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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展寰謝展寰：：減廢回收目標不變減廢回收目標不變

政府今年1月宣布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收費（垃圾徵費）的相關法例條文，但由於民間對此充
滿疑慮，正式實施日期由原定的4月1日押後至8月1日，其後更宣布暫緩。環境及生態局局
長謝展寰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垃圾徵費是上屆政府提出，它本身是法例，因此今屆政府有

責任推行，局方會再構思如何優化相關程序。 香港商報訊記者 葉家亨

須平衡考慮多方面意見
謝展寰稱，過去曾多次向社會講解垃圾徵費的法例

條文，但他發現大家關注的焦點並非法例本身，而是
實施過程中會出現的不同情景，認為既然市民仍有疑
問，不如 「先行先試」，一方面視乎效果，另一面讓
政府掌握情況。他說，暫緩垃圾徵費由他個人提出，
直言對此感到心情複雜，畢竟法例還有許多細節，需
要多作檢視、優化、平衡和考慮多方面意見，尤其是
飲食業界、商界、護老院舍等持份者，須考慮其經濟
負擔是否應付得到。

謝展寰認為，垃圾徵費可以被形容為 「兩條腿走
路」，一條腿是計劃本身，另一條腿則是社會接受度
或成熟程度，兩者都非常關鍵。政府不能在硬件上定
一個指標，社會成熟度也相當重要，因此政府未來會
定時評核整個社會的理解、接受度和支持度，在適當
的時候再考慮是否推出垃圾徵費。

對於垃圾徵費現時暫緩，源頭減廢方面會否有所調
整。謝展寰表示，目前言之尚早，難以預測明年會否
再推出法例，社會是否會對減廢的熱誠增加，但他強
調現在的時機並不適合，重申推動垃圾徵費旨在鼓勵

減廢回收，而政府宣傳回收垃圾已經20多年，惟進展
幅度略低。他喜見現時取得突破，因此當局要抓緊機
遇，其後檢視效果，認為不需過分悲觀。謝展寰說，
減廢回收其中一個重要策略，目標在2035年前，停止
使用堆填區處理垃圾，理由是堆填區內的廢物會慢慢
腐爛，繼而產生有毒的溫室氣體，例如沼氣等。謝展
寰希望可以邁向碳中和，以符合《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的目標。

過去數月廚餘數量增六成
謝展寰指出，本港現時每日產生約1.1萬噸固體廢

物，透過鼓勵減碳回收，下一步是興建焚化爐，以代
替堆填區，首個將於明年落成，第二個選址在屯門曾
咀，環評預料屯門曾咀焚化爐最快2025年招標，2030
年可使用。謝展寰笑說： 「我（政府）做唔係買
大細。」假如兩個設施未能應付到垃圾數量，才會興
建第三個。本港廚餘數量每日達到3300多噸，過去數
個月，廚餘數量增加了六成，謝展寰認為如果大家齊
心協力把握機會，在廚餘收集上下多些工夫，假如每
日要減少多3000多噸廢物，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被問及垃圾徵費除加強和優化回收、宣傳和教育
配套外，目前還有什麼可以做。謝展寰回應時指，
這次經驗告訴給政府，未來會再細心思考，檢視
「先行先試」結果及經驗。他解釋，針對 「先行先

試」，當中出現有不少問題，例如指定垃圾膠袋的
設計欠佳，以及對前線清潔工人構成壓力，因為法
例對前線清潔工人訂下多項要求，假如工作表現差
或會誤墮法網。有清潔工人反映如果要執行法例，
他們會選擇轉行。

此外， 「綠在區區」及 「綠綠賞」具吸引力，可鼓
勵市民提交回收物，以換取油和麵等物品，相當受歡
迎。謝展寰建議將 「綠綠賞」積分換取的禮品變成購
物券，相信會提高回收率，政府未來會不斷評核社會
回收氣氛。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寰回顧上任兩周年，
他指若要為自己的施政評分，認為交由市民大
眾評價會較好，不會自滿，會不斷力爭上游。
同時，他在不同環保範疇包括推動漁農業邁向
現代化、氫能發展、走塑等提出見解。

助漁農業加快轉型
在發展本港漁農業方面，謝展寰表示本港現時

有數萬人從事漁農業，因此政府去年推出《漁農
業可持續發展藍圖》，未來的發展方向是邁向現
代化及高產值。他透露，政府已物色四個新的魚
類養殖區，合共600公頃之多，在東龍島的深海
網箱養殖場已運作了幾年，技術相當成功，將來
希望大規劃推廣，預計今屆政府內，養魚產值有
機會增加一倍，15年後增加10倍。

謝展寰又期望可以透過公私營合作，加快農
業現代化或以高產值方式發展，預期今年內促
成，在農業園二期創造一個現代化的科學農業
園，用地已經交給香港農業聯合會打理和負
責。政府亦會嘗試在馬鞍山西沙路花園建立一
個都市農場試驗計劃，下半年內將投入營運。

氫能發展助力碳中和
政府早前公布《氫能發展策略》。謝展寰介

紹，氫是全球重視的發展能源，當氫燃燒後變
成水，是一種淨潔的能源，在碳中和裏是相當
有用的技術。他解釋，由於香港沒有大的場
地，日後要大規模生產氫氣，香港可以發揮國
際窗口，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作用。

至於優化環評程序部分，謝展寰表示目前的
環評程序已經運作 20 多年。他透露局方現時
有 10 個新項目會試行新方式，其中位於新田
落馬洲的項目，已完成環評程序和研究，目前
已經獲批出，由此可見，經優化後的環評程
序，的確可將時間加快和聚焦在重點的項目
內。

成功建立走塑文化
首階段管制即棄塑膠餐具及產品的法例今年4

月 22 日起生效。謝展寰表示，法例實施首星
期，有小型食肆仍有存貨未用完，沒有拿取即
棄塑膠外賣餐具大約三至四成，他認為有如此
成績算是不俗。局方最近再派員巡視連鎖快餐
店，當中八成消費者未有領取即棄塑膠外賣餐
具，而小型食肆已有八至九成轉為派發合規格
的餐具。他認為社會已逐漸養成走塑文化，食
客帶餐具的好習慣。

電動車方面，謝展寰表示，2022年中旬，本
港每10輛私家車中有兩輛電動車，而目前則是
每10輛中有七輛，可見使用及增幅相當大。他
形容 「世界上無邊個城市去到香港呢個水
平」，下一步會檢視推動電動巴士或電動的
士，期望下半年公布詳情。

上任兩周年 環保不停步

謝展寰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政府推行垃圾徵費時，必須考慮
社會的成熟度。 記者 馮瀚文攝

當局過去多次向社會宣傳垃圾徵費。 資料圖片

東龍島的深海網箱養殖場技術相當成功。
漁農署圖片

適當時候適當時候再推垃圾徵費再推垃圾徵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