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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都市固體廢物的現況 

 鄰近城市例子：台灣 

 廢物收費機制 

 香港推行考慮因素 

 結語 



家居廢物 

•住宅大廈、公

共機構、公共

垃圾桶、街道、

本港海域及郊

野公園收集的

廢物 

商業廢物 

•商店、食肆、

酒店、辦公室

及私人屋苑街

市產生的廢物 

工業廢物 

•所有工業活動

產生的廢物，

但不包括建築

及化工活動產

生的廢物 

主要分為3大類： 



 每日約有13,400公噸廢物被送往堆填區 

 當中都市固體廢物 (即家居廢物及工商業廢物) 約佔
67％（即約9,000公噸） 

 香港人均每日都市固體廢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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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011年香港堆填區固體廢物的分類與每日平均數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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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011年香港都市固體廢物組成 

圖表資料來源： 
環境保護署(2012):《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二Ｏ一一年的統計數字》，檢自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chi/materials/info/msw2011tc.pdf 



位置：屯門稔灣 
開始運作年份：1994年 
面積：110公頃 
總承載量：61百萬立方米 
每日接收量：6,131公頃 
剩餘容量：33百萬立方米 
             （截至2011年） 

預計飽和年份：2019年 

新界西堆填區 

位置：將軍澳大赤沙  
開始運作年份：1994年 
面積：100公頃 
總承載量：43百萬立方米 
每日接收量：4,814公噸 
剩餘容量：8百萬立方米 
          （截至2011年） 

預計飽和年份：2015年 

新界東南堆填區 

位置：打鼓嶺 
開始運作年份：1995年 
面積：61 公頃 
總承載量：35百萬立方米 
每日接收量：2,513公噸 

剩餘容量：19百萬立方米 
               （截至2011年） 
預計飽和年份：2017年 

新界東北堆填區 





垃圾徵費？ 

興建焚化爐？ 

發展回收行
業？ 

檢討現時的制
度？ 



 本港採用國際上公認的多層次廢物管理架構來引導減廢政策
和措施 
 

最為理想但具挑戰性的是從 
源頭減少廢物數量和種類 

在物料和產品變成廢物之前
重新加以使用，儘管並非所
有物品皆可 

回收涉及再加工，但可能比
使用全新物料更加環保，也
能減少堆填 

使用現代技術從廢物回收能
源，從而盡量減少使用堆填
區 

不能從廢物中回收再用
的，需予堆填處置 

避免產生 

重用 

回收 

循環再
造 

棄置 



2011 
•1.27公斤 

2017 
•1.0公斤或以下 

2022 
•0.8公斤 

減廢比率 

-20% 

-40% 

都市固體廢物人均棄置量（每日） 



台灣：源頭減廢與廢物回收



 為應對固體廢物問題，台灣政府以「零廢棄政策」
為方向，著重源頭減量與回收再利用的管理方式，
減少資源消耗，抑制源頭廢物。 

處理方法 數量 

焚化 388.6萬公噸 

堆填 18.1萬公噸 

廢物回收 379.96萬公噸 

其它 0.219萬公噸 

固體廢物概況 

• 2010年台灣的廢物產生量為787.1萬公噸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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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費隨袋徵收 

 繳費與垃圾量有關，符合污染者付費原則 

 台北市為例，垃圾費每公升新台幣0.36元 

 垃圾清運量減少67％，回收量增加48％ 

 

**其他地區採垃圾費隨水費徵收，依每戶自來水用量 
每度徵收 4 元，用水量愈多，垃圾費愈高 



• 在2000年至2011年間，台北市的人均家居廢物棄置率相比2000年下降了65% 



 



 



 台灣2010年平均每人每日廢物產生量已降至0.942公斤 
 2010年廢物回收再利用率已達48.27% 
 廢物妥善處理率已達99.97% 
 廢物總量亦在10年間降低8.84% 
 
其他措施成效如下： 
 推動限制產品過度包裝 
◦ 每年減少使用6,900公噸包裝材料，減量比率為26%(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2011) 

 即棄物品的限制使用 
◦ 每年減量達到2,600公噸(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1) 

 政府機關學校推動紙杯減量方案 
◦ 紙杯採購量較未實施前大幅減少90%(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

2009) 

 



 



全國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 

•1989年度17,147公噸 → 1997年度24,331公噸→ 2012年7月9,781公噸 

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 

•1989年0.863公斤 → 1997年1.143公斤 → 2012年7月0.421公斤 

•2012年7月止較歷史最高年減少59.69％ 

垃圾回收率 

•2000年9.78％ → 2007年38.70％ → 2012年7月52.27％ 

•  2012年7月止資源回收率40.06%；廚餘回收率11.08%；巨大垃圾1.13％ 

全國垃圾妥善處理率 

•1989年60.17％ → 2012年7月99.99％ 



地區 廢物來源 收費模式 

北京，廣州（中國）  家居 定額收費 

首爾（南韓）  家居及小型商業  按量收費 
(按專用垃圾袋的體積收費) 

新加坡 家居  定額收費 

工商業  按量收費 
(按重量於處置設施收費，亦稱
「入閘費」) 

東京 – 都會區西部的一些
周邊城市（日本）  

家居  按量收費 
(按專用垃圾袋的體積收費) 



• 按廢物量徵收費用，收費和需處理或處置的廢物量直接

掛鈎。 按量收費  

•廢物收費與廢物產生量的間接指標掛鈎，如用水量。 

•收費與廢物量之間沒有關聯 按近似量收費 

• 把廢物產生者歸類，同一類別者不論產生多少廢物，均

須繳相同的費用。   定額收費 



 樓宇普遍設有物業管理，除部分村屋及舊式單幢大
廈以外 

 以高樓大廈為主 

 有不少包含住戶及工商戶的綜合用途樓宇 

 政府及私人營辦商同時提供廢物收集服務 

 

在香港推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要考慮以上因素 



 針對香港廢物問題，要迫切推行減廢計劃 
◦ 政府要多管齊下 

◦ 減少廢物是香港廢物管理的最優先方向 

 制定減廢措施 

 鼓勵市民參與源頭減廢 

 增加重用和循環再造 

 支持回收行業 

◦ 最後仍需訂立法規 

 實施都市固體廢物按量收費 

 生產者責任制 

◦ 增加減廢的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