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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這次的研究發想起源於我們在蒐集題材的過程中，在〈未來少年〉中看到一篇「名廚惜食辦餐

廳 款待無家可歸人」的文章，其中提到「剩食」這個語詞，不禁讓我們不禁想知道什麼是「剩

食」？為什麼會有剩食呢？從文章中，我們認識到了國外有些像是剩食餐廳的作法，那身處在台灣

的我們又是如何處理呢？  

  在意識到剩食這件事情後，我們也想藉由問卷調查法來知道民眾對剩食的認知是什麼？一般民

眾又是怎麼處理剩食的呢？除了民眾之外，公家單位與民間單位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們透

過訪談法詢問花蓮的政府機構單位，是否對於剩食有擬訂什麼樣的策略，而這些策略在實施上是否

遇到了困難；另一方向則探訪民間的團體，舉凡社福機構、網路平台等等，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剩

食的處理情形。 

  最後，我們希望可以藉由實際的行動，讓剩食的概念能夠傳播出去，從校園開始，讓大家知道

如何去避免剩食、處理剩食，讓食物產生最大的利用、最小的浪費，讓民眾們可以一同參與愛護地

球的行動。 

二、研究目的 

(一) 了解剩食的定義及成因。 

(二) 了解國內、外目前剩食的處理現況。 

(三) 分析民眾對剩食的認知及處理方法。 

(四) 了解花蓮處理剩食的現況。 

(五) 透過實際行動推廣剩食減量理念。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剩食的定義 

  根據不同學者的想法，我們試著找出剩食的定義。香港作者陳曉蕾在《剩食》著作中將被丟棄

的食物統稱為廚餘，並將廚餘又分成三類(陳曉蕾，2011)。文獻「剩食問題之分析與探討」中定義剩

食為食物成廚餘前尚可被食用的部分 (林瑞君，2014) 。另外，供給端與需求端的不平衡是導致剩餘

的重要原因，因此將剩食定義為有生產行為卻無有效供給需求者而導致剩餘的食物(李欣泯，2018)。 

（二）剩食的類型 

在參閱文獻資料之後，我們將剩食種類歸納分成六種常見的類別，如表 2-1： 

剩食類型 解釋 

廚餘 指在飲食過程所產生的有機廢棄物，可以區分為如菜葉、果皮等生廚餘；及經烹煮

後的剩飯殘羹等熟食廚餘兩類 (環境督察總隊，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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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外品 市場規格之外的農產品(張玉鈴，2016) ，通常格外品可能是不符合標準規格，或賣

相不佳而未能上市，也有因為生產時間不對，產量過多供需失衡而產生(白騏瑋，

2019)。 

NG 品 產品經由生產至銷售的途中，有瑕疵因而無法繼續販售的產品 (許濬瀅 謝佳容 黃

辰熏 鄭伊庭，2017)。 

即期品 在市場銷售中，有一批接近其食用期限的產品和包裝不良的商品還有在市場上被出

清降價的產品 (熊家正，2018) 。 

過期品 食品因超過有效期限未食用造成丟棄。(陳穎萱、廖禾暘、何端容，2018)。 

廢材 在加工時被指定成標準的大小或形狀，削去的部分也造成一至兩成的浪費(周雅涵、

吳雁婷、陳昱利、黃科諺、金靖恩，2015)。 

(研究者自行整理，2019) 

（三）剩食的成因 

  剩食的產生包括損失與浪費兩大類，分為未能進入銷售階段的食物耗損（Food Loss）和進入市

場後被丟棄的食物浪費（Food Waste）(陳昊安，2016)。因此，我們將可依此作為分類如表 2-2： 

 剩食原因 

食 

物 

損 

失 

原產地： 

(1)規格不符：食材大小標準分類而被淘汰。 

(2)賣相不佳：因食材外觀而被淘汰。 

(3)過量生產：因氣候變遷影響產生過「盛」的產量，考量後續經濟效益及成本而被淘汰。 

加工階段： 

(1)技術不良：在運載過程中，產生碰撞、損壞的食材而被淘汰。 

(2)再次標準化：將食材再次進行調整，產生食材部分被淘汰。  

食

物

浪 

費 

賣場 

(1)管理不良：缺乏訂貨、倉管經驗或預期消費者心理，因此導致產品滯銷而被淘汰。 

(2)行政規定：總部要求店家每次要訂購的數量，若未銷售完畢又不能贈與他人而被淘汰。                            

餐飲業 

(1)管理不良：缺乏訂貨或是倉管經驗，導致產品滯銷而被淘汰。 

(2)使用部分食材：因料理需要只取用部分食材，未能全數使用而被丟棄。 

消費者家戶 

(1)生活習慣：買太多、煮太多、放太久而被丟棄的產品。 

(2)飲食習慣：因口味不符合期待而被丟棄或冷凍起來的產品。 

(研究者自行整理，2019) 

（四）剩食造成的影響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簡稱 FAO）統計，全球生產的食物中有三分之一遭到丟棄，大約為 13 億

噸，但同時全球卻有 10 億人口正在挨餓(林玉婷，2019)。聯合國副秘書長兼環境規劃署執行主任施

泰納（Achim Steiner）說「浪費食物會造成經濟和環境的負擔，且虛耗用來生產糧食的自然資源。」

(郭政佑，2014)。我們從以上訊息可以知道，浪費食物則可能有三個面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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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生產與回收處裡的過程造成大量溫室氣體排放而加劇氣候變遷(唐國海，2018)。 

  這些食物經過垃圾掩埋處理腐敗後會產生甲烷，而甲烷是比二氧化碳作用強 21 倍的溫室氣體，

對於全球暖化無疑是雪上加霜(游智雯，2016)。 

2、需要更多的土地來生產食物，加速林地喪失、生物滅絕、水源枯竭。(唐國海，2018)。 

當我們砍下森林來種植更多的糧食，當我們從日漸乾涸的水庫取水，當我們排放石化燃料廢

氣，以尋求能種植更多糧食的同時，我們卻丟棄了這麼許多糧食 (特拉姆．史都華，2012)。 

3、花費大量的金錢來處理丟棄的食物，造成經濟上的負擔。 

根據 FAO 估計，如果大自然要求人類支付食品垃圾處理費用，它每年至少可以收取 7000 億美

元 (林玉婷，2019) 。 

   

（五）國內、外對剩食的處理方式 

  有鑑於浪費食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因此將剩食有效利用就變得十分重要，根據文獻對於剩食的

解決方式又再分配、再加值以及再利用，簡稱「三再」(周雅涵 吳雁婷 陳昱利 黃科諺 金靖恩，

2015) ，並針對三再解決方式詳加敘述如表 2-3： 

三再名稱： 說明： 舉例： 

再分配

(Redistribute) 

收集各階段所產生的剩食，將仍可食用的食物分

配給需要的對象。 

食物銀行、社區冰箱 

換物平台、 

再加值(Recreate) 設立即期品促銷專區，以減少過期品的發生，既

可以降低食物浪費又可以增加收入。還有可以重

製剩食，透過烹煮或加工製造，讓剩食變成新商

品。 

剩食超市、剩食餐廳 

新創產品 

再利用(Recycle) 當食物因過期而無法再食用，也能透過回收利用

的方法，讓食物發揮最後一滴的價值。 

廚餘堆肥、能源再生 

畜牧飼料 

(本表整理自社企流─周雅涵 吳雁婷 陳昱利 黃科諺 金靖恩，2015) 

1、 國內的剩食處理方式敘述 

依上述的「三再」來分類，如表 2-4： 

再分配(Redistribute)    說明： 

食物銀行 食物銀行和大賣場合作領取賣場淘汰但仍可食用的即期品、賣相不佳的 NG

品等，再將食物捐贈給需要的人。例如：臺北南機場幸福食物銀行。 

社區冰箱 在街頭設立剰食冰箱，鼓勵民眾將自家的剰食放入剰食冰箱，再傳給需要的

人。根據台灣食物銀行聯合會推展社區冰箱，目前已經 99 台冷藏、19 台冷

凍冰箱進入各個社區阻止食物浪費，但花蓮目前沒有據點。(2019.09.30 查閱) 

換物平台 將吃不完的食物放到網路平台或是 APP，分享給需要的人並留言索取。例

如：1.「剩食終結者，吃不完找我」臉書社團 2.「享福食」（Foodify）APP 

3.新北市惜食分享網。 

再加值(Recreate) 

剩食餐廳 源自賣場中的即期品或不具銷售魅力，卻仍可食用且具營養價值的食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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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捐贈予合作的食物銀行機構，再透過機構的專業與妥善處理，成為一道

道料理上桌，例如：台北市南機場社區中的「書屋花甲」。 

新創產品 將剩食產品再次的烹煮或加工，製成其他商品販售。例如：台灣春一枝商

行，向農民收購過熟與外觀不佳的季節性水果，用純手工方式製作成冰棒帶

入消費市場。 

再利用(Recycle) 

廚餘推肥 主要是利用好氧（喜歡氧氣）的微生物，將有機質材料進行分解和代謝作

用，以達到適合作物生長的狀態。各鄉鎮公所或是私人堆肥場，目前皆使用

這樣的方式處理廚餘 (段雅馨，2019) 。 

能源再生 將不能再食用的食物做轉換變成其他能源。例如： 

1. 台南於 2017 年打造廚餘沼氣發電系統(蔡文居，2017) 。 

2. 台中市外埔綠能生態園區是國內首座生質能源廠，目前也以生廚餘為主，

預計每七公升廚餘可發一度電(李頂立，2019)。 

3. 桃園市生質能中心 BOT 案已招商簽約，預計 2021 年 7 月前正式營運，將

是國內目前唯一可投入生、熟廚餘的生質能源廠，預計一年可產兩億度電，

可供六萬家戶民生用電 (段雅馨，2019) 。 

(研究者自行整理，2019) 

2、國外的剩食處理方式 

  全球都有「剩食」的蹤影，有些國家已經開始實施有關如何減少剰食的計畫，有些國家則是持

續的浪費食物，歸納文獻資料後，發現了許多國家有不同的剰食計畫，如表 2-5： 

  國家 說明 

再 

分 

配 

剩食 

冰箱 

西班牙、

英國、德

國 

德國民間組織在柏林街頭上設置「自助式冰箱」，讓大家可以將家中吃不

完的食物，放在在街頭冰箱中供有需要的人自助取用，並設下一個簡單的

原則「分享你也願意吃的食物」(梁瓈月，2016)。  

食物 

銀行 

德國、英

國、美國 

1976 年在美國創立了全球第一家食物銀行——「聖瑪麗食物銀行」。其

構想為，堅持不以金錢購買食物，而是透過宣導方式，使企業、店家、百

姓捐贈食物，再將這些食物分配制需求者手中。 ( 林太新，2016) 

換物 

平台 

美國、日

本 

在美國的非營利組織 Unsung 研發出一款 App，透過餵飽窮人來解決食物

浪費的問題。(黃培陞，2016) 

再 

加 

值 

剩食 

超市 

英國 、

丹麥、澳

洲 

丹麥一家專賣過期食物的超市「Wefood」，在丹麥販售過期食品是合法

的，只要食品有清楚外標，並且食用無立刻性危險，即使過期仍可以合法

銷售。 (黃以謙，2016) 

剩食 

餐廳 

荷蘭、義

大利 

Instock 是荷蘭阿姆斯特丹一間販售用剩食作成餐點的餐廳，他們利用超商

即期的茶包、隔夜麵包及奇形怪狀的蔬果製作餐點販售，(梁瓈月，2016) 

新創 

產品 

日本、英

國 

日本新手媽媽察覺有許多因賣相不佳就被丟棄的蔬果，她將各種顏色的蔬

果磨成粉，再加入米糠油，製成「野菜蠟筆」。 (陳怡臻，2017) 

再 

利 

畜牧 

飼料 

日本 位於神奈川縣的「日本食物環保中心」，不僅製造發酵液體飼料，並發揮

飼料特色，養出「環保豬肉」。(簡嘉潁，2015) 



「剩」況空前─探討花蓮民眾對「剩食」處理之現況 

5 

用 能源 

再生 

法國、西

班牙、英

國、日本 

歐洲最大生質氣體處理廠位於西班牙首都馬德里市。該廠建於 2009 年，

在過去十年來不斷擴增，預計 2030 年產能達到 15 萬 6965MW（千瓩）。

(胡夢瑋，2019) 

(研究者自行整理，2019) 

二、研究流程 

 

 

 

 

 

 

 

 

 

 

 

 

 

 

我們的研究共分為五個研究階段，如上圖 2-3 所示。第一個階段是在五年級專題研究課程時， 

我們先學習如何找問題，每個人提出自己生活中的各種問題來引發其他人的關心，因此訂定了研究

主題：探討花蓮民眾對「剩食」處理之現況，並且擬定五大研究目的：了解剩食的定義及成因、了

解國內、外目前剩食的處理現況、分析民眾對剩食的認知及處理方法、調查花蓮處理剩食的現況、

及透過實際行動推廣剩食減量理念。第二個階段是文獻探討，在五年級時，我們先大量的閱讀網路

資料，找尋相關的期刊、論文閱讀後進行文獻資料整理，而在今年暑假，我們四位組員到圖書館借

了相關書籍，針對不足的文獻資料進行補充。第三個階段分成二個部分，第一部分是使用了問卷調

查法，我們在發想並確認問卷題目後，我們用滾雪球的方式抽樣調查方式發放網路問卷，一共收集

了 907 張的問卷，確認問卷的有效性後進行統整並製成表格。第二部分則是進行訪談法，詢問花蓮

環保局、農業處等公家機關對不同類型剩食的處理政策，同時也對現有的花蓮在地剩食網路平台管

理者進行訪問。第四個階段宣導活動，我們想告訴大家剩食對地球環境的影響及應該要如何處理現

有的剩食，最重要是讓大家一起珍惜食物，因此我們會到各班宣導以及在社區、村里長辦公室張貼

海報進行宣導。第五個階段是撰寫報告，我們將問卷結果進行分析並統整訪談記錄成摘要，發現研

究結果，並給予相關單位建議，期望讓花蓮民眾知道如何去避免剩食、處理剩食，讓食物產生最大

的利用、最小的浪費，讓民眾們可以一同參與愛護地球的行動。 

三、研究方法與對象 

（一）問卷調查法 

  我們為了瞭解在花蓮民眾對於剩食的認知和處理現況，所以我們的研究方法是利用問卷調查法

決定研究主題 查詢文獻資料 執行問卷調查

及訪談研究法 

剩食宣導 結論與建議 

主題確認 

(1)確認研究

內容及目的 

(2)決定隊名 

文獻整理 

(1)圖書資料  

(2)網路資料 

問卷調查法 

(1)發想問卷

題目 

(2)發放問卷 

(3)統整問卷 

訪談法 

(1)環保局 

(2)農業處 

(3)愛心冰箱

管理者 

剩食宣導 

(1)校園宣導  

(2)網路宣導 

*什麼是剩食 

*剩食對地球

造成影響 

*剩食哪裡去 

*惜食你我他 

結論撰寫 

(1)問卷數據

統整  

(2)訪談整理 

(3)結果撰寫 

圖 2-3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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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訪談法進行研究，作法說明如下： 

1、問卷調查法 

    我們用滾雪球的方式抽樣調查發放網路問卷，問卷題目詳見附錄一。以在花蓮縣生活的民眾為

我們的目標母體群。我們在 FB 社團「花蓮人」及「花蓮剩食 End 吃不完的讓我來」、「海星國小」

三個平台發放網路問卷，同時藉由通訊軟體分享連結給在花蓮生活的親朋好友。這些發放管道的的

使用者背景組成主要為花蓮人與在花蓮生活的人，在發放時，於問卷描述有告知民眾此一問卷是希

望在花蓮生活的人來填寫，再藉由他們傳遞出去，藉以蒐集花蓮縣群眾對於剩食議題的普遍想法。 

   

2、訪談法 

    我們採取半結構式的訪談方式，先擬定好我們關心的問題，在訪問的過程中，若是成員有想到

其他延伸的問題時，再視情況提出。我們想要了解官方及民間對於剩食處理的看法。官方代表我們

訪問了花蓮縣環保局廢棄物管理科的莊先生、農業處保育與林政科邱科長、農業處農產運銷科何技

佐；民間代表訪問了花蓮市愛心冰箱的管理員林小姐。分別訪談稿放置於附錄二。訪談對象詳細時

間如表 3-1： 

表 3-1 訪談對象詳細時間 

訪談對象 訪談日期 訪談時間 

環保局莊先生 108 年 9 月 27 日 14 點 30 分至 15 點 10 分 

農業處邱科長、何技佐 108 年 10 月 01 日 14 點 30 分至 15 點 30 分 

剩食冰箱管理人林小姐 108 年 10 月 03 日 16 點 30 分至 17 點 05 分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問卷調查結果與討論 

  我們一共收集了 907 張的問卷，以下分成三個部分來討論：基本資料、民眾對剩食的認知、家

中剩食的成因及處理方式。 

1、背景資料分析 

，其中 72%為女性、28%為男性，約五成民眾介於 30~50 歲，整分問卷主要填答人的年齡層範圍在

20~60 歲。我們一開始參考他人的問卷擬定本研究之問卷，在蒐集結果後，討論認為職業對於家中

剩食並沒有明顯的關聯，故在結果討論中予以剔除。   

 

圖 4-1 

 

圖 4-2 

2、民眾對剩食的認知 

    問卷結果發現大部分的民眾（86.3%）都聽過剩食這個詞彙，而民眾了解剩食的管道，最主要來

自網路（47.6%），第二部分來自電視媒體（25%）。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在現今社會中，如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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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食概念的推廣，最好是選擇網路平台做宣傳。調查結果出來後，老師跟我們說了一個可能的問

題，就是我們選擇發放問卷的平台為 FB 的剩食處理平台，所以填答的人本身就是對剩食比較關心

的群眾，可能不太能代表花蓮縣整體民眾。因此結果顯示 86.3%聽過剩食，應該需要下修。往後的

研究中應該要更注意選擇發放的平台。 

 

圖 4-3 

 

圖 4-4 

圖 4-5 

 

圖 4-6 

   

    根據圖 4-5 民眾對於剩食的想法上，較多數的民眾認為剩食是食物加工後的廢材。但在統計資

料上，各種類的數據差異其實不大，可以推論民眾普遍認同這幾種類別為剩食，以此可以繼續探討

後續的處理狀況。 

 

3、家中剩食的現況 

  從結果中可以發現，非常少數的人（1.2%）家中是完全沒有剩食的。剩食機率高的族群（總是

有、經常有）的比率為 29%；家中偶有剩食的比率最多，占了 47%，而家中少有剩食的佔了 23%。    

雖然從數據上來說，大部分的家中剩食的狀況並不是特別嚴重，但是或多或少都會產生剩食。然

而，剩食機率高的族群也是達到了 29%，以花蓮縣民政處統計的花蓮縣八月份人口數為 32.6 萬人，

當中的 29%約為 9.4 萬人，對於剩食的狀況來說，是很可怕的。以此數據來說，我們可以得知花蓮

家庭的剩食情形是較不樂觀的。 

 

4、花蓮剩食的成因處理方式 

     關於家中剩食的成因其三名的原因分別是：第一、煮太多沒有吃完；第二、放太久忘記了；第

三、使用量少，放置過期。分別對應前一節所提的剩食定義，可以知道民眾所產生的剩食最多的是

熟食廚餘，再來是即期品與過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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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民眾所填剩食的成因來分析，我們統整

出一個主要概念，為購物規劃不清楚。因為買

的時候沒有估算好，導致家中物品過多來不及

使用、忘記使用，也可能因為買的太多，導致

煮的太多所以沒有吃完。然而購物規劃不清楚

的成因在本研究中無從得知，後續若要做相關

研究的，可以從此角度繼續分析。而我們推測

可能原因是店家促銷活動、未做一週食物的規

劃等等問題，而這些情況應該是可以控制或減

少的，這也提供了我們做宣導的重要項目。 

 

5、花蓮剩食的處理方式 

    從數據上來說，有 37.6%的民眾會將剩食直

接丟棄，部分人會選擇將食物分送或製成農業

堆肥。最少的人會選擇使用其他管道（例如：

網路平台）贈送食物。這也會是我們可以宣傳

推廣的，讓民眾能夠多加利用剩食處理平台。 

    然而，關於家中剩食的處理，從前面分析

而來，家中的剩食大部分是熟廚餘、即期品與

過期品。其中過期品是即期品轉變而來，礙於

目前法規問題，我們將過期品定位成不能吃的

東西，故要處理能吃的食物應該是熟食廚餘及即期品。故本研究雖然有最多的民眾選擇丟棄食物，

但是並無法了解是否丟棄的是不能食用的過期品。但如同前面所提，過期品是從即期品轉變而來，

故民眾在處理上，若能及早發現，在食物過期前應該可以選擇比丟棄更好的方式來處理，以避免它

成為剩食。 

（二）訪談結果與討論 

1、環保局莊先生 

  首先，環保局認定的剩食是生、熟廚餘，所以我們針對一天熟廚餘的數量及處理方式對莊先生

提問。由於莊先生負責的是營業處的業務，他提出許多大型餐廳一天的熟廚餘的量會高達一公噸，

是很驚人的，然而家庭生產的熟廚餘卻無法計算。而廚餘最多的地區，莊先生也提到了是花蓮市與

吉安鄉，一方面是人口較多，一方面他也說了在經濟區的廚餘也會比較多，目前市區的廚餘量已經

無法在原訂的處理地點掩埋，只能轉往鳳林去。 

  對於剩食的處理辦法，環保局的處理辦法並無特別分類出過期品、即期品、NG 品等不同的類

別，全部當作廚餘來作處理。處理方式在非洲豬瘟爆發之前，清除業者或餐廳業者會和豬農合作，

將部分廚餘轉賣作為豬隻的飼料，部分作為堆肥；在非洲豬瘟爆發之後，就全部作為堆肥處理，目

前主要都是送到鳳林中區掩埋場。並沒有將其再食用的方式。 

   目前環保局的剩食主要全部都作為堆肥，其困難處有四個，分別是家庭分類不佳、堆肥臭味難

聞、場地不足、技術還不夠成熟。現在家庭普遍都不會分生廚餘與熟廚餘，而是全部混在一起丟，

這樣在處理堆肥時，就會比較麻煩，因為兩者製作堆肥的時間不同；第二，在做堆肥的過程中，會

散發出很大的臭味，在下風處的人家很容易會投訴；第三個如同前面所講，現在產生的廚餘已經太

 

圖 4-7 

 

圖 4-8 



「剩」況空前─探討花蓮民眾對「剩食」處理之現況 

9 

多，又沒辦法餵養豬隻，所以要用來掩埋的土地也較不夠；最後一點是關於製作推肥的技術，目前

還是有很多改進空間，可以廚餘製作成較高品質的肥料以用來販賣，或者可以利用生物科技技術黑

水虻來吃掉廚餘，可以更加的利用廚餘的剩餘價值與促進環境保護。 

    未來的作法一部分就是改善技術，如前面所提的。另一個就是推動惜食的教育，讓一般民眾、

業者都能夠注意這件事情，更要將這個觀念推廣到學校去。 

 

2、農業處邱科長、何技佐 

  邱科長跟我們說，以農業處的業務範圍，剩食的主要原因是因為產銷失衡，農民會看到某種蔬

果價格較高，就會一窩蜂的搶著種植，而造成剩下過多，即為產銷失衡。目前的作法，一方面將那

些多餘的蔬果製作成堆肥，另外一方面就只能多宣傳了，希望農民不要一窩蜂的種植。目前製作堆

肥的困難就是會滋生果蠅、蒼蠅，還會散發出難聞的臭味，造成民眾的困擾。未來的作法，希望可

以透過技術的改進，將這些剩食轉製成高價值的產品，如精油、清潔劑、肥皂等用品，不僅價錢可

以賣得更高，也可以減少堆肥的問題。 

 

2、愛心冰箱林小姐 

  一開始，創辦人看了看花蓮的剩食，覺得慘不忍睹，而家裡也剛好多了一台新冰箱，因此她便

決定要試試看做「愛心冰箱」，因為她想幫助別人。她也詢問過剩食社團的管主，並請他給予建議。  

從 108 年 6 月 2 日開始，設立愛心冰箱，捐食物給需要的人，而一個星期後，沒有人要領取的食

物，她則會轉送給其他的基金會。 

  目前她有固定一個合作的餐廳業者，會將剩食捐贈給她，還有其他許多零散的家庭捐贈。而其

提供食物的對象也有較固定的幾個弱勢的家庭，整體運作還算有成效，能夠幫助到需要幫助的人。  

而創辦人放在外面的冰箱已經壞掉了，不過，她還是使用自己家裡的冰箱，繼續給予食物給別人，

而其他民眾也熱情參與。 

  創辦人覺得最大的難題是「食物壞掉」，如果因此導致別人吃壞肚子，她也就覺得自己沒有貫徹

「愛心原則」，可能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創辦人在給食物之前，自己都會先品嘗，確保食物還沒壞

掉，而在她給食物之後，會害怕別人吃了那個食物後會肚子痛。讓她很困擾的是有些人一直拿二手

商品，她有甚麼別人就拿甚麼;有人一直捐東西，即使食物已經發霉過期了，他還是照捐不誤，讓她

很心煩，另外，有些要捐東西的廠商不願意將食物送去，所以她要自己開車去抬，她也說自己很

忙。創辦人常常想放棄，但她告訴自己至少要盡力，並幫助更多人。 

 

叁、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了解剩食的定義及成因 

從文獻探討剩食定義，有烹煮過的熟廚餘與未烹煮過的生廚餘，另外還有因為供給和需求不平

衡導致過剩的產品， 例如家中購買過多的食物，進而成為即期品與過期品，或者是產量過剩的蔬

菜、水果。從民眾的問卷結果來看，最多人認為剩食是食物加工後的廢材，也有許多人認同剩食是

NG 商品、即期品、過期品、格外品與廚餘。 

  從文獻中分析，剩食的成因有許多，主要分為技術層面、法規與習慣問題。民眾家中的剩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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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因分別是：煮太多沒有吃完、放太久忘記了、使用量少，放置過期三種類型，我們將之歸納

為購物規劃不清，導致家中的食物量過多而導致。 

 

（二）了解國內、外目前剩食的處理現況 

  在台灣，對於剩食的因應，主要分成三類，分別是再分配、再加值及再利用。根據我們對於國

內外的研究，統整以下結論： 

1、台灣的剩食處理太過於密集在北部而且大部分都是人民自己去執行的， 極少會有政府自行研討

出來的政策，導致其他縣市的剩食處理機構過少。 

2、其他國家的剩食冰箱是為了解決剩食，但是台灣的剩食冰箱，大多是為了做愛心才會擺設剩食冰

箱。 

3、剩食的新創商品，台灣多半還是侷限於食物這一個方面，至於國外，剩食不僅可以在煮，還可以

作成類似文創商品，如日本的野菜蠟筆等等 

4、廚餘養殖，現在台灣的東部地區嚴禁使用廚餘養豬，西部則是有高溫殺菌，國外的則是做成液態

的，他們說這樣就不會有疫情，而且比起一般的豬，吃這樣的豬還比較好吃，因此台灣還有很多可

以改進的地方。 

 

（三）分析民眾對剩食的認知及處理方法 

1、民眾對剩食的認知 

  以我們問卷的結果來說，大部分的民眾是了解剩食的這一議題的，而大部分人都是從網路上知

道這一個資訊的。而調查民眾剩食的成因，最主要就是購物規劃不清楚，導致食材過多而成。 

2、處理作法 

  然而，雖然民眾知道剩食的狀況，但是對於處理方法的資訊是較少的。大部分的民眾還是只會

把剩食當作廚餘丟棄，有些人會將他轉送給朋友，但是較少人利用平台來轉送給不認識的人。 

 

（四）了解花蓮處理剩食的現況 

  以我們訪問環保局及農業處的結論，官方認定的剩食就是民眾、店家拿出來丟棄的生、熟廚

餘，而官方主要的處理方式就是製作成堆肥，並無任何將之再食用的計畫。而製作堆肥會遇到的主

要麻煩就是臭味問題與孳生蚊蟲，導致常有人去投訴、檢舉。在未來，政府期望透過技術的改善，

除了在民間推動惜食宣導外，也希望改善處理技術，期待能夠將剩食製作成較高價值的肥料、精

油、洗潔劑等產品，讓剩食的價值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用。 

  民間的剩食冰箱，目前運作狀況不錯，有固定的捐贈者與領取人，能夠將資源有效的再分配給

需要的人。但是食品安全仍是一個很困擾的問題，有人會捐贈壞掉的食物、有人會因為吃到壞掉食

物而生病，都讓她覺得很難過。 

 

（五）透過實際行動推廣剩食減量理念 

  我們看了許多文獻資料後，才知道「剩食」對地球造成那麼巨大的危害，決定扮演起宣導者的

腳色。宣導的項目藉由分析網路問卷，知道民眾因對購買食材的規畫不清楚，導致了剩食的產生，

剩食的後續作法上，也不夠清楚，只能選擇丟棄。所以我們選擇了幾個主題，分別是「剩食是什

麼?」和「剩食造成的危害」與「剩食去哪裡」及「惜食你我他」並詳細介紹「剩食」這個議題，來

讓大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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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經過多次的討論，我們決定從自身校園做起宣導，從小教育，再由他們推廣至家

庭。另外，由於問卷調查結果，發現使用網路認識剩食的人最多，故我們也將宣導文宣在網路社團

上發放，期望有更大的流通量，讓大家認識剩食議題的重要性。 

二、研究建議 

  透過本次研究，我們討論出以下的幾點建議 

（一）對官方 

1、推廣惜食教育─惜食的重要性已經不言而喻，而惜食教育最好是從小教起，所以應該要在國小階

段就開始推動惜食教育，包含愛惜食物、不浪費食物的精神，以及剩食的後續處理態度與方式。 

2、成立官方網路平台─目前民間有食物分享的平台，但是由於法律約束較低，且難以規範。應該由

政府統一設立剩食的平台，讓民眾分享食物，訂定明確規則，並聘請專人管理把關。 

3、食安法修法─對於剩食的部分，要將法律明確定出，一方面不要因為政策的問題，造成很多剩食

的情況發生。另一個則是對於剩食的處理，可以放寬過期品的限制，可以像國外有剩食超商的出

現。另外，也讓民間的愛心冰箱，可以有法律可以保障，避免因為食物壞掉引起糾紛。 

（二）對個人用戶 

1、要規劃一週食物用量 

  剩食的來源多是因為食物過多無法吃完，這可以由清楚的購物計畫以避免。再買東西前，可以

先想一下到底吃不吃的玩，不要因為便宜、促銷等問題就購買了過多的產品，盡量減少因為不注

意、不小心、不在乎所造成的剩食。 

2、可以多利用平台分享剩食 

  目前台灣有剩食銀行、食物冰西與網路平台等不同方式處理剩食，鼓勵民眾多去了解，也多花

一點點時間，就可以讓剩食的剩餘價值有效利用，讓地球的負擔能夠減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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