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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透 貧窮 樂施會探討全球貧窮議題

師集 廣益 香港電台通識網「集師廣益」專欄由資深通識科
教師及大學學者輪流執筆，內容涵蓋六大單元

青少年國民身分認同變化 蚯蚓廁所 解決貧區衛生問題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2015 年的數

字，全世界有 23 億人缺乏基本的廁所
衛生設施，當中有 8.92 億人（佔全球
人口約 15%）只能在坑渠、樹叢等露
天地方排便。這種情况事關重大，聯
合國 2015 年的資料顯示，全球每年有
200 多萬人死於腹瀉疾病，當中九成
個案源於惡劣的衛生條件和不安全的
飲用水，並以兒童最受影響。

文：樂施會
圖：Abdullah Ampilan/Oxfam

良好的衛生設施可以防止傳染病和寄生蟲傳
播，以及減少污染環境和水源，對社區建設尤為重
要。不過，對於貧窮的社區，特別是貧民窟和發展
中的城鎮，要設置衛生的廁所並不容易，即使已有
設施，也常常因排泄物淤塞而造成衛生問題。缺乏
廁所也威脅人身安全，全球有 5.2 億女性得冒着被
性侵犯或暴力對待的危險，到住所外上廁所。

望 2030 年前人人有衛生設施
聯 合 國 於 2015 年 與 全 部 193 個 成 員 國 共

同 訂 立 了 17 個 可 持 續 發 展 目 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當中「清潔飲水和衛生設
施」被列為第 6 個目標，期望所有人在 2030 年前，
能享有清潔食水及衛生設備，並以可持續方式管
理。因此，樂施會嘗試結合傳統的地方智慧和創新
科技，研究可持續又經濟的解決辦法，例如蚯蚓廁
所。

蚯蚓將排泄物分解成有機肥料
倫敦大學衛生及熱帶醫學院與樂施會於 2009

至 2012 年間共同開展利用蚯蚓分解糞便的研究，
發現蚯蚓能將排泄物分解成有機物，成為有機肥
料，將固體排泄物體積減少達 95%，有助解決排
泄物淤塞和異味的問題。過程中運用生物分解器
（Bio digester，右圖）更可以減少排泄物分解液
中 95% 至 99% 的致病源，確保所得的有機肥料
對環境安全。

生物分解器由混凝土構成，體積約 1 立方米，
內有不同的過濾物質，例如多孔板、碎石、沙、木
屑、棕櫚或椰子纖維，組成蚯蚓的棲息地和過濾裝
置。蚯蚓會在生物分解器中一代接一代地生長、繁
殖和分解排泄物。

樂施會 2013 年起於利比亞、緬甸、埃塞俄

比亞及塞拉利昂推行「虎蚯蚓廁所計劃」（Tiger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時，很多人以為 1997 年後成
長的「特區孩子」會比他們的兄姊更擁抱國家民族身
分。不過，多年來的民調數據顯示，他們比兄姊甚至
父母輩更不認同國家民族身分。理論上，特區孩子沒
經歷過港英管治，沒有上一輩那種緬懷過去的心態，
他們經歷的，就是特區的教育和管治，自小唱國歌、
升國旗、到內地交流。那麼，他們的身分認同傾向源
自什麼？有兩個可能的因素，一是互聯網的普及，二
是社會事件。

文：中華傳道會劉永生中學教師邱兆麟

互聯網普及  年輕人建構身分別於以往
互聯網何時開始普及？是 1997 年。1996 年香港

的互聯網普及率只有 4.7%，到 1997 年增加逾倍至

10.5%，並不斷上升至現時近 85%。特區孩子自懂事

以來，便使用互聯網，學者稱他們為「網絡原住民」，

他們之前的幾代人則被稱為「網絡移民」。兩者接收

資訊、娛樂、社交、學習的模式有明顯分別，網絡原

住民較不會依賴主流媒體和學校建構他們對世界的認

知，即主流媒體和學校已經不能壟斷其資訊來源。年

輕人在社交媒體和討論區接收的資訊更多元，而這些

資訊大多沒有經過過濾、去中心化、亦呈社群導向、

碎片化（很短的文字或影音）及情緒導向。

這些資訊的特徵跟本土意識有什麼關係？當年輕

一代不再依賴主流媒體和學校接收資訊時，他們建構

身分認同的方式也隨之改變。網絡成了新一代接收信

息的主要來源，包括關於香港、中國、世界的信息，

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身分認同。這種身分認同不

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着現實世界發生的事情而變化，

虎蚯蚓能夠
將糞便分解
成有機物。

那些由上而下的宏大敘事式史觀未必能打動他們。相

反，年輕人可能會尋求更在地、更貼身、更符合其生

活經驗的身分認同。

2008 年成重要分水嶺
 所謂的本土身分和中國人身分認同的取向比

率，也一直在變，例如在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

中，認同自己是「廣義中國人」的受訪年輕人（18

至 29 歲）比例，在 2008 年前一直維持在 20% 至

40% 之間，2008 年 6 月上升至 1997 年以來最高位

（41.2%），其後一直下跌，2017 年 6 月跌至新低

3.1%。這與年輕人認同自己是「廣義香港人」的走

勢大致相反——2008 年 6 月，廣義香港人的身分認

同比例為 58.3%，是 1997 年以來最低，之後一直上

升，2017 年 6 月已升至 93.7%。

社會政治事件影響身分認同
分析這些數據時，我們不能把選擇「廣義香港

人」的數字解讀為分離主義，畢竟數據只反映受訪

者當時比較認同的身分，不一定代表強烈的

政治取向。對照當時的社會狀况，或許可看

出一些端倪。2008 年中，香港人整體的中

國人身分認同最明顯，那年是北京奧運。奧

運前發生汶川地震，香港人跟全國人民一樣

悲痛莫名，對災區的捐款源源不絕，當時的

領導人表現親和，令香港人對中央政府印象

正面，而且當時中國於各方面的態度都比較

開放，盡力表現出與普世價值接軌的新興大

國風範。到北京奧運舉行，香港可說是全城

投入這場盛事。

 2008 年京奧之後，香港青少年的國民

身分認同呈現下降趨勢，如果對比這段時期

在內地和香港發生的社會及政治事件，不難

看到其關聯性。年輕人對現時政治現實的失

望和憤怒，令他們轉向更符合生活經驗、更

在地的身分認同，這也是本土身分認同興起

的背景。

香港於 1997 年回歸中國，近年本港青少年的國民身分認同感卻愈趨下降。（路透社）

Worm Toilets Project，簡稱 TWT）。西非塞拉利
昂城巿卡巴拉（Kabala）自 2017 年 6 月開始推行
TWT 先導計劃，約 200 個家庭受惠。為確保受惠
家庭會遵守指引和妥善管理設施，遴選委員會及社
區代表會聯合審批，獲選的合資格家庭需接受有關
操作、維護及衛生推廣的訓練。

多地推行「虎蚯蚓廁所計劃」
該計劃不僅是衛生項目，也是婦女生計項目。

由於在塞拉利昂無法購買蚯蚓，樂施會於當地引入
蚯蚓並設立兩家蚯蚓培育中心，以生產具質素的蚯
蚓供受惠家庭使用。蚯蚓培育中心主要由當地婦女
負責管理，她們會接受理論和技術訓練，再親身體
驗各樣蚯蚓護理工作。培訓完成後，項目會持續監
察及督導婦女的日常表現，並以巿場價格向她們購
買蚯蚓，以肯定及鼓勵其付出。

蚯蚓培育中心是塞拉利昂甚至整個西非中，
首個專為廁所衛生而成立的創新項目。假如這個
先導計劃成功，該等「適用技術」將獲推廣至其
他發展中國家，令更多有需要的人能夠得到衛生、
環保、可負擔的廁所技術，是解決貧窮地區衛生
問題的重要嘗試。

蚯蚓培育中心的
婦女們細心打理
蚯蚓。

生物分解器設計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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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泄物入口
10 厘米墊材：
椰子纖維 +4 公斤蚯蚓

30 厘米過濾物質：
碎膠 / 碎石 + 沙

濾液

保護蓋 / 淹沒區 

濾液收集器

（明報製圖）
資料提供：樂施會

18-29 歲香港市民回歸以來身分認同趨勢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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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明報製圖）

 2008 年 6 月：41.2%

 2017 年 6 月：3.1%

 2008 年 6 月：58.3%

 2017 年 6 月：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