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

第五章
環境及保育

引言

可持續發展必須在保護環境、保育文物、發展經濟和照顧社
會需要之間，取得適當平衡。

本屆政府在就任後的第一年已發表兩份藍圖，在空氣質素和
廢物管理方面制訂了清晰的目標和工作計劃，為環保工作奠
定了穩固的基礎。我們正採取實質行動，藉不同的措施和計
劃，把藍圖付諸實行。改善空氣質素和減少廢物都是艱巨的
任務，但我們會與市民攜手合作，決心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取
得重大進展。

市民已日漸意識到，如不妥善保育香港的自然環境，他們的
生活質素也會受到影響。我們為此而推行的一項重要工作，
是根據我們在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所承擔的責任，制
訂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劃》。

為回應社會對氣候變化的關注，我們已加倍努力，推展多項
措施，務求提高能源效益，並提倡低碳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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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香港成為更美好的城市，我們會繼續改善本港的基礎設
施，以提供一個安全及優質的居住環境。同時，我們也會採
用全面及專業方式，改善綠化、園境和樹木管理安排，並藉
綠化伙伴運動邀請有關各方參與其中。

我們希望能保存城市的魅力，同時又顧及到發展需要。我們
會聯同古物諮詢委員會，就歷史建築保育政策的未來路向諮
詢公眾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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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措施

我們會推行下列措施：

空氣質素

■ 在2014年檢討第三份技術備忘錄，以期由2019年起收緊
電力公司的空氣污染物排放上限。（環境局）

■ 推出資助計劃，全面淘汰歐盟三期及更早期排放標準的
柴油商業車，以改善路邊空氣質素。計劃涉及約八萬部
車輛，有關特惠補償由2014年第一季起接受申請。（環
境局）

■ 推行試驗計劃，讓電動的士供應商在運輸署轄下的停車
場設立快速充電器，以推動電動的士車隊的擴充。政
府亦會增設100個中速充電站，以縮短電動車的充電時
間。（環境局）

■ 與廣東省及澳門政府合作，共同優化珠江三角洲區域空
氣監測網絡，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空氣質素數據。（環
境局）

■ 與廣東省及澳門政府合作，啓動珠江三角洲區域大氣微
細懸浮粒子研究，為規劃進一步改善區域空氣質素的策
略提供確切的科學基礎。（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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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廣東省探討空氣污染預警合作和致力發展區域空氣質
素聯防工作。（環境局）

廢物管理

■ 就減少、回收及處理廚餘和園林廢物提出更全面的策略
及規劃。（環境局）

■ 預留十億元設立「回收基金」，以推動回收業的可持續
發展。推動回收業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將詳細研究基
金的具體應用，並在過程中諮詢持份者的意見。（環境
局）

■ 在全港18區分階段每區各設一個社區環保站。（環境
局）

■ 預留十億元，設立一個「活化已修復堆填區資助計
劃」，供非牟利機構或體育總會申請撥款，於已修復堆
填區發展康樂、環保或其他有利社區的設施。（環境
局）

能源

■ 就本港未來的發電燃料組合進行公眾諮詢。（環境局）

■ 就電力市場的未來規管架構展開檢討。（環境局）



86

改善水質

■ 展開顧問研究，探討各種具體可行方案，以期有效減少
近岸水質污染，提升維港沿岸水質，藉此進一步改善維
港兩岸的整體環境。（環境局）

綠色建設

■ 在工務工程引入低碳、減排及採用再造物料的措施，包
括：

• 推動在工務工程中使用電動車；

• 在部分工地選定的建造機械採用生化柴油作為燃
料；

• 推動採用綠色工地辦公室；以及

• 測試以廢玻璃作為地盤平整、土地回填及填海工程
的填料。（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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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行的措施

我們正推行下列措施：

改善空氣質素

(a) 令陸路運輸更環保

■ 鼓勵運輸業界及非牟利機構利用綠色運輸試驗基金，試
用低污染和創新的運輸技術。（環境局）

■ 推行一次過的資助計劃，以更換石油氣的士及小巴的催
化器，減少車輛的廢氣排放，並會設置遙測設備進行監
察。（環境局）

■ 資助歐盟二期及三期專營巴士加裝選擇性催化還原器裝
置，以減少路邊空氣污染。（環境局）

■ 為新供應本港使用的非路面流動機械制訂法定排放標
準，以減少空氣污染。（環境局）

■ 視乎市場上合適車款的供應與決策局及部門的運作需
要，繼續增購電動車。（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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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減少船舶排放

■ 立法規定遠洋輪船在香港水域泊岸時使用低硫燃料，以
減少船舶排放。（環境局）

■ 提升本地船用柴油質素，以減少船舶排放。（環境局）

■ 為啓德郵輪碼頭設立岸上供電系統進行技術可行性研
究。（環境局）

(c) 區域合作

■ 與廣東省政府共同落實珠江三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
劃，以達到2015年及2020年的減排目標。（環境局）

■ 與廣東省政府探討規定船隻在珠江三角洲水域的港口泊
岸時轉用低硫燃料的可行性。（環境局）

(d) 其他

■ 實施新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向公眾提供以健康為本的
空氣質素數據。（環境局）

■ 禁止進口、轉運、供應和新用任何形式的石棉，加強保
障公眾健康。（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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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在將軍澳設立一所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站，提供空氣
質素數據。（環境局）

加強廢物管理

(a) 減少廢物及提倡回收再造

■ 推行「惜食香港運動」及多項措施，以減少廚餘。（環
境局）

■ 支援可持續發展委員會舉辦社會參與活動，探討如何對
都市固體廢物實施按量收費，推動減少廢物。（環境
局）

(b) 推行生產者責任計劃

■ 加強宣傳及公眾教育，為擴大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作準備。（環境局）

■ 為推行廢棄電器電子產品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制訂立
法建議，並設立處理設施。（環境局）

■ 為實施飲品玻璃樽強制性生產者責任計劃擬訂詳細建
議。（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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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發展廢物處理和處置設施

■ 落實擴建堆填區。（環境局）

■ 為處理廚餘的第一期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完成工程招標。
（環境局）

■ 為處理廚餘的第二期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完成可行性研
究，並籌備相關工程的招標。（環境局）

■ 為處理都市固體廢物的綜合廢物管理設施第一期籌備招
標。（環境局）

應對氣候變化及節約能源

■ 就推動綠色建築制訂實施策略及詳細建議。（環境局）

■ 實施《建築物能源效益條例》，並檢討照明裝置的最低
能源效益標準。（環境局）

■ 在啓德發展區設立區域供冷系統，為區內公共和私人非
住宅建築物提供供冷服務。該系統已開始最初階段的運
作。（環境局）

■ 實施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並檢討其涵蓋範圍及評
級標準。（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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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為主要政府樓宇及公共設施進行碳審計，以發掘減
排機會，控制本港的溫室氣體排放。這項計劃在2012年
開始推行，為期三年。（環境局）

■ 開發碳足跡資料庫，以鼓勵上市公司參與碳審計、披露
相關資料及分享碳管理的最佳做法。（環境局）

■ 參考戶外燈光專責小組的建議，制訂方案以回應公眾對
戶外燈光裝置的關注。（環境局）

改善水質

■ 進行淨化海港計劃第二期甲工程，以期在2014年內完成
主要建造工程。（環境局）

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

■ 檢討全面水資源管理策略，以確保可持續運用珍貴的水
資源和適時引入新措施，增強本港的應變能力及做好充
分準備，應付難測的變化和挑戰。（發展局）

節約用水及再造水

■ 推行「齊來慳水十公升」運動及「用水效益標籤計
劃」，以加深公眾對節約用水的認識，方便用戶選擇具
用水效益的裝置。（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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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在上水、粉嶺及新界東北部新發展區使用再造水作
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發展局）

支援社區環保行動

■ 通過地區環保教育、推廣及宣傳計劃，以及由區議會舉
辦或贊助的活動，加強社區參與減廢及節約水電。（環
境局）

■ 利用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50億元注資所得的投資回報，
長期和持續支援社區提出的環保行動。（環境局）

提倡綠色經濟

■ 在政府採購物料和批出潔淨及租車服務合約時，積極採
用環保規格。我們也致力在工務工程中擴大環保採購的
範圍。（環境局）

■ 支持香港環保業界參與環保展覽會、貿易考察團及相關
活動，以推廣環保業及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的商機。
（環境局）

■ 推行清潔生產伙伴計劃，以協助香港及廣東的港資工廠
採用更清潔的生產技術和作業方式。（環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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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自然保育

■ 實施《生物多樣性公約》及《卡塔赫納生物安全議定
書》。我們現正制訂香港的《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
劃》，以加強保育生物多樣性。（環境局）

■ 推行措施以加強保護郊野公園不包括的土地，尤其是那
些已評定為適合納入郊野公園的土地。（環境局）

■ 推行改善海洋生態環境的措施，並加強保育海洋生物。
（環境局）

■ 在禁止拖網捕魚後推行支援漁業的措施，包括設立漁業
持續發展基金，以及就海魚養殖區簽發新海魚養殖牌
照。（食物及衞生局）

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

■ 藉以下工作，改善綠化、園境及樹木管理安排：

• 上游採用優質園境規劃及設計，下游推行專業植物
管理及護養；

• 改善各部門之間的協調；

• 提升專業水平；以及

• 加強社區參與。（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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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綠化伙伴運動，讓有關各方參與推廣綠化、園境及
樹木管理。（發展局）

■ 檢討現行的樹木風險管理安排，並加強員工培訓，以保
障公眾安全。（發展局）

■ 制訂新界綠化總綱圖。（發展局）

文物保育

■ 檢討香港的歷史建築保育政策，並準備就未來路向徵詢
市民意見。（發展局）

■ 與獲選的非牟利機構緊密合作，推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首三批建築物的活化項目。（發展局）

■ 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第四批歷史建築物。（發
展局）

■ 與香港賽馬會合作保育和活化中區警署建築群。（發展
局）

安全優質的居住環境

■ 推行改善建築設計的措施，以締造優質及可持續的建築
環境，並控制「發水樓」問題。（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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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推行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

• 以鞏固和美化政府的人造斜坡；

• 以緩減已知有危險的天然山坡的山泥傾瀉風險；以
及

• 為私人斜坡進行安全篩選研究。（發展局）

■ 進行研究，以便：

• 評估鄉郊河道的氾濫風險；以及

• 為容易氾濫的河道制訂氾濫警報系統及緩減措施。
（發展局）

■ 興建一個地下蓄洪池，減低跑馬地及鄰近地區的水浸風
險。（發展局）

■ 檢討東九龍、西九龍、沙田、大埔及西貢的雨水排放整
體計劃，以評估這些地區的水浸風險，並提出改善措
施。（發展局）

■ 重建及活化啓德明渠，使其成為穿越市區的綠化河道走
廊，並命名為「啓德河」。這項計劃將由2016年起分階
段完成。（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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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推行覆蓋及╱或美化16段明渠的計劃，以改善附近
的生活環境。其中14段明渠的工程現已完成，餘下兩段
的工程將由2015年起分階段完成。（發展局）

■ 為元朗市中心明渠改善工程進行設計工作，以提升該區
的環境質素和明渠的生態價值。（發展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