速約見、及時傾聽、加強

解說，有利於消除疑慮、減少擔憂，

但目前業界面臨的實際困難並未獲解

決，政府要與業界商討出切實可行辦

法，及時完善政策，確保垃圾徵費新

政順利實施。

垃圾徵費將於 4 月 1 日實施，不用

指定垃圾袋或標籤棄置垃圾，可被定

額罰款1,500元，屢犯者最高罰款5萬

元及監禁半年。除了物管、清潔行業

反映垃圾徵費新政細節不清、執行有

困難外，安老院舍亦憂心忡忡。

業界人士反映全港逾 1,100 間安老

院舍有三大困擾：一是新政無助減

廢。長者平均每日更換 6 至8 次紙尿

片等，這是每日必用、減無可減，反

而新政規定要用指定垃圾袋重新包起

小袋垃圾，會增加膠袋使用量，起不

到減塑作用，但工作量卻大增；二是

院舍經常會棄置大型垃圾，如廢棄輪

椅、桌椅、床鋪、去世院友物品等，

以往送到垃圾站即可，垃圾徵費後要

額外購買指定標籤、安排人手捆紮，

僅購買垃圾袋的開支就將飆升10倍，

估計大規模院舍一年或要增加幾十萬

至上百萬元開支；三是75%以上院友

都靠政府補貼宿位費、微薄綜援生

活，若以用者自付原則，要求他們每月

多花錢買指定垃圾袋，會加重院友負

擔，而政府向綜援長者提供每月10元的

垃圾收費補貼並不足夠。

安老院舍執行垃圾徵費新政遇到的困

難，殘障人士群體亦面對同樣困惑。有復

康機構人士反映，很多殘障人士需使用尿

片，每天需打針換藥等，產生大量含血、

菌、排洩物等垃圾，若按政府要求全部用

指定袋裝好，會造成不菲負擔，尤其殘障

人士普遍有經濟困難。實際情況顯示，雖

然社會各界都支持垃圾徵費政策，認同減

廢回收，但對垃圾徵費執行細節仍有不少

困惑，擔心誤墮法網。

政府迅速與相關業界接觸、及時傾聽意

見，有利了解業界憂慮，爭取共識解決困

難。例如，安老業界提出，院舍用的大型

垃圾袋通常較厚及韌性強，但政府指定的

垃圾袋較薄較細、擔心易爛， 社署表

示，或與環保署商討會否提供一些專門裝

廚餘的垃圾袋。政府注重傾聽、接納業界

建議，可讓更多業界受惠。

至於安老業界提出的資助建議，如提

高綜援長者的垃圾徵費補貼，為院舍處

理大型垃圾提供資助、最好將政府針對

公屋居民等的豁免費用政策擴大至院舍

業等，政府一時難以答覆，但必須要認

真研究、及時解決；同時政府要加強跨

部門協作，針對業界執行垃圾徵費新政

遇到的實際問題，更新、完善新政指

引，各方多走一步，讓垃圾徵費新政執

行更順暢到位。

廣納意見消除疑慮 完善垃圾徵費政策
警方昨日拘捕「正生會」4 名董事，並通緝已

離港的「正生會」創辦人林希聖和正生書院校長

陳兆焯等 3 人。案情指，林希聖和陳兆焯等人涉

嫌將3年多前籌得的5,000多萬善款轉移海外，涉

嫌串謀詐騙。此次案件性質嚴重，對本港慈善事

業及形象影響極大，削弱市民對慈善機構的信

心。案件反映本港對慈善機構監管鬆散，機構財

政不公開、內部管理不透明、監督不到位，衍生

眾多弊病，必須下決心訂立專門的法律和設定專

門監管機構，確保慈善機構的款項接受嚴格監

管、市民善款得以善用。

案情指，陳兆焯2020年在社交平台發起籌款，

最終籌得4,500萬元，但只有不足一成撥予正生書

院，這些捐款在同年至2023年間，有逾300次轉移

到陳兆焯及董事私人銀行賬戶，更在前年至去年間

13次將逾5,000萬元匯出境外。 「正生會」下屬的

正生書院，為濫藥青少年進行戒毒輔導，幫助學員

重歸社會，「正生會」曾經在市民心目中有着良好

形象。今次案件令人震驚，更值得反思的是，案件

犯案期長達幾年都未能發現並制止，反映本港對慈

善機構缺乏足夠監管。

根據立法會秘書處2020年提供的資訊，本港約

有9,200個慈善機構，但並無「慈善機構」的法定

定義，政府亦無專門規管慈善機構的法例或專責機

構，對慈善機構的監管分散在9個政策局和9個政

府部門。如慈善機構以公司形式註冊屬公司註冊處

監管，屬社團則由警務處監管；「賣旗」活動由社

會福利署監管，獎券則由民政事務總署監管，可謂

政屬多門。另外，若慈善機構申請獲免稅待遇，須

向稅務局提交年報及財務賬目，但根據現行法例，

即使該慈善機構涉及不當使用款項，稅務局亦無權

撤銷其慈善機構的地位，亦無權要求其採取糾正措

施；若慈善機構放棄免稅待遇，則政府部門和公眾

亦無法查閱和監察善款去向。正是這種鬆散的制

度，令對慈善機構的監管形同虛設，沒有一個部門

專責去查核機構賬目。

以今次出事的「正生會」為例，過去曾爆出不少

賬目混亂醜聞，曾被媒體質疑套取學生的綜援金去

運營其私人學校，被指剋扣學生的膳食津貼；更有

甚者，「正生會」曾被指動用善款在日本設立投資

公司，以及到外地經營色情業務等等，可惜最終都

不了了之。如今被揭發陳兆焯持續多年將「正生

會」善款轉往私人戶口、匯出境外，足見現時制度

對善款缺乏有效監管。

參考其他國家和地區，對慈善機構多有立法規

管。世界上公認最早的慈善法可追溯到英國 1601

年的《慈善用途法》，要求慈善組織應向慈善委員

會提交詳細的銀行賬戶和年度財務資訊，並全程接

受嚴格監管。美國則有獨立的監管委員會監督慈善

機構，規定機構每年需要仔細向政府匯報經營情

況，不能開展註冊範圍以外的商業活動，並有責任

接受獨立會計師的審計和第三方的監督。可以說，

通過一套完善的監管機制，令慈善機構資訊公開透

明，善款受到嚴格監管，才能取得公眾的信任。

由2003年至今，有多達5個本地公共機構曾提出

檢討慈善機構規管制度，包括申訴專員公署、廉政

公署、法改會、審計署和政府賬目委員會，均建議

設立更全面的監管制度。當中發改會曾於2013年

發布《慈善組織》報告書，明確建議慈善機構均須

註冊、註冊慈善機構的名單應可供公眾查閱、為慈

善機構採納一套特別的財務報告增加透明度等。特

區政府應認真研究、積極採納這些建言，提升香港

慈善事業的法治水準，令香港慈善事業發展更規範

化、制度化。

慈善機構法治化監督亟待提升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