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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塑循序漸進 確保不會擾民  

 

管制即棄膠餐具和其他塑膠產品的相關法例，將於 4 月 22 日（世界地球日）開

始實施，全港所有商戶和食肆都不可再提供或銷售發泡膠餐具、膠刀、膠叉、膠

碟、膠飲管等；市場禁止出售派對帽、膠柄棉花棒、雨傘袋等；酒店客房不可免

費提供膠柄牙刷、剃刀、膠樽裝水、小樽裝沐浴露等。 

 

新法例實施後，環保署會採循序漸進的執行模式，在 6 個月適應期內派員巡視相

關業務地點的運作情況，集中宣傳教育，並提供建議和資訊，協助企業符合新法

例規定。「走塑」分兩個階段實施，到了次階段，就會全面禁止食肆提供膠杯和

蓋、膠食物容器等。環保署強調「走塑令」由供應方面控制，不針對市民，市民

毋須憂心。環保署建議商戶應盡快在適應期內用完受規管產品的存貨以避免造成

浪費，並應盡早預備合適的替代品。從社會對「走塑令」反應相對較平靜來看，

有關政策應可順利落實，這與垃圾徵費政策一波三折形成鮮明對比，為香港未來

更有效推動環保政策提供借鑑。 

 

加強教育 鼓勵轉變 

 

塑膠污染問題威脅環境生態和人類健康，減塑和走塑近年已成國際間共識，香港

也須趕上步伐。目前各國已全面或局部禁止使用即棄塑膠餐具，如南韓於 2021



年禁止外賣免費提供即棄餐具；歐盟亦將禁用 10 多款餐具、飲管、食物盒等即

棄塑膠用品；日本要求塑膠必須分類回收；德國不准將塑膠堆填等。鄰近的台灣

之經驗亦可供香港參考，台灣人每年消耗近 40 億個即棄膠杯，為鼓勵走塑，當

局規定連鎖店須為自備杯的客人提供至少 5 元新台幣折扣優惠，不少人已隨身自

備飲品杯，令即棄膠杯使用量大減。 

 

走塑影響甚廣，政府必須持續監察，尤其要確保新措施不會使市民感到不便，同

時亦應加強宣傳教育，用寬鬆手法令業界盡快適應，推進走塑政策平穩落實。有

連鎖快餐店指走塑令成本上升，擬就非膠製餐具收費兩元，若一個 40 元飯盒要

加兩元餐具費是很大比重，將成本轉嫁市民亦很不公道。就此，環保署邀請了餐

具等用品供應商解說和示範，所有非塑膠產品，成本不高且耐用，釋除了疑慮。

另外，目前環保署已委聘香港品質保證局設立「綠色餐具平台」，平台內提供多

個環保餐具供應商和產品資訊，既方便食肆選購，更可貨比三家，助選出性價比

相宜的餐具，商戶根本毋須因走塑而加價轉嫁成本。 

 

走塑議題在香港已討論多年，市民亦普遍了解塑膠垃圾不易分解，且有害環境和

人類健康，對減少使用即棄塑膠有共識，政府在推動落實上亦應盡量在不擾民情

況下，把走塑文化融入市民生活之中。現時香港無論在走塑，還是廢物回收、源

頭減廢和循環再用等方面，均明顯落後於國際和周邊地區，需急起直追。而隨着

港府立法規管即棄塑膠產品已成定局，社會各界亦應向前看，並作出配合，將走



塑措施成功落實到位，為保護地球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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