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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委員  ：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梁志祥議員 , BBS, MH, JP 
  梁繼昌議員  
  尹兆堅議員  
  劉業強議員 , MH, JP 
  羅冠聰議員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 2017 年 7 月 14 日作出裁決，宣布梁國雄、
羅冠聰、姚松炎及劉小麗自 2016 年 10 月 12 日起被取消就職立法會議
員的資格，並已離任立法會議員的職位，無權以立法會議員身分行事。]  
 
 
出席公職人員  ：  議程第 I 項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4) 
  吳文傑先生  
 
  環境保護署  
  助理署長 (特別職務 ) 
  劉陳淑珍女士  
 
  環境保護署  
  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 
  區偉光先生 , JP 

 
環境保護署  
助理署長 (減廢及回收 ) 
黃漢明先生  
 
環境保護署  
首席環境保護主任 (社區關係 ) 
張承熙先生  
 
 

應邀出席人士  ：  議程第 I 項  
 

第一節 
 
公民黨  
新界西地區發展主任  
冼豪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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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公民  
副主席  
溫仲然先生  

 
個別人士  
周雪凝小姐  
 
新民黨  
社區發展主任  
劉聖雪小姐  
 
民主黨  
發言人  
張啟昕小姐  
 
個別人士  
黃宇翰先生  

 
環保進城   隽成發展有限公司及  
香港廢塑料協會  

環保進城創辦人及香港廢塑料協會副會長  
黃頴灝先生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政策副發言人  
劉鎮海先生  
 
山野拾遺  
發言人  
盧建民先生  
 
工黨  
社區幹事  
趙恩來先生  
 
個別人士  
曾焯文博士  
 
個別人士  
關潔文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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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領行動  
助理項目經理  
葉翠雯小姐  
 
香港公關顧問公司協會  
馮海容女士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副會長  
譚兆成先生  

 
環保協進會  
研發主任  
邱亦聰先生  
 
環保業職工會  
理事長  
陳培浩先生  
 
長春社  
公共事務經理  
吳希文先生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  
總幹事  
陳三才先生  
 
個別人士  
潘智生教授  
 
綠惜地球  
環境倡議總監  
朱漢強先生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工會  
主席  
區邦添先生  

 
全球化監察  
總幹事  
劉燕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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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環保協會  
環境管理總監  
連志偉先生  
 
低碳想創坊  
項目主任  
韓俊賢先生  
 
個別人士  
蘇綽熙先生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服務經理  
陳毅勤先生  
 
環保促進會  
高級項目經理  
蔡鎮鵬先生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公司  
副主席  
林國亮先生  
 
第二節 

 
個別人士  
王佐基先生  
 
獅子山學會  
項目總監  
陳鴻業先生  
 
個別人士  
趙寶琴小姐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會長  
陳志球博士  
 
個別人士  
趙家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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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工程商會  
會長  
甄瑞嫻小姐  
 
個別人士  
陳繼偉先生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貨運車從業員分會  
理事  
蕭德雄先生  
 
個別人士  
林安琪小姐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董事暨政策及研究委員會主席  
梁文傑先生  
 
現代管理 (飲食 )專業協會有限公司  
主席  
梁志偉先生  
 
自由黨  
副主席  
李鎮強先生  
 
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社區回收中心  
計劃主任  
李鎮威先生  
 
世界綠色組織  
行政總裁  
余遠騁博士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  
主席  
鍾汶斌先生  
 
特區清潔商協會有限公司  
秘書長  
楊昭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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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前線僱員總會  
副主席  
周玲華女士  
 
個別人士  
彭婉兒小姐  
 
環創社有限公司  
項目統籌  
盧愛華女士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盟  
劉藹琳小姐  
 
個別人士  
馬家寶小姐  
 
121C 回收社  
主席  
陳捷貴先生  
 
個別人士  
伍婉婷女士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  
主席  
譚志華先生  
 
中港澳環衛總商會  
總幹事  
羅健偉先生  
 
第三節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會有限公司  
葉文琪先生  
 
個別人士  
林啟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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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廢物回收處理網絡  
秘書  
盧智聰先生  
 
香港地球之友  
項目主任  
陳浩然先生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  
主席  
潘建良先生  
 
香港廢物管理學會  
副會長  
周治平先生  
 
朱凱廸新西團隊屯門組  
成員  
湯祖榮先生  
 
綠色和平  
資深項目主任  
馬子琪小姐  
 
清潔工人職工會  
組織幹事  
梁瑋晴小姐  
 
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陳健勤先生  
 
食物環境衛生署第一標準薪級員工分會  
主席  
陳博賢先生  
 
不是垃圾站  
成員  
梁德明先生  
 
香港清潔商會有限公司  
會長  
陳國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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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環飛躍動力  
召集人  
葉錦龍先生  
 
深青社  
計劃主任  
樊麟鳴先生  
 
北區婦女運動  
成員  
何舒恩女士  
 
關注石湖墟婦女權益小組  
成員  
鍾彩群女士  
 
關注石湖墟婦女小組  
成員  
石沛宇女士  
 
新界福傳大使  
成員  
譚乃中先生  
 
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  
成員  
楊芳女士  
 
倩慧舍  
成員  
古國和先生  
 
新界外判清潔工關注組  
成員  
林啟安先生  
 
天主教勞工牧民中心   新界  
成員  
謝旭雯女士  
 
個別人士  
余顯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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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石逸琪女士  
 
 

列席職員  ：  高級議會秘書 (1)1 
吳華翠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1)1 
潘耀敏小姐  

 
 
經辦人 /部門  

 
I.  聽取公眾對都巿固體廢物收費的擬議落實安排

提出的意見  
 

(立法會 CB(1)697/ 
16-17(01)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 "都巿固
體 廢 物 收 費 落 實 安

排 "提供的文件  
 

立法會 CB(1)978/ 
16-17(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就 "本
港引入都巿固體廢物

收費 "擬備的最新背
景資料簡介 ) 

 
與團體代表/個別人士及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不出席會議的團體/個別人士提交的意見書  
 

(立法會 CB(1)978/ 
16-17(28)號文件  
 

 香港大學羅惠儀博士
提交的意見書 (只備
英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29)號文件  
 

 香港大學侯智恒博士
提交的意見書 (只備
英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0)號文件  
 

 香港科技大學勞敏慈
教 授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只備中文本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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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978/ 
16-17(31)號文件  
 

 香港環保再造業可持
續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提交的意見書 (只備
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2)號文件  
 

 香港青年協會提交的
意見書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4)號文件  
 

 智在環保提交的意見
書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5)號文件  
 

 喜動社區發展網絡有
限公司提交的意見書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6)號文件  
 

 Hilda MAK 小姐提交
的意見書 (只備英文
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7)號文件  
 

 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
會提交的意見書 (只
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8)號文件  
 

 Smart Governance Lab
提交的意見書 (只備
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39) 及

CB(1)1016/16-17
(04)號文件  
 

 環保觸覺提交的意見
書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40)號文件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
劃關注大聯盟提交的

意見書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978/ 
16-17(41)號文件  
 

 嗇色園提交的意見書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1035/ 
16-17(14)號文件  

 鍾姍姍博士提交的意
見書 (只備英文本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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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代表/個別人士陳述意見  
 
  事務委員會聽取共 78 名團體代表/個別人

士就政府當局的都巿固體廢物收費的擬議落實安

排提出的意見。這些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的意見摘

要載於附件。  
 

(會後補註：秘書處在會議後接獲團體 /個

別人士就此項議題提交的 14 份意見書
( 立 法 會 CB(1)1035/16-17(01) 至 (14) 號
文件 )，並於 2017 年 5 月 31 日以電郵方式
把該等意見書送交委員參閱。 ) 

 
政府當局對所提主要事項的回應  
 
2.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4)("環保署副署長 (4)")
就團體代表 /個別人士提出的主要事項作出以下綜

合回應    
 

(a) 自 2017 年 3 月公布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的擬議落實安排後，政府當局一直與

不同持份者聯繫，徵詢他們對擬議安

排的意見。與首爾和台北市等鄰近城

市相比，香港在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方面一直落後，需要加快工作；  
 
(b) 在回收支援方面，環境保護署 ("環保

署 ")一直透過環境運動委員會和環境
及自然保育基金 ("環保基金 ")，為不同
住宅及工商業樓宇提供回收桶。有關

計劃現已覆蓋超過八成的香港人口。

根據其他城市的經驗，在實施廢物收

費時通常會減少公眾地方廢屑箱的數

目，避免出現濫用廢屑箱以逃避繳付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情況。回收桶的

數目亦會調整，以提升回收桶與廢屑

箱的比例。根據顧問研究所確定的一

套規劃參數，公眾地方的廢屑箱數目

會逐步減少 40%。在都巿固體廢物收
費按計劃最早於 2019 年實施前，回收
桶與廢屑箱的比例會由現時的 1:14 提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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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1:6，而公眾地方的回收桶數目則
會 逐 步 由 2 700 個 增 加 約 45%至
4 000 個；  

 
(c) 為加強回收廢膠樽，環保署會更着力

進行有關乾淨回收的推廣及教育工

作，務求令公眾明白保持可回收物料

乾淨非常重要，對可回收物料的回收

價值和可回收程度會有重大影響。當

局亦會提供外展服務，加強實地教育

工作，以及實地協助和支援物業管理

公司和居民實踐廢物源頭妥善分類及

乾淨回收。為增加 "綠在區區 "收集的可
回收物料的種類及數量，環保署正逐

步在全港 18 區發展 "綠在區區 "，一方
面深化社區層面的環保教育，另一方

面加強協助社區收集可回收物料，包

括電器及衣服；  
 
(d) 由於廚餘佔都市固體廢物的比例較

高，因此加強廚餘回收非常重要。首

間有機資源回收中心預期在 2017 年年
底/2018 年年初開始運作，每天可處理
200 公噸廚餘，而正進行招標安排的第
二間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則每天可處理

300 公噸廚餘。兩間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合共每天可協助把棄置於堆填區的廚

餘減少約 500 公噸；  
 
(e) 為了透過減廢政策及法例推動市民改

變行為，當局於 2009 年首次引入塑膠
購物袋徵費，並由 2015 年 4 月起將這
項徵費的適用範圍擴展至全港整個零

售業。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增

加須妥善收集和處理的各種可回收物

料的數量。高價值的可回收物料 (例如
金屬和紙張 )現時在私營市場的銷情不
俗，而環保署正逐步發展生產者責任

計劃，建立回收系統，把價值不高的

特定可回收物料轉為可再用的資源。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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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6 年，廢電器電子產品和飲品玻
璃容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賦權法例

已獲通過。正如在 2017 年《施政報告》
中宣布，政府會開展可行性研究，探

討如何為合適的塑膠產品容器引入生

產者責任計劃；  
 
(f) 在利便循規及執法方面，執法措施大

體上可分兩個階段推行。在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生效後的首 6 個月 ("適應期 ")
內，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的前線
人員會在廢物收集點以目視方式進行

檢查，查看他們所接收的廢物是否以

指定垃圾袋包妥或貼上大型廢物標

籤，並會拒收不符要求的廢物。當局

會對違例個案發出警告，亦會對性質

及程度嚴重的違例行為採取執法行

動。根據市民及物業管理公司的舉

報，當局會制訂私人樓宇 "違例黑點 "
名單，以便巡查和對違例者採取執法

行動。在適應期後，當局會採取嚴厲

的執法行動，亦會增加相關人力資源

以加強執法。當局會向在案發現場截

獲的違例者發出每張 1,500 元的定額
罰款通知書。如一個 3 人家庭每天使
用一個 10 公升的指定垃圾袋，該家庭
每月須繳付約 30 元的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因此，罰款水平會相當於約 3 年
收取的費用，應有足夠的阻嚇作用；  

 
(g) 在公眾教育和宣傳方面，其他城市的

經驗顯示公眾教育是成功推行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的主要因素。環保署會繼

續就落實安排諮詢不同的持份者。為

了提升公眾的意識及加深他們的了

解，環保署會以 "揼少啲、慳多啲 "為主
題進行重點宣傳活動，亦會與相關機

構如青年團體及學校合作舉辦不同的

宣傳和推廣活動；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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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雖然減廢責任應由整個社會共同承
擔，當局亦不建議豁免繳付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但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建議

照顧有經濟困難人士的需要。政府當

局正與相關的政策局及部門 ("局 /部

門 ")討論，以期求取平衡，務求透過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達致減廢時不會對弱

勢社群構成不必要的經濟負擔；及  
 
(i) 關於入閘費安排，部分團體代表關注

到，如私營廢物收集商的客戶未能依

時向他們還款或拒絕還款，或會衍生

現金周轉及壞帳問題。政府當局會以

開放態度考慮其他可行的安排及措

施，並會與有關的持份者繼續討論。  
 
3.  助理署長 (減廢及回收 )補充，食環署設有嚴
謹的合約管理制度，確保在路旁收集所得的可回收

物料得到妥善的處理。為方便現場監察，承辦商須

使用透明膠袋收集可回收物料，而該等膠袋應印有

"用作收集可回收物料 "的字樣。承辦商亦須提名垃
圾收集車輛運送該等可回收物料前往指定回收場

而非堆填區。該等垃圾收集車輛亦已安裝全球定位

系統作追蹤用途。承辦商會就收集所得的可回收物

料的數量及種類向環保署及食環署提供每月的數

據，作監察用途。  
 
討論  
 
推廣廢物源頭分類及回收  
 
4.  梁耀忠議員認為現時的回收設施不足。他

表示，政府當局在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前，應在

社區提供充足的回收設施，方便公眾從源頭將廢物

(包括廚餘 )分類，並加強收集可回收物料。他察悉
社會上對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意見不一。他詢

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該等意見，並重新考慮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的實施時間表。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
表示，政府當局充分意識到加強支援減廢及回收的

重要性，以配合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政府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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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實施不同的回收措施，並會繼續推出新措施推動

回收及減廢。  
 
5.  朱凱廸議員察悉在家居產生的廢物中，廚

餘佔一大部分。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實施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時提供指定廚餘回收袋。他亦要求

當局提供環保署於 2014 年進行的都巿固體廢物收
費試點計劃的報告及結果，以及關於回收業土地需

求的顧問研究的報告及結果。該項顧問研究會協助

政府制訂廢物回收及循環再造作業的土地支援措

施，以及檢討出租短期租約用地的招標安排。  
 

 
 
 
 
 
 
 
 
 
政府當局  

6.  助理署長 (自然保育及基建規劃 )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在 2015 年推出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
目 "，資助屋苑循環再造廚餘。截至 2017 年 5 月，
超過 30 個屋苑的資助申請獲批，涉及款額超過
3,000 萬元。申請獲批的屋苑中有超過 3 000 個住戶
已登記參加項目，透過設於屋苑的廚餘處理設施處

理經源頭分類的廚餘，而已循環再造的廚餘已超過

400 公噸。應主席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書面回
應，說明已採取或將採取甚麼措施，推廣及落實廚

餘循環再造的工作。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立法會
CB(1)1347/16-17(02)號文件，並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送交委員參閱。 ) 

 
 
 
 
 
 
 
 
 
 
 
政府當局  

7.  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環保署於
2014年在 7個住宅屋苑進行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試點
計劃，冀能更了解 3 種不同的廢物按量收費方案 (即
"按幢按重收費 "、 "按幢按桶收費 "及 "按戶按袋收
費 ")的運作安排。結果顯示 "按戶按袋收費 "較能體
現 "污者自付 "的原則和提供更有力的減廢誘因。即
使試點計劃實際上沒有徵收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該

計劃仍減少了約 10%至 15%的廢物。應主席要求，
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書面回應，說明環保署於 2014 年
進行的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試點計劃的結果及報告。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立法會
CB(1)1347/16-17(02)號文件，並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送交委員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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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助理署長 (減廢及回收 )表示，關於回收業土
地需求的顧問研究仍在進行，將需約 3 至 6 個月才
完成。環保署會於適當時候在網站刊載該項研究的

結果，供公眾參閱。  
 
9.  姚松炎議員表示，大部分團體代表認為當

局應加強從源頭減少及回收廢物方面的工作，並規

定製造商須承擔回收其產品包裝物料的責任，以免

過量使用包裝物料。姚議員及副主席詢問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引入包裝物料生產者責任計劃，藉此提供

經濟誘因，鼓勵製造商回收並循環再造零售店鋪收

集屬其產品的包裝物料。朱凱廸議員詢問《香港資

源循環藍圖 2013-2022》所載為不同種類的可回收
物料 (包括廢輪胎、廢木材、包裝物料及充電池等 )
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的進展如何。  
 
10.  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環保署正逐
步發展生產者責任計劃，以建立回收系統。就某類

物料引入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考慮因素包括估計會

少了多少廢物在堆填區棄置，以及法律可否清楚界

定擬規管的目標產品。政府當局會開展可行性研

究，探討如何實施針對合適塑膠容器的生產者責任

計劃。在 2016 年，廢電器電子產品和飲品玻璃容
器的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賦權法例已獲通過。至於減

少過度包裝的措施，政府當局會加強宣傳源頭減

廢，這是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政策目標。  
 
11.  潘智生教授回應朱凱廸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依他之見，政府當局長久以來一直認為有必要

實行生產者責任計劃及增設回收設施。他亦認為實

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將會是推動市民改變行為，

從而減廢的最有效方法，亦會為生產者、回收商及

市民提供誘因，實踐源頭減廢。他認為針對某些種

類的物料 (例如膠樽及膠袋 )的生產者責任計劃只是
配套措施。  
 
12.  許智峯議員、姚松炎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認

為，當局應將所得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回撥專為廢

物管理及回收等相關措施而設的帳目。許議員詢問

據政府當局的估計，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為政

府帶來多少收入。他認為估計帶來的收入可達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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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億元左右，並可使用這些款項支援社區回收計劃
及網絡的發展，以及加強支援本地回收業，例如支

援研究和發展活動及推出有關稅務和土地的優惠

措施。葛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加強推廣源頭減廢及回

收廢物。  
 
13.  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關於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的水平，當局建議將指定垃圾袋的收費

定於每公升 0.11 元，入閘費則定於每公噸 365 元或
395 元。由於政府當局會進一步考慮收費機制及入
閘費安排，因此現階段難以估計每年會收到多少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在環保方面的每年非經常開支

中，用於收集及棄置廢物的開支約為 27 億元，用
於回收的開支則約為 13 億元。政府當局會因應需
要按照既定機制尋求額外資源，落實與廢物管理及

回收有關的新措施。  
 
14.  梁美芬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如何協助市民

(特別是長者 )實踐廢物源頭分類及廚餘回收。她亦
詢問當局有何具體措施處置及回收醫療廢物。環保

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政府當局計劃加強外展服
務，以助加強實地教育工作，並實地協助和支援市

民實踐廢物源頭妥善分類和乾淨回收。在處理醫療

廢物方面，環保署已發出兩套工作守則，為醫院及

私家診所提供妥善處理及處置醫療廢物的指引。  
 
按指定垃圾袋收費及入閘費  
 
15.  關於收費機制，朱凱廸議員表示，多名團

體代表對擬議的入閘費安排表示關注，該安排規定

私營廢物收集商須預先繳付入閘費，然後由客戶分

攤入閘費。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考慮改用按預繳式

指定垃圾袋收費的模式。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
示，政府當局建議透過兩種主要的收費安排落實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一種是 "按預繳式指定垃圾袋收
費 "的安排，主要會適用於住宅住戶。另一種是 "按
堆填區及廢物轉運站處置的廢物重量收取入閘費 "
的安排，主要會適用於工商界。政府當局察悉建

議，並會以開放態度與相關持份者討論如何改良有

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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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經濟援助  
 
16.  朱凱廸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採取甚麼措

施，紓緩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對有經濟困難人士構成

的負擔，特別是會否有非政府組織提供社區資助計

劃協助有需要人士。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
雖然有需要人士不會獲豁免繳付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但政府當局正與相關的局 /部門討論，以期照

顧有經濟困難人士的需要，特別是部分團體代表提

及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計劃的受助人及領
取長者生活津貼的長者的需要。  
 
17.  潘智生教授回應朱凱廸議員的詢問時表

示，他會傾向支持政府當局在這方面為照顧有經濟

困難人士 (例如綜援受助人 )的需要而推出的任何
措施。  
 
透過相應調低差餉抵銷廢物收費  
 
18.  姚松炎議員認為應考慮透過相應調低差餉

抵銷都市固體廢物收費，亦應提供誘因鼓勵減少棄

置廢物。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所得的都市
固體廢物收費將成為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如有

需要，可用於日後推行環保及回收項目。差餉是香

港按照物業的應課差餉租值收取的其中一種間接

稅，與有關物業的廢物棄置量無關。此外，差餉隨

時間演變，現已成為政府一般收入的一部分，與收

集及處置廢物的開支沒有任何特別關係。在提供減

廢誘因方面，當局已推行多項措施，例如在社區回

收項目提供優惠券。由於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是建基

於 "污者自付 "的原則，因此不宜推出大規模的資助
計劃。  
 
執法措施  
 

 
 
 
 
 
 
 
 

19.  副主席、姚松炎議員及葛珮帆議員詢問日

後針對違反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規定的個案採取執法

行動時可能遇到甚麼困難，以及政府當局會採取甚

麼相關執法措施，以應對這些困難。姚議員詢問當

局會採取甚麼措施，打擊北區水貨客非法棄置大量

廢物的問題。朱凱廸議員詢問需增加多少人員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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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非法棄置廢物的問題採取執法行動。  
 
20.  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食環署的前
線人員會在廢物收集點以目視方式進行檢查，並會

拒收不符合要求的廢物。此外，環保署及食環署會

根據事故報告，在不同廢物收集點採取監察及執法

行動。政府當局會考慮加強在多層樓宇的個別樓層

和在棄置廢物 "黑點 "採取執法行動。當局亦會擬備
良好作業指引，供相關業界參考。至於需增加多少

人員採取執法行動，則會視乎落實安排的細節而

定。應姚松炎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提供書面回

應，說明當局採取執法行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以

及應對這些困難的相關措施。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的回應載於立法會
CB(1)1347/16-17(02)號文件，並於 2017 年
7 月 31 日送交委員參閱。 ) 

 
結語  
 
21.  主席詢問為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提交立法建

議的時間表。環保署副署長 (4)回應時表示，政府當
局會考慮團體代表及有關持份者的意見，並會在需

要時完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落實安排。政府當局

的目標是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於 2017 年第四季
提交立法建議，力求最快在 2019 年下半年實施有
關計劃。  
 
 
II. 其他事項  
 
22.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7 時 38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18 年 2 月 23 日  



附件  

環境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日  期： 2017 年 5 月 29 日 (星期一 ) 
時  間：下午 2 時 30 分  
地  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1 

 
聽取公眾對都巿固體廢物收費的擬議落實安排提出的意見  

 
團體 /個別人士提出的意見及關注摘要  

 

編號  團體名稱 /個別人士姓名  意見書 /主要意見及關注  

第一節  
1.   公民黨  

 
立法會 CB(1)1035/16-17(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2.   青年公民  
 

  雖然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 ("該計劃 ")的擬
議收費屬公眾普遍接受的水平，但政府當局

應為有經濟困難的人士提供經濟援助，並盡

早公布有關詳情。  
  關注針對非法棄置廢物採取執法行動的人手

安排；以及如何對私人住宅樓宇的違例者採

取執法行動的同時，盡量避免不必要地侵犯

個別住戶的私隱。  
 

3.   周雪凝小姐  
 

  為防止非法棄置廢物問題因實施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而惡化，政府當局應在實施該計劃

前，加強推廣廢物回收及社區資源分享的

措施。  
  政府當局應資助住宅樓宇 /屋苑為不同種類

的可回收物料增設回收設施。  
  當局應為個別住戶提供金錢報酬，鼓勵回

收，並紓緩該計劃對低收入住戶的財政影響。 
 

4.   新民黨  
 

  原 則 上 支 持 透 過 引 入 都 市 固 體 廢 物 收 費

減廢。  
  關注住宅樓宇 /屋苑的非法棄置廢物問題可

能因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而惡化，或會引

致環境衞生問題及居民之間不和。  
  政府當局應在實施該計劃前，提升住宅樓宇 /

屋苑的廢物分類及回收設施的處理量。  
 

5.   民主黨  
 

立法會 CB(1)1035/16-17(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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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團體名稱 /個別人士姓名  意見書 /主要意見及關注  

6.   黃宇翰先生  
 

  關注執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的人手安排，以

及環境保護署與食物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
在採取執法行動方面的協調。  

  為利便執法，個別人士如向當局提供證實有

違規情況的資料，應獲得報酬。  
  政府當局應澄清在該計劃下，使用非指定垃

圾袋會否犯罪。  
  政府當局應支援回收業回收家居廚餘。  
 

7.   環保進城    隽成發
展有限 公司及 香 港廢

塑料協會  
 

立法會 CB(1)978/16-17(0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8.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原則上支持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對低收入家庭及中小型企業 ("中小企 ")來

說，擬議收費水平過高。政府當局應考慮豁

免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 ")受助人及 65 歲
或以上的長者繳付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為協助個別人士及中小企減廢，並配合實施

該計劃，政府當局應增設回收設施及改善社

區回收網絡。  
  政府當局應在實施該計劃的首 3 年向市民免

費提供指定垃圾袋，作為過渡安排。  
 

9.   工黨    支持實施該計劃。  
  質疑政府當局是否有能力針對私人住宅樓宇

的違規廢物產生者採取執法行動。  
  由於多個回收商不願意接收住宅屋苑收集所

得的廢塑膠，政府當局應探討如何解決這問

題。  
 

10.   曾焯文博士  立法會 CB(1)978/16-17(03)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11.   山野拾遺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將對基層市民構成的

經濟負擔。  
  住宅樓宇 /屋苑應採用按個別住戶所棄置廢

物的重量收費的機制。  
 

12.   綠領行動  立法會 CB(1)978/16-17(05)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及立法會 CB(1)1016/16-17(04)號文件 (只備中文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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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香港公關顧問公司協會  
 

立法會 CB(1)1035/16-17(03)號文件  
 

14.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立法會 CB(1)1016/16-17(0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15.   環保協進會  
 

立法會 CB(1)978/16-17(07)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16.   環保業職工會  
 

立法會 CB(1)978/16-17(08)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17.   長春社  
 

立法會 CB(1)1016/16-17(04)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18.   關潔文小姐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將對有經濟困難的人

士構成的經濟負擔，以及三色廢物分類回收

桶 ("三色桶 ")收集的部分可回收物料最終棄
置於堆填區。  

  指定垃圾袋應以可作生物降解的塑膠或其他

環保物料製成。  
 

19.   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  
 

立法會 CB(1)978/16-17(09)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20.   潘智生教授  
 

立法會 CB(1)1035/16-17(04)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21.   綠惜地球  立法會 CB(1)978/16-17(3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及立法會 CB(1)1016/16-17(04)號文件 (只備中文
本 ) 
 

22.   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
工權益工會  

 

立法會 CB(1)1035/16-17(05)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23.   全球化監察  
 

  政府當局應在實施該計劃前推行更有效的措

施，例如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減少產生

廢物及改善回收率。  
  對低收入住戶而言，擬議的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過高。政府當局應將重點改為減少來自工

商業源頭的都市固體廢物。  
 

24.   商界環保協會  
 

  支持引入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政府當局應推出措施，提高市場對本港可回

收物料的需求。  
  指定垃圾袋應以在本地回收的塑膠製成，以

助建立循環經濟。  
  政府當局應澄清指定垃圾袋是可作生物降解

抑或僅屬 "可降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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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低碳想創坊  
 

立法會 CB(1)978/16-17(10)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26.   蘇綽熙先生  
 

  關注政府當局針對違規個案及非法棄置廢物

執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香港現時推廣

廢物分類及回收的措施不足。  
  由政府出售指定垃圾袋，等同與私營垃圾袋

製造商 /銷售商爭利。  
  政府當局應考慮在日後達到若干減廢目標

時，停止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27.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立法會 CB(1)1035/16-17(06)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28.   環保促進會  
 

立法會 CB(1)978/16-17(1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29.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有限
公司  

 

  政府當局應考慮為飲食界及相關業界提供稅

務寬免，以抵銷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政府當局應提供誘因，鼓勵商場裝設廚餘處

理 /回收設施，協助減少棄置工商業廚餘，並

設立區域回收中心，促進廚餘回收。  
  指定垃圾袋應耐用，足以防漏。  
 

第二節  
30.   王佐基先生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將對有經濟困難的人

士 (特別是沒有領取綜緩的長者 )構成的經濟
負擔。  

  政府當局應展開研究，探討不同可回收物料

現有的出路及在本地可以如何使用該等物

料，以期改善相關政策措施，提高回收率。  
 

31.   獅子山學會  
 

立法會 CB(1)1035/16-17(07)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32.   趙寶琴小姐    若有合適的回收設施可供個別住戶使用，極

大部分的家居都市固體廢物都可以回收。  
  當局應改裝垃圾收集站 ("垃圾站 ")，加入資

源回收的功能。  
  對醫療機構現時把廢物與可回收物料分類的

做法表示關注。  
 

33.   香港房屋經理學會  
 

立法會 CB(1)978/16-17(1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34.   趙家穎先生  立法會 CB(1)1035/16-17(08)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35.   環保工程商會  
 

立法會 CB(1)978/16-17(1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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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陳繼偉先生  立法會 CB(1)1035/16-17(09)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37.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
貨運車從業員分會  

 

  反對擬議的入閘費安排。根據該項安排，私

營廢物收集商須就棄置於堆填區或廢物轉運

站的廢物預先繳付入閘費。若私營廢物收集

商的客戶延誤或未有還款，該項安排便會為

廢物收集商帶來現金周轉及壞帳問題。  
  政府當局應增建廢物處理設施，轉廢為能。  
 

38.   林安琪小姐    為配合實施該計劃，政府當局應加強推廣回

收的措施，並為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多支援，

協助該等組織推出回收計劃。當局亦應加快

推行回收家居廚餘的措施。  
  當局應改裝垃圾站，加入資源回收及廢物分

類的功能。  
 

39.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支持實施該計劃。  
  為配合實施該計劃，政府當局應加強教育公

眾減廢及將廢物分類，並改善社區回收網絡。 
  當局應將收取所得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回撥

專為與回收有關的措施而設的帳目。  
  政府當局應鼓勵業界使用本地回收的物料，

以助建立循環經濟，並應加快興建和盡早啟

用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40.   現代管理 (飲食 )專業協會
有限公司  

 

立法會 CB(1)978/16-17(14)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41.   勞聯智康協會有限公司
  社區回收中心  

 

立法會 CB(1)1035/16-17(10)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42.   世界綠色組織  
 

  政府當局應盡快實施該計劃，並因應運作經

驗及遇到的問題微調該計劃。  
  當局應在每區設立地區聯絡小組，討論遇到

的問題及尋求可行的解決辦法。各個地區聯

絡小組可包括政府當局、樓宇 /屋苑的業主立

案法團、物業管理公司、區議會的代表及其

他持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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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
業員總會  

 

  政府當局應在實施該計劃前，就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以及廢物妥善處置 /分類的一般事宜

加強公眾教育。  
  關注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令住宅樓宇 /

屋苑 (特別是不設垃圾房的舊式樓宇 )的非法
棄置廢物問題惡化。  

  政府當局應為物業管理公司及清潔公司發出

指引，說明如何處理違規廢物產生者所棄置

的廢物。  
 

44.   特區清潔商協會有限公
司  

 

  當局應全面採用單一收費機制，按預繳式指

定垃圾袋及大型廢物標籤收費，以免造成混

亂，並使物業管理公司無須面對擬議入閘費

安排所帶來的財政風險。  
  政府當局應為物業管理公司及清潔公司發出

指引，說明如何處理違規廢物產生者所棄置

的廢物。  
 

45.   政府前線僱員總會  
 

  關注該計劃會增加食環署及其承辦商前線人

員的工作量，並導致市民對他們的投訴增加。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將對基層市民構成的

經濟負擔。  
  由於公共租住屋邨的租金已包含廢物處理費

用，因此該計劃會引致 "雙重收費 "的情況。  
 

46.   彭婉兒小姐  
 

  為達致減廢的目的，政府當局應制訂有效的

措施，全面處理生產者責任、消費者責任及

回收事宜。舉例而言，政府當局應強制規定

生產者須使用可回收物料製造某些產品，以

促進下游的回收工作。  
  政府當局應在實施該計劃前，確保有充足社

區回收設施。  
  在 2014年於 7個屋苑展開的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試點計劃的報告應該公開，供市民參閱。  
 

47.   環創社有限公司  
 

  政府當局應加強支援回收業，確保在該計劃

實施後，數量增加的可回收物料有足夠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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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關注家居照顧服務大聯
盟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將對有經濟困難的人

士 (特別是沒有領取綜緩的長者 )構成的經濟
負擔。  

  政府當局應豁免某些機構 (例如安老院舍 )繳
付收費，或降低其收費水平。  

  當局亦應豁免殘疾人士繳付收費，因他們無

可避免會生產大量醫療廢物。  
 

49.   馬家寶小姐  
 

  支持實施該計劃。  
  所有住宅樓宇 /屋苑應採用單一收費機制，按

預繳式指定垃圾袋及特大廢物標籤收費。  
  政府當局應設立專責辦事處，負責採取與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有關的執法行動，並在住宅

樓宇及街道上的非法棄置廢物黑點巡邏。  
  政府當局應加快就塑膠樽及包裝物料實施生

產者責任計劃，以及禁止在香港使用微塑膠

及即棄餐具。  
 

50.   121C回收社  
 

立法會 CB(1)978/16-17(15)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51.   伍婉婷女士  
 

  政府當局應設立專責辦事處，負責採取與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有關的執法行動，並加強教

育公眾減廢。  
  當局應檢討垃圾站的開放時間及地點，以及

垃圾收集車的服務時間，務求更切合市民的

需要。  
 

52.   香港廢物處理業協會  
 

立法會 CB(1)978/16-17(16)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53.   中港澳環衛總商會  
 

立法會 CB(1)978/16-17(18)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54.   自由黨  
 

  反對實施該計劃。  
  對 "雙重收費 "表示關注，因為政府差餉已包

含廢物收集費用。  
  關注政府當局針對違規個案及非法棄置廢物

執法時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本地可回收物

料缺乏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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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55.   余顯璧女士  

 
  政府當局應改裝現時使用率不足的垃圾站及

其他公共設施，加入資源回收的功能。  
  當局應支援推廣社區減少及重用廢物的計

劃，例如以物易物計劃。  
  當局應加強監察清潔公司的表現，確保他們

不會不當處理三色桶收集的可回收物料。  
  當局應理順與廢物管理及回收有關的工作，

交由單一部門負責。  
 

56.   香港環保廢料再造業總
會有限公司  

 

立法會 CB(1)978/16-17(17)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57.   林啟新先生  
 

  支持實施該計劃。  
  若有合適的回收設施可供個別住戶使用，並

推行社區資源分享計劃，極大部分的家居都

市固體廢物都可以回收或重用。  
  政府當局應改善三色桶的管理，避免出現處

理不當的問題，以挽回公眾對使用三色桶的

信心。  
 

58.   香港廢物回收處理網絡  
 

立法會 CB(1)978/16-17(19)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59.   香港地球之友  立法會 CB(1)978/16-17(20)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60.   香港物業服務公司協會  
 

立法會 CB(1)978/16-17(21)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61.   香港廢物管理學會  
 

立法會 CB(1)1016/16-17(0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62.   朱凱廸新西團隊屯門組  
 

  為達致減廢目的，政府當局應制訂有效的措

施，全面處理生產者責任、消費者責任及回

收事宜。  
  該計劃應設有基本廢物棄置額，若個別住戶

的每日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不超過訂明限

額，該住戶便無須繳付任何都市固體廢物收

費。  
  政府當局應推出措施，提升本地回收業界的

作業能力。  
 

63.   綠色和平  
 

立法會 CB(1)978/16-17(22)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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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清潔工人職工會  
 

  政府當局應增加食環署前線人員的人手，以

應付實施該計劃所產生的額外工作量。  
  當局應向食環署及其承辦商的前線人員發出

指引，說明如何處理違規廢物產生者所棄置

的廢物。  
  政府當局應加強監察清潔承辦商的表現，確

保他們妥善處理三色桶收集的可回收物料。  
 

65.   香港綠色策略聯盟  
 

立法會 CB(1)1035/16-17(11)號文件 (只備英文本 ) 
 

66.   食物環境衛生署第一標
準薪級員工分會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

問題惡化，增加食環署前線人員的工作量，

並導致市民對他們的投訴增加。  
  對 "雙重收費 "表示關注，因為政府差餉已包

含廢物收集費用。  
  對社區缺乏家居廚餘回收設施，而當局亦未

有就包裝物料實施生產者責任計劃感到失

望。  
 

67.   不是垃圾站  
 

  政府當局應改裝垃圾站，加入資源回收及分

享的功能，並就這方面推出試驗計劃。  
  政府當局應以可負擔的價格提供土地，作發

展本地回收業用途，並向市民公開有關為支

援回收業而進行的土地需求研究的報告。  
 

68.   香港清潔商會有限公司  
 

立法會 CB(1)978/16-17(27)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69.   西環飛躍動力  
 

立法會 CB(1)978/16-17(25)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70.   深青社  
 

立法會 CB(1)978/16-17(26)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71.   北區婦女運動  
 

立法會 CB(1)1035/16-17(13)號文件 (只備中文本 ) 
 

72.   關注石湖墟婦女權益小
組  

  香港基層市民在狹小的空間生活，而且奔波

勞碌，難以為利便回收而在家中將廢物分類。 
  劏房租戶受居住環境的空間所限，需把廢物

棄置於公眾地方的廢屑箱。若在實施都市固

體廢物收費後減少廢屑箱的數目，會對他們

造成不便。  
  關注本地可回收物料缺乏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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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新界福傳大使    當局應延遲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直至已

立法推行強制廢物源頭分類及已擴大本地回

收網絡。  
  政府當局應以可負擔的價格提供土地，作發

展本地回收業用途。  
 

74.   關注石湖墟婦女小組    香港基層市民奔波勞碌，難以為利便回收而

在家中將廢物分類。  
  政府當局應為殘疾人士及長者提供方便的回

收設施，並推廣社區資源分享。  
 

75.   北區就業問題關注組    當局應把收取的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投放於為

基層市民提供新的社會服務。  
  除了資助領取綜援人士外，當局亦應豁免正

領取其他政府資助的人士繳付都市固體廢物

收費。  
 

76.   倩慧舍    反對實施該計劃。  
  對 "雙重收費 "表示關注，因為政府差餉已包

含廢物收集費用。  
  政府當局應就包裝物料推出生產者責任計

劃。  
  當局應容許市民以可回收物料免費換取指定

垃圾袋。  
 

77.   新界外判清潔工關注組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

問題惡化，增加食環署前線人員的工作量及

流失率，並導致市民對前線人員的投訴增加。 
  政府當局應解釋食環署的前線人員應如何處

理違規廢物產生者所棄置的廢物。  
 

78.   天 主 教 勞 工 牧 民 中 心  
  新界  

  關注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會令非法棄置廢物的

問題惡化，並會增加食環署承辦商前線人員

的工作量。  
  當局應理順與廢物管理及回收有關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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