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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環境保護概念性規劃構想(2010-2020)徵集意見文本(文本) 

天主教學校聯會的回應及意見 

 
我們對文本中提出三個層次的環境保護規劃；即 

－概念性規劃 
－總體規劃 

－專項規劃 
極表贊同。按步就班及具層次規劃，可以大大地增進政策的可行性。 
 
2. 文本中的第一至第四章為資料性，我們不作評述。 
 
文本中並沒有足夠的數據和資料讓市民了解真正的問題 , 譬如用水的問題 , 澳門每日

的流動人口是多少 , 酒店用水、工業用水和市民用水的具體數字是多少,這些數字應該

不難整理 ；而這些數字所代表的意義就是制定政策的依據 , 局方應將各種數據清楚列

出 , 說出問題所在 , 然後才能清楚規劃處理問題的具體方案。  
 
3. 對第五章的規劃願景，我們有以下的意見： 
 

低排放、低消耗及低污染的低碳生活，雖然可以說是終極目標，但過份流於口號式，

未能為文本的願景定下清晰的指向。 
 
我們建議應就低碳及綠色生活的願景作出更實質性的描述，使公衆對願景有較佳了

解。例如： 
 

－使澳門有更多藍天的日子 

－使澳門海域的水質可以安全地游泳，海產亦可以放心地食用 

－使澳門的家居垃圾逐步減少 

等等  
 
4. 第六章規劃策略中提出的六大規劃策略，實際上只是規劃範疇，即 
 

－優化人居環境 
－鼓勵節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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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綠色出行 
－保世遺、育生態 

－落實企業減排 
－融入區域一體 

 
在規劃策略方面，我們建議主要可以有二條主線 
 

(一) 政策的配合 
(二) 教育的配合 

 
在政策方面，政府必須定出清晰的政策，例如：汽車的排放標準，電器用量的耗

電標準，家居垃圾的棄置標準，補貼相關行為及有關的罰則等等，使政策可以逐

步落實。 

 

在教育方面，可以分為二個大的範圍：學校教育及公衆教育。 

 

而在內容架構方面，可分為以下四個主要部份: 

 

(A) 知識及了解：學生及公衆必須具備一定的環保知識基礎，例如高碳排放

會引致全球暖化進而影響整個地球生態，使我們的生活甚至生存受到嚴

重的影響；洗潔用品會使海洋生態受到影響進而影響食物鏈；舊式的冷

卻劑(雪櫃、冷氣等)及溶劑(例如：天拿水)會破壞臭氧層，增加患上皮膚

癌的機會等等。才能喚起大衆對環保重要性的認同。 

 

(B) 認知及敏感度: 學生及公衆必須知道在日常的生活中，那些行為可以有

助環保的推行，例如不用鎢絲燈膽，少用洗潔精及洗衣粉，不要長開電

器，以及這些行為如何幫助環保等。 

 

(C) 態度 : 在知之後便是行為的選擇，學生及公衆必須對環保行為具正確的

態度。不要因為其他的人未有相應行為而放棄自己的正確行為，因為必

須有人肯踏出第一步。 

 

(D) 政府配合處理環保問題的技能，例如如何棄置舊的電視，電腦，如何將

家居垃圾分類，以方便回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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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校教育方面，知識的含量可以較高使學生不但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進一

步，期望以學生的行為態度，影響父母的行為。即可以同時達至公衆教育的目的。 

 

在公衆教育方面，知識含量可以較少，改為以〝不環保〞的後果，以喚起公衆對

環保的警覺性及敏感度。 

 

如短期的是會被懲處，長期的會影響自身的健康及壽命等。 

 

5. 在行動構想方面，我們同意定出近期，中期及遠期目標，但如上之所述，我們建議

在政策及教育二大主線上，就文本中的六個規劃範疇定出不同的指標，而非只是列

出項目。 

 

在施行方面，必須有資源及時間去逐步落實，而非期望可以所有項目同時進行，我

們建議再就這些指標，取得持份者的共識，以定出優次以便排列出近、中，遠期的

目標。 

 

6. 在保障機制方面，我們同意文本中所列出的四個項目，即 

－強化公衆參與 

－重視部門間協調合作 

－依循科學及技術發展 

－加強區域協調發 

 

但我們相信這些項目，尤其是強化公衆參與方面，不能只靠現有的機制與宣傳去達

到。而是必須考慮到有關持份者對改變他們既有行為的誘因，才能有效地鼓勵各方

面的參與，協調及合作發展進而逐步使改變的行為成為常態，那便是整個規劃得以

有效落實的時刻。 

 

行為的誘因，離不開賞與罰。政府必須在政策方面定出有關的賞罰；同時設有寬限

期，才能有效地推動有關的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