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新聞稿 

別讓我們的方便成為地球的塑便 

 

【2018 年 6 月 21 日 臺北】 環保團體自 2013-17 年的淨灘結果顯示，塑膠袋、塑膠吸

管、免洗餐具和外帶飲料杯的數量一直都居高不下，數量佔總體 33.8%，因此民間團

體和環保署所協作產出「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也針對這四類塑膠製品提出減量

時程，預計 2030 年全面禁用。全球減塑與禁塑的措施愈來愈多，環保署於日前預告

2019 年 7 月起限制四大場所內用提供塑膠吸管，跟進國際禁塑腳步，卻因宣達不足，

引起社會正反兩極討論，並傳出府院高層希望暫緩施行，對此，諸多環保團體聯合學

者、業者共同呼籲環保署切莫背棄雙方所協作的行動方案，對於減量期程不能讓步也

不能妥協！ 

 

環團代表孫瑋孜表示，一次用塑膠製品一直以來都是海洋廢棄物的大宗，臺灣廢棄物

處理系統還有許多有缺失之處，減少使用可減少垃圾流佈到自然環境的機會。很多民

眾誤以為只要做好回收或垃圾處理就好了，臺灣地狹人稠，近幾年來掩埋場的掩埋容

量即將用罄，或是焚化爐因為老舊，導致處理量下降等問題，環保署每年需花大量經

費處理廢棄物，不論從經濟面或環境面來看，減廢是必然趨勢。根據媒體報導，新加

坡總理夫人何晶就曾透過社群平台分享臺灣限塑措施的新聞，鼓勵新加坡民眾自備購

物袋。「近幾年來其他國家都有許多針對一次用塑膠製品的減量政策，包含印度、肯

亞、歐盟等，臺灣不是特例，而是成為國際間帶動禁限塑的一份子，引領其他國家仿

效跟進！」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陳麗淑主任指出，每年有 1,270 萬噸的塑膠垃圾流入海洋，對海洋

生物造成危害，不論是海龜誤食塑膠袋或是鼻孔插入吸管等事件都時有所聞，近年來，

在臺灣附近捕獲的魚胃裡也開始發現塑膠垃圾，未來的海洋可能都會充滿這些垃圾。

海科館身處環境教育第一線，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喚醒民眾對這個議題的關注，在館內

努力推動減廢行動，若是主管機關環保署能夠持續推動禁限用塑膠政策，對於臺灣一

次用塑膠製品減量將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海科館將會全力支持和配合！ 

 

中華鯨豚協會也提到，除了塑膠袋、漁網等海洋廢棄物造成鯨豚誤食和纏繞等直接影

響海洋動物外，塑料廢棄物也會裂解成微塑膠微，吸附大量有毒物質並進入食物鏈，

影響海洋生物及人類的健康。 

 

全球減塑風從各國政府訂定規範吹到企業自主減塑。上週，英國麥當勞宣布全面淘汰

塑膠吸管，而就在昨天，新加坡肯德雞內用一律禁用塑膠吸管和塑膠蓋。在臺灣，也

有許多企業和店家也開始提前響應減塑政策。臺灣麥當勞表示，「臺灣麥當勞長期關

注環保與地球生態，並持續致力減少塑膠製品用量，除秉持一貫的經營理念，並配合

政府政策方向，積極研議免用塑膠吸管相關配套方案，希望產品與相關服務，均能透

過具體的環保作為，落實麥當勞對環境永續發展的承諾。」 



 

而由多個團體共同發起的「支持 2030 全面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飲料杯、購物袋、免

洗餐具政策」的連署活動，從 3 月開始至今已累積了一萬多的民眾、50 多個團體的連

署支持，顯然環保署的禁限用政策受到許多臺灣民眾的支持，因此在場團體對環保署

齊聲呼籲對於相關期程不能讓步也不能妥協，「別讓我們的方便成為地球的塑便！」 

 

【展示物】： 

海廢浮世繪  

作品中的廢棄物來自海湧工作室於今年端午連假淨灘所撿拾而得的，包括 1100 支吸管

及其他一次用餐具等，再次證實我們的海洋已經充滿這些用過即丟的塑膠製品。 

 

【附件】： 

2013-17 淨灘統計分析結果 

表一、台灣國際淨灘行動 ICC，近五年數量最多的八類海洋廢棄物之組成比例與數量 

排名 類別 佔整體海洋 

廢棄物比例 

數量(件) 

1 寶特瓶 12.8% 135,400 

2 塑膠瓶蓋 12.6% 133,221 

3 塑膠提袋 11.4% 120,397 

4 吸管 9.2% 97,512 

5 免洗餐具 7.6% 80,883 

6 漁業浮球/浮筒/漁船防碰墊 7.3% 77,381 

7 玻璃瓶 6.9% 72,480 

8 外帶飲料杯 5.6% 58,931 

 

說明： 

分析 2013-2017 年間，851 筆民間與政府單位上傳之淨灘數據中的廢棄物前五名，調查範圍含

蓋本島濱海所有 19 縣市(上傳數據最多之縣市為新北市 200 筆，最少為苗栗縣 1 筆)，海岸線長

度總計 299.5 公里，共撿拾人造廢棄物 162,065 公斤。(資料來源: 海廢資訊平台-愛海小旅行, 

http://cleanocean.sow.org.tw) 

 

 

 



 

 

 

各國、企業與運動賽事禁用一次用塑膠品項 

禁用之國家或城市 禁用品項 年限 

萬那杜 塑膠袋、容器和吸管 2018 

印度 所有拋棄式塑膠製品 2022 

歐盟 十項一次用塑膠的減塑計畫；2025 寶特瓶回收達

95%; 2030 回收所有塑膠包裝 

  

蘇格蘭 吸管 2019 

大英國協所有皇家物業 拋棄式餐具、吸管   

美國西雅圖 塑膠餐具、吸管 2018 

加拿大溫哥華 吸管 2019 

美國加州 餐廳不主動提供吸管   

加州馬利布市 餐廳禁止提供塑膠吸管、拋棄式攪拌棒和餐具   

企業 宣佈禁用品項 年限 

英國麥當勞 吸管 2019 

英 Waitrose 超市 停售吸管、減少魚肉生鮮等的塑膠包裝 2019 

英倫敦城市機場 吸管   

IKEA 停售吸管、餐盤、垃圾袋等一次用產品 2020 

美國 BON APPETIT（上千家

分店的餐廳） 

吸管   



阿拉斯加航空 吸管 2019 

萬豪酒店（Marriott） 禁用吸管（英）、減少小包裝備品（美）   

運動賽事 禁用品項 年限 

印度體育場 零廢棄政策   

英國倫敦橢圓板球場 禁用塑膠袋、增加飲水機，用環保杯取代塑膠杯   

英超 足球場、零售店停售塑膠袋和一次用製品   

英國倫敦馬拉松 用可堆肥的杯子取代塑膠杯 2018 

大英國協運動會 禁用氣球 2018 

美芝加哥白襪隊 拒用塑膠吸管 2018 

 
【支持 臺灣 2030 年全面禁用一次用塑膠吸管、飲料杯、塑膠袋、免洗餐具政策】 

 

[個人/民間團體]  

邵廣昭、邱文彥、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財團法人海洋公民基金會、財團

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社團法人看守台灣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社區大學研

究發展學會、海湧工作室、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台灣媽

祖魚保育聯盟、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中華鯨豚協會、寶島淨鄉團、地球公民基金會、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台北市內湖社區大學、O2 Lab 海漂實驗室、Re-Think 台灣重

新思考環境教育協會、岡山環保媽媽工作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國立師範大學減

塑促進中心、海龜姊姊、大便妹 學環保、臉書動手愛台灣社團、媽媽經 

 

[餐飲業]  

默契咖啡、hi, 日楞咖啡、爐鍋咖啡、Plants 、Coffee Lab 咖啡實驗室、草根果子、小

島家、鹹鹹市集、鹹水號、皮克吐司、花鹿田園、酌一下、氮醉 Jo Scubar、冰郎小

酒館 Wave Bar、Hibula 奶茶創意飲品 

 

 

新聞聯絡人：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呂允中 議題研究專員 0932-131-802  

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  陳立信   淨塑推動總監  0920-831-059  

財團法人綠色和平基金會 陳瓊妤 媒體推廣主任 0987-060-898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 胡介申 海洋守護專員 0911-729-500 

財團法人海洋公民基金會  巫佳容  淨海淨灘專員 0919-411-429 

台灣環境資訊協會 林育朱 專案經理  0928-9440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