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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歡迎各委員出席環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第 162 次會議。    

 

 

議程第一項：環運會及其工作小組 /審批小組的職權範圍及行為守則  

 

2.  主席向委員介紹環運會轄下四個工作審批小組的主席及召集人，委員備悉黃

天祥先生擔任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主席、陳美娟女士擔任教育工作小組

召集人、葉頌文先生擔任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審批小組主席，以及李進

秋女士擔任宣傳工作小組召集人。  

 

3.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1/2021 號文件。委員備悉環運會及轄下四個工作審批

小組的職能及文件所載的行為守則。陳慧女士提醒委員須依循行為守則及申

報利益，並於 2021 年 2 月 8 日前填妥相關申報表格交回秘書處存檔。  

 

 

議程第二項：環運會項目 2021/22 財政年度財政預算  

 

4.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 2021/22 年財政預算，她表示來年的財政預算主要用於

以學界、商界及社會大眾為對象的各項獎項計劃／推廣活動。  

 

5.  委員詢問，政府有否規限人手開支佔整體預算的比率。陳慧女士回應指，現

時秘書處只動用約四分三的人力資源，如將涉及當中約三分一的員工負責處

理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相關的撥款申請工作，人手開支佔預算的比率會明顯

下降。主席同意現時的人手開支比率處於合理水平。  

 

6.  委員認為秘書處的工作量日益繁重，疫情亦令部分現有宣傳活動需調整策略

及模式，因此同意秘書處增加人手開支或於有需要時增聘人手。  

 

 

議程第三項：減廢回收宣傳運動進度報告  

 

7.  許曉斌女士介紹「減廢回收 2.0」宣傳運動各階段的宣傳内容。第一階段於

2020 年 6 月 16 日啟動，配合主題「慳多啲  點止三色咁簡單」重點介紹八種

回收物及社區回收網絡。第二階段重點宣傳「走塑」文化，現時兩階段的宣

傳工作正同步進行。視乎疫情發展，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轄下的「綠展隊」

將會聯同社區夥伴透過地區活動向市民提供最新的減廢回收訊息和地區支

援。而宣傳運動的後期將主力推廣廚餘回收，配合香港轉廚餘為能源的新里

程。  

 

8.  許曉斌女士匯報，宣傳運動第一階段主要介紹八種回收物，包括廢紙、廢塑

膠、廢金屬、小型電器、四電一腦、玻璃容器、充電池、慳電膽 /光管。為便

利市民進行回收，環保署積極構建升級版的社區回收網絡，接收該八種回收

物。回收設施包括 9 間「回收環保站」 (前稱為「綠在區區」 )、 22 間「回收

便利點」及超過 100 個「回收流動點」，同時提升「回收便利點」的規模和增

設「回收流動點」數目，兩類設施已於 2020 年 11 月在各區陸續投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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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市民使用社區回收網絡，環保署推出「綠綠賞」智能積分卡，市民可

提交回收物賺取相應的「綠綠賞」電子積分以兌換禮品。許女士表示，新設

立的「回收便利點」獲得媒體廣泛報道，尤其在生活資訊平台和電台非新聞

性節目，例如《U 周刊》曾拍攝「回收便利點」運作實況，並製成短片於網

上平台廣泛播放。環保署亦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TVB)合作在《愛 ·回家之開

心速遞》節目中加入植入式廣告推廣「回收便利點」，希望透過受歡迎的處境

劇提高社區回收網絡的關注度，宣揚現時回收地點已植根各社區，十分便利

市民進行回收，同時亦期盼透過宣傳帶出回收設施的新面貌，讓公衆對回收

設施有新觀感。  

 

9.  許曉斌女士續匯報，第二階段的宣傳工作已於 2020 年 11 月下旬展開並配合

環保署推出的五個「走塑」項目進行，包括「入樽機先導計劃」；「塑膠回收

先導計劃」，即中央收膠；「外賣走塑」鼓勵市民從源頭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

具和包裝物料等；以及「塑膠飲料容器生產者責任計劃」和「塑膠購物袋收

費計劃」的公衆諮詢。當中「外賣走塑」的宣傳持續進行，並於疫情期間加

強宣傳；「塑膠回收先導計劃」的推廣工作亦已於 2020 年 12 月在計劃的三

個試行服務地區，即東區、觀塘和沙田展開，包括地鐵站一系列宣傳廣告；

在行駛於三區共 76 條小巴路綫的小巴椅背張貼宣傳海報。此外，環保署將

於三區懸掛橫額，設計已在構思中。許女士表示，「入樽機先導計劃」於今年

1 月底展開，該計劃第一階段將設置 20 部入樽機於「回收環保站」和商場。

承辦商已製作網頁和短片介紹入樽機地點和簡介其使用方法。此外，秘書處

將推出貼文和與網絡紅人合作拍攝短片作網上宣傳，短片選角以年輕人悉識

的網絡紅人，例如《全民造星 III》參賽者 Judas 羅凱鈴，以增加宣傳成效。 

 

10.  許曉斌女士續報告，「減廢回收 2.0」電視宣傳短片已在製作中，由深受市民

歡迎的「大嘥鬼」和新角色「慳 BB」擔當主角，配以簡單易記的歌曲帶出主

題「慳多啲  點止三色咁簡單」的回收訊息。宣傳片將於農曆新年前推出。受

疫情影響，去年的宣傳活動主要在網上平台進行，雖然如此，秘書處仍盡量

加強與市民互動，繼早前在 Facebook 專頁推出擴增實境 (AR)遊戲介紹八種

回收物，另一款網上小遊戲已在製作中，主要教導市民正確回收不同物品並

配合「綠綠賞」活動進行，玩家於回收網絡進行回收時可展示遊戲截圖換領

電子積分，藉此吸引更多市民參與。回應委員於第 161 次會議提出的建議，

透過官方途徑向市民講解正確回收步驟和下游工作，許女士指，環保署已製

作八條短片，主要介紹八種回收物、正確回收步驟和回收物的下游處理工作，

並上載於「大嘥鬼」的 Facebook 專頁供市民瀏覽。許女士續指，秘書處將繼

續加強宣傳從源頭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和包裝物料等，並考慮於 2 月底在

《愛 ·回家之開心速遞》電視節目加入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的訊息。此外，

秘書處將配合環保署兩項公衆諮詢的推出時間進行相應的宣傳工作。  

 

[會後備註：「減廢回收 2.0」電視宣傳短片及網上小遊戲已分別於 2021 年 2

月 8 日及 18 日推出。 ]  

 

11.  主席詢問「慳 BB」的設計由來和與「大嘥鬼」的關係，以便構思宣傳工作增

加其知名度。許曉斌女士簡述，「慳 BB」頭部設計來自回收的「回」字，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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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回」字融入主題設計。「慳 BB」亦能將回收物轉廢為材，具回收象徵

意義。「慳 BB」與「大嘥鬼」在「綠在區區」相遇，從而跟隨「大嘥鬼」，她

建議將來可透過不同的想像和倒敘手法介紹「慳 BB」的由來，藉此增加其知

名度。主席相信透過有趣的宣傳手法能吸引更多市民留意新角色「慳 BB」，

有助宣傳回收工作。  

 

12.  委員表示，秘書處近期積極宣傳「回收便利點」，詢問是否爲日後的宣傳重點

或有其它資源分配。許曉斌女士指，「回收便利點」屬於社區回收網絡的一部

分，是宣傳運動第一階段介紹八種回收物和社區回收網絡的宣傳項目之一。  

 

 

議程第四項：外賣走塑宣傳工作小組進度報告  

 

13.  陳慧女士匯報「外賣走塑」宣傳工作專責小組提出三項建議宣傳外賣走塑，

最新進展如下：  

 

i . 建立網上平台羅列歡迎顧客自攜餐盒食店的資料，提供標貼讓參與食

店張貼於門口  

 

陳慧女士表示環保署代表及環運會主席於 2021 年 1 月 21 日與餐飲業

商會會面。商會普遍認為計劃 (暫名「咪嘥盒食店」計劃」)可行，但在

疫情下效果或會大打折扣，故建議待疫情過去後才推行計劃，並以遊

戲或獎賞方式提供誘因鼓勵市民參與。秘書處現階段將集中準備前期

工作，待時機成熟便可立即推出計劃。  

 

i i .  推行為期兩個月的先導計劃，在三個試點提供一站式可重用餐盒借用

服務  

 

陳慧女士匯報，秘書處現正與太古集團商討將太古坊或太古廣場列作

試點。政府大樓方面則可以稅務大樓作試點。由於餐飲業商會對建議

亦有顧慮，委員需再商討是否待疫情過去才推出計劃較為妥當。  

 

i ii .  邀請專上學院學生以不同形式提倡「外賣走塑」  

 

秘書處感謝李進秋女士促成與香港浸會大學（浸大）傳理學院的合作。

經磋商後，環運會將支持浸大與 Google 現有的合作計劃，學生需為藝

人的 YouTube 頻道拍攝約六十輯短片，當中至少十二輯將以環保為主

題（例如外賣走塑、惜食及低碳生活等）。浸大反映學生需花大量時間

剪接影片，冀秘書處可安排專業公司提供後期短片剪接服務；故秘書

處會委聘承辦商為以環保為題的短片提供剪接服務。環運會屆時亦可

於不同渠道發放短片，收宣傳之效同時鼓勵參與學生。  

 

14.  委員指第一及第二項建議原意是針對疫情而設，若計劃延至疫情過去才推出

或與原意不符。她理解大型連鎖餐廳或需要訂定標準化流程，需時較久，提

議可否先從小食肆推行計劃。陳英儂博士回應指，外賣走塑屬持久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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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再與業界溝通，但疫情反覆，業界經營情況艱難，不希望因計劃而令業

界百上加斤。秘書處會考慮先從小食肆推出計劃，但目前仍有許多細節需研

究，例如如何避免交叉感染的情況，是否需要引入免責條款等。主席補充，

推行計劃面臨兩大困難：一為訂立標準化流程需時；二為飲食業界對疫情下

推行計劃有顧慮。有業界反映，食肆難以確保顧客自攜的餐盒乾淨衛生。業

界認為減少外賣塑膠的最好方法就是開放晚市堂食。主席認為較穩妥的做法

是秘書處先做好準備工作，時機成熟再推出計劃。副主席同意業界配合相當

重要，適時推出計劃效果將更為顯著。委員詢問可否先推出第二項建議，委

聘專業公司清洗及消毒餐盒。陳英儂博士回應指，可考慮先行推出並以政府

大樓作試點。秘書處現時亦與太古集團積極接洽中，但太古坊目前進行的項

目較多，需待 2021 年年中才可配合。主席認為，兩項建議是否要一併進行，

可待與合作夥伴商討後再行決定。  

 

15.  委員認為，要有效減少即棄餐具，應鼓勵餐飲業不主動派發即棄餐具，以及

鼓勵市民自備膳食和餐具。主席贊同並表示自己平日也會自備餐具，業界在

疫情下減少使用即棄餐盒有一定難度。他建議秘書處研究可否推出第三階段

「外賣走塑  餐具先行」運動。陳英儂博士回應指，會與商會探討是否延續

或參考「咪嘥盒食店」先導計劃的內容展開。陳博士續表示，秘書處亦會考

慮其他宣傳方法，包括派發展示卡或海報予食肆，鼓勵食肆在顧客要求下才

派發即棄餐具等。  

 

16.  委員表示，市面有專業餐具清潔及消毒公司承包大型活動或醫院的餐具清洗

服務，即使在疫情未完結前推行第二項建議也可行。她亦反映不少大企業均

認同目前即棄餐具的使用量龐大，需要有實際行動改善嚴峻情況，若有相應

配套，相信有很多公司願意支持計劃。委員表示，新世界集團及 K11 旗下商

場亦樂意支持計劃，提供額外試點。此外，她留意到顧客使用送餐服務應用

程式時，即使無要求索取即棄餐具，但取餐時仍會收到即棄餐具。主席表示

這情況往往源自員工為追求效率而忽略環保，故食肆對員工的環保教育相當

重要。委員提議，可委聘非政府組織承包收發及清潔餐盒的服務，減輕餐飲

業界的負擔。  

 

 

議程第五項：環運會轄下委員會／工作小組進度報告  

 

I. 宣傳工作小組   

 

17.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2/2021 號文件。委員備悉宣傳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報

告。陳慧女士匯報，於 2020 年 11 月中舉行網上電影派對，播放紀錄片《塑

膠的故事》（The Story of Plastic），吸引 331 人登記參加觀看，其中 187 人更

參與了放映會後的問答遊戲，反應熱烈。秘書處已按環保抗疫宣傳工作小組

的建議執行所有宣傳項目。因應前主席加強教育市民使用可重用口罩的建

議，秘書處亦已在社交媒體作相關宣傳，以及支持其他機構的相關宣傳運動。 

 

18.  陳慧女士報告綠色年宵的工作進度。標書遴選小組於 2020 年 12 月上旬揀選

了 15 間綠色團體或非政府機構，惟年宵主辦方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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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8 日宣布取消 2021 年年宵市場，故秘書處未有批出合約予中標

者。食環署其後於 1 月 19 日宣布於原址開放年花銷售點，秘書處因時間緊

迫而再次邀請之前獲選的綠色組織及非政府機構在銷售點協助檔主進行減

廢回收，以及進行物資拯救工作，並分發予有需要的市民及機構。  

 

19.  就委員有關綠色團體及非政府機構於年花銷售點的工作安排的提問，陳英儂

博士表示食環署解釋年花銷售點非年宵市場，故綠色團體及非政府機構的職

責是協助檔主進行回收工作及拯救物資，並不會在現場進行宣傳活動，以減

少人群聚集。  

 

20.  陳慧女士表示，環運會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的《環保身開始》已經播放完畢。

香港電台已安排由 2020 年 12 月 12 日起於有線電視 108 及 151 台重播節目，

並已提供各集的三分鐘剪輯版本。秘書處會將剪輯版本上載至環運會

YouTube 頻道，並向持份者發出宣傳電郵。委員詢問，會否舉辦其他活動（如

香港桂冠論壇）呼籲大眾收看《環保身開始》；陳英儂博士回應指秘書處會以

香港桂冠論壇作參考，積極考慮建議。  

 

21.  陳慧女士報告，秘書處會於 2021 年將於香港開電視，透過冠名贊助、植入式

廣告、電視資訊視窗（ roller window tips）等不同形式，在各合適的開電視節

目宣傳不同環保訊息，例如外賣走塑、惜物、減廢減碳等。  

 

22.  陳慧女士表示，向外傭宣傳綠色生活的宣傳計劃，籌備工作也幾近完成，惟

由於現階段以宣揚環保抗疫為工作重點，故延後推出計劃。同時，餐具重用

計劃亦因疫情繼續暫停。  

 

23.  陳慧女士匯報，「環保友」(ECFriends)社交媒體專頁由 2020 年 6 月 5 日 (世界

環境日 )成立至今，追隨人數已逾 3 800 人，當 Facebook 專頁追隨人數達 4 

000 人時，秘書處便會開設討論群組，以進一步促進環保友之間的交流和合

作。專頁於過去兩個月吸納了不少追隨者，源自去年 12 月 10 日舉辦網上故

事工作坊，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的長頸鹿叔叔分享由 ECF 資助出版的

《小麻雀噹噹》繪本的故事，以及另一有關城市大學海洋動物影像解剖研究

組的訪問短片，講述一隻因塑膠垃圾致死的海龜，喚醒大眾對海洋垃圾問題

的關注。  

 

[會後備註：「環保友」Facebook 專頁追隨人數在 2021 年 2 月中旬已逾 4 000

人，秘書處於 2021 年 2 月 23 日開設了「環保友」討論群組，促進環保友之

間的交流和合作。 ]  

 

24.  委員問及「環保友」Facebook 專頁的追隨人數走勢及帖文收看喜好，建議可

增加上述同類型的親子活動，增加大眾對專頁的認識。陳慧女士回應說，專

頁追隨人數增長平穩；於推出活動或獎賞時，人數更明顯急增。此外，秘書

處為專頁投放廣告，發出了廣受歡迎的粵語系列帖文。專頁於過去兩個月已

增近 500 位追隨者，策略漸見成效，將持之以恆作為宣傳策略。  

 

25.  此外，委員查詢秘書處如何確保獲贈環運會回收桶的屋苑 /大廈均妥善處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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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物，目前有否懲罰機制。陳英儂博士回應指，現時這些屋苑 /大廈須參與環

保署的家居廢物源頭分類計劃，定期向環保署提交回收數據。環運會目前並

無懲罰機制，事實上屋苑 /大廈內的回收桶亦不一定由環運會派發。  

 

 

 

II.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   

 

26.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3/2021 號文件。委員備悉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的

工作進度報告。鑑於新冠肺炎疫情發展及政府呼籲在家工作，2020 香港環境

卓越大獎的截止報名日期由 2020 年 12 月 11 日延長至 12 月 31 日，於截止

日期前共收到 2 749 份申請，為歷來新高。由於技術顧問仍在處理經傑出推

廣夥伴嘉許計劃推薦而參與大獎的公司，因此最終參賽數字或會更多。另外，

2020 香港綠色創新大獎共收到 104 份申請。技術顧問正審核各公司的參加資

格。  

 

27.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將於 2021 年 2 月召開會議，除通過 2020 香港環境

卓越大獎的參賽名單外，更會商討 2021 年大獎及認證計劃的宣傳方針，並

檢視認證計劃的運作模式。為減低新型冠狀病毒在社區擴散的風險，原定於

2/3 月到訪得獎公司的安排將改為網上形式進行，屆時會介紹獲獎公司的環

保措施及成就。 ) 

 

[會後備註：網上參觀得獎公司的活動將於 2021 年 3 月 19 及 23 日進行，所

有已報名參加 2020 年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的公司已獲邀出席。 ]  

 

28.  陳慧女士續介紹香港綠色機構認證計劃的工作進度。有見去年舉行的網上研

討會反應不俗，香港綠色機構認證計劃的技術顧問將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及

3 月再舉行兩場網上研討會。此外，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於 2020 年 12

月的會議中，確認委聘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聯同商界環保協會擔任 2021 年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計劃的技術顧問。陳慧女士表示，自去年把香港環境卓越

大獎及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的顧問服務分拆招標後，大大提升了服務的競爭

性。  

 

 

III.  教育工作小組   

 

29.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4/2021 號文件。委員備悉教育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度報

告，包括第 18 屆香港綠色學校奬及「零即棄」校園大獎的評審結果及網上頒

獎典禮詳情、 2019/20 學年學生環境保護大使計劃的網上活動安排、環保風

紀計劃的報名情況、學生環境保護領袖計劃的招標結果及與香港浸會大學協

辦的大專學生環保教育活動的內容。  

 

30.  委員詢問，香港綠色學校奬會否因納入香港環境卓越大奬  - 學校界別而改

變準則。陳慧女士回覆，以往曾在香港綠色學校奬取得金、銀或銅奬級別認

證的中小學才可獲提名競逐香港環境卓越大奬，但現在所有幼兒學校、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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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中學均可以直接報名參加，而無需先行通過香港綠色學校奬這個門檻。此

舉既能提升綠色學校的地位，更有助吸引更多學校參與。  

 

31.  委員補充，為鼓勵學校推廣環保教育，教育工作小組委員希望香港環境卓越

大奬能為學校界別設置更多奬項，吸引學校參加，並增設特別奬項，嘉許學

校在特定範疇的環境教育成就。主席請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委員會主席黃天祥

先生在委員會會議跟進有關建議。  

 

 

IV.  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審批小組   

 

32.  陳慧女士介紹環運會第 05/2021 號文件。委員備悉 2020/21 年度次輪申請於

2020 年 10 月 31 日開始接受申請，原訂於 2020 年 12 月 7 日截止。申請期限

其後因新冠肺炎疫情兩度延長，至 2021 年 1 月 4 日截止。是輪申請共接獲

117 份申請，預計申請機構最早可於 2021 年 4 月得悉申請結果。  

 

33.  陳慧女士表示，是輪申請新增「特別撥款項目」先導計劃，提供一個低門檻

和更具彈性的資助模式，旨在吸引從未獲批環保教育和社區參與項目的機構

提交具創意和創新概念的申請。審批小組為「特別撥款項目」預留了 50 萬

元，每個項目申請資助額不超逾 10 萬元，項目為期不超逾 12 個月。是輪申

請共接獲 13 份「特別撥款項目」申請。  

 

34.  陳慧女士續表示，秘書處已於 2020 年 11 月 17 日以網上形式舉行「環保教

育和社區參與項目簡介暨分享會」，簡介申請須知、不同特別主題，以及新增

的「特別撥款項目」，共有 58 名來自不同學校及機構的代表參與。另外，秘

書處亦已於 2020 年 12 月 3 舉行了網上工作坊，向於上一輪申請（即 2020/21

年度首輪申請）獲批資助的機構講解遞交會計文件時應注意的事項及其他行

政事宜。簡介會共有 50 名機構代表出席。  

 

 

議程第六項：其他事項  

 

35.  委員並無提出其他討論事項。  

 

 

議程第七項：下次會議日期  

 

36.  下次會議日期容後通告。  

 

3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 時 30 分結束。  

 

 

環境運動委員會秘書處  

2021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