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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場減塑運動會，因為我們的堅持，潔淨海洋之路不孤單 

響應國際淨灘行動 我們減／撿了 300 座世大運游泳池 

九月國際淨灘行動 全台「撿」了又「減」 

 

荒野保護協會今年持續響應國際淨灘行動，9 月間於全台舉辦 17 場淨灘，

號召 5 千多人清掃海岸同時監測海洋廢棄物。荒野保護協會持續超過十年的海

洋廢棄物長期監測，都顯示民生用一次性塑膠垃圾是汙染台灣海洋的元凶，因

此民間首次於社群網路發起「#九月無塑生活」活動，呼籲大眾從日常生活開始

減少一次性塑膠用品的使用，短短 1 個月內吸引超過 7 百位民眾貼文分享自己

的「減塑四寶」，估計此系列活動已有 2 萬 3 千人關注 。 

 

垃圾大戰其實不只台灣受害，世界各國都接連傳出垃圾暴量危機，為了響

應國際熱門的"零廢棄倡議"(Zero Waste)，首次由全台 16 個環境友善團體共同

發起的「#九月無塑生活」，藉由網路活動的方式鼓勵民眾在 9 月間盡量使用減

塑四寶(環保餐具、環保水壺、購物袋、便當盒)裝盛餐飲食品並拍照上傳，共

同倡導一次性包裝的減量，活動距離結束尚有一週，至今估計已為台灣減少了

26 萬件的一次性餐飲垃圾。 

 

環保署於今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擴大推廣「全國揪團認養淨灘」，延續 6

月 8 日的世界海洋日、7 月 3 日國際無塑膠袋日、9 月的國際淨灘行動，加上明

年 1 月 1 日起的擴大塑膠袋管制政策，帶動一股全民守護海洋的新風潮。荒野

保護協會理事長劉月梅，也在新北市挖仔尾的淨灘現場表示：「非常樂見全台

各地的公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組織都開始關心海洋環境，並熱烈投入清掃

海岸的工作。但是海洋中垃圾不是由海中生成，百分之百是由人類在陸上製

造、銷售與丟棄，因此如何從陸地源頭減少垃圾，是除了淨灘之外更需要被大

家關心的議題。」根據環保團體歷年海廢監測數據顯示，約有八成廢棄物是源

自日常民生的一次性飲食包裝，兩成是海上養殖、漁撈等相關產業。 

 

       本月荒野保護協會在 10 縣市舉行的淨灘中，不僅許多民眾是全家動員，更

有接近 3 成的參加者是兒童與青少年，眾人在毫無遮蔽物的高溫烈日海岸上努

力，即便非常辛苦，但是每人都為自己能為環境盡一份心感到驕傲。初步統計

9 月份的 17 場淨灘成果，雖然撿拾了約 8,746 公斤的垃圾，但平均每人在一個

小時內其實只撿拾 1.5 個寶特瓶、1.4 個瓶蓋、1.3 個塑膠袋、1 根吸管以及無數

的各類塑膠與保麗龍碎片，顯示每年單日的淨灘能造成的改善仍相當有限。而

「#九月無塑生活」就是希望每位淨灘民眾可以養成使用「減塑四寶」的習慣，



把一年一小時的淨灘轉換成 365 天的無塑生活，只要每位台灣人一天少用一個

塑膠袋，一年堆積起來就相當於減少於 300 座世大運游泳池的巨量垃圾。 

 

       根據本次「#九月無塑生活」響應成果顯示，一日的無塑生活能省下最少 12

件一次性餐飲包裝，根據統計 731 位響應者在一天之內就足以減少 8,772 件垃

圾，若持續進行三十日，便能減少 26 萬 3 件垃圾，已遠遠超過各場淨灘的撿拾

成果。若對照 2016 台灣 ICC 淨灘行動全年 2 萬人共撿獲 9 萬多件保特瓶、塑

膠袋與外帶飲料杯與免洗餐具，但預計響應人數將達到千人的「#九月無塑生

活」能減少超過整年淨灘數值 4 倍的同類型垃圾，更凸顯戶外淨灘與生活減塑

兩者的重要性。荒野保護協會及各環境友善團體將持續透過淨灘及各種減塑環

境教育活動，傳達對海洋棲地的守護，以期減少不必要資源的浪費及改變大眾

對一次用品使用的習慣。 

 

「#九月無塑生活」共同發起單位： 

海龍王愛地球協會、寶島淨鄉團、Greenpeace 綠色和平、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

業發展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台中分會、島人海洋文化工作室、台

灣環境資訊協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環境友善種子、看守台灣、台灣蠻野

心足生態協會、即拾、減塑慢行、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福智淨塑推動小

組 

 

 



 



 



 

 
 

媒體聯絡人： 

荒野保護協會 棲地守護部海洋守護專員 胡介申 0911-729-500 / (07)311-8996  

荒野保護協會 企劃推廣部專員 張筱昀 0910-616-256 / (02)2307-156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