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第三十 九 次会议摘要  

日期：二 零二一年四月二十 二日  
时间：下 午四时  
地点：香 港湾仔税务大楼  3 3  楼 会议室  

出席者：  

林正财医生   (主 席 )  
陈倩君女士 *    
陈英凝教授    
朱海山教授    
钟芯豫女士    
何海明教授    
郭美珩女士    
梁进先生    
李世隆先生    
马家敏女士    
吴家颖先生    
吴基培教授    
柯家洋先生    
庞心怡女士    
谭建忠先生    
黄颕灏先生    
黄焕忠教授    
叶中贤博士    
余敏思博士    
余远骋博士    
黄锦星先生  环境局局长   
廖振新先生  发展局副局长   
陈积志先生  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邓冯淑姸女士  房 屋 署 助 理 署 长 ( 屋 邨 管

理 ) (一 )  
 

张岱桢先生  环 境 局 首 席 助 理 秘 书 长 (可
持续发展 )  

(秘 书 )  

*以 视 像 方 式 出 席 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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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者：  
 
政府代表   
环境局    
郑美施女士  环境局常任秘书长   
马周佩芬女士  署 理 环 境 局 副 秘 书 长 ／ 环 境 保 护 署 助 理

署长 (跨境及国际事务 )  
 

李泳嘉先生  环境局局长政务助理   
李月英女士  环境局局长新闻秘书   
戴怡东先生  署 理 环 境 局 助 理 秘 书 长 (可 持 续 发 展 )2／

经济师 (可持续发展 )  
 

黄国尧先生  署 理 环 境 局 助 理 秘 书 长 (可 持 续 发 展 )2／
环境局助理秘书长 (可 持续发展 )1  

 

黄靖文女士  署 理 林 务 主 任 (可 持 续 发 展 )／ 行 政 主 任

(可 持续发展 )2  
 

   
环境保护署    
伍江美妮女士  环境保护署副署长 (2 )   
陆嘉健先生  环境保护署副署长 (特 别项目 )   
李可期女士  助理署长 (废物管理政策 )   

开会词  

 与 会 者 备 悉， 黄 焕忠 教 授 与 陈倩 君 女士 同 意 在 新 一 届 任期 内 分 别

担 任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和 教 育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的 主 席 。 主 席 提 醒 委 员 须 就

包括拟稿在内的保密资料恪守保密原则。  

议程第  1  项 —采用两层申报 利益制度  

2 .  主席提醒委员，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委员会」)因其委员肩负重要

职能，故须采用两层申报利益制度。在第一层制度下，委员须于获委任

／ 延 任 之 时 及 其 后 每 年 一 次 ， 向 委 员 会 披 露 自 己 的 直 接 或 间 接 、 金 钱

或 其 他 性 质 的 一 般 利 益 ； 在 第 二 层 制 度 下 ， 委 员 凡 有 实 际 上 或 表 面 上

的利益冲突，即须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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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2  项 —上次会议记录  

3 .  委 员 获 悉 ，上 次 会议 记 录 按 委员 意 见 修 订 后 已 送交 委 员传 阅 ， 秘

书处没再收到任何修订建议，上次会议记录视作已获通过。  

议程第  3  项 —改善公众参与 过程  

(委 员会第  0 1 / 21  号文件 )  

4 .  委 员 听 取 有 关 委 员 会 第  0 1 / 21  号 文 件 的 简 报 ， 重 点 包 括 精 简 组 织

架 构 、 凸 显 公 众 参 与 过 程 的 重 点 、 收 集 意 见 时 可 额 外 采 用 随 机 抽 样 方

法，以及善用计划总监提供的支援。  

5 .  主 席 请 委 员检 视 公众 参 与 过 程和 指 出有 何 改 善 空间 。 委员 提 出 意

见如下：  

 ( a )  支 持所 有改善 建议和 提议 进行随 机抽样 意见 调查及 初步意见

调查，相信此举有助防止有人操控调查结果；  

 ( b )  认同 公众参与的课题应 带出讨论方向，而 推行细节则会取决

于公众的意见和接受程度；以及  

 ( c )  期 望在 落实各 项改善 建议 ，尤其 是善用 科技 后，可 加快公众

参与过程。  

6 .  与会者察悉以下回应：  

 ( a )  解 释初 步意见 调查适 用于 简单的 议题， 即市 民对议 题已有一

定程 度的基本认识。然 而，遇有公众不熟 悉的课题，若公众

参与 过程中的公众教育 及宣传活动尚未展 开，则初步意见调

查的回应者将难以提供有据可依的意见。  

7 .  委 员 再 没 其 他 意 见 ， 委 员 会 第  01 /2 1  号 文 件 内 有 关 改 善 公 众 参 与

过程的建议获得通过。  

议程第  4  项 —可持续发展委 员会 就如何管理即 弃塑胶展开公众参 与  
(委 员会第  0 2 / 21  号文件 )  

8 .  委员听取委员会第  0 2 /2 1  号文件所载拟议公众参与议题的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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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会上提出的意见／查询如下：  

I .  拟议公众参与议题和范畴  

 ( a )  由 于政 府已经 ／快将 咨询 市民及 相关业 界如 何管理 两类即弃

塑胶 物品，即饮品塑胶 樽和即弃塑胶餐具 ，因此是次公众参

与不 会以该两类塑胶物 品为重点。然而， 塑胶购物袋收费计

划推 行已逾十年，为维 持该计划的成效， 当局可借助是次公

众参与，收集如何改善该计划的意见；  

 ( b )  分 享营 运一项 最新社 区回 收设施 的经验 ，指 出约有 两成塑胶

废物 来自家居用品的包 装。介绍全球多项 减少使用塑胶包装

物料 的措施，并提出「 转废为能」或「转 废为材」的概念可

应用 于若干塑胶废物。 又建议是次公众参 与应提供全球塑胶

回收率的统计数字，以更清晰呈现塑胶废物的问题；  

 ( c )  建 议首 先向公 众提出 的问 题应是 供应链 中哪 一方须 承担妥善

处理即弃塑胶物品的责任；  

 ( d )  认 为如 果政府 先把管 理即 弃塑胶 物品的 整体 策略告 知委员和

计划总监，将有助厘定公众参与的范畴和方向；  

 ( e )  认 为公 众一般 都理解 有必 要管理 即弃塑 胶物 品。 据 此，公众

参 与 可 就 各 种 选 定 塑 胶 物 品 的 管 理 优 次 和 任 何 拟 议 管 理 策

略， 直接征询公众意见 。公众参与中有关 绿色生活方式的拟

议问 题， 也可探讨应否 适当地让商界参与 其中。 虽然是次公

众参 与的主题是即弃塑 胶物品， 但也要让 公众意识到，应尽

量避免使用所有即弃物品；  

 ( f )  反映 20 1 9 冠状病毒病疫情令医疗塑胶废物剧增，也理解要全

面禁 止在医疗范畴使用 塑胶物品并不容易 。然而，既然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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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营 机 构 应 积 极 地 在 切 实 可 行 范 围 内 (例 如 在 医 疗 范 畴 )尽 量

实行保采购；  

 ( g )  指出应奖励已采取措施鼓励顾客减少使用塑胶餐具的食肆；  

 ( h )  表 示饮 食业界 因运作 需要 而难以 限制使 用即 弃塑胶 餐具。 部

分食 肆虽然积极支持政 府的减少使用塑胶 措施， 但公众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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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清楚业界所作的贡 献。如 须在饮食业 界推广相关良好做

法，政府可加强宣传工作，鼓励更多食肆效法。  

( i )  同 意公 众参与 应有清 晰方 向，因 为社会 大众 普遍重 视可持续

发展 。在公众参 与前， 知悉社会人 士目前 对减少使用 即弃塑

胶物 品，以及对 即弃塑 胶物品采取 更严格 措施的接受 程度 ，

是相当重要的。有关资料将有助当局为公众参与定位；以及  

( j )  认 为既 然 社会 大致支 持减 少使用 塑胶物 品， 公众参 与便无须

再花 篇幅深究这 个基本 问题， 反而 应着眼 于了解公众 究竟愿

意为使用塑胶替代品而付出多少代价。  

I I .  公众教育和宣传  

 ( a )  指 出曾 有为期 十年的 组羣 研究追 踪健康 与环 保的互 惠关系，

建议 当局可分享相关资 讯，藉此教育公众 ，促使他们更支持

环保；  

 ( b )  认 为政 府须确 保向公 众提 供足够 的教育 和宣 传， 让 他们明白

有必要就即弃塑胶物品实施更严格措施；  

 ( c )  同 意公 众参与 的主要 目标 应是教 育公众 。公 众参与 可让公众

更认 识一些少为人知的 塑胶物品，例如在 展览和商场活动中

使用 的塑胶装饰、可降 解塑胶，以及它们 所需的回收或处理

支援。即弃塑胶物品的分类方面，应包括聚乳酸 (P LA )塑胶和

生物塑胶，因为它们不能经普通回收设施循环再造；  

 ( d )  认 为 有 空 间 在 社 会 上 进 一 步 加 强 教 育 公 众 减 少 使 用 塑 胶 物

品。 公众参与应扣连社 会大众的日常生活 ，例如让公众知道

塑胶对健康的影响；  

 ( e )  认 为公 众参与 须教育 公众 ：除非 没有替 代品 ，否则 须少用塑

胶；  

 ( f )  同 意如 能凸显 塑胶废 物对 环境造 成的可 见后 果，能 起教育作

用和 驱使公众改变行为 。虽然生产成本低 是塑胶产品普及的

原因 之一，但以香港的 情况而言，或有其 他更令人信服的理

由， 例如使用方便、市 场上没有其他质素 相若的合理替代品

等。当局鼓励公众改变行为时亦须顾及这些考虑因素；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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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  认 为公 众对即 弃 塑胶 物品 所造成 的影响 有足 够认识 ，但社会

人士 对减少使用塑胶物 品却不够投入。在 即将进行的公众参

与中 ，当局可邀请一直 积极推动减少即弃 塑胶物品的合适商

界团体加入支援小组。  

I I I .  公众参与的对象及模式  

 ( a )  表 示可 藉社交 媒体及 其他 现有意 见调查 渠道 ，有效 收集公众

意见 。公众参与工作需 时约八个月，有空 间探讨如何充分利

用整 段时间收集并分析 公众意见。此外， 公众参与的问题亦

须具前瞻性，以带动讨论并达成共识；  

 ( b )  以 往公 众参与 过程收 集的 意见只 能代表 社会 上中为 数较小的

人， 因此支持在日后的 公众参与过程进行 电话调查，亦可通

过社 交媒体收集意见， 特别是青少年的意 见。公众参与应接

触不 同年龄组别的人士 ，亦可为青少年举 办论坛。委员会应

回复曾提交意见的机构，表示已收悉其意见；以及  

 ( c )  同 意推 广改变 生活模 式更 为重要 ，政府 不应 以金钱 诱因作为

促使 行为改变的唯一方 法，应向公众提供 更多资讯，阐释塑

胶废 物对环境的影响。 建议询问公众会否 及如何改变生活模

式，亦应与市民分享商界承诺减少使用塑胶的目标。  

1 0 .  与会者察悉以下回应：  

 ( a )  同 意是 项议题 是公众 参与 的好议 题， 因 属「 贴地」 的民生课

题；  

 ( b )  解 释现 时本港 推行的 所有 生产者 责任计 划， 均并非 着眼于供

应链 上某一环节所须承 担的责任， 而是提 倡「环保责任」这

个理 念，即制造商、零 售商和消费者等所 有持份者均须分担

收集 、循环再造、处理 和处置废弃产品的 责任，以期减少有

关产品在用后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 c )  认为应向公众重点宣扬「避免并尽量减少使用即弃塑胶物品 」

的讯 息，是次公众参与 未有涵盖没有可用 替代品的即弃塑胶

物品亦是务实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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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 )  补 充 说 政 府 持 续 推 行 多 项 措 施 管 理 指 定 类 别 的 即 弃 塑 胶 物

品， 市民亦已对减少使 用即弃塑胶餐凝聚 共识。政府已与多

个外 卖平台合作推广减 少使用即弃塑胶餐 具，并会在今年稍

后进 行咨询。香港即弃 塑胶餐具的主要供 应来自内地，因此

其管 控生产及派发即弃 塑胶餐具的新政策 对本港市场会有直

接影 响。由于政府已厘 定规管塑胶餐具的 整体方案，待与持

份者 商讨并理顺细节后 便可推行，因此公 众参与工作的重点

应聚焦于餐具以外的即弃塑胶物品；  

 ( e )  解 释拟 议公众 参与为 何应 着眼于 即弃塑 胶物 品而非 各式物料

的即 弃物品。塑胶的使 用量及对海洋造成 的影响已引起全球

对塑 胶的关注。由于当 局现正／即将就塑 胶饮料容器生产者

责任 计划和 管制即弃胶 餐具计划进行公众 咨询，因此委员会

的公 众参与将集中讨论 其他即 弃塑胶物品 ，按部就班引导市

民明白整个社会正致力减少使用塑胶；  

 ( f )  同 意是 次公众 参与应 只着 眼于即 弃塑胶 物品 ，并提 到是次公

众参 与将配合多项即将 推行针对即弃 塑胶 物品的措施。公众

参与 的范畴若太广泛， 便难以让市民在讨 论聚焦，而除了涵

盖减 少塑胶废物这个课 题， 亦应包括塑胶 废物对健康及海洋

生物的影响等；  

 ( g )  向 委员 保证公 众参与 将具 前胆性 且内容 丰富 ，在委 员会的公

众参 与模式下，公众参 与工作包括与市民 互动，就主题进行

公众 教育并确保市民完 全了解相关事宜及 其影响， 以助他们

作出有据可依的决定。至于如何接触不同市民 (例如举办论坛

和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平 台 收 集 意 见 )， 可 由 策 略 工 作 小 组 再 作 讨

论；  

 ( h )  同 意应 收集青 少年的 意见 ，可邀 请年轻 人参 与部分 公众参与

活动；以及  

 ( i )  补充说因应 20 1 9 冠状病毒病疫情，策略工作小组可考虑利用

网上平台等科技，与公众互动。  

1 1 .  与 会 者 通 过拟 议 公众 参 与 议 题 ， 并 保证 策 略 工 作小 组 会再 斟 酌 公

众参与问题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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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第  5  项 —其他事项  

1 2 .  委 员 要 求 秘书 处 提供 政 府 各 项减 塑 计划 的 相 关 资料 。 有关 资 料 随

后已通过电邮发送各委员。  

议程第  6  项 —下次会议日期  

1 3 .  秘书稍后会确定下次会议日期。  

 

可持续发 展委员会秘书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