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天水圍婦女關注垃圾徵費小組 

致 立法會垃圾收集及資源回收小組委員會  

2017 年 1 月 16 日會議 

關於「社區垃圾在地處理」意見書 

區區有回收 資源不外流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成立於 2007 年，為紮根天水圍的非牟利社會服務團體，提倡居民直接參與，發

展互助支援網絡。天水圍婦女關注垃圾徵費小組由一群居於天水圍的市民組成。本小組成立於 2013

年，除關注垃圾徵費政策外，亦積極跟進社區及全港垃圾處理政策，有否將垃圾視為資源加以善用，

長遠令香港可持續發展。 

 

垃圾徵費、生產者責任制、「綠在區區」等設施，為市民帶來連串生活及社區環境上的影響，但在缺

乏配套設施及政策輔助下，我們擔心改善社區環境質素的責任，將轉嫁前線工人、非牟利團體及家務

勞動者。我們認為政府現時應先推動以下各項工作，方能符合民間就社區資源在地利用的實際需要： 

 

1. 厲行乾濕垃圾分類，直接推行「按戶按量」收費 
審計署指出，本港過去 10 年廚餘量不斷增加，環保署更嚴重低估小蠔灣廚餘廠造價，由原先預

算 4.9 億元飈升至 16 億元，而該廠每日只處理 200 公噸廚餘，此數量還遠未及每日 3,382 公噸

的廚餘量。 

 

為應對龐大家居廚餘量，我們認為必須全港切實執行源頭垃圾乾濕分類，讓廚餘不進堆填區/焚

化爐。現時的政府方案提倡用三年過渡期來達至「按戶按量」收費目標，期間「按幢」收費方式

亦可接受。我們擔憂的是，在欠缺誘因、無人手監管、過渡時間長等前提下，「按幢」收費將無

助源頭減廢，更會妨礙推動垃圾分類，打擊市民對整體政策執行的信心和決心。因此當局應盡快

立例要求全港執行乾濕垃圾分類，配合社區垃圾站配套更新，推行「按戶按量」的收費模式無需

過渡期，以達預期的減廢目標。 

 

2. 社區垃圾站提供回收設施及加強配套，提高減廢誘因 
我們建議住宅及商廈垃圾收集站增設小型回收品加工機器，如：壓膠機、碎紙機、廚餘堆肥筒/

廚餘機等，提高回收效益﹔大型垃圾收集站應增加回收品種類(如區分廚餘、家具、不同型號的

塑膠等)及提高收集次數﹔大型垃圾站同時亦須確保回收筒設計便利指引清晰、設定指定回收時

段及安裝閉路電視，以配合垃圾徵費推行，並讓市民建立良好分類回收習慣。 

 

此外，我們認為政府應讓「垃圾有價」。政府應帶頭推出奬勵性質的有償回收計劃，當市民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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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時應給予奬勵。譬如設立具體減廢目標時間表，採用計分制，回收達某個數量便可換領日用

品，如：廁紙、百潔布、現金券等，鼓勵市民回收，提高減廢誘因。 

 

3. 真正「綠在區區」，讓資源回流社區 
三色回收筒物料因不當使用被污染、沒有送交回收商、位置不便監察等，令市民對回收成效失去

信心。據我們日常觀察，若無經濟誘因及主題特色，「綠在區區」勢必淪為社區大白象工程。 

 

我們建議將「綠在區區」發展成為具主題的資源循環試點項目，善用車隊服務，擴大其回收功能。

譬如車隊定時定點到各屋邨收集二手家具電器，為有需要市民提供環保家具配對服務，舉辦「二

手換物墟」、「社區維修站」，結合當區回收、升級再造、社區互助理念，讓資源回流社區支援基

層，同時帶動綠色就業。如個別「綠在區區」回收地點接近民居者，亦可增設「社區剩食銀行」，

鼓勵食物捐贈。我們認為上述建議既可回應市民需要，同時可善用「綠在區區」空間及車隊資源，

真正落實社區教育為本，垃圾當區回收處理的政策理念。 

 

4. 盤點閒置官地，支持城市農耕活動助社區減廢 
我們建議政府全面盤點閒置官地，支持城市農耕活動助社區減廢。如邀請當區非牟利團體以短期

租約方式，借用閒置官地作有機堆肥種植用途﹔促請康文署增加「社區園圃計劃」撥地，增設有

機堆肥區，吸納城市廚餘及園林廢物，並提供完熟堆肥作種植用途﹔在市區綠化規劃上，增加「食

用地景」(edible landscape)比率，以有機堆肥方式耕種蔬果、食用花、香草等﹔鼓勵房署邀請

當區非牟利團體，活化屋邨花槽、荒廢魚池、綠化天台等空間，改建成社區菜園、香草園、食用

花園、魚菜共生水池等。上述措施可讓每區都有作為小型廚餘堆肥及社區種植的示範點，藉支持

城市農耕活動吸納市區廚餘，推廣惜食文化，打造低碳社區。 

 

我們希望 貴會充分考慮市民的角度及需要，並將上述意見切實反映於社區資源在地處理的相關政策

審議過程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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