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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 

    我的爸爸是漁民，我們家有一艘底刺網漁船，因此我常常去漁港看爸爸

工作，可以算是在漁港長大的。每次去漁港時，我總是會看到港裡有蠻多垃

圾的，所以我很好奇這些垃圾到底是哪裡來的？不知道別的港口跟花蓮一樣

有垃圾問題嗎？剛好我的老師李珮琪對海洋很有興趣，也時常跑漁港，因此

老師就邀請我和同學一起參與這個計畫。 

  (二)研究目的 

    本論文的研究目的是調查花蓮漁港的垃圾量及垃圾種類，探討這些垃圾

可能的來源，政府單位以及漁會對漁港垃圾的處理態度，以及提供漁港垃圾

可能的處理方法等。 

  (三)研究問題 

     1.花蓮漁港垃圾的種類？ 

     2.花蓮漁港垃圾的來源？ 

     3.政府單位及漁會對花蓮漁港垃圾的處理方法？ 

  (四)研究方法 

     本論文是以田野調查、統計以及訪談等方式完成。 

  (五)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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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文 

(一) 學習田野調查的方法 

1. 漁港實地踏查 

    9 月 19 日，我們和老師去漁港觀察哪裡有垃圾，才知道之後要

去哪裡統計垃圾量及種類，一看就發現漁港垃圾還蠻多的，而且很

多地方都有臭味。 

2. 參加淨灘活動 

    9 月 20 日，老師帶我們去七星潭參加淨灘活動，我們的工作是

負責利用「2015 臺灣國際淨灘行動記錄表」登記所撿到的垃圾，因

為之後我們去漁港登記垃圾也要用這個表格，所以先熟習一下記錄

的方式。我們在這次淨灘活動中撿到很多磨大理石的材料，後來也

有新聞報導這件事，引起政府單位的重視(註一)。 

(二) 實地調查、獲得統計數據(註二) 

1. 9 月 22 日的調查 

    9 月 22 日下午 4 點到 5 點半，我們和老師去漁港登記肉眼所看

到的垃圾，我們一個人負責登記水裡的垃圾，另一個人負責登記錄

地上的垃圾，得到的結果如下： 

(1) 9 月 22 日花蓮漁港水裡的垃圾                   單位：個 

項目 寶特瓶 
塑膠 

瓶蓋 

其它飲

料與食

物容器 

非食物

的瓶罐

與容器 

塑膠 

提袋 

食品 

包裝袋 

數量 50 10 0 1 65 20 

項目 吸管 
外帶 

飲料杯 

免洗 

餐具 
鐵鋁罐 鋁箔包 玻璃瓶 

數量 1 30 5 4 13 20 

項目 牙刷 
針筒 

針頭 
菸蒂 打火機 

釣魚 

用具 

漁網與

繩子 

數量 0 0 16 2 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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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月 22 日花蓮漁港陸地上的垃圾                 單位：個 

項目 寶特瓶 
塑膠 

瓶蓋 

其它飲

料與食

物容器 

非食物

的瓶罐

與容器 

塑膠 

提袋 

食品 

包裝袋 

數量 12 6 2 0 9 1 

項目 吸管 
外帶 

飲料杯 

免洗 

餐具 
鐵鋁罐 鋁箔包 玻璃瓶 

數量 6 2 11 1 1 2 

項目 牙刷 
針筒 

針頭 
菸蒂 打火機 

釣魚 

用具 

漁網與

繩子 

數量 0 0 487 1 6 5 

其它：檳榔渣 133 

(3) 9 月 22 日垃圾種類統計分析 

數量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港內

水裡 

塑膠提袋 

65 個 

寶特瓶 

50 個 

外帶飲料杯 

30 個 

港內

陸地 

菸蒂 

487 個 

檳榔渣 

133 個 

寶特瓶 

12 個 

2. 9 月 23 日的調查 

    9 月 23 日下午 1 點到 3 點，我們再和老師去漁港，但不同的是，

我們這次和漁民借了很長的竿子打撈垃圾上來，實際分類、登記、

秤重所打撈到的垃圾，得到的結果如下： 

(1)  9 月 23 日花蓮漁港水裡的垃圾 

項目 寶特瓶 
塑膠 

瓶蓋 

其它飲

料與食

物容器 

非食物

的瓶罐

與容器 

塑膠 

提袋 

食品 

包裝袋 

數量  47 6 2 3 39 30 

項目 吸管 
外帶 

飲料杯 

免洗 

餐具 
鐵鋁罐 鋁箔包 玻璃瓶 

數量 8 20 14 11 12 6 

項目 牙刷 
針筒 

針頭 
菸蒂 打火機 

釣魚 

用具 

漁網與

繩子 

數量 0 0 3 0 5 7 

其它：保麗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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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9 月 23 日垃圾種類級重量統計分析 

數量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港內

水裡 

寶特瓶 

40 個 

塑膠提袋 

39 個 

食品包裝袋 

30 個 

分類 可回收 不可回收 

重量 6.4 公斤 9.6 公斤 

(三) 發現、提出假設、設計訪談問題 

1. 發現 

(1) 飲料類的垃圾量居多 

    塑膠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量非常大，因此數量最多

不覺得奇怪，根據 2001~2010 年台臺灣的淨灘數據統計(註三)，

塑膠袋也是數量最多的垃圾。從統計數據中我們發現第二名的

寶特瓶和第三名外帶飲料杯都是和飲料有關的垃圾，顯示去漁

港的人飲用飲料的情形應是非常普遍。 

(2) 菸蒂與檳榔渣 

    陸地上菸蒂和檳榔渣最多，顯示在漁港活動的人公德心有

待加強，因為抽完菸之後菸蒂就隨手一丟，吃完檳榔則隨地亂

吐。 

(3) 和食物有關的垃圾數量比較多 

    水裡的垃圾幾乎都是和食物有關的垃圾，寶特瓶、外帶飲

料杯、食品包裝袋、免洗餐具等等。 

(4) 廢棄漁船是一大問題 

    不管是在登記或是在打撈垃圾的過程，我們都發現廢棄漁

船旁邊垃圾聚集量是最多的，環境也最髒亂。 

2. 提出假設 

    我們去漁港時有發現那裡都沒有垃圾桶，假日去的時候觀光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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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有很多，而且觀光客去漁港大部份都會去餐廳吃海鮮或買魚，

應該不太可能在水裡製造太多垃圾。我們去了幾次，發現會一直在

漁港的人，是釣客、漁民還有外籍漁工，而且垃圾量最多的都是跟

食物有關，食物是生活必需品，因此我們認為長時間在漁港活動或

生活的人，是比較有可能製造這些垃圾的。 

3. 設計訪談問題 

    我們認為比較有可能製造出這些垃圾的是釣客、漁民還有外籍

漁工，當然遊客一定也有，但應該不是最主要的製造者。所以我們

開始想誰會跟這些垃圾有關，還有誰應該對這些垃圾使環境變得很

髒亂來負責。所以我們就想到了環保局還有漁會。 

    所有的垃圾問題都跟環保局有關，因此漁港的垃圾問題也應該

跟環保局有關，所以我們預計要採訪環保局的人。還有漁港的管理

單位是漁會，所以漁會也應該跟漁港的垃圾問題有關，因此漁會的

人也要採訪。 

    我們去漁港撈垃圾的那天，老師的朋友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的

威任叔叔也跟我們一起去撈。聽老師說，威任叔叔他們之前也有去

漁港登記過垃圾還有撈垃圾，所以我們也想採訪他，了解我們這次

撈垃圾的種類和他們以前撈的有沒有不同。 

    還有我的爸爸是漁民，最了解漁港了，所以問他關於漁港垃圾

的問題，他一定有很多意見可以提供給我們。 

    所以我們針對這四個人想了一些訪談問題。 

4. 訪談問題 

(1)環保局副局長 饒瑞玲： 

          1-1 環保局如果發現漁港很髒，環保局會怎麼處理？ 

          1-2 環保局跟漁會對於漁港清潔問題的角色有甚麼不同？ 

          1-3 據我們所知，漁會好像有定期在清理港內的垃圾，但是效果

好像不太好，請問環保局人員多久去巡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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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環保局希望民眾如何配合漁港環境的清潔？ 

(2)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主任 賴威任 

2-1 我們此次調查的結果，跟黑潮之前的調查結果有沒有不同？ 

2-2 黑潮之前針對漁港垃圾有過哪些作為？有甚麼改變嗎？ 

2-3 黑潮針對漁港垃圾還會有哪些作為？ 

         2-4 黑潮希望政府單位怎麼做？ 

(3)花蓮漁會總幹事 王鐙億 

         3-1 漁會好像有定期在清理港內的垃圾，但是效果好像不太好，請

問漁會人員多久清理一次？ 

         3-2 我們覺得這些垃圾最大的製造者是外籍漁工、漁民和遊客，請

問漁會針對這些人員有沒有甚麼處理方式？ 

         3-3 漁會認為怎麼做可以讓漁港更乾淨？ 

      (4) 漁民代表 劉珦榮船長 

         4-1 請問您知不知道港內的垃圾為什麼會這麼多呢？ 

4-2 我們覺得這些垃圾最大的製造者是外籍漁工、漁民和遊客，哪

您覺得漁會如何管理或是有哪些措施，可以使這些人遵守不

丟垃圾的規則？ 

4-3 您如果在港內看到別人亂丟垃圾，你會如何處理？ 

 

(四) 訪談內容 

1. 環保局副局長 饒瑞玲(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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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局長把漁會比喻為「家」，漁港如果很髒的話，漁會人員是家

長，就要處理好，在家裡爸爸媽媽都説垃圾不落地，所以漁會也應該

要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亂丟垃圾。環保局的角色就是監督，看看漁會

有沒有做好。若民眾真的覺得漁港真的很髒，可以打公害陳情專線，

會有專人清理。環保局可以做的，就是加強宣導，也希望民眾把漁港

當作自己的家，如果看到了垃圾，請隨手撿起來。如果宣導還是沒有

改善的話，就只好罰漁會，但副局長說這是最後手段，其實環保局並

不想這麼做。 

2.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主任 賴威任(註五) 

 我們去漁港撈垃圾時，垃圾量最多的前二名是寶特瓶、塑膠袋跟

黑潮基金會之前撿三次(4 月 18 日、5 月 16 日、6 月 7 日)統計得到的

結果一樣，可以顯示漁港垃圾來源大概差不多。黑潮基金會希望漁會

可以在漁港設立幾個垃圾桶，鼓勵漁民撿回收垃圾賣回給漁會，不然

回收垃圾丟到海水裡都沒有價值了。 

威任叔叔還有提到，他去淨灘獲漁港撈垃圾時，都有很多的保力

達 B的瓶子，我們也有撿到幾個。這種玻璃瓶的問題是回收賣不到錢，

處理又麻煩，所以回收商都不收。他曾經向環保局反映過這個問題，

結果後來他才知道原來保力達 B 在生產的時候，就已經繳了回收處理

金給政府，所以政府更應該加強處理這類垃圾的回收。 

3. 花蓮漁會總幹事 王鐙億(註六) 

    王叔叔說漁會的工作人員，每天都會清掃整個港區的環境，也

不定時會打撈港內的垃圾，一天都有 60 公斤的垃圾量。但垃圾總是

清掃後又不斷的出現，漁會會加強宣導遊客和漁民或外勞的環境教

育。針對威任叔叔希望漁會設置垃圾桶及鼓勵漁民回收，我們也有

詢問王叔叔，王叔叔說漁會以前設置過垃圾桶，但半天垃圾就滿了，

還有很多人會把家裡的大型垃圾拿出來丟，床墊、沙發他都收過。

回收的部分，他也發了一千個網袋給漁民收集回收垃圾，但回來的

數量不到十個。我們發現的廢棄漁船問題，他說二年來他也已經處

理了三十艘廢棄漁船，但還是有廢棄漁船，廢棄漁船處理也需要時

間，因此他對於漁港垃圾問題也很傷腦筋。 

     王叔叔還說，他自己覺得漁港髒亂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花

蓮漁港無法蓋漁具倉庫。他說全台灣的漁港，只有花蓮漁港沒有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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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倉庫，若有漁具倉庫，漁民就可以把暫時不用的東西放在倉庫裡，

不會放的漁港到處都是，但是因為漁港的地屬於很多單位的，所以

一直無法蓋。 

     我們發現垃圾可能都是外籍漁工丟的，因此也問他關於外籍漁

工管理的問題。王叔叔說他以前也曾經設置宿舍希望集中管理外籍

漁工，但是老闆都不願意幫外籍漁工付錢，所以外籍漁工都只好住

在船上，因此漁港的環境就會比較亂，也製造垃圾。 

 

    感覺到王叔叔也很苦惱，他希望政府單位不只要宣導，更應該

有多一點的經費來協助漁港的垃圾問題，因為漁會一年花了八十萬

清理廢棄物，卻還是沒有用，目前可能只能裝監視器了。王叔叔也

希望來到漁港的人，可以發揮公德心，有個人修養，不要製造漁港

的垃圾。 

4. 漁民代表 劉珦榮船長(註七) 

 

    劉船長說，十幾年前港區狹小廢棄物雜亂，還有老鼠橫行。近

年來港區拓寬後，漁港也有設置廢棄回收油桶，所以港內就沒有臭

油味了。現在環保團體及電視不斷的宣導漁民也能體會到海洋資源

的可貴，所以港口的漁民也會把換下來淘汰的電瓶，廢燈泡和燈管

拿到環保回收場，可是觀光客和釣客來過後，總是又留下新的垃圾。

雖然漁會每天都會清掃和打撈垃圾，似乎贏不過到此活動人的公德

心。 

    劉船長還說，夏天因為他們工作很熱，都會甲涼ㄟ(喝飲料)，他

自己都會收集這些瓶子變賣，也會打撈水裡的垃圾，若有請外籍漁

工做事時，都禁止他們往水裡丟垃圾，但是他無法管其它人怎麼做，

因為船是他們的生財工具，若他們在漁港和人發生爭執，會擔心自

己的船被破壞，因此他們只能管好自己，不方便去管他人怎麼做。 

三、結論 

    經過了自己實地踏查及訪談了四位相關人員後，我們得到了以下結論： 

(一) 花蓮漁港的垃圾，大部分是長時間在漁港工作及生活的人製造的，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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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漁工、漁民、釣客，遊客是少部分。 

(二) 花蓮漁港垃圾量最大的是和日常生活─飲食方面有關的垃圾，如寶特瓶、

塑膠袋、外帶飲料杯、免洗餐具等。 

(三) 針對漁港的垃圾，花蓮縣環保局是監督的單位，花蓮漁會是管理單位。 

(四) 不管是環保局或是漁會，都應該有更多的費用來處理花蓮漁港的垃圾問

題。 

(五) 環保局和漁會應該做更好的協調，環保局除了宣導和罰款，應該制定政

策讓漁會遵守，因為劉船長有提到自從環保局規定漁船的廢油一定要處

理之後，港區內就設置廢油回收桶，不再有臭油味，所以有一些適當的

規定，漁會及漁民是可以做到的。那是不是針對垃圾若有相關法令，漁

會會比較知道要如何管理垃圾的問題。而漁會也要想更多辦法管理好自

己家裡的垃圾。 

(六) 政府應該提高垃圾回收金額，我們在撿垃圾時，水裡面有很多東西都是

可以回收的，但製造的人卻寧願丟到水裡，也不願收集起來拿去賣，應

該就是回收可以得到的錢太少了，若回收垃圾，可以得到多一點錢，大

家應該就會搶著回收而不會丟到水裡了。 

(七) 垃圾怎麼撿都撿不完，應該要從源頭就開始減少，所以政府要多鼓勵民

眾做垃圾減量。 

    經過這次的小論文，我們知道發現問題要如何去找到答案，如何採訪蒐

集資料。訪問這麼多人，一開始我們都很緊張，後來發現這些叔叔阿姨都很

和善。我們深深的感受，如果每一個到漁港遊玩和活動的人，都能把港口當

作自己家的，有這樣的同理心，相信漁港的垃圾一定會漸漸變少的。而像黑

潮威任叔叔這樣一直對環境付出的人，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還有，我們從

日常生活中也會更注重回收還有垃圾減量，因為這麼多垃圾真的很髒很臭很

噁心！ 

     製作小論文的過程中，還有記者叔叔來採訪我們，把我們的調查結果

刊登在報紙上(註八)，我們覺得很驚訝也很有趣，家人看到也很高興，讓我

們很有成就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雖然是小事，但是卻對環境有正面的影響，

就像西雅圖的人民為了讓鮭魚回來產卵，也做了很多事(註九)，我們也可以

影響更多人，很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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