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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人員的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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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編號 問題編號 委員姓名 總目 綱領 
S-ENB01 S0036 陳婉嫻 44 (2) 空氣 
S-ENB02 S0058 范國威 44 (2) 空氣 
S-ENB03 S0039 郭偉強 44 (1) 廢物 
S-ENB04 S0037 麥美娟 44 (3) 噪音 
S-ENB05 S0038 麥美娟 44 (1) 廢物 
S-ENB06 SV008 胡志偉 44 (1) 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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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1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36)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没有指定 

綱領： (2) 空氣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 

根據答覆編號 ENB159，當局會否考慮與內地有關部門商討，在「區域空氣監測網絡」下監測更多空

氣污染物，例如微細懸浮粒子(PM2.5)或一氧化碳(CO)？如會，詳情為何；如否，原因為何？ 

 

提問人： 陳婉嫻議員 

 

答覆： 

粵港兩地環保部門正研究優化現有的「區域空氣監測網絡」，當中包括考慮在監測站加入微細懸浮粒

子和一氧化碳的監測。當有定案時，我們會公佈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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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2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58)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2) 空氣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 

1. 在答覆編號 ENB186 及 ENB187 中，當局透露新界東南堆填區的臭味投訴連年增加，當局有否評

估這是否緩解措施無效造成的惡果？有否考慮關閉新界東南堆填區以根治問題？另外，異味監

察隊外聘的是甚麼專業人員？本年度的開支會增加 70 萬，原因為何？ 

 

2. 當局又提到在大赤沙消防局設置監測  PM2.5 的儀器，可否書面提交這半年以來監測的數據？ 

 

提問人： 范國威議員 

 

答覆： 

1. 為了進一步減少堆填區對鄰近地方的影響，當局已在堆填區內外實施多項紓緩措施，以盡力減

低廢物運送與及堆填區運作期間的氣味情況。此外，當污泥處理設施在2014年年底全面投入運

作後，帶有氣味的污泥將不會運往堆填區處置；以及立法會已於2014年1月22日通過修訂《廢物

處置（指定廢物處置設施）規例》，改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用途，只接收建築廢物，可根治源

自都巿固體廢物和其他廢物的氣味問題。待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獲得財務委員會批准後，

政府將確定此修訂法例的實施日期，屆時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潛在氣味問題得以全面解決，而使

用堆填區的車次亦將由每日約 1 000 架次減少至每日約 500 架次，進一步改善環境衞生及氣味問

題。 

 

所有監測隊的成員，都需要接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專業訓練，通過嗅覺靈敏度測試後成

為認可的氣味監測員。上年度的開支涉及約八個月的氣味監測工作，我們預算本年度將會全年

進行，因此涉及的開支會比上年度有所增加。 

 

2. 環保署在大赤沙消防局天台設置一部監測環保大道微細懸浮粒子(PM2.5)水平的儀器，在 2013 年 

9 月 18 日正式開始全面監測，為期 12 個月。截至 2 月底，取得的數據結果與香港其他一般空氣

監測站所錄得的數據相若(見附件)。部分數據(截至 2013 年 11 月 30 日)已應西貢區議會轄下的房

屋及環境衞生委員會及監察區內環保設施專責小組要求提交及於 2014 年 1 月的會議上討論，詳

情可參閱以下網址： 

 http://www.districtcouncils.gov.hk/sk/doc/en/committee_meetings_doc/SK_hehc_2014_020_T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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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3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39)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没有指定 

綱領： (1) 廢物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議員問題編號：)： 

根據答覆編號 ENB211，環保園第一期內有一個租戶因未能根據租約規定開展其回收再造業務，而被

政府啟動法律程序終止其租約，當局是否知悉該租戶未能開展業務的原因？及當局會如何處理收回

的土地？ 

 

提問人：郭偉強議員 

 

答覆： 

 

根據有關環保園租戶的租賃協議規定，租戶須於協議生效後一年內開展其回收再造業務。可是，自

該協議租賃期於 2009 年 8 月 15 日開始以來，該租戶在廠房規劃、設計及建造等的進度均十分緩慢。

儘管當局盡力提供協助，但該租戶在廠房以及操作程序上一直未能達到有關法例的要求，亦未能取

得廢物處理條例牌照。由於該租戶遲遲未能履行租賃協議的規定，基於有效運用土地及維持招標公

平性的原則，當局已開始啟動法律程序終止其租約。當局收回有關土地後將會重新公開招標，以用

作回收再造本地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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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37)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3) 噪音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 

就答覆 ENB221 中，第二部份答覆裏提到已完成加建的隔音屏障包括 4. 青荃橋 (荃灣及青衣) ，政府

有統計受惠於屏障的居民數字，但政府有沒有統計有幾多居民因屏障興建後而噪音增加了？註：自

有關屏障建成後，附近屋苑投訴該工程令屋苑受噪音影響。 

 

提問人： 麥美娟議員 

 

答覆： 

在青荃橋加建隔音屏障的目的是減少附近民居包括青衣長安邨受青荃橋過量交通噪音影響。而為避

免加建的隔音屏障反射噪音到位於長安邨對面的其他民居(包括盈翠半島)，隔音屏障採用了吸音物

料；相關的環境報告亦顯示附近民居不會因為青荃橋加建隔音屏障而增加交通噪音。路政署在隔音

屏障工程進行前及完成後，分別於 2010 年 9 月及 2011 年 1 月在盈翠半島量度了噪音，數據顯示工程

完成後的噪音水平並沒有高於工程進行前的數值，亦未超逾《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建議的 70 分貝

(A) 。因應居民的關注，本署於 2013 年 9 月再在盈翠半島覆檢交通噪音情況。數據亦顯示噪音水平

並沒有超逾工程進行前的數值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建議的 70 分貝(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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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5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0038)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廢物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 

就答覆編號 ENB214 第三部份答案中，政府表示會致力改善廢物設施附近的環境及社區設施，並特別

提到為偏遠鄉村供水。就此政府會否考慮為離擬建之石鼓洲焚化爐僅 500 米的大浪村提供食水供

應。 

 

提問人： 麥美娟議員 

 

答覆： 

就大浪村提供食水供應的訴求，當局有跟進及研究。由於人均成本高昂，水務署暫時沒有計劃進行

供水工程，但會密切留意地區發展和人口數字，及其他需要考慮的因素，適時檢討計劃的可行性。 

 

環境局會設立地區聯絡小組，讓在毗鄰石鼓洲擬建之綜合廢物管理設施附近社區的代表與政府、營

運商及業界專業人士共同監察設施在興建及運作階段的具體情況，並跟進和回應社區的訴求和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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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 2014-15 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S-ENB06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SV008) 

總目：  (44) 環境保護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1) 廢物        

管制人員：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 環境保護署署長 (王倩儀) 

局長： 環境局局長 

問題 (議員問題編號：)： 

因應議員對廚餘回收的疑問，並考慮到廚餘可提煉成生化柴油，請當局提供資料，說明會否推行措

施，鼓勵生化柴油廠營運者參與廚餘回收，以提升廚餘回收市場的經營能力。 

 

提問人： 胡志偉議員 

 

答覆： 

 

環境局於 2014 年 2 月發表《香港廚餘及園林廢物計劃 2014–2022》(計劃)，為處理廚餘及園林廢物

提出策略框架、具體目標、政策措施和行動時間表。 

 

有關計劃提出了多項事宜，其中包括香港須興建一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網絡，以期在2022年前達致

所訂的減廢目標。為加強香港分類及回收廚餘的能力，我們歡迎私人機構參與。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第一期及第二期會以既定的「設計、建造及營運」安排推展。我們歡迎所有私人機構(包括生化柴油

廠營運者)參與回收及處理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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