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區湧現「三無」舊衣回收箱涉牟利
無機構名無聯絡方法無准許書 疑將衣物轉售東南亞等地區

新春前不少市民大掃除，棄舊迎新，香港各區此際湧現大量來歷不明的舊衣

回收箱。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於長沙灣、美孚、石塘咀一帶直擊，發現不少

「三無」舊衣回收箱，即無標示負責機構名稱、聯絡方法，以及地政總署不反

對通知書。一些回收箱即使附有機構資料，但不反對通知書的有效期已過。街

坊們不知就裏，照樣棄置舊衣。有曾從事綠在區區的地區人士指出，目前全港

只有4間機構在各區放置「社區舊衣回收箱」，懷疑「三無」回收箱「假環

保、真牟利」，將收集的舊衣轉售到東南亞圖利，要求特區政府加大執法力

度，或者擴大綠在區區附有回收舊衣職能。 ●香港文匯報記者洪澤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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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工聯會多名立法會議員及區議員
趁昨日年初二以「激活經濟循環，力保民生就業」
為題，向財政司司長表達對新一年香港經濟發展、
民生保障、公共財政管理的願望願景。工聯會期望
特區政府新一份財政預算案，要重點關注本地就業
質量惡化趨勢；「減赤」時應避免削減對基層及弱
勢群體的支援，而是以提升效益、創新思維的方
式，收窄政府開支與收入的差距。

冀工務工程撥款審議門檻降至3000萬
工聯會副理事長、區議員丘燿誠，副理事長、立

法會議員鄧家彪、陳穎欣，副秘書長、區議員陳善
明，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梁子穎等提出多項建議。
在應對公共財政挑戰方面，工聯會建議在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成立「工務工程效益成本管理研究小
組」，檢視和督促政府做好工程成本把關工作。為
管控好工程成本，工聯會建議調低現時要求工務工
程撥款超過5,000萬須交立法會財委會單獨審議批准
的門檻，下調至3,000萬，以加強監察力度；研究更

多採用國家標準；研究使用中央或直接採購模式採
購物料等。
工聯會並建議檢視各政策局、部門及公營機構

的資源運用，善用「第三部門」，助政府部門提
升行政效率、節省開支，集中資源做好重點工
作，例如委聘勞工組織協助提供勞工服務，釋放
政府部門資源，調撥到防止工業意外等更迫切的
項目上。
在長者乘車優惠方面，工聯會認為有助鼓勵長
者出行增加社交；有利釋放長者勞動力等，故不認
同將之削減，而是以更精準的方式控制支出，例如
針對「長車短搭」，要求巴士公司實施分段收費，
在巴士落車處加裝拍卡機，並要求長者下車時必須
拍卡才可以享受乘車優惠。

建議增設「雙職媽媽免稅額」
促優化強積金制度動力方面，工聯會要求政府兌

現為低收入的僱員及自僱人士代供強積金、調整供
款入息上下限及增設「保證回報高於通脹」產品的

承諾；擴大「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試行計劃」範圍至
全港，並擴至中三，鼓勵更多婦女重投社會工作；
為有需要而未能輪候資助託兒服務的在職父母提供
支援，並增設「雙職媽媽免稅額」，刺激已育婦女
重新投入勞動市場；期望政府調整長生津申請入息

要求，以釋放長者勞動力。
工聯會又期望政府推出更多政策支援青年置業上
樓，如推出「青年未來置業儲蓄計劃」，參加計劃
的青年每月供款購買政府債券，到期時提取本金和
利息轉為「首期」，並獲得選樓權。該計劃以專項
專供保證房屋供應，並有明確清晰的儲蓄計劃及可
以預見的上樓時間，有助鼓勵青年上進，主動儲
蓄，組織家庭。

工聯會倡「減赤」勿削長者乘車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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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到長沙灣、美孚
新邨、石塘咀周邊，發現街頭「三

無」舊衣回收箱依然無處不在，箱身沒
有注明所屬機構，有部分市民不知實
情，繼續將舊衣棄置在回收箱內。
在長沙灣元州街與長發街交界處，記
者發現路邊放置兩個深綠色舊衣回收
箱，高度大約兩米，箱體寫有「舊衣物
回收箱」字樣。

專人定期收走箱內舊衣
附近屋苑保安員陳先生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其中一個回收箱已擺放十餘天，
還以為是政府所擺放，「有看到街坊使
用，不過也是每日收集一次。」附近便
利店職員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本周二
（28日）看到有人擺放回收箱，並有專
人定期來收集箱內的舊衣。
記者之後到美孚新邨，僅在街邊發現
一個深綠色舊衣回收箱，外觀與長沙灣
所見的回收箱相近。林婆婆曾於美孚新
邨眼見兩粉、一灰、一綠共四個「三
無」舊衣回收箱，「最近兩日開始被清
理，現在只剩這一個。」她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之前並不知道此類回收箱屬
「三無」性質，並形容該類舊衣回收箱
擺放位置十分方便，吸引不少市民使
用，「我有時候拿（舊衣）下來就隨手
一扔了，真的很方便。」
美孚居民余太太就十分醒目，長期將
舊衣投放至地政總署認可的回收舊衣機
構。她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容許「三
無」舊衣回收箱的存在可能污名化合法
的回收，令人不敢隨意將舊衣扔入回收
箱，「希望政府做多一些宣傳，幫助大
家醒目點。」
除此之外，記者於石塘咀山道天橋附

近，發現有舊衣回收箱獲地政總署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但時限已過近一個月，
仍未有相關部門清理該回收箱。
根據規定，在政府土地上放置任何舊

衣回收箱前，必須向民政事務總署申請
社區舊衣回收箱計劃，否則即屬非法佔
用政府土地。在該計劃下，目前只有四
個機構：香港地球之友、基督教勵行
會、救世軍及長春社，在全港各區共放
置187個「社區舊衣回收箱」。
同時，有部分機構會向地政總署申請

「不反對通知書」，獲暫時擺放在政府
土地上，以繞過申請「社區舊衣回收箱
計劃」，惟「不反對通知書」有期限，
記者就發現有機構逾期佔用官地。

盼起訴違法偽造准許證機構
曾經營綠在區區門店的普門基金會主

席李月民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相信「三
無」舊衣回收箱的主要目的為牟利，不
少二手衣物被收集後，二次銷售至菲律
賓、印尼、巴基斯坦等地，以獲取暴
利。該做法無疑令以濟貧、幫助弱勢為
目的舊衣回收活動被污名化，「令到很
多市民寧願丟到垃圾桶，都不想捐給回
收機構。」
他建議特區政府擴大舊衣回收機構的

認可名單，並容許綠在區區等機構回收
舊衣，以杜絕「三無」舊衣回收箱的存
在。除此之外，他希望政府不僅應積極
清理市面上「三無」舊衣回收箱，亦應
尋求法律途徑，起訴相關違法且偽造准
許證的機構，「要讓市民知道什麼行為
是合法的。否則有些機構會用一些蠱惑
的做法，貼張紙就扮合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洪澤楷）近日多
區出現「三無」的舊衣回收箱，立法會
議員鄧家彪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三無」舊衣回收箱的出現，反映特區
政府部門的執法力度不足，但若要政府
部門巨細無遺地巡視全港各區情況，所
花人力物力未必符合成本效益，建議特
區政府完善舉報機制，做好公眾教育，
令市民有能力分辨可疑的回收箱，舉報
協助政府執法，並適時放蛇，懲治背後
的運營商。
民政事務總署「社區舊衣回收箱計劃」

由2006年起推行，現時主要由香港地球
之友、基督教勵行會、救世軍及長春社
4間機構所管理。近期突然出現的「三無」
舊衣回收箱並不屬於民政事務總署「社區
舊衣回收箱計劃」下的指定管理機構。市
民現可於該計劃官網查詢相應放置地點，
避免錯誤投放至非法回收箱。
地政總署回應表示，該署和食物環境
衞生署於本周二（28日）曾展開執法行

動，移除非法放置的回收箱。總署又
指，署方容許合資格申請人士及機構透
過「街站通」網上平台申請暫時佔用政
府土地，以舉辦非牟利和非籌款活動，
但有關申請並不可用於放置舊衣回收
箱。
署方表示，留意到有申請者利用該平
台獲取「不反對書」，署方會撤銷違規
者的「不反對書」並採取適當的執管行
動，包括通知相關人士盡快移除違規的
回收箱和騰空土地。
鄧家彪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三無」
舊衣回收箱出現與否關鍵是政府的執法
力度。近期政府相關機構可能受公眾假
期影響，放鬆執法力度，導致大量「三
無」舊衣回收箱在市區出現，他建議政
府完善對該類回收箱的舉報機制，有關
部門亦應適時檢視「社區舊衣回收箱計
劃」中指定管理機構的運營水平與回收
效果，假若效果欠佳，可適當增加市場
化運營機構，而非清一色非牟利機構。

議員倡完善舉報機制 可放蛇懲治幕後黑手

●圖為長沙灣元洲村出現懷疑假衣物回
收箱。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圖為參加社區舊衣回收計劃的回收
箱，合法擺放。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市面出現懷疑假衣物回收箱，圖為石
塘咀環保署許可回收箱但許可證已過
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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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是「申遺」成功後首個春節，
全球華人和外國人士都喜氣洋洋地參與慶
祝活動。全國各地慶新年的文旅活動火
爆，老字號年貨銷量亦飆升。值得注意

的，是「00 後」青年族群踴躍參與這個

傳統節日。在香港，新春氣氛也毫不遜

色，新年花車巡遊、煙花匯演等都吸引了

八方旅客，年初一入境旅客人數創疫後新

高。春節得到國際社會重視，香港應把握
時機，擔當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
使命，向海外弘揚新春節慶文化，向外展
示萬家團圓、社會包容、重視家庭情感的
中華優秀價值，搭建中外文明對話的橋
樑。

春節蘊含和平、和睦、和諧的價值追求。

我國2023年起着手推動春節「申遺」，至

2024年12月4日「春節─中國人慶祝傳統

新年的社會實踐」成功通過評審，列入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

作名錄，其內容包括楹聯習俗、年畫、廟

會等全國各地的春節文化習俗。

「非遺」所包羅的，全是人類文明的瑰

寶，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在入列「非遺」

之前，春節已為世界所普遍接受，有近20

個國家將春節作為法定節假日，全球約五

分一的人口以不同形式慶祝春節，至近年

聯合國也將春節列為假日。春節慶祝活動，
除了展現歷史悠久的習俗之外，更不斷吸
納結合現代文化藝術的發展，不斷創新。

在內地的春節廟會中，有AI剪紙；今

年中央電視台的「春晚」節目，有運用機

器狗表演的創意融合舞蹈，也有武打巨星以

太極武術結合絢麗的電子布景展現中國傳統

書法美感；視頻網站嗶哩嗶哩也開設「春

晚」專頁，直播春晚，吸引常訪這平台的青

年透過「彈幕」功能留言進行互動，用海量

的互聯網對話為春節活動進行新的演繹，呈

現活潑非常的氛圍。以上種種活動，無不蘊

含着我國科技和資訊網絡的實力，也證明了

科技的實踐，是離不開人文情懷的內涵。春

節文化與現代生活模式的結合，印證跨世

代、跨國界對話空間的存在。

作為「申遺」成功後首個春節，今年「非

遺」年味遊的熱度空前高漲。內地旅遊平台

最新數據顯示，自1月1日以來，「春節旅

遊」整體搜索量同比上漲 328%，其中「非

遺」相關搜索量同比增長 174%，充分顯示

了消費者對「非遺」文化的濃厚興趣和熱情

參與。不少顧客更傾向於打卡「非遺」體驗

活動，計劃一個地道的「年味遊」。

入列「非遺」，春節的「中國風」吹遍
國際社會，作為弘揚中華文化平台的香港，
須持之以恒，繼續展現中國多彩的文化。例
如年宵、車公誕市場等類似廟會的市集，裏
面售賣的貨品、進行的表演，還有轉風車、
求籤等宗教儀式，當中蘊含的中國文化典
故與故事引人入勝。讓海外朋友認識，不
單同享歡慶，更可打破隔閡壁壘，促成文
明互鑒。

福蛇迎春，家和年豐。期望香港能夠運用

「申遺」成功的春節，搭建一條文明對話的

橋樑。

用春節搭建文明對話的橋樑
中國DeepSeek開發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迅速熱

爆全球，在人工智能研發處領先位置的美國，由
最初感到震撼在短時間內轉為擔憂，限制Deep-
Seek的聲音又甚囂塵上。DeepSeek 憑藉高效低

成本的優勢，可讓更多個人、企業和國家分享科

技進步的紅利，受到更廣泛的歡迎和支持。美國
不汲取濫用保護主義的教訓，抱持技術封鎖的狹
隘思維，阻擋不了中國科技進步、與世界互利合
作，只會讓美國重蹈覆轍，加速「美國製造」由
盛轉衰。
DeepSeek橫空出世，各方評價其性能較之當

前美國最先進的ChatGPT有過之而無不及，而
研發成本只有ChatGPT的五分之一，且僅用了
較正常少得多、受美國出口限制的降級版芯
片。這種「低成本、高效率」的模型開發模
式，不僅顛覆了人工智能發展路徑的傳統認
知，更對美國相關科技龍頭企業的發展前景、
市場行情帶來衝擊，於是美國政界、商界對
DeepSeek的態度急變。

獲特朗普提名出任商務部長的盧特尼克，聲稱

美方會堅定阻止援助中國發展人工智能，又在無

任何證據的情況下質疑DeepSeek竊取美國技術；

白宮發言人萊維特聲稱，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已經開始對DeepSeek展開調查，評估對美國國家

安全可能造成的影響，OpenAI 回覆媒體查詢表

示，中國的公司一直在試圖複製美國領先人工智

能公司的模型，公司將採取反制措施，並和美國

政府合作，保護他們的知識產權。有媒體報道，

美國官員正探索對英偉達Nvidia擴大出口禁令的

可能，禁止向中國出售可用於研發和運作AI軟件

和服務的H20晶片。有分析指出，DeepSeek隨時

會成為TikTok後下一個遭美國打擊的對象。

如今科技日新月異，中國企業在多個領域都

取得長足進步，華為、大疆、TikTok等大批中

國優質企業茁壯成長。美國為保障自己企業的壟
斷利益，對中國企業的技術封鎖變本加厲，制裁
打壓層出不窮，效果卻適得其反，中國企業不僅
沒有被打垮，反而越挫越勇，而美國的技術領先
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則每況愈下。事實一再證明，
美國搞保護主義得不償失。

早在上世紀2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瓊斯法

案》，即《商業航運法案》，出發點是保護美國

造船工業和美國航運業，形成與國際競爭對手的

有利競爭態勢，但最終成為保護主義害國害民的

範例。在《瓊斯法案》保護下，美國造船工業不

愁國際競爭，缺乏質量、成本、技術改進的壓

力，不思進取下，一百年下來，美國造船業和航

運業早已瀕臨滅絕。近一點還有更讓美國人痛心

的例子。波音、英特爾曾是美國製造業巨頭，美

國政府基於國安及經濟等理由，給予諸多特殊待

遇，維持波音、英特爾的市場壟斷地位，導致這

兩家巨頭一味追求厚利、忽視技術創新，導致如

今波音、英特爾陷入危機、回天乏術。

人工智能作為 21 世紀最具革命性的技術之

一，正在深刻改變人類社會。DeepSeek發展出
低成本高效率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新路徑，打破以
雄厚資金、尖端硬件構建的技術壁壘，並以開源
模式讓更多新興國家能夠獲得高質量的人工智
能，連美國企業也能從中受益，共同實現高質量
發展。反觀美國排擠對手的保護政策，後果只會
限制自己的發展空間，削弱自己的創新領導力，
最終阻礙美國進步。

濫用保護主義限制DeepSeek 加速「美國製造」衰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