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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及目標 

1.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回收基金的執行夥伴及秘書處，就

回收基金進行有關回收市場及技術的研究。第四期的研究於 2018 年 6 月開展，目

標是持續審視香港回收行業及尋找可以令回收基金達到成效的要素。範疇涵蓋在香

港設立廢紙及廢塑膠再造設施、現行廢傢俬的處理方法或技術、現時香港回收業的

情況、回收物料的市場及潛在出路等。 

2. 為了更深入了解第一、二及三期的市場及技術研究成果和回收行業情況，本研究的

首要目的是掌握回收業的最新市場概況及相關技術，從而協助回收基金的運作、更

新業界有關最新市場情況及豐富技術發展的知識。 

3. 本研究覆蓋香港各種主要的回收物料，包括廢紙、廢塑膠、鐵金屬廢料、非鐵金屬

廢料、廢電器電子設備、廢紡織品/舊衣物、木廢料/園林廢物、廢玻璃、廢橡膠輪

胎、廚餘及廢置食用油。本研究亦評估在香港設立處理本地廢紙及廢塑膠製造設施

的可行性，及處理廢傢俬的最新情況，以尋找回收基金可以提供的支援方式。 

4. 本研究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i) 檢視適合在香港處理本地廢紙及廢塑膠的生產技術及工序。訪問了 11間本地廢

紙及廢塑膠的回收/生產企業以收集他們對在香港投資及建立製造再造紙產品及

再生塑膠設施的意願及觀點； 

ii) 檢視香港及其他海外地區處理本地廢傢俬的回收方法/技術。訪問了 11 間傢俬

回收企業/二手店以了解回收本地傢俬的瓶頸及營運需求。檢視了中國內地、台

灣、日本、新加坡及英國目前處理廢傢俬的做法/技術、設備及相關的政府支援

措施； 

iii) 持續檢視及更新本港現時廢物及回收物料的產生情況；透過進行案頭研究去審

視本港回收企業進行的回收物料收集、處理及出口的概況；透過訪查回收產業

鏈的持份者以了解行業的狀況，並向回收基金的支援方式提出建議；及 

iv) 深入研究各種回收物料於過往、現在及未來的潛在市場或出路；探討中國內地

及其他主要出口海外地區的進出口政策與管制，以及各種主要回收物料的出口

價格。 

 

第一部分主要結論-檢視處理本地廢紙和廢塑膠的製造技術和工序 

5. 在本次調查中，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具有生產再造塑膠半成品或成品的經驗。而

他們所熟悉的技術及設備大多來自中國内地、台灣、日本和德國，例如來自德國的

Torma 和 Unisoft 分揀設備，又或來自中國内地的 Boretec 處理設備等。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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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受訪者提及上述某些技術及機械設備時，表示所需佔地面積大，而且投資回報

期可能超過三年，但目前香港為回收業提供的土地安排（例如土地面積小，短期租

約最長為三年等），未能使業界有足夠信心投資新技術和購入相關設備。 

6. 根據受訪者對本地回收業市場的瞭解，香港目前未有生產再生塑料袋和木塑複合材

料（WPC）的製造商，但只有少數從事廢塑膠加工成塑料半成品（例如膠粒、膠

片等）的塑膠回收再造企業。大多數受訪者指出，市場的不穩定和中國内地與東南

亞地區不斷收緊的進口政策已成爲本地廢塑膠回收業的主要限制。此外，由於本地

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高昂，及招聘人手困難，以致只需使用簡單處理程序及較少土

地的半成品製作相較成品製作在香港具有更高的潛力。 

7. 受訪者建議政府可提供更多支援措施，例如資助租金或物流的成本開支，提供更多

工業用地和諮詢服務從而聘請相關技術專家在本港建立廢塑膠再生產品產業等。他

們亦建議回收基金可直接向前綫從事廢塑膠源頭分類的工人提供補貼，及將最高資

助金額增加至 1,500 萬港元以在香港設立相關的廢塑膠再生產品的業務。爲了使本

地回收行業長期可持續地發展及聘請適合的員工，一些受訪者建議回收基金可支援

教育或培訓機構設立與先進回收技術和知識的相關課程或培訓計劃。 

8. 由於本研究進行期間本地仍沒有再造紙生產商，大多數受訪者都表示沒有在香港生

產再造紙產品的相關經驗。本港的回收商主要集中於處理收集廢紙的分類和篩選。 

9. 與廢塑膠的回收情況相似，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在香港從事收集再造紙行業面對

的主要困難是本地市場可供回收的物料數量不足、源頭分類及乾淨回收做得不足夠

和本地工業用地供給短缺。他們亦認爲在本港生產再造紙沒有利潤空間，包括再造

辦公室用紙、厠紙和紙皮。當中香港高昂的營運成本及與中國内地市場激烈競爭是

主要制約本地再造紙行業的因素。因此，多數受訪者認爲在沒有政府支援或補貼的

情況下，在香港設立造紙廠沒有任何優勢和競爭力。 

10. 為舒緩本港廢物棄置的問題，關鍵是推廣廢紙和廢塑膠的回收再造，以減少堆填區

的壓力。根據受訪的回收業界持份者對製造再造紙/塑膠產品可行性的意見和評論，

在現行回收基金的框架下，對申請人的資格、撥款安排和援助資金方面，建議以下

措施：a) 放寬申請人需要具備最少一年回收業務經驗的要求，使更多行業可通過資

助建立回收工廠生產再生產品；b) 增加首期撥款，使新投資設備與其業務有更佳的

現金流動能力；c)資助租金開支。 

 

第二部分主要結論-檢視目前廢傢俬的回收處理方法/技術及相關政府支援措
施 

11. 本地的家居及工商業廢物生產者包括政府機構等可以通過其清潔承辦商直接將大型

廢物（例如廢傢俬）棄置到垃圾收集站。另外，其物業管理公司亦可以將這些大型

廢物連同都市固體廢物一併運送至廢物轉運站以最終棄置到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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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前，香港暫時沒有拆解廢傢俬以回收/提取其中物料（例如木、金屬、塑膠、紡

織物）並以此等廢料製作成新產品的運作。二手市場是處理舊傢俬的較受歡迎的方

法，特別是那些舊辦公室傢俬及古董傢俬。這些舊傢俬會被賣到二手店，再次售賣

予公眾及商戶前會先清潔和維修。 

13. 香港目前沒有支援回收廢傢俬的相關法律或管制。回收基金歡迎可以改善回收物處

理的申請，其中包括廢傢俬。其他基金如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創新及科技基金，

亦接受各行業機構研發及改善不同的廢物處理流程（例如源頭分類、收集、處理、

升級再造）的申請。 

14. 因為廢傢俬的體積龐大，所以大部分廢傢俬回收企業認為土地、勞動及運輸成本高

昂是他們營運的首三個困難。 

15. 中國內地、台灣、日本、新加坡及英國都通過當地廢物管理的相關法律以規管處理

廢傢俬。這些政府通過收取棄置費用來鼓勵廢傢俬的再用及回收。當中一些政府甚

至為當地居民提供免費的平台及網絡作捐贈及回收舊傢俬之用。 

16. 為了推廣香港的廢傢俬回收，政府可以考慮以下支援措施： 

a. 邀請及支持非分配利潤組織開展回收廢傢俬的相關營運/技術示範項目，以

尋找在香港建立廢傢俬回收的營運機會、商業模式及新型技術； 

b. 通過資助勞動、租金及運輸成本以支援二手店去處理後（如維修、翻新等）

再用或升級再造廢/舊傢俬； 

c. 支援非政府組織及慈善機構等建立可以聯繫廢物生產者及處理者（如收集商

/回收商/二手店/慈善機構）的平台或網絡，從而再用、捐贈及升級再造廢/

舊傢俬。 

 

第三部分主要結論-香港廢物及回收物料產生現況 

17. 此研究共檢視了 4 個資料庫，包括環境保護署上載於香港減廢網站的香港收集商/

回收商名錄、政府統計處的資料庫、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內部資料庫以及黃頁的資

料。調查發現有 179間回收商於 2017年後結束營業，同時有 143間新開回收企業。

於2018年，香港共有 1,810間回收物收集、處理再造及貿易企業，較 2017年的1,846

間企業有所下降。 

18. 於 1,810 間回收物收集、處理再造及貿易企業中，多於 80%取得僱用資料，當中有

88%為小型企業，即有 1-9 名員工；6%為中型企業，即有 10-19 名員工；4%的企業

有 20-49 名員工；另外，只有大約 2%的企業有 50 名以上員工。由此可見，回收業

仍然由中小型企業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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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已結束營業及新開業的企業中，約 90%是小型企業，即有 1-9 名員工。其中，70%

以上的企業有少於 5名的員工。這顯示小型企業可能更容易受到市場環境波動及中

國內地收緊回收物料的進口政策所影響。大部分於 2017 年後結束營業的企業和新

開的企業主要業務類型皆是同時從事收集及處理再造廢料，停業企業及新開企業各

佔整體的 42.3%及 51.8%。 

20. 根據已合併及整理的資料庫中的數據，2018年回收業的業務類型分布如下： 

 

21. 大多數企業處理有較高市場需求的回收物料，其中包括廢金屬（約 1,150 間）、廢

紙（約 800間）、廢塑膠（約 600間）、廢電器電子設備（包括電腦和電子產品，

約 500間）和廢紡織品/舊衣物（約 220間）。其他市場需求較為有限及不確定的回

收物料，如廢玻璃、木廢料、廢舊輪胎和廚餘，則較少收集商/回收商處理（少於

100間）。 

22. 2018 年，在香港從事回收行業約 1,810 家企業中，近半的公司註冊地址屬於多層建

築物的樓上。據觀察所得，部分為辦公場所，亦有作為回收物料的暫存倉庫。26%

的註冊地址設於地舖，如街上的回收公司，略少於 2017年的數量。同時，20%的地

址位於露天場地。另有一些收集商/回收商（約 4%）的註冊地址位於住宅物業（如

沒有辦公場所或倉庫的流動收集商），而其中絕大部分為少於 10 個僱員的小型企

業。 

23. 在受訪的香港回收商中，回收物料的主要來自：（i）本地廢物生產者（85%）、

（ii）本地上游回收商（8%）及（iii）進口商（7%）。 

24. 收集本地回收物料主要渠道有六類。在受訪的回收企業中，31%的企業收集來自個

體工商業的廢物、其次是拾荒者（26%）、經由物業管理公司收集的家居與工商業

廢物（17%）、個體家居的廢物(15%)、建築地盤（10%）及通過政府合約（1%）。 

只從事收集業務

33.2%

只從事處理再造業務

2.1%

只從事貿易業務

12.0%
同時從事收集及處

理再造業務

44.3%

同時從事收集及貿

易業務

2.6%

同時從事處理再造

及貿易業務

0.4%

同時從事三種業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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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收集回收物的兩個主要模式包括由廢物產生者送交回收商（68%）及回收商親自上

門收集（30%）。直接由廢物產生者送交的回收物料主要來自拾荒者及屋苑與工商

業處所的物業管理公司，其餘則來自建築地盤、清潔公司、個體商戶（包括餐館、

酒店、出版商、超市）、學校，甚至是網上平台及通過第三方收集，例如貿易商、

處理商/再造商、政府廢物管理合同、非政府組織及單棟樓宇等，以及經由流動回

收車收購回收物料。 

26. 根據 2018 年政府統計處的報告中有關回收物料出口數字，出口至中國內地的比例

從 2013年的 67.8%降至 2018年的 43%。同期出口至東南亞地區，例如越南、台灣、

印尼的比例則總體上升，排在第二位。這顯示了中國內地的「綠籬行動」及其他近

期實施的進口限制措施明顯地改變了本地回收物出口市場的狀況。 

27. 受訪的 158家本地回收商中，最多認為影響本地回收營運的最主要因素是高昂的地

價成本與缺乏合適的土地供應（59%），以及高昂的人工成本（50%）。 

28. 在 2018 年調查結果，受訪者最希望回收基金可以資助聘請更多員工（約佔 48%的

受訪企業）。在經營成本中，超過三份之一為人工成本（38.5%），約三分之一為

租金及地價成本（33.7%）。約五份之一的經營成本為物流成本。總的來說，即使

租金及地價成本不是營運的最大開支，但土地資源不足仍然影響回收商對收集/再

造的回收物料種類時的商業決定。 

29. 對於中國內地收緊進口回收物料的政策，92%回收商曾經聽過這些政策，84%回收

商表示經營受有關政策影響。對於那些受到內地收緊進口回收物料政策影響的回收

商來說，大部分（80%）表示對他們影響最大是出售到内地的回收物料價格下跌。

大約 41%和 8%受影響的回收商分別需要增聘人手及添置設備，以確保再生半成品/

產品（例如顆粒、碎片）的質量符合中國內地的進口要求。23%的回收商因某些回

收物料被禁止進口到中國内地，而轉移出口至其他地區（如東南亞、南亞）。 

30. 透過案頭研究及訪問相關持份者，發現了幾項本地回收行業發展面對的瓶頸及限制，

包括半成品的質量、低增值的再造產品、人手短缺、高昂的土地成本及缺乏適合回

收作業的土地、低回收率及回收物的不當分類等。回收基金已於 2019 年推出了一

系列優化措施，如全新租金資助計劃、增加首期撥款資助金額及擴闊現行「企業資

助計劃」項目下資助範圍等藉此幫助回收行業克服瓶頸及限制。 

 

第四部分的主要結論-有關主要回收類別的市場調查 

31. 本調查檢視了 11 種回收物料於過去、現時和未來的潛在出口市場，它們包括廢紙、

廢塑膠、鐵金屬廢料、非鐵金屬廢料、廢電器電子產品、廢紡織品/舊衣、木廢料/

園林廢物、廢玻璃、廢橡膠輪胎、廚餘和廢置食用油。2018 年，超過 90％的出口

回收物料為廢紙、廢塑膠、鐵金屬廢料和非鐵金屬廢料。本地回收物料的出口地區

集中在亞洲。香港回收物料的首五大出口地區（按其接收的重量排名）分別是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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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越南、台灣、印尼和印度。由於回收物料的體積可能很大(如廢塑膠和廢紡

織品)，或是重量很重（如廢金屬、廢玻璃和廢紙），對應的運輸成本高昂，因此

回收物料的出口主要市場局限於東南亞地區，而不是全球範圍。 

32. 2018 年，中國内地是廢紙和非鐡金屬廢料的主要出口市場。越南則是鐡金屬廢料

和其碎料的主要市場，佔香港出口的所有鐡金屬廢料和其碎料中超過 50%。而泰國

是廢塑膠的主要出口市場，佔香港廢塑膠出口量的 50%以上。廚餘產品的主要出口

市場為台灣。在廢置食用油方面，西班牙是出口的主要市場，佔總份額的 38%。而

在廢玻璃方面，主要出口市場已由泰國轉移至印度。 

33. 2018全年香港出口的廢紙交易單價由年初的每噸 1,500港元上升至年終的每噸 2,400

港元。但是，在 2019 年第一季回落至接近過去 8 年的最低價，即約每噸 1,300 港

元。至於廢塑膠方面，過去 5年的交易單價於每噸 1,500至 3,700港元之間波動，並

在 2018年初之後保持在每噸 1,500至 2,500港元之間。2018年中至 2019年中期間，

鋁廢料和銅廢料的交易單價分別下降了 10.6%和 14.2%；而同期含鐵金屬廢料的交

易單價則由每噸 2,000港元上升至每噸 4,000港元。 

34. 中國内地過往是香港回收物料的主要出口市場。但自 2013 年中國内地開始實施

「綠籬行動」及其他進口限制措施以來，内地加強了對進口廢物的攔截。為了禁止

進口危險固體廢物和受到公眾強烈關注的固體廢物，中國内地於 2017 年 4 月宣布

「關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2017年 7月，

中國内地進一步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進口廢物政策的修訂，禁止進口 24 種都市固

體廢物，包括被嚴重污染的固體廢物、廢塑膠和未分類的廢紙等。2018年 4月，內

地當局宣布分別於 2018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 12月 31日前進一步禁止另外 32種

進口廢物。國務院另外公布從 2019 年 7 月開始，限制進口 8 種廢金屬包括鐵金屬

廢料、鋼廢料和銅廢料等。 

35. 2016年 9月，越南公布 134/2016/ND-CP條例，屬有關出口產品生產中特定份量的廢

料的免稅規定。該條例規定，「在加工合約中實際進口的剩餘進口碎料、廢物、原

料及用品，如出售供國內消費時免徵進口關稅，但必須申報並繳納增值稅、消費稅

和環保稅給海關當局（如有）」。因此，最近出口至越南的廢料價格一直上漲。貿

易商需要申請由原產地的有關當局授予的資格證書，廢料才能夠進口到越南。 

36. 印度限制進口危險廢物和其他廢物，除了用於回收、再生、再用和包括共同處理的

再用廢物。進口/出口危險廢物和其他廢物必須向印度環境與森林部提交網上申請，

以供審查。進口商必須持有由外貿總局區域管理局頒發的進口商牌照。 

 

總結及建議 

37. 絕大多數受訪者表示，在香港從事收集再造紙/塑膠行業面對的主要困難是本地市

場可供回收的物料數量不足、源頭分類及乾淨回收做得不足夠和本地工業用地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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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他們亦認爲，在香港製造再造紙/塑膠產品沒有利潤空間。當中香港高昂的

營運成本及與中國内地市場激烈競爭是主要制約本地再造紙行業的因素。因此，多

數受訪者認爲在香港設廠生產再造紙/塑膠產品沒有任何優勢。 

38. 根據受訪的回收業界持份者對製造再造紙/塑膠產品可行性的意見和評論，在現行

回收基金的框架下，對申請人的資格、撥款安排和援助資金方面，建議以下措施： 

a.  放寬申請人需要具備最少一年回收業務經驗的要求，使更多行業可通過資

助建立回收工廠生產再生產品； 

b. 增加首期撥款，使新投資設備與其業務有更佳的現金流動能力；及 

c. 租金資助 。 

39. 中國內地、台灣、日本、新加坡及英國都通過當地廢物管理的相關法律以規管廢傢

俬的回收。這些政府通過收取棄置費用來鼓勵廢傢俬的再用及回收。個別地區政府

甚至為當地居民提供免費的平台及網絡去捐贈及回收舊傢俬。 

40. 為了推廣香港的廢傢俬回收，政府可以考慮以下建議： 

a. 邀請及支持非分配利潤組織開展回收廢傢俬的相關營運/技術示範項目，以

尋找在香港建立廢傢俬回收的營運機會、新型技術及商業模式； 

b. 通過資助勞動、租金及運輸成本以支援二手店去處理後（如維修、翻新等）

再用及升級再造廢/舊傢俬； 

c. 支援非政府組織及慈善機構等建立可以聯繫廢物生產者及處理者（如收集商

/回收商/二手店/慈善機構）的平台或網絡，從而再用、捐贈及升級再造廢/

舊傢俬。 

41. 與勞動力短缺的相關樽頸依然是制約本地回收行業發展的關鍵因素。再造產品的低

價值及中國內地持續加強實施的「綠籬行動」及其他近期實施的進口限制措施亦限

制了香港回收物料的出口。 

42. 目前超過 90％的香港本地回收物料是廢紙、廢塑膠、鐵金屬廢料及非鐵金屬廢料。 

2018 年，香港回收物料的首五大出口地區分別是（按其接收的重量重輕排名）：

中國內地、越南、台灣、印尼和印度。香港約有一半的回收物料（約 80 萬噸）出

口到中國内地。中國内地是廢紙和非鐵金屬廢料的主要市場。越南則是鐵金屬廢料

和碎料的主要市場，佔出口的所有鐵金屬廢料和碎料 50％以上。馬來西亞和韓國

是非鐵金屬廢料的第二、三大市場。台灣是廚餘的主要市場。廢置食用油和廢玻璃

的主要市場分別是西班牙和印度。 

43. 基於公眾的強烈關注，中國内地於 2017 年 4 月頒布「關於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

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以禁止進口有害的固體廢物。 201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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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進一步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進口廢物政策的修訂，禁止進口 24 種都市固體廢

物，包括被嚴重污染的固體廢物、廢塑膠和未分類的廢紙等。2018年 4月，內地當

局宣布分別於 2018年 12月 31日及 2019年 12月 31日前進一步禁止另外 32種進口

廢物。國務院另外公布從 2019年 7月開始，限制進口 8種廢金屬包括鐵金屬廢料、

鋼廢料和銅廢料。 

44. 回收基金已於 2019 年推出了一系列優化措施，藉此幫助回收行業克服瓶頸及限制。

相關的優化措施已刊載於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CB(1)922/18-19(03)號討論文件「建

議優化回收基金的措施」及財務委員會 FCRI(2019-20)8 號參考文件「回收基金的優

化措施」。 

- 行政摘要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