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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課 題 

 推動回收業的發展：「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 
 
 
相關概念 / 名詞 
 

 可持續發展（《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六分冊 → 基本概念） 

 資源消耗（《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六分冊 → 基本概念） 
 廢物管理（《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六分冊 → 基本概念） 

 綠色生活模式（《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六分冊 → 基本概念） 

 污染者自付原則（《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六分冊 → 基本概念） 

 生活素質（《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二分冊 → 基本概念） 

 生產者責任計劃（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cheme）（環境保護署網頁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ro_responsibility/index.html） 

 

建議探究重點 
 

 就你所知，現時香港市民多以甚麼方式處理不再使用的電器和電子產品？當中

將它們交予回收商的做法普遍嗎？為甚麼？ 
 甚麼是「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試從推行背景、計劃宗旨、內容、

開始推行的日期等方面加以說明。 
 實施「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將會對不同持份者帶來甚麼影響？ 
 「由消費者承擔處理廢電器電子產品的費用是恰當的做法。」你是否同意這個

說法？為甚麼？ 
 除了實施「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外，還有哪些方法有助減少產生

廢電器電子產品？試向政府提出二至三項建議，並加以解釋。 
 
《資源套》提供的建議探究例子（《資源套》第 76 頁） 

 
 建議教師利用具體例子為學與教素材，先從個人生活實踐開始，並逐步延伸至

本地、國家及其他國家 / 地區的實踐經驗。學生在探究時除了留意其實踐經驗

外，亦需要從這些例子當中了解科學與科技如何促進或限制可持續發展，以至

經濟發展需要、個人生活方式、文化習俗等因素怎樣影響環境和能源使用。 
 

 教師可從日常生活選取例子（例如減少沐浴時間以節省水資源、避免追趕潮流

而購買衣物、回收農曆新年使用的利是封而循環再用），說明即使是生活小節，

也與可持續發展有關。若再進一步而言，則可探究年青人的消費行為及理財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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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否背離了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並可配合單元一的相關議題一併處理，從而

說明個人生活模式及思想觀念是影響環境及可持續發展的其中一項因素。 
 
相關新聞 / 個案 / 數據 / 評論 / 圖片 
 

 〈廢電器除舊服務先行計劃今日啟動〉（《香港政府新聞》，2017 年 11 月 30 日。另見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11/30/P2017113000387p.htm） 
 〈香港回收業正規之路〉（《頭條財經報》，2017 年 8 月 15 日。） 
 〈四電一腦新例料年底實施〉（《蘋果日報》，2017 年 7 月 6 日。） 
 〈立法會：環境局局長就《產品環保責任（受管制電器）規例》動議擬議決議

案開場發言〉（《香港政府新聞》，2017 年 7 月 5 日。另見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7/05/P2017070500649.htm） 

 〈環境局局長就動議《2017 年〈2016 年促進循環再造及妥善處置（電氣設備

及電子設備）（修訂）條例〉（生效日期）公告》議案總結發言〉（《香港政府新聞》，

2017 年 6 月 15 日。另見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6/15/P2017061500421.htm） 
 〈電器回收牌生效日或延至明年底〉（《大公報》，2017 年 6 月 12 日。） 
 〈環境局局長會見傳媒談話全文〉（《香港政府新聞》，2017 年 6 月 11 日。另見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6/11/P2017061100634.htm） 
 〈過度消費成禍 電子垃圾為患〉（《e-zone》，2017 年 3 月 26 日。） 
 〈立法會十九題：規管電子廢物回收場及打擊相關的非法活動〉（《香港政府新

聞》，2017 年 2 月 22 日。另見 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1702/22/P2017022200270.htm） 
 〈大家應該支持舊電器回收〉（《成報》，2017 年 2 月 6 日。） 
 〈「四電一腦」環保徵費今秋推行〉（《大公報》，2017 年 1 月 17 日。） 
 〈消費文化泛濫 政府無規管生產者 港人均電子垃圾 亞洲最多〉（《蘋果日報》，

2017 年 1 月 16 日。） 
 〈處理廠明年啟用 上門收四電一腦〉（《蘋果日報》，2016 年 12 月 27 日。） 
 〈五區設廢電器回收站〉（《東方日報》，2016 年 12 月 27 日。） 
 〈電子廢物毒港〉（《明報》，2016 年 12 月 11 日。） 
 〈電子垃圾「脫毒」論壇 環保署承諾：增人手、跨部門合作〉（《香港 01 週報》，

2016 年 11 月 25 日。） 
 
學與教素材（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塑膠購物袋環保徵費計劃 
 香港人生態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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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評估題目（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廚餘回收（CD39）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CD49） 
 全面推行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CD65） 
 可持續消費（CF4） 

 
教材套（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可持續發展與固體廢物處理〉（《通識教育科課程資源冊系列》單元六分冊） 
 
 
培訓課程（直接相關或類近議題） 
 

 羅惠儀博士〈可持續發展－從公眾參與出發：定義、爭論和矛盾〉（通識教育科

網上資源平台→教師→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2/13 學年） 
 羅惠儀博士〈可持續發展－從公眾參與出發策略〉（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教師

→培訓課程資料重温→知識增益→2012/13 學年） 
 
與本課題接近或可供互相比較的探究例子 
 

政府將於 2018 年實施飲品玻璃樽徵費，預料每個一公升容量的玻璃樽收費一元，

涵蓋啤酒、汽水及紅酒等。政府希望透過徵費補貼回收成本，將飲品玻璃樽回收率由現

時約一成增至六成。該項計劃與「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類似，都是希望利

用經濟誘因而提高市民的環保意識，減少各類型廢物的數量。以下為參考資料舉隅： 
 〈廢玻璃樽回收製玻璃磚 有價冇市前景堪憂〉（《東方日報》，2017 年 4 月 22 日。） 

 〈港每日棄 275 噸玻璃樽 食肆酒吧齊回收〉（《都市日報》，2017 年 4 月 7 日。） 

 〈玻璃樽徵費 1 公升瓶約 1 元 資助回收再造 盼回收率增至六成〉（《明報》，2016

年 5 月 28 日） 

 〈飲品玻璃樽徵費 2018 年推行 每公升容器擬收一元 料難免轉嫁消費者〉（《大

公報》，2016 年 5 月 28 日） 
 視頻：「玻璃容器徵費預計 2018 年推行」（2016 年 5 月 27 日 Now 新聞，片長 1 分 53

秒。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18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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