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智生教授：「玻璃是資源，不是廢物。」
⋯⋯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的潘教授，是

其中一位致力研究將碎玻璃應用於建造業

的先驅。

余家然先生：「我為參與玻璃回收而感到

自豪。」⋯⋯任職於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的余先生，是該公司物業管理部門中積極

推動玻璃樽回收的一員。

呂尚懷先生：「既然酒店是廢玻璃樽的

其中一個主要商業來源，我們便應當負起

責任。」⋯⋯香港酒店業協會的呂先生

支持由酒店業推動玻璃樽回收計劃。

黎梅貞女士：「我為廢玻璃賦予新生命，

為創造綠色香港盡一分力。」⋯⋯ 黎女士

負責「玻璃再生璀璨計劃」，收集灣仔區

酒吧和餐廳的玻璃樽。

嚴日強先生：「很高興看到我們的學員能

為締造更美好的香港環境出一分力。」⋯⋯

嚴先生主管由匡智會策劃、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撥款資助的「玻璃樽回收行動」。

請於 2013年5月6日 或之前，以
電郵、郵寄或傳真方式，與我們
分享寶貴意見。

《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

電郵： glass_prs@epd.gov.hk

郵寄地址：香港告士打道 5 號
稅務大樓 45 樓 4522 室
環境保護署
廢物管理政策組

傳真： 2318 1877

詳情請瀏覽 www.epd.gov.hk。

立即行動
將玻璃變資源

你也可以參與！

於東九龍區各公共屋邨進行的「玻璃樽源頭分類

試驗計劃」，將逐步推展至其他地區。詳情請瀏覽

www.epd.gov.hk（電話：2838 3111）。 

物業管理公司可向「玻璃樽源頭分類試驗計劃」申請

玻璃樽回收箱，詳情請瀏覽 www.ecc.org.hk

（電話：2519 9173）。 

匡智會的「玻璃樽回收行動」於多個公共及私人場地

設置玻璃樽回收點。詳情請瀏覽www.hcfc.org.hk/gbrc/

（電話：3406 3302）。

「玻璃再生璀璨計劃」由香港泥頭車司機協會發起，

於灣仔和蘇豪區收集來自酒吧和餐廳的玻璃樽。詳情

請瀏覽 www.greenglass.org.hk（電話：5316 2907）。

沙田區的市民、餐廳和學校可參與由沙田居民協會

舉辦的「沙田玻璃顯生輝」回收計劃。詳情請瀏覽 

www.sia.org.hk（電話：2691 8033）。

香港酒店業協會的「酒店業玻璃樽回收計劃」，有

興趣加入計劃的酒店可於 w w w. e p d . g o v. h k 瀏覽

詳情（電話：2838 3111）。

玻璃樽回收網絡正不斷擴大，請密切關注！

期待你的
寶貴意見



飲品
玻璃樽

廢飲品
玻璃樽

飲品玻璃樽生產者責任計劃框架

回收責任

在各類玻璃樽中，飲品玻璃樽數量

最多，你贊成我們現在應該優先

就飲品玻璃樽推展強制性生產者

責任計劃嗎？

你認為強制性飲品玻璃樽生產者

責任計劃是否有需要引入堆填

禁令？如有需要的話，應該如何

優化當中運作安排，有效地實施

有關規管？

零售商
提供玻璃樽回收資訊

作為一般消費者，你認為若飲品

零售商能提供有關參與玻璃樽回收

的資訊，會否對你有幫助？作為

飲品零售商，向消費者提供相關

的回收資訊會否有實際困難？

收集商
收集玻璃樽

生產者責任計劃的一大原則，是確保

耗用完的產品得以有效收集，並經過

合乎環保的工序，循環再造成為有用

物料。你認為發牌制度可以令廢飲品

玻璃樽的再造過程達至這目標嗎？

回收商
回收玻璃樽

財政責任

生產者責任計劃承辦商
管理玻璃樽回收工作

消費者
進行源頭分類

供應商
支付玻璃樽回收費

目前，根據《食物安全條例》（第612章），從事

食物進口或分銷的人士，必須為註冊的食物

進口商或分銷商。你認為應否向進口或分銷

玻璃樽裝飲品作本地飲用的註冊食物進口商及

分銷商，徵收生產者責任計劃所需的循環再造

費？還有什麼持份者可以作為循環再造費的

徵收點？

你認為已設有妥善回收重用或再造

計劃的飲品供應商應該可獲豁免

徵收循環再造費嗎？還有哪些持份

者應獲類似豁免？

政府徵收回收費、
負責生產者責任計劃行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