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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貢區議會 

2016 年 7 月 5 日會議文件 
SKDC(M)文件第 174/16 號 

 
環境保護署就 SKDC(M)文件第 145/16 號的回應 

 

 

要求政府加強支援本地回收業 

綜合回覆 

 

環境局在2013年5月發表《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2013–2022)》(《藍圖》)。

《藍圖》分析香港廢物管理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並為未來十年的廢物管理制訂

整體策略、目標、政策和行動計劃，以應對香港的廢物問題。我們已訂立整體

目標，以期在 2022 年或之前令本港人均都市固體廢物棄置量減少 40%。政府會

繼續優先加強推行《藍圖》所載策略，推廣減廢和循環再造，以可持續的方式

應付廢物管理方面的挑戰。我們亦會適時推行各項措施，以切合公眾追求優質

生活環境的期望，並在過程中充分諮詢相關持份者。 

 

2.  回收業作為落實《藍圖》的重要持份者，政府一直高度重視業界的長遠

發展。舉例來說，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已在 2013 年 8 月成立，並

由政務司司長擔任主席，監督跨部門工作，以制訂更實事求是的政策，從而提升

業界技術和確保他們暢順運作。有關的措施於下文簡介 ： 

 

一. 提升回收業 

 

回收基金 

3. 由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成立，總額為十億元的回收基金於 2016 年 10 月

6 日正式啟動，並開始接受回收業界申請，以協助業界提高作業能力和效率，從

而推動回收業的可持續發展，促進廢物回收再造，把廢物轉化為資源。回收基金

設有兩項計劃，分別為「企業資助計劃」及「行業支援計劃」。前者為個別企業

提供項目配對基金，協助它們提升和擴充在本港的回收作業而後者為非分配利潤

組織提供資助，用以推行有助提升回收業的整體運作水平和生產力的非牟利項目。

由包括專家學者、富商業管理及社區服務經驗人士，以及工商業協會的代表組成

的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會就回收基金的整體管理事宜，包括申請和審核的安排、

監察機制等，向環境局局長提供意見和建議。我們會繼續與不同的持份者溝通，

透過回收基金為業界提供適切支援。回收基金諮詢委員會已完成審核首批回收基

金的申請，並支持批出共 29 項申請，涉及的資助金額約為 2,80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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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支援措施 

4.   政府會繼續發展位於屯門的環保園，以業界可負擔的租金，提供長期土

地予循環再造業，以鼓勵業界投資更先進的技術及增值工序。此外，政府一直有

提供專供回收業界競投使用的短期租約用地，為業界提供租金相宜的土地資源，

支持回收業的發展。目前專供回收業界使用的短期租約土地共有 31 幅，佔地約

4.4公頃。租約的固定租期由 6個月至 7年不等，土地面積由約 70平方米至約 5 000

平方米不等，適合不同規模的回收業使用。長遠而言，環保署已委託顧問公司進

行回收業土地需求的研究，完善中長期的土地規劃以支援回收業。有關的研究會

為回收業界的土地支援措施提供建議，將有助提升回收業的運作及回收業的可持

續發展。 

 

乾淨回收運動 

5.  由於回收物料的清潔程度會直接影響回收再生的成本效益，因此環保署

正推展「乾淨回收」運動，通過社區項目及教育宣傳，動員全民參與，深化乾淨

回收的訊息，藉此提升回收物料的回收量、質素和價值，從而提升回收業的營運

效益。 

 

6.  環保署會繼續通過多方面的支援措施，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提升資

源回收再造，促進綠色循環經濟。 

 

二. 鼓勵全民參與 

 

7.  為支援本地回收業，環保署會加強教育及推廣，以提高社會各階層對減

廢、廢物源頭分類及乾淨回收的意識。 

 

社區參與環境保護活動計劃 

8.  環保署、18 區區議會、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及民政事務總署自 2012

年起合力推行「社區參與環境保護活動計劃」(計劃)，在社區內推動惜物減廢等

環保活動。今年度環保署繼續向 18 區區議會提供每區 20 萬元撥款及技術支援推

行此合作計劃。 

 

惜食香港運動 

9.  政府透過推行「惜食香港運動」，鼓勵市民改變生活習慣，從源頭減少

廚餘，工商界推廣減少廚餘的良好作業守則，並推行「咪嘥嘢食店」計劃，鼓勵

餐飲業界為顧客提供不同食物份量選擇並採用適當措施避免及減少廚餘；政府亦

會繼續支援非政府機構向工商界收集剩餘食物，轉贈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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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在區區 

10.  政府正逐步在全港 18 區推行「綠在區區」計劃，以加強地區的環保教

育並支援回收項目。首兩個項目「綠在沙田」及「綠在東區」已分別於 2015 年

5 月及 8 月開始運作。西貢區的項目經諮詢區議會後已確定選址，我們會繼續進

行有關規劃工作。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11.  政府亦透過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基金)，資助本地非牟利機構推展與環保和

保育議題有關的教育、研究及技術示範等項目和活動，藉這些項目和活動，增加市民

大眾對環保的認識，鼓勵市民在行為和生活方式上作出改變，從而促進環境保護及達

致可持續發展。就減廢、回收而言，基金資助不同的社區廢物回收及環保教育活動，

例如收集處理廢塑膠、廚餘及進行學校現場派飯項目等
1
。 

 

12.  環保署會與相關持份者繼續全力鼓勵全民參與減廢回收，推動「惜物減廢」

的環保文化，從而將環保與大眾的日常生活結合，減少浪費，減低對堆填區造成的壓

力。 

 

三. 完善法例及優化政策 

 

13.  為鼓勵全民身體力行參與減廢，推動行為改變，政府會完善法例及優化

相關政策。就推行都市固體廢物徵費而成立的跨部門工作小組現已開始督導和統

籌各項籌備工作，我們的目標是在 2016 至 17 立法年度內，把所需的立法建議擬

備妥當。另一方面，政府正逐步落實生產者責任計劃。塑膠購物袋收費已於 2015

年 4 月 1 日全面擴大至整個零售業界。立法會已分別於 2016 年 3 月及 5 月通過

關於廢電器電子產品及飲品玻璃容器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的賦權法例，我們會

加緊擬備相關的附屬法例及完成其他配套措施。政府亦會研究其他產品應否納入

生產者責任計劃，以推動有關產品的循環再造和妥善棄置。 

 

  

                                                      
1
 社區廢物回收項目 - 將軍澳街坊聯會有限公司獲基金資助在西貢區推展廢塑膠回收活動項目－「及

時膠」源頭分類回收計劃。機構定時在區內不同地點設置攤位推廣減廢回收，並收集廢塑膠以安排循

環再造。 

 
屋苑廚餘循環再造項目 - 日出康城(首都)獲基金資助，完成設置廚餘堆肥設備，推行屋苑廚餘回收循

環再造計劃，以鼓勵居民參與廚餘回收，並提升他們對減少廚餘及廚餘回收的認知。 

 

學校現場派飯項目 - 基金資助學校加裝設施以推行現場派飯，以減少浪費食物及避免使用即棄飯盒和

餐具，其中西貢區的天主教聖安德肋小學、仁愛堂田家炳小學、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西貢崇真天主

教學校(小學部)、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港澳信義會小學、靈實恩光學校、保良局甲子年中學、基督

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寶覺中學參與並完成了改裝工程。 

 

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 - 一間機構獲基金資助，在其於西貢的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舉辦導賞團及工作坊等活動，向營友推廣惜食、廚餘再生及其他環保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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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14.  本地回收業界在推動減廢回收方面的角色舉足輕重，政府了解回收業界

的經營甚具挑戰，環保署會與業界保持緊密聯絡，支援回收業提升營運水平，並

推動回收業界可持續發展，從而爭取市民對減廢回收的支持。另一方面，各政府

部門會繼續檢討及落實《藍圖》的廢物管理政策和措施，確保與時並進，不但能

夠應對社會發展帶來的新挑戰和符合公眾期望，而且可以適時妥善照顧業界人士

的需要。《藍圖》能否成功落實，社會各界的支持不可或缺，當中區議會的參與

亦是舉足輕重。我們會繼續與區議會保持緊密的聯繫，收集更多地區的意見，推

行全面的減廢政策，減少對堆填區的依賴，為市民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環境保護署 

2016 年 7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