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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局長： 

紙包盒本地回收廠逼遷  

綠色力量回應及聲明 

1 「喵坊 Mil Mill」是全港唯一一間紙包盒回收廠，近日，回收廠接獲業主科技園公司通知

不獲續約，需於年底前遷離。綠色力量對此表示失望，期望政府能提供適切協助，長遠為

回收紙包盒制定全面政策。 

2 目前政府的政策混亂、碎片化，令減廢及回收目標難以達成。 

2.1 政府上年發布《資源循環藍圖 2035》，訂立目標，減少 40-45%都市固體廢物量，提升

回收率至 55%。同時投放大量資源，建立「綠在區區」回收網絡，為市民提供覆蓋全

面的回收服務。然而，缺乏下游的回收廠處理回收物，上游的收集工夫再多亦不能提

高回收率。 

2.2 固體廢物收費實行在即，政府以「揼少啲，慳多啲」，推動市民積極回收，以抵銷固

體廢物收費的開支，形成經濟誘因。假如本地唯一一間紙包盒回收廠結業，市民失去

一個回收選項，變相只能付錢，將本來可回收的物料扔棄，有違固體廢物收費政策的

原意。 

2.3 膠樽生產者責任制早前完成公眾諮詢，待提交立法會審議。市民、回收業界，以至生

產商同樣關注的事情，是生產者責任法規何時拓展到紙包盒。紙包盒是全港第二大的

飲品包裝，佔市場約 17%。假如將來只有膠樽受到規管，除了對商家不公平，亦會鼓

勵他們轉投紙包裝，逃避法規以降低成本。政府官員曾回應，指會「悉時」進行相關

立法。假如本地缺乏回收廠，只會令政府推動法規時困難重重，令本應刻不容緩推出

的法規一拖再拖。 

3 上述政策的不協調，令市民擔心，政府大力推動焚化爐背後，對減廢回收沒有對等的重視，

以焚化解決香港的所有廢物問題，莫視焚化背後資源浪費、龐大的碳排放等問題。 

4 環保署回應傳媒查詢時，指屯門環保園預計 2025 年投產的紙漿廠能增加本地紙包盒的回

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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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要建立市民的習慣需要花很多資源及工夫，但要瓦解只需一瞬。三年的空白期，要市

民重新建立回收習慣，必定十分困難，白費過去多年的工夫，事倍功半。 

4.2 環保園紙漿廠的處埋量為每年 30 萬噸廢紙，而本港的廢紙棄置及回收總量逾 141 萬

噸，當中單是「三紙」已近 39 萬噸，遠超紙漿廠的產量，難以額外處理紙包盒。 

4.3 第即使紙漿廠的機器能處理紙包盒，紙包盒仍須分開獨立處理，不能混入其他廢紙一

同「入機」。要求紙漿廠清空一條 24 小時運作的回收鏈，放棄本來已近飽和的「三

紙」回收，去處理利潤較低的紙包盒，現實上可行性十分低。 

5 政府一方面表示鼓勵創科，但今次喵坊被逼遷一事，向業界發出了一個相當負面的信訊，

嚴重打擊業界對投資新產業的信心。 

5.1 投資一家廠房由籌募資金、選址、採購機械、設計及組裝生產鏈，尋找客戶，過程花

費上年計。僅僅三至五年的租期，實在難以讓廠家達至收支平衡。 

6 喵坊並不是因為經營不善而結業，而是受土地政策安排不當影響。本港出現一家回收廠，

願意投入新產業，令本來陌生的回收物料漸漸變得主流，政府有責任為業界建立合理的營

運環境。我們期望政府以香港整體廢減目標為方向，為回收廠提供協助，並檢討各項政策： 

6.1 為喵坊提供合理時間覓地遷廠，提供短期租約以外的環保用地選項。 

6.2 長遠檢討環保用地政策，以鼓勵回收業界投資，為香港建立多元化的回收產業、穩定

的回收鏈。 

6.3 為紙包盒訂立生產者責任法規，讓生產商就其產品的環境成本負責，從而支持回收業，

為物料提供回收服務，以提升回收率、減少香港的廢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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