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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研究動機 

 

                海洋垃圾不僅會造成環境景觀的影響，對於人類健康以及大海中的各類生物也有危

害，其中海洋塑膠垃圾更是近年來引發國際關注的重要環境議題。因黑潮流過台灣東部，帶

來各種迴游的魚類資源，因此花蓮是定置漁業發達興盛之地。但如今沙灘上散布著許多塑膠

垃圾，若再沒有減塑意識，將造成我們身體健康、生活環境及生態難以復原的傷害。七星潭

是遊客必來朝聖的地方，除了四八高地戰備坑道，美麗的沙灘及日出，還有沿岸邊大小不一

的白色鵝卵石，可說是七星潭獨有的特色。因此我們想要透過對七星潭海灘的海洋垃圾實地

調查，來分析七星潭地區之海洋垃圾型態，並透過問卷，了解遊客對於七星潭整體規劃及環

境的看法，希望遊客的建議可以藉由我們這次的研究傳遞給政府，讓更多的力量來守護七星

潭—我們的家園。 
 

         二、研究目的 

 

         ( 一 ) 了解七星潭海洋垃圾之現況 

         ( 二 ) 探討遊客對七星潭環境的滿意度 

 

         三、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文獻分析、問卷調查以及訪談來完成此次論文。透過研讀相關書籍、對

遊客的問卷調查及賴威任老師的訪談，與同學們統整、分析後，整理出研究的內容，形成我

們的研究。 

 

          四、研究流程 

 

          
 

圖一 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七星潭的美麗與哀愁 

 

          ( 一 )七星潭名稱的由來 

 

 

 
擬定研究 

主題 
  蒐集資料   踏查   

設計訪談 
問卷 

 
 

 訪問   
設計遊客 

問卷 
  資料分析   完成報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6%BD%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D%B1%E9%83%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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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潭的地名最早出現在夏獻綸所編「台灣輿圖並說台灣後山總圖」一畫中。

這幅圖，是清代有關台灣後山地區的地圖。地圖中的七星潭地區為一個低漥的溼地，溼地裡

有數個大小不一樣的湖泊，所以將該地稱為「七星潭」。在日治時期，日本為了建設沿海飛

行場也就是現今的花蓮機場，於是填平了部分湖泊，並遷移了七星潭的居民，然而這些居民

仍將新居地稱為七星潭。 

 

                    關於七星潭另一個說法則是，因為七星潭的海灣遼闊，視線較為寬廣，少了 

光害，觀看北斗七星時特別明亮，因此，此地被稱為「七星潭」。 

 

           ( 二  )七星潭的地理位置 

 

                     七星潭位於花蓮縣新城鄉大漢村，是一座美麗的弧形礫石海灣，看似平坦 

其實地質上是屬於陡降行沙灘，因為常有瘋狗浪出沒，因此被列為全台十大危險海域之一。

因黑潮流過台灣東部，帶來各種迴游的魚類資源，再加上中央山脈的山腳緊臨海濱，所以沿

岸的流水又深又急，近海魚群便在此匯集成為天然漁場。日治時期因引進定置漁業的技術，

此地成了花蓮定置漁業發達興盛之地。 

 

           ( 三 )環保公園 

 

                    民國五十一年起，花蓮市公所把花蓮市的垃圾載到靠近新城鄉的空地堆放、 

掩埋，民國八十五年封場後植披改為環保公園。近年來因為海浪不斷侵蝕，垃圾山的邊坡持

續坍塌，已有許多垃圾掉入海中。 

 

                           為了解決海岸掏空的問題，花蓮市公所自九十四年起開始進行整治的計畫，

他們向環保署申請經費來做整修，由於經費有限，加上開挖後發現埋藏的垃圾量多得無法計

算，且以無法自然分解的塑膠袋居多，加上原有覆土量不足，無法植草，使得這項的工程難

易度增加。 

 

二、七星潭淨灘現況 

 

                七星潭是花蓮著名的自然風景區，也是民眾經常走訪的休閒娛樂區，更是許多生物

重要的棲息地。隨著淨灘減塑的環保意識抬頭，越來越多的人在欣賞美麗的七星潭同時，也

激發守護這片海洋的想法，因為垃圾吹到海洋中，就變成海洋垃圾，不但汙染環境，還會造

成海洋生物的浩劫。所以每年都有許多人透過身體力行來參與淨灘活動，希望能盡一己之力

還給這片土地原本的美麗。  

 

        海洋廢棄物被聯合國定義為「遭人為處置、丟棄、或遺棄進入海岸或海洋環境  

的任何持久性、人造或加工的固體」，其中又以進入環境後分解緩慢的塑膠廢棄物影響最為

深遠(臺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2018)。本研究中，則將這些沙灘上或是海洋中的廢棄

物，稱為海洋垃圾。 

 

                   1986 年從美國德州開始萌發的國際淨灘行動 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簡稱

ICC），他們用統一表格來記錄清除的垃圾種類及數量。2000 年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決定響

應 ICC 國際淨灘行動，並開始進行海灘廢棄物監測計畫。隸屬荒野保護協會的「愛海小旅

行」網站，則可查詢所有用 ICC 表格淨灘的結果。根據網站資料，今年 1 月到 8 月在七星潭

海灘撿起的垃圾以塑膠垃圾比例最高，主要為寶特瓶、塑膠容器……。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6%97%A5%E6%B2%BB%E6%99%82%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3%AE%E6%A9%9F%E5%A0%B4
https://oceanconservancy.org/trash-free-seas/international-coastal-clea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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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2020 一月~八月七星潭淨灘成果 

寶特瓶 塑膠瓶蓋 飲料瓶與食物容器 非食物的瓶罐與容器 

801 274 70 30 

塑膠提袋 食品包裝袋 吸管 外帶飲料杯 

77 99 101 135 

免洗餐具 鐵鋁罐 鋁箔包 玻璃瓶 

91 49 83 142 

釣魚用具 漁業浮球、浮筒、漁船防碰墊 牙刷 

140 371 7 

打火機 施放煙火垃圾 菸蒂 電器配件 

28 214 196 1 

 

（資料來源：愛海小旅行網站；數字為研究者統計） 

 

三、問卷設計 

 

我們研究小組歸納所閱讀的書籍資料，設計出一些題目來訪問前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賴

威任主任。之後加入部分網路上所查詢的參考資料，針對七星潭遊客設計一份問卷，本問卷

共有 13 題，包含 5 題複選題，以及 8 題單選題。 

 

 

題目 分析 

1.公共設施之滿意度 

 
 

    遊客對公共設施的

設 置 ， 最 滿 意 是 步

道；第二名是觀景亭

台 ； 第 三 名 是 停 車

場。 

 

     遊客認為七星潭的

風景很美，且大多會

聚集在步道、觀景台

等休息據點。 

 

2.心理體驗之滿意度 

     
 

 

 

    在心理體驗三個項

目中，有四成的遊客

對七星潭的舒適度給

予肯定，有三成六的

遊客認為七星潭的空

間規劃很好；有兩成

多的遊客對環境維護

的清潔度表示認可。 

 

    這表示七星潭的清

潔 度 仍 有 加 強 的 空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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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請問您知道七星潭地名的由來嗎？ 

 

    大部分的遊客都不

知道七星潭名稱的由

來，只有近 25%的人

們知道。 

 

    因此我們可以從這

裡看出：大部分來七

星潭的遊客對於七星

潭 的 人 文 歷 史 不 清

楚，遊客們喜歡沉浸

在 這 自 然 舒 適 的 氛

圍。 

4、請問您過去曾來七星潭旅遊幾次？ 

 
 

    七星潭的遊客中有

79%都是來過後又再

來的，而 24.4%遊客

來過 10 次以上，調查

發現大部分都是花蓮

人(26.7%)少部分是外

地人(73.3%)，20.9%則

是第一次來七星潭

的。 

 

5、請問您知道七星潭風景區內有個環保公園以前是垃圾掩埋場

嗎？ 

 

    超過八成的遊客不

知道七星潭風景區內

有的環保公園以前是

垃圾掩埋場。只有不

到兩成的遊客知道這

件事。 

6、請問你會選擇來七星潭玩的原因是 

 

    超過七成的遊客是

被七星潭的美景吸引

來的。其次則是認為

這裡是個適合放鬆的

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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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請問您希望七星潭還能增加哪些設施或設備？ 

 

    超過一半的遊客認

為 應 該 要 增 加 休 息

區，綜觀七星潭風景

區內可遮風避雨的地

方有遊客中心及觀星

台，但 2 個地方距離

較遠。 

 

    而有四成的遊客則

希望能增加垃圾桶的

設置。 

 

8、您覺得七星潭風景區最需要改進的部分為？ 

 
 

    超過四成的遊客認

為攤販規劃還需要改

進。其次有將近四成

的遊客認為垃圾問題

有待加強。由問卷第

7 及第 8 題得知，垃

圾問題確實是遊客覺

得需要改進的地方。 

9、你在七星潭海灘曾看到什麼樣的垃圾 

 

    遊客看到的垃圾大

多是是寶特瓶、塑膠

袋、菸蒂，這些垃圾

分 別 占 了 48.2%、

49.4%、48.2%， 接 著

是吸管、保麗龍及免

洗餐具，最少的是漁

業用品及其他類，可

見塑膠垃圾在七星潭

是十分常見的。 

 

 

10、你覺得以前的七星潭和現在的七星潭最大的不同是 

 

    大部分的遊客普遍

認 為 近 年 來 的 七 星

潭，觀光客、民宿、

攤販都變多了，因為

這些是屬於大型有感

的改變，最令人能直

接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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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結論 

 

        ( 一 )針對老師的訪談 

 

              賴威任老師之前所服務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是個關心台灣海洋環境、生態、及 

台灣海洋文化的一個單位。賴老師覺得早期的七星潭和現在的七星潭不同的地方是：1.海 

灘變短 2.建築物(民宿)變多。這些年來，海灘上許多保麗龍和塑膠垃圾大都是人類所製 

造。這些垃圾對海洋和生態有極大的危害，除了造成海洋生物死亡，破碎化的懸浮粒子也 

對人類的健康造成影響。 

 

11、請問您知道每年有 1270 萬噸塑膠流入大海，而每人每週吃到

的塑膠微粒等於一張信用卡大小？ 

       

    超過半數以上的遊

客 不 知 道 「 每 年 有

1270 萬噸塑膠流入大

海」、「每人每週吃到

的塑膠微粒等於一張

信用卡大小」。 

 

     

 

12、請問您是否願意再來七星潭旅遊？ 

 
 

    有九成五以上的遊

客願意再來七星潭觀

光，通常是因為風景

美、適合放鬆、但卻

有將近零點五成的遊

客不願意再來七星

潭，關於這點之後的

研究可以進行探討。 

13、請問您是否願意和我們一起為這美麗的七星潭盡一份心力，不

隨意丟棄垃圾並愛護它？ 

 

    雖然大家都有看到

許多垃圾，但是 100%

的遊客都願意和我們

一起為七星潭的環境

努力。 

 

    身為地球的一份

子，維護大自然的心

是每個人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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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人類打造出「海洋吸塵器」希望能收集海上的塑膠垃圾甚至是塑膠微粒，但為 

了要攔下 1 公釐的微粒，孔洞要很小，因此也有可能會將其他生物撈起。因此想要處理塑 

膠微粒問題，可能也會產生另一種生態浩劫，所以目前沒有辦法處理海洋中塑膠微粒的問 

題。 

 

                     賴老師也告訴我們花蓮七星潭環保公園前身為垃圾掩埋場，但受到海水侵蝕海岸

線，邊坡持續坍塌，垃圾裸露甚至落入海中。雖然這些年政府持續用水泥修建邊坡及擋土

牆，以及丟放消波塊護岸，仍不敵大自然力量，每經過一段時間就要再度修建及填補。因

此，想要保護七星潭，讓她變美，我們可以從讓遊客不要丟垃圾做起( 減少現場丟的垃圾)， 

並鼓勵大家減少一次性垃圾的使用，這樣才能從根本解決海洋垃圾的問題。 

     

       (二 )七星潭淨灘結果 

 

         7 月 25 日我們參加了由 Gogoro Taiwan 所舉辦環島淨灘 —花蓮場的活動。經過這 

一次七星潭淨灘活動，驚覺原來看似乾淨的海灘上，其實隱藏了很多垃圾，並不像我們原本

想的那樣乾淨。垃圾的種類五花八門，但最多的是保麗龍、漁網、塑膠餐盒、寶特瓶等。稀

奇的是，我們還有撿到鐵工面罩、冰箱門、足球、滅火器。而且垃圾無國界，我們收集到的

海洋垃圾裡居然有飄洋過海來的地界標，可見一個垃圾可以漂到多遠的地方。這天我們總共

清理了 349.3 公斤的垃圾。 

   

表 3-1   7/25 七星潭淨灘成果 

7/25（六）花蓮七星潭清理海灘面積 57266 平方公尺 

一般垃圾 163.7 公斤 

回收垃圾 85.6 公斤 

大型垃圾 約 100 公斤 

 

資料來源：RE-THINK × Gogoro 環島淨灘 
         

    ( 三 )遊客訪問結果 

 

            在公共設施滿意度的調查當中，我們也觀察到一個獨特的現象，最滿意的前二名是步

道及觀景亭，已占了滿意度將近 70%，停車場及廁所分別占了第三和第四，但滿意度卻只有

17.4%、16.3%，可見對遊客而言，這二個公共設施是嚴重不足。 
 

     在心理體驗滿意度的方面，環境維護的清潔度的滿意度是落後，遊客大多認為垃圾問 

題是七星潭極為嚴重的問題之一，因此我們可以推測出大多數遊客對垃圾問題規劃不滿意的

原因是因為七星潭風景區中，有開放使用的垃圾桶並不多，加上兩地的垃圾桶相距很遠，因

此才會有民眾或遊客將自己的垃圾隨手一丟，及海水將海中垃圾沖上岸等等造成海灘都是垃

圾及不美觀的原因。 

 

            大部分遊客覺得七星潭風景區最需要改進的部分是攤販問題，因為攤販販賣的食物會

產生垃圾相關問題，而這二個問題占了 81.4%，然而問卷第九題裡也呈現出在七星潭最常看

見的垃圾是寶特瓶、塑膠袋，可見攤販及垃圾問題確實令人擔憂。 

 

   ( 四 ) 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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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給政府的建議 

 

   七星潭已經成為遊客到花蓮必去的景點，攤販規劃、垃圾問題、周邊道路及休 

息區的規劃是需要做部分的調整，尤其針對垃圾問題，雖然近年來政府在環保減塑做了許多

的宣導及相關措施，但沙灘上仍可看見不少塑膠袋、寶特瓶、菸蒂、保麗龍、吸管、免洗餐

具、漁業用品。在罰則部分可採取加重罰則或強制參加環保議題課程或淨灘活動等。其次也

可結合七星潭定置漁場的特色做相關的活動，透過漁村再造讓遊客了解人與海洋之間的緊密

關係。 

 

          由於七星潭風景區涵蓋的範圍狹長，道路狹小，行車動線欠佳，因此應規畫良

好的停車動線，才不會影響旅遊的品質及興趣。其次是攤販管理欠佳，周遭環境紊亂，有礙

整體景觀，除了設置一定比例的垃圾桶外，加強宣導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也很重要。七星潭風

景區占的較廣，廁所量與遊客量比例不足，除了設置流動廁所外，結合當地民宿或餐廳提供

友善廁所的服務，不僅可以免去廁所的管理及維護，也可以活絡當地產業。 

   

  2. 給遊客的建議 

    

      維護七星潭的美麗是你、我共同的責任，因此需提高公民的素質，進而提升城市 

的人文形象。我們希望來遊玩的旅客不要只帶走美好的回憶，卻自私的留下滿地的垃圾。建

議遊客可以做到垃圾 不落地，自己攜帶餐具，減少垃圾的產生。 

 

                    七星潭汽、機車空位格數不多，建議遊客可採取共乘，如此可減少汽、機車所排

放的廢氣量，亦使交通動線更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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