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四 

2024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學校界別的良好環保措施 

(A) 環保領導

學校管理層的支持及承諾 

 環保工作小組中至少有 3 至 5 名不同職級和組別的成員。成員包括校長或副校長、課程發展主

任、負責環保工作的教師／職員、負責學校餐飲、採購和設施管理的職員等，並設有架構圖。

架構圖例子：

 環保工作小組應定期舉行會議（建議每年最少 3 次），以指導學校在環境保護方面的重點和優

先事項，並組織及推動校內與校際的環境活動及發展。

 分配預算及申請政府或外間機構的資助，例如：「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環保教育和社區參

與項目、學校現場派飯項目）及「優質教育基金」等，以設置環保設施及推行環境教育項目。

https://www.ecf.gov.hk/tc/about-us?view=ecf
https://www.ecf.gov.hk/tc/applications/environmental-education-and-community-action-projects
https://www.ecf.gov.hk/tc/applications/environmental-education-and-community-action-projects
https://www.ecf.gov.hk/doc/ompps_guide_c.pdf
https://www.qef.org.hk/tc/application_submission/index.html


環保政策 

 定期檢討和更新環保政策，以配合最新的全球和本地環境趨勢和措施，並透過各類媒體讓不同

持份者知悉（例如：網站、教師手冊、學校手機應用程式）。 

 制定碳管理的政策、減碳目標及行動計劃，以達至碳中和。 

 編制周年環保 / 可持續發展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ESG) 報告，以記錄及審視環境管理及教

育表現，並上載於校網予校內外人士查閱。 

 透過收集學生、家長及教職員意見，並進行學期總結評估，每年檢視環保政策。 

學校課程涵蓋可持續發展教育／環境教育計劃 

 將環境主題納入正規學校課程，例如：推行有關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 環境 / 可持續發展 / 

碳中和相關的項目，以鼓勵學生探討不同的環境議題並探索可行的解決方案。 

 支持教師和非教學職員定期參加由外間機構舉辦有關廢物管理、海洋垃圾、氣候變化、生物多

樣性和可持續消費等最新的環境主題培訓，並籌辦以可持續發展／碳中和為主題的教師發展日

或於當日安排相關培訓。 

 邀請學生代表就「可持續發展教育」及 / 或「環境教育」的制定提出意見。 

 

(B) 環保計劃和表現 

 制定長遠環境策略，設定年度特定且可量化的環境目標，並每年審查減少碳排放、能源消耗、

水資源消耗、廚餘和其他環境方面的進展。 

 定期記錄所有用水和能源消耗（通過檢查賬單或水電錶）以及固體廢物量，以提供客觀數據幫

助學校監察環保措施的成效。 

 進行廢物1、能源審核2或碳審計3，以尋找可進一步改善的空間；可參考環境及生態局及環境

保護署出版之低碳學校指引。  

                                                 
1 廢物審核是指統計機構所產生的廢物數量和類別。 

2 能源審核是指審查機構能源消耗的方式和範圍。 

3 碳審計是以科學化的方式量化機構的溫室氣體排放。 

https://cnsd.gov.hk/wp-content/uploads/2024/01/EPD_CA_Guidebook_Schools_Chi.pdf


 推行計劃或提供獎勵鼓勵教職員和學生珍惜資源，例如班際比賽、獎勵計劃等。 

計劃或獎勵例子： 

 

 向教師、學生、家長及公眾進行意見調查，收集他們對環境問題和學校環保計劃的意見，並對

相關意見作出回應。 

 

節能減碳 

 在可行情況下採用以下的節能措施，包括： 

- 於課室的窗戶採用防曬隔熱玻璃薄膜，以阻擋過多陽光進入課室； 

- 使用節能照明，如 LED 燈具、感應燈、照明分區系統； 

- 使用節能辦公設備，如附有較高能源效益標籤（即一級能源標籤、能源之星）的空調機、

雪櫃和打印機； 

- 安裝感應器或時間器自動控制照明開關；及/或 

- 設立實時能源監控系統，以便及時發現不正常能源消耗及能源效益較低的地方。 

 鼓勵在校園內採用可再生能源，例如：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如受技術及位置所限，可採用小

型太陽能發電裝置，並推廣可再生能源教育。 

 在校園內設立單車泊位，鼓勵學校成員以單車代替私家車往返校園，以減少碳排放。 

  



節約用水 

 在可行情況下採用以下的節水措施，包括： 

- 安裝紅外線感應水龍頭，或於水龍頭加裝節流器； 

- 採用雙掣式沖廁設備； 

- 如有需要，調節供水總掣降低水壓； 

- 使用節水設備，如附有較高用水效益標籤（即一級用水效益標籤）的水龍頭、小便器用

具、節流器和水廁等；及/或 

- 於天台花園使用智能滴灌系統。 

 重用中水或回收雨水作澆花或清潔用途。 

 定期檢查喉管，在發現滲漏時立即維修。 

 推行節約用水計劃，例如：參加由水務署舉辦的「惜水學堂」教育計劃（幼稚園 / 小學）。 

 

廢物管理 

 在可行情況下採用以下的減廢措施，包括： 

- 推行無紙化政策，包括採用電子系統讓家長閱讀學校通告、以電子教科書取代紙本教科

書，並進行用紙量的詳細統計； 

- 安裝乾手機以減少使用抹手紙； 

- 把陳舊及需棄置的物品轉化為有用的物品，例如：利用廢紙箱作廢物分類回收箱，把已損

壞的抽屜改造成花盆，以舊光碟製作稻草人；及/或 

- 利用學校聯網及內聯網推廣二手物捐贈及認領，善用資源代替購買。 

 設置不同廢物分類及回收桶（例如：廢紙、金屬罐、膠樽、玻璃容器、紙包飲品盒、墨盒、利

是封等），並張貼相關回收資訊，於校園實踐乾淨回收。 

 將廢舊電器、打印機碳粉盒等特殊廢物送往指定回收點回收。 

 參與環境保護署的「回收@校園」活動，加強學生對減廢回收的認識（小學及中學適用）。 

  

https://www.waterconservation.gov.hk/tc/at-school/cherish-water-kindergarten/index.html
https://www.waterconservation.gov.hk/tc/at-school/cherish-water-primary-school/index.html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wsars.html
https://www.eeb.gov.hk/sites/default/files/green_school/pdf/Recycling_Glass_Containers_at_school.pdf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clean-recycling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school/we-recycleschool


學校可持續膳食 

 參考環境保護署及教育局的指引推廣「環保午膳」文化。 

 在可行情況下採用以下的可持續膳食措施，包括： 

- 為學生提供可重用的食物盒及餐具； 

- 要求學生及教師於學校派對及學校旅行時自攜餐具及食物盒； 

- 禁止在校園內售賣一次性塑膠樽裝飲品和提供膠飲管，或徵收供應即棄餐具費用； 

- 設立綠色廚房現場分飯，以減少廚餘產生； 

- 若有剩食，可安排教職員以可重用餐盒帶回家享用；及/或 

- 委派學生為「惜食大使」，以監察同學的午膳習慣，從而減少浪費食物。 

 在學校設立廚餘機，將廚餘回收製成肥料並在校內種植區使用。 

 為教職員、學生和家長提供誘因，以鼓勵他們參與環保計劃或在校園內實踐環保，例如：與學

校餐飲及小賣部合作，提供折扣優惠鼓勵學生及教職員自攜可重用飲料瓶及器皿盛載小食（如

適用）。 

 在學校膳食或宴會／活動中實踐低碳飲食，例如多菜少肉及每週一素；如有需要提供海鮮，可

參考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出版之《海鮮選擇指引》，避免不可持續的海鮮選擇。 

 

綠色採購 

 參考環境及生態局的指南及資源訂立環保採購守則。 

 採購環保產品，例如：含有再造成分的打印紙、廁紙及抹手紙、補充式文具及可生物降解的清

潔劑。 

 採用中央採購模式，合併購買以減少包裝。 

 

綠化 

 綠化校園（例如：天台花園、魚菜共生設施）和進行有機耕種，並讓學生參與打理綠化空間。 

 標示植物資訊（例如：植物名牌、二維碼）作教育用途。 

 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綠化校園資助計劃」及／或「校園香草種植計劃」以獲得資助及／

或植物推行校園綠化，並將相關資源用於教學用途。 

 參與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一人一花」計劃讓學生透過親身經驗學習種植的知識和技巧。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lunch
https://seafood-guide.wwf.org.hk/zh/seafood-guide
https://www.eeb.gov.hk/tc/susdev/green_procure/green_procure.html
https://www.lcsd.gov.hk/tc/green/education/greeningschool/subsidy.html
https://www.lcsd.gov.hk/tc/green/education/greeningschool/plant.html
https://www.lcsd.gov.hk/tc/green/education/greeningschool/one.html


室內空氣質素 

 制定措施維持及改善室內空氣質素，例如：安裝空氣淨化裝置，及栽種不同室內植物協助空氣

淨化。 

 定期監測室內空氣質素。 

 

環境教育 

推行 

 採用「全校參與模式」，將可持續發展教育融入學校。 

 除了於學科 / 跨學科課程融入環境教育元素，鼓勵學校在全方位學習活動、其他學習經歷、

STEAM 教育活動等為學生提供多元化的環境教育活動。 

 為學生提供環境教育，支持由學生發起的環保措施、活動和計劃，亦鼓勵學校申請外間資源，

為學生提供互動環境教育計劃、培訓和體驗。  

 舉辦環保活動，如有機耕種、生態旅遊、考察團、培訓工作坊、研討會、講座及參觀等，以提

高教師、學生及家長的環保意識。 

 安排校外環境教育活動，參觀不同環保設施，例如：識「碳」館、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的教育

徑、水知園、「綠在區區」回收環保站、回收便利點及回收流動點、升級再造中心、廢物處理

設施（環保園、O·Park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T·Park 源·區、WEEE·Park 廢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及

回收設施、Y·PARK 林·區、綠化教育資源中心等。） 

 為學生安排適量的戶外學習活動，例如：參觀地質公園、海岸公園、米埔自然保護區、自然公

園、郊野公園及公眾泳灘等，讓他們多接觸大自然。 

 透過環運會的「綠線通－環境教育支援服務計劃」的專線電話、電郵或網頁，查詢可供學生參

與的環境教育活動，並享用免費配對服務。所提供的環境教育活動包括講座、實地考察、工作

坊、導賞和環保劇場等，涵蓋了碳中和、生物多樣性、自然保育、廚餘處理及減廢回收等主題。 

 參與環境教育支援服務計劃下的社區環保外展活動（例如：遊戲攤位、工作坊及教育講座，內

容包括生物多樣性、低碳生活、廚餘處理及減廢回收等主題），加強學生的環保意識及知識。 

 參與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項目下的校園計劃 / 活動。 

 開發和設計額外的教學和學習材料及活動，例如一套正規課程未能涵蓋的環境教育學生手冊和

計劃，以提高學生的環保知識。 

 招募學生擔任環保大使（例如：學生環境保護大使、環保風紀等）協助推行環保計劃、提升朋

輩的環保意識及於校園內建立環保習慣。 

https://www.knowcarbonhouse.hk/tc
https://www.emsd.gov.hk/tc/about_us/public_education/guided_tour_on_education_path/index.html
https://www.emsd.gov.hk/tc/about_us/public_education/guided_tour_on_education_path/index.html
https://www.h2opecentre.gov.hk/tc/home/index.html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zh-hk/waste-reduction-programme/greencommunity
https://www.ecopark.com.hk/tc/index.aspx
https://www.opark.gov.hk/tc/tour.php
https://www.tpark.hk/tc/visit/
https://weee.gov.hk/tc/tour/
https://weee.gov.hk/tc/tour/
https://www.ypark.hk/zh-hant/
https://www.lcsd.gov.hk/tc/green/gerc/index.html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greenlink_eesp.html
https://www.greenlinkeesp.com.hk/events-list.html
https://www.greenlinkeesp.com.hk/outreach-events.html
https://www.ecf.gov.hk/tc/events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sepas.html
https://school.ecc.org.hk/tc/programmes/gpp.html


 參與由外間機構舉辦的活動或比賽，讓學校成員掌握最新的環境議題，並鼓勵學生為環境問題

構思創新的解決方案。 

 善用由不同專業機構及綠色團體提供的網上環保教學資源，加強學生對不同環境議題的認識。 

 

資訊傳遞 

 設立「環保角」、環保通訊、社交媒體專頁、流動應用程式或發佈可持續發展報告，集中提供

與環境相關的新聞和資訊，以提升學校成員對環境議題的興趣。 

 鼓勵學生結合創意和環保理念宣揚環保訊息，例如：繪製藝術牆、以環保物料裝飾課室壁報板、

設置展板和製作升級改造的藝術品。 

 

環境管理及教育監察與評估 

 每三至六個月就環保表現進行評估，審視各範疇之環保表現。 

 定期於環保組會議與學校管理層、教師、文員、工友商討跟進環境管理的措施。 

 進行有系統、全面的評估，以評估學生及教師的環保意識、態度和行為，並進一步了解學校環

境教育 / 計劃的成效及學生和教師對環保概念的理解水平。 

 透過活動前後問卷、活動後評估表等針對性評估環境教育活動的成效，並透過年度總評評估師

生的整體環境素養。 

 除了通過問卷進行定期的量性評估外，將質性評估納入學生的學習活動中。 

 向學校所有持份者公布評估結果，制定並實施改善計劃。 

 

(C) 夥伴協力合作 

家長及其家庭 

 舉辦不同環保活動供家長參與，例如：親子種植活動、戶外參觀及升級再造工作坊。 

 聯同家長義工及家長教師會或相類的家長組織籌辦二手校服回收、月餅捐贈及漂書等活動。 

  

https://school.ecc.org.hk/tc/resources/teachers.html


學校網絡 

 邀請其他學校代表或師生到訪校舍進行參觀及經驗分享。 

 與區內其他學校合辦環保活動，例如：回收再造計劃、聯校展覽及聯校耕種活動。 

 學校代表透過訪問、研討會、協導員計劃等，與其他學校就環境管理及教育等議題分享經驗。 

 

社區人士／其他機構 

 邀請社區人士參與學校舉辦的環保活動，例如：開放日、工作坊，向大眾推廣環保意識。 

 與其他社區機構或非牟利機構合作，成為先導學校推行環境教育計劃，如在校園設立社區回收

站、推行珊瑚育養計劃等。 

 鼓勵持份者支持和參與各種社區活動，例如：植樹活動、海灘清潔、以物易物、減碳計劃和生

物多樣性保育計劃等。 

 透過舉辦及參加國際和本地會議、展覽、開放日、路演和社區活動，將環保信息和實踐方法傳

遞給學校成員及其家人、社區及公眾。 

 

服務／產品供應商  

 於採購和招標文件列明環保要求，並優先考慮環保產品或對環境負責的供應商／承辦商，例如： 

- 要求午餐供應商使用「可重複使用」的午餐容器，而非「可回收」的午餐容器，從源頭減

廢； 

- 要求飯堂及小食部供應商提供綠色餐單和全素午餐，並減少使用即棄物品，例如：停止派

發膠飲管及餐具；及/或 

- 與校巴服務公司合作轉用生物柴油或混能車，減少碳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