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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环境保护一直是备受全球重视的核心议题之一，而日本于这方面成效颇佳。其中，日本在

固体废弃物管理（SWM）和城市固体废弃物管理（MSWM）方面的发展历史较长，并且还提倡了3R -       

Recycle (循环再造)、Reduce (源头减废) 和 Reuse (循环再用)以建立一个完善的循环系统。同时，

日本政府亦订立了不同法例，如《容器包装再生利用法》及《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等，规范固体

废物的处理方法。 

 

 

探究方法 

        日本和香港在处理固体废物上有不同的政策和习惯。当中日本较注重回收，而香港则较注

重源头减废。但根据环境保护署(环保署)的报告，香港在2021年弃置于堆填区的固体废物量为567万

公吨，人均每日为1.53公斤。相反，日本于2021年的人均每日一般废物排出量为890克。从这些数字

似乎反映了日本的做法较香港的更见成效。 

 

        因此本组希望通过以下方式，了解日人及港人有关处理固体废物政策的意见，了解他们处

理固体废物的习惯，以比较彼此的优点和缺点，并从中学习： 

1. 问卷 

透过问卷调查了解日港居民处理垃圾分类方法的现况及对当地相关政策的立场，探讨两地文

化差异。 

● 政策支持度 

● 日常生活实践  

● 宣传 

             本问卷调查收集了81份问卷。 

 

香港 

        本问卷主要调查香港居民对于处理都市固体垃圾的政策和措施等意见，受访者的住处平均

遍布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亦有少量来自离岛，几乎覆盖全港，因此这份问卷调查能调查到不同地

区的香港居民对本港处理都市固体垃圾方面的看法。 

 

  由于在日本交流期间所接触到的日本人多为在学校交流时认识的当地学生和寄宿家庭的村民，

这一份在香港进行的问卷亦模拟了在日本的采集数据情况，主要采访学生（53.1%）。受限于受访者

主要为女性（85.2% ），此次问卷或未能完全展示男性对本港处理都是固体垃圾方面的看法。 

 

 
 图1：香港受访者的职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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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本问卷主要调查日本京都居民对于处理都市固体垃圾的政策和措施等意见。 

 

       因为受交流活动限制，只能透过寄宿家庭和学校交流的活动接触京都居民。因此未能收集全

日本各城市居民对处理都市固体垃圾政策的看法。而且受访问的居民大部分都是学生（96.3%)，未

能平均访问不同年龄层的本地居民包括在职人士以及退休人士，故未能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 

 
图2：日本受访者的职业分布 

 (左：在职人士        右：学生) 

 

2. 个人观察 

走访不同公众场所亲身观察，并体验当地处理固体垃圾的习惯。 

 

  

会社員

(3.7%) 

學生 

(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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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原因 

  根据香港减废网站2021年的废物统计数字，只有31% 的都市固体废物被回收循环再造，其余69%

被弃置在堆填区，反映港人于实行回收和减废方面知易行难。回收量不足，累积大量垃圾会带来深

远的环境问题。 

  透过此次研习，本组期望亲身了解日本环保文化，并视察环保政策的运作和成效，再与香港的

情况作比对和分析，以提出帮助香港减少依赖堆填区，缓和堆填区饱和状况的方案。 

 

相关概念 

1. 环保意识 

    “环保意识是指社会群体和个人对待整个环境及其有关问题的意识及敏感。”  

  环境保护的工作需要社会上每一个人的支持，因此市民是否具有环保意识，影响该地环保工

作的推行成效。 

2. 都市固体废物  

  都市固体废物管理是现今全球一大重要议题，如何以政策和措施适当处理、减少都市固体垃

圾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本次研究的重点。都市固体废物包括家居废物、商业废物及工业废物

三种 。 

3.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的需要，同时又不损及后代满足其本身需要的发展模式，其分为

经济、社会及环境三方面，共同发展，互相配合，达致动态平衡。因此，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地区

进行环保工作的成熟模式，是普遍地区在环保领域的终极目标。 

4. 环保3R  

  3R政策 - Recycle (循环再造)、Reduce (源头减废) 和 Reuse (循环再用) 构成了全球废

弃物管理和全球暖化对策的基础。其中循环再造是指收集原本要废弃的物件，再加以分解及加

工，使它拥有新的功能。 源头减废的概念在于从制作过程初期，便以减少废物的产生为目标制

订工序，从而减低废物量。循环再用则指尽量不丢弃物品、重复使用物品或发掘物品的其他不同

用处，尽可能延长使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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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题目 

1. 日港两地在处理都市固体垃圾上的现况如何？ 

2. 日港两地在处理固体垃圾上的政策或措施有何异同？ 

3. 日港两地在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上有何成效？ 

4. 日港两地如何取长补短以提升处理都市固体废物的能力，达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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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港两地在处理都市固体垃圾上的现况如何？ 

1.1. 政府 

  政策方面，香港有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等，在日本则有《小型家电回收法》等。根据市民的反

应，我们可以得出两地政府现行措施对现况的影响。 

 

图3：香港受访者对本地减少都巿固体垃圾政策的意见 

  从上图可见，超过三成受访者认为香港都市固体垃圾政策不足。近年有塑胶购物袋收费计划等

旨在减少垃圾，然而涵盖范围未如理想。事实上，家居垃圾是都市固体垃圾的主要来源，但政府对

于处理家居垃圾（特别是厨余），并未见足够的措施，仅设立了厨余回收站，或推行个别试验计划

（例如太阳能废物压缩箱试验计划、旺角区流动太阳能垃圾压缩机收集家居垃圾试验计划）。 

 

图4: 日本受访者对本地减少都巿固体垃圾政策的意见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逾九成五（96.3%) 的日本受访者对认为社区内处理都市垃圾的政策和

措施是否足够表示中立或持正面评价（3分或以上），其中有近两成人认为非常足够 (5分，18.

5%) 。 

 



9 

1.2. 非牟利环保组织和私营环保产业 

 

图5: 香港受访者对本地非牟利的环保组织和私营环保企业应对都市固体问题上的意见 

  56.8%的香港受访者认为非牟利的环保组织和私营环保企业对于应对都市固体废物问题上有重

要、乃至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废物处理方面，非牟利的环保组织和私营环保企业有十分重要的角色。就以纸包饮品盒的回

收为例，由于纸包饮品盒含有胶或铝箔，回收过程繁复，早年香港并没有大量可回收饮品盒的工厂

或机构，饮品盒甚至不在三色桶的可回收物品行列内，导致弃置的饮品盒多数直接被送至堆填区。2

019年的香港纸包饮品盒每年弃置量就高达27 000公吨。个别私营环保机构，例如Mil Mill喵坊，便

可以利用本身优势，纾缓这个问题。Mil Mill喵坊每天可处理高达50吨纸包饮品盒，他们除了于学

校进行纸包饮品盒回收，更与商场合作推出「纸包饮品盒回收计划」，每个可获八达通回赠，利用

经济诱因，鼓励市民回收纸包饮品盒，减少制造垃圾。此外，维他奶公司亦设立可持续发展流动教

育中心，货车内设置展板，深入浅出的介绍饮品纸包盒的构造及回收技术奥秘，并会展示饮品纸包

盒经回收再造而成的各种生活用品，公众同时可参与流动车内的互动游戏，并尝试干净回收，在获

取回收知识的同时，也可赢得神秘礼品。 

  在民间私营环保企业和环保团体的积极推动下，环保署于2023年以公开招标的形式，聘请回收

承办商由2023年7月1日起处理所有在「绿在区区」设施收集的纸包饮品盒，并公布把纸包饮品盒与

塑胶饮料容器纳入生产者责任计划，要求饮品供应商为这两类饮品包装日后的收集和回收负起环保

责任。另外，政府亦计划于屯门环保园兴建大型现代化纸浆生产设施。 

  透过私营环保企业先行先试和非牟利环保组织的积极宣传，为政府落实大规模推行纸包饮品盒

的回收奠下了良好基础。可见，政府、非牟利的环保组织、私营环保企业和社会的协作和互相补足

下，是达到减少垃圾数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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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香港受访者曾接触的环保组织统计数据 

  从上述结果可见，香港受访者普遍对本地环保组织及私营环保产业机构的认知不深，大多只曾

接触绿色和平和香港地球之友两个组织。这些组织要为人所知，很大程度上需依赖传媒的力量。 

 
图7: 日本受访者曾接触的环保组织统计数据 
(由上至下分别是：日本绿色和平(日本グリーンピース)、GREEN ALLIANCE JAPAN(グリーン连合)、JA

PAN FOR SUSTANABILITY(ジャパン・フォー・サステナビリティ) 、Global Environment Centre Fou

ndation(公益财団法人地球环境センター)、株式会社新井商店、大景化学株式会社、以上皆非、祇

园祭零垃圾大作战（祇园祭ごみゼロ大作戦)） 

 

        至于日本方面，超过五成受访者未接触过环保机构包括日本绿色和平和GREEN ALLIANCE JAPA

N等非牟利的环保组织。其中超過兩成人曾接觸公益財団法人地球環境センター（GEC）。低於一成受

訪者曾接觸大景化学株式会社，ジャパン・フォー・サステナビリティ（JFS）等私營企業，反映环保

团体向日本青年的宣传做得不足够。市政府可以和各环保机构合作，通过线下讲座或网络媒体以向市

民推广更多环保相关的活动，提高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环保团体认知率和各种环保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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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星岛日报电子报的分类排版 

  至于香港方面，环保在媒体的地位，就以星岛日报电子报的排版为例，分类栏目不见「环保」

一项，反映环保议题在传统媒体的重视程度稍逊，以致曝光率不高。 

  在日本，关于环境主题的新闻并不常见，不过非官方组织积极举办不同的环保活动以弥补不足。 

1.3. 小结 

  香港在环保工作上尚有进步空间，因此改善有关措施将会是未来环保道路上的一大挑战。除此

之外，非牟利环保组织对香港的环保政策暂时未见有很大的影响力，源于市民未深入了解这些组织，

以及媒体对环保议题的关注度较低，只有部分具环保意识的群体积极响应执行环保行动。 

  日本的环保工作的发展较香港为久远，虽然并未得到社会各界的全面支持，但都市固体垃圾的

处理已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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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港两地在处理固体垃圾上的政策或措施有何异同？ 

2.1 相同之处 

2.1.1 专用垃圾袋 

两地都设有专用垃圾袋。在日本，市民须使用垃圾袋丢弃可燃垃圾，并需使用各城市指定样式的垃

圾袋，若不使用指定垃圾袋，垃圾就不会被收回而留在原地。而香港政府将于2024年8月1日实行垃

圾征费，市民需使用指定垃圾袋及标签垃圾类别才能抛弃垃圾。 

 

 

图9：香港指定垃圾袋 

图10：日本指定垃圾袋 

2.1.2 大型家具回收 

两地在丢弃部分大型家具时需要收费。在日本，市民丢弃空调、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家电须支

付回收金，并于预约日期及时间自行把已整理的家具搬到各地的「指定场所」，等待回收。而香港

则实施「四电一脑」，即使市民不用支付回收费，但所有已登记供应商都需要向环保署呈交申报及

缴付循环再造征费。而当垃圾征费开始实施后，如大型垃圾未能放进指定垃圾袋，市民亦须为每件

垃圾贴上指定标签方可弃置。 

 
图11：四电一脑网上宣传品 

 

2.2 相异之处 

2.2.1丢弃垃圾的时间限制 

  日本丢弃垃圾的时间有限制，而香港则没有规定。日本是根据市区町村所规定的日期，指定市

民可以丢弃的垃圾种类，某些地区亦会提供垃圾收集月历，供市民参阅。而丢弃大型垃圾，必须事

先与各大垃圾收集中心联络。各地大多规定放置垃圾的时间必须在日本时间早上八时前。香港则没

有规定市民丢弃垃圾的时间，市民可以随时把自己的垃圾丢弃在屋苑的垃圾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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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3：日本政府资源回收时间表及方式 (摄于日野町寄宿家庭) 

2.2.2 环保措施性质 

       本港采取的环保措施多为自愿性质，加上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仍停留在知易行难的层面，例

如人们纵然知道废物分类的好处，但往往贪图方便而未有认真处理可回收垃圾。而且人们虽然有源

头减废的意识，但往往也是「偶尔想起」或「方便」才做，并不会多花心力研究如何在生活中实践

减少垃圾的工作。但日本随处都有回收桶，垃圾桶数量较少，回收较方便快捷，当地人都乐意进行

回收行动。 

 

图14：香港受访者对环保设施配套的意见 

        近四成受访者表示本港垃圾分类设施不足，亦有近一成认为此类配套十分不足够，可见香

港环保工作成熟程度较低，反映本港应多增设回收点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力度，为市民分类垃圾提

供诱因和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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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日本受访者对本地环保设施配套的意见 

       垃圾分类方面，超过九成五日本受访者对社区垃圾分类的地点和数量持中立意见或满意 (3

分或以上)，可见日本环保工作成熟程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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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港两地在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上有何成效？ 

3.1. 日本在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上的成效 

3.1.1. 成效 

        自2008年以来，日本每年的普通（非工业）废弃物总量均超过4000万吨，垃圾处理点预计

将达极限，焚烧垃圾又会导致二恶英污染。因此，废物再利用就成为减少垃圾数量的重要方法。 

        日本垃圾产生总量（2020年度）为4167万吨。垃圾产生总量和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均减

少。最终处置量较上年减少4.2%。回收率提高。 

 

图16：日本全国垃圾处理情况 

3.1.2. 民众意见 

 
图17：日本受访者对本地减少都市固体废物政策成效的意见 

(由上至下分别是：《食品回收法》、 一次性塑料制品管制/《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案》、垃圾收费、

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废物处理工厂) 

        根据上图资料显示，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案》的一次性塑胶制品管制

政策最能有效减少制造都市固体垃圾。法规规范多个业界一次性塑胶产品的使用，如餐饮业的塑料

餐具和旅馆用的牙刷等，大大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逾六成受访者认为《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案》的一次性塑胶制品管制政策最有效减少制造

都市固体垃圾。法规规范多个业界一次性塑胶产品的使用，如餐饮业的塑料餐具和旅馆用的牙刷

等，大大减少塑料垃圾的产生。 

        近五成受访者认为《食品回收法》亦能通过规范食品相关业者减少食品废弃物的产生，以

让可再生的食品废弃物作为饲料和能源等用途，做出有效的最大利用化，以及采用热回收和轻量

化，有效减少废弃物和其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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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分别有两成人认为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和垃圾收费的政策有效鼓励居民自主减少日常

生活制造的垃圾。 

 

3.2 香港在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上的成效 

3.2.1 数据 

        根据环保署发表的《香港固体废物监察报告—2021年废物统计数字》数据显示，香港于202

1年都市固体废物的弃置量为平均每日11,358公吨 （ 总量415万公吨 ），较2020年增加5.1% ，这是

由于    2021的经济活动增长，而导致相关的废物弃置量上升。家居废物是香港都市固体废物的主要

成分 ，  2021年的弃置量为平均每日6,992公吨（总量255万公吨 ），较2020年增加2.2% 。在回收

量方面，2021年的都市固体废物回收量为184万公吨，整体回收率为31%，较去年升3%。 

 

3.2.2. 民众意见 

 
图18 : 受访者对香港现行政策或措施成效的意见 

 

        根据上图之数据，最多受访者（59.2%）认为塑胶购物袋收费行之有效。现时本港的塑胶购

物袋收费政策，规定每个塑胶购物袋收费至少1元。塑胶购物袋征费属于硬性措施，设有罚则阻吓，

而由于收费关系，可成功诱使部份市民出于金钱上的考虑减少使用胶袋，而改为自备购物袋。另外，

塑胶购物袋征费计划始于2009年，实行至今已有十多年，而由2022年12月31日起，胶袋征费由五角

上调至最低一元。部分以往获豁免的情况亦被取消，例如以胶袋盛载冰冻或冷冻食品。持续的宣传

和实行，使这个政策渗入了香港人的生活，在香港减少都市固体垃圾的政策当中具有代表性。 

        接近一半受访者（48.1%）认同绿在区区以及《绿绿赏（电子积分计划》能有效减少都市固

体垃圾。「绿在区区」是一个服务全港的社区回收网络。其中，回收环保站提供环保教育和回收支

援服务；设于旧区的回收便利点方便邻近居民回收废物；回收流动点则是每周定时定点运作。《绿

绿赏（电子）积分计划》是环保署于2020年11月16日推出，通用于全港所有「回收环保站」、「回

收便利点」及「回收流动点」的资源回收奖励试验计划。绿在区区为各区市民回收垃圾提供便利，

而《绿绿赏（电子积分计划》为市民回收提供物质和非物质诱因，使市民愿意多行一步，多做回收。

同区市民看见街坊邻里使用回收街站，以及家人朋友口耳相传，亦会提高他们使用这些回收设施和

手机程式的意欲，市民的环保意识从而得以提高，这解释了为何近半受访者赞同绿在区区以及《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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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赏（电子积分计划》的成效。不过，通常只有住在绿在区区回收站附近的居民才会使用该设施，

其他市民或会因为距离太远而不会刻意带同大量回收物资去使用绿在区区的服务。 

        受访者普遍对融入绿色科技的大型回收基地如污泥焚化设施T · PARK [源 · 区])和环保

园等较为陌生，反映宣传尚有不足之处。加上这些回收基地位置偏离市区，交通不便，而到访前又

需事先预约，导致一般市民较少到T · PARK [源 · 区]游览，故未能亲身体验该基地的设施和了解

其运作，建议日后可向大众多加宣传T · PARK [源 · 区]，让其发挥教育作用，向大众展示政府在

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上所付出的努力和成果，以及绿色科技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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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港两地如何取长补短以提升处理都市固体废物的能力以达至可持续发

展？ 

4.1. 日本情况 

4.1.1. 不足之处 

 
图19：日本受访者减少都市固体垃圾的方法 

（由上以下分别是：（Reduce)减少购买即弃用品（例：胶雨伞、饮料）、自备餐盒、自备购物袋、

减少购买新衣服、光顾裸买店（无包装商店）、点足够份量的食物/避免吃剩食物以减少厨余、减少

用纸量，选择双面打印、减少使用纸巾，自备手帕。(Reuse)重用购物胶袋、使用环保纸/将纸张双

面写满后才丢进废纸回收桶、把塑料饮品瓶用作水瓶/手作其他装饰品、将不合穿的衣物转送亲戚。

（Recycle) 回收旧衣物、恒常分类垃圾、利用厨余自制天然果皮清洁剂、处于用作堆肥。） 

  

        关于居民如何自主减少制造家居固体垃圾，在源头减废（reduce）方面，有超过五成受访

者会减少购买即弃用品，如塑料雨伞和购买纸包饮料、只取适量食物，避免吃剩食物，以减少厨余 ；

在循环再用（reuse）方面，超过五成受访者会在购物时重用购物塑料袋；在循环再造（recycle）

方面，超过五成受访者会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并回收。 

 

  其中， 最多受访者反映会减少使用即弃用品和为家居垃圾进行回收，其次为减少厨余和重用胶

袋，最少为利用厨余。由此可见，受访者会以方便优先为个人和家居方面减少使用和丢弃塑料制品，

再在日常活动中减少垃圾制造。但是不少受访者未能掌握源头减废，只有少于两成受访者表示会自

备餐盒、节约用纸等，亦未能减少购买无包装商品、减少使用纸巾或纸张，或重用不需要的物品如

通过转送旧衣服或制作装饰。多年来日本商人利用包装取悦及吸引顾客，日本制的产品经常有多层

装饰、包装，外表虽美观但造成了不少浪费。由此可见，日本人对于源头减废的意识相对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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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可取之处 

 
图20：日本受访者对本地减少都巿固体垃圾政策的意见 

        调查显示，接近九成五受访者对于社区内处理都巿垃圾的政策和措施表示中立或持正面评

价。可见日本的政策在民众心中颇为全面。例如《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案》，此政策涵盖了对多个

行业，例如饮食、美容、零售等，使用一次性塑胶的限制。此外日本的街道上回收箱的数量多，而

且分类仔细，例如牛奶盒、指定食物容器、电池、玻璃瓶等的分类，而有些地方的玻璃瓶更是要按

颜色分类，可见日本人对分类回收的认真和仔细。 

 

 
图21：牛奶盒及铝鑵的回收箱 

 
图22：各类瓶装及罐装饮料的回收箱 

  

图23-24：日本一般回收箱  

 

        总括而言，日本巿民源头减废的意识相对较低，但当地的环保政策有阻吓性，因此巿民回

收意识较高，分类工作认真。根据日本环境省于2021年就一般废弃物排放及处理状况等发表的数据

显示，2021年的每日一般废弃物人均排出量较2020年减少1.2%，可见现时的日本政府环保政策及民

间的措施有所成效。而香港在源头减废方面的措施较多，但环保设施不足、政策欠缺阻吓性、普遍

市民欠缺环保意识加上空间不足，以致进行环保工作的自发性降低。所以香港应该增强环保意识教

育，并设立更多具有阻吓性的措施或奖励制度的政策，又可以于屋邨、食肆或超市内外加设更多回

收点，以提升市民进行回收的意愿，取长补短，以循环再造达至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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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香港情况 

4.2.1. 不足之处 

  
图25：香港受访者对本地减少都巿固体垃圾政策的意见 

 

  首先，港人在回收方面的行动力普遍不足。根据问卷调查，超过三份一的受访者（37%）认为本

地减少都市固体垃圾的政策／措施不足够或十分不足够。本港环保政策在回收方面一向皆为自愿性

质。而且，分类可回收垃圾过程繁复，生活节奏急促的香港人往往贪图方便而未有认真处理。 

 

 

 
图26：香港受访者对本地环保设施相关配套的意见 

 

  问卷显示，有近四成受访者认为回收点不足，导致回收过程更添麻烦。也有巿民因家中没有足

够的生活空间，因此会为了节省空间而不进行分类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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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可取之处 

 
图27：香港受访者减少都市固体垃圾的方法 

 

  虽然普遍香港人缺乏回收行动力，但根据调查，有八成受访者表示会自备购物袋，以减少使用

胶袋。亦有七成受访者表示会把胶袋重用，同时还有近五受访者会把旧衣物转赠给别人。可见港人

具一定源头减废及物尽其用的意识。从图表所见，港人有不错的源头减废意识，大致能在生活中减

少制造垃圾。港人尤其着重重用废物，但在回收方面的行动力却稍逊，大概是因为港人对本港回收

废物方面欠缺信心、而且回收前须分类或清洁废物，较为消耗时间。 

 

  近年，政府陆续推行着重源头减废的政策。如2023年10月18日通过的《2023年产品环保（修订）

条例草案》，禁止商户在本港销售即弃餐具、胶牙签等一系列即弃胶产品，建立「走塑文化」，加

强源头减废。相信此类源头减废的政策能弥补港人回收行动力不足的短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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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 

  目前本港垃圾分类属自愿性质，加上市民没有回收的习惯，这解释了近三成受访者认为垃圾分

类过程繁琐。市民分类回收垃圾时，可能并不肯定什么垃圾能被回收，而误把不能回收的物品放进

回收箱内，以致好心做坏事。事实上，随着科技发展，包装物料可能是由多种物质合成，一些并不

能轻易地被分类回收。例如饮料纸盒，由于它们含有胶或铝箔，他们并不能被放进普通的三色回收

桶内。另外，有些使用后而弄污的物品，如充满油渍的外卖盒，其实也不能被放进回收箱内，否则

或会污染其他可回收物品。市民对可回收的物品不清楚，可能会选择把物品直接丢进垃圾桶里，或

将错误的物品丢进回收箱内。 

 

  另外，近两成受访者认为垃圾分类回收方面监管不足，这反映市民对政府能否监督回收商妥善

处理回收物欠缺信心，例如《香港01》在2019-2020年间实测14个屋苑胶樽回收过程，当中有9个屋

苑最终把胶樽送达堆填区及废物转运站一带，显示政府对回收商的监管制度似乎仍有待优化，或会

令有心回收的市民担心自己回收垃圾的功夫付诸流水，因而却步。 

 

  推行多年的三色回收桶从各大政府部门到屋苑以及工商业大厦都有其影踪，政府在全港已放置

了逾18000套三色桶。而「绿在区区」至今已有超过170个公共收集点，接收9种常见回收物。由此可

见，回收设施已大幅增加，但人们不履行垃圾分类的原因仍有待推敲。 

 

  本港近年「纳米楼」盛行，单位面积不足200方呎的新盘比比皆是。居住空间狭小，摆放家俬已

是勉强，较难在家存放待回收的报纸、胶樽、厨余等。由此可见，近两成半受访者认为房屋空间不

足以存放待回收的垃圾不无道理。 

         至于日本方面，数据反映似乎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由于分类回收等作业比较麻烦，所以人

们不遵守环境保护的政策或活动，例如居民需要回收的垃圾先分类再囤积在家中，等到回收日在指

定时间前放置垃圾收集场。亦有两成人反映垃圾回收地点距离住宅较远和监督不足够的关系而不愿

跟从管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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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针对处理都市固体垃圾，日港两地政府均推出不少政策／措施，期望通过环保3R，长远达至可

持续发展。惟两地政策成效存在分别，原因乃在人民不同程度的执行意识：日本政策成功乃因其民

族自律性而所致的守规风气。同时，日本在分批回收、大型家居垃圾回收及强制分类垃圾方面亦较

香港发展成熟。至于香港市民一般似乎只会做有切身利益的事，如胶袋征费。为了避免缴交胶袋税，

人们才会自备购物袋而不接受方便的胶袋。相比硬性措施，回收只属自愿性质，如政府没有足够的

配套，如在各楼层安装分类胶桶，一般市民不会跟着做，就算有完善配套，但仍有一部份人会贪图

方便而继续一次过处理所有垃圾。 

  在相对讲求效率的香港，市民本身较少接触环保议题，加上实行环保的诱因及配套不足，致行

动力相对较低。相对而言，日本人民源头减废意识较薄弱，政策皆聚焦如何处理废物；另外他们实

行环保究竟出于个人意识、刑罚或社会风气仍无定论。 

  就香港情况而言，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公共教育、课外活动、电视宣传、社交媒体宣传、网

络宣传于建立市民的环保意识的重要性上平分秋色，这或许反映了各方面的宣传和教育都只是发挥

了表层的作用，以至于受访者认为各方面都「有少许用处」，因此在环保意识上，不少香港人只停

留在认知层面，而不热衷于实践。 

  在日本，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家庭和学校教育最有效于建立和提高环保意识，其次是学校的课

外活动如讲座和工作坊和通过网络媒体宣传环保，提升大众环境保护的意识。受访者大多认为因为

家庭的成长环境和自小所受的教育，使之通过日常生活亲身体验环境保育，理解自身和环境的联系，

从小培养环保习惯。学校里关于环保的教育和活动也能提高师生环保意识，让学生重视环境资源和

机能性，运用知识在学校进行环境保护的活动，甚至有效率地在网络媒体向更多人推广环保。 

  
图29：日本受访者认为有助建立人们环保意识的因素 

（由上以下分别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公共教育、课外活动（例：讲座、学会、工作坊）、电

视宣传、社交媒体宣传、网络宣传、以上皆非） 

 

        总括而言，近年为区域环保领袖的日本仍需加强环保教育，让人民认识废物累积的影响，

培养源头减废的意识，从而出于个人动力执行环保工作。香港方面则需增强配套及诱因，便利及吸

引市民遵守环保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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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员感想 

陈嘉浩  

非常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教育局以及所有照顾我们这几天起居饮食的校长老师。我深感

荣幸能成为这次计划的一员，若非众人的悉心协助，我相信这计划无法如此顺利地进行。   

在这段旅程中，我有幸参观了许多地方，包括皇宫二重桥、浅草寺和清水寺。除此之外，我还亲身

体验了当地的文化，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与寄宿家庭共同生活以及在当地高中进行的交流活动。   

在寄宿家庭居住期间，他们向我们介绍了许多日本文化，包括一些礼仪和他们的桌上游戏。同时，

我们也向他们介绍了我们的文化，例如大排档和大坑舞火龙。尽管我的日语不太流利，但在谈论这

些主题时，我们都能用笑容交流，语言并未成为阻碍。   

而在高中交流的时候，我品尝了日本学生为我们准备的浓郁绿茶，这些绿茶与平时所喝的有所不同，

令我回味无穷。此外，我还有机会与他们的学生一同上课，体验成为一天日本高中生，让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这次的文化交流虽然短暂，却能使我更深入地了解了日本文化，还扩展了我的视野，吸收了一些课

堂以外的知识。最后，我再次衷心感谢所有策划和参与此次交流团的人员，感激他们的付出和支持。 

 

江晴心 

首先，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和香港局悉心安排此次的日本交流团，能够成为 JENESYS  202

3 的其中一员，代表香港到日本交流，我实在深感荣幸。此行我们不仅参观了日本不同的名胜古迹，

包括二皇桥、清水寺等，亦到访了寄宿家庭和进行学校交流。我不只是把日本的美景尽收眼底，更

多的是能够深入认识日本，令我获益良多，满载而归。 

这趟七天六夜的日本之旅让我最深刻的片段，无庸置疑是学校交流那天。这次经历令我明白到日本

人的热情好客。即使我只懂几句简单的日语，但同学们依然极具耐性地解答我的提问，而且他们亦

透过不同的表演和课外活动体验，令我们学习当地独有的文化和流行玩意，他们的笑容和充满朝气

的声线，让我确切感受到日本学生的热情款待。能够认识到日本的同学，甚至建立跨国友谊，实在

难得，谢谢你们的热情招待！ 

另一个令我毕生难忘的经历是寄宿家庭体验，即使我们只有一天的相处时间，但我们依然能够建立

真挚感情。本担心我和寄宿家庭的公公婆婆操着两国不同的语言，沟通会出现困难，但经过这次的

体验，我发现即使言语不通，大家都能够运用翻译器材以及手势，成功打破隔膜。公公婆婆的款待

亦令我感受到日本人浓厚的人情味，他们十分体贴，常关心我们，亦把家中不同食物和我们分享。

经过这晚，我更了解日本的文化和传统，亦成功把香港独有的文化传扬出去。谢谢公公婆婆，你们

的友善温暖了我的心！ 

常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与其只从书本和网络上认识日本，倒不如亲身接触日本文化。此

次JENESYS的旅程圆满结束，感谢老师以及组员们的互相帮助，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们。期待下次再到

日本，更深入了解日本的风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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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至善 

时间有如白驹过隙，访日旅程经已过去两个星期，可于当地的所见所闻仍烙印在我脑海中。在访日

的七天里，我们有幸亲身体验日本之文化，可谓是琳琅满目。其中，入住寄宿家庭及探访高中的经

历更令我难以忘怀。 

入住寄宿家庭当日，我犹恐自己难以与他们相处，语言不通、文化差异等障碍都令我忧心忡忡。然

而，两位主人都非常好客，尽管我不会日语，仍能凭他们的表情及肢体语言，感受到他们的关顾。

哪怕我们仅是借宿一宵的陌生人，他们仍热情款待，让我感到宾至如归。 

而在探访高中当日，该校的师生既为我们送上热烈的掌声，还载歌载舞，让我们融入该校欢乐的氛

围。与此同时，我们亦获得宝贵的机会体验该校两节课堂，课后还能观赏由日本学生演示的茶道，

亲自品茶，让我们对日本校园生活有进一步的了解。 

经过这次旅程，我不仅亲自飞往日本，欣赏这个地方的更多面貌，还与同行的香港同伴、日本当地

的人士结下情谊。我在此衷心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以及各日本单位的悉心安排，还有教育

局和各领队老师的指导，方能令整个旅程完满结束。 

能获得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我必定会将一切耳闻目睹分享予身边人，并把这份美好的回忆铭记在

心，完整收好，待我将回忆翻开，仍会回味无穷。 

 

谭凯欣  

我十分荣幸能成为 JENESYS 2023 学生代表团的成员之一，我在此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教

育局、香港团团长罗校长、以及各领队老师的悉心安排和照顾，使我们在这次交流团中不但深入地

了解了日本的风土人情，更收获珍贵的友谊。 

在永井女士为我们教授日本传统礼仪时，我体会到日本人对于礼节的重视。在姿势上，小至坐姿、

站姿，甚至乎往哪一边转身，大至鞠躬、正坐，都会影响别人对你的印象。而衣服的颜色，所佩戴

的饰品，也是大有学问。保持良好的礼仪能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尊重，因此，即使长期保持严谨的姿

势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些不太习惯，但我们也会把这种律己以严的精神铭记于心，时刻警剔自己。 

另外，在寄住富田家时，我发现日本家庭的环保意识十分令人敬佩。根据婆婆的话，在日野町并没

有家庭的垃圾征费。尽管如此，根据我的观察，她的生活习惯上也有不少减少垃圾的方法。例如，

她会把用剩的鸡蛋壳和蔬果表皮留下作肥料，她亦会重用月历纸做小手工。在香港这个城市节奏急

促的城市，不少香港人都会在方便和环保之间选择方便，因而导致个人和家庭层面的环保工作不彰。

其实只要每人多走一步，环保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 

这次交流团使我获益良多，我之后也会积极与身边人分享此程的所见所闻，促进香港人对日本文化

的认识。 

 

温祖楠 

有幸能够参与是次日本之旅，是一件让人既荣幸又兴奋的事。在一年即将终结之时，到陌生的异地

体验风土人情，留下一幕幕新奇的回忆，确是教人终生难忘的一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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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飞机抵达羽田机场的那刻，直至另一班飞机把我们带离关西机场，这一个星期就恍如一场很长很

长的梦境，脱离日常学业和课外活动的繁嚣来到日本，遇上不少令人熟悉却其实陌生的事物，好像

参观浅草寺、皇居二重桥、清水寺，以及尝试过往从未接触的日式料理。 

但教人真正能惦挂终身的体验，是与当地人的交流。寄宿家庭的老夫妇纵语言不通，但对我这个所

谓的「客人」仍然悉心照顾，和我们一起煮食、游玩，渡过了愉快的一晚，我也从他们身上学会对

生命保持热情。另一边厢的学校交流，让我见识到以往从卡通片或日剧中常见的日本学校的真貌。

大开眼界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纯真的友谊。日本人的真诚、有礼、热情，将永久烙印在我的心中。 

光阴似箭，七天时间匆匆，但回首一望，当中每天都充满丰富的收获，友谊、见识，还有一切⋯衷

心感谢每一个你们：日中友好会馆、日本政府、教育局、团长和领队老师，还有每个一同踏上旅程

的同学，感激你们为我写下人生里永不缺失的一页。 

 

杨悦 

非常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教育局令我们能有这次美好的机会到日本交流，并感谢团长罗

校长以及每一位老师的悉心安排和照料。能成为本次 JENESYS 2023 的代表成员之一，实属我的荣

幸。  

在这七天的旅程中，我们亲身到了日本感受当地文化，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参观了日本名胜。当中

印象最深刻的片段莫过于到当地学校交流。当天，日本高中生先为我们准备了剑道、舞蹈和乐团表

演，气氛热闹，无论是日本学生还是我们都非常愉快。接着我们还体验了英文和化学课，亦体验了

一些具日本传统特色的「部活」(即课后活动)，日本同学们都很热情、友善，又主动与我们交换联

络方式，令我受宠若惊。  

寄宿家庭也是令我印象深刻的环节之一，当中我们体验了日本传统生活，也到了婆婆工作的商店帮

忙，晚上婆婆教了我们做一些小手工，第二天更带了我们下田参观，向我们介绍不同植物和它们的

功用等。寄宿家庭一家人对我们的悉心照顾，我实在是感激不尽。  

这短短的七天令我获益良多，不但亲身感受到日本文化，更建立了不少友谊。再次感谢我在这次旅

程中遇到的所有人，亦要感谢我的组员，与你们一起渡过的这七天，为我带来了一次毕生难忘的回

忆。 

 

吴少铭 

距离日本之旅已过了半个月，有些之前未有的感想由心而发地出现。前往日本之前，有想过会有挫

折或不快，但却从没有出现，取而代之是值得我细细回味的旅程。 

初到寄宿家庭的时候，爷爷奶奶并不是很热情，令我们都十分拘谨，甚至令我想过自己是不是惹他

们不高兴了。但后来，我和他们多加交流，从兴趣到趣事无所不谈，才发现他们只是把那份热情埋

在心底，融入行动中。之后和他们度过了一个晚上，期间他们把我们当作家人一般照料，让我们心

里倍感温暖。离开的时候他们那依依不舍的模样，我到现在仍不敢忘记。 

这可能就是日本人专属的人情味，他们不会让你觉得太热情，只是默默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令人感

叹那是何等的温柔。我想我对这篇土地是有留恋的，我直到现在仍不时回想起与他们一起的片段，

有时候也会想起在学校交流时认识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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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也想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教育局、团长罗校长、以及各领队老师为我们准备了这

么一个美妙的旅程，让我收获了友情和经验。我想这次的旅程也是为了让我们探索日港友谊的可能

性，如今我能自信地说“日港两地友谊长存”的口号了。 

 

姚乐希 

漫长又短暂的七天，我有幸欣赏日本壮丽的景致，有幸品尝日本可口的美食，有幸体验日本特色的

文化，全赖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教育局各方的精心安排，以及团长罗校长、四位领队老师的

照顾，我才得以如此尽兴且满载而归。 

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入住寄宿家庭和学校交流。 

先言寄宿家庭。爺爺奶奶的熱情讓我感覺到賓客如歸的溫暖自如，從帶我們參觀他們的田園，一起

準備日本特色晚餐，在晚餐期間輕聲笑語，到我們交換禮物，玩お手玉及摺忍者飛鏢，儘管我不懂

日文，但我能深切感受到他們對我們的照顧，考慮我們的細緻，把我們當做一家人的包容。 

再讲学校交流。虽然我们语言并不相通，但日本同学的主动亲切实在让我受宠若惊。在地理课制作

火箭时，日本同学热切地邀请我去拼剪胶樽；在文化活动玩游戏时，日本同学热烈地为我打气，无

一不让我感受到我们之间的连结。 

距离日本之旅已经两星期有余，但那七天中映入眼帘的风景、萍水相逢的人却构成一帧帧的幻灯片

盘旋于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由衷感谢在这七天中与我同行的每一位，在我的人生书卷中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笔迹。 

 

吕程 

正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首先我要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会馆、团长罗校长，领队老师们

给予这个机会让我参与此次文化交流之旅，亦要感谢陪伴我走过这获益良多的旅程的团员们，让我

能尽情探索这有着丰富文化魅力的城市—京都，接触当地人民气息和浓厚的历史瑰宝。 

其次，在这趟前往日本精彩的旅程，我们参观的不少景点都充满了历史感和文化氛围，令我叹为观

止，流连忘返。皇居二重桥、京都二条城、清水寺和浅草寺等名胜古迹，每一个都散发着古老而庄

严的气息。在其中漫步，欣赏静懿的园林，感受历史的沉淀和认识佛教信仰，恍如隔世。此外，我

们亦品尝了许多传统的日本特色料理，例如相扑火锅、寿喜烧和茶碗蒸等，每一道菜都精心制作，

领略到了日本独特的味觉体验。 

不但如此，寄宿活动也是我此次活动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分。虽然我的日文说的不太流利，但寄宿家

庭的公公婆婆非常热情好客，令我在不知不觉中愉快地融入其中。公公婆婆不仅介绍了折纸和豆袋

等日本传统艺术，还让我们学习了制作寿喜烧和天妇罗。更不用说我们互相分享日常生活，例如在

村庄里的佛教寺庙中敲钟和收割蔬菜，令我感受到他们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通过交谈和交换纪念品，日本和香港的文化相互交融，寄宿家庭赠送了印有日本传统花样的手作礼

物，而我也赠送了亲手制作的富有香港特色的书签，上面画了富有香港本地气息的菠萝包和电车等。 

最后，让我再次感谢旅程中陪伴我的每一位。这为期一星期的旅程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因为有

你们的陪伴，为这珍贵的路途增添乐趣，使我更沉醉其中，享受这趟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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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静欣  

首先，非常荣幸能成为 JENESYS 2023 香港代表团的成员到日本交流。在此感谢日本政府、日中友好

会馆、教育局、团长罗校长、以及各领队老师的安排和无微不至的照顾。 

短短七天的交流活动中，我们参观了许多名胜古迹，包括皇宫二重桥、浅草寺和清水寺，还有寄宿

家庭体验及学校交流。 

在众多活动中，入住寄宿家庭和学校交流是令我最难忘的。寄宿家庭成员都非常和蔼可亲和热情，

与我们一起准备膳食、倾谈和玩游戏，离别时大家都留下了不舍的眼泪。在整趟旅程中，即使我不

懂日语，亦无阻我与日本人交流。还有在与日本高中生交流时，不但欣赏了日本同学精彩的表演，

更体验了日本的英语课和化学课，令我获益良多，并感受了日本人的热情和团结精神。 

这次交流深深令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以及进一步了解日本的文化特色和风

土人情。尽管是匆匆地相逢，匆匆地离别，但短促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拥有着永恒的记忆。再次衷心

感谢在旅程中遇见的每一位，为我带来段段难忘的回忆。 

 

 

梁瑛佑 

 

我非常感激有幸成为本次 JENESYS 2023 日本交流团的团员，能够代表香港到日本交流是我的荣幸，

在此衷心感谢罗校长、日中友好会馆、日本政府及所有教育局有关人员，为我们协调各方，提供最

好的交流行程。 

 

在本次交流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寄宿活动及学校交流。 

 

寄宿家庭的公公婆婆对我们都十分友善，为我们特意准备了大阪烧和茶碗蒸作为晚餐，在我们一同

准备晚餐的过程中跟我们聊了不少关于他们的事。令我最震撼的就是公公是一名电结他手，而且还

曾出席不少活动，另外，婆婆原来曾于20年前来过香港， 所以我们也跟分享不少香港的现况和环境。 

 

而学校交流的日本同学都非常友善，为我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表演，当然亦包括他们传统的手艺，

剑道、茶道等，一起上课的过程中亦非常愿意跟我们一起聊天，努力地用英文与我们沟通，没有因

为语言上的不同而有任何隔阂，最后我们还交换了礼物和联络方式。我在回到香港以后，还会跟他

们保持联络，感觉非常有趣，希望还有机会能见到他们。 

 

这一次的旅程令我感受到人的温暖，即使我们和日本人在语言上有所不同，但我们进行沟通的过程

中没有一丝的隔阂与阻碍，他们亦没有表现出任何不耐烦，而是尽力的用我们舒服的方法去沟通。

非常感谢他们的相伴，即使时间不长，但我也感受到不少的快乐， 亦令我明白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是不受语言或地方阻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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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问卷调查 

居住地区（包括城市和县名）(香港/日本) /性别/ 身份 e.g. 学生、在职人士、退休人士/ 居住人

数 

1. 阁下认为本地减少都市固体垃圾的政策／措施是否足够？（1-5分；1分为十分不足够；5分为

十分足够） 

2. 阁下认为以下哪(些)项现行政策／措施中能有效减少都市固体垃圾？请就阁下所居住的地方

作答。（可选多于一项） 

● （香港）塑胶购物袋收费 

● （香港）绿在区区以及《绿绿赏（电子）积分计划》 

● （香港）建设污泥焚化设施 （T▪PARK［源▪区］） 

● （香港）发展环保园 

● （香港）建设废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及回收设施（WEEE▪PARK) 

● （香港）建设园林废物回收中心（Y▪PARK［林▪区］ 

● （日本）环境基本法（中央将处理垃圾的责任下交地方政府，因为垃圾出于当地，解决

时需要考虑地方状况） 

● （日本）《食品回收法（食品リサイクル法）》（规范食品相关业者减少食品废弃物的

产生，以及让废弃物做出有效的最大利用化） 

● （日本）垃圾分类 

● （日本）一次性塑胶制品管制/ 《塑料资源循环促进法案》 

● （日本）垃圾收费 

● （日本）建设生活垃圾焚烧厂／废物处理工厂 

● 其他： 

 

3. 閣下認為非牟利的環保組織( 如：香港綠色和平、綠色力量、ジャパン・フォー・サステナ

ビリティ（JFS）、公益財団法人地球環境センター（GEC） )和私營企業（如：喵坊、碳世

界有限公司（Carbon World ）、Ecoinno、株式会社新井商店）對於應對都市固體廢物問題上

的角色重要嗎？（(1-5分；1分為十分不重要；5分為十分重要)  

4. 阁下曾接触以下哪个私营企业/ 非牟利的环保组织所举办的有关减少都市固体垃圾的活动／

工作？如有，请注明活动名称／内容。 

 香港绿色和平：____________ 

 低碳想创坊：____________ 

 创见香港：____________ 

 香港地球之友：____________ 

 （香港）绿惜地球：____________ 

 碳世界有限公司（Carbon World ）(与tiips 合作开发手机应用程式Carbon Coins) 

 日本绿色和平 

 グリーン连合 (GREEN ALLIANCE JAPAN) 

 ジャパン・フォー・サステナビリティ（JFS） 

 公益財団法人地球環境センター（G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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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式会社新井商店 

 大景化学株式会社 

 以上皆非 

 祇园祭零垃圾大作战 

 

5. 依阁下所见，请评论你所居住的地方的垃圾分类政策。设施配套 (e.g. 收集回收物的地点) 

（1-5分；1分为十分不足够；5分为十分足够） 

 5i. 如某些人不太配合政策安排，阁下认为是出于甚么原因？ 

● 回收设施与家的距离太远 

● 监管不足 

● 分类过程繁琐 

● 家中没有位置存放待回收之废物 

● 其他： 

● 不适用 

6. 依阁下所见，请评论你所居住的地方的垃圾征费政策。 

可行性（1-6分；1分为十分不可行；5分为十分可行, ； 6分为不适用） 

● 如某些人不太配合政策安排，阁下认为是出于甚么原因？ 

● 监管不足 

● 经济问题 

● 其他：  

● 此政策尚未实施 

7. 阁下日常生活中会如何减少都市固体垃圾？（可选多于一项。） 

(Reduce) 

● 减少购买即弃用品 e.g. 胶雨伞、饮料 

● 自备餐盒 

● 自备购物袋 

● 减少购买新衣服 

● 光顾祼买店（无包装商店） 

● 点足够分量的食物／避免吃剩食物，以减少厨余 

● 减少用纸量，选择双面打印 

● 减少使用纸巾，自备手帕 

(Reuse) 

● 把购物胶袋重用 

● 使用环保纸／将纸张双面写满之后，才丢进废纸回收桶里 

● 把塑料饮品瓶用作水瓶／DIY 其他装饰品 

● 将不合穿的衣物转送亲戚 

(Recycle) 

● 回收旧衣物 

● 恒常分类回收垃圾 

● 利用厨余自制天然果皮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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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余用作堆肥 

其他：______ 

8. 阁下认为以下哪项有助建立你的环保意识？（可选多于一项。） 

● 家庭教育 

● 学校教育 

● 公共教育 

● 课外活动（如：讲座、学会、工作坊） 

● 电视宣传 

● 社交媒体宣传 

● 网络宣传 

● 其他： 

● 以上皆非 

 

问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