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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推动

绿色运输技术

绿色交通，又称可持续交通，是以配合人类居住环境、生态均衡及节能的交
通运输系统，并采取低污染、适合都市环境的交通工具。

   改善道路空气质素及减少碳排

放，政府拨款三亿元成立的绿色运输试

验基金，现已开始接受申请，鼓励运输

业界试验绿色和创新的运输技术。

汽车是路边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并

且占本地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18%。

运输业(包括道路及水上运输)是本港

第二大空气污染源，该行业的可吸入悬

浮粒子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约占全港

总排放量的37%，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则

占6%。

基金是资助比传统技术更优胜的新技

术，排放较少空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

或迖致更佳燃料效益。

欢迎符合基金要求的本港运输营运商

申请。

合资格申请的新技术包括新车辆类

型、与运输业务有关的设备或机器，或

新加装系统等。此外，申请项目应是相

关运输业界在日常运作中仍未广泛采用

之技术。

基金将资助产品的部分费用，在须要

时亦可包括安装费用。若该产品是一部

车辆，基金的资助将是传统车辆与另类

燃料车辆两者价格的差额，或后者价格

的 50%，以较高者为准。

运输营运商可申请基金以试验多种不

同的绿色技术，每宗申请最多可获得900

万元的资助金额，每位营运商可获资助

总上限为1200万元。

  

成立督导委员会

基金已成立了一个督导委员会，审

核资助申请和提供意见，成员来自学术

界、运输界和政府相关部门。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于3月21日出席督

导委员会首次会议，并感谢各成员的支

持。

他呼吁运输业界善用基金试验绿色创

新运输技术，为改善空气质素及促进市

民健康而尽力。

推广绿色运输不但能改善空气质素，

更有助减少碳排放，亦为绿色运输技术

带来商机。

基金将资助试验适用于公共运输业(例

如渡轮、的士、公共小型巴士、慈善/非

盈利机构用于提供服务的车辆、专营巴

士和非专营公共巴士以及货车)的绿色创

新技术。

基金资助的新技术须有很大机会能配

合本港的运作需求，及在试验成功后，

能采用于有关运输行业。

为确保基金资助的试验符合申请和审

核条件，并核实接受试验的新技术的环

境效益，政府将委聘独立第三者评估其

绿色创新产品的环保成效。

基金将支付独立评估费用。

为
绿色运输试验基金由2011年3月30日起接受申请，
直至3亿港元拨款用罄为止。

http://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pilot_green_transport_fund.html
http://sc.epd.gov.hk/gb/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air/prob_solutions/pilot_green_transport_fund.html


2p 绿知识

1 2 3

绿色香港 2011年4月号

充电站的位置方便，电动车司机可轻松地为
车辆充电。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出席全港电动车充电站
启动仪式主持亮灯仪式。

电动车的充电网络已扩展至
全港十八区，约300个充电
站供公众使用。

为推广电动车的使用，政府
将豁免电动车汽车首次登记
税。图为政府买入其中一款
电动车。

“日产LEAF”电动车在3月份的活动上首
次公开亮相。

绿色大事

发展电动汽车已成为世界潮流。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电动汽车充电装置最多的国
家，2015年电动汽车应用规模将达到50万辆。

电

扩展电动车充电网络
    动车的充电网络已扩展至全港十

八区，以支持更多快将引入本港市场的

电动车。

现在全港已设置约300个充电站供公众

使用。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3月15日在一项电动

车的宣传活动上表示，充电网络的扩展

清楚告诉社会各界，香港正装备成为利

便电动车使用的城市，提供必需的基础

设施，配合电动车在港的未来发

展。

过去两年，“推动使用

电动车辆督导委员会”

通过多项政策及措施，

积极推广使用电动车

辆。

政府增购电动车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2月发表2011-

2012财政预算案时表示，于2011-12及

2012-13两个财政年度，政府车队换车时

会视乎市场上合适车款的供应和部门运

作需要，优先选购电动车。

曾俊华说：“我们估计会在这两年合

计购入近200部不同类型的电动车，政府

已计划在政府停车场安装更多电动车充

电设施。”

他补充这样可鼓励企业和非政府机构

携手扩展全港电动车的充电网

络。

私营业界增设充电站

本港两间电力公司及物业发展界携

手，增设约300个充电站，供电动车充

电，其中包括三个快速充电站。

物业发展及管理业界承诺于2011年会

增建200个充电站，到2012年会增加至约

500个。

其中信和集团和合和实业有限公司，

分别设置107个和47个充电站。

太古地产、九龙仓集团和新鸿基地

产计划于2011年提供30至50个充电站。 

2012年起，恒基兆业地产将增

建目标提升至11 0个充电

站，恒隆地产承诺增建至

220个充电站。

香港日产LEAF

“日产LEAF”电动车在3月份的活动上

首次公开亮相，并展出一系列电动车模

型。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说：“我们感谢日

产对香港电动车发展的支持，并选择香

港作为日本以外首个获供应LEAF电动车

的亚洲城市。”

为推广电动车的使用，政府将豁免电

动车汽车首次登记税。

LEAF是进入本地市场的首辆五座位电

动私家车，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45公里，

充满电后能行驶160公里，为本地驾驶者

提供一个环保和实际的选择。

香港政府和日产透过先导计划，携手

把LEAF引入本地市场，日产已在首批的

商业生产中为香港预留200辆，供企业客

户订购。

http://www.enb.gov.hk/tc/resources_publications/guidelines/files/charging_points.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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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9年，在经济机遇委员会的第五

次会议后，行政长官承诺会多管齐下牵

头缔造香港为绿色城市，包括推动环保

采购。

就此，政府成立了环保采购的跨部门

工作小组，而小组在2011年1月及3月，

分别通过了两张通告，鼓励部门在工务

工程采用环保及循环再造的物料，及在

日常采购中，实行环保采购。

就一般的物品及服务采购，通告为各

政策局及部门订明了指引，包括：

推动绿色采购
(a)在可行情况下，采购符合环保规格

的产品。符合环保规格的物品是指那些

更适合循环再用、少用包装物料、具持

久耐用性、具较佳能源效益、低耗水、

善用洁净科技以及洁净燃料的物品；

(b)就环保采购的情况每年向环保署汇

报；

(c)将环保规格纳入最新清洁合约；以

及

(d)将排放废气标准纳入最新车辆租赁

合约招标邀请书。

在通告下，我们鼓励工务部门、政

府各政策局和部门试用市场上的环保产

品及建筑材料，即使该环保产品只有少

于三个供应商。如试用成功，又能配合

采购指引，会考虑广泛采用这些环保产

品。

环境保护开支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全球环保产业市场规模预计将达到8000亿美元。

在
30%

  2011-12财政年度，环境局及辖下

部门在其政策范畴下获政府拨款约128亿

元，与2010-11年度的修订预算相比，增

幅为29.8%。

总拨款额约128亿元，表示开支净增加

约29亿元。

其中经营开支约占63亿元，较2010-11

年度的修订预算净增加12亿元，增幅为

23.1%。

增加的拨款主要拟作注资入“环境及

自然保育基金”、处理因大型基建计划

而产生的额外公众填料、继续推行跨区

运送剩余公众填料计划、推行“绿色运

输试验基金”，以及支付废物处理设施

所增加的营运费用。

非经营开支方面，2011-12年度的拨款

约为65亿元，较2010-11年度的修订预算

净增加18亿元，增幅为36.9%。增加的拨

款主要是用于部分基本工程计划所增加

的现金流量需求和开展新工程项目，特

别是污泥处理设施以及净化海港计划第

二期甲项目。

2011-2012
政府财政预算案
突出环保产业

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于2月23日发表

2011-2012财政预算案时，突出环保产业

有可观增长。

虽然环保产业仍处于发展初阶，但其

增长十分可观，2009年的增加值升幅达

12.4%，雇用人数亦上升了3.6%。

曾俊华说：“我们通过多方面的政策

及措施，推动环保产业及绿色经济的发

展。”

政策及措施包括立法改善建筑物能

源效益和推动使用节能家用电器、成

立“绿色运输试验基金”、增加使用电

动车，以及其他措施如扩大环保采购物

品列表、在工务工程中试用新的环保物

料、鼓励环保科研和建设环保基建设施

等。

节约能源进展

财政司司长也提到在推广节约能源及

改善能源效益方面进展理想。

例如《建筑物能源效益守则》即将强

制实施，预计首十年新建筑物可节省共

28亿度电，以及减少约190万吨碳排放。

曾俊华指出首个区域供冷系统将于

今年在启德发展区展开，全部工程完成

后，预计每年可节省高达8500万度电，

和减少近60 000吨碳排放。

他补充说：“这些节能减排措施，在

落实过程中，都需要环保行业的参与，

也会为业界创造商机。”

2011-2012政府财政预算案。

http://www.budget.gov.hk/2011/sim/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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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与化石燃料（例如煤及石油）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可让我们用之不
竭，在周围环境中蕴藏量极多，可来自太阳、风、流水、海浪及生物质能等。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与国家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李干杰（左）会面，
就双方关注的议题交换意见。

 环

能源政策
以安全为先

    境局局长邱腾华四月率领代表团

前往北京，与国家核安全局进行会面。

交流活动目的是加深认识内地能源

安全及发展，并了解国家自日本福岛核

事故后，在加强环境辐射监测及核设施

安全检查方面的工作。负责统筹香港核

事故应变工作的保安局亦有参与是次访

问，并与相关部门介绍香港有关的监察

和应变措施。

这次访问，加强了对国家核安全体系

各个方面的认识，亦为两地相关政府部

门及核专家学者建构了沟通平台。有关

交流和讨论有助考虑如何透过教育宣传

和分享信息，更广泛推广有关能源发展

和核安全的信息，以加深市民的了解。

安全的能源供应

环境局在制订能源政策时，一直坚持

四个重要原则，分别是安全、可靠性、

环保，以及成本效益，其中安全是首要

的考虑。

2009年香港的发电能源组合中，煤占

54%、天然气和核电各占23%。本港绝大

部分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发电所产生，占

总排放量67%。在不同的发电组合当中，

煤的碳排放量最高，亦是空气污染的主

要成因。

为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局在去年9月

发表咨询文件，建议优化香港未来的

能源组合，大幅减少依赖碳排放量高的

化石燃料，逐步淘汰现有的燃煤发电机

组，并增加使用非化石、洁净和低碳的

燃料，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输入核能。

此外，政府会致力提高能源效益、推动

绿色建筑、提倡节约用电、促进低碳运

输，以及建设转废为能设施等。

不同的发电燃料各有利弊，理想的燃

料组合必须平衡各方面的考虑因素。政

府明白近期日本福岛发生的事件，对本

地能源组合的讨论有一定影响。全球多

个正在发展和使用核能的地方，均重新

审视使用核电的方法，香港亦不例外。

香港作为核电的用户，会密切留意关

于核电的发展，以客观的态度、科学的

精神和理性的分析，充分检视将来使用

核能的计划。我们会以安全为先，一方

面不会仓卒定下能源组合的方案，但亦

不应贸然将核能从能源组合之中完全剔

除。

中国及其他国家
检讨核电安全

中央政府强调核电发展要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国务院三月十六日举行的常务

会议作出四点决定，包括立即组织对现

存核设施进行全面安全检查、全面审查

在建核电站，以及在完善安全规划前，

暂停审批新上核电站项目等。

日本核电厂意外后，世界各国都进行

类似的核电安全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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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萨克岛毫无光污染，成为全球首个
“暗天之岛”，一年四季适合观星。

香    港的灯光向来是组成迷人夜景的

重要部分，灯光照明也有助保障我们晚

间的环境安全。不过，市民也意识到户

外灯光对日常生活做成的影响。

环境保护署(环保署)在2009及2010年

分别收到213及226宗对私营机构户外灯

光装置的投诉，大多数是关于光滋扰，

尤其是针对广告招牌、装饰灯或建筑物

外墙的射灯。

环保署收到光滋扰投诉后，会透过联

络及调解的方式跟进。本港目前还没有

针对户外灯光装置造成光滋扰或能源浪

费的法例、规则或指引。

委托顾问研究
环境局为了制定未来工作路向，就户

外灯光装置的能源浪费及光滋扰问题委

托顾问进行研究。

该研究选定东京、新加坡、上海、悉

尼、纽约、洛杉矶、伦敦及法兰克福八

个城市，探讨各城市应付户外灯光问题

的方法。

研究也包括一项收集了受影响的持份

者意见调查。

按公众意见，有超过70%响应者认为本

港有“光污染”问题，约78%的一般居民

认为户外灯光有助美化环境、提升本港

的形象，约87%的一般居民认为户外灯光

装置有助提供安全环境有帮助。

户外灯光装置研究其间也发现，光滋

扰属于“地区性”问题，主要出现在旺

角及铜锣湾等商住地区。

未来工作路向
基于该研究结果，环境局建议采用以

下手法，处理户外灯光装置相关问题。 

(一) 推出《户外灯光装置业界良好作

业指引》，鼓励自愿性措施减低光滋扰

及浪费能源；

(二) 政府会以身作则，尽量于晚上十

一点或之前，关掉装饰及宣传用的户外

灯光； 

(三) 成立专责小组推广有关户外灯光

的公众教育，建议制订技术标准，并建

议未来工作路向，以解决户外灯光造成

的滋扰及能源浪费问题。

规管
户外灯光方案

泳滩水质显著改善

   据环境保护署（环保署）发表的

2010年泳滩水质报告显示，香港泳灘水

質在过去一年得到显著改善。

在2010年，全部41个宪报公布泳滩的

全年级别均为‘良好’或‘一般’，这

是监测计划自一九八六年实施以来首次

全部泳滩均符合海水水质指标。

这表示本港泳滩的水质达标率一直持

续改善，由1997年的63%显著提升至2003

至08年的83%，至2009年的93%及去年的

100%。

荃湾沿岸水质改善

2010年的整体水质全面达标，是由

于有三个荃湾泳滩，即钓鱼湾、近水湾

及双仙湾的全年评级获调升，由2009年

的‘欠佳’级别上调至2010年的‘一

般’级别。

由于政府继续沿青山公路分阶段铺设

新公共污水渠，并持续执行环保法例，

令水质持续得到改善。

此外，昂船洲污水处理厂的前期消

毒设施已由2010年3月1日起全面运作，

现时处理后的污水会先经消毒再从深海

排污渠排放，进一步改善荃湾泳滩的水

质，以便在即将来临的泳季重开部分泳

滩。

环境保护署定期在泳滩抽
取水样本加以分析，监察
泳滩水质。

户外灯光装置研究发现，光滋扰属于「地区性」问题，主要出现在旺角及铜锣湾等商住地区。

根

http://beachwq.gov.hk/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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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岛

九龙

新界

大屿山

屯门曾咀煤灰湖

石鼓洲

绿色新政

根据环评报告的结果，政府倾向选毗邻石
鼓洲的人工岛为首个综合废物管理设施的
选址。

联合国环境署报告显示，从现在起至 2050 年，每年将全球生产总值的 2% 
（目前约值 1.3 万亿美元）投资于主要经济部门，便可实现绿色经济转型。

全

政

综合废物管理设施首选人工岛

     港第一座综合废物管理设施首选

位置是毗邻石鼓洲的人工岛。

目前，香港只靠堆填区处理废物，

而现有的堆填区将分别于2014、2016及

2018年逐一溢满。

因此政府迫切需要引进例如综合废物

处理设施，以先进科技减少堆填区的负

担和回收有用的资源。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说：“过往多年，

香港的都市固体废物回收和减废计划都

有良好进展，但在未来数年仍有相当数

量不可回收的废物需要处理。目前的废

物处理方式并非可持续的做法。”

选选址过程周详慎密

选址过程是周详和慎密的，共有二十

多个地点做为选址的考虑。

政府于2008年确认屯门曾咀和毗邻石

鼓洲的人工岛为两个兴建综合废物管理

设施的可能选址。

就在这两个可能选址兴建综合废物管

理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估（环评）研究已

经完成，环评报告已于2011年2月17日至

3月18日公开谘询公众意见，并根据《环

境影响评估条例》正在处理中。

环评研究结果显示在两个可能选址兴

建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在环境上均可以

接受。

邱腾华说：“根据环评报告的结果并

小心衡量两个可能选址的特点后，政府

倾向选毗邻石鼓洲的人工岛为首个综合

废物管理设施的选址。”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解释政府倾向在石

鼓洲旁边以人工岛的方式兴建综合废物

管理设施，是考虑了四个主要因素。

四个主要因素：

1.在整个垃圾的运送过程中，选址在

石鼓洲旁边的地方所涉及航运的距

离，远较屯门曾咀为短，约可缩短三

分一至四分一航程。

2.石鼓洲周围主要的人口分布区域较

少，因此累积的环境影响较低。

3.随着综合废物管理设施、教育中心

及其他设施的设立，希望为周边的地

区带来正面的经济效益，包括就业和

其他效益。

4.使整体废物设施的分布，有较均衡

的布局。

绿色现代科技
    府计划兴建每日处理量达三千吨

的综合废物管理设施，作为妥善处理废

物策略的一环。

设施将采取先进焚化技术作为核心科

技，将处理的都市固体废物体积大幅减

少九成。

该设施将包括机械式分类及回收设

施，并会转废为能，产生的电力足够供

应约十万户居民使用，为香港每年减少

440,000吨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说：“为确保公

众健康和保护环境，综合废物管理设

施将会采纳国际上最严格的欧盟排放标

准。”

咨询相关的持份者

公众已在环评报告发布一个月内表达

意见，环境谘询委员会亦已就报告提供

意见。

邱腾华表示，政府会就规划和落实综

合废物管理设施，继续积极与相关的持

份者沟通，包括设施的设计及附属设施

等，以符合社区的需要。

环评报告如获批准，政府计划在2012

年上半年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申请拨

款，兴建综合废物管理设施，期望设施

在2018年落成启用。

http://www.iwmf.hk/index/index_cn.html


绿知识 7p

绿色香港 2011年4月号

英国的包装行业一直把减少制造垃圾作为包装产品的主要设计理念，并尽量减低
材料用量作为包装的首要考虑。根据数据显示，现今存放牛奶的玻璃撙已比 1940
年 时期生产的轻了65％，而1公升装的洗洁剂塑料瓶亦比1970年时期出产的轻了
58％，纸盒则比1971年时期轻了40％。

绿色生活

玻璃樽回收计划
见成效

    境保护署2008年与香港酒店业协

会合作推动“酒店业玻璃樽回收计划”

至今，共回收超过1,000公吨玻璃樽。

政府鼓励尚未参加是项计划的酒店和

大型餐饮服务机构，自行组织回收玻璃

樽。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在3月2日回覆立法

会议员时表示，环保署十分支持本地的

非牟利机构在地区上回收玻璃樽，并向

他们提供意见及协助。

一项为期12个月的屋邨玻璃樽源头分

类回收试验计划已于去年12月中在东九

龙6个公共屋邨率先推行，首两个月已成

功回收约5.2吨玻璃。

 邱腾华指出，在考虑把废玻璃樽纳入

现时的废物分类回收系统之前，必须为

废玻璃提供合适及可持续的回收出路。

绿色采购

为此，环保署在2004年资助一所本地

大学，成功研发出利用由玻璃樽压

碎成的细粒，生产行人路砖。

邱腾华表示，自2010年

10月起，路政署已在公共

道路维修合约中，规定

铺设混凝土砖的行人道

须优先采用含回收玻璃成

分的环保行人路砖。此举

有助促进回收玻璃樽工业发

展。

政府在今年1月向各部门发出通告，进

一步鼓励在政府工务工程中使用再造及

其他环保物料。

政府会参考东九龙玻璃樽回收试验计

划的成效，研究如何在香港推行玻璃樽

回收。

“点废成金”

     境局局长邱腾华呼吁市民与社会各界携手，实践减少及妥善处理

废物，保持香港的可持续发展。

邱腾华于3月12日“点废成金”大募集启动礼上，宣扬源头减废、回收

再造及转废为能的信息。

他表示，目前香港的回收率已达49％，但每日仍有近9000公吨的都市

固体废物被弃置在堆填区。

若情况持续，估计现有的3个堆填区将由2014年开始

逐一饱和。

全盘策略

邱腾华说，就解决香港废物处理问题，政府已制订全

盘策略及具体的执行方案，包括多项源头减废的措施，

目标是将回收率进一步提升至2015年时的55%。

“点废成金”大募集启动礼在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举

行，出席的嘉宾包括环境咨询委员会成员、绿色企业和

社会企业的代表。嘉宾与市民分享生活环保小秘方、玩

游戏，增强公众环保意识。

活动邀请了日本环保见闻团团友，分享他们对日本环

保设施的所见所闻，包括参观舞洲工场和梦之岛热带植

物馆。 

他们认为工场在处理废物、控制污染和转废为能方面

的技术与设施都可供香港借镜。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及一众嘉宾为“点废成金”大募集启动礼主礼。

浅绿色的玻璃回收桶内有特别的设
计，可减低市民将玻璃樽放入桶内时
所产生的撞击力和声响。

环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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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吉施—奥登瓦尔德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欧洲中部，内有一套记载约５亿年前重大地
球历史事件的独特地层，2004加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

绿色生活

鸣谢政府新闻处提供本刊图片。

扩展
环保园

     港环保园第2期的擴展正向前邁

進。

环境保护署正邀请富相关经验及专业

的回收再造业者，承投屯门环保园第2期

首批共6幅用地。该6幅用地的租约条款

更具弹性，包括投标者可自由决定废物

种类；长达20年的租约，让租客在安稳

的环境下作长远投资；以及不同的土地

面积以满足不同投标者的运作需求。政

府会继续加强管理服务，全力支援租户

发展及营运其环保回收厂。

第1期6幅共4公顷的用地已分别批予回

收再造废木料、废食油、废电脑、废塑

胶、废金属及废电池之用。

访客中心
屯门环保园在众多设备中，特别设有

一个访客中心，设置了有趣及富吸引力

的展品，包括大型堆填区模型、采用虚

拟三维技术的多媒体展品及互动游戏，

以及影片放映。

访客中心的宗旨是透过推广运动、宣

传、教育和实践计划，提高公众的环保

意识，通过培养市民对环境保护的公德

心，藉着市民的支持及参与，达致理想

的环境目标，并提供环境问题的长远解

决方案。

香港国家地质公园加强海外联系
    港国家地质公园与德国贝尔吉施 

- 奥登瓦尔德山世界地质公园签定姊妹

协议，与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建立更

紧密的联系。

两个地质公园建立伙伴关系，透过分

享科学信息和优良管理经验，以及旅游

推广、研究、教育及培训的合作，携手

发展多项计划，加强大众对地质保育的

认识和关注。

香港国家地质公园于2009年建成，占

地5,000公顷，分为两个园区，共8个景

区，各区均拥有独特的地质特色。西贡

火山岩园区展示壮观的六角岩柱，新界

东北沉积岩园区则展现香港最完整的沉

积地层。

地质公园可为本地的自然保育带来强

大动力，推动政府及利益相关者在这方

面精益求精。

香港更可藉此向世界展示港人引以为

豪的自然保育成果。

贝尔吉施-奥登瓦尔德山世界地质公园

位于德国西南面，占地3,500平方公里，

东西处于美因河谷和莱茵河谷之间。该

地域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

香港国家地质公园与四个世界性地质

公园已经签定姊妹协议，分别是澳大利

亚Kanawinka地质公园、中国雁荡山地质

公园、日本系鱼川地质公园、英国海滨

地质公园，以拓展地质旅游、地质教育

和地质遗迹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与世界地质公园网络成员建
立更紧密的联系，香港国家地质
公园与德国贝尔吉施─奥登瓦尔
德山世界地质公园在3月11日签
定姊妹协议，促进双方在地质保
育、地质公园管理及推广旅游的
交流及合作。渔农自然护理署署
长黄志光（左）及贝尔吉施─奥
登 瓦 尔 德 山 世 界 地 质 公 园 总 监
Reinhard Diehl（右）签署协议。

香

香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在环保园内接受访问。

http://www.ecopark.com.hk/sc/index.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