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的環境保護

南區區議會

二零一一年五月十二日



內容

廢物處理

空氣污染

應對氣候變化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

公眾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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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固體廢物問題都市固體廢物問題

廢物 公噸/每天

都市固體廢物 9,000 

建築廢物 3,200

污泥 900

其他廢物 200

合計: 13,300公噸

• 香港人每天製造約18,000公噸
 都市固體廢物，當中9,000公

 噸落入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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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

預計用盡年份

新界東南堆填區
2014

新界東北堆填區
2016

新界西堆填區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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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廢．回收

現代化
處理設施

及時擴建
堆填區

多管齊下的策略多管齊下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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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噸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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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5年將回收率進一步提高至55%

• 加強回收硬件設置
• 透過法例和資助形式為新建及現有物業加裝回收

 設施
• 推廣於屋邨和商場就地處理廚餘

• 繼續發展環保園
• 以可負擔的租金提供長期土地專供循環再造及環

 保工業使用

減廢．回收減廢．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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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在社區推廣廢物分類回收。

• 鼓勵非牟利團體利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的資助，設
 立社區回收站。

• 在各區尋找合適的地方增設社區回收點，定期舉辦廢
 物回收活動。

• 把各回收點構成一個社區網絡，收集源自社區的可循
 環再造物料。

社區回收網絡社區回收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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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落實生產者責任計劃
• 塑膠購物袋徵費第二階段
• 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 就實施都市固體廢物收費諮詢公眾

減廢．回收減廢．回收

9



引入現代化管理設施引入現代化管理設施  轉廢為能轉廢為能

擬建設施 每日處理量 預計落成日期

污泥處理設施 2,000公噸 2013

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3,000公噸 2018

有機資源（廚餘）回收中心 第一期：200公噸 2014

第二期：300公噸 2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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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擴建堆填區及時擴建堆填區

處理三大類型的廢物

1. 焚化設備規模以外未及處理的
 都市固體廢物

2. 不可焚化的廢物，如建築廢料

3. 經焚化的垃圾所餘下的灰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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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處理廢物作好妥善安排為處理廢物作好妥善安排
今日

• 回收率：49%
• 回收設施覆蓋

 人口80%
• 膠袋徵費第一

 期業已實施

每日堆填：

13,300公噸

2015
• 回收率：55%
• 生產者責任計劃

 陸續實施
• 污泥處理設施啓

 用(2013)
• 第一期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啓用

每日堆填：

11,500公噸

2016／18
• 回收率：假設不

 變
• 生產者責任計劃

 陸續實施
• 第一期綜合廢物

 管理設施啓用
• 第二期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啓用

每日堆填：

8,500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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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來源

改善空氣質素是政府首要的環保工作

政府採取不同的管制策略以處理兩種不
同的污染源：

本地污染源

區域污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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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東省政府合作

粵港政府於2002年協議，在2010年或以前減少
空氣污染排放物(與1997年比較):

二氧化硫 40%
氮氧化物 20%
可吸入懸浮粒子 55%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55%

制定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理計劃
建立及執行區域空氣監控網絡
推出清潔生產伙伴計劃
共同打造『綠色大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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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監控網絡
 2010年監測結果

2010年珠三角的空氣質素有進一步改善, 相較2006年監控網絡啓動
至今，區內三類污染物的濃度錄得下降:

二氧化硫(SO2) 年均值下降近五成(-47%)
二氧化氮 (NOx) 年均值下降近一成 ( -7%)
可吸入懸浮粒子(RSP) 年均值下降近一成半( - 14%)
較污染地區範圍已縮小

珠江三角洲地區在2010年錄得經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區內的空氣
污染相較2009年有以下改進 :

二氧化硫(SO2) 年均值下降近一成半(-14%) 
可吸入懸浮粒子(RSP)年均值下降近一成(- 7%)
有關改善相信與粵港近年推行的減排措施(如電廠脫硫、收緊
燃料標準等)有關。

本港的一般空氣質素亦有所改善。過去五年，本港一般空氣中的可
吸入懸浮粒子及二氧化硫年均值分別下降17%和45%。 15



香港2010年減排目標進展

香港特區的工作進展良好：

1997
排放量

 (公噸)

2009
排放量

 (公噸)

1997至2009 
排放量變化

2010
減排
目標

氮氧化物 124,000 82,000 -33% -20%

可吸入懸浮粒子 11,500 4,910 -57% -55%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68, 800 29,700 -57% -55%

二氧化硫 66,200 50,500 -2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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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排放的污染

青山發電廠 17

南丫發電廠

發電是主要本港空氣污染源：

92%  二氧化硫

46%  氮氧化物

31%  粒子

透過牌照，加入排放總量上限

制定《技術備忘錄》，以立法形式訂定
2010年及後的排放上限，以落實減排目標

2010年12月再頒佈新一份《技術備忘
錄》，以進一步收緊2015年及以後的排放
上限約30-50%

新的《管制計劃協議》

*

 
把回報與環保表現掛鈎

* 為可再生能源投資及使用提供較高的回
報率

與國家能源局簽署《能源合作諒解備忘錄》，
增加日後使用清潔能源



強制實施  
《建築物能源效益守則》

香港的電力約九成用於建築
物。

對新建建築物強制實施《建築
物能源效益守則》 –
在首10年可節省28億千瓦小
時，減少排放196萬公噸二氧
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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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性能源效益標籤計劃
首階段的強制性能源效益標籤計劃
已於2009年11月9日起全面實施。此
階段涵蓋冷氣機、雪櫃和慳電膽。

預計每年可節省1億5000萬度電，約
1億5000萬元電費及減少10萬5000公
噸的二氧化碳排放。

此計劃的第二階段，擴大涵蓋範圍
至洗衣機和抽濕機，已於2010年3月
19日開展，並設有18個月寬限期，
讓業界作好所需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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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提倡能源效益的措施

-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金撥出4.5億元，資助
 大厦業主進行能源及二氧化碳排放綜合
 審計及提升能源效益工程。

-
 

資助計劃自2009年4月推出以來，反應
 熱烈。現時已批出708宗申請，資助金額
 超過2.7億元。每年可節省共1億3千萬度
 電，即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達9萬1千噸。

建築物能源效益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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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本地汽車污染源

經過多年的努力，本地汽車空氣污染
問題已有所改善。與1999年相比，在
2010年：

黑煙車輛減少約80%
路邊可吸入懸浮粒子、氮氧化物
和二氧化硫濃度分別減少34%、
30%和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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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車輛廢氣排放的措施

資助歐盟前期及一期商業柴油車輛提早更換為歐
盟四期新車，計劃已於2010年3月底結束，約有
23,000輛或約40%的歐盟前期及歐盟I期柴油商業
車輛在資助期的36個月內被淘汰

透過寬減首次登記稅，鼓勵使用環保私家車和環
保商用車輛

已就本地渡輪使用超低硫柴油進行試驗，現正分
析結果

推動使用電動車輛

實施歐盟五期車用燃料標準及汽車生化柴油管制
規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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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措施  (一)

撥款5億4千萬元，資助歐盟二期商業柴油車輛提早更換
為符合現時法定廢氣排放標準的新車

為環保車輛的資本開支在購買車輛的年度提供百分之一
百的利得稅扣除，鼓勵工商界採購環保車輛

規定司機停車熄匙的新法例，將於今年內實施

建議管制非路面流動污染源的廢氣排放，正參考諮詢相
關業界所得的意見，擬訂管制方案

於2011年3月成立3億元「綠色運輸試驗基金」，供運輸
業界申請以試驗低污染和低碳的綠色運輸工具和相關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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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措施  (二)
行政長官在二零一零至一一年施政報告提出下列
措施，以進一步改善路邊的空氣質素：

試驗為歐盟二期及歐盟三期專營巴士加裝選擇性催化
還原器，以減少專營巴士車隊的氮氧化物排放量

全數資助專營巴士公司購置六輛混合動力巴士， 在繁
忙路段試驗行駛， 以測試運作效益

在銅鑼灣、中環及旺角等繁忙路段設立專營巴士低排
放區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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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應對氣候變化

為應對氣候變化，政府正推動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
的低碳經濟作為政策目標

政府於去年9月10日開始就香港應對氣候變化策略及行動
綱領進行公眾諮詢; 諮詢期於12月31日完結

政府建議的策略－
針對香港溫室氣體排放的特徵，對症下藥；

具備前瞻性；

凝聚社會廣泛層面的參與和支持；

發掘發展低碳經濟的潛力；以及

加強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合作，實現構建珠三角地區優質生活圈
，定位香港成為區內最環保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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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行動綱領應對氣候變化行動綱領
 --  減緩措施減緩措施

致力改善能源效益，特別是建築物方面

推廣環保陸路運輸

推廣汽車使用清潔燃料，例如生化柴油

轉廢為能，發掘不同設施在發展可再生能
源的潛力，例如興建綜合廢物管理設施、
有機廢物處理設施及污泥處理設施

改變發電燃料組合，致力重組至低碳、清
潔的發電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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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參與

公眾參與是環保工作的重要一環

區議會與環境及自然環保基金(環
保基金)合作計劃有助建立綠色社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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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議會的角色區議會的角色

協助申請機構計劃及統籌全區性的環保項目協助申請機構計劃及統籌全區性的環保項目。。

向區內團體和市民宣傳有關項目。向區內團體和市民宣傳有關項目。

須就機構每半年向環保基金提交一次的項目進須就機構每半年向環保基金提交一次的項目進

度報告書，作出評論。度報告書，作出評論。

區議會與環保基金合作計劃



區議會與環保基金合作計劃區議會與環保基金合作計劃

撥款上限撥款上限

每個區議會的資助款項及活動項目數量不設上限。每個區議會的資助款項及活動項目數量不設上限。

根據個別地區的情況及項目的特點而決定。根據個別地區的情況及項目的特點而決定。

申請期限申請期限

全年均接受申請全年均接受申請

公佈審批結果的日期，則視乎審批小組或環保基金委公佈審批結果的日期，則視乎審批小組或環保基金委
員會的會期而定員會的會期而定((會議約每三個月舉行一次會議約每三個月舉行一次) ) 。。

一般而言一般而言，，申請須在項目展開申請須在項目展開四個月前四個月前遞交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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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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