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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與背景 

       近年來環境議題備受重視，政府也察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1987 年 8 月 22 日行政

院「環境保護局」升格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負責以下七項業務：綜合計畫、空

氣品質保護與噪音管制、水質保護、廢棄物管理、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管制考核及

糾紛處理、環境監測及資訊。 

 

      快時尚為地球帶來巨大傷害，根據美國環保署統計，約有 13 億噸的衣服在垃圾掩

埋場，十年都不會分解，這些衣物所產生的有毒化學染料，會污染當地的土壤和地下

水，因此有越來越多服裝設計師提倡舊衣改造，延續過季服飾生命力。 

 

      服裝設計不僅是追求時尚，也能影響世界，焚化爐絕對不是二手衣最後去處，

「經過設計，這些衣服可以再穿到人們身上」，是故，本研究希望能為推廣環保回

收、時尚永續盡一份力。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民眾對舊衣改造的看法 

(二)了解民眾對環保保護的意識 

(三)民眾對衣物丟棄的生命週期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探討法： 

        針對環保、舊衣回收、資源回收再利用、永續時尚等議題找尋相關書籍、報章雜

誌及網路資訊，並將收集來的資訊歸納整理，提出綜合觀點。 

(二)問卷調查法： 

  

        調查各行各業、男女性對資源再生、舊衣再造的觀念及想法。 

 

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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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研究架構 

（圖一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貳、 正文 

一、 舊衣改造新觀點 

       (一)永續時尚 

       時尚產業造成的環境問題日益嚴重，綠色風潮與道德意識也漸漸提高，越來

越多的時裝品牌及設計師，開始將環保理念落實於設計中，衣料回收再製、採用

環保質料、利用時裝秀場高倡環保主張等做法，皆是在宣示「美麗，不必以地球

的健康作為代價」。 

二、 改造原因 

舊衣改造

舊衣改造新觀點 永續時尚

改造原因

廢棄衣物過多

快時尚影響

環境保護及影響 問卷分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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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廢棄衣物過多 

                                 據報導，2014 年起，每年全世界製造的衣服超過 1000 億件，平均每人有 13

件之多，近年產值不斷增加，衣物丟棄的總量當然也急速上升。台灣 2300 萬人

口，丟棄衣物為數不少。依據舊衣回收業者推估，台灣每年約丟棄 7 萬 2000 噸

舊衣，以每公斤 3.2 件換算，約為 2 億 3040 萬件，相當於每分鐘丟棄 438 件衣

服，平均每人每年丟棄 10 件，數量相當可觀 (彭杏珠，2018) 

               (二)快時尚影響 

        由於快時尚產業未能受到有效的控管，也讓地球承受眾多壓力。根據統

計，每年美國的垃圾掩埋場，約有 1280 萬噸的服裝垃圾被運入，初估來到 2030

年時，服裝製造的碳排放量，會比現在多出 60％、相當於 28 億噸。丟棄衣物不

論最後是就地掩埋或是焚化，對地球、生態環境的影響遠超乎人們想像，要是持

續不受控，全球暖化將會加速影響人類及動植物的生存環境(魯皓平，2018)。 

三、 環境保護及影響 

(一)問卷分析與統整 

1、問卷內容 

        為了解快時尚對地球的廢棄衣物過多的影響，問卷把重點放在民眾是否支持

布料再生，丟棄衣物的頻率以及環境永續，以便了解快時尚對地球的影響，以及

如何讓環境永續，問卷內容未來也可以用在舊衣改造時作為參考。 

以下將問卷調查結果分析說明及製作圖表如下：(樣本數 207 人) 

 
                  圖一:受訪者年齡                          圖二: 受訪者性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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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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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一)顯示：受訪者年齡 14 歲(含)以下共 10 位(5%)；15 至 19 歲共 150 位(72%)；20 至 24

歲共 27 位(13%)；25 歲(含)以上共 20 位(10%)，以 15 至 19 歲的受訪者居多。 

  從(圖二)得知受訪者男性共 67 位(32%)；女性共 140 位(68%)，以女性受訪者居多。 

 

    
                                                     圖三:  受訪者職業  

 

 
                                             圖四: 受訪者目前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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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三)清楚受訪者職業，學生共 159 位(77%)；服務業共 18 位(9%)；自由業共 11 位(5%)；農

林漁牧礦業共 3 位(1%)；工商業共 9 位(4%)；軍公教共 4 位(2%)；會計共 1 位(1%)；社工共 1 位

(1%)；家管共 1 位(1%) ，受訪者職業以學生居多。 

 

從(圖四)到受訪者的目前居住地，北部共 34 位(16%)；中部共 17 位(8%)；南部共 150 位(73%)；

東部共 5 位(2%)；外島共 1 位(1%)， 受訪者居住地以南部居多。 

 

 
 

                                              圖五：受訪者教育程度 

從(圖五)通達受訪者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共 17 位(8%)；高中共 128 位(62%)；大學共 53 位

(26%)；研究所(含)以上共 9 位(4%)，受訪者教育程度為高中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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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六：是否贊成使用贊成再生產品 

從(圖六)清楚受訪者是否贊成使用再生產品，非常贊成共 135 位(65%)；贊成共 70 位(34%)；不

贊成共 2 位(1%)；非常不贊成共 0 位(0%)，受訪者大多非常支持使用再生產品。 

 

 
 

                      圖七：外出時會自行攜帶再生產品嗎例：再生紙 再生衣 甘蔗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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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七)熟悉民眾外出時會自行攜帶再生產品，通常這樣共 44 位(21%)；偶爾這樣共 77 位

(37%)；有時這樣共 39 位(19%)；從來沒有共 47 位(23%)，偶爾這樣占大多數比例。 

 

 

 
            圖八：每年大約丟棄舊衣物數量                     圖九：是否贊成使用再生產品 

 

從(圖八)知曉民眾每年大約棄衣物數量，沒有丟棄共 50 位(24%)；1 至 4 件共 102 位(49%)；5 至

9 件共 30 位(15%)；10 件(含)以上共 25 位(12%)，1 至 4 件占多數比例。 

從(圖九)理解民眾是否支持布料再生，非常支持共 111 位(54%)；支持共 85 位(41%)；不支持共

10 位(5%)；非常不支持共 1 位(1%)，民眾大多非常支持布料再生。 

 

 

 
圖十：每周使用再生產頻率                             圖十一：是否看過舊衣改造成果 

   

從(圖十)得知民眾每周使用再生產品頻率，沒有使用共 51 位(25%)；1 至 4 次共 133 位(64%)；5

至 9 次共 19 位(9%)；10 次(含)以上共 4 位(2%)，得知 1 至 4 次比例占多數。 

 

從(圖十一)了解民眾是否看過舊衣改造成果， 【是 】共 130 位(62%)；【否】共 77 位(38%)，發

現民眾大多數都看過舊衣改造後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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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十二：舊衣改造資訊來源為何 

從(圖十二)了解民眾對於舊衣改造資訊來源為何，網路共 124 位(60%)；報章雜誌共 44 位

(21%)；媒體共 30 位(15%)；其他共 9 位(4%)，發現民眾對於舊衣改造的資訊來源為網路占大多

數。 

 

 

 
圖十三：是否對舊衣改造有興趣 

 

從(圖十三)了解民眾是否對舊衣改造有興趣，非常有興趣共 64 位(31%)；有興趣共 126 位

(61%)；沒有興趣共 16 位(8%)；非常沒有興趣共 1 位(1%)，得知民眾大多數對舊衣改造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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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是否會推廣舊衣改造 

 

從(圖十四)了解民眾是否會推廣舊衣改造，非常推廣共 99 位(48%)；推廣共 99 位(48%)；不推廣

共 9 位(4%)，得知民眾支持推廣舊衣改造。 

 

參、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問卷結論與建議 

        透過此次探討發現，受訪者性別女性大於男性，年齡落於 15 至 19 歲之間，職業為學

生居多，受訪者居住地大部分為南部，教育程度高中為大多數。 

問卷結果發現，受訪民眾贊成使用再生產品「非常支持」的民眾佔大多數，外出時會

自行攜帶再生產品為「偶爾這樣」相對多數，每週使用再生產品的頻率「1 至 4 次」佔多

數。 

再生產品日漸興起和環保意識的抬頭，許多民眾漸漸能接受使用再生產品，回收再生

的「綠色」紡織品亦正流行，這從荷蘭、德國等 9 支世界杯足球賽球隊，都穿台灣製造的

回收寶特瓶再生球衣可見一斑。據環保署統計，去年台灣約回收 9.9 萬公噸寶特瓶容器，

數量相當於 28 億支，平均約 8 支就可製成一件球衣。而每公斤回收寶特瓶再生紗，需使用

70 支寶特瓶，相較於用石油全新聚合抽紗，最高可減少 77％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 84

％的能源消耗。1 公斤再生紗約可製作重量 810 公克的毛毯（長 180 公分、寬 150 公分）和

成人 T 恤（260 公克）各一件(鄭朝陽，2010)。 

        受訪民眾每年丟棄舊衣物數量約 1 到 4 件，顯見舊衣物亦形成大量廢棄物，垃圾處理

一直都是各地方政府最棘手的問題，興建焚化爐、設置掩埋場都緩不濟急。其實除了丟棄

或捐贈一途，也有減少廢棄物的方法就是布料再生。問卷中非常支持布料再生的群眾也相

48%

48%

4%

是否會推廣舊衣改造

非常推廣 推廣 不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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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且大部分民眾都看過舊衣改造成果，可見民眾大多支持廢棄布料回收或再造 ，這

也能提供給服裝廠商或服裝設計師作為參考，不僅是展現設計師的創意和個人風格也能為

環保盡一份心力，提升個人形象。 

 

        另外，民眾對舊衣改造資訊來源多數從網路得知、對舊衣改造多數民眾表示有興趣。

這樣的調查結果，或許可以讓相關推廣單位參考，如在網路媒介、社群軟體發布舊衣改造

的相關訊息或教學影片，而各級學校的家政課程，也能融入舊衣改造的實作，讓該觀念從

小扎根、全面落實。 

 

二、其他建議 

        繼石油化工業後，成衣工業已成為世界第二大污染源頭。環保團體與企業努力讓製衣

工業及時裝品牌能從材料、製造及回收進行改善以達到成衣的永續循環，首要任務就是要

開發舊衣回收市場且透過完善的回收服務，來完成回收系統，這不只能讓廢棄布料對環境

的影響降到最低，還可以發掘材料的新價值(羅婕瑄，2016)。 

        許多消費者對於衣物使用完畢後的後續處理方式大多以捐贈或丟棄為主，而舊衣丟棄

使地球產生大量的廢棄物造成環境嚴重的負荷，因此如何降低廢棄舊衣並提升舊衣的再利

用率為重要議題。 

        據了解，環保署所管轄的舊衣回收處理廠及舊衣再製中心，舊衣回收產業可用的舊衣

再利用的比例相當低，無法有效再利用就視為廢棄物丟棄，如今舊衣回收產業還未建構出

一套完整的生產規劃系統，導致舊衣無法有效再利用。 

      就建立舊衣分類再製多目標生產規劃，有研究提出三種不同的舊衣分類方法，其中舊

衣破損程度分類法的再製總成本最低，而舊衣品項分類法的再利用率最高，在情境模擬與

分析，比較台灣、美國、孟加拉等國家在三種不同的舊衣分類方法下的再製總成本與再利

用率的影響，最後探討出我國在變動不同成本條件下，三種舊衣分類方法再製總成本及再

利用率的變化，在永續環保和綠色時尚的推動下，使舊衣達到零廢棄之效益(徐婉瑜，

2016)。 

        面對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本研究建議公部門訂定相關舊衣回收的分類制度，讓

民眾有所依遵循，有效減少資源浪費，也建議成衣產業、社會大眾支持慢時尚及二手衣物

再利用，如衣物材質選用棉製產品或再生環保衣物，改善廢棄物過多，影響環境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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