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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二月十日 

 

綠色力量與港燈攜手呼籲市民 

摒除四種傷害環境的過年習慣  

 

農曆年將至，環保組識綠色力量聯同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呼籲市民「除四害」

──戒掉四項傷害環境的過年習慣，包括使用自動黏貼式利是封和新鈔票、過量使用禮物包

裝紙、過量丟棄家居廢物，以及大量食用瀕危物種──共同渡過綠色節日。 

 

綠色力量建議市民改用插口式利是封和「迎新鈔票」（雖舊仍新的鈔票）、少用甚至不用

禮物包裝紙、多參與舊物回收及避免食用瀕危物種如珊瑚魚和魚翅等。 

 

而為嚮應綠色力量的呼籲，港燈正在公司內推行舊物回收計劃，兩個來自港燈的環保

家庭亦分享了他們過「綠色新年」的心得，鼓勵市民一同身體力行。 

 

綠色力量科學及自然護理總監鄭睦奇博士表示，該會近日於市面上收集了多間商戶免

費派發的利是封，發現大部分屬自動黏貼式，只有少數是插口式。鄭博士說：「自動黏貼式

利是封只可供『一次性使用』，但插口式利是封則可重覆使用。」他又補充，每年農曆新年

後市民最少棄掉七千萬個利是封，相等於砍掉了三千六百棵樹。他提醒市民選購利是封時，

可選擇插口式利是封和放棄使用生肖及姓氏設計的利是封，方便循環再用。 

 

鄭博士又指，過年的另一傳統習慣，是使用新鈔票作利是錢。去年本港銀行為應付市民

在這方面的需求，要特別印製約 2.3 億張新鈔票，數量足以鋪滿十二個維多利亞公園。他呼

籲市民不換新鈔，沿用迎新鈔票作利是錢。 

  

 港燈環保家庭成員蘇姚淑圓表示，多年來她一直沒有特別使用新鈔票作利是錢，但對

於一些仍然希望使用新鈔作利是錢的家庭，蘇太亦提供一個環保妙法，就是以舊鈔與孩子收

到的新鈔利是錢交換，新鈔便可留待下一年使用。蘇太更分享了一個「環保封利是」的習慣，

就是以一封「大」利是給同一家庭的小孩子，取代每人一封，從而減少使用利是封。 

 

此外，市民在新春期間習慣互相饋贈禮品，而每年用於包裝禮物的包裝紙便消耗了近

一千六百棵樹木，還耗用十七萬公升石油作生產燃料，為環境帶來極大負擔。鄭博士建議市

民可使用環保袋或在家裏存起的紙袋代替包裝紙；若一定要用包裝紙，鄭博士表示應選用纖

維包裝紙，方便重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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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港燈環保家庭成員劉志光非常贊成這建議，他甚至會選用環保袋代替包裝紙。

「一般人都認為賀年禮物要包裝好才夠體面，如果真的要把禮物包裝，我提議改用環保袋盛

載禮物送禮。此外亦會小心拆開有包裝紙的禮物，盡量保留包裝紙，留待下次再用。」 

 

部份市民因「大掃除」會大量棄置家居廢物，這一過年習慣亦同樣對環境造成傷害。環

境保護署資料顯示，2003 至 2005 年的農曆新年期間，香港各堆填區收集到的每日家居廢物

量，平均比同年其他月份多出約三百公噸，約要用二百架 5.5 噸貨車運載，顯示市民在農曆

年期間大量棄掉物品的情況嚴重。鄭博士提醒市民在更換新傢具、電器和衣物時應謹慎一

點，舊了但仍然完好的物品，可捐給慈善團體或進行回收，減少浪費。 

 

鄭博士稱團年飯吃得過度奢華也是破壞環境的惡習。他說：「大部分香港人生活豐足，

海味、魚翅、珊瑚魚如東星斑、蘇眉及龍躉等貴價菜式，都是首選。食用大條珊瑚魚及魚翅

的數量非常驚人，而因過量捕獵，野生蘇眉、龍躉和部分鯊魚（以取其魚翅）已瀕臨絶種
（註

一）
。」鄭博士建議市民應減少食用，或改食養殖的珊瑚魚如青斑、芝麻斑和紅鮪。他更促請

政府要求魚販標明珊瑚魚的來源地，方便市民識別養殖和野生珊瑚魚。 

 

 「綠色節日運動」由綠色力量與港燈合辦，目的在於為市民提供環保的慶祝節日方

法，減少浪費。有關慶祝農曆新年及其他節日的環保方法，可登入綠色力量網址：

http://www.greenpower.org.hk/new/activities/2006_cleanhk/home.html 

 

 

註一：野生蘇眉和龍躉，牠們已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瀕危動物紅色名錄》列為「易危」

物種，蘇眉更被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CITES 附錄二中的物種，貿易受到

許可證管制。至於鯊魚，目前已有三種鯊類(鯨鯊、姥鯊和大白鯊)被《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

際貿易公約》列為受保護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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