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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保议题现今渐渐受到关注，各地纷纷推行环境保护措施以应对全球暖化等问题。

日本和香港致力推动环保政策，减少对环境的负担，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报告旨在探

讨日本与香港在环保政策方面的异同及成效。 

1. 背景资料 

  日本是世界上其中一个垃圾分类做得十分仔细的国家，而家庭垃圾类别又比一般

街外的垃圾多。以熊本为例子，垃圾被分为八大类，分别是「可燃垃圾」、「纸」、

「塑胶」、「资源物」、「宝特瓶」、「特定品项」、「可埋垃圾」以及「大型垃

圾」。每天早上市民把指定的垃圾放在垃圾收集点，环境局就会定时收取。而包装盒

上都一定会有标示该物品所属的垃圾类别标签。同时，每类的垃圾都有指定的垃圾袋，

每款垃圾袋还会分成不同容量。市民可根据家庭需求选择，亦可以在超市买到该区的

专用垃圾袋。一旦市民没有依规定弃置垃圾，垃圾便不会被收走，更会被贴上贴纸，

只能继续在垃圾收集点等待主人把它领回家重新整理。 
 

  同时，日本大约 78%的垃圾都是经由焚化炉处理。垃圾被放到 850 度以上高温的

焚化炉里，23 小时后便会化为灰烬，当中所产生的蒸气就能帮助发电，这些电力主要

提供给当地的体育馆。垃圾灰土则被加工制成水泥，用作市内铺设道路的原料。 

 

  尽管日本的垃圾分类系统及处理的方法十分仔细，但其实际效果却不如预期。在

2019 年，日本的回收率约 21%，较香港的 30%更少。 

2. 本组对题目感兴趣的原因 

  我们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原因在于，法律和教育对于塑造公众环保意识具有莫大

影响。首先，日本和香港两地的政策各有利弊，尽管香港的回收率比日本高，然而，

日本市民很自觉会把不同垃圾分类。我们希望透过是次研究能够深入了解这些现象和

差异背后的原因。 

3. 探究方法 

  为达到研究目的，我们将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 
 

  首先，我们会收集和分析两地所实施的相关政策，以了解两地的法规框架、执行

情况等。我们亦会比较两地在公众宣传和学校教育两方面的异同。其次，我们将分析

两地的回收率、焚化率和固体废物量，探讨两地政策为社会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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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社会的意义 

  这项研究能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不同地区的环保政策对保护环境的影响和成效。

透过资料搜集和比较，我们可以学习并借鉴两地的成功经验，以促进环保政策进一步

的发展和改进。此外，研究结果亦有助于提出改进环保教育的建议，提升公众对环保

议题的认识，为保护环境献出一分力，共同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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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概念 

1. 焚化 

焚化技术是热能处理技术，用以减少需要最终弃置的废物体积。焚化技术一般

能将废物的体积缩减约 90%以上，是都市固体废物运往堆填区弃置之前，其中一种被

广泛采用的处理技术之一。大部分新式焚化设施都配备热能回收及发电装置，从废物

中回收热能。为了保障公众健康和符合规管组织订定的严格气体排放标准（例如欧盟

的废弃物焚化指令），现代化的废物焚化能源回收设施都会采用先进的设计及程序控

制措施。 

2. 垃圾分类及回收 

 

垃圾分类是将垃圾按「可回收再使用」和「不可回收再使用」的分类方法为生

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减少垃圾未经分类回收再使用，并任意弃置而造成环境污染问

题。 
 

垃圾回收是指收集本来要废弃的物品，分解再制成新产品，或者是收集用已使

用的产品，清洁、处理之后再出售。相对于「传统」弃置垃圾，回收可以节省资源、

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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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探究问题 

1. 日本与香港硬性政策异同: 法律 

(一) 日本 

  在法律方面，日本政府对垃圾分类有严格的要求。虽然不同地区的垃圾分类会略

有不同，但主要分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大型垃圾及可回收物四类。居民须于指

定日子，把特定类型的垃圾弃置在垃圾收集点。而每一类垃圾都有指定的垃圾袋，如

市民没有按规定分类，垃圾将不会被收走，继续被放置在收集区等待弃置者重新整理。

如果这些垃圾没有人认领，环保部门会调查是由哪一家人所弃置。根据《废弃物处理

法》，如有人在垃圾收集区乱丢垃圾，违者将被处以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罚款最高

1,000 万日圆（约 71 万港元）；如违反者是企业，罚款额将更高。  
 

  不少日本地方政府都会设定垃圾回收日历，例如札幌市、神户市和寄宿家庭所在

的滋贺县日野町等地方都有此规定。地区政府会每年发报日历，把辖区内的所有住宅

分为不同区域，每个区域的日历都不一样。民众需根据自己区域内的日历，分别在不

同日子投放不同种类的垃圾。如上所述，不同区域有不同的垃圾分类方法，但大多都

大同小异。 
 

  以滋贺县日野町为例，根据下图显示，垃圾共分为九种。九个种类分别是可燃垃

圾、小型不可燃垃圾、大型不可燃垃圾、铝罐、钢罐、玻璃瓶、塑胶瓶、干电池和废

纸。大型家俱或机器并不属于任何一个种类，民众需自行承担此类垃圾的回收费，政

府不会帮忙回收。一般而言，民众应将大型家俱或机器等大型回收物品交由销售商回

收。销售商便运送物品至集中处理场所，再从那里运送至各家公司的回收工厂。在工

厂内，工作人员会将机器仔细解剖，然后进行分类，把可以重用的部分加工维修，送

到电器制造工厂再加以利用，其余部分则会送去焚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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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野町有两类指定的垃圾袋，分别是可燃垃圾袋和不可燃垃圾袋。 所有种类的垃

圾都需被放在其中一类袋子内，再于袋子表面写上垃圾所属类别、地名和家庭姓氏。

最后民众在收集日当天上午八时前把垃圾送至指定的收集点。存放于指定垃圾袋以外

的垃圾或未被正确分类的垃圾则不会被收集，且会被退回至该家庭。 

 

  食物浪费也是近年比较受关注的问题之一，日本政府在 2001 年 5 月生效了《食品

回收法》（食品リサイクル法）。当中希望在食品制造、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优

先控制食品废弃物的产生。《食品回收法》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 ，是减少废弃物

产生。食品制造商必须尽力减少「不良品」的生产，而食品批发商在售卖过程中也应

该为即将到期的产品加上折扣销售。餐饮业者则可以透过设计菜单来减少厨余的产生，

利用以上在生产以及销售流程的改善来减少厨余。接着，是再生利用。可再生利用的

食品废弃物用作为饲料、肥料、油脂、能源等用途，把废弃物循环再用。最后，是热

回收。工厂或营业场所位置条件不佳、半径 75 公里内没有再生利用处理设施、或是难

以再利用的废弃物，就应该利用热回收，转换为电力使用。 
   

(二) 香港 

  香港与日本一样，设有垃圾征费的条例。香港政府将于 2024 年 8 月 1 日实行垃圾

征费措施。当市民弃置家居废物时，须购买指定垃圾袋，每公升收费港币$0.11。违规

垃圾包括没有用指定袋包妥，亦没有贴上指定标签的都市固体废物。 如市民使用指定

袋弃置垃圾时，没有把垃圾袋束紧，或任由当中的垃圾刺破袋子，这些垃圾便可能被

视为违规垃圾。正式实施垃圾征费后首 6 个月将设有适应期，若适应期过后没有妥善

处理垃圾，即属违法，根据《定额罚款（公众地方洁净及阻碍）条例》（第 570

章）》，如被发现违法，定额罚款通知书每张$1,500，如首次定罪，最高罚款$25,000

及监禁 6 个月，再次定罪最高罚款$50,000 及监禁 6 个月。 
 

  在垃圾分类上，香港的垃圾分类要求没有日本的仔细。就家居日常废物而言，香

港的垃圾分类主要透过三色回收桶，垃圾分类的仔细程度相对日本较低。由 1998 年起，

环境保护署(环保署)推出《减少废物纲要计划》，在公众地方设置三色回收桶，让市

民根据蓝废纸、黄铝罐及啡胶樽把物品进行分类回收。截至 2020 年初，全港各区共摆

放约 1.7万个三色回收桶。由于，没有相应监督及惩罚机制，香港的垃圾分类主要是靠

市民自愿执行。 
 

  在厨余处理方面，香港政府发表了《香港厨余及园林废物计划 2014 - 2022》及

《香港资源循环蓝图 2035》，并制订管理厨余策略。公共屋邨厨余收集试验计划自

2022 年 10 月开展，为期 18 个月，全港至今约有逾百个地点设有智能回收桶（又称智

能厨余机），用于收集厨余。收集了的厨余会被运往环保署小蚝湾有机资源回收中心，

用作产生能源和堆肥。环保署同时新增「绿绿赏」智能积分计划，市民可以储积分换

礼物，藉此鼓励市民进行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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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与香港软性政策异同: 教育 

(一) 校园  

        本组观察所见，香港和日本在校园教育上采取了不同教育方针。 
 

香港 

 
        香港学校已设置恒常的回收设施，供学生每日按照需求进行回收。学校透过摆放

三色回收桶在校园当眼位置，同学可以把废物回收及分类，包括废纸、塑胶樽和铝罐。

有些学校亦会于每个课室放置废纸回收站，同学可即时回收废纸，避免在垃圾桶弃置

过多纸张，减少造成更多资源浪费和使用堆填区的空间。学校也会透过举行讲座及奖

励计划，向学生宣扬回收的作用，并鼓励及培养学生回收习惯。学校通过进行这些鼓

励计划，提高学生回收的重要性及环保意识。  
 

       有些学校亦会于校内摆放厨余机，让学生回收午餐后的厨余，包括水果类、蔬菜

类、米食类等厨余，然后利用厨余机处理厨余后再造成有机肥料，供学校进行有机种

植，从而增加师生对「惜食」文化的认识及重要性，加强责任感，达到减少浪费食物

的成效。 
 

  学校亦会在不同节日，举行各种回收活动。如在新年期间，部份学校会响应绿领

行动「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动」，建议及鼓励学生回收已弃用的利是封。并由废纸回

收厂把利是封转为再造纸，作为下一年的利是封，减少被弃置的利是封的数量。为了

鼓励学生惜物善用，实践低碳生活，有些学校亦会定期举行旧书、校服、食物回收计

划，呼吁学生把二手书籍，不合身的校服或未开封及未过期封的干粮，捐赠给有需要

的学生或社区人士，并进行循环再用，降低可再用物件被弃置的数量。  

 

日本 
 

  日本学校同样会摆放回收桶，主要以废纸、塑胶瓶、铝罐分类。我们透过与当地

学生交流得知，日本校园放置回收桶的数量较香港校园多，他们会在每个课室都放置

不同回收桶。而学生也会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把此行为视为平常的事情。日本能培

养学生自律回收废物的习惯，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学生在小学的社会科和家政科已教

授环保教育的课题。老师更借用漫画、工作纸及实地学习，为他们解释重用、再用、

回收废物的概念，并让他们从小实践废物回收。 
 

  除此以外，日本学生对于保护环境有更高的行动力。以京都府立宫津天桥高中宫

津学舍为例，该校学生会自愿与当地居民合作，在京都官津的观光地收集松叶，助杂

草生长，从而保护当地的土壤及四周环境；他们亦会进行大清扫活动，召集该校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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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参与，促进环境保护。另外， 我们亦询问了该校同学，同学自备购物袋的人数正

在上升，他们会有意识地使用环保袋去购物，而避免购买塑胶袋，以免浪费资源，影

响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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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公众 

  在教育方面，香港和日本均实施不同的政策。 
 

香港 
 

  为了推广回收的概念， 香港针对不同回收物品，推行了不同的计划，从而提高公

众对回收的意识。为了推广厨余回收和食物断离舍(断绝过多欲望、离开前要食完、舍

弃垃圾前先分开厨余)，环境运动委员会透过宣传短片，以及推出社交通信平台的媒体

贴纸等不同的宣传方法，藉此进一步传递惜食的信息。透过此计划及其宣传，政府期

望可以提高市民回收厨余的意识，从而实行源头减废，减少造成食物浪费。 
 

  除此以外，在废物回收方面，环境运动委员会和环保署合作推出废物源头分类推

广计划，为住宅及工商业楼宇免费提供回收桶，透过增加大厦的回收设备及扩大可回

收物料的种类，协助物业管理公司实践可行的废物分类回收模式，藉此提高住宅及工

商业大厦的回收量。根据规定，物业管理公司需放置回收桶在大厦或屋苑当眼处。透

过实行这些措施，可以更方便住宅及商业用户进行分类回收，亦可以提高其回收意欲。 
 

  为了更进一步推广减废回收，除了回收金属、塑胶、废纸，亦新增了玻璃容器、

悭电胆／光管、充电池、小型电器、四电一脑等，以扩大回收物的种类。各款回收品

均有其代表的颜色，就如「蓝」废纸、「黄」铝罐（金属）、「啡」胶樽（塑胶）和

「绿」玻璃等等。至于四电一脑，则可预约上门回收，或自携到「绿在区区」等回收

站作回收。在回收的同时，更可以登记智能积分卡或手机应用程式，储积分，兑换不

同的日用品。不同颜色的回收箱可以使市民容易辨认不同的回收品，避免了因为颜色

相似而混淆回收的物品。政府亦推出了电视宣传影片，提高市民对回收的意识和认识。

另外，「绿在区区」赚赏积分的计划亦能够提高市民回收的意欲，让市民更踊跃参与

环保活动。 
 

日本 
 

          在日本，市民会收到宣传单张，介绍垃圾分类教学及垃圾袋的颜色分类和价钱。

市民亦会收到回收时间表，时间表上会列明回收的物品和其日子，包括可燃烧垃圾、

不可燃烧垃圾、电池、纸张等等。回收时间表上亦会显示回收中心关闭的时间，让市

民可以更清楚回收的流程和时间。 
 

  除此以外，由于每个县、市和地区都有其垃圾和资源的分类和处理方法，故不少

行政区亦有设立网站，让市民能够从网站了解更多垃圾和资源的分类和回收。就如东

京都的 23 个行政区均设立了相关网站，供市民查阅。网站亦提供了宣传单张和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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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列出了弃置各种物品的处理方法，除了常见的厨余、纸张、金属外，还更有衣物、

皮革、陶瓷类以及小型家电等等。 
 

  从以上可见，香港和日本都有实行分类回收的政策，同样透过不同的方式宣传及

推广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无疑日本的垃圾和资源的分类比香港还要仔细，更有详尽和

清晰的指示，让市民知道每项物品的处理方法和执行的方法，让环保融入他们的日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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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环保现象讨论二者成效 

(一) 回收率 

  两地回收率与政策、成效及市民环保意识息息相关。根据香港固体废物监测报告

显示，香港于 2022 年的回收率为 32%﹔而日本于 2022 年的回收率为 20%，而两者在

整体数字上差别与各自垃圾处理方法及环境扣连。 
 

  日本大部分的垃圾都依赖焚化处理。从访问中得知，日本校园的垃圾桶分为可燃

与不可燃，方便其后的焚化工作。日本大约 78%的垃圾都是经由焚化处理的，所以回

收率较香港低，同时亦引证了垃圾分类措施具成效，成功把可燃与不可燃垃圾分类，

才能顺利解决一般焚化处理的问题。 
 

        其实日本家庭亦会回收部分垃圾，例如电池，塑胶瓶等等。透过访问寄宿家庭，

我们得知他们有把垃圾仔细分类的习惯，例如把塑料瓶拆开，分为瓶身及瓶盖，方便

回收。同时，他们每个月亦有依照回收时间表，在对应的日子回收不同材质的物品。 
 

      
 

           反观香港，由于没有全面的分类系统，而大部分垃圾并不能通过焚化处理，而

被送到堆填区或回收。政府几乎在全港 18 区都设有「绿在区区」，通过积分奖励计划

鼓励市民积极回收。根据政府新闻网数字显示，自环保处与 2020 年重塑「绿在区区」

计划之后，回收量在 2020 年的约 4 000 公吨大幅增加超过两倍半，至 2021 年约 1.4 万

公吨，引证了政府政策和推广计划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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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焚化率 

        焚化率与两地处理废物的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皆因从焚化率与废物回收率的

比率，可以推测出该国家（或城市）面对废物处理所采取的主要手段以及其成效。 
 

        日本的焚化设备（焚化炉）科技相当先进，因此日本的焚化率大约 79%，但回收

率只有 20%。由此可见，日本侧重于以焚化处理垃圾。 
 

        反观香港，香港主要依赖堆填来处理废物，在 2021 年公布的《香港资源循环蓝图

2035》，政府企图长远以焚化炉作为「零废堆填」的解决办法。可见现时香港以焚化

方法处理废物仍未及日本的成熟。 

(三) 固体废物量 

1. 香港 

香港 2021 年弃置于堆填区的固体废物量为 567 万公吨，平均每日为 15 533 公

吨，较 2020年增加 5.4%。而弃置于堆填区的都市固体废物量为 415万公吨，平

均每日为 11 358 公吨，较 2020 年增加 5.1%。2021 年人均弃置都市固体废物量

为每日 1.53公斤，高于 2020年的每日 1.44公斤。香港方面，无论整体固体废物

量，抑或人均固体废物量，皆有上升趋势。 
 

2. 日本 

反观日本，日本于 2021年垃圾排放总量为 4095万吨，较 2020年的 4167万吨，

下跌 1.7%。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量则为 890 克，较去年的 910 克，下跌 1.2%。

整体固体废物量和人均固体废物量皆有下跌趋势，可见日方对垃圾处理的措施

相比香港更具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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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在环保政策的制定上和垃圾问题的处理上，日本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技术，

其成效亦可见一斑，有不少值得香港方面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设立严格的垃圾处理法律及政策，并设立仔细的监管和处罚机制 

与日本相比，香港在垃圾处理及回收的相关法律制定上较为宽松，没有强制规

定垃圾的分类和回收制度，以及指定回收的日期和时段等。此外，违反法例的惩罚，

如罚款、监禁期限等也比较轻微，执行相关法例上亦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无法对市

民产生阻吓作和警示作用。 
 

对此，政府应考虑就垃圾分类和回收制度制定更详细的法例，强制实行垃圾场

的回收制度，明确规定各类垃圾分类方法，对应的处理方式、投放时段，和违例投放

相关垃圾类别时的条款细则，并考虑将违反相关法例者的惩罚提升，和更加多元化的

惩罚方式，如社会服务、教育营等，以此对市民产生阻吓作和警示的作用，促使他们

遵守相关法例的规定。同时，政府亦需要成立相关委员会，负责监督上述制度的执行，

定期视察各区垃圾分类情况，向偏远地区提供支援，确保法例可以完全地得到落实的

同时，也能保障市民的权利。 

（二）引进相关技术，推动垃圾处理转型 

由于香港缺乏成熟的垃圾焚化技术和分类系统，即使垃圾回收率较日本高，在

垃圾处理方面的效率仍比日本较低。每日产生的垃圾大部分都会被送至堆填区，不仅

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还面临着饱和的风险。而再次开拓新的堆填区会进一步破坏

生态环境，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 

 

在「零废堆填」的规划下，政府应考虑引入国外成熟的垃圾焚化技术，在港建

立现代化和科技化的垃圾焚化厂以逐渐替代部分堆填区的使用。在不断推进回收政策

的基础下，将许多原本未能得到分类且以堆填区为终点的垃圾转为使用焚化的方式处

理，减少因垃圾堆填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和破坏，也降低对堆填区的依赖，免去开拓新

堆填区的必要，防止恶性循环，推动垃圾处理方式的转型和革新。同时，现代化的垃

圾焚化炉所排放的污染较大大减少，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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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感想 

邓宝如  中华基督教会铭贤书院 

作为第一次到日本的团员，参与这次活动令我更深入了解日本当地文化，而不是单单

从社交媒体上的图片与新闻寻得一二。例如在滋贺县日野町寄宿，令我发现日本人注

重环保，是因为日本当地有相应的回收政策，例如在特定日子便会回收电池等。除此

以外，我也切身感受日本人的温暖。例如我们的寄宿家庭，他们由一开始不熟悉如何

使用翻译软件，到后来为了和我们沟通而使用得很好，也会带我们介绍他们种植的蔬

菜和他们处理这些蔬果的机器。最印象深刻的是女主人和她的好友还让我们试穿和服，

男主人则提供各种道具：扇子、伞子等给我们拍照，十分照顾我们想法。 
 

除外，探访日本高中也令我感到印象深刻。有两位负责接待我的女高中生，她们仔细

画了一幅有我的姓名的画迎接我，又仔细介绍学校的设施给我。我们一起参观了学校

不同的社团，例如琴社演奏 YOASOBI，并品尝了他们烹调的白萝卜。直至现在，我还

和一位高中生保持联络，我们有相若的兴趣和烦恼，也互相鼓励。 

 

最后，我在这次的旅程深刻地体会到日本人的温暖，他们可能和我们不能很好地沟通，

但也会尽力表达，他们可能有和我们相若的兴趣和烦恼，也会尽力鼓励我。这些细微

的爱是不能单一地被网页搜寻的文字所表达，但幸运的是，我能参与这次一期一会的

旅程，亲身和日本人沟通交流，这是任何旅行都难以带来的，宝贵的经历。感谢日本

政府和教育局的仔细安排，令我可以作为香港代表团成员参与这次交流计划，我会把

这次经历铭记于心。 

 
 

陈敏澄  基督教宣道会宣基中学 

非常荣幸可以参加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2023)，成为香港代表团成员之一前

往日本进行交流。这次日本交流活动令我获益良多，透过讲座、参观丸红画廊、清水

寺、京食文化博物馆和二条城等，加深我对日本礼仪、历史古迹、服饰、宗教及饮食

方面的了解。 
 

这趟旅程中，最令我难忘的正是寄宿家庭和学校交流。寄宿家庭位于滋贺县日野町，

周遭山峦连绵，阡陌纵横，町屋林立，令我感受到久违的悠闲自在。爷爷婆婆十分亲

切和善，对我们嘘寒问暖，为我们准备了保暖贴，非常窝心。尽管我和其他组员的日

文并非十分流利，但凭着所学的日常用语和翻译软件，仍能顺利了解彼此的生活。 

 

在学校交流中，我体验了建筑课、英语课及放学后的清洁，认识了许多日本同学，他

们努力地使用不熟悉的语言向我们分享校园生活和当地特色，待人友善，具有探索精

神，令我十分佩服。这次交流计划令我充分体会日本的工匠精神，即使是无意的一句

说话或者细节,他们都会认真地对待,就如学校交流时，接待的同学会提前阅读过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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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了解我们的兴趣。除此以外，即使他们的英语未必非常流利，但仍然热情地招

待我们，相当值得我们去学习。同时，我亦参观了不少富日本传统特色的社团活动，

从中发现他们的活动都是由学生主导，鲜有老师在旁协助。相比之下，香港的学生很

多时候都较为被动，值得反思。 

 

一期一会是我在这趟旅程中新认识到的成语，这次的交流可谓是一生一次，无法被复

制，这个成语提醒我要好好珍惜所学到的事，及所遇到的人。 
 
 

刘蔚妤  港大同学会书院 

十分荣幸能够参与本年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感谢日本政府热情的接待和

用心安排了如此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现在回想起来，交流时间虽然只有短短七天，

为我带来的却是满满的收获。 

我幸运地得到了体验最真实的日本文化的机会。由亲手制作茶碗蒸、参观丸红画廊从

中认识日本古代皇族的衣着装扮、到跟着日本大学讲师学习日本的礼仪礼节及鞠躬文

化，全都是我从未有过的经验，实在是丰富了我的阅历，让我大开眼界。 

在此次旅程中，最珍贵的收获莫过于与人建立的关系。我有幸在交流团第二天的欢迎

晚会上认识了人生中第一个日本朋友。那天我鼓起勇气说着生疏的日语，尝试跟一位

穿着和服的日本女生聊天。整个晚上，她都耐心地聆听着我的每一句话，还主动向我

请教简单的广东话，让我深受感动。到访当地学校的那天亦结识了不少朋友。还记得

日本的学生们一个个手持亲手绘制的欢迎纸牌站在校门迎接我们，他们热情的招待让

我感到十分窝心，体会到了日本最真挚的人情味。最难忘的便是寄宿家庭的老夫妇。

我们四个来自香港的女生在那天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活，与老爷爷一起制作竹笛、玩

日本传统的桌上游戏，跟着老奶奶一起制作晚餐。奶奶还为我们准备了亲手编织的小

布袋作为礼物。我感受到了爷爷奶奶的真心款待，及由心而发的温暖。最后不得不提

的是香港的同学们，不论是出发前、旅程途中、还是旅程之后，我们都相互扶持，建

立了深厚的友谊。 

日本有种说法为「一期一会」，意指珍惜每次相遇。我希望自己能永远记住这次难能

可贵的经验，在未来与更多不同背景的人建立更深刻的连结。 

 

谭梓萱  何明华会督银禧中学 

非常荣幸和感恩可以成为本年度 JENESYS 2023 的一员，获得是次宝贵又难忘的机会

到日本交流和访问。从一开始训练到完成交流，都使我获益良多。 
 

整个旅程都加深了我对日本的认识，让我最深刻的非学校交流莫属。对比香港，日本

的高中较为重视课外活动。是次到访，我们不但有机会可以一起上课，当地学生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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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我们参观不同的「部活」。除此以外，日本的学校亦着重学生自主学习，更设有自

由研究的课节，让学生自由探究他们有兴趣的题目，能够和当地学生交流，实在是一

个难能可贵的机会。另外，和寄宿家庭相处的时光也让我十分难忘。尽管我们之间语

言并不相通，但从寄宿家庭为我们准备的活动中，处处都能感受到他们的细心和热情

款待，实在让人感到无比窝心。 
 

除了到访和参观不同地方和景点，是次交流团也让我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不论是香港

或日本当地学生，都让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都是难以忘怀的回忆。虽然交流

团在依依不舍下圆满结束，但这只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友谊的起点，并会一直延续下去。 
 

最后，衷心感谢日本政府的热情款待，以及教育局给予我这个珍贵的机会成为交流团

的一员，让我获益良多，也让我得到毕生难忘的经验和美好的回忆。 
 
 

苏玉珊  德兰中学 

非常荣幸能获得这次宝贵而难得的机会成为 JENESYS 2023 的成员，代表香港前往日

本交流与学习，欣赏日本文化。 
 

在旅途中，令我最印象深刻的体验是入住寄宿家庭，深入体验当地文化与生活。通过

亲自烹饪日本传统美食，例如炸天妇罗、制作团子等，令我对日本的饮食文化有更深

入的了解。同时，我亦非常幸运能在寄宿家庭试穿和服，感受日本和服布料的精湛工

艺。而日本家庭的热情款待亦令我感到非常温暖，虽然我们语言不通，很多时候都要

依赖身体语言及翻译，但他们仍然很真诚与我们交流，并没有因为语言的隔膜而放弃，

令我倍感温暖，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照顾与款待。 
 
 

陈俊天  十八乡乡事委员会公益社中学 

我感到十分荣幸能够成为 JENESYS 2023 的一员，获得到日本交流的机会。这次的旅

程中，我真是获益良多。 
 

首先，通过日本政府精心安排的行程，我们参观了很多名胜景点，也有与日本历史及

文化相关的博物馆，例如皇居二重桥，丸红画廊等等，更到了日本京食文化博物馆，

亲手制作茶碗蒸。当中的每分每刻都令我相当享受，更深入了解了日本的文化，并浸

淫其中，乐而忘返。 

 

而这趟旅程中我最庆幸，以及感谢第四组的每位学员和廖老师。大家都在每晚的活动

后汇报会敞开心扉，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感受，我十分感恩能认识到这群良师益

友，一齐互相支持，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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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七日六夜的旅程是我人生中难忘而宝贵的一课，也是相当美好的回忆，

我会一直保存在心中，希望第四组能友谊长存！ 
 
 

张珺妍  圣士提反女子中学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次宝贵的机会，成为 JENESYS2023 的一员。这次经历不仅深化了

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还结识了许多来自日本和香港的朋友。 
 

在旅程中，最难忘的经验莫过于与寄宿家庭相处。我还记得当天踏进他们的家门时，

公公婆婆在一块白板上用中文写下我们的名字，热情地欢迎我们。房间的各个角落，

甚至开关掣也标上了中文翻译。当他们教我们做小装饰时，我注意到他们有很多「失

败品」— 为了我们短暂的停留，他们提前费心安排各种活动。我们还亲手用竹子制作

了自己的筷子呢！由于我和我的组员不懂日语，我们需要借助网上翻译器与寄宿家庭

沟通，但这并没有成为我们之间的隔膜。我们努力将自己的意见和心情传达给他们。

在那两天里，我们帮忙做饭、洗碗等家务，还一起玩各种卡片游戏。我还记得那天舒

适的泡澡时光：热水包围我的身体，在静谧的环境下，感觉全身的肌肉都放松下来了，

让我暂时忘却烦恼，纾缓日常的学业压力。当我们和寄宿家庭告别时，我们都流泪了；

看着他们佝偻的身影，我深切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珍惜。在一生中，很少有机会能够

和不同地方的人住在同一个地方，亲身体验他们的日常生活。这次经历真的让我难以

忘怀。 
 

此外，在到访京都的高中学校时，我被那里的同学深深打动，她们非常用心地在一张

白纸上写下我们的中文名字，也画上了不同可爱的图案，热情地迎接我们。那天，即

便英语不是她们的母语，她们也不擅长说英语，但她们仍然努力用不同的词汇表达她

们的感受和想法。在她们的放学时间，我也帮忙打扫，这让我体验到学校工友的辛劳。

我们互相分享了自己的校园生活和有趣点滴，让我对日本的校园生活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 
 

在这次的访问中，我们还参观了两座著名的寺庙。我和同组的朋友一起购买了御守，

祈福。我们还参观了不同的展馆，亲身体验了日本的传统文化。此外，我们还有机会

在导师的带领下到酒店附近的便利店买小吃，几乎每天活动结束后都会举行迷你汇报

会，组员们都坦诚地分享自己的心情和经历，为我们深厚的友谊扎下了根基。 
 

最后，我要衷心感谢日本政府细心的安排，以及教育局给予我这个宝贵的机会。在仅

仅七日六夜的旅程中，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和日常旅游无法获得的知识，结交了宝贵的

朋友，体验了难以忘怀的快乐，并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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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博文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纪念中学 

对于本次 JENESYS 2023 的文化交流活动，我十分荣幸能够成为这意义非凡的活动中

的一员，并在其中发现自己的价值。 
 

第一次的训练让我认识了来自不同学校的新朋友，虽然那时大家对彼此都了解甚浅，

但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中让我们逐渐找到认同，并朝着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建立了专

属第四组的归属感，令这个团队关系变得牢不可破。 
 

此次到访日本，我认为是一次梦幻般的体验。两座世界闻名的寺庙令我印象深刻，了

解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亦加深了我对日本的认知，增广见闻。寄宿家庭的热情款待，

让我体会到了日本人待人热情的态度，虽独在异乡为异客，仍感受到了如同归家般的

亲切，更发现了日本与香港两地生活习惯的不同，有不少值得学习和参考。到访学校

并与当地的学生交流，让我在锻炼语言能力的同时，也能认识到不少日本的朋友，甚

至建立了一段段跨越国界的友谊。一日的交流时间虽短，却足以令人印象深刻。 
 

最后，十分感谢行程中为我们提供帮助的每个人，感谢你们的热情接待和无私奉献。

同时，我亦想对日本政府资助 JENESYS 这个计划表达谢意，这计划不仅让我经历了难

忘且丰收的旅程，更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希望这次计划的完结并不是终结，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容许我与各位在未来续写新的篇章。 
 
 

谢暐晙  佛教善德英文中学 

对于能够成为 JENESYS 2023 的一员，并代表香港到日本交流，体验当地文化，我深

感荣幸。 
 

短短的七日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日本文化底蕴之深厚、日本人待客之亲切。在旅程中，

透过参与不同的工作坊、讲座、古迹拜访，让我大开眼界。最特别的当属寄宿家庭以

及学校交流的体验，让我们能与当地人直接对话，实在难得。 

 

对于我而言，整趟旅程又像忙里偷闲的一段疗愈。平日的生活中学业繁忙、生活急促，

但透过此次旅程，我们放下日常各种重担与压力，将自身投入于旅程，是难得的放松

机会。是次旅程中，我获益良多，亦得到了难以忘怀的宝贵记忆，我将铭记于心，并

化作我日后成长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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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荣一  圣若瑟书院 

荣幸被挑选成为 JENESYS 2023 的一员，除了加深了对日本文化的认识，我更认识了

一班热情的朋友，不但有香港的同学，也有澳门以及日本的朋友，扩大了我的社交圈

子。 

 

旅程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肯定是在寄宿家庭逗留的两日一夜。能够逃离繁忙的城市生

活，在乡村内体验被大自然包围的生活，令我感到无比的宁静、舒适。寄宿家庭对我

们的款待亦非常窝心，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感觉犹豫我们已经融入家庭内，尤其

晚上孙子们回家，即使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仍邀请我们一起玩乐，实在让人感受

到他们的热情。 

 

此外，探访日本高校也为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经有考虑过到日本留学，但因为

担心未能与日本人沟通，而打消念头，今次能够体验梦寐以求的高校生活，令我十分

感动。从交流可见，日本学校较香港学校注重学生的兴趣，学校也会为他们提供不同

机会，让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除此之外，尽管我们和当地同学的语言并不相通，但

他们仍非常努力与我们沟通。能够和当地学生交流，真是个难能可贵的机会。 
 

最后衷心感激日本政府热情的款待，以及教育局悉心的安排。虽然只是短短的七日六

夜，但此交流团已成为我中学生涯中其中一个最难忘的经历。 
 
 

关钰颖  南屯门官立中学 

十分荣幸能够成为本年度 21 世纪东亚青少年大交流计划的一分子。作为香港代表团的

成员到日本与当地不同人士进行交流，当地的活动让我扩阔视野，给予我宝贵的机会

去认识日本的传统文化。 
 

是次交流团主要围绕日本的传统历史文化，通过参观浅草寺、清水寺，给予我亲身尝

试参拜日本神社的机会。亦考察二条城、丸红画廊，加深对日本的文化遗产的知识，

亦能亲身看到从久远时期所保留下来的文化及文物，实在令我叹为观止。 
 

在这次旅程中，前往滋贺县日野町进行两日一夜寄宿家庭体验。即使我们与公公婆婆

相处不久，语言差异令我们沟通上有些障碍，但他们都热情地欢迎我们，大家努力地

用翻译工具交流。同时，夫妇俩人很细心去照顾我们，他们提前将餐单及生活用品翻

译成中文；并教导我们烹调家庭料理时，准备已翻译好的食谱作参考。他们细心照料

我们，让我感动不已。在这两日一夜，我们与公公婆婆亦一同制作了不同手工，而当

我们遇到挫折时，他们也会细心教导并鼓励我们。这两天寄宿家庭所带给我的温暖，

让我感激不尽。 
 

此外，在学校交流亦让我有所启发。在出发前，我一直以为日本在环保回收方面有很

高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大家在年少时，学校会给予不同教育及宣传。但与当地学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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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后，我发现除了他们从小曾接受环保教育以外，校内也会摆设不同环保设施，让学

生保护环境。但能达到优秀的环保管理，主要是由市民自觉地进行循环再用，及自愿

做义工清洁社区，为社区出一分力。在学校交流不但获益良多，与当地学生结下的友

谊亦让我倍加珍惜。 

 

最后感谢日本政府与教育局带给我们宝贵的经历，让我们将短暂而难忘的七日六夜交

流计划谨记于心。「人的一生中，会遇见八万人」或许这次交流团只占千分之一，但

当中所体验到的事情和所结识到的同伴，都带给我温暖，比这千分之一大千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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