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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廢堆填零廢堆填有望有望20352035年前實現年前實現
謝展寰：有機會將已堆填廢物挖出來再焚化

之 環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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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及一波三折的垃圾徵費實施之路，謝展寰坦言，儘管
每個決定背後都有現實考量，暫緩實施亦是由該局主

動提出，但他的心情難免「複雜、有不開心」。他指垃圾
徵費在上屆特區政府任內已制定法例，今屆特區政府的責
任是繼續推行，「有意見指政府事前諮詢不足，其實當時
垃圾徵費已經是法例，並不能夠再諮詢大家法例要如何訂
立。」
就法案推行過程，謝展寰本人及相關政府部門均悉心參
與，向公眾釐清法例詳情。惟不少執行問題、細節在立法
階段無法預計，故4月推行「先行先試」計劃，卻發現更多
實施上的困難。「法例對前線清潔工人有很多要求，例如
要分揀指定袋，加大了他們的工作量。如果清潔工不小心
將白色袋交給垃圾車，也會觸犯法律，這對前線無疑是很
大壓力。」加上香港經濟未完全復甦，法例對餐飲業界造
成較大影響，種種客觀因素下，特區政府決定暫緩實施，
待措施優化再推行。

5月家居廚餘回收量激增
雖然垃圾徵費暫緩實施，卻已帶動全城市民對回收減廢
的空前熱情。謝展寰引述數據指，今年首半年「綠在區
區」收集的回收物，相比去年上升約六成。整體廚餘回收
總量亦大幅增加，以5月的家居廚餘回收量為例，是去年平
均數的八倍。
他說，特區政府會打鐵趁熱，繼續構建全民減廢回收文
化，增加廚餘及其他分類回收設施，特別是向年輕一代加
強宣傳，小手拖大手，影響全社會，其中「減廢回收在校
園 塑膠再生變資源」計劃已累計有約90萬學生參與。

垃圾徵費暫無時間表
至於何時重推垃圾徵費，謝展寰表示，暫無法提供時間

表，「這次經驗告訴我們，計劃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腿
就是計劃本身，另一條腿是足夠的社會接受度或是社會成
熟度，兩個都是關鍵。」特區政府會繼續擴大回收網絡。
同樣促進減廢的「走塑」措施效果明顯，據特區政府初

步統計，市民不要求提供外賣餐具的比例，已由4月時的三
四成，增至近期的逾八成，開始形成自帶餐具的文化。
香港的環境策略不僅有「全民減廢」，亦包括「資源循
環．零廢堆填」。謝展寰指，在垃圾處理方面，香港長遠
布局有三座現代化垃圾焚化發電設施，其中首座位於石鼓
洲的I．PARK1明年落成，每日垃圾處理量為3,000噸，規
劃中的I．PARK2預計每日可處理6,000噸垃圾，兩者加和
為9,000噸，仍少於目前香港每日產生約1.1萬噸固體廢物
量，但他對未來情況頗樂觀。「過去幾月廚餘收集量多了
許多，如果繼續加強回收，每日廢物少兩三千噸也不是不
可能，假設每日垃圾量減到7,000噸，我們的焚化處理有餘
量，是不是可以挖一部分堆填區的垃圾出來焚燒，釋放堆
填區土地。」

作為一項影響香港社會方方面面的舉措，垃圾

徵費雖然沒有如期實施，但香港特區政府推進減

廢回收的決心一如既往。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生

態局局長謝展寰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形

容，要落實垃圾徵費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條是計

劃本身的完善修訂，另一條則是足夠的社會接受

度。政府會繼續擴大回收網絡，增加回收硬件設

施，及加強宣傳教育。在減廢基礎

上，政府亦會繼續推進兩座現代垃圾

焚化發電設施建設，希望在2035年

以前實現「零廢堆填」，甚至有機會

將已堆填的廢物挖出再焚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戰略下，在環保
領域香港與內地有大量合作契機。環
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表示，香港正
與大灣區其他城市探索深化「無廢灣
區」交流合作，其中兩大方向是邊境

環境生態保護，以及資源循環產業。

加強生態保護 推動資源循環產業
謝展寰指，在生態保護方向，香港與深圳等

周邊城市配合已久，涉及保護深圳河、治理海
灣、邊境生態保育、空氣污染管制等，未來將
繼續加強協作。
「無廢灣區」的另一個方向是加速邁向碳中

和，推動資源循環產業建設。舉例環保園的一
間新興企業，主營電動車電池回收，該公司有

意進軍大灣區動力電池產業鏈，屬資源循環經
濟模式。他強調，將廢棄物品再處理變成資
源，是近年全球趨勢，「香港自身經濟結構，
不是很多元，但我們背靠祖國，國家有資金、
土地、人才優勢，一起規劃，一起發展，對大
家都有好處。」
另外，特區政府日前發表《香港氫能發展策
略》，氫能的發展應用亦是香港與內地合作雙
贏的領域。謝展寰表示，香港與內地發展氫能
源的情況無法簡單類比，國家有不同產業資源
可進行大力推廣，興建大型氫能基地、工廠，
香港因為資源、土地等限制，沒有大量生產氫
氣的條件，然而這個劣勢卻也是機遇，「國家
有這麼多氫能產品、技術，我們如何去利用，
做好香港的定位角色，幫助推廣，這個過程香

港也有得益。」同時，香港亦可作為用家，向
國家購買適合的氫能產品，幫助香港實現碳中
和。
他表示，氫能策略是發展方向，而非具體藍
圖，政府暫不會就氫氣使用量、氫能車數量等
訂立指標，暫沒有國家或地區將氫能作為主力
能源，「現時氫氣的價格非常昂貴，如果我們
就此定下目標，就會造成人為升高成本，未必
是最有利。」

2027年前擬建基本加氫網絡
他續指，政府計劃在2027年之前完成基本

加氫網絡構建，「希望香港、九龍、新界都有
加氫站，具體多少，要看市場配合。香港在這
方面有優勢，我們的煤氣管道中有一半的輸送
氣體是氫氣，相當於整個香港市區已經有了供
應氫氣的網絡，有煤氣的地方就可以抽氫
氣。」

港夥內地城市深化「無廢灣區」

環評程序耗時漫長，窒礙工
程進展，是香港以往城市發展
的一大難題。去年6月底，特
區政府完成優化《環境影響評
估條例》，環評程序所需的時

間由原來的36個月至48個月可縮短一半
至18個月至24個月。條例生效一年，其
中一個獲批的項目是位於落馬洲的新田
科技城計劃，研究階段共耗時24個月。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認為，一些環
保團體採取較傳統思維看待保育，「以
往的方式是我們劃出一個地方是濕地，
任由它自生自滅。」但政府改為積極保
育，容許進行人類活動，甚至可以產生
價值。
謝展寰表示，已有10個項目按新方式

進行環評，環評耗時 15 個月至 24 個
月，平均為19.7個月，符合預期。其中
一個獲批的環評項目是位於落馬洲的新
田科技城計劃，研究階段共用時24個
月，「按照以往經驗可能三四年都未必
完成，但這次僅用兩年，可見優化環評
程序後確實可以節省時間。」

荒廢濕地人類活動產價值雙贏
然而於新田科技城環評報告出爐後，受

到個別環保團體質疑，謝展寰認為，環保
團體與政府在該事件上的分歧主要在於濕
地保育的觀念，對方採取的是較為傳統思
維，「以往的方式是我們劃出一個地方是
濕地，任由它自生自滅。」
過往不乏濕地荒廢先例，恰恰是由於人

為介入不足，「但我們現在更新的觀念是
積極保育，對於這個地區提出具體的保育
要求、行動，同時可以進行人類活動，甚
至可以產生價值，例如進行水產養殖等，
一個地方有價值就不會慢慢荒廢。」
他指出，從法律角度，新田科技城規

劃已通過環評，一定會繼續推行，從環
保角度，亦是一次改良舊有做法的新機
遇。他認為，原有環評程序在港實行20
多年，不少工程持份者都認為程序過於
漫長，甚至是曠日持久，當年港珠澳大
橋亦是因環評和司法覆核而耽誤數年，
希望優化之後的環評程序更有針對性，
及平衡各種考量。

環評程序提速 政府積極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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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上任兩年來的經歷，環境
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笑言，每項
經手的工作都盡力做好，但無法
為自己評分，「我不會覺得自己
哪一方面做得特別好。評價這件

事，就留給大家。」至於諸多工作中最難忘的
項目，他認為是推廣漁農業，「也許是中國人
的基因，我特別鍾情農業，在和業界諮詢時，
與農友代表聊得很開心，出台《漁農業可持續
發展藍圖》我真心覺得很有意義，是一個特別
的經驗。」
謝展寰表示，以往漁農業曝光量不多，但始
終是香港長期存在的產業，至今仍有數萬人賴
以維生，故政府推出《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
圖》，幫助行業長遠發展，「主要是希望邁向
集約化、現代化，提高產值。」
他又特別提及今年3月正式成立的紅花嶺郊野
公園，成為香港第二十五座郊野公園。「坊間
誤以為，隨着香港城市擴張，郊野公園總面積
愈來愈小，但實際並非如此，我們陸續有新公
園開幕。」他引述旅遊平台評選出全球9個可持
續發展型旅遊城市，香港位列其中，其中一大
原因是香港有數量眾多的郊野公園，自然環境
維持良好，亦有遠足徑等設施，推薦喜愛行山
的旅客到訪，平台亦認可香港的減碳走塑措
施，處世界領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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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形容，落實垃圾徵費需要兩條腿走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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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座
現代化垃圾
焚化發電設
施將於明年
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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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香港特區政府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昨日在社交平台上載
「跨越兩周年繼續『民政幫到
你』」影片，回顧其成立兩年
來的工作成果，包括第七屆區

議會選舉順利完成，470位愛國愛港區議員於今年
1月1日就任；配合於2023年7月成立的「地區治
理領導委員會」及「地區治理專組」，從中央層
面加強統籌力度，積極回應市民的急難愁盼；由
民政事務專員擔任區議會主席及關愛隊總指揮，
全面提升地區治理效能等。

在凝聚社區資源、共建關愛社區的工作方面，
全港18區452隊關愛隊已於2023年第三季全面起
動，工作備受社會認同，而截至今年第一季，全
港關愛隊已探訪約9萬個長者戶同其他有需要住
戶，為市民提供約9,000次簡單家居同其他支援，
並舉辦約3,000項地區活動。

舉辦30項活動 增添社區活力
在提振地區經濟方面，自今年1月起，民青局
已在全港各區持續舉辦共30項多元活動，吸引大
量市民同遊客參與，增添社區朝氣活力，亦帶旺
多區商場同食肆。當中，龍騰觀塘新春夜巿活動

錄得80萬參加人次；九龍城美食潑水泰繽紛活動
為當區商戶創造約4,000萬元生意額；深水埗光
劍攻殼活動亦在幾天內創造超過1,000萬元生意
額，成功振興地區經濟。
在推廣同鄉文化，弘揚愛國、愛港、愛鄉精神

方面，今年4月已推出為期三年的同鄉文化推廣
計劃，已預留3,000萬元資助同鄉社團舉辦推廣
家鄉文化活動，短短一個月已批出39份申請項
目。
在推進婦女發展方面，已於2023年6月成立的
婦女自強基金，每年會撥款2,000萬元予婦女團
體及非政府機構推行相關項目支援婦女。至今已

批出145個計劃；並已設立婦女事務組及婦女事
務專員，專責推動婦女發展。
民青局強調，民青局團隊未來會繼續竭盡全
力，秉持「民政幫到你」精神，為市民解決急難
愁盼，共建美好和諧社區。

民青局拍片回顧工作 解決市民急難愁盼

◆民青局上載影片回顧成立兩年來的工作成果。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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