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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學期末的最後一天，老師把我們五、六年級有意願參與小論文競賽的小朋友召集起來，讓大家

一起討論小論文的題目，六年級的冠穎和稙凱覺得這是他們在國小度過的最後一個暑假，想要有個不

一樣的暑假留下美好的回憶，他們想到曾經有學過關於減塑的課題，想要做的題目是如何讓海洋生物

的死亡率降低。  

     五年級的小朋友柏洋與牧忻聽完了六年級的大哥哥大姊姊分享後，想知道哪個地區的垃圾量較

大，但是查到的資料並不完整，所以決定要自己動手來調查，他們還好奇為什麼人類在那麼短的時間

製造那麼多垃圾，大家七嘴八舌的討論，都與海洋及廢棄物有關，所以大家討論後就打算朝這方面的

題目著手。 

    研究小隊成軍後的第一天，我們就決定將第一次的淨灘初體驗獻給黑潮海洋基金會在暑假第一天

所舉行的淨灘活動，那次我們了解垃圾的龐大量，也體驗到淨灘的趣味性，這讓我們更確定了淨灘及

調查海洋廢棄物的方向與主題，我們第一次淨灘時，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們有找到一顆發芽的椰子，

並用些沙子把它種起來，我們都叫它小椰，還在開玩笑說它長大以後會變成「少椰(爺)」，接下來是

「大椰(爺)」和 「老椰」，但是我們隔兩周後再去看它時，它已消失成為「亡椰(王爺)」了，為了讓小

椰們有更好的生長環境，不要都變成亡椰，所以我們決定暑假每兩個禮拜就來淨灘一次，並了解海洋

垃圾的種類及數量。 

 

二、研究小隊 

    我們這個小隊名字叫做「宜昌 I see sea」。為什麼 I see sea 是我們的隊伍名稱呢？取自海洋廢棄物

監測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也就是「國際海洋廢物監測計畫」的諧音，隊伍名稱中文翻譯

的意思是我們看見了大海，也代表著我們透過實際的淨灘行動看見了不同的海洋風貌，更認識了孕育

許多生命的海洋母親。 

   我們這團隊共有六人，指導老師兩名，學生四

名。指導老師是沈盈君老師和梁曉娟老師，兩位老

師平時的作風有如我們的平輩卻不失老師風采，熱

愛搞笑廣受我們大家的喜愛。其他四位隊員分別為

何冠穎、林稙凱、向柏洋和冬牧忻同學，冠穎喜歡

交一大堆朋友和別人聊天；稙凱有著一顆老成的心

和高超的資訊能力；柏洋總是笑嘻嘻的，開朗又樂

於助人；牧忻有一副愛動物的好心腸，更令人羨慕

的是還有超厲害的統整能力，我們是一群熱血又活

潑的小隊。 

圖 1-1 我們的研究小隊         

三、研究目的   

(一)透過田野調查，了解美崙溪出海口的海洋廢棄物種類與數量比例 

(二)透過行動研究歷程，找到減少海洋廢棄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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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架構 

 

圖 1-2 研究流程圖 

    本研究採取行動研究的架構，共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研究準備，從第一次參與黑潮海洋文教基

金會所舉辦的淨灘活動，發現美崙溪出海口充滿了許多垃圾的問題後，小組員們一面蒐集相關資料，

一面共同擬定初步的解決行動方案。 

    第二階段研究行動，內容就是要用在暑假期間，每隔兩週來美崙溪出海口淨灘，並使用 ICC 表格

統計淨灘所撿到的垃圾，利用田野調查的方式進行海洋廢棄物調查，了解哪一個種類的海洋廢棄物數

量比例最高，經過四次淨灘活動調查後，分析發現塑膠類的海洋廢棄物數量比例最高，討論後也認為

只有我們小組員在淨灘是不夠的，垃圾是永遠撿不完的，經過反思與討論後，我們決定修正行動方案。 

    第三階段研究推廣，經過省思與討論後，我們執行第二個行動方案，將行動方案分成五個小行動，

(一)快閃海洋劇場：利用學校的大下課時間在司令台前舉行環保海洋小劇場快閃戲劇演出，讓大家知

道海邊亂丟的塑膠袋，會讓海龜誤以為是水母吃下肚子而死亡，並告訴大家海洋廢棄物影響人類、環

境及生物的嚴重性，推廣淨灘活動的重要，並宣傳我們在 9 月 16 日國際淨灘日有舉辦非常有趣的淨

灘活動，邀請大家一同參加；(二) ICC 大分類：淨灘日當天由牧忻負責向大家解說 ICC 淨灘表格的內

容及如何分類，並帶有趣的小遊戲，為淨灘活動做暖身；(三)淨灘玩很大：接下來由柏洋負責說明如

何淨灘及注意事項，並將淨灘活動轉換成競賽遊戲，採小組比賽制，使用 ICC 淨灘表格記錄，撿到最

多垃圾的小組便是贏家；(四)「塑塑」行動：由稙凱請大家分享淨灘心得，並討論要從日常生活中減

少塑膠垃圾，推廣「不塑」生活，避免這些塑膠垃圾再度汙染海洋，請大家將日常生活中可以做到的

方法寫在「不塑」宣言的海報上；(五)海洋塑膠專賣店：由冠穎負責向大家展示我們小組利用淨灘所

撿到的廢棄寶特瓶蓋與吸管做成的裝置藝術，並帶大家討論日常生活中很難避免接觸到塑膠製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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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將這些塑膠製品減少一次性的使用，延長壽命及重複利用。 

    第四個階段：經過四次的淨灘活動與五個推廣活動後，小隊員整理活動紀錄並撰寫後續相關結論

與建議。 

 

五、研究器材 

  我們在做淨灘記錄的歷程中使用到許多器材，包含淨灘裝備手套、夾子、麻布袋、垃圾袋之外，

還有紀錄工具紀錄紙、簽到表、記錄夾板、活動宣傳單、文具及電腦。 

表 1-1 研究器材一覽表 

名
稱 手套 夾子 麻布袋 垃圾袋 電腦網路 

圖

示 

 

    

用
途 

淨灘配戴手套以避
免尖銳物刺傷手部 

淨灘時撿拾垃圾
的工具 

易碎品及危險物
品以麻布袋包裝 

以大型垃圾袋裝海
灘上的各類垃圾 

查詢、彙整資料
及心得撰寫 

名
稱 紀錄紙 簽到表 夾板 宣傳單 文具 

圖

示 

  

 

 
 

用
途 

以 ICC 表格記錄垃
圾，並反思行為與
產生垃圾的關連性 

記錄每場淨灘出
席人數 垃圾記錄工具 宣傳活動及報名回

條 研究記錄工具 

 

貳●正文 

一、文獻探討 

(一) 美崙溪出海口 

      出海口的定義是河流和海洋、湖泊、水庫等的結合地段，一般多指河流入海的區域。（維基百

科，2017）而我們選擇研究的美崙溪，它發源於中央山脈，上游起始由水源地到水源大橋，中游地段

經過了豐川堤防到嘉國橋，那裡舊時是撒奇萊雅族聚居之處，溪水過尚志橋到了淨水廠，溪水經過淨

水廠淨化水質，為花蓮市民帶來乾淨的飲用水，小溪也經過將軍府這個從日治時期就存在的歷史建

築，為這片溪流帶來濃濃的人文氣息，溪水來到了旅程的末端，來到了菁華橋和曙光橋，南邊有南濱

公園坐擁溼地，北邊則由提供運動休閒的北濱公園坐鎮，最後注入太平洋，總長共 16 公里(漫遊美崙

溪，2017)，美崙溪貫穿整個花蓮市區，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出海口則是溪海的交界，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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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我們的生活如何影響到環境，這也是我們這小隊選擇要在美崙溪出海口調查海洋廢棄物的原因。 

 (二) 淨灘及國際淨灘活動紀錄表 

     在荒野保護協會淨灘的二三事中說到：淨灘是清理海岸上的海洋廢棄物。聯合國訂定的「海洋

廢棄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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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或加工的固體都

稱為海洋廢棄物，當人們生活中所有吃、穿、戴、用的物品，只要出現在海邊，就是淨灘要清除的目

標，而我們認為淨灘就是去撿海岸上的垃圾，把人類所製造且不能夠被大自然分解的垃圾撿拾乾淨。  

ICC(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也就是「國際海洋廢物監測計畫」，是美國海洋保育協會發起

的國際淨灘活動，而他們又為了這個活動製作了一個國際淨灘行動紀錄表，全世界的 ICC 行動都可使

用這張標準的紀錄表格進行資料記錄，使用相同的表格使得世界各地的數據得以共同彙整、比較差

異，並經由多次修改有許多版本。我們這一組所使用的紀錄表是 2016 年修訂版的台灣國際淨灘行動

紀錄表。 

紀錄表格將海洋廢棄物大致分成生活垃圾與遊憩行為、醫療與個人衛生用品、菸蒂、漁業與休閒

釣魚及當地關心的廢棄物的類別，方便我們從淨灘表格來推理出垃圾來源及什麼樣的生活行為會造成

海洋廢棄物，例如海灘上有很多的菸蒂就代表有人在這兒抽煙，有很多吸管就能大概推估海灘上的有

很多人在喝飲料，或是大家生活中常使用到塑膠吸管，了解來源後，進而宣導改變民眾的生活習慣，

達到有效減少海洋廢棄物的目的。 

環保動員令書中也有提到現代垃圾量之所以會比以前多，除了沒有養成環保習慣外，還因為古人

使用之器具大多是以自然資源做成，因此會腐爛回歸自然(林玫君，2002)，反之現代人的生活用品大

多為便宜又方便取得的塑膠製品，導致海灘上出現了各式各樣難以分解的海洋廢棄物。而目前美國國

際環保組織「海洋保育中心」訂定每年九月的第三個星期六為「國際海岸清潔日」，後來加拿大、日

本、荷蘭、委內瑞拉、希臘、以色列、英國的二十多國紛紛加入這個「清潔隊」(林玫君，2002)。 

(三)海洋廢棄物及海洋廢棄物的影響 

海洋廢棄物，是什麼？在荒野保護協會的網站上說「海洋廢棄物是遭人為處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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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保護協會，2017)，我們則是認為所有人

類創造的垃圾，且被遺棄在海上的物品即是海洋廢棄物。那海洋廢棄物包含什麼呢？一般是指流浪在

海上的「寶特瓶、吸管、塑膠瓶蓋、外帶飲料杯、其他食物容器、免洗餐具、非食物的瓶罐容器、鐵

鋁罐、塑膠提袋、鋁箔包、利樂包、食物包裝袋、玻璃瓶、牙刷、針筒/針頭......等等」(荒野保護協

會，2017)。 

我們將海洋廢棄物的影響分為海洋生物、人類及環境這三方面作為探討，分述如下： 

1.海洋生物：台灣每年每人大約用掉 45 公斤的塑膠製品，最多為塑膠袋。當塑膠袋在海中漂浮時極

像海龜的美食-水母，因此有很多海龜誤食塑膠袋最後死亡(林玫君，2002)。中途島有全球 71%的黑背

信天翁住在這，每年都有五十萬隻雛鳥出生，但是有近二十萬隻的雛鳥比一般死因的雛鳥誤食近兩倍

之多的塑膠垃圾。而英國 BCC 統計全世界每年使用的垃圾袋數量，發現高達 1.2 兆個塑膠袋，而每分

鐘有超過一百多萬個塑膠袋被使用，每個塑膠袋的壽命只有 12 分鐘 (黑潮海洋基金會，2017)。因為

洋流影響，所以世界各地各樣的垃圾都聚在台灣，最後形成比台灣大四十倍面積大的太平洋垃圾帶，

最後一個塑膠垃圾，最少要六百萬年才能夠分解(張泰迪，2014)。根據以上資料顯示後，才知道如果

垃圾越積越多，會發生這些嚴重的問題，並影響未來的生活，我們必須好好對待地球。 

2.人類：1828 年開始，人類開始製造化學物質，製造出塑膠、化學藥物等，隨著當時人口的成長，塑

膠垃圾大量產出不知如何處理，所以很多垃圾是隨意丟棄或是進行焚燒，但是發現塑膠垃圾經過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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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會產生有毒氣體，例如有些塑膠的材料 PVC、PS 或 PET…等，經過焚燒後會導致戴奧辛這種有毒

物質的產生，這種物質會造成人類致癌物，最常見的是損害肝臟與免疫系統、影響酵素運作功能，造

成消化不良、肌肉或是關節疼痛、易致使孕婦流產或是產下畸胎以及視力受損等危害人體健康的狀況

(羅仁傑、羅竣譯，2002)。在 1972 年，美國通過全世界最嚴格的污染控制法規，並成立環境保護署，

才減緩了污染的情況，減少碳與垃圾污染的影響，製造美麗的地球(高尼克、奧華特，2013)，人類製

作的這些塑膠製品，提供了生活的方便，但也影響了健康。 

3.環境：生活垃圾中有許多大量的微生物與病菌，在堆置後可能會產生酸性、鹼性物質，還有可能溶

出重金屬物質，例如：汞、鉛、鎘等，如果隨意堆置或掩埋，可能會導致有害物質溶進土壤中，造成

一定量的汙染，或是堆置水源處，導致河川或水源的汙染。垃圾如果長時間堆置，會產生霉變，產生

有帶有病菌或微生物的微懸浮粒子，造成空氣汙染，還有在隨意掩埋垃圾的地方，可能會有寄生蟲的

產生，讓土壤感染，有可能會危害人體健康。塑膠等無法化解的垃圾，可能會令農田遭受腐蝕，還有

農作物死亡等影響產生，令農作物經濟損失。(每日頭條-生活垃圾污染環境影響人體健康，2017)，在

生活垃圾中有許多有害的物質，如果又經過日積月累的時間過後，又更加的恐怖，但如果妥當的處理，

這些垃圾就可以被解決，也幫助環境更加美好。 

 

二、海洋廢棄物調查歷程 

  暑假開始至開學期間，宜昌 I see sea 小隊每隔兩周就會到美崙溪出海口淨灘，除了 7 月 29 日遇

到颱風取消一次外，我們總共淨灘了四次，小隊員們除了想還給大自然一片乾淨的海灘之外，我們也

在淨灘過程中一邊發現問題，一邊思考並場嘗試著如何解決。 

表 2-1 淨灘活動歷程紀錄 

照片          日期 活動內容 發現的問題 解決的方法 

7 月 01 日

 

圖為海灘上發現的小

椰。 

由於不是所有組員都有淨灘經

驗，所以我們決定先參加黑潮

海洋文教基金會所舉辦的淨灘

活動來吸取經驗。到了海灘後

大家倒抽一口氣，實在是太多

垃圾了。海灘上有許多奇奇怪

怪的垃圾，像是寶特瓶、碎酒

瓶、輪胎、吸管、瓶蓋等等，

甚至是隱形水母「垃圾袋」。於

是宜昌 I see sea 小隊正式成

立，並決定每兩周回到海邊淨

灘，調查海灘上的垃圾。 

1. 發現海灘上

的垃圾超級多。 

2. 發現了「小

椰」，所以希望

它能有個美美

的家。 

3. 為什麼大家

明知海灘上有

這麼多垃圾卻

不願改變自己

的使用習慣？ 

 

1. 下定決心在這片沙攤上

做定期淨灘活動。 

2. 要更認真地撿拾海灘上

的垃圾，還給小椰一片乾淨

的大海。 

3. 小隊員每個人都試著在

生活中減少使用塑膠的次數

及用量，並做後續推廣影響

他人。 

 

 

7 月 15 日 到了沙灘，映入眼簾的依舊是

大量的塑膠垃圾，大家興致勃

勃，去找小椰的蹤跡，但都找

不到，十分難過，我們希望下

1.我們兩周前認

識的小椰不見

了。 

2.撿垃圾時發現

1.查詢沙洲是不是適合椰子

生長環境，下定決心營造一

個乾淨的環境讓沙洲上的動

植物可以生長。 



東海岸海洋廢棄物調查-花蓮的出海口在哭泣 

 

6 
 

 

圖為海灘上找到許多

特別的垃圾。 

次可以找到它。當時有發現一

些小型海洋生物的屍體，柏洋

將這些屍體掩埋，避免屍體腐

爛而發出臭味。當時還有家庭

垃圾的產生，裡頭都是生活用

品，有些還有臭味，甚至沒有

分類，大家花了許多時間，才

將好幾袋垃圾整理完。 

了許多小動物

屍體。 

3.發現針頭，以

及藥物，還有許

多家庭垃圾。 

2.我們將他掩埋起來，避免

腐爛在海邊。 

3.可以向警局或是環保局檢

舉，投訴海灘邊有許多需處

理回收的物品，以及有許多

大型包裝垃圾，希望增加此

地區的巡邏，減少垃圾的產

生。    

8 月 12 日 

 
圖為改變了記錄垃圾

的方式，減少了許多

記錄時間。 

今天，宜昌國小的 I see sea 小隊

第三次到美崙溪出海口淨灘，

這次淨灘時所用的記錄方法和

以往的方式不同，這次改為撿

垃圾同時做分類記錄，所以結

束時間比以往快了許多。 

大家在每次淨灘中發現海灘上

多數的垃圾多為塑膠類的垃

圾，所以大家有個想法，就是

以身作則並且分享減塑的宣導

活動。 

1.垃圾袋帶太

少，所以時間還

沒到，我們的垃

圾袋就滿了。 

2.人數不足的問

題。 

3.淨灘時間太

晚，太陽大到大

家都受不了。 

1.垃圾袋帶多一點，或是請

大家分別攜帶垃圾袋。 

2.每個人多邀請身邊的朋友

一起來參加。 

3.時間提早，讓大家不會感

到這麼炎熱。 

8 月 26 日 

 

圖為大家在大樹下將

撿到的海洋廢棄物做

分類。 

今天大家去淨灘，和以往不同

的是，大家是和黑潮的大哥哥

姊姊一起去淨灘，而且時間較

早。這次去沙洲淨灘時，可能

是颱風過境的原因，發現沙洲

上有非常多漂流木、竹子，而

且裡面夾著許多保麗龍、吸

管、菸蒂、寶特瓶等比較細小

的垃圾。大家只用了短短的半

個鐘頭，卻把原先髒亂不堪的

沙洲清理的乾淨許多。雖然上

面依然有數以千計的漂流木，

但大部分夾雜的垃圾已被我們

帶上了樹下分類。 

1.漂流木很多，

裡面夾雜著許

多垃圾。 

2.看到許多保麗

龍碎片。 

3.垃圾太多，撿

不完。 

1.把垃圾分為可自然分解和

不可自然分解兩大類，把不

可自然分解的垃圾撿起來，

因為它們會造成生態問題。 

2.盡量把保麗龍碎片撿起

來，尤其是小碎片，以免魚

蝦吃掉，而人類又把它們吃

下去，然後毒素就留在我們

體內。 

3.推廣淨灘，讓更多人參加

這個活動。我們從 ICC 這個

表格得知最多的是塑膠垃

圾，所以我們也希望在學校

中推廣不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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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廢棄物調查結果分析 

 本小隊按照 ICC 分類製成分析圖，並排序出美崙溪出海口海洋廢棄物出現率最高的前五名，詳細

記錄表及數據詳見檔案庫，小隊經過四次淨灘調查美崙溪出海口海洋廢棄物發現出現最多的是生活垃

圾中的寶特瓶、塑膠瓶蓋、吸管和玻璃瓶，於是針對這些塑膠垃圾進行宣導減塑行動。 

表 2-2 海洋廢棄物調查結果分析 

ICC 海洋廢棄物分析圖 

七

月

一

日 

 

七

月

十

五

日 

 

第一名:寶特瓶和塑膠瓶蓋 第一名:玻璃瓶 

第二名:吸管 第二名:食品包裝袋 

第三名:免洗餐具 第三名:菸蒂 

第四名:玻璃瓶 第四名:非食物容器和免洗餐具 

第五名:菸蒂和塑膠提袋 第五名:塑膠瓶蓋和吸管 

八

月

十

二

日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第一名:吸管 第一名:吸管 

第二名:塑膠瓶蓋 第二名:塑膠瓶蓋 

第三名:寶特瓶 第三名:寶特瓶 

第四名:玻璃瓶 第四名:塑膠提袋、打火機 

第五名:外帶飲料杯 第五名:玻璃瓶 



東海岸海洋廢棄物調查-花蓮的出海口在哭泣 

 

8 
 

四、研究活動 

     從海洋廢棄物調查活動中發現，最大宗的是以日常生活所製造出的塑膠垃圾居多，小隊員們認

為只靠我們淨灘的行動來清除海邊的垃圾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將淨灘所調查到的海洋廢棄物資訊告

訴更多人，邀請大家一同參與，並告訴大家海洋廢棄物對於人類、生物及環境所造成汙染的嚴重性，

更重要的是大家要從日常生活中減少                                                                                      製造塑膠垃圾，控制源頭才能真正解決海洋廢棄物延伸的問題。 

表 2-3 推廣活動歷程紀錄 

日期 活動目的 活動內容 活動迴響 

9 月 12 日(快閃海洋劇場) 

 

 

為了讓大眾能更

了解海洋廢棄物

對於生態環境影

響的嚴重性。 

為了宣傳淨灘活動廣邀師生參與，在

大下課時演出快閃海洋小劇場，透過

廣播讓全校知道司令台上表演，隊員

們扮演海龜誤以為塑膠袋是水母，而

誤食導致死亡的小短劇，希望大家重

視海洋垃圾對生物的影響，激發大家

來參與為大家設計的一系列淨灘活

動，並一起用行動減少海洋廢棄物。 

戲劇結束後，有許

多師生向我們索

取淨灘報名表，也

有不認識的小朋

友主動來跟我們

說，他覺得剛才的

戲劇很有趣，讓我

們感到很開心。 

9 月 16 日 

(ICC 大分類-主持人： 

冬牧忻) 

 

解說 ICC 表格，

讓大眾能了解藉

由這個表格，我們

可以知道什麼樣

的生活習慣及行

為會造成海洋廢

棄物。 

第一關由牧忻負責介紹 ICC 表格，她

設計了一些遊戲，希望可以藉由遊戲

的過程讓大家可以多多認識 ICC 表

格，並希望大家在淨灘時可以明確的

知道自己撿到的垃圾屬於 ICC 分類表

中的哪一類垃圾，好讓紀錄者在淨灘

的過程中可以更迅速的完成記錄。 

解說完後，我們設

計相關遊戲，參與

的人反應很快，回

答的也很正確，讓

我們知道剛才大

家都很認真在聽

解說呢！ 

9 月 16 日 

(淨灘玩很大-主持人： 

向柏洋) 

 

透過小組競賽方

式，吸引大眾一同

參與淨灘活動，同

時，經由親身的參

與體驗，更了解花

蓮美崙溪出海口

海洋廢棄圾垃十

分多的情況。 

第二關由柏洋主持淨灘積分賽，首先

將所有報名參加的熱血青年分成三大

隊進行分組比賽，撿到的垃圾以 10 個

為一分，越高分的隊伍越有機會贏得

野餐的美食。正式淨灘時，大家都勤

奮的撿拾垃圾和認真的分類並紀錄，

雖然只有三十分鐘，但是大家也撿拾

了將近 1000 個垃圾呢！ 

統計結果共撿了

近千個海洋廢棄

物，讓我們感動的

是，有位七旬的爺

爺頂著烈日參與

淨灘全程，看到爺

爺的熱情，也激勵

大家淨灘的鬥志。 

9 月 16 日 

(塑塑行動-主持人： 

林稙凱) 

 

讓大眾了解我們

的日常生活習慣

與海洋廢棄物息

息相關，並透過討

論的方式讓大眾

思考有那些有效

第三關由稙凱負責引導大家省思生活

中的習慣與海洋廢棄物的關連，大家

撿完垃圾還是能專心聆聽講解，並踴

躍的發言，大家觀察淨灘的紀錄後也

互相分享如何從生活中改變以減少塑

膠垃圾的產生，最後大家並一起宣示

活動結束後，我們

仔細看大家的宣

言，十分實用，多

用環保餐具、少用

塑膠袋、少喝外帶

飲料和買東西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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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減塑方式能落

實在日常生活中。 

對海洋的承諾，寫下對生活中下定決

心的減少垃圾的方式。 

自備環保袋，這些

都是很好的方式。 

9 月 16 日 

(海洋塑膠專賣店-主持

人：何冠穎) 

 

日常生活中，很難

避免使用到塑膠

製品，帶著大家一

同思考，如果無法

壁免，這些塑膠產

品可以如何延長

使用壽命或是再

次利用。 

第四關由冠穎負海洋塑膠專賣店，主

要是在介紹我們如何在生活中減少使

用塑膠或將塑膠重複使用。以不斷的

提問來激起討論。提出的問題有我們

如何再次利用塑膠？我們如何減少使

用塑膠？大家提出的解決方法不勝枚

舉，大家的回答非常踴躍，最後的回

饋時間時大家也都願意再次來淨灘。 

大家的回答中有

很多塑膠再利用

方式，如用完的洗

衣精可以剪一個

開口做成信箱，或

是保特瓶可以做

成盆栽容器或澆

花器，很有創意。 

 

參●結論 

根據研究目的和研究結果，我們提出以下結論

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一) 美崙溪出海口的海洋廢棄物種類以生活

垃圾為主：根據我們四次的淨灘調查加一次的

淨灘發現，美崙溪出海口的海洋廢棄物種類數

量比例最多的分別為寶特瓶、塑膠瓶蓋、吸

管、玻璃瓶、免洗餐具及食品包裝袋，所佔比

例如圖 3-1 呈現。這些海洋廢棄物在 ICC 分類

表格中是屬於生活垃圾與休憩行為類，所以我

們認為唯有降低這些生活中所產生的垃圾，才

能真正減少海洋廢棄物的產生。 

另外，我們也發現，在所有總數當中玻璃瓶類

出現的比例佔第四名，根據包裝推測，大多是

美崙溪出海口有許多釣客會喝的提神飲料。             圖 3-1 海洋廢棄物各類種數比例圖 

(二) 透過行動研究的歷程，我們整理出有效的減少海洋廢棄物的方法如下： 

1.宣導海洋廢棄物對於環境的影響：我們透過「快閃海洋劇場」，告訴大家海洋廢棄物不僅會造成海

洋環境物染，也會讓海洋生物死亡，甚至會透過食物鏈，影響到人類，將這樣的嚴重性告訴大家，讓

大眾的環保意識抬頭。 

2.廣邀大眾，一同參與淨灘活動：我們在學校藉由宣導海洋廢棄物對於環境影響的嚴重性，號召更多

人一起參與淨灘活動，我們舉辦了「淨灘玩很大」，希望透過有趣的小組競賽方式，提高參與意願，

期待大家經由親身的參與體驗，了解海洋廢棄物在美崙溪出海口是如此的多。 

3.推廣不塑生活，從源頭開始減少廢棄物的產生：我們舉辦「ICC 大分類」向大眾說明，我們藉由 ICC

表格調查中，發現海洋廢棄物以生活塑膠垃圾為主，並藉由「塑塑行動」這個活動，推廣我們應該從

生活中減少產生塑膠垃圾做起，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有買零食時，盡量大包裝，不要買小包裝的，去購

物時，可以自備環保杯或環保袋，使用環保餐具（玻璃吸管、自備餐具、環保袋），不購買過度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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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物，從自己生活習慣改變開始，成為一個減塑的小種子，慢慢的影響生活周遭的家人及朋友。 

4.將塑膠垃圾重新利用或延長塑膠使用壽命：生活中我們很難避免不使用到塑膠產品，所以我們開了

「海洋塑膠專賣店」，告訴大家我們利用從淨灘撿到的廢棄物變成美麗的裝置藝術，提醒大眾可以塑

膠產品可重複利用或作為其他用途，讓這些塑膠產品免於淪為垃圾的命運。 

5. 針對當地遊客及釣客，加強宣導：透過我們四次的淨灘及推廣活動，我們成功地引起當地遊客的

注意，許多遊客及釣客都會來問我們在做什麼，我們也會向他們介紹我們的活動內容，有遊客聽完後

表示，未來在購賣飲料時，願意不拿吸管，我們也告訴他們小型垃圾可丟附近的垃圾桶，大型垃圾可

以拿到距離 1 公里遠處的花蓮市清潔隊，子母車開放時間是週二、四和六，上午八點至中午十二點止。 

二、研究建議 

1.請警察局和海巡署定時來做巡邏：我們在美崙溪出海口撿到許多用途不明的針頭，我們想到其實可

以和相關單位通報，請警察局和海巡署定時來做巡邏，加強此地區的巡視，衛護此地區的安全。 

2.建議熟識的店家，可以減少塑膠用品的使用，或無塑活動：建議熟識的店家，可以推廣使用自備餐

具或環保杯的活動，使用的顧客可以優惠 1~2 元，用折價方式吸引大家一同響應環保，推動無塑行動。 

3.舉辦環保競賽：在學校或社區，可以像我們這次自助性舉辦環保競賽，讓用最少塑膠垃圾的班級或

小組得到獎勵，可以體驗環保的生活，又能增加趣味性，讓更多的人來參與。 

4.可貼環保告示牌或警告標語：在淨灘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許多一包一包的家庭或生活垃圾被丟在

海灘中，可以在海灘貼環保告示牌或警告標語，讓在海邊的遊客和釣客，可以注意到自身行為，可以

警示民眾，避免丟垃圾在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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