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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振新先生  發展局副局長   

陳積志先生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   

鄧馮淑姸女士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長 ( 屋 邨 管

理 ) (一 )  

 

張岱楨先生  環 境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書 長 ( 可

持續發展 )  

(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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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政府代表   

環境局    

鄭美施女士  環境局常任秘書長   

馬周佩芬女士  署 理 環 境 局 副 秘 書 長 ／ 環 境 保 護 署 助 理

署長 (跨境及國際事務 )  

 

李泳嘉先生  環境局局長政務助理   

李月英女士  環境局局長新聞秘書   

戴怡東先生  署 理 環 境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可 持 續 發 展 )2／

經濟師 (可持續發展 )  

 

黃國堯先生  署 理 環 境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可 持 續 發 展 )2／

環境局助理秘書長 (可持續發展 )1  

 

黃靖文女士  署 理 林 務 主 任 (可 持 續 發 展 )／ 行 政 主 任

(可持續發展 )2  

 

   

環境保護署    

伍江美妮女士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 2 )   

陸嘉健先生  環境保護署副署長 (特別項目 )   

李可期女士  助理署長 (廢物管理政策 )   

開會詞  

 與 會 者 備 悉， 黃 煥忠 教 授 與 陳倩 君 女士 同 意 在 新 一 屆 任期 內 分 別

擔 任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和 教 育 及 宣 傳 工 作 小 組 的 主 席 。 主 席 提 醒 委 員 須 就

包括擬稿在內的保密資料恪守保密原則。  

議程第  1  項 — 採用兩層申報 利益制度  

2 .  主席提醒委員，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委員會」)因其委員肩負重要

職 能 ， 故 須 採 用 兩 層 申 報 利 益 制 度 。 在 第 一 層 制 度 下 ， 委 員 須 於 獲 委

任 ／ 延 任 之 時 及 其 後 每 年 一 次 ， 向 委 員 會 披 露 自 己 的 直 接 或 間 接 、 金

錢 或 其 他 性 質 的 一 般 利 益 ； 在 第 二 層 制 度 下 ， 委 員 凡 有 實 際 上 或 表 面

上的利益衝突，即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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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2  項 — 上次會議記錄  

3 .  委 員 獲 悉 ，上 次 會議 記 錄 按 委員 意 見 修 訂 後 已 送交 委 員傳 閱 ， 秘

書處沒再收到任何修訂建議，上次會議記錄視作已獲通過。  

議程第  3  項 — 改善公眾參與 過程  

(委員會第  0 1 /21  號文件 )  

4 .  委員聽取有關委員會第  01 / 21  號文件的簡報，重點包括精簡組織架

構、凸顯公眾參與過程的重點、收集意見時可額外採用隨機抽樣方法，

以及善用計劃總監提供的支援。  

5 .  主 席 請 委 員檢 視 公眾 參 與 過 程 和 指 出有 何 改 善 空間 。 委員 提 出 意

見如下：  

 ( a )  支 持所 有改善 建議和 提議 進行隨 機抽樣 意見 調查及 初步意見

調查，相信此舉有助防止有人操控調查結果；  

 ( b )  認同 公眾參與的 課題應 帶出討論方向，而 推行細節則會取決

於公眾的意見和接受程度；以及  

 ( c )  期 望在 落實各 項 改善 建議 ，尤其 是善用 科技 後，可 加快公眾

參與過程。  

6 .  與會者察悉以下回應：  

 ( a )  解 釋初 步意見 調查適 用於 簡單的 議題， 即市 民對議 題已有一

定程 度的基本認識。然 而，遇有公眾不熟 悉的課 題，若公眾

參與 過程中的公眾教育 及宣傳活動尚未展 開，則初步意見調

查的回應者將難以提供有據可依的意見。  

7 .  委員再沒其他意見，委員會第  01 /21  號文件內有關改善公眾參與過

程的建議獲得通過。  

議程第  4  項 — 可持續發展委 員會就如何管理即 棄塑膠展開公眾參 與  

(委員會第  0 2 /21  號文件 )  

8 .  委員聽取委員會第  0 2 /21  號文件所載擬議公眾參與議題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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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會上提出的意見／查詢如下：  

I .  擬議公眾參與議題和範疇  

 ( a )  由 於政 府已經 ／快將 諮詢 市民及 相關業 界如 何管理 兩類即棄

塑膠 物品，即飲品塑膠 樽和即棄塑膠餐具 ，因此是次公眾參

與不 會以該兩類塑膠物 品為重點。然而， 塑膠購物袋收費計

劃推 行已逾十年，為維 持該計劃的成效， 當局可借助是次公

眾參與，收集如何改善該計劃的意見；  

 ( b )  分 享營 運一項 最新社 區回 收設施 的經驗 ，指 出約有 兩成塑膠

廢物 來自家居用品的包 裝。介紹全球多項 減少使用塑膠包裝

物料 的措施，並提出「 轉廢為能」或「轉 廢為材」的概念可

應用 於若干塑膠廢物。 又建議是次公眾參 與應提供全球塑膠

回收率的統計數字，以更清晰呈現塑膠廢物的問題；  

 ( c )  建 議首 先向公 眾提出 的問 題應是 供應鏈 中哪 一方須 承擔妥善

處理即棄塑膠物品的責任；  

 ( d )  認 為如 果政府 先把管 理即 棄塑膠 物品的 整體 策略告 知委員和

計劃總監，將有助釐定公眾參與的範疇和方向；  

 ( e )  認 為公 眾一般 都理解 有必 要管理 即棄塑 膠物 品。據 此，公眾

參 與 可 就 各 種 選 定 塑 膠 物 品 的 管 理 優 次 和 任 何 擬 議 管 理 策

略， 直接徵詢公眾意見 。公眾參與中有關 綠色生活方式的擬

議問 題， 也可探討應否 適當地讓商界參與 其中。 雖然是次公

眾參 與的主題是即棄塑 膠物品， 但也要讓 公眾意識到，應盡

量避免使用所有即棄物品；  

 ( f )  反映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令醫療塑膠廢物劇增，也理解要全

面禁 止在醫療範疇使用 塑膠物品並不容易 。然而，既然現時

市 場 上 已 有 供 應 成 本 相 近 的 替 代 品 (例 如 棉 質 口 罩 )， 政 府 和

公 營 機 構 應 積 極 地 在 切 實 可 行 範 圍 內 (例 如 在 醫 療 範 疇 )盡 量

實行保採購；  

 ( g )  指出應獎勵已採取措施鼓勵顧客減少使用塑膠餐具的食肆；  

 ( h )  表 示飲 食業界 因運作 需要 而難以 限制使 用即 棄塑膠 餐具。部

分食 肆雖然積極支持政 府的減少使用塑膠 措施， 但公眾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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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清楚業界所作的貢 獻。如須在飲食業 界推廣相關良好做

法，政府可加強宣傳工作，鼓勵更多食肆效法。  

( i )  同 意公 眾參與 應有清 晰方 向， 因 為社會 大眾 普遍重 視可持續

發展 。在公眾參 與前， 知悉社會人 士目前 對減少使用 即棄塑

膠物 品，以及對 即棄塑 膠物品採取 更嚴格 措施的接受 程度，

是相當重要的。有關資料將有助當局為公眾參與定位；以及  

( j )  認 為既 然社會 大致支 持減 少使用 塑膠物 品， 公眾參 與便無須

再花 篇幅深究這 個基本 問題， 反而 應着眼 於了解公眾 究竟願

意為使用塑膠替代品而付出多少代價。  

I I .  公眾教育和宣傳  

 ( a )  指 出曾 有為期 十年的 組羣 研究追 蹤健康 與環 保的互 惠關係，

建議 當局可分享相關資 訊， 藉此教育公眾 ，促使他們更支持

環保；  

 ( b )  認 為政 府須確 保向 公 眾提 供足夠 的教育 和宣 傳， 讓 他們明白

有必要就即棄塑膠物品實施更嚴格措施；  

 ( c )  同 意公 眾參與 的主要 目標 應是教 育公眾 。公 眾參與 可讓公眾

更認 識一些少為人知的 塑膠物品，例如在 展覽和商場活動中

使用 的塑膠裝飾、可降 解塑膠，以及它們 所需的回收或處理

支援。即棄塑膠物品的分類方面，應包括聚乳酸 ( PLA )塑膠和

生物塑膠，因為它們不能經普通回收設施循環再造；  

 ( d )  認 為 有 空 間 在 社 會 上 進 一 步 加 強 教 育 公 眾 減 少 使 用 塑 膠 物

品。 公眾參與應扣連社 會大眾的日常生活 ，例如讓公眾知道

塑膠對健康的影響；  

 ( e )  認 為公 眾參與 須教育 公眾 ：除非 沒有替 代品 ，否則 須少用塑

膠；  

 ( f )  同 意如 能凸顯 塑膠廢 物對 環境造 成的可 見後 果，能 起教育作

用和 驅使公眾改變行為 。雖然生產成本低 是塑膠產品普及的

原因 之一，但以香港的 情況而言，或有其 他更令人信服的理

由， 例如使用方便、市 場上沒有其他質素 相若的合理替代品

等。當局鼓勵公眾改變行為時亦須顧及這些考慮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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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  認 為公 眾對即 棄 塑膠 物品 所造成 的影響 有足 夠認識 ，但社會

人士 對減少使用塑膠物 品卻不夠投入。在 即 將進行的公眾參

與中 ，當局可邀請一直 積極推動減少即棄 塑膠物品的合適商

界團體加入支援小組。  

I I I .  公眾參與的對象及模式  

 ( a )  表 示可 藉社交 媒體及 其他 現有意 見調查 渠道 ，有效 收集公眾

意見 。公眾參與工作需 時約八個月，有空 間探討如何充分利

用整 段時間收集並分析 公眾意見。此外， 公眾參與的問題亦

須具前瞻性，以帶動討論並達成共識；  

 ( b )  以 往公 眾參與 過程收 集的 意見只 能代表 社會 上中為 數較小的

人， 因此支持在日後的 公眾參與過程進行 電話調查，亦可通

過社 交媒體收集意見， 特別是青少年的意 見。公眾參與應接

觸不 同年齡組別的人士 ，亦可為青少年舉 辦論壇。委員會應

回覆曾提交意見的機構，表示已收悉其意見；以及  

 ( c )  同 意推 廣改變 生活模 式更 為重要 ，政府 不應 以金錢 誘因作為

促使 行為改變的唯一方 法，應向公眾提供 更多資訊，闡釋塑

膠廢 物對環境的影響。 建議詢問公眾會否 及如何改變生活模

式，亦應與市民分享商界承諾減少使用塑膠的目標。  

1 0 .  與會者察悉以下回應：  

 ( a )  同 意是 項議題 是公眾 參與 的好議 題， 因 屬「 貼地」 的民生課

題；  

 ( b )  解 釋現 時本港 推行的 所有 生產者 責任計 劃， 均並非 着眼於供

應鏈 上某一環節所須承 擔的責任，而是提 倡「環保責任」這

個理 念，即製造商、零 售商和消費者等所 有持份者均須分擔

收集 、循環再造、處理 和處置廢棄產品的 責任，以期減少有

關產品在用後階段對環境的影響；  

 ( c )  認為應向公眾重點宣揚「避免並盡量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物品 」

的訊 息，是次公眾參與 未有涵蓋沒有可用 替代品的即棄塑膠

物品亦是務實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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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補 充 說 政 府 持 續 推 行 多 項 措 施 管 理 指 定 類 別 的 即 棄 塑 膠 物

品， 市民亦已對減少使 用即棄塑膠餐凝聚 共識。政府已與多

個外 賣平台合作推廣減 少使用即棄塑膠餐 具，並會在今年稍

後進 行諮詢。香港即棄 塑膠餐具的主要供 應來自內地，因此

其管 控生產及派發即棄 塑膠餐具的新政策 對本港市場會有直

接影 響。由於政府已釐 定規管塑膠餐具的 整體方案，待與持

份者 商討並理順細節後 便可推行，因此公 眾參與工作的重點

應聚焦於餐具以外的即棄塑膠物品；  

 ( e )  解 釋擬 議公眾 參與為 何應 着眼於 即棄塑 膠物 品而非 各式物料

的即 棄物品。塑膠的使 用量及對海洋造成 的影響已引起全球

對塑 膠的關注。由於當 局現正／即將就塑 膠飲料容器生產者

責任 計劃和 管制即棄膠 餐具計劃進行公眾 諮詢，因此委員會

的公 眾參與將集中討論 其他即棄塑膠物品 ，按部就班引導市

民明白整個社會正致力減少使用塑膠；  

 ( f )  同 意是 次公眾 參與應 只着 眼於即 棄塑膠 物品 ，並提 到是次公

眾參 與將配合多項即將 推行針對即棄塑膠 物品的措施。公眾

參與 的範疇若太廣泛， 便難以讓市民在討 論聚焦，而除了涵

蓋減 少塑膠廢物這個課 題， 亦應包括塑膠 廢物對健康及海洋

生物的影響等；  

 ( g )  向 委員 保證公 眾參與 將具 前膽性 且內容 豐富 ，在委 員會的公

眾參 與模式下，公眾參 與工作包括與市民 互動，就主題進行

公眾 教育並確保市民完 全了解相關事宜及 其影響，以助他們

作出有據可依的決定。至於如何接觸不同市民 (例如舉辦論壇

和 通 過 社 交 媒 體 平 台 收 集 意 見 )， 可 由 策 略 工 作 小 組 再 作 討

論 ；  

 ( h )  同 意應 收集青 少年的 意見 ，可邀 請年輕 人參 與部分 公眾參與

活動；以及  

 ( i )  補充說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策略工作小組可考慮利用

網上平台等科技，與公眾互動。  

1 1 .  與 會 者 通 過擬 議 公眾 參 與 議 題， 並 保證 策 略 工 作小 組 會再 斟 酌 公

眾參與問題的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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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5  項 — 其他事項  

1 2 .  委 員 要 求 秘書 處 提供 政 府 各 項 減 塑 計劃 的 相 關 資料 。 有關 資 料 隨

後已通過電郵發送各委員。  

議程第  6  項 — 下次會議日期  

1 3 .  秘書稍後會確定下次會議日期。  

 

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