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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每當家人一起到海邊時，常常會在海灘上看見許許多多的垃圾。又加

上有許多關於海洋垃圾的報導，例如：「中途島的信天翁，肚子全是

塑膠垃圾」、「太平洋垃圾漩渦」、「全球持續依賴一次性塑膠，2050 年

的生活變這樣，你要嗎？」，人類對海洋的破壞越來越嚴重，全世界

最大的垃圾場就在海洋中，在網路平台上也常看見因為人類把垃圾亂

丟，讓許多的海洋生物因此受到傷害，讓我們因此開始研究探討海洋

廢棄物，讓這些垃圾能夠漸少或消失，也能守護美麗的海灘。 

 

二、研究目標 

1.北濱海岸淨灘 

2.分析淨灘垃圾種類 

3.探討淨灘垃圾如何產生 

4.如何減少海灘垃圾 

 

三、研究方法 

由北濱海岸淨灘來實際了解此區域垃圾種類，再由台灣國際淨灘行動

紀錄表(ICC)分析所淨灘之垃圾種類及數量，我們利用了採樣分析的

淨灘方式，利用小區域的結果來推斷此區域的海灘垃圾量，分析垃圾

分布狀態，提供想規劃淨灘活動單位做為有效的淨灘參考，加上探討

有效能減少海灘垃圾的解決之道。 

 

四、流程: 

 

 
 

 



貳、正文 

一、文獻整理 

 

(一) 海洋垃圾: 
海洋垃圾（也稱為海洋廢棄物）是指人類製品的垃圾，這

些垃圾有意或無意地被排放到海洋中。這些垃圾包括塑膠

袋、漁網、玻璃瓶、塑膠瓶、菸蒂等，會漂浮在海面上、

沉入海底或擱淺在海岸上。 

(二) 海洋垃圾對環境的影響: 
生態系統破壞：塑膠垃圾、重金屬、石油洩漏等污染物會

干擾海洋生物的繁殖、覓食和棲息環境，最終影響整個食

物鏈。 

生物健康危害：海洋中的塑膠垃圾會被海洋生物誤食，導

致消化道阻塞或中毒，甚至死亡。 

微塑料污染：塑膠垃圾在陽光和海水的作用下會分解成微

塑料，這些微小顆粒會進一步污染海洋食物鏈，最終可能

進入人類的食物中。 

(三) 海洋垃圾的防治: 

 
資料來源: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網站 

 

二、實地淨灘及淨灘垃圾之探討 

(一)北濱海岸淨灘: 

由於我們無法實行大規模的淨灘活動，因此我們選定了北濱 

海灘的四個區塊，分別是 O1(121°6180697′E,23°9753473′N )(靠北邊的 

海邊)、O2(121°6178460′E, 23°9756560′N)(靠北邊的岸邊)、O3(121°6168841′E, 



23°9746765′N(靠南邊的海邊)、O4(121°6168841′E , 23°9744861′N(靠南邊的岸邊)，

每個區域都記錄了各區的經緯度，目的是要確保每次的位置不會有太

大差異。接著開始淨灘，第一次，因以為小區域而不使用 ICC 淨灘表，

當下紀錄的模式就難以分類，會造成統計時的混亂，還好我們還用了

拍照作為輔助，能幫忙紀錄上出現的問題。在之後的紀錄也改用了ICC

淨灘統計表，減輕了一些垃圾紀錄的問題。 

 

 
每一區為長 10M 寬 2M 的長方形，在中線上每隔 1M 標記，並拍照記錄區域內的垃

圾種類及數量。每一區都做相同的紀錄模式。 

 

 
 

 



  
我們在 1/14、6/30、7/20 共實行了三次，來了解此區域垃圾種類及數量。統計

圖表如下: 

 

 

 
2024.1/14  北濱海岸分區採樣

淨灘垃圾分類統計圖 

 

 



 

 
2024.6/30 北濱海岸分區採樣淨灘垃

圾分類統計圖  

 

 

 
2024.7/20 北濱海岸分區採樣淨灘垃

圾分類統計圖  



 
(二)淨灘結果分析: 

 

日期 北濱淨灘觀察紀錄 Q/A 

1/14 
AM:9-11 

Q1:為何這次的垃圾數量較少? 

A1:在冬季淨灘，這季節較無活動是在此區域舉辦，所

記錄的垃圾量相對來說是較少的。 

Q2:此次的海灘垃圾中，哪一類的垃圾最多，為什麼? 

A2:以記錄種類上來說，是其他塑膠類和塑膠袋為最

多，若加上其餘的塑膠垃圾，其比率約為 70%；在海灘

上活動，多半會帶一些食物類，食用完遺留在此區域就

會是寶特瓶、塑膠袋、零食外包裝等。故造成塑膠類占

比最大。 
6/30 

AM:9-11 
Q1:統計時，會遇到較難辨別材質的垃圾，如何歸類? 

A1:有些垃圾如:貼布，會查詢網站找出貼布的成分之

後，在記錄在統計表中。 

Q2:這次在 O1、O3 區的垃圾量較 O2、O4 多，為何有此現 

   象呢? 

   A1:這次紀錄為夏季，人們較常在海灘上活動，所以記 

   錄的垃圾量會比 1/14(冬季)來的多。 

7/20 

PM:4-6 

Q1:這次改在下午時間來淨灘，是否會影響淨灘紀錄? 

A1:其實不會有太大的影響，但這次能讓我們更清楚了 

  解人們活動與垃圾量的關係。 

Q2:觀察到此次塑膠袋的數量是前兩次的好幾倍，可否推 

   斷可能的原因? 

A2:由於觀測紀錄為人們較常在海灘的活動時節，推估 

需要的塑膠袋較常使用，並且無法有垃圾桶可以直接丟 

棄，造成海灘上會有較多的塑膠袋。 

在這三次的淨灘，有以下幾種結論: 

1. 由統計圖表，發現這三次的紀錄上，塑膠製品所占的比率較高

介於 69%-86%之間，顯示大部分的海灘垃圾大都是塑膠製品。 

2. 在 6/30 及 7/20 兩次的淨灘紀錄中，也觀察到 O1、O3 兩區的

垃圾量較 O2、O4 兩區較少，因此我們推斷是人類活動所造成

的現象。 

3. 在 1/14 淨灘過程中，發現人類在此區域的活動較少，數據上

呈現出垃圾量比後兩次來的少，而且在小區分布上與後兩次

淨灘的部分有所差別，經觀察應該是人們在冬季較不常在海

灘上活動。 



(三)比對這幾次淨灘與 2022、2023 台灣淨灘行動海廢的統計中，這

些海洋廢棄物的數量佔的比例相近，顯示小區域範圍的採樣方式，是

能夠代表整體區域的垃圾分布狀況。若利用此方式來做為淨灘的依據，

在淨灘活動平台上，提供想淨灘維護環境的民眾，判斷淨灘所需的人

力之參考。 
 

 
 

 
 

三、減少海灘垃圾可行之方法探討: 

由這三次的淨灘中，發現只要人們在海灘活動較為活耀時，所製造的

垃圾量就隨之增加，如何能將垃圾減少甚至消失，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因此找到了以下的可行方法: 

(一) 監測海灘的乾淨度，做為是否需要淨灘的依據: 

1.透過將海灘區域分成較小的區塊並定期進行小規模的淨灘，

可以有效地監測和管理海灘的清潔狀況。這樣的分區模式有助

於及時發現並處理垃圾問題，從而決定是否需要進行更大規模



的淨灘活動。這種方法不僅提高了管理效率，還能更好地保護

海洋環境。 

2.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海岸資訊平台、荒野保護協會、黑

潮文化基金會以及社交媒體和社團等，都有提供一般民眾能夠

參與的淨灘活動，在淨灘的過程中，能讓人們更加明瞭海洋廢

棄物對環境的影響，並呼籲公眾參與保護海洋環境的行動。讓

垃圾量減少，還給大家一片乾淨無汙染的海灘。 

 

(二) 垃圾量需要減少，最佳的方法不外乎就是【源頭減量】 

1. 由影片(海大碩士用「吃」改變世界 餐桌上的友善環境使命∣一步一腳印

【餐桌上的友善環境使命】20230618)認識了這位減塑力行者-戴秀

真，她在基隆八斗子經營一間小餐廳，堅持吃當季、吃當地，

而且採預約制，不浪費食材，也不提供一次性餐具，要外帶

得自備環保容器，會跟你分享餐盤裡每一種食物的來歷。戴

秀真希望透過吃，教消費者學習珍惜資源，還走出店外推廣

減塑、友善環境，一起為地球盡心。 

2. 與她的約會-9/10 線上訪問: 

為了更了解這位減塑達人執行的方式，我們利用 Line 

線上與秀真姐姐來一場線上約訪。 

Q1:因為您在經營友善餐廳，不知餐廳所產生的垃圾量有哪 

些?數量又有多少呢? 

A1:我的餐廳是以預約制的，在食材上是可控制的，而且蔬 

   菜上也是當地如農藥的，所剩的果皮都可以再利用，所 

   以這都較無垃圾，在容器上也是非一次性的，大多的垃 

   圾以衛生紙最多，每天垃圾量比一個小型垃圾袋還要 

   少。 

Q2:在影片中，您有推廣八斗子區的無塑餐廳，是如何當推 

   廣的? 

A2:有的店家會先參與我的活動，從這活動之中了解無塑的 

   目的，漸漸地這些店家認同了我想要做的事，也加入了 

   無塑餐廳的行列，但過程中並非是容易的，也會與商家 

   們一起解決，這樣大家才能持續經營下去。 

Q3:您的無塑生活是如何做到的?有哪些方法可提供呢? 

A3:無塑生活真的不難，只要在購物時多帶個袋子，買早餐 

   時用自己的環保杯，這些概念應該是你熟悉但常常未做 

   到的，但我們可以在學校班級中，實行一日無塑膠袋日 

   ，讓這樣的活動成為日常，漸漸地習慣即可養成，進而 

   減少一次性塑膠的使用。 



(三) 北濱海灘鄰近花蓮市區，是花蓮居民經常去休憩的地方。我們

觀察垃圾外觀，以及垃圾與海岸線的相對位置來判斷，這些海

灘上的垃圾不像海漂垃圾，比較大的可能是前去遊憩的民眾遺

留下來的。因此，我們認為增設垃圾桶或許也可以減少海灘上

的垃圾。 

(四) 我們發現，政府政策的實施會直接改變人民依賴塑要製品的習

慣。例如，購物時，賣場的塑膠提袋需另外購買，人們就會自

備提袋，一方面節省荷包，一方面也達到減塑的目的。手搖飲

料店，自備環保杯可節省 5 元，這也直接減少一次性紙杯使用

的次數，有效的達到減塑的目的。所以，政府持續推行相關的

政策也能有效的減少一次性塑膠垃圾。 

四、結論: 

        此次的研究是在探討日漸嚴重的海廢問題，由小區域的淨灘 

    開始，利用 ICC 記錄海廢的數量與種類，可以藉由【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海岸資訊平台通報此區域海洋垃圾的狀況，也可以作為 

    長期監控此區域海灘的狀態。再者北濱地區的海灘垃圾並非洄游 

    性的垃圾，所以這些垃圾來源大多來日於遊憩的民眾遺留下來 

    的，我們也從中討論出幾個可行之道: 

    1.設置垃圾桶:讓民眾能將手邊垃圾能夠集中丟棄，而非隨意亂 

      丟。 

2.源頭減量:從日常生活中做起，環保杯、環保袋、環保餐具請 

  讓它們成為你手邊的好幫手。 

3.政府政策:響應政府政策，不只省錢，還達到減塑的目的。 

  最重要的是，能夠讓大家認同環境是大家共同維護的，相信大 

  家能漸漸認同上述方法，讓愛海不再只是你丟我撿的模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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