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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澳門生態島及廢物出口提出書面質詢

　　為應對本澳城市的高速發展，建築廢料堆填區自2006年開始使用，
直到2013年起已趨近飽和，目前已接收超過4千9百萬立方米的建築廢料，
只能將接收的建築廢料堆高處理，故多年來一直處於高危狀態，壓力十
分沉重。
　　為減輕建築廢料堆填區的處理壓力，當局先後於2021年推出《建築
廢料管理制度》行政法規，推動建築行業使用金屬模板和裝配式建築，
以及研究再造骨料的使用等，從源頭減少建築廢料的產生，於2013年起
對建築廢料堆填區實施系列臨時緩解措施，包括完成地質改良工程和擴
容工程，利用約155萬立方米經篩選的惰性拆建物料應用到不同工程項目
中等。此外，近日特區政府亦就《海洋功能區劃》、《海域規劃》及
《海域使用法》進行公開諮詢，建議在路環黑沙對出海域定為廢棄物處
置用海區，利用符合條件的建築廢料填海建設成生態島，作為解決建築
廢料處置問題的長遠規劃。
　　目前，雖然生態島正開展環境評估、通航和水航等專項研究，爭取
於今年內完成相關報告呈交中央審批，然而短期而言，現時接收的建築
廢料（主要包括惰性拆建物料、海泥、混雜建築廢料及爐渣），只有惰
性拆建物料在經篩選且質量符合要求後才能透過區域合作作為填海物料
再利用，其餘三類則必須在澳門尋找處置的解決方案。隨著建築廢料堆
填區的壓力日趨嚴峻，而生態島從研究、審批、規劃、建設等各項工作
需時，如何在此期間採取更多緩和措施以應對飽和問題，都具有相當的
迫切性，為此，都期望當局在建成生態島之前，進一步探索更多措施紓
憂解困廢物處理和處置工作，以滿足本澳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需求。
　　另一方面，除了從硬件配套解決澳門固體廢物飽和問題，過去當局
曾表示正根據《粵澳環保合作框架協議》與內地磋商跨區處理廢舊車輛
的合作計劃，建立長遠廢舊車輛無害化、資源化處置渠道及緩減本澳廢
舊車輛處置壓力。另繼續與內地相關部委協商，對符合要求的澳門資源
物運往內地循環再造的可行政策及措施。然而，相關措施至今依然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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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展，當局亦於早前坦言雖然已與內地簽訂兩個關於廢車及廢料的協議，
但難以執行，對此，都期望當局積極與内地商討對策，為固體廢料飽和
問題做好應對及規劃部署。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一、因應目前建築廢料堆填區已長期處於飽和的情況，當局有無評
估按照現行持續接收廢料堆填之下，建築廢料堆填區何時會達到頂峰；
另外，由於目前僅有惰性拆建物料可在填海項目當中使用，而其他的廢
料當局亦提出必須另覓新堆填區處理，為此，在生態島落成前，當局除
了圍繞建築行業用料優化和於填海項目採取措施外，有無其他處理預案，
以緩和目前建築廢料堆填區持續處於飽和的壓力？
　　二、 本澳資源廢物主要出口外地，只有少部份會在本地循環再造，
但受到內地近年出入口政策調整的影響，至今仍未能成功出口內地。為
進一步推動本澳廢物回收處理問題，請問當局目前簽訂的兩個協議，當
中難以執行的痛點為何，未來在處理這些痛點上有何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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