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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從小所接觸丟垃圾的方式是沿街回收，然而那種方式對於大眾是較為不便的，常

常因為垃圾車不定時，而在吃飯途中放下手中的飯碗，衝衝忙忙的跑出大門，有時還

會因此趕不上垃圾車，絕望的追著它，為了防止漏丟只好提早在家門口曠日費時地等

待著垃圾車到來，這對於吉安鄉居民都有諸多不便，然而不只會因為誤時而造成時光

蹉跎的困擾，更會增加清潔隊人員的受傷機率，但是在2023年12月01日吉安鄉正式開

始實施定點定時回收之後，附近居民有了更多元的回收方式，這也同時保護了諸多清

潔人員的安全，雖然至今定點定時回收尚未大量普及化，但是我們相信這種新穎的回

收方式，也會達成人人皆知的狀態，進而融入日常生活，不再只是【聽說】但沒親自

【丟過】。至於我們為甚麼選定這個主題，就是希望我們的成果能帶給吉安鄉公所幫

助，也希望國中的同儕們能因此認識定點定時回收，將這個別出心裁的方法藉著小論

文，如同香味一般散播出去。

(一)了解定點回收和定點回收的普及程度。

(二)探討定點回收的好處及壞處。

(三)問卷調查的數據分析。

(四)提出對於吉安鄉定點回收時間的建議。

二、研究方法及流程

(一)我們通過網路文獻以及相關書籍資訊分析綜合，來認識「定點回收」。

(二)通過訪問鄉長及清潔隊長，來了解在「定點回收」遇到的困難和民眾對於「定點

回收的滿意度」。

(三)到達現場觀看民眾使用「定點回收」，並訪問鄉民。

(四)透過問卷調查學生得知「定點回收」的程度(以宜昌國中九年級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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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定點回收

(一)定點回收是一種於沿街回收後，新出的一種丟垃圾方式，是為了減少長輩及上班

族來不及丟垃圾的麻煩跟危險。定點回收會在吉安鄉各處不同的村落停留一段時間讓

腿腳不方便或上班時間剛好衝突到的人可以有更多丟垃圾的方式。

(二)實施測試

(1)鄉公所於112年6月01日開始於7處地點測試定點回收計劃，測試到112年11月結束。

(可參考圖一)

(2)由於在第一次測試中，鄉民對於定點回收的滿意度十分高，因此鄉長決定再增設地

點並正式啟用。(可參考圖二)

圖一 定點定時回收試辦 圖二 正式啟用定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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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試緣由

(1)在6月1日的時候，鄉長在7處設置了定點回收地點，至於為什麼設置定點回收，我們

訪問鄉長時鄉長是這麼回答的：「臺灣老人家太多,許多老人家行動非常不方便，趕不

上垃圾車。

(2)垃圾太多,垃圾車還沒跑完全路段就已經滿了，導致要回去再過來，時間變長、不穩

定，而定點回收的時間很固定，也不用擔心垃圾太多,解決了時間不穩定的問題。」

而之後由於吉安鄉問卷調查，民眾對於定點定時回收十分滿意，因此增加地點到18處

（圖三），而後又在人口稠密處增設2處地點以便民眾丟棄垃圾。（圖四）

圖三為吉安鄉定點定時清運專區2.0海報 圖四為吉安鄉定時定點增加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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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普及程度

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統計，以吉安鄉宜昌國中為例，我們發現定點回收在普及度方面

有幾點問題：

(1)自己丟垃圾的學生中，有使用過定點回收的只佔40%，由此我們得知學生對於定點

回收並沒有太多了解，甚至是從來沒聽說過這種回收方法，所以我們發現吉安對於定

點回收的宣傳沒有到很徹底，只有那些長輩會比較知道這個回收方式。我們希望吉安

鄉也可以向學生們推廣這項回收方案。(圖五)

(2)學生之中得知定點回收的同學，有半數以上為親友告知，由此可見這種定點回收方

式的宣傳效果並沒有做到直接的宣傳，而是透過別人的轉述才得以知曉這項回收方法

，我們希望這項方案的推廣，可以透過其他管道進行宣傳。

圖五為定點定時回收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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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吉安鄉定點回收的好處及壞處

（一）定點定時回收缺點：

在前往定點回收勘查的時候我們有訪談住在那附近，且都有在使用定點回收同學和同

學家長的看法，我們發現定點回收有兩個缺點，就是時間問題和人力問題。

(1)時間問題：我們去勘查定點回收時，由於是假日跟下雨天所以沒有多少民眾，但我

們發現大多都為長者，至於年輕人，他們大多都是直接騎車到旁邊丟，而我們也通過

同學和同學家長得知，定點回收的時間對於上班族及學生是不太方便的，就比如我們

去的三個地方:

吉昌一街的鄉公所後方（15：20～15：40）

吉安火車站（15：30~15：50）

南昌停車場（15：55~15：15）

(圖六)

這些時間在平日對於上班族來說是較為不方便的，上班的時間正好與定點回收相互衝

突，只能到假日才去丟，否則必須去追垃圾車(圖六)，靠著沿街方式進行回收，根據

問卷調查我們發現也有少部分的同學認為定點回收的時間需要更改。

(2)人力問題 : 附近居民集結於此地人數眾多，有一些老人早已沒有多餘的力氣丟入垃

圾車中，而且根據問卷調查雖然大部人認為不必增加，但是仍有小部分人認為應該增

加人數，有時需要拜託清潔人員幫忙的時候，清潔隊員可能會因為人太多而不過來，

所以人手是較為不足的。

(3)距離問題:民眾要從家裡帶著垃圾走或騎一段距離到定點才能倒垃圾(圖六)，如果是

下雨天丟垃圾就更為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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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點定時回收優點:

事物常常是一體兩面的，有缺點也有優點，我認為它的優點蠻多的，但是還可以做的

更好，才可達到人人讚賞的地步。

(1)時間固定:星期一 二 四 五 日都有，不會因為路上車輛堵塞而造成時間交錯的困擾，

定點定時收運模式規定的時間一到，垃圾車就在此等候了，反之沿街回收方式常常會

因為時間不固定的緣故，而在家門口呆呆地等候垃圾車的到來。

(2)降低清潔人員的困擾:每110個定點，可減少清潔隊員車斗站立時間每條約50到81分

鐘，定點定時回收不只可以減少清潔隊員的負擔，還可以降低清潔隊員的受傷次數，

據數據統計，平均每年4死740傷。

三、對吉安鄉定點回收提供的建議

(一)我們對全校306位學生做了問卷調查，發現了一些問題，如下表格

問卷的問題 比例 發現、問題及建議

請問你有使用過吉安鄉定時定點

（垃圾、廚餘、資源）回收的政

策嗎？

(306位學生皆有填寫)

問題:學生對於定點定時回

收並沒有太多了解。(知道

吉安鄉定點定時的學生只

有125人)

建議:可以向學生宣導這個

回收方式。

您如何得知吉安鄉定時定點回收

的訊息?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發現:其中使用過定點定時

回收的人有56%(70人)為親

友告知，可見大多都是親

友告知才知道定點定時回

收的消息。

建議:我們希望可以通過更

多管道讓居民更加認識定

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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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知道吉安鄉定時定點（垃

圾、資源、廚餘）回收的地方嗎?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發現:仍有使用過吉安鄉定

時定點的人對定點回收不

太了解。

建議:使用過吉安鄉定點定

時回收的人有125人,但在

這其中只有71.2%(89個)的

人知道定時定點回收的地

方，所以可以多加推廣。

您知道吉安鄉垃圾車定時定點

（垃圾、資源、廚餘）回收停留

時間嗎？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時回收的125人)

問題:使用過吉安鄉定點定

時回收的125人中有

67.2%(84)知曉定點回收的

停留時間，但是還不夠普

及化。

請問您在吉安鄉比較常用哪一種

方式來倒垃圾?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發現:使用過吉安鄉定時定

點回收的125人中，沿街

回收的占比仍比定點定時

多。(79人比較常到沿街回

收)

問題:因為定點定時回收規

定的時間與我們在校的時

間重疊，以至於不常使用

定點定時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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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對於目前吉安鄉定時定點（垃

圾、資源、廚餘）回收的滿意度?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發現:最高為五分(1分為非

常滿意~5分為非常不滿意

，滿意度為一分的人數較

多，占比為36.8%，以此

可知對於大眾而言吉安鄉

定點定時回收是做的很好

的。

問題:其中不滿意的地方

為人手不足，以及來的時

間待改。

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來的時間需

要改成幾點到幾點??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發現:我們發現大多數同

學都覺得不需要修該時

間。

建議：但我們覺得可以改

成上班族下班時間，讓上

班族都可以使用定點定時

回收。

您是否想要增加吉安鄉定時定點

（垃圾、資源、廚餘）回收地點

的數量呢？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使用過吉安鄉定時定點回

收的125人中，有接近一

半的人認為還需要增加定

點定時回收的地點數量。

(60人想增加)

你覺得吉安鄉定時定點（垃圾、

資源、廚餘）回收的方式會比追

著垃圾車跑更便利嗎？

(填寫此題的是使用過吉安鄉定時

定點回收的125人)

發現:大部分人認為吉安

鄉定點回收比沿街回收更

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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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們發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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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問題 給出的建議

1.花蓮縣垃圾通並沒有標註吉

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的停留處及

時間。

希望可以將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的地點、時間加入

垃圾通app，比便更多人得知。

2.丟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的大

多為在家裡的長者。

可以將時間調整至下班時間，這樣上班族也可以在

下班後丟垃圾。

3.在我們的問卷中的306人只有

125人得知並使用過吉安鄉定點

定時回收。

可以更加推廣定點定時回收，並在校園中推廣讓更

多學生知道。

4.有些定點定時回收對於一些

公寓住宅來說太遠了。

我們覺得可以在公寓住宅附近再多設幾個定時定點

回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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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地訪問後鄉長的回應:

問題 回答 圖片

1.吉安定時定點回

收是否會提升人力

勞力成本？

是，因為會增加清潔人員的困

擾。

2.吉安定時定點回

收是否會新增人力

及地點？

人力不會增加，但地點有可能增

加。

3.吉安鄉定點定時

回收是否會增加垃

圾車在地點的停留

時間？

不會，因為垃圾車不足無法停留

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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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與一般沿街垃圾

車的丟垃圾方式有

區別嗎？

沒有，都是一樣直接丟進去。

5.吉安鄉定點定時

回收的收回收時間

是什麼時候？

是依照各個村規定的丟回收時間

做派發。

6.吉安鄉定點回收

會不會增加清潔隊

的負擔？

會，因為垃圾車不足導致可能要

跑多個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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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從112年6月1日開始測試到現在，是希望為居民們帶來方便，民眾

和同學也感到非常滿意，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的時間也都配合得很好，但經過問卷及

訪問鄉長後，我們發現了還有一些可以再優化這個政策的作法:

1.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目前的時間訂定在15:00~16:00，經過問卷調查之後，我們覺得時

間可以再延長到居住在吉安鄉上班族群能完成定點定時回收的時間。

2.經過問卷分析後得知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的方式利益良好，但清潔隊人員無法及時

提供搬運重物的協助，經與鄉長訪談後得知，吉安鄉清潔隊人力已達上限，並且都做

最精簡有效的規劃，所以在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20個定點也都需要民眾的互相幫助。

3.我們也在分析中得知有參與過定點定時回收的做法的同學有40.8%，這其中又有86.4%

的同學非常認同這個做法，同時也將近有6成的同學還沒有使用過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

的方式，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學校與鄉公所的多元宣導讓吉安鄉的國中生可以更方便獲

得這個政策的資訊，例如:吉安鄉門牌QR Code也可以得知這個政策，但這就需要透過

多元宣導，也能向吉安鄉的學校多加宣傳定點定時回收，比如：在學校網站放上定點

回收的網站，或是可以請清潔隊員來宣導，跟在聯絡簿上放上政策資訊，以及在寒暑

假參與垃圾定點定時回收。

4.在問卷中得知有些人雖然知道吉安鄉有定點定時回收但不知道地點和時間，所以我

們建議是否可以在「樂圾通app」中加上吉安鄉定點定時回收的地點和時間。

5.我們透過研究建議是否可以在吉安鄉的人口稠密處或集中式住宅附近再多設幾個定

時定點回收站，再加上0403地震後吉安鄉建案增加，未來人口數也將持續增加，這樣

可以讓那些位於人口密集處的居民比較方便進行定時定點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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