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香港的環境政策現正處於一個分水嶺。自一九八九年以

來，有關政策一直按照《白皮書：對抗污染莫遲疑》所釐訂的十

年計劃，以控制污染為方向。我們必須繼續努力減少污染，尤其

重要的是採取措施以減少車輛廢氣，以及為本港建設一個妥善的

污水處理系統；這些都是為香港締造一個健康愉快的環境所必不

可少的措施。  

 

然而，要為我們本身和下一代建設一個可持續滿足本港經

濟和社會需要的生活環境，控制污染僅是眾多須悉力以赴的方向

之一。我們的經濟活動以及在消費、交通、能源使用或康樂方面

所作的選擇，共同塑造了我們的生活環境。另一方面，我們環境

的質素也影響到本港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潛力，而我們周圍自然環

境的狀況，不單影響到我們的生活質素，亦顯示了整個城市日後

的健康狀況。  

 

若要協力為本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前景，我們必須認識到

本身在經濟、社會和環境所作的種種選擇，其間有着不可分割的

關係。在這本小冊子裹，我們也開始一併探討其他相關問題，例

如資源運用效益、自然保育及較妥善的廢物管理辦法等。這些重

要的因素，加上對污染的控制，都會對本港的環境有所影響。我

們也盡量把釐訂政策的過程解釋得更清楚。然而，這只是一個開

始。這小冊子並未像部門報告般論述所有關於環境事宜的工作計

劃，但已開列了我們將開始實行的新措施，並闡明了一套有助香

港持續發展的環境政策的發展方向。我們歡迎市民就我們各項工

作重點及所介紹的資料提供意見。我特別希望全港市民都一起參

與，共同為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家  - 香港，創造一個更健康和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  

 

 

 

                      
   

規劃環境地政局局長梁寶榮  
 

 

 

 



 

 
 

 

雖然政府利用現有資源，可以解決部分環境問題和應付

部分環保需要，但要解決其他大部分環境問題，不單需要社

會各階層人士改變對環境問題的看法，以及改變其生活習

慣，還需要政府調撥額外資源。為協助香港社會處理環境問

題，政府實施了多項措施，包括發表有關環境問題的白皮書

和聲明，解釋環境政策；為公眾人士和學校舉辦環境教育活

動；向工商團體宣揚環保信息，並提供建議；以及支持由社

會人士舉辦的環保活動和訓練計劃。政府亦不時向立法會環

境事務委員會作出滙報，向各個條例草案委員會提交和解釋

法例草案，亦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和解釋有關的撥款申

請。  

 
 

 

 我們用以衡量這方面工作的主要成效指標是：市民和

立法機關願意為環保計劃提供多少撥款，以及市民和立法

機關對為環保目標而作出制度方面的改變，給予多少支持。 

 

 

 

 
 
 

 
 
 

三 
建立理解與支持  

成效指標 

十  



措施 目標 

  

環境管理 
 

要 求 政 府 各 部 門 的 首 長 為

屬 下 部 門 發 表 有 關 環 境 政

策及具體行動的報告，以及

鼓 勵 公 營 機 構 採 取 類 似 措

施，從而在政府及公營機構

內 就 落 實 環 保 原 則 建 立 責

任明確的管理體制  

 

(規劃環境地政局 ) 

由 一九 九九 至二 零零 零

財政年度起，所有政府部

門和公營機構，均須發表

環境報告書  

  

爭 取 社 會 各 界 支 持 施 行 減

少廢物策略  

 

(規劃環境地政局 )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年 初 設 立

減少廢物委員會  

提高市民對「減少廢物綱要

計劃」的認識，並爭取市民

支持該計劃  

 

(規劃環境地政局 ) 

在 一九 九八 年年 底政 府

推 出「 減少 廢物 綱要 計

劃」後，籌辦一連串推廣

及教育活動   

 

成立一個計劃去確認那些能

夠達到其減少廢物目標的商

業機構的努力，以鼓勵工商

界採取可以減少廢物及避免

產生廢物的措施   

 
(環境保護署 ) 
 

在 一 九 九 九 至 二 零 零 零

財政年度推出「明智減廢

計劃」  

 

 

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