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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廣播電台——欣亞的三點不漏
邀請海洋專員徐筱珺分享近期發佈的 2024 川廢調查結果

河川廢棄物快篩調查
找回無塑河川　督促源頭減廢

Q  ：為什麼有「川廢快篩」這項調查？

Ａ ：荒野保護協會自 2004 年，從淨灘開始，
帶領民眾親近海洋，約莫在 2018、2019 時發
現收集數據也非常重要，期望透過收集數據可
以讓民眾知道環境遇到的問題。而在 2020 年
開始，意識到河川廢棄物的問題與海洋十分密
切，進而展開第一條淡水河流域，河川廢棄物
調查計畫。

Ｑ ：河川的範圍很廣，如何調查一個範圍的
河川廢棄物？

Ａ ：因為希望能在川廢快篩中盤點整條流域
的垃圾，需要以有系統性的方式執行垃圾袋數
統計，故需要先進行工作坊的培訓，培育公民
科學家，以騎腳踏車及步行的方式統計目測到
的垃圾。

Q ：根據資料顯示，2024 複查結果是河川廢
棄物有減量的，普查跟複查的時間上差異多大
呢？

Ａ ：從 2020 年到 2024 總共完成了五條流域，
在盤點的區間，發現疫情期間可能因為外食，
所 以 垃 圾 數 量 增 加。 在 疫 情 趨 緩 的 2023、
2024 年，荒野積極與學校合作，也公布數據
給公部門，進而研究在數據公布的情況下，隔
年的垃圾量是否會增減？現在與新北環保局合
作，水巡隊也常常巡視河川，了解整條流域的
狀況垃圾量到底多還是少。

Ｑ ：今年複查的河川包括雲林北港溪、台中烏
溪、淡水河，主要發現的垃圾會是什麼類型？

Ａ ：塑膠類的東西一定最多，畢竟塑膠的使用
與我們的日常生活還是密不可分，並且河川離
城市非常近，所以可以看到三條河川的垃圾類
型還是包含很多食品容器；比較不一樣的是，
調查多年發現河川其實也常常看到成袋的家戶
垃圾！因為很多調查點位垃圾車較難抵達，或
不一定有清運點位，所以產生這樣的現象，例
如複查雲林北港溪第三年，其實最大量遺棄的
就是成袋垃圾。

Ｑ ：在川廢快篩的執行上，有民眾可以執行
的配套措施嗎？

Ａ ：我們在每個人不同的定位上都可以做能力
所及的事情，雖然好像有點老套，但在生活中
的每一個選擇，的確都是在為未來做的改變，
不管是飲料杯或是餐具，如果可以把自備變成
一個習慣，一定可以有良好的影響，進而達到
源頭減廢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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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河川廢棄物快篩調查」計畫推進三條
流域，包含雲林北港溪、台中烏溪複查，

及大台北淡水河持續追蹤，動員超過 150 名志
工，以及富邦人壽、明志科技大學、實踐大學、
新北市水巡隊的加入，共同完成本年度的調查。

北港溪進行 226.5 公里的踏查，發現超過 92
萬公升垃圾。河岸段汙染程度為 D 級（髒亂），
在虎尾溪與雲林溪交界處有大量成袋垃圾和大型
建築廢棄物及焚燒痕跡，常見垃圾類型包括塑膠
瓶罐、塑膠袋及成袋垃圾。海岸段受到紅樹林
地形和潮汐影響，大量廢棄物聚集，成為最嚴重
的熱點，汙染程度達 E 級（超髒），此外，由
於當地養殖業盛行，漁業相關的廢棄物佔比高達
50%。

烏溪複查發現垃圾總量較三年前減少 40%。
其中，烏溪右岸透過政府的清運及管制，垃圾
量 從 每 公 里 1670.2 袋 降 至 67.4 袋， 減 幅 超 過
90%。然而，今年熱點移至中上游「大坑」和「草

河川廢棄物快篩調查
找回無塑河川　督促源頭減廢 湖」地區，隱蔽的河道邊藏有大量成袋垃圾、大

型家具和建築廢棄物。垃圾種類以塑膠袋、塑膠
瓶罐及飲料杯 / 餐具為主，顯示疫情後民眾在源
頭減廢和生活習慣仍需更多努力。

淡水河在 2023 年熱點公佈後河岸垃圾清理
比率高達 58.3%，今年調查深入更多支流，發現
新店溪左岸 ( 近永福橋與福和橋 ) 與大窠溪為熱
點，一次性飲食塑膠垃圾佔六成，相關政策配套
成為改善川廢汙染關鍵。

為讓全民認識川廢調查，今年首度打造主題
曲《藍色星球》，期盼透過輕快曲風及歌詞意涵，
讓大家更容易認識川廢調查，也更重視環境中廢
棄物的問題。

2024 川廢快篩計畫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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