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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遠方巷口有酒矸倘賣無音樂響起，媽媽催促我趕緊把家裡

所有的資源回收垃圾打包，跟著媽媽拿去門口，等待回收

垃圾車，看著辛苦的清潔叔叔接過一包又一包的回收垃

圾，馬上迅速地在車上開始進行分類。台灣垃圾資源回收

率高達 55%，是全世界回收率高的國家之一。從小學校，

爸爸媽媽就教我們回收的重要，環境教育的課程也教導我

們，這些回收的垃圾都可以成為再生的資源，例如:寶特瓶

可以製作成為環保紗作成環保衣服和襪子、帽子和毯子等

日常穿搭，達到資源再利用的功效，減少環境的負擔。 

 

使用塑膠容器裝食品一直都有健康的疑慮，所以許多餐廳

早已改為紙容器，尤其在疫情期間，大家因為害怕群聚，都

以外帶取代內用，產生許多的紙容器，但是這些紙容器為了增加對食物的耐受度，都會在

紙容器上增加 PE 塑膠淋膜，來達到防水防油的目的，讓這些紙容器在回收時既不算紙類

也不算塑膠類，要分離紙張與 PE 塑膠淋膜，也需花費浩大的心力與時間，回收紙容器再

利用的成本提高，回收場要回收紙容器的意願就會降低，只能變成垃圾進到焚化爐。這是

非常可惜的事，因為紙容器的纖維是很好的再生紙漿原料。台灣每燒掉一噸，就要想辦法

再取得一噸新紙漿來做紙，既消耗自然資源也浪費成本。 

 

因此，我們研究小組思考，除了自備容器的環保意識要從你我做起之外，我們家家戶戶都

是整個回收體系的最前線，即使我們只是國小二年級和四年級的小學生，小兵也可以立大

功。於是，我們決定研究居家紙容器簡易脫膜的方法，分離紙類與淋膜，使紙類能再次進

入回收系統，降低樹木砍伐，減低地球媽媽的負擔。 

 

二、研究目的 

1、 瞭解塑膠在生活中的應用與危機。 

2、 我們眼中環保的紙容器。 

3、 目前台灣回收系統怎麼運作。 

4、 瞭解紙容器回收的現況與困境。 

 5、 透過實作分析居家脫除紙容器淋膜可操作的方式。 

 

三、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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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1、塑膠於生活運用的美麗與哀愁 

   現代塑膠是瑞典工程師發明的。在當時那個年代，人們大量砍伐樹木來製造紙袋，於 

   是瑞典工程師希望可以發明一種袋子，它可以比紙還堅固耐用，可以收成小小的，又 

   輕巧，可以放在口袋裡方便攜帶，還可以重複使用當環保袋。於是，就有了塑膠袋的 

   誕生，經過幾百年，我們已經到了生活中不能沒有它的時代。塑膠有許多優點，例如: 

   它有很強的韌性，不像玻璃這麼容易破碎，也不像紙類這麼容易破掉，只要稍微加熱 

   他就可以軟化，改變成你想要的形狀，所以我們人類拿它來做很多日常生活用品。又 

   因為塑膠可以跟很多材質做結合，像跟鋁做結合，變成各種飲料的鋁箔包；跟紙結合， 

   變成各種紙容器:便當、飲料杯、食物包裝袋。但是這個密不可分的塑膠生活，已經因 

   為百年不會腐爛，造成環境垃圾問題；因為塑膠容器散發出來的毒物造成我們的健康 

   問題，讓全世界的政府大力推行減塑運動。 

 

2、環保紙容器 

   吃飯時間，不論是小吃店還是便當店，店家都是用紙容器裝食物，老闆說：「紙容器 

   裝食物比塑膠容器裝食物，安全也環保，因為是可以被地球分解的紙盒，所以還是回 

   收資源。」。但是，紙容器並不是全都是紙類做成的，為了可以防油、防水，紙容器 

   裡面都有加一層 PE 塑膠叫做淋膜。網路資料告訴我們，食品淋膜紙是一種食用包裝 

   用紙，除了防油防水以外，它的拉力韌力也很強，被用在很多跟食品有關的地方，例 

   如：一次性紙杯，麥當勞漢堡袋，炸雞盒，麵包袋等許多的食品外包裝上。 

 

3、台灣的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生活中，我們都會製造出很多垃圾，仔細看看這些垃圾，他可分成紙類、玻璃類、塑 

   膠類、金屬類、電子產品類和一般垃圾。在學校的環境教育課程裡，教導我們這些看 

   起來像垃圾的東西，其實都是寶，而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資源。為了知道這些回收資 

   源到底會去那裡，我們這組組員一起看了天下雜誌製作的專題報導，討論我們國家的 

   回收系統是怎麼運作的，到底又遇到那些問題？每天傍晚都是家家戶戶倒垃圾的時間， 

   資源回收車總是跟在垃圾車後面，清潔員接到資源回收垃圾，就開始像八爪章魚一樣 

   的，在車上做初步的分類，可是這短暫的時間，一定不能很精細的做好分類，結果最 

   後到了回收場，工作人員還是重新做一次分類，看到這裡我們組員不禁面面相覷，小 

   聲討論：「我們在家不是做過分類的嗎?回收車上不是也做分類了嗎?」，報導繼續說 

   著，我們以為比塑膠環保的紙容器，其實最後都進到了焚化廠，這震驚的資訊，引起 

   我們這組組員的關注並討論可以為我們的家園做什麼。 

 

4、紙容器回收現況與窘境 

   我們著手開始找尋跟紙容器回收有關的網路資料，綠色和平(2023)指出臺灣每年消耗 

   約 80 億個紙容器，環保署公布紙容器的回收率從 2015 年以前，每年只有回收大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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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億個紙容器，回收率僅有 10%；到了 2020 年成功提高到  89%。但實質上的數據可能高 

   估了真正的紙容器回收量，原因在於有些生產紙容器的廠商 可能因為製造紙容器需要 

   繳納政府費用作為資源回收基金，故而虛報產量，或是有些未立案的地下工廠生產紙 

   容器而未有製造的數據，因此，我們生產和使用的紙容器數量，可能遠大過於政府所 

   接收到的產量。但無論如何，台灣使用的紙容器數量不容小覷。  

     

   然而，紙容器並不只是紙，而是含塑膠淋膜的紙品，其廢棄後並不能送到一般紙廠回 

   收，這些廢紙容器必須送到專業處理廠，而全國較具規模且真正專門收購的僅一家， 且 

   由於散漿時間長，所得紙漿纖維變短許多，只能製成低階紙品(謝和霖，2021)。綠色和 

   平組織(2023)也提出專業回收廠除了回收紙纖維再製為紙製品之外，塑膠膜也會處理 

   成塑膠粒，再加工成塑膠製品 (綠色和平 2023 暑期實習生團隊，2023)。 

 

          看完這篇專題報導，我們這組思考著，如果家家戶戶都是整個回收體系的最前線，除 

    了降低製造垃圾外，研究居家紙容器簡易脫膜的方法，分離紙類與淋膜，使紙類能再 

    次進入回收系統；另一方面也要好好從自身做好分類，更進一步影響周圍的親朋好友， 

    大家一起共同挽救這崩壞的回收系統。 

    

 叁、研究方法   

 一、文獻收集法： 

 1、上網查詢垃圾與回收資源的不一樣。 

 2、到圖書館查詢現代人類又愛又怕的塑膠到底是甚麼，它在生活上的應用。 

 3、收集紙容器構造的網路資料，瞭解紙容器的設計目的與原理。 

 4、上網瞭解目前我們國家回收系統相關議題與紙容器回收窘境。 

 5、網路查詢現有的造紙工廠對於紙容器議題的相關資訊。 

 

 二、訪查法： 

  1、台北大愛環保站踏查了解回收資源何去何從。 

 2、訪問中華紙漿廠品技室專員林仁凱先生，瞭解現今全紙容器進展。 

 3、參訪計量與綠能探索館，想想回收資源可以變成再生能源嗎? 

 

 三、實作法：利用居家家電操作淋膜分離實驗 

    1、微波爐加熱法 

    2、氣炸鍋加熱法 

    3、熱水浸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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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本研究分成兩部分: 

1、居家分離淋膜的初步實驗 

2、居家最佳的加熱脫膜方式 

 二、實驗結果： 

    1、居家分離淋膜的初步實驗結果: 

   紙容器是食品用紙與一層非常薄的塑膠淋膜組成，淋膜耐熱溫度在 95 度左右。 

      假設 :「溫度」可能是個破壞淋膜構造的變因。當溫度在上升越接近或超過 95 度時， 

            淋膜的結構就可能開始改變，漸漸與紙類分離。 

   方法：微波爐是藉著水分子的震動達到加熱效果，而一般使用過的紙容器都需經過清 

         洗之後再進行回收，容器表面都還殘留著大量的水跟油，我們利用子善家裡 

         800W 微波爐的強火(100%的功率)加熱飲料杯紙容器 5 分鐘，看看是不是會跟我 

         們假設的一樣呢? 

   結果：(1) 800W 微波爐的強火加熱 5 分鐘後，可以觀察到飲料杯表面的淋膜有部分跟 

紙分離(圖一)，底部已經有燒焦(圖二)，而且散發出難聞的燒焦味。 

 

              圖一                          圖二 

 

 

 

           

 

                                                   

            (2) 動手分離淋膜，發現圓形的紙杯可能受熱不均勻，所以有些地方還黏著不好 

撕，我們花了 20 分鐘才將全部的淋膜去除，但是不能剝的很乾淨(圖三與圖四)。 

 

              圖三                               圖四 

 

 

 

 

 

 

      結論與討論： 

           (1) 溫度是一個可以分離淋膜與紙類的方法。 

           (2) 微波加熱雖然是一個可以分離淋膜的方法，但是散發出的毒氣會危害身體。 

           (3) 把紙杯剪開攤平或許可以改善受熱不均的問題，提高脫膜效率。 

           (4) 雖然微波加熱可行，但是脫膜操作的時間太長，我都覺得麻煩，想直接丟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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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圾桶比較快，所以可以再找尋其他更有效率的居家加熱脫膜方法。 

           (5) 不同家的微波爐瓦數不一樣，每台用強微波 5 分鐘會有一樣的結果嗎？ 

    2、居家最佳的加熱脫膜方式實驗結果: 

       我們利用三個家裡常見的家電，進行加熱脫膜並做比較，看看哪個方法比較好: 

(1) 巧巧家的 600 瓦微波爐：接續第一次 800 瓦微波爐強波加熱脫膜實驗成功後，我

們進行巧巧家 600 瓦的微波爐強波加熱 5 分鐘實驗，看看是不是能得到相同的結

果，這樣就可以廣推到每個家。 

(A)步驟:  

     我們將紙容器剪成大小相同的紙片，分成兩組:一組泡水；另一組不做泡水處 

     理，比較當表面殘留的水增加時，可以增加脫膜效率。 

(B)結果:  

     (a) 600 瓦的微波爐強波加熱脫膜，兩組從外觀看起來只有起泡，並沒有像 800 

     瓦微波爐強波加熱後，淋膜部分會分離的現象。 

             (b) 600 瓦的微波爐強波加熱脫膜用手撕淋膜的結果，泡水組比不泡水組好脫 

             膜，但也只能分離局部(圖五)，不能整分離，甚至還要使用工具刮除(圖六)，費 

             時耗工。 

             (c) 600 瓦的微波爐強波加熱沒有難聞的臭味。 

 

     圖五                 圖六 

 

 

 

 

 

 

(C)結論與討論:  

     (a)800 瓦微波爐加熱脫膜與 600 瓦微波爐加熱脫膜，即使都是強波與同樣的時 

     間，但是因為功率的不同，所得到的結果不同。 

     (b)微波爐只有瓦數沒有溫度控制的設定，沒辦法確認實際的溫度是不是已經足 

     夠達到破壞淋膜結構。 

   

(2) 子善家的氣炸鍋：利用可以控制溫度的氣炸鍋做脫膜實驗。 

  (A)步驟:  

    將紙容器剪成大小相同的紙片，利用不同溫度進行脫膜實驗，實驗溫度先設定 

    淋膜耐熱的 95 度做實驗，再依結果調整到 140 度與 180 度觀察脫膜結果。 

  (B)結果: 

    利用烘烤加熱的方式，三個溫度的結果相同，從外觀觀察只有起泡(圖七)，無法 

    脫膜，而且都會散發出難聞的臭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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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 

 

 

 

 

 

  (C)結論與討論: 

    烘烤不是一個好的脫膜方式，操作過程的臭味毒氣可能會影響健康，不能為了 

    資源回收反而讓身體生病。 

 

     (3) 每戶人家都可以操作的熱水浸泡法：紙容器是由紙與淋膜組成，兩個有著截然不 

        同的特性，紙可以吸水而淋膜防水，如果一方面利用高溫的熱水破壞淋膜；另一 

        方面，紙類因為吸水膨脹，破壞了紙與淋膜中間的連結加速脫膜。 

 (A)步驟:  

   (a)利用瓦斯爐將水煮沸，關火降溫至 90 度左右，把剪成大小相同的紙容器紙片， 

放到水裡浸泡 5 分鐘後進行脫膜。 

   (b)待成功後，每下降 10-20 度進行不同溫度的浸泡脫膜，找出可以脫膜的溫度區 

間，避免高溫熱水操作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燙傷。 

 (B)結果與討論: 

   (a)90 度浸泡 5 分鐘:不論紙容器內層的淋膜還是外層的印刷，都可以快速並且順 

   利不殘留的分離一整片膠膜。 

   (b)50-80 度浸泡 5 分鐘:都可以做到迅速順利脫膜。 

   (c) 40 度浸泡 5 分鐘:無法順利的脫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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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驗結論： 

    經過居家紙容器回收去除淋膜最佳操作方法的研究結果(表一)，我們得到「50 度-90 度熱 

水浸泡法」可以方便又有效率的分離紙容器上的塑膠淋膜，讓處理後的紙類可以再進入 

回收循環，成為再生資源，而不再是垃圾，降低焚燒垃圾量，避免地球溫度再上升。 

 

 

 

 

 

 

 

 

 

 

 

伍、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居家紙容器脫膜建議 

雖然環保餐具購買餐點是我們最該推廣的，但是環保餐具總是要我們親自到商店購買。

現代人生活步調緊湊，都不願意等待，加上一時湧入大量顧客，店家也是會感到很焦

慮。所以，使用一次性紙容器，無法完全從我們生活中消失，想要便利的生活，我們也

要為便利做一些付出，不讓紙容器變成垃圾進到焚化爐，而要讓紙容器回到資源。我

們這組對於家庭中我們可以採用簡單 的方式達到紙容器紙塑分離，建議方法如下：  

(1) 將紙容器清潔乾淨。 

(2) 將紙容器透過剪裁或是手撕的方式，將立體紙容器剪裁為平面 

紙容器。 

(3) 使用一般家用控熱電熱水壺或是將水煮熱至攝氏 50 度至 90 度 

的區間，溫熱水浸泡含淋膜的紙容器時間五分鐘，即可達到脫 

除淋膜的好方法。 

 

二、台灣回收機制如何與家戶合作 

看完天下雜紙專欄報導，我們可以知道每個回收環節，都不停地重新分類回收物，不停 

的消耗人力資源，經過我們這組討論，我們建議全國應該統一可回收項目，不要有縣市 

鄉鎮的差異，在鄰里之間多多設立回收站，宣導大家應該要有公德心，請洗乾淨容器再 

回收，也要按照類別放好，減輕清潔回收人員的工作，讓回收更有效率，定期在鄉里間 

上有關認識回收資源的課程來教育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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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纖維紙容器推廣 

我們國家已有廠商研發出全纖維紙容器，來減少淋膜紙容器不能回收再利用的問題。 

經 濟日報（2023）報導中華紙漿已研發出全纖維紙容器，已經可以在一些早餐店使 

用，全纖維紙容器是在表面塗上水性塗 料，塗 料可以非常緊密地排列在紙張表面，像 

一座複雜的迷宮，讓水很難滲進紙張中，在今年 5 月與台灣四家連鎖早餐店進行合 

作，減少淋膜紙 容器的使用。 

我們這組覺得可以用三種方法推廣全纖維紙容器：  

(1) 政府可以向民眾宣導全纖維紙容器與淋膜紙容器對於回收再利用的差異。例

如:製作宣傳文宣來介紹全纖維紙容器，提升民眾環保意識;另外，在學校透

過自然和社會課程製作簡報與同學分享，讓師生可以多加使用全纖維紙容

器。  

(2) 與在地畫家合作，創作全纖維紙容器繪本或漫畫，把書籍送給各個學校的圖

書館，讓學生能從小就學到全纖維紙容器及淋膜紙容器的差別，增加使用的

意願。  

(3) 政府對於全纖維紙容器的製造商，應該降低繳納回收基金的金額，藉此鼓勵

紙張製造商多加生產全纖維紙容器。 

 

四、目前全纖維紙容器的進展 

 為了更了解全纖維紙容器，我們特地訪問中華紙漿廠品技室專員林仁凱先生，瞭解目 

前全纖維紙容器發展。林仁凱先生指出，現在的全纖維紙容器紙的耐油防水程度已經 

可以做到與淋膜紙容器相同，但是耐熱成程度只能做到 70 度左右，所以我們看到的 

全纖維紙容器目前大部分推廣在早餐店，一般的便當店，麵店都還是使用淋膜紙容 

器，這是目前全纖維紙容器無法突破的窘境。 

 

五、總結 

(1) 我們認為在全纖維紙容器完全技術成熟到能取代所有淋膜紙容器之前，我們應該 

好好推廣本篇論文的居家紙容器回收去除淋膜-熱水浸泡脫模的操作方法，有效回收 

淋膜紙容器，在我們國家的正隆公司已經引進一套可處理紙容器的高濃度散漿機，取 

出回收紙容器的紙纖維後，剩餘的塑膠及其他雜質，把它們做成「固體再生燃料」用 

來發電，物盡其用。 

(2)每個人都要更認識資源回收知識，好的回收知識會影響大家的回收態度及環保意 

識，進一步引響周遭的親友。所以，政府要普及民眾對回收的知識，例如：勤加宣導 

回收紙容器需要在使用後進行清潔，並放置於回收專區等生活常識，同時搭配學校課 

程讓學生的回收態度從小扎根，家家戶戶都是整個回收體系的前線，好好建立回收觀 

念，做好源頭分類，不要錯置資源變成廢棄物，垃圾都是好黃金。 

(3)養成攜帶環保餐具，減少垃圾的產生，才是對地球最大的幫助。我們不只是小二小 

四的學生，更是小小環保尖兵，守護大地，保護地球，也守護大家的健康，就從我們 

跟家人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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