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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配套要補底 垃圾徵費待適應

●領取指定袋百分比

◆平均垃圾棄置量（公斤/日）
（與試行前比較）

■平均指定袋使用率（%） ▲回收情況與試行前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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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先試」局部見效 持份者提5改善建議

廚餘回收量兩年增一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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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議員提出減廢建議。

◆「綠在區區」去年收集超過
26,000公噸回收物。圖為上環
的「綠在區區」。

◆「四色桶」是最常見的回收設施。

◆「垃圾徵費」實施後，未用指

定袋包好棄置廢物將會被

罰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民建聯昨日公布的調查發
現，受訪市民普遍不清楚計劃細節、認為香港現時

仍缺乏足夠的回收設施，實施徵費會加重經濟
負擔，以及存在執法困難等問題。民建聯認
為垃圾徵費計劃對民生影響大，加上不
少執行問題難以妥善解決，建議特區
政府暫緩實施，深入研究如何優化
減廢措施，包括推動社會更廣泛應
用廚餘機、進一步增加回收點，
以及訂定更清晰細緻的垃圾分類
指引等（見表）。
民建聯分別於上月及本月合
共訪問了約1,560名市民對垃圾
收費的意見，兩輪調查的結果
幾乎一樣，逾六成受訪市民不支
持實施垃圾徵費，約四成人認為
不應該推行，逾三成受訪者認為
要再押後實施日期。根據調查和與
持份者訪談的意見，民建聯發現主流
民意認為執法困難，及對管理公司的執
行能力抱有懷疑，憂慮或衍生更大環境
衞生問題。受訪者又普遍認為政府準備不

足，包括向市民的宣傳教育、向持份者提供的執行指
引、增設回收設施和推動設置應用廚餘機等仍有不足
之處，若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實施，會加重市民及業
界的負擔。
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認為，將計劃暫緩可為政府提供更

多空間做好回收相關服務及基建，讓市民易於參與、更
容易接受徵費，「看到政府做了好多工作、很努力推行
計劃，但推動減廢涉及改善市民日常生活習慣及行為，
並非簡單之事，需要獲得大眾支持，而現時的減廢措施
不足，以懲罰手段推動環保並非唯一手段。」
他強調，徵費只是手段而非目標，應待做好減廢工作

令市民參與度提高後，再檢視需否用徵費手段。民建聯環保減廢建議
1. 具體謀劃未來發展藍圖
2. 推動社會更廣泛應用廚餘機
3. 進一步增加回收點
4. 訂定更清晰細緻的垃圾分類指引
5. 加強「綠在區區」公私營協作
6. 改革「綠綠賞」

7. 研究產品環保回收標籤制度
8. 制定環保回收再造業友善政策
9. 發展新型轉廢為能設施
10. 建立灣區綠色生態圈
11. 設立「環保教育專項基金」加強

公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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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營房屋及
私人住宅

（約880戶）

●94%-97%

◆ 約 1,500-4,000

（個別試點減少約
10%，其他相若）

■約20%-56%

▲個別試點新增廚餘回
收，其他各項回收量
相若；有居民將回

收物送往「綠在
區區」

三無大廈（約50戶）

●約80%-94%

◆約100-450（相若）

■約20%

▲不適用

商場（約155商戶）
●95%-100%

◆約20,000（相若）■約70%

▲個別試點廚餘回收量增加，個別
試點新增玻璃樽回收，其他各項回收

量相若

食肆（4間）

●100%

◆約600-6,000（個
別試點減少約10%，
其他則相若）

■約80%-100%

▲個別試點新增廚餘
回收和玻璃樽回收

院舍（2間）

●100%

◆ 約 2,600-3,500

（減少約10%-20%）
■100%

▲個別試點新增三色

回收桶、廚餘回收、
玻璃樽回收等，其他
各項回收量相若

政府大樓
●100%

◆約18,000（減少約10%）
■100%

▲回收類別亦由5種（廢紙、塑膠、
金屬、玻璃樽和充電池）增至8

種（增加四電一腦、光管/節
能燈管及小型電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僖、劉明）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及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將於下周一舉行聯席會
議，討論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結果和未來路向。立法
會各大政團，包括民建聯、工聯會、勞聯、新民黨和自由黨
均建議暫緩或押後。
民建聯議員、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劉國勳建議特區
政府應實事求是，按民意及實際情況調整政策，先暫緩推行
收費計劃，檢視有何改善之處，至時機及條件成熟再向立法
會報告回收減廢進度，屆時決定何時正式推行，而政府須積
極跟進減廢回收工作，包括加大宣傳教育，並續在社區增加
回收設施。
工聯會會長、立法會議員吳秋北認為，政府的報告全面地
反映市民意見及凸顯計劃的問題，須完善相關配套和做好公
眾教育，期望政府在現時經濟環境相對不明朗情況下，給商
界和市民一個緩解方案，考慮調節實施日期並訂立詳細時間
表，逐步落實計劃，並擴大試行屋苑數目，制定綠領產業的
發展藍圖。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副主任施麗珊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在分類回收設施和廚餘機仍未普及的情況下，建議政
府押後徵費，先普及分類回收和增加廚餘機，及教育市民哪
些物品可回收，哪些只能棄置，讓大部分市民先養成垃圾分

類回收習慣，
同時效法台灣地
區立法，規定市場
只能使用指定袋，禁止
其他膠袋流通，「市民沒
有其他選擇才會全面使用指
定袋，並為減少支出而盡量源頭
減廢，達至政策目的。」
香港物業管理行政及文職人員協會主席吳家業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垃圾徵費未能起到源頭減廢作用，「別說廚
餘機不足，無法減少廚餘垃圾，分類回收其實也徒具形式，雖
說是回收紙張、金屬、玻璃、塑料，但都只能回收指定種類，
很多包裝棄置物不符規格，市民送進回收箱的東西五花八門，
甚至包括熱感紙、過了膠的紙章、廚用紙巾……清潔工也難再
分類，往往也只是全部棄置。」他認為若在現階段實施垃圾徵
費，只會增加物管公司大量垃圾二次分類包裝的工作，需要額
外聘請人手，「現在勞動人手短缺，先不說增加人手成本，也很
難請到人做這些厭惡性工作。」
吳家業又透露，最近收到有業主反映，其屋苑沒有法團，

業主委員會沒有實際話語權，垃圾徵費法例還沒正式實施，
物管公司就增加了近15%管理費，引發業主的不滿。

據特區政府提交予立法會的報告顯示，在垃圾徵
費的14個試點當中，食肆、院舍、政府大樓領

取免費指定袋百分比達100%，商場及公私營住宅包
括「三無」大廈則約八九成以上。在指定袋使用率方
面，院舍、食肆及政府大樓基於管理層要求，一般全
部合規，商場亦約有七成使用率，惟住戶的使用率參
差，公私營住宅平均只有約兩成至五成多，「三無」
大廈僅約有兩成。

商場指定袋使用率約七成
實施垃圾徵費原意是鼓勵減廢，部分試點包括住

宅、院舍、食肆、政府大樓與試行前相比，垃圾棄置
量減少約一至兩成不等，廚餘、玻璃樽等回收物種類
及數量亦有增加，但其他試點的垃圾棄置量及回收量
未見明顯變化（見表）。
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務局邀請了試點所在地的區

議員協助進行問卷調查，收集不同持份者意見和試行

經驗，不同持份者均提出計劃有不足之處和擔憂。

居民感擾民 前線員工怕衝突
文件總括意見指出，不少居民反映垃圾收費擾民，亦

表示收費太貴加重負擔，更擔心法例生效後會增加四處
亂拋垃圾情況，尤其缺乏物業管理的「三無」大廈附近
和舊區，會產生市容衞生問題。不少居民又認為現時
廚餘收集點數量和覆蓋度不足，認為要加強回收配
套，須有便民的回收網絡，讓市民透過回收廚餘減少
棄置垃圾的費用。同時，不少市民不理解按袋收費對
減廢效用，覺得要預購指定袋包妥垃圾才可丟棄垃圾，
會導致使用更多膠袋，與減少塑膠的政策背道而馳。
前線清潔工大部分均表示要額外處理沒有用指定袋

包妥的違規垃圾，以致工作量大增及辛勞，且擔心實
施收費後會與違規居民產生糾紛甚至誤墮法網，更有
清潔工表示會因而轉職。
物管及清潔承辦商亦擔心難勸喻違規住戶，或引發

衝突及摩擦，並因垃圾收費需增加人手，認為應加強
宣傳，教育居民由源頭配合包括遵守法規和分類回
收。另認為指定袋設計欠佳，建議改善設計，便利員
工紮實袋口。
食肆員工指分類回收亦令工作量大增，原只負責洗

碗及倒垃圾，現要分類廚餘、玻璃、鋁罐等額外工
作，而食肆、商戶和院舍管理層則普遍表示垃圾收費
對經營成本構成壓力。

政府下周一交代政策路向
該報告未有交代政府立場，領導跨部門小組檢視

「先行先試」計劃結果的特區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昨
日出席一活動後回應記者提問時表示，下周一將在立
法會上交代未來政策路向。他和環境及生態局局

長謝展寰將出席下周一的立法會環境事務
委員會及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

委員會聯席會議，交代垃圾
徵費「先行先試」計

劃結果和未來
路向。

香港特區政府的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

昨日結束，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向立法會提

交報告，總結14個試點的情況，顯示住戶指

定袋使用率參差，住宅試點的平均只有兩成至

五成多不等，但個別試點垃圾棄置量有減少，

且增加了廚餘回收量。不過，各試點持份者指

出計劃有不足之處，包括指引和指示不夠清

晰，令巿民未有理解立法原意是推動減廢回

收，而廚餘桶等回收配套仍不足，指定垃圾袋

設計和質量亦欠佳，建議加強宣傳教育工作，

並增加回收配套和改善指定袋設計，和給予時

間讓巿民適應才落實收費計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萬霜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明）垃圾徵費「先行先試」計劃期
間進行的問卷調查反映各持份者都希望加強回收設施和配
套，特區政府環境及生態局在提交立法會的文件中表示，今
屆政府正加大力度提速加強回收配套，現時各處的廚餘收集
點已大幅增至超過1,100個，並正加強在公共屋邨安裝智能廚
餘回收桶，預期全港屋邨今年8月全面安裝有關設施。在政府
加強回收措施下，現時每日整體廚餘回收量達260公噸。
文件表示，環保署在食物工場、街市、熟食中心、批發市

場、醫院、政府設施、大專院校、學校午膳供應商、酒店、
商場、公共屋邨、私人屋苑等廚餘量較多的處所設收集點，
數目由2022年中約170個大增5.5倍至現有逾1,100個。
同時，該署2022年底差不多由零開始在公共屋邨安裝智能

廚餘回收桶，至今全港已有八成即171條公共屋邨安裝605個
智能廚餘回收桶，預計8月全港所有屋邨也完成安裝。署方又
於去年底開始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資助大型私人屋苑
安裝智能廚餘回收桶。同時，環保署開始為地舖食肆試行收
集廚餘，包括在食環署管理的垃圾站和餐廳密集區域設食肆
廚餘收集點，並在政府場所如「綠在區區」、垃圾站、公眾
街市設公眾廚餘收集點等，全力擴大廚餘回收網絡。
透過上述措施，家居廚餘回收量已由2022年7月時每日僅
1.4 公噸，大增至現時每日約55公噸，增幅約38倍，整體廚
餘回收總量由2022年每日135公噸增至現時約260公噸，增幅
約一倍。
特區政府並提速提效加強回收和源頭減廢，如持續擴展社
區回收網絡「綠在區區」，收集點由2022年7月約160個增至
現約有220個。去年中，環保署亦陸續在50個公共屋邨設
「綠在區區」回收便利點，覆蓋約120萬人口，至今有45間
已開始營運，預計全港公共收集點數目於8月增至約500個。
「綠在區區」去年收集超過26,000公噸回收物，較2022年
約20,300公噸升約三成。政府亦計劃訂立具共同法律框架的
生產者責任計劃條例草案，並陸續制定相關附屬法例，推進
涵蓋塑膠飲品樽和紙包飲品盒、電動車電池、汽車輪胎和鉛
酸電池等各項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提高有關廢物的回收率。

巿民不理解立法
原意是推動減廢回收，全
面實施亦無足夠監督，市民
或不守法，前線人員規勸恐
引起衝突

應加強宣傳教育居民，由源
頭配合包括遵守法規，

以及減廢和正確
分類回收

政府回收設施
及配套不足

先增加或加強回
收配套，要有便民
的回收網絡，讓市
民可透過回收廚餘

減少棄置垃圾
的費用

院舍有大量
廚餘，而日常垃圾如尿
片和防疫用品未能減少

增加鄰近院舍的回收配
套便利院舍進行回收，另
需要上門回收廚餘服務

的支援

指定袋
質量欠佳易爛，廚餘
較重並有魚骨等尖刺物，
會刺傷手及令指定袋易
穿，另外袋太淺難打結

建議改善指定袋質量和
設計，便利人員更易

紮實袋口

清潔及物管承辦
商要增加人手，且對違規
垃圾包底處理，營運成本上升

政府對屋邨物管包底違規情況
下提供津貼和補貼，另建議效法

其他地區的消費稅模式，
以每戶人頭徵收

垃圾費

問題1

建議1
問題2

建議2 問題3

建議3 問題4

建議4
問題5

建議5

◆◆前線清潔工認為前線清潔工認為
「「垃圾徵費垃圾徵費」」將致將致

工作量大增工作量大增。。

各試點持份者提出

各試點持份者提出55問題及改善建議

問題及改善建議

資料來源：環境及生態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