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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許多港人都
因此減少外出，外賣需求急增，即棄塑
膠餐具丟棄量亦隨之大幅上升。據2019
年的統計數字，即棄膠餐具平均每日棄

置量約有200公噸。環境保護署進行了諮詢，建議於
本港推行 「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 ，於2025年起分
兩階段全面禁止餐飲業處所向顧客提供發泡膠餐具
及各類即棄膠具。然而， 「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
只是減廢的基本步，香港更值得走前一步，盡快部
署未來更進取的減廢行動。

環境保護署就 「管制即棄膠餐具計劃」 開展的公
眾諮詢已完成，相關細節還有待商榷。其中包括應
否涵蓋各類型的塑膠即棄餐具，如飲管、杯、杯蓋
等；及應否涵蓋所有種類的塑膠，包括 「生物降解
塑膠餐具」 和 「氧化式可分解塑膠餐具」 。筆者認
為，衡量是否涵蓋的基礎原則應是該塑膠是否具備
快速分解的能力。 「生物降解塑膠餐具」 和 「氧化
式可分解塑膠餐具」 均不能在任何環境下快速分
解，後者分解後更會變成微塑膠碎片，影響海洋生
態甚至進入人類食物鏈，存在極大環境局限。舉例
言之，如 「海水可分解」 塑膠只能在20℃至30℃的
溫度下分解。這些替代塑膠產品並不如我們想像般
潔淨，政府必須考慮盡可能將更多塑膠，尤其是不
具備快速分解能力的塑膠納入管制範圍。

除了管制塑膠以外，社會視之為替代產品的其他
一次性餐具，同樣值得政府關注。聯合國2020年發

表的《全球森林資源評估》報告顯示，由1990年至
今已有約4.2億公頃森林因人類經濟發展或轉換其土
地用途而遭到毀壞。香港政府禁止餐飲業處所向顧
客提供即棄塑膠餐具，餐飲業可能轉而依賴木餐
具，後果不堪設想。筆者理解，政府嘗試先處理構
成嚴重污染的塑膠餐具，並提升 「Lesser Evil」 的其
他一次性餐具的替代空間，從而循序漸進地緩解環
境污染問題。但這些留待日後解決的 「Lesser Evil」
又如何處置？政府的下一步有何打算？這些問題必
須盡早部署，有一套完整的藍圖和遠景，才能夠讓
市民和社會各界看見政府在紓緩廢料污染上的堅定
態度。

除了塑膠餐具和其他一次性餐具，其實市民還
有很多不同的選擇。筆者建議，政府可參考德國
RECUP 推 出 的 「 押 金 環 保 杯 」 （RECUP） 及
「押金環保碗」 （REBOWL）。在德國，人們已

習慣購買飲品時多付1歐元作押金，退還杯子時便
能拿回押金。同時平台有龐大且緊密的合作網
絡，從 2016 年創辦至今合作商家超過 1100 多個，
更能夠提供 「甲租乙還」 的服務，提高了便利
性。平台更推出可重用餐具回收機，退還的地點
超過 9400 個，讓民眾可以隨時隨地退還用品。政
府應詳細研究，探討引進這些外國先進例子的可
行性。若在港推行類似計劃，必能更有效改變市
民思維，將即棄餐具徹底摒棄，建立真正可持續
的綠色生活習慣。

學研集
立法會換屆選舉提名期開始後，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多次呼籲，希望社會各界
積極參選、提名或投票，共同為香港建
立一個好的、完善的立法會制度。政務

司司長李家超、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多名司局長亦作
出同樣呼籲。提名期展開後，持續有人報名參選，從
目前的報名情況看，參選人呈現多元化、質素高、新
面孔多的特點，確實能為香港帶來新的希望，有利於
新制度的建設。建立新的選舉制度靠的是整合社會，
新時代新香港的良政善治，則仍需要創新的思想，期
望隨選舉期的深入展開，將會出現能夠引領社會發
展的新思想。

新形式競爭讓人耳目一新
新選制之下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提名期展開後，

陸續有有識、有志之士報名參選。議席最多的選委會
界別，湧現出許多新面孔，其中不少是知名的商界、
學界和社會各界別人士。他們中的許多人，過去較少
介入議會政治，但對於香港的整體發展，對解決重大
經濟民生問題，乃至對提高政府管治，都有深入研
究、獨到見解，過去亦不時提出有影響力的真知灼
見，有不可忽視的貢獻。在新的選制之下，這些人放
下舒適的生活，參與競選特區的議會工作，讓市民對

新的立法會充滿期待。
過去競爭較小的功能界別，也出現多人報名競選的

情況，除了過去熟口熟面的各業界代表人選之外，這
次選舉亦出現一批各行業年輕的精英代表，令人耳目
一新。一部分過去多屆無競爭自動當選的界別，今年
也出現多於一人參選的局面，激爭比過去更激烈。

地區選舉方面，新的選制之下各政團的參選考慮較
為謹慎，但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的主要領導人都
參與了地區選舉，亦有一批長期在地區服務的社團代
表、區議員報名參選，近年新成立的政團 「香港新方
向」 都有人參選，他們將會把在地區長期服務的不同
經驗、不同的民生訴求，以及不同的政治理念，帶入
競選，可以預見，地區選舉的競爭也將會十分激烈。

從提名期見到的新的選舉，是一次理性參政、良性
競爭的新型選舉，提名期沒有見到參選人之間互相拆
台、互相抹黑、互相叫罵的情形，相反，不同政團、
不同政見、不同理念、不同經歷的參選人之間，互相
尊重、互相支持的場面不時出現，這種新形式的競爭
讓人耳目一新。

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要靠整合社會各方面力量，
大家均衡參與，理性論政。正如特首所言，落實新的
選舉制度可以切實提升香港特區的管治效能，只要符
合愛國者的要求，有志向、有抱負的人士，都應該積

極地參與，共同為香港建立一個好的、完善的立法會
制度。而廣大市民也應將這次選舉視為香港進入新時
代的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轉折點，需要市民積極投
入，履行好公民的責任，共同建立好這項制度。

期待新思想引領社會發展
建立新的制度要靠整合社會力量，但引領社會發展

仍需靠新的思想。在這次選舉的提名期，出現一種
「基層風」 現象，多名參選人都強調自己來自基層，

標榜曾經住 「房」 、板間房。這或許是參選人對社
會要求立法會議員乃至特區各層面的管治者，須了解
民情、貼近民意的一種回應。來自基層，靠自己的努
力，進入社會中上層，既能貼近底層市民，了解社會
底層的需要和訴求，又有識見、有能力，無疑是較理
想的人選。但是，單靠來自基層的出身其實並不足
夠，更需要的是對引領社會發展，提升管治，有全新
的思維。

選舉剛進入提名期，大多數參選人尚未提出完整的
參選政綱，亦未向社會和市民大眾解釋他們新的社會
治理理念，暫時還未能見到有較完整、令人精神振奮
的新思想。期待隨選舉的深入展開，將會出現具有
說服力、有領導力量的新思想，讓香港在新時代綻放
最燦爛的光彩。

鄭洛瑤

環保多走一步 盡早規劃前路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 葉建明

學研社成員 文武

期待新思想落實新選制

香港始終享有國家對外開放的紅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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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選舉正
接受提名，各方
人馬躍躍欲試，
爭取在 12 月 19

日的選舉中取得議席。迄今
為止，報名者背景各有不
同，除了傳統政團，還有很
多來自商界、智庫、學界、
專業界，讓人感到有意參與
建設香港的熱心人實不
少。希望有更多人參加競
選，展現自己的才幹，發揮
自己的能力，為香港長治久
安作出應有的貢獻。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最近在
社交網站上說： 「完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是確保 『愛國
者治港』 ，絕不是把立法會
變成 『一言堂』 ，任何人不
論政見，只要是愛國者，都
可以依法參選、依法當選，
加入香港的政治體制；擔任
議員後也歡迎他們監察政府
施政、批評政策，以達致良
政 善 治 ， 更 好 為 市 民 服
務。」 事實上，在新選舉制
度下，議席由原先兩個部分
合共70席，大增至三個部分
合共90席，意味有志從政和
服務社會的人士獲得更多機
會，足以在立法會這個廣闊
舞台上，取得參政議政空
間。

積極參選 服務香港
過往多年香港原地踏步，

與劣質議政文化氾濫有千絲
萬縷關係。反對派為反而
反，刻意拉布、搗亂，導致
許多有利經濟民生的議案無
法通過，而香港也在這個過
程中蹉跎歲月。但隨反中
亂港分子被排除出特區管治
架構，優良議政文化獲得重
新建構的契機。例如，去年
立法會延任會期內合共通過
46項政府法案，較之前年均
只涉20項多逾一倍。市民在
「硬食」 拉布多時後，終於

一見理性的議會。相信按照
新選制所組成的立法會將可
作出積極貢獻，實事求是地
建好香港。

目前來看，認同 「愛國者治港」 原則、報名參選
的人士相當多。民建聯、工聯會、新民黨等傳統政
團率先公布了參選名單；與此同時，新思維、民主
思路等政團，出身商界的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
嶺南大學副校長劉智鵬、著名眼科醫生林順潮等專
業界人士，以及團結香港基金高級副總裁黃元山和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梓謙等智庫人士，甚至大批
港漂於前年10月成立的全新政團 「香港新方向」 ，
皆有意角逐議席。參選者背景各異，正好反映香港
是一個多元社會，相信他們可把不同意見帶入議
會，為政府施政提供建議，並且依法監督政府施
政。

許多市民都期盼香港再出發、再創輝煌，但要把
期盼兌現成成績，離不開代議士提供務實可行的政
綱、奉獻專長。誠然，已報名參選的政團和各界人
士能否做出成績，自然言之尚早，但在優質選舉文
化下，香港特色的民主進步顯然正在慢慢成為現
實。

今次選舉是新選舉制度下首場立法會選舉，象徵
意義不言而喻。我們希望已報名的人士使出渾身解
數，說服選民他們是適合出任代議士的；我們也希
望尚未報名、但有志於服務香港的愛國愛港者踴躍
參選，通過比形象、比貢獻、比專長、比政綱、比
承擔，讓選民看見他們的素質，合力辦好一場有良
性競爭的選舉；當然，我們更希望在選舉過後，當
選人施展本領，為香港民主及經濟民生發展出謀獻
策，令香港由亂入治、由治及興。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四屆中國
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以視頻發
表主旨演講，強調 「開放是當代
中國的鮮明標識」 。中國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20周年來， 「全面履
行入世承諾，不斷擴大開放，激
活了中國發展的澎湃春潮，也激
活了世界經濟的一池春水」 。

中國對外開放不會止步
作為全球首個以進口為主題的

國家級展會，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成立4年來，正在
讓中國市場成為 「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 ，在國
際上展現了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形象。曾有外國朋友
提醒，中國的任何發展細節都不要忽視。對於不少香
港企業而言，春江水暖鴨先知。過去是這樣，現在也
是這樣。今年度有240來家香港企業參與進博會這個
共享的市場，比首屆多五成。

一段時間以來，隨中國提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發
展格局，以及加強行業監管、政策規範，令海外出現
錯誤解讀，有擔心中國 「向內轉」 ，對外開放會不會
止步？事實上，這是對中國政策的誤解。

在第四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習近平主
席的演講強調了三個 「決心不會變」 ： 「中國擴大高
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同世界分享發展機遇的決心
不會變，推動經濟全球化朝更加開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贏方向發展的決心不會變。」 他還提出
了四個 「堅定不移」 ，其中同樣強調 「中國將堅定不
移推動高水平開放」 。

事實上，這些年來，中國對外開放不僅一直沒有停
步，而且大門愈開愈大，對外開放水平愈來愈高。在
法規與政策上，中國相繼出台一系列擴大開放、加強
服務、保護外資權益、優化營商環境的舉措。包括
2020年1月實施《外商投資法》，以及《鼓勵外商投
資產業目錄（2020年版）》等，令不少海外投資者肯
定這些法律體系和營商環境，給外國投資者 「提供了

他們想要的保障」 。
從地域上，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邁得更大。《海南

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公布一年多，中國正在多
措並舉穩步推進2025年前實現全島封關運作的階段性
目標，做好高水平開放的壓力測試。

粵港澳大灣區在實質性推進過程中，已經開始在部
分區域進行體制機制的先行先試。最近出台的《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全面深化前海深港
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賦予這兩個區域
作為 「特區中的特區」 深化改革開放，逐步實現規劃
綱要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
中的支撐引領作用，達到 「有利於進一步深化改革、
擴大開放，建立與國際接軌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
設高水平參與國際經濟合作新平台」 。

融入國家發展 抓住更多機會
從國際合作方面，商務部日前宣布，《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已達到了生效的門檻，
明年1月1日，正式開始運行。同時在今年9月，中
國正式申請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
定》（CPTPP）。前者覆蓋區域總人口高達 22.7
億，GDP 26萬億美元，總貿易額5.2萬億美元，意
味全球約三分之一的經濟體量將形成一體化大市
場。至於CPTPP，約佔全球經濟總量13%。中國作
為這兩個 「協定」 最大的經濟體，不僅將獲得更多
的海外市場機會，更為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了更多
的中國機會。

無論是政策法規、區域試點，還是加入亞太地區
兩大自貿組織，展現的是中國對外開放的自信，印
證了習近平主席關於 「開放是當代中國的鮮明標
識」 ，「中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的講話。

香港一直享有國家改革開放的紅利，回歸後更增
加了 「一國兩制」 的制度紅利。這些年來，中央一
直提出希望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其中一個重
要因素便是，對外開放不僅給中國經濟帶來亮麗的
成果，也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 30%以上的貢獻
率。當前世界大變局下，中國發展的趨勢已經成為
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過去香港對國家改革開放貢獻巨大，今天國家對
外開放進入新階段。國家對外開放的紅利，必將期
待香港共享。融入國家發展大潮，蘇州過後無艇
搭，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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