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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49%

回收设施覆盖人口80%

胶袋征费第一期业已实施

2015
回收率：55% 

生产者责任计划陆续实施

污泥处理设施启用（2013）

第一期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启用

2016 / 2018
回收率：假设不变

生产者责任计划陆续实施

第一期综合废物管理设施启用

第二期有机资源回收中心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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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言起行
处理迫切废物问题

    港特区政府将于来年开展一系列

的计划，以多管齐下的方式，解决香港

迫切面临的废物处理问题。除了加强源

头减废的措施外，亦会及早筹建现代化

的废物处理设施，转废为能。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于1月4日宣布此项

计划时，呼吁社会必须鼎力协作，为长

远妥善解决香港的废物问题作好准备。

香港现时几乎完全依靠堆填区以填埋

废物。香港的生活垃圾回收率虽达49%的

水平。但每日仍有13,300公吨的废物弃

置于堆填区，当中包括都市固体废物和

建筑废料。

邱腾华称：“我们现有的三个堆填区

将于2014、2016和2018年逐一饱和，香

港急切需要为现时及未来能够妥善处理

废物做好准备。这一切的准备工作要是

有所拖延的话，我们的社会恐怕要为此

而付出代价。”

源头减废 扩大回收

邱腾华指出，香港的首要任务继续加

强从源头减少废物。特区政府的最新目

标，是到2015年时，将都市固体废物回

收率由现时的49%提升至55%。

政府亦计划扩大回收范围，在住宅和

商业物业提供厨余处理设施，在18区建

立回收网络，促进可循环再用物料和厨

余的回收。

政府计划于2011年开始就固体废物收

费展开公众咨询，同时推行下一阶段生

产者责任制的工作，包括胶袋征费第二

阶段计划和废电器电子产品生产者责任

计划。

引进现代废物处理设施

由于仅仅依靠堆填区处理废物不能持

续，香港必须引进先进的科技例如废物

焚化设施和厨余处理设施，以提升废物

处理的能力。

邱腾华介绍说：“我们需要引进现代

化的设施处理废物，废物焚烧后变成灰

烬，能减少百分之九十的体积。更重要

的是，这种技术能转废为能，处理过程

中可以发电。”

现时正在建设的现代化污泥处理设

施，每日可处理最高2000吨的污泥，预

计将于2013年投入使用。

政府亦计划兴建处理量可达每日3,000

公吨的综合废物管理设施。视乎选址，

设施预计将于2016或2018年堆填区饱和

之前落成，提高香港处理废物的能力。

堆填区：不可或缺的一环

在兴建现代化废物处理设施的同时，

解决香港废物问题的另一项不可或缺的

措施是及时扩展堆填区。短期而言，香

港有迫切的需要尽快扩展堆填区，以应

付随着现有的堆填区溢满、现代化设施

筹建期间的废物处理的需要。从长远的

角度，正如许多大城市一样，香港需要

预留空间以填埋焚化设备因规模所限未

及处理的都市固体废物、不可焚化的废

物，以及经焚化的垃圾所余下的灰烬。

因此，堆填区的存在是有必要的。

邱腾华说：“未来，堆填区将会作

为我们妥善管理废物的方案的一环。不

过，随着其他各项管理废物的政策和措

施逐步得以落实，日后弃置于堆填区的

废物的量和质，都会和现时有很大的分

别。”

齐心协力 方能成事

邱腾华强调，解决香港的废物问题必

须社会整体、包括相关地区、政党、议

员和市民的共同努力。

政府计划在2012年上半年，就综合废

物管理设施，有机废物处理设施和扩展

堆填区向立法会申请拨款。

香港环境保护署制定废物处理计划应对香
港急需面对的垃圾废物处理问题。

废物处理计划的重要里程碑。

香港人每天产生约18，000公吨都市固体废物，回收率为49%，余下9,000
公吨弃置于三个策略性堆填区。

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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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香港需要新的
废物处理方法

       化，已经被证明是符合环保标准的技术，

专家称，应是香港解决废物处理的一个可行办法。

现时，废物回收和循环再造是香港减少废物体

积的主要方法，但是，仅仅依靠这个方法是不够

的，因为很多废物是无法循环再用的，需要妥善

弃置。

考虑到香港现有的土地资源非常有

限，专家呼吁我们必须尽快采取

新的措施。

“堆填作为香港唯一的

废物处理方法显然是不

能持续的，”香港理工

大学环境科技与管理研

究中心主任潘智生教授

说，“我们必须采取其他

的废物处理方法，减少最终

需要弃置废物的体积。”

鉴于此，潘教授建议，特区政府应

该向其他和香港处于类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大都市学

习，借鉴它们的经验。

以东京，台北和新加坡为例，这些城市都建造

了热能废物处理设施，潘教授认为香港应遵循相同

的途径，引进国际最高标准的技术。

“这些城市都采取了先进的焚化技术，来处理

那些不可循环再用的废物，”潘教授指出，“利用

改良的燃烧和空气排放控制技术，现在的焚化设施

已被证明是符合环保标准的，而且可以有效地减少

最终需要弃置的废物体积。”

身兼香港浸会大学生物系教授和环境保护运动

委员会副主席的黄焕忠认为，特别是台北模式，

应给特区政府带来很大启发。台北在2000年人均固

体废物弃置率为每天1.12公斤，到2010

年减少为0.39公斤。台北正朝着

在2020年达到零堆填的目标

迈进。

“台北是台湾第一个采

取垃圾按袋收费政策的城

市，”黄教授解释说，“

加上其他政策，例如家庭

垃圾强制分类和厨余回收

项目，能给居民带来经济效

应，因而市民能够自觉将垃圾进

行分类。”黄教授说。

他介绍了台北市实行污染者付款方法的其他配

套措施，例如，要求居民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将垃

圾袋直接送到垃圾车，这样便可以同时将可循环的

废物和一般的废物分别收集。

香港环境局计划就固体废物收费展开公众咨

询。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经济诱因将是一个有

效的手段减少废物，政府会向公众咨询具体的实施

方法和细节。

潘教授认为，香港必须继续推展和鼓励生产者

回收和减少垃圾，“生产者责任制和固体废物收费

是两个有效的方法减少废物。”

这些措施的实施应该很及时，因为随着环保意

识的增强，公众积极的参与程度也表明，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接受这种以奖励为基础的政策。

位于屯门的污泥处理设施环境教育中心。

屯门污泥处理设施采用可持续发展设计，以确保
符合最高的环保标准。

焚化是先进国家广泛采用的主要废物处理方法，目前全球共有约2,000个配备污染控制系
统的焚化炉。其中两个最大的焚化炉分别位于新加坡和荷兰，它们都可每天处理约4,000
公吨城市固体废物。

焚

特区政府应该向其他和香港处于类似经济发展
阶段的大都市学习，借鉴它们的经验。图为日
本Saitama Tobu都市废物焚化设施的鸟瞰。

绿色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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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的进展

COP16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

图为COP16气候变化展示村。

邱腾华在“清洁革命典礼”上致

辞，向各国政商领袖介绍香港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及

简介未来十年应对气候变化

的策略和行动纲领。

绿色大事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以
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给人类经济和社会带来不利影响的国际公约，也是国际社会在对付全
球气候变化问题上进行国际合作的一个基本框架。

    墨西哥坎昆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

化会议中，各国进行讨论，在联合国协

议下共应对气候变化；香港也会继续努

力，加强相关工作，环境局局长邱腾华

介绍说。

邱腾华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于

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出席了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六次缔约方会议

（简称COP16）。

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此

次会议，并取得成果。

邱腾华表示，香港作为国际社会成员

之一，一直积极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

题。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

领的公众咨询文件中，政府提出了进取

的目标，建议在2020年将香港的碳强度

由2005年水平减少50%-60%。

这将减少19%-33%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人均碳排放量可从6.2吨减少至3.6-4.5

吨。相比之下，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

预计在2020年为14.7-17.4吨，欧盟为

7.4-9吨，日本人均碳排放则为7.4-7.8

吨。

邱腾华认为，坎昆气候变化会议展示

了国际社会对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协议的

决心。

与此同时，他指出城市应

不遗余力采取实际行动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特区政府正在就公众咨询文

件的反馈意见进行分析，以便订定未来

的路向。

邱腾华在坎昆会议期间所举行的“清

洁革命典礼”上致辞时向与会人士介绍

了香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他表示香港计划以多管齐下的措施应对

气候变化。这些策略性措施包括改善建

筑物能源效益及推动绿色运输等。

邱腾华并于坎昆参与气候领袖峰会圆

桌会议，讨论全球各地电动车的最新发

展。他在会议中与各国政府官员、汽车

生产商、以及相关专业的代表会面，共

商推动更广泛使用电动车的措施。

他表示：“我们正致力推动香港成为

一个适合使用电动车的城市，并且鼓励

电动车生产商在香港引入更多新型号。

我们已制订一篮子措施发展合适的基建

以推广使用电动车，包括提供更多电动

车充电设施。香港欢迎各类新型号的清

洁能源车辆，以助减低香港的温室气体

排放及碳足迹。

COP16: 取得的成果
    次是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首次于

协议内正式确认发展中国家的行动，大

会亦协议全球均温升幅以工业化前的水

平为基准，设定为低于摄氏2度。

大会同时同意设立“绿色气候基金”

，预定在2020年前，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

千亿美元资助，以协助保护热带雨林及

分享洁净能源技术的方法等。

至于如何延长将于2012年期满的“

京都议定书”，目前未有显著进展。该

协议现规范将近40个国家减低温室气体

排放量。下一次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将于2011年底于南非德本举行，相信包

括该项协议在内的减低温室气体排放议

题，将被列入下次议程内。

是次坎昆会议可以说是人类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的又一里程碑。

“这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新

时代。”会议主席兼墨西哥外交部长

Patricia Espinosa表示。

在

这

http://www.cc2010.mx/en/
http://www.cc2010.mx/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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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公众
讨论香港
减排对策

   源咨询委员会近日举办低碳能源与

气候变化研讨会，探讨能源政策和措施

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发挥的作用。

会议于12月23日举行，分为两个环节

讨论。第一个环节检视建筑物能源效益

带来的减排空间，以及香港特定的建筑

环境的优势和局限。

第二个环节探讨提高输入核能作为未

来十年香港减排策略的考虑，和本地发

展可再生能源的空间。 

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梁广灏说：“我

们希望藉举办这个论坛，探讨能源政策

和措施在应对气候变化所发挥的作用，

以及在国家能源发展规划中，香港能源

政策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出席研讨会的环境局局长邱腾华

说：“为对应气候变化，政府建议大幅

减排，目标是在2020年把碳强度自2005

年的水平减低五至六成。推动能源效益

及全面优化发电燃料组合是当中重要的

减排措施。这次研讨会，能让公众能深

入讨论香港未来与能源相关的减排策

略。”

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及学者就本港应

对气候变化策略中有关能源的措施发表

意见，并支持提升能源效益，并认同各

界应同心协力，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

献。

梁广灏在总结与会者讨论时表示，研

讨会为深化香港未来能源政策的讨论，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绿色大事

碳强度是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强度高低不表明效率高低。
一般情况下，碳强度指标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下降的。

专家、学者及与会人士在研讨会上就发展清洁能源进行讨论。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与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厅长李清

出席“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作小组”第十一次

会议。

 能

 第

粤港持续发展 共商环境保护

     十一次“粤港持续发展与环保合

作小组”会议于12月20日在香港召开。

双方制定了未来一年的工作重点。

未来粤港合作的工作重点主要包括：

1.落实及进一步加强《管理计划》的防治措施，持续改善区域空气质素；共同开

展终期评估工作，总结两地2010年的达标情况，并尽快完成研究珠三角地区2010年以

后的空气污染物减排安排；

2.继续积极推动“清洁生产伙伴计划”及“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计划，促进

企业节能减排；

3.共同推进《珠江河口区域水质管理合作规划前期研究》的工作；

4.积极跟进落实各项深圳湾水污染防治的工作，并且共同推进《大鹏湾水质区域

控制策略》第一次回顾工作；

5.共同深入探讨经无害化处理后可重用物料利用合作，以推动两地例如废玻璃回

收及循环再造业发展；

6.持续在林业护理、城市绿化、森林病虫害防治、保护濒危野生动植物等工作方

面进行交流和合作；及

7.开展珠江口海域生态修复、继续就渔业资源存护和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华白

海豚、珊瑚礁及海龟的保育和研究工作。

回顾2010年，双方都认为在改善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素、推动清洁生产、水环境

保护，以及林业及海洋资源护理合作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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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听组风云 马姐 VS OL 一代接一“袋”
童真救地球

      与政府携手促进环保，2008年8月，东华三院执行委员会审批了“东华三院迈向绿色机构”计划的建议书。同年9月将建议书

提交“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委员会”，申请推行一系列环保措施的拨款。2009年1月，东华三院获基金原则性批准拨款一千九百八十

四万元以推行为期三年的绿色计划。

“迈向绿色机构”计划实施以来，各方面的进展都非常理想。近日，东华三院行政总部更荣获香港质量保证局颁授ISO 14001环境

管理系统证书，进一步实践“东华三院迈向绿色机构”计划，藉着订立清晰的指标，按照专业及有系统的指引和步骤，以达至机构减

排和低碳的长远目的，包括引入能量及碳审计、减排温室气体、每年减少用纸量、增加使用再造纸、使用以较环保的LED光管及增设

其他节能设施、以及选用符合环保规格的承判商及合作伙伴。行政总部亦制订多项环保政策与工作指引，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

颁授仪式于1月20日举行，并邀得香港质量保证局主席莫国和教授主礼。“作为本港首个绿色非政府机构，东华三院获得ISO14001

认证是一个重要起步点，并会为本院其他单位、甚至对其他机构起着示范作用，令环保工作更趋成熟、达致更高效益。”东华三院主

席梁定宇致词时表示。

“迈向绿色机构”计划实施以来，东华三院在环保的各方面都进展得非常理想。目前，东华属校己完成了多项节能及再生能源装置

项目，其中三间中学的绿化天台工程亦已完成。至于东华在管理殡仪馆和庙宇方面的工作是慈善界别中独有的，如推出环保棺及环保

香，并积极进行社区教育及推广。

此外，东华正进行一系列的环保教育及推广工作，令员工、学生、家长、服务受众和广大市民，都逐渐认识到爱护地球的重要性，

成效显著，令人鼓舞。

东华三院
踏入绿色新纪元

东华三院开展了一系列的环保教育及推广

工作，包括环保棺及环保香的展览。

东华三院主席梁定宇(左)，在东华三院第二副主席暨物业委员会及环境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文

绮慧(右)陪同下，接受香港质量保证局主席莫国和教授颁发ISO 14001环境管理系统证书。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自1994年根据《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条例》成立以来，
已资助超过1,000个与环保和自然保育有关的教育、研究和其他项目及活动。

为

美女人间蒸发 一个贼的故事

另类短片　YouTube传递绿色资讯
为了把源头减废的讯息传到社会上的不同角落，环境局制作了数出别开生面的短片，以生动活泼的手法，

透过趣剧、悬疑和“栋笃笑”的型式，带出我们在生活许多细节上，只要花点心思，便可减少废物的讯息。

影片经已上载到YouTube。请点击以下的短片，即时观看 。

请点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VeXHjP8MOk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VdXdLEKoIU
http://www.youtube.com/watch?v=9sMcC99WghI
http://www.tungwah.org.hk/publish/green/SC/ourgreen.ht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6_ak0eokn0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LP4r7Il7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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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新一轮社会参与过程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陈智思（右）和小组召集人黄

锦星先生（左）会见媒体。

      持续发展委员会于1月17日的会

议上选定以“气候变化”相关事宜为新

一轮社会参与过程的议题。

此次委员会的社会参与过程会从能源

的需求管理入手。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陈智思表示,此

社会参与过程旨在促使主要楼宇使用者

反思其生活及营运模式，继而订定减碳

计划, 并付诸行动。  

委员会得悉，本港电力总用量中约有

90%是建筑物有关的，而发电又占全港排

放量的67%。换言之，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占香港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60%。

因此，这次社会参与过程会针对家

居、办公室、零售和饮食业等主要楼宇

使用者, 为透过需求管理达至减排迈出

重要的一步。

社会参与过程是一套由下而上、公

开、涵盖面广泛和由持份者主导的社会

参与模式，鼓励持份者就不同范畴具体

探讨他们愿意采取的减排措施。

委员会将编制一份“诚邀回应”文

件，作为社会参与过程的资料来源,当中

玻璃樽回收试验计划开展
    期十二个月的屋邨玻璃樽回收试验计划于今年1月，在东九龙六个公共屋邨正式

启动。

房委会已在参与屋邨内的住宅楼宇大堂或出入口附近放置的三色分类回收桶旁边，

加设一个浅绿色的玻璃回收桶，即第四色桶，方便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将玻璃樽分类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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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计划屋邨收集到的玻璃樽会被循环再造成玻璃砂， 

以替代天然河沙，用于制造行人路砖。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说，某些政府部门，例如路政署和房屋署会 

优先采用这些含有回收玻璃的行人路砖。

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以后人们在丢弃玻璃樽前会 

再三考虑，而通过这个计划收集到的瓶子可以用作制造 

行人路砖，为携手建设绿色香港加添新动力。”

废弃的玻璃樽占本港固体废物的百分之三，此项计划之目的 

不仅在于可以减少堆填区废物的体积，更可以提醒我们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为绿色香港作出的贡献。

邱腾华表示，政府会参考这项计划的成效，研究如何 

进一步在本港推展玻璃樽回收的安排。

绿色新政

环境局局长邱腾华在“屋邨玻璃樽回收试验计

划”启动礼上，鼓励市民参与废物源头分类回

收，为保护环境出一分力。

本港商业运作所耗用的能源占全港电力总用量的65%，并于近年不断递升，
而住宅所用的电力亦占全港电力总用量的25%。

会涵盖进行碳审计及减碳措施的障碍及

所需的协助和诱因、是否应该和如何推

行碳补偿、应否推行强制措施,以及政府

的角色等等。务求鼓励参与者跳出惯性

思维，凭着创意，在危机中找到前所未

有的新机遇，为香港，甚至全球人类的

可

为

可持续发展出一分力。

时间表方面，委员会预计于今年第二

季度正式开展社会参与过程，以四至五

个月时间收集公众意见。预计整个社会

参与过程为期约一年, 期间亦会推行不

同的公众教育及宣传推广活动。

http://www.susdev.gov.hk/html/gb/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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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约两成的建筑废物是非惰性建筑废物，一般为竹、木料、植物、包装废物及
其他有机物料等。惰性物料则指石块、瓦砾、大石、土、泥、沙、混凝土、沥青、
砖、瓦、砌石或经使用的膨润土。

绿色新政

五个具地质价值的地点
指定为特别地区

  使香港国家地质公园内的地质资

源得到更好的保护和管理，五个位于

新界东北及西贡具地质价值的地点被指 

定为特别地区，并由2011年1月1日起生

效。

由于部分具地质价值的地点位于郊

野公园范围以外，为了加强保护和管理

地质公园，当局遂建议把这些范围指定

为“特别地区”，包括印洲塘特别地

区、粮船湾特别地区、桥咀洲特别地

区、瓮缸群岛特别地区及果洲群岛特别

地区，共占地约235公顷。

印洲塘特别地区位于新界东北，地质

特色主要有侏罗纪及白垩纪的沉积岩。

其它四个特别地区则位于西贡，地质特

色为白垩纪的火山岩。

渔农自然护理署发言人说：“五个

特别地区指定后，会由郊野公园及海岸

经修订的建筑废物接收准则已经生效

根据废物处置（指定废物处置设施）

规例订立，于筛选分类设施及堆填区使

用的修订建筑废物接收准则（准则）已

于12月29日生效，目的是决定每一车辆

上的建筑废物应送往筛选分类设施，还

是送往堆填区处置。

公园管理局总监（即渔农自然护理署署

长）管理，并受《郊野公园及特别地区

规例》规管。”

香港国家地质公园包括西贡火山岩及

新界东北沉积岩两大园区共八大景区，

合共占地约50平方公里。公园在2009年

设立，以推广地质保育、普及地质科

学，就地貌资源推动公众教育和可持续

发展。

为鼓励减少废物、废物分类和再用可循环再造的惰性物料，建筑废物会按照成分

在公众填料接收设施、筛选分类设施、堆填区或离岛废物转运设施弃置，并须缴交

不同的费用。如车辆所载的建筑废物全属惰性物料，应前往公众填料接收设施，所

需缴交的费用是每吨港币27元，而这些惰性物料会循环再用；若建筑废物当中的惰

性物料占重量超过一半，则应该运往筛选分类设施，收费是每吨港币100元，可循环

再造的物料会被筛选出再用；如惰性物料不多于重量的一半，应运往堆填区弃置，

收费为每吨港币125元。

环境保护署（环保署）发言人表示：“为提高在筛选分类设施及堆填区接收和处

置建筑废物的效能，环保署修订原有的准则，除了采用重量比例外，还加入废物的

深度。”若勾斗车载有的建筑废物的深度多于1米，或非勾斗车的建筑废物的深度多

于1.5米，不论任何重量比例，车辆须把建筑废物送往堆填区。若废物深度不超过该

水平，就会根据现时采用的重量比例，以决定废物应运往的处置设施。

环保署在11月和12月举行了十二场讲座，向主要持份者讲解修订准则安排，超过

300间公司的500多名代表出席了讲座。该修订准则经咨询相关业界后已于2010年7月

刊宪。

印洲塘現已被指定為特別地區。

图片显示新界东南堆填区处理建筑废物。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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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局副局长潘洁出席“低碳食在家”工作坊，鼓励参与的妇女从日常生活中实践“

低碳生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2. 雇员再培训局家务助理课程的

学员正在接受培训。

德国的研究报告称，一个人如果吃肉，每年造成的碳排放量，相当于驾驶一辆中型车行驶4758
公里，但是素食者一年吃掉的食物所造成的碳排放量，约等于驾车行驶2427公里。

绿色生活

“低碳食在家”
社区活动展开

                           候变化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各界都应身体力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市民可在衣食住行、起居饮食各方面中轻易

实践低碳生活。近日，由环境保护署、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及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共同推出的一项名为“低碳食在家”的社区活

动就是一个好例子。

此活动共有十个培训课程，涵盖低碳饮食的六大原则，简称为LOVERS，即多用本地生产的食物（Local）、有机种植（Organic）、

多素少肉（Vegetarian）、 省能烹调（Energy-saving）、惜物善用（Reduce-Reuse-Recycle）及不时不食（Seasonal）。

环境局副局长潘洁出席在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举行的“低碳食在家”首个工作坊时表示：“我们希望透过烹饪示范及教授日常生活

的小锦囊，提高妇女对气候变化的认识，鼓励她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低碳生活，以减少社区的碳足印，令香港成为一个绿色城市。”

预计有三百名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的会员参加，她们除了学习低碳烹调的技巧外，亦有机会采摘新鲜蔬菜作烹调所用，并且

会学到不少家居生活的低碳锦囊，包括使用环保天然家居清洁用品、减少厨房浪费、处理厨余方法和善用废物绿化等。学员完成学习

后，将会成为低碳饮食的大使，继续在各自从属的地区团体活动中，进一步将低碳饮食、低碳生活的信息推广。嘉道理农场亦会将筹

划这些社区活动的经验结集成书，供其他机构借鉴。

环保署推出培训计划 向家佣推广绿色家务习惯
     港有超过220,000家庭聘请家佣，

精明而拥有良好家务习惯的家庭佣工不

单为雇主节省金钱，还可为绿色生活环

境出一分力。

环境保护署（环保署）与雇员再培

训局和驻港领事馆合作推出两项培训

计划，分别以本地和外籍家庭佣工为对

象，令他们更加意识到身为环保管家所

负的责任，并向他们灌输减少废物和减

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知识与方法。

培训材料内容包括“3R”原则（Re-

duce, Reuse, Recycle）、减废、废物

分类、节能、节约用水和绿色生活小秘

方。这些关于绿色家务习惯的详细内容

经已加入雇员再培训局的“家务助理证

书课程”中。它为本港最具规模的本地

家务助理职前培训课程，每年有约5,000

名学员毕业。

环保署的另一措施是为外籍家庭佣工

提供“绿色指导课程”。环保

署建议在新来港外籍家庭

佣工的迎新课程中加入

环保内容。菲律宾驻

港总领事馆将会为新

来港菲籍家庭佣工而

设的迎新和训练课程中

加入一节环保课程，预计

每季将有近二百位学员参加。

印度尼西亚驻港总领事馆亦计划推行类

似安排。

此外，环保署制作了一出生动的动

画，供培训课程导师配合详细的环保知

识训练手册使用，该动画并已录制了英

语、印度尼西亚语和广东话三

种语言版本。

 气

香

鸣谢政府新闻处提供本刊图片。

http://www.lowcarbonliving.hk/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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