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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相關委員會成員: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年空氣污染管制(車輛設計標準)(排放)(修訂)規例》小組委員會 

 

投票記錄: 

2016 年 12月 8 日: 陳恒鑌議員動議，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

易志明議員及尹兆堅議員修正的「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

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議案 

贊成 

2017年 6月 1日:「推動‘港人港水’，守護本地資源」議案  

2017年 7月 5日: 環境局局長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及《釋義及

通則條例》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贊成 

2017年 11月 16日: 根據《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動議的擬議決

議案 
 

2018年 1月 31日:《2017 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修訂)條例草案》 - 

三讀 
贊成 

2018 年 4 月 12 日: 易志明議員動議，經梁繼昌議員、莫乃光議員、

盧偉國議員、容海恩議員、陳克勤議員及陳淑莊議員修正的「推動電

動車普及化」議案 

 

 

環境事務委員會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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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相關委員會的意見發表: 

環境事務委員會 

20170227 49. 郭榮鏗議員認為，海堤事件反映現行監察工務工程項

目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的機制有不足之處，因為環保署全然

不知悉該等事件，以致未能在有需要時考慮採取跟進或執

法行動。他促請政府當局全面檢討《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例如檢討技術備忘錄所訂環評程序的技術指引及準則。 

其他 

20170522 11. 郭榮鏗議員促請政府當局在檢討空氣質素指標時考慮

如何進一步減少空氣污染，以保障公眾健康。 

空氣 

20170522 18. 郭偉强議員、胡志偉議員、郭榮鏗議員、姚松炎議員、

梁國雄議員及何啟明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有何措施推廣單車

作為綠色交通工具，以減少路邊的廢氣。郭榮鏗議員詢問

政府當局會否成立跨部門小組檢討單車政策，以及會否考

慮在市區興建單車徑及單車優先道路的可行性。 

空氣 

20170522 21. 應郭榮鏗議員要求，政府當局亦同意提供書面文件，回

應他就汽油和石油氣車輛排放廢氣、路邊遙測感應器及底

盤式功率機廢氣測試提出的一系列問題。 

空氣 

20181022 23. 郭榮鏗議員查詢推行減少廢塑膠的措施及立法禁止使

用即棄塑膠餐具的時間表。 

廢物 

20181022 34. 郭榮鏗議員要求當局就加強應對海上垃圾的工作提供

更多詳情，包括分配予各部門的額外資源/人手的數量。 

廢物 

20181022 35. 郭榮鏗議員要求當局說明，有何理據預留款項資助非

政府機構的項目，而不使用相等的額外資源直接加強政府

當局的工作。 

廢物 

20181219 8. 胡志偉議員認為，環境局/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應加強

與運輸及房屋局("運房局")和運輸署的協調，使環保原則更

能融合於交通政策之內；而政府當局應向市民推廣盡量使

用公共交通工具，以減低對私家車的依賴。否則，改善路

邊空氣質素的工作的成效，便會因本地車輛數目持續增長

而有所減弱。 郭榮鏗議員及副主席贊同胡議員的意見。 

空氣 

20181219 16. 郭榮鏗議員表示，公民黨支持推廣電動車輛，並認為政

府當局應就此制訂藍圖。 

空氣 

20191216 29. 郭榮鏗議員認為《空氣污染管制條例》(第 311 章)應加

入新條文，藉以訂明每次檢討指標時，均應以保障公眾健

康為首要考慮因素。他質疑，政府當局有何理據，在不少

市民表示反對提高 PM2.5 的 24 小時指標每年容許超標

次數 的情況下，仍決定維持該項建議。此外，他認為政府

當局在 2019 年 3 月 25 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介紹 的

空氣 



2012 年東涌空氣質素數據，既不能反映最新情況，亦難以

證明上述建議合理。 

20191216 32. 郭議員表示，在審議《2013 年空氣污染管制(修訂)條

例草案》(該條例草案制定為《2013 年空氣污染管制(修訂)

條例》，以更新當時的指標)期間，議員曾辯論該條例草案應

否採用"公眾健康"一詞，以及每次進行指標檢討時，保障公

眾健康應否視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雖然他就該條例草案

提出的相關修正案不獲通過，但他認為，由於收緊指標的

進度與公眾的期望有落差，現應重新審視該等事宜。 

空氣 

20191216 38. 郭榮鏗議員就其議案答辯時表示，為公眾健康提供更

佳保障，可為各方(包括商界)締造多贏局面。他亦表示，現

時市民不能就政府未符合指標向其採取法律行動。因此，

他認為有需要檢討相關法例中就空氣污染物超標情況訂定

的法律及行政責任。 

空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