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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研究動機 

 

    每個家庭一定都會有過季、太小、髒汙破損而無法再使用的舊衣服，有時會在

臉書社群--花蓮同鄉會的貼文中，會看到有人在詢問家中要淘汰的舊衣該如何處理的

問題，因此讓我對舊衣該如何處置產生了好奇心。在我們家，我穿不下的衣服會送

給堂妹穿；媽媽穿不下的衣服，會稍加修改讓我和姊姊穿，有時真的無法再利用，

就會當成垃圾丟棄。有時在街頭我們又會看到有舊衣回收的箱子，於是我的心中產

生疑問：到底舊衣服能不能回收?回收後的舊衣服又是如何處理?而大家對於家中穿

不下或不想穿的舊衣服，又會怎麼處理呢?因此我們決定以將淘汰的舊衣服為主題，

來進行這次小論文的研究。 

 

二、 研究目的 

 

(一) 瞭解花蓮市與吉安鄉舊衣回收相關政策與地方政府執行現況 

(二) 瞭解花蓮市與吉安鄉民眾對舊衣回收的認知及處置方式 

 

三、 研究流程 

 

 

 

 

 

 

 

四、 研究方法 

 

(一) 訪談法，依照我們的訪談內容結構的控制程度，我們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我們依據

研究目的及文獻資料探討，擬定採訪稿，選擇花蓮 13 鄉鎮中的花蓮市公所與吉安鄉

清潔隊負責舊衣回收業務的承辦人來進行訪問，了解花蓮市及吉安鄉地方，舊衣回

收業務的歷史資料，以及這兩個地方政府單位，目前對於舊衣回收的管理方式。 

 

(二) 問卷調查，我們使用 Google 設計問卷表單後，在臉書花蓮同鄉會、花蓮人等在地社

群，請居住在花蓮市及吉安鄉的朋友協助填寫問卷，以期了解大家對於淘汰的舊衣

處置方式。 

 

(三) 研究限制：在花蓮縣 13 鄉鎮中，因為花蓮市與吉安鄉的人口數已占花蓮縣總人口數

56％(花蓮縣統計資訊服務網人口統計資料，109 年 8 月)，再加上我們出外採訪需要

家長交通接送，路程距離是很重要考量。基於上述兩點，我們決定以花蓮市公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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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鄉清潔隊的舊衣回收業務承辦人為我們的訪問對象，問卷統計也以居住在花蓮

市及吉安鄉的居民填寫之問卷為主。 

 

貳、 正文 

 

一、 文獻資料 

 

(一) 舊衣回收 

 

    舊衣回收是指經簡單清潔整理後，仍可以使用的舊衣褲，再拿到慈善團體

或"合法"舊衣回收箱。但捐贈的東西不能包含棉被、枕頭、床單、床罩、帽子、

內衣褲、鞋襪、窗簾、桌巾、浴巾、毛巾、圍裙、地毯、踩腳墊......等物。上述

提到不能捐贈的衣物，請做好整理，丟進垃圾車。(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020)。而合法的舊衣回收箱在各縣市都有規定的格式，像台北市的舊衣回收箱

規格就是長 90 公分寬 75 公分，高度必須有 170 公分，而且必須貼上環保局許

可貼紙，但不合法的回收箱尺寸大小不一定，標示的字樣也顯得雜亂。社福團

體拿到貼紙必須貼在回收箱，寫清楚社福單位和聯絡人才算是合法(舊衣回收箱

設置須申請沒專用貼紙即非法，陳建銘，2016)。 而舊衣回收不能亂丟，舊衣

回收雖然可以節省能源，但是錯誤的回收，也會導致浪費更多資源，破壞生態，

傷害人，等問題(眾望所衣—快時尚下的衣物浪費與環境議題，吳雨軒、張雅雯、

陳詠璇，2018)。 

 

(二) 舊衣回收流向 

 

    根據環保署所規劃，台灣目前有 3 種回收管道，包括交由清潔隊定點或沿

線收集、設置舊衣回收箱、學校和民間社區自主回收等方式 (趙毓琪，2019) 。

國內舊衣回收由各地方縣市自治且實施規範不一，舊衣回收筒的設置必須要經

過政府的核准(羅婕瑄，105)。台灣一年約收到 6 萬噸舊衣服，但除了三成被送

往慈善社福機構外，其餘七成的舊衣服都流向舊衣回收工廠，其中有部分飄洋

過海到非洲，剩餘的衣服最後都被送進焚化爐燒成灰燼(大紀元，2017)。 

 

二、 花蓮市與吉安鄉舊衣回收相關政策與現況 

 

(一) 花蓮市舊衣回收現況 

 

             花蓮市公所「舊衣回收箱管理自治條例」在 2016 年正式上路，近三百個非

法放置在各街道巷弄間的舊衣回收箱，陸續被拖回清潔隊，未來舊衣回收箱業

務，將轉交給合法得標廠商執行，徹底解決回收據點髒亂不堪，有礙市容觀瞻的

問題。花蓮市民代表會在 2015 年十一月通過「舊衣回收箱管理自治條例」，並

在 2016 年一月正式執行，歷經三個月的勸導期後，清潔隊陸續拖吊放置在市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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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的非法回收箱，一旦拖吊後，就會被當作廢棄物處理，不予領回(300 舊衣回收

箱 花市全撤了，王峻祺，2016)。在市公所的網站上，我們也找到舊衣回收業務

的招標公告，但是最後都以流標收場。於是我們想採訪市公所的業務承辦人，但

是承辦人陳先生只接受電話訪問，於是我們利用電話進行訪問。在訪問過程中，

陳先生說其實沒有在做舊衣回收，我們網路查到的只是當初想起步時的自治條例

在網路上留下的痕跡。那時擬定是因為想學習吉安鄉清潔隊，也想做出舊衣回收

的成績，但後來卻因為一直流標而沒有實施，所以目前並沒有進行舊衣回收的運

作。 

             

(二) 吉安鄉舊衣回收現況 

 

    為了瞭解吉安鄉舊衣回收公部門是如何運

作，我們連繫採訪吉安鄉公所清潔隊的易班長。

易班長提到吉安鄉清潔隊開始舊衣回收業務的

確切時間因年代久遠已無法確定，但是大約在民

國 90 年前後，是花蓮地區最早開始做舊衣回收

的業務。因為那時台灣已經濟起飛，家家戶戶穿的都是新衣服，且穿沒幾次就丟

了，那些衣服接近全新，很可惜，所以當時就決定辦理舊衣回收的業務，一方面

想要得到垃圾減量的效果，另一方面又可以讓清潔隊賺錢。他說當時民眾只要用

垃圾袋把衣服包好，再丟進舊衣回收箱，回收箱中的衣服，幾乎百分之百都是可

以再利用的，舊衣回收的廠商會把這些回收的舊衣服送去像是非洲、杜拜……等

等的地方。在那時景氣好的時候，吉安鄉清潔隊有開放一家廠商來進行舊衣回收

的業務，廠商把舊衣回收箱分別放置在清潔隊所指定的五十個地點，這些回收箱

吉安鄉清潔隊會噴漆上吉安鄉清潔隊的字樣和編號進行管理，當時一個月租金是

一個回收箱一百塊。 

               而清潔隊之前在光華那邊的回收場，也有進行舊衣回收，將舊衣安置在回收

場內，當時民眾丟棄的衣物有許多都是新的衣服，甚至有些是名牌，清潔隊再交

由廠商處理。後來因為景氣變差，有許多衣物已經沒那麼好，不論是材質或廠牌，

因此對廠商的吸引裡就降低，因為廠商將這些舊衣服運送出去還需要運費成本。

而且廠商後來只喜歡收棉質那類的衣服，棉類的衣服還可以拿去加工用，加工完

之後變一塊一塊的布，送去工廠擦器具、機器和車子等等，修車廠也會買一大袋

去當抹布用，其他材質的衣服廠商就不要。後來景氣不好，舊衣回收的利潤更低

了，廠商就不來做舊衣回收箱，所以現在大家看到在吉安鄉的回收箱都是不合法

的，民眾如果有不穿的衣服，只能送給社福單位，或者丟垃圾車。 

               我們後來又得到了一個資訊：現在吉安鄉的回收箱雖然都是不合法的，但清

潔隊基於便民考量還是給舊衣回收商放置回收箱，吉安鄉清潔隊認為只要那些舊

衣回收箱不要造成環境髒亂，能夠維持整潔，他們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讓回收

廠商也能維持生計，但如果放置回收箱導致道路或住宅區髒亂，那麼清潔隊就會

去溝通協調，但如果還是沒有改善，那清潔隊就會把舊衣回收箱拖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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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花蓮地區民眾對舊衣回收的認知及行動 

 

    我們在研究過程中，為了要得到大眾的看法，所以決定要開始做問卷。我們的問卷

主要是針對花蓮市及吉安鄉的民眾對舊衣回收的看法與認知等等，而我們的發放方法則

是在社群軟體(FaceBook)上發放，問卷共有 548 人填寫，而在整理後，統計出了下列結果： 

 

(一) 問題 1 什麼樣的衣服你會選擇回收：（複選題） 

 

 

 

 

 

根據上圖可知，因為尺寸不合而選擇回收佔最多數，覺得衣服與現在的年紀不

符是第二多，會穿到衣服播損無法修補才回收的比率最少。 

 

(二) 問題 2 以您一個家庭為例，平均一年會有多少件衣褲被選擇回收?(指丟回收箱、

賣掉、送親戚朋友、捐贈) 

 

 

 

 

 

從上圖可以知道一年回收 10～19 件衣服的人最多，有 149 人（27. 2％）。其次

是一年回收 1～9 件衣服的人，有 134 人（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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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問題 3 您回收舊衣的方式有哪些？（複選） 

 

 

 

 

從上圖可以看到大家選擇回收的方法最多人選丟回收箱，其次是送親戚朋友，

也有些是選擇捐贈福利機構。賣掉、直接丟棄或當抹布再利用的最少。  

 

(四) 問題 4 請問您是捐贈舊衣服給哪個社福機構? 

 

 

 

 

 

從上圖中可以知道在問題３選擇捐贈舊衣的人當中，有 14 人(29.2％）會將衣服

捐給兒童之家，有 12 人（25％）會將衣服捐給教會，有 10 人（20.8%）會將衣

服捐給慈濟。 

 

(五) 問題 5 請問您是把衣服賣到哪? 

 

 

 

 

從上圖中可以知道在問題３選擇將舊衣賣掉的人，有 19 人（63%）是選擇網路

拍賣，有 10 人（33%）是選擇賣到二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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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問題 6 請問您們家回收或丟棄的衣褲，大多是屬於大人的還是小孩的? 

 

 

 

 

從上圖可知選擇回收或丟棄大人衣服的是最多人，有 309 人（56.4％），選擇小

孩衣服的有 225 人（41.1％），都沒有丟過的只有 14 人（2.4％）。 

 

(七) 問題 7 如果您選擇把不要的衣褲全部丟棄，原因為何 ： 

 

 

 

 

從上圖可知當受訪者會選擇丟棄衣服時，有 81 人（14.8％）是因為不相信舊衣

回收機構，還有 255 人（46.5％）是因為不知道如何回收舊衣，以及 260 人（47.4

％）是因為衣物衣物穿到破了才丟。 

 

(八) 問題 8 您知道舊衣回收箱有分合法和不合法嗎? 

 

 

 

 

從上圖可知有 315 人（57.5％）不知道舊衣回收箱有分合法與不合法，過半民眾

對於舊衣回收箱的合法與否是不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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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問題 9 您知道怎麼判斷舊衣回收箱是合法還是不合法嗎? 

 

 

 

 

從上圖可知有 345 人（57.5％）不知如何判對舊衣回收箱合法與否，知道如何判

斷的人很少，只有 134 人（24.5％）。 

 

(十) 問題 10 承上題，知道如何判斷回收箱合法與否的人，請問您是如何判斷的? 

 

 

 

 

 

從上圖可知，有 10 個人（83%）是從回收箱上的聯絡資訊來判斷，有 1 個人（8.3%）

是問清潔隊，但也有 1 個人（8.3%）是很清楚吉安鄉清潔隊已沒有在做舊衣回

收，目前在街道上看到的回收箱都是不合法的。 

 

(十一) 問題 11 你覺得花蓮目前的舊衣回收箱大部分是合法的還是不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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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知，目前花蓮市及吉安鄉地區民眾對於花蓮地區的舊衣回收箱認知合

法或不合法的人數大約各佔一半。認為合法的有 276 人（50.4％），認為不合法

的有 272 人（49.6％）。 

 

(十二) 問題 12 您覺得那些舊衣回收箱的回收後的舊衣去向是什麼？ 

 

 

 

 

 

 

 

 

 

 

 

從上圖可知有 275 人（50.2％）認為回收的舊衣是被賣掉，有 196 人（35.8％）

認為回收的舊衣是被送到國內有需要的人身上，有 150 人（27.4％）認為回收的

舊衣是被送到國外，有 130 人（23.7％）認為回收的舊衣是被送回布料製造廠，

有 55 人（10％）認為回收的舊衣是被丟進垃圾桶。 

 

參、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一) 吉安鄉與花蓮市舊衣回收的處理狀況與現況 

 

    花蓮市公所在舊衣回收這方面的規劃，原本想效仿吉安鄉的管理模式，但

是卻因為沒有廠商願意合作、且公所人力不足等等因素下，所以目前沒有進行

舊衣回收的業務。而在吉安鄉清潔隊這邊，原本是有在做舊衣回收的業務，大

約是在民國 90 年左右開始的，吉安鄉清潔隊的做法是與舊衣回收廠商合作，清

潔隊規劃舊衣回收箱的放置地點，並將回收箱編號管理，廠商只要按契約付租。

只是後來經濟開始不景氣，廠商因為舊衣回收利潤太低，所以就不來做舊衣回

收了。清潔隊之前在光華那邊的回收場，也有進行舊衣回收，但因為收來的衣

服越來越差且管理困難，所以就不做舊衣回收了。因此現在花蓮市與吉安鄉兩

個鄉鎮的舊衣都只能當垃圾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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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花蓮地區民眾對舊衣回收的認知與行動 

 

   從環保的角度來看，問題一可以看出來，其實被丟掉的衣物在他們的標準

下，是還可以穿的，像是有些尺寸不合的衣服，其實還可以穿，但還是有 457

人由此決定衣可回收衣物。 

接著，根據問卷結果表示，民眾傾向把這些舊衣服運用兩種方式去延伸舊

衣的生命。第一個是送到舊衣回收箱(360 人) 。另一個是轉送親戚朋友(324 人)，  

    而回收箱目前在花蓮市與吉安鄉並非由政府立法管理，而受訪民眾過半也

不清楚合法與不合法回收箱的辨識法，而政府單位目前也沒有積極處理這個問

題。 

另外，我們在問卷統計中，還發現一件神奇的事 : 大家認為該被回收的衣

物大部分是因為尺寸不合(456 人)。可是問卷中發現大家回收的大部分都是大人

的衣服(56.4%)。通常最常更換掉尺寸不合的衣服應該會是小孩居多，這狀況可

能是跟少子化有非常大的關係。 

 

二、 建議與省思 

 

 

(一) 從吉安鄉清潔隊易班長訪談中得知，舊衣物其實有大量的熱值利用價值，可以

作為發電的燃料用途。如果有一個機構可以收集所有的衣物，並且進行分類。

三大類。一個是作為買賣用途，一個是整理後給需要的人再穿，最後一個則是

將其他無法再使用的全部交去給發電廠使用，產生熱值，加速垃圾焚燒，但是，

如果溫度太低，會使燃燒的舊衣造成空汙，所以若要使用舊衣提升熱值，就需

要把溫度調高。我們覺得這也許會是一個維持舊衣回收運作的好方法。 

 

(二) 如果下次有機會可以再做一次這個研究，我希望可以訪問一些有在做舊衣回收

的店家。這次我們原本預計要訪問有在做舊衣回收的店家，但是我們對無印良

品、H&M 與優衣褲寄 Gmail，結果都遭到拒絕，所以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可

以再看看能不能訪問他們。 

 

(三) 建議政府鼓勵民眾踴躍回收舊衣 

 

從民眾填寫問卷的狀況可以發現民眾較少使用舊衣回收箱，也對舊衣回收箱不

信任，所以希望政府以利誘(像是給一公斤的衣服就給 100 元的方法)或宣導的方

式來鼓勵民眾捐贈舊衣。而且我們也在問卷回覆中，發現只有一個人填寫會把

舊衣送到 H&M 再製造，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可以多多鼓勵民眾到店家回收衣物。 

         

(四) 建議政府積極訂定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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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衣回收如果沒處理好，會造成嚴重的汙染，所以希望政府可以積極的訂定法

律，並且讓各縣市規則統一，這樣既方便管理，也讓大家較不容易搞混，並有

效解決汙染問題。 

 

(五) 建議政府定時檢查舊衣回收箱 

 

從訪問及查詢文獻資料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舊衣回收會帶來製造髒亂點的困

擾，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定期檢查每個舊衣回收箱是否還有在使用以及會不會製

造出市區髒亂點，若有的話，就與那個舊衣回收箱擁有者協調，但如果還是沒

改善，就把舊衣回收箱拖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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