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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  

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  

意見書  

2021 年 5 月  

前言：  

塑膠是一種由高分子量有機物質形成的材料，因質量輕、具有可

塑性、絕緣性和腐蝕抵抗性，被廣泛應用於不同領域。隨著塑膠物料

普及化，如何處理塑膠廢物、轉廢為材已成為全球各地共同面對的重

要課題。根據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2019 年於堆填區的廢塑膠棄置

量為每日約 2320 公噸，塑膠飲料容量佔約 5%、塑膠回收物料的回收

率則為 7%，回收率未如理想。  

 

要達至可持續發展、為環保出一分力，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

協會 (專資會 )支持政府基於「污染者自付」及「環保責任」原則，推展

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要求相關持份者須分擔收集、處理、

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廢棄產品的責任，務求以更有效的方式提升回收

物料的質與量。本會已就環境保護署有關諮詢文件深入討論，現就文

件內建議提出一些意見 (回應諮詢問題一覽表詳見附件一 )。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的意見：  

1 原則上贊成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 (諮詢文件問題 1) 

      政府致力推動環保工作，例如持續推展「綠在區區」，設置了

不同塑膠分類編碼的回收桶，並設有社區回收中心，主要接收商業

價值較低的廢塑料，加強支援地區層面的減廢回收及環保教育。不

過據統計顯示，2018 年收集的 919,000 噸廢塑膠中，僅回收了 64,200

噸的塑膠作循環再造， 93%的廢塑膠被運往垃圾堆積區。早前更有

多個屋苑被揭發，三色回收箱所收集的膠樽，因沒有回收商願意前

往回收，最終被送到堆填區，反映現時本港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推

動廢塑膠循環再造的同時，建立完整回收系統，將廢塑膠妥善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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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工廠，在本地處理並循環再造。否則收集點再多，膠樽亦只會

淪為堆填區一員。加上本地缺乏大型廠房，大量回收得來的膠樽，

缺乏廠房及機器分割，亦得物無所用，要如何循環再造，諮詢文件

亦未有交代。建議當局向公眾清晰說明計劃內容，從收集到回收、

再造的過程，說明後續工序是如何處理，才能有效應對廢塑膠的挑

戰，達至最理想的循環再造果效。  

 

2 建議回贈金額提高至每個容器 2 角  (諮詢文件問題 4b) 

      要鼓勵市民自行回收，提供回贈是可行之法。諮詢文件參考本

港現有多個自願性塑膠容器回收計劃的經驗，和其他可回收物的市

價，建議以市民在特定回收點每交回一個飲品膠樽，計劃不論容器

大小，劃一提供 1 角回贈。本會明白政府的建議屬起步點，但回贈

金額太低，不足以加強市民誘因的話，難推動全民參與；定得太高

又會加重回收成本。建議當局考慮提升至 2 角的水平，平衡促進環

保及增加市民參與計劃的誘因。  

 

3 建議回樽及回贈服務應優先設於住宅屋苑及學校 (諮詢文件問題 6) 

      按諮詢文件建議，本會認為回樽及回贈服務應優先設於較方便

民居的位置，因此首選設於住宅屋苑相信較為適合。其次，從小培

育市民的環保意識相當重要，建議當局在學校加入回樽機等設施，

讓學生自小養成環保習慣。其餘本會認為應設有以上服務的地點，

依次排列次序分別為公共設施、公共運輸設施、購物中心及超級市

場。至於其他相關零售店舖，考慮到零售店舖大多空間較小，而大

部分顧客購買飲料後，未必會直接在店外飲用完畢，因此宜優先選

擇住宅屋苑等位置。  

 

4 贊成應向供應商層面收取循環再造徵費  (諮詢文件問題 7) 

      本會同意諮詢文件建議，向飲料供應商收取循環再造徵費，並

在塑膠飲料容器上提供所需的條碼及特定的回收標誌，以及定期呈

交有關在本港分發的塑膠裝飲料產品的生產量或入口量。不過，諮

詢文件只提及循環再造徵費的水平會根據回收費及回贈金額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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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但未有明確列出大量回收膠樽後將如何處理，冀望政府下一步

可向公眾及供應商清晰解說步驟。  

 

5 同意適度減收供應商的循環再造徵費  (諮詢文件問題 8) 

      現時市面已有部分飲料供應商自行安排收集塑膠飲料容器作

循環再造，為鼓勵他們繼續實行環保回收，本會同意政府可根據供

應商自行收集和回收的容器數量，適度減收循環再造徵費，給予其

適當鼓勵，好讓其他供應商跟隨他們的做法，協力為環保出一分力。 

 

6 建議針對處理廢塑膠飲料容器的循環再造設施另設立指引  (諮詢文  

件問題 9) 

      為確保收集所得的廢塑飲料容器獲妥善處理，並透過轉廢為材

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本會十分贊成當局規定任何人如處理、再加工

及循環再造受規管的塑膠飲料容器廢物，均須申領廢物處置牌照。

建議政府為申請人提供清晰的指引，說明再造物料須符合哪些技術

規格，才可在本地及國際市場上銷售等，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協助他

們申領牌照，從而鼓勵更多人入行。  

 

7 環保包裝設計建議  (諮詢文件問題 10) 

  7.1 盡量使用可降解物料  

          現時部分本地飲料製造商已採用較環保的包裝設計，如將

有顏色的 PET 容器改為更具回收價值的無色透明容器，或使

用不少於某個百分比的循環再造物料生產容器，逐步淘汰使

用對環境有害的聚氯乙烯 (PVC)招紙。不過市面仍有大量飲料

的包裝設計未有充分考慮環保元素。短期措施方面，「生物降

解塑膠」主要成分是澱粉、聚乳酸或其他植物材料，可以被

細菌等微生物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在適當條件下只需數十

天便可降解，對環境危害較小，建議政府推動業界盡量使用

可降解物料作包裝，減少塑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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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與內地合作研發更環保的物料  

          長期政策方面，建議特區政府以資助形式鼓勵大學及研究

機構，與國內大學及相關機構，合作研發或改良更環保的可

降解物料，推動兩地在環保議題上的合作交流，共同建構更

優質城市及實現可持續發展。  

 

8 其他建議  

8.1 與粵港澳大灣區合作處理廢料  

          香港回收業一直以來依靠內地的回收工場接收回收物

料，但自 2018 年以來，內地禁止許多回收物料的進口，令本

港回收商處理垃圾的成本大幅上升。本會認為，香港作為中

國的一部分，特區政府可與粵港澳大灣區有關當局交涉，容

許本港收集得來的膠樽連同洋垃圾運回內地處理。以香港約 1

萬噸垃圾計算，連同大灣區約 9 萬噸垃圾，可分兩部分用躉

船裝載，以水路運輸方式，運往惠州港及台山港處理，以紓

緩香港廢料處理的壓力。  

 

8.2 考慮發展氫能  

          氣候變化是全球正面對的嚴峻問題，本會樂見政府因應國

家發展策略，更新《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30+》，定下更進取

的減碳排放策略和措施。不過要在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促

進香港的可持續發展，長遠而言應考慮發展能量密度高且無

污染的氫能。氫能是氫和氧進行化學反應釋出的化學能，屬

清潔的二次能源，具有能量密度大、零污染、零碳排等優點。

發展氫能將成全球新趨勢，氫能經濟已在歐洲普遍實行，內

地亦已逐步研究並試驗運用。建議特區政府與內地更緊密合

作氫能研究，減輕焚化廠、堆填區的負荷，提升再生能源比

例，增加能源供應多元化。  

 

結語：  

香港的堆填區面臨飽和，最積極的方法固然是從源頭減廢，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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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將廢物回收、循環再造，轉廢為材。因此本會支持政府推行塑膠

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但要真正達到全民參與，政府須提高經濟

誘因鼓勵市民自行回收，並建議政府提高回贈金額至 2 角，希望吸引

更多市民將膠樽回收，促進循環再造。  

 

與此同時，本會留意到諮詢文件中未有提及廢塑膠容器在收集後

的回收處理，而這正正是最重要的一環，若只大量收集而未有顧及後

續的再造，收集得來的塑膠樽最終落得到堆填區的命運。此外，現時

茶飲店盛行，如以塑膠杯盛載並以膠膜密封的珍珠奶茶，同樣造成浪

費，惟是次諮詢文件亦未包括在內。期望政府盡快將以上塑膠容器納

入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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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回應諮詢問題一覽表  

  十分贊成 /

十分同意  

同意 /

贊成  

沒意見  不同意  備註  

1.  你贊成推展強制性生產

者責任計劃以加強塑膠

飲料容器的回收嗎？  

 

 ✓    詳見本會

第 1 點建

議  

2.  你同意計劃應涵蓋 100毫

升至 2公升容積的飲料產

品嗎？  

 

  ✓   沒有其他

意見  

3.  你贊成建議的塑膠飲料

容器計劃應提供回贈

嗎？  

 

✓     沒有其他

意見  

4.  a) 你認為每個容器 1角

是合適的回贈水平嗎？  

 

   ✓  沒有其他

意見  

4.  b) 如不同意，你認為回

贈水平最少應為多少？  

 

詳見本會第 2 點建議  

5.  你贊成規定相關零售商

（尤其是較大型店舖）必

須提供回樽及回贈服務

嗎？  

 

✓     沒有其他

意見  

6.  你認為回樽及回贈服務

應設於下列哪些地點類

別？優先順序為何？  

（ 1為最優先 ; 6為最不

優先。）  

 

1. 住宅屋苑  

2. 學校  

3. 公共設施  

4. 公共運輸設施  

5. 購物中心  

6. 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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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本會第 3 點建議  

7.  你贊成應向供應商層面

（即製造商及進口商）收

取循環再造徵費以支付

計劃的營運所需嗎？  

 

✓     詳見本會

第 4 點建

議  

8.  若供應商已設有妥善回

收塑膠飲料容器的安排

並符合特定的環保要

求，你同意可容許適度減

收他們的循環再造徵費

嗎？  

 

 ✓    詳見本會

第 5 點建

議  

9.  就處理擬推行計劃中所

收集的廢塑膠的循環再

造設施，你贊成應向這些

設施施加牌照要求嗎？  

 

✓     詳見本會

第 6 點建

議  

10.   a) 你對推動環保包裝設

計，有何具體建議？  

 

詳見本會第 7 點建議  

10. b) 你對「塑膠飲料容器

生產者責任計劃」及其他

與塑膠相關的議題有否

其他意見？  

 

詳見本會第 8 點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