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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傳統的塑膠具有高可塑性、耐久的優點，但塑膠耐久的優點卻也

成了另一種難題，那就是現代國家塑膠廢棄物重量占固形廢棄的 30%，

體積更是高達 60%，人們為了解決環境污染及水土保持問題，PLA （生

物可分解塑膠）就是解決問題方法之一。PLA 成分大多為天然聚合物，

亦可進行生質回收。 PLA 材料開發了各種領域的應用，符合「源於自

然，歸於自然」的經濟效益，滿足可持續發展的要求。經過本次研究，

不但可以俯瞰人們造 PLA 技術發展歷程，並可探討 PLA 發展策略，相

信能達到永續生存，為地球創造新潮流趨勢。  

 

二、研究目的 

 

（一）研究玉米塑膠的定義 

（二）探討玉米塑膠的運用與未來發展 

（三）調查對玉米塑膠的認知及對環境、商業的經濟效益 

（四）經由企業訪談結果提供大眾對玉米製塑膠的影響及建議 

 

三、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法 

利用文獻書籍更詳細了解 PLA的用處，加以分析 PLA 的優劣勢。 

 

（二）企業訪談法 

經由〝星巴克、85度Ｃ、Caffe Bene〞訪談調查以明白環保塑膠

的商機。 

 

（三）實地訪談法 

親自到展覽館〝玉米食器〞參觀，了解文獻額外更詳細的問題，

能更加融入本次專題。 

 

四、研究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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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訂 定 主 題  

↓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資 料  

↓ 

 資 料 整 理  

↓ 

 訪 談 內 容 設 計  

↓ 

 統 計 與 結 果 分 析  

↓ 

 結 論 與 建 議   

 

貳●正文 

一、玉米環保塑膠的定義 

 

玉米製環保塑膠的主要成份是由玉米、小麥等含澱粉類植物取出 PLA 聚

乳酸 （全名 Polylactic Acid） 而成的塑膠。PLA 能夠同普通高分子一樣進

行各種成型加工，如注塑、吹膜、纖維成型（一種塑料加工方法）等。製備的

各種薄膜、片材、纖維經過熱成型、紡絲等二次加工後可以廣泛應用服裝、紡

織、包裝、農、林、土木、建築、 醫療衛生用品等領域。經過耐久性、耐熱

性等改性的 PLA材料還可以做為工程塑料、汽車等行業。PLA製品擺脫對石油

的依賴；具有良好堆肥性，生物降解性，降解產生的二氧化碳和水可以返回自

然界。由此可見，PLA能夠滿足可續發展的要求。 

 

（一）玉米環保塑膠的發展歷史 

 

    Pelouze首先發現了乳酸線型二聚體，提出了使用乳酸聚物聚合的

二步法。20 世紀 60 年代，研究者開始研究 PLA 作為纖維材料應用於醫

用領域。在 1970年美國的 Ethicon公司研發最具價值 PLA纖維能被人體

吸收的手術縫合線。 

1980年代後，環保塑膠開始變為重視、商業化，經過數年的推廣

及改善，漸漸得到部分市場認同。不過，眼前世界各國的回收機制未確

立，所以，作為全球最重視綠化的德國，決定實施以環保塑膠資源回收，

建構資源循環型社會的實驗與證明。這項實驗證明，凡使用環保塑膠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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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都可得到「六角形包圍雙葉」標章認證。通過這項認證的產品可製

作堆肥。認證標章之中的六角形，代表負責資源回收的英塔傑羅公司保

證進行資源回收，此實驗稱為德國的「卡賽爾計畫」。 

到了 90年代，PLA才被認為可以做為日用塑膠應用的生產和加工

技術研究，Cargill公司 1988年開始研究乳酸、炳交酯和 PLA，認為它

將是工業用石油的代替品。1997 年 Cargill 公司成立了 Cargill-Dow

聚合公司，為世界上最大的 PLA生產公司。Cargill-Dow公司的 PLA纖

維 2004年打入中國市場，非纖維用途的 PLA樹脂 2005年進入中國。目

前工業用聚乳酸的製備最主要處在實驗室及研究階段。 

 

圖（一）為德國的「卡塞爾計畫」文獻，

由文獻可知，這項計畫普遍得到民眾支持，

購買時會特別注意選擇標章，甚至產品本

身通過前項認證商品。家庭廚餘等垃圾也

都使用前述通過認證的塑膠袋進行回收。

另外，民眾給予計畫高度評價，並熱烈參

與，荷蘭也全面引進卡塞爾方式。 

       圖（一） 「卡塞爾計畫」 

  資料來源：生物可分解塑膠協會（2008），圖解生物可分解塑膠 

 

（二）玉米環保塑膠的 SWOT分析 

 

         表（一）SWOT分析 

優勢 

 分解性良好 

 分解後產生二氧化碳、水，重返自然界 

 與土壤、生物、環境相容性良好 

 可微波、耐 UV、耐濕 

弱勢 
 成本高 

 多數人分不清傳統塑膠及 PLA塑膠差異 

機會 
 響應節能，PLA為很好的替代塑膠 

 成分取自玉米的根、莖，不會造成糧食短缺 

威脅 

 短時間內不容易取代傳統塑膠 

 傳統塑膠比環保塑膠便宜 

 傳統塑膠的韌性及耐熱性較好 

      資料來源：楊斌（2010），PLA 聚乳酸環保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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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環保塑膠各項處理方式 

 

廢棄的聚乳酸產品有多種廢棄物處理方式，由於玉米環保塑膠的

特色就是完全可分解，所以無論自然分解、堆肥、焚化處理只要有微生

物菌，PLA都不會造成環境的負擔。PLA降解方式主為生物降解及水解，

生物降解會使有機物質通過生物代謝作用而得到分解，水解則是會在高

溫高壓下由水引起的降解反應，由於聚乳酸的分解溫度較低，聚乳酸焚

化後所產生的熱量較傳統塑膠低，排放的氣體主要為二氧化碳、水。排

放的二氧化碳會在與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成為一個碳循環系統，過程中

PLA都不會造成環境的負擔。 

 

（四）玉米環保塑膠的循環過程 

 

圖（二）為實地探訪製作 PLA 的過程 

                      資料來源：實地探訪展覽館＂玉米食器＂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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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傳統塑膠與環保塑膠廢棄處理比較 

 

表（二）廢棄處理比較 

 玉米塑膠製品 塑膠製品 

回收 回收後再利用 回收後再利用 

掩埋 
不會有任何有毒物質流入土壤中 不易分解又有安定劑、填充劑及色

料經雨水溶出會造成二次公害 

焚化 
可以乾淨地完全燃燒，同時不會有

有毒物質產生 

塑膠熱值高會，同時產生戴奧辛等

有毒物質 

堆肥 
與有機廢棄物，如廚餘等一同回收

堆肥 

無法分解且不能堆肥，無法與廚餘

一同堆肥 

棄置 
接觸有微生物菌的土壤、河川、海

洋均會逐漸分解。 

任何環境都無法分解，同時造成環

境污染 

資料來源：2014 年 5 月商業週刊 

 

二、玉米環保塑膠的運用與未來發展 

 

（一） 玉米塑膠的運用 

 

玉米塑膠的新功能纖維所具有柔軟、質輕、吸汗、快乾、抗菌等。與

一般合成纖維不同，是屬於「舒適的合成纖維」。利用以上特點，PLA 纖維

可利用於，下表所示： 

 

表（三）PLA的運用 

項目 內容 

農 業  防寒帳、防蟲網、果實袋、育苗床用材、農用膜、捆紮袋等。 

土木建築業 土工布、防草布、植被網、土壤補強材料、汙泥脫水袋等。 

服 裝 襯衫、運動服、裙子、內衣、睡衣、嬰兒用品、長襪等。 

日 常 生 活 浴巾、手帕、毛巾、購物袋、雨傘、棉被、窗簾、背包、帽子等。 

醫 療 衛 生  尿布、婦女衛生用品、紗布等 

資料來源：楊斌（2010），PLA 聚乳酸環保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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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玉米塑膠也有生物相容性，因此也被應用在醫療方面，稱為「生

體吸收性高分子材料」。例如骨釘、手術縫合線、支架等。 

 

   圖（三）為文獻蒐集「舒適的合成纖維」的

資料。從圖中可知，聚乳酸纖維遠比傳統化學纖

維更適合作為衣物，同理，用這種環保素材作為

生活用品，不僅環保，使用起來也更舒適。 

 

   圖（三）舒適的合成纖維 

 資料來源：生物可分解塑膠協會（2008），圖解生物可分解塑膠。 

 

    （二）市占率與未來發展 

 

現在玉米塑膠攻佔全球市場 ，光在台的市占率就高達 7 成。據（中央

社訊息「2011 生物可分解材料國際研討及成品展示」2011/11/08 日）得知連

知名德國的設備商也沒有相關經驗可以參考 ，所以完全得靠自己摸索。目前

玉米製環保杯 8 成銷往海外 ，2 成內銷國內 ，連星巴克、漢堡王、思樂冰 ，

都是他們的客戶。瑞旗公司總經理潘威志說:「尤其澳洲（銷量）成長 ，成

長了 70% ，跟去年比 ，這是非常可觀的。」根據經濟部技術處表示 ，除了

加強眾多中小型塑膠加工廠之外 ，需進一步確定未來五年有機能性技術，例

如：纖維補強複材、3D 快速製造等等開發方向 ，進而持續保持組織優勢能

耐之同時 ，創造最大執行效益 ，像是北歐等國家的素食餐廳供應環保 PLA

塑膠餐具給顧客使用，歐洲和亞洲國家已開始應用生物可分解農業覆蓋膜 ，

另外國內的鴻海集團也使用了這種塑膠做為電腦的機殼 ，可見 PLA 塑膠將

隨著綠化政策而帶起市佔率。 

 

    圖（四）為文獻蒐集的全球市佔率資料。

由圖可知，塑膠免洗餐具處理方式有兩種，

第一種是進焚化爐，第二種是進行材料回收。

若進行材料回收，必須沖掉食物殘渣，相當

麻煩。反之，使用環保塑膠就不必洗淨。只

要和廚餘一起堆肥即可。因此，使用環保塑

膠免洗餐具，應有非常大的拓展空間。 

      圖（四）全球市佔率 

  資料來源：生物可分解塑膠協會（2008），圖解生物可分解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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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為實地探訪所拍下的玉米製餐具 

 

 

        圖（五）玉米製餐具 

 資料來源：實地探訪＂玉米食器＂拍攝 

 

目前限制 PLA應用的主要原因是性能和價格。近年來隨著高分子材料科

學技術的進步，克服了缺乏韌性、耐熱性的缺點，但是還有一些問題需要深

入研究，如生物降解速度控制。PLA 的價格已大幅下降許多，只要擴張生產

規模、擴大加工措施都可讓 PLA的成本降低，加上人們近年對綠化意識興起，

期待 PLA能更加廣泛的應用。  

 

三、訪談企業對 PLA的看法及成功因素 

 

以下為星巴克、85 度 C 做企業調查，瞭解大眾對玉米塑膠的認知、了解企業

成功因素、帶來的影響力。此次問卷調查， 3家 85度 C，2家星巴克、1家 Caffe 

bene作實地店長訪問，以下將各個問題製成分析圖加以說明。 

 

四、統整資料分析及建議 

    

在企業訪談第一部分，我們以雷達圖表示企業成功因素，分析如下 

              圖（六）企業成功因素 

資料來源：經濟部（2004），纖維發展技術藍圖。 

 

 專家對分析 5 個企業成功的因素，根據訪談結果，成本及品質最高，銷售最

低，可見成功的創新政策使得品質變高，相對成本也提高，但因 PLA 弱勢為大眾

分不清傳統塑膠級 PLA塑膠差別，導致銷售量並沒有明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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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業訪談第二部分，我們以雷達圖表示企業自從改用玉米環保杯所帶來的影

響調查，分析如下： 

                    圖（七）PLA 環保杯帶來影響 

                      資料來源：訪談後自行分析 

  

根據訪談第二部分，改用了環保塑膠杯後帶來的成本變高，但是客人及銷售

量並無明顯增加，調查結果發現，聽過玉米環保杯的數據各佔一半，但民眾分不

清環保塑膠及傳統塑膠為 PLA 的缺點，因此我們可以推斷要大量推行 PLA 才能為

社會帶來更多商機。 

 

    為沒聽過的業者介紹 PLA 後所調查，支持 PLA 環保塑膠或對環境的回饋都得

到很高的回應，對整體的經濟效益也很高，但同時同行業者也跟者使用環保塑膠，

使得競爭力提高，由此可知，大眾對於 PLA的認同度很高，但必須經由大量推行， 

對環境、商機、未來發展的經濟效益才能更加提升得到雙贏效果。 

 

参●結論 

 

    環保議題漸漸受到重視，玉米製塑料解決了塑膠汙染問題。由訪談結果得知，

PLA環保塑膠受大部分的人們看好，且廣泛的應用在某些特定領域如前述，不論是

為環境、商機有著相當有潛力的發展與市場。但因多數人仍分不清傳統塑膠及環

保塑膠的差別，且成本、價格較昂貴，一般民眾較會選擇使用傳統塑膠，因此，

政府及業者應採取適當的政策，克服對〝環保塑膠〞這項弱勢，提升生活品質，

減低環境汙染。                                                                                              

 

    即便我們知道生物可分解塑膠好處有這麼多，卻無法保證是對地球完全無害

的， 但隨著人們對塑膠過度依賴，環保塑膠的確是個為地球傷害減到最低的治標

方法，可做為暫時替代性的能源，但如果我們持續不改善回收問題，恐怕會造成

嚴重的空氣汙染、產生新病毒的惡性循環。地球只有一個，為了下一代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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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是得確實的做好回收處理，這才是治本的最佳方法，以下是我們推行玉米

塑膠的自創詩。 

 

山林海洋多親近， 

保護環境為國策。 

塑膠不是無情物， 

化做玉米更護花。 

（改編自：已亥雜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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