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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來人們創造出許多十分便利的物品，追求更加便利的生活

同時也產生許多廢棄物，自二十世紀時人們開始意識到永續的概念，環保意識抬頭促

使各國政府簽訂許多相關條文，設立環保相關機關等，政府政策之傳達，國民中小學

教育等至今也有二十年左右，已建立許多民眾相關資源回收之知識以及罰則等，據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全國資源回收率從 1998 年的 5.8%左右提升至今約 45.92%。 

 

    在我們身處的校園當中，雖有相當完善的資源回收之流程與系統，卻仍時不時會

看見許多同學沒有做好分類與回收的動作將垃圾隨意丟棄，本研究想探討中學生們在

校園內對於資源回收的看法並希望能提供學校相關建議。 

 

二、研究目的 

 

針對校園內學生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目的在於了解學生對於資源回收及進行回收的相

關看法與行為，如以下四點： 

 

  （一）了解校園資源回收的重要性。 

  （二）了解學生資源回收的配合度。 

  （三）了解學生實行資源回收的困難度。 

  （四）將資源回收的正確做法影響家人的意願。 

 

三、研究方法 

 

透過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完成此次論文。首先蒐集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相關文獻

資料，整理文獻中對於資源回收的重要性。並使用問卷調查法，調查學生對於資源回收重

要性的了解及在校園內實踐資源回收的配合情況及困難度，以此做出建議供學校單位參考。 

 

四、研究架構 

 

 

圖 1-1 研究流程圖 

（圖 1-1 資料來源：研究者繪製）  

確定主題 蒐集資料 資料彙整 設計問卷 問卷分析 
完成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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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大量的生產與消費活動，造成了大量的垃圾。據環保署的統計，1994 年台灣地區家戶垃

圾的清運量為 846 萬噸，相當於每人每天製造 1.104 公斤的垃圾，垃圾並以每年百分之五的

速度在成長。（金鈦興商行，2015）1996 年台灣每人每日生產之垃圾量為 1.13 公斤，較十年

前增加五成。（鄭益明，2004）垃圾問題確實需要妥善處理，否則將會影響環境衛生，並且

危害我們的生存環境。 

 

 一、層出不窮的垃圾問題 

 

  垃圾問題是當今台灣重要的環保問題，台灣人每天製造兩萬三千噸垃圾，如果再加上

事業廢棄物，台灣每年垃圾製造量高達兩千一百萬噸。目前許多掩埋場都面臨飽和，全台

灣因垃圾而引起的抗爭及風波就佔所有公害糾紛的三分之二，無處可去的垃圾隨時都將引

爆垃圾大戰，然而長期以來，中央政府遲遲無法找出妥善對策，關於焚化爐或垃圾掩埋場

的利弊以及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之間為作通盤考量。中央與地方權限不清，地方政府甚至

帶頭製造污染以及缺乏與民眾的協調及溝通，造成民眾加強抗爭的行動不斷，使台灣垃圾

問題處在一個無解的惡性循環之中。 

 

  從垃圾處理史來看，先是對垃圾的詞義已越來越廣化，並且所謂的 Nimbysim （Not in 

my backyard）以及 Nimtoism（Not in my turn of office）的盛行，使得垃圾處理越來越不易，

垃圾場址也面臨無處可去的困境。因此，將來不僅是對垃圾焚化處理技術的共識要達成，

並且所謂 3R（Reduce，Recycle，Reuse）的概念也要傳達至社會上。 

 

  謝欽宗立委則認為台灣的垃圾問題主要癥結在於每日的垃圾產量過多從而加速垃圾掩

埋場以及垃圾焚化爐的使用壽命減短，然而，根據調查台灣地區可供回收的資源垃圾占台

灣垃圾總量的百分之四十。所以如何使這百分之四十的資源垃圾再生利用，以減少台灣的

垃圾量是當務之急，然而台灣的民眾對於資源垃圾分類回收處理尚未成為一種習慣，再加

上政府單位對垃圾回收處理未與以落實並提供便利的管道以使民眾可以配合資源垃圾分類

回收，因此，現階段政府除應繼續加強廢紙的回收之外，在包裝容器與塑膠袋的管制上更

應該予以加強。 

 

二、垃圾處理方式 

 

（一）衛生掩埋：垃圾掩埋有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不可焚化的部分（包括可回收、

不可回收），第二個部分為焚化過後，無法再利用的爐渣。垃圾掩埋又分為永久

性掩埋與臨時性掩埋，例如核廢料在短期間內並無法有解決的技術，故皆採用永

久性掩埋，而一般垃圾掩埋由於證明生物處理效率相當低，國外傾向視為暫時性

掩埋，日後勢必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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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焚化處理：焚化處理的垃圾必須為可燃、且低污染的垃圾，這部分為焚化處理的

重要爭議項目。 

（三）資源回收：先進國家的垃圾定義是「真正的垃圾是無法處理掉的」，表示任何物

體在被定義為垃圾之前，必須努力的試著回收處理它，讓它有再使用的機會。 

 

表 2-1 垃圾處理方法處理對象及優缺點 

垃圾處理方法 處理對象 優點 缺點 

衛生掩埋法 

不可焚化的垃圾及焚

化過後，無法再利用

的爐渣。 

投資額較焚化或堆肥低

廉、不需複雜的設備與

控制器具。 

易造成臭味和塵埃、

掩埋場的使用壽命有

限。 

焚化處理法 
可燃、且低污染的垃

圾。 

減少垃圾體積延長土地

壽命、較不受惡劣氣候

之影響。 

焚化處理垃圾費用昂

貴、產生空氣及水污

染物質。 

資源回收法 
經過處理可以再利用

或再製造的垃圾。 
達到垃圾減量。 無。 

（表 2-1 資料來源：垃圾處理方式，2011） 

 

三、資源回收特性 

 

  資源回收指的是將廢棄物回收再利用，以下列出校園中廢棄物特徵、再製品與回收程

序，詳見下表： 

 

 表 2-2 廢棄物再製品與回收程序 

 特徵 再製品 回收程序 

紙類 

廢報紙、包裝紙、紙

箱、雜誌。 

紙箱、便條紙、筆記

本、衛生紙等。 

1、 將紙類分成有無處理，有處

理過之廢紙無法回收。 

2、 將回收之廢紙蒐集整理做十

字綑綁。 

金

屬

類 

廢

鋁 

1、 軟且輕，磁鐵不

吸。 

2、 其鋁罐可用手捏

擠，罐身一次成

型無夾縫且有高

度再生利用價值

。 

鋁罐、鋁片、鋁錠、

汽機車零件、日用五

金等各項鋁製品。 

1、 將罐子洗清、晾乾。 

2、 將金屬類分成廢鋁、廢鐵兩

類。 

廢

鐵 

1、 質硬且重，磁鐵

可吸。 

2、 其罐身不易捏擠

，罐身有夾縫。 

鋼筋、鋼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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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徵 再製品 回收程序 

塑

膠

類 

寶

特

瓶 

以射出成型，瓶身為

寶特瓶，瓶底有一個

圓點，質輕不易壞。 

芭比娃娃金色頭髮、

花盆、綑綁帶、垃圾

桶、地毯、拉鍊、填

充物及人造纖維、熱

封膜片。 

1、 將塑膠、非塑膠分開處理。 

2、 瓶子洗清、晾乾。 

3、 塑膠類分成寶特瓶、塑膠容

器兩類。 
塑

膠

容

器 

材質種類眾多，常見

的有鮮奶瓶、養樂多

瓶、沙拉油瓶、洗髮

精瓶、化妝品瓶。 

錄影帶外殼等各種塑

膠製品。 

玻璃類 

晶瑩剔透易碎。 各類玻璃製品。 1、 將金屬、玻璃分開處理。 

2、 將瓶子洗清、晾乾。 

3、 將玻璃類分成無色、茶色、

綠色三種顏色。 

廢電池 
形狀有圓筒型、鈕扣

型、及長方柱體狀。 

電池、溫度計、血壓

計、日光燈。 

由處理廠進行分解、粉碎、篩

選，分解出各類金屬再利用。 

（表 2-2 資料來源：謝美玉，2014） 

 

四、資源回收的重要性 

 

 世界上多數國家的戴奧辛主要來自焚化爐，尤其以燃燒塑膠和其他含氯物質為最。

戴奧辛為強力的致癌因子、腫瘤觸發者及畸型因子，在極微量下亦會影響免疫系統和內分

泌系統。再者戴奧辛會透過食物鏈的積聚與濃縮，對高等動物─尤其是人類─造成比其他

生物更嚴重的影響。經過一連串的食物鏈後，最後戴奧辛就進入了人體。因此微量的戴奧

辛被排放到大氣、土壤及水體後，經由食物鏈的積聚與濃縮作用，當我們吃了被戴奧辛污

染的食物後，其中戴奧辛的含量可能足以傷害我們。（鄭益明，2004） 

 

  不管是哪一型的焚化爐，要能發揮其效率與減低排放物，就必須做好分類。金屬類、

電池、有機化合物及塑膠類，絕對不可送入焚化，因為金屬類和塑膠類（特別是 PVC 製

品）是爐渣、灰渣及空氣排放物中最毒的重金屬、戴奧辛及夫喃的來源。因此若要焚化爐

有效率又乾淨的運作，垃圾分類及回收是必要的先決條件，而非如政府官員所說的，什麼

都可以放進去燒。（鄭益明，2004） 

 

五、資源回收的好處 

 

  人們大量的生產與消費，製造出大量垃圾，若是未妥善回收處理，將會危害到我們生

存的環境，因此必須共同努力解決垃圾問題。以下列出幾點資源回收的好處： 

 

（一）垃圾減量。 

（二）資源永續利用：鋁罐可一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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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減少垃圾處理成本。 

（四）減少對動植物的傷害。 

（五）減少汙染環境：再生紙可減少 75～90%空氣汙染。 

（六）增加經濟效益：若加強回收對外輸出廢紙，每年可多出十多億的收入；廢鋁再生

場所需設備投資可節省 90%經費。 

（七）節省能源：再生紙可節省約 75%能源、50%用水；再生回收鋁可節省 95%能源。 

（八）延長掩埋場、焚化爐使用年限。（資源回收好處，2006） 

 

在生活中，資源回收物品除了送到回收站回收和創作變成裝飾品以外，是否可能改造

成日常生活實用的物品呢？希望每個人都能隨手撿回不要的物品，用簡單的方法與步驟改

造資源回收物品，讓它們變成每天都能使用、甚至可以當成禮物送人的東西。隨手回收的

瓶瓶罐罐，不只是貼上色紙、黏合之後變裝飾品，而是變成設計風的生活創作，用實際行

動來環保愛地球。更重要的是，在這些簡單手作中，思考生活所需，培養美感經驗與環保

習慣，在日常中實踐環保與美學觀念。（蘇偉馨，2016） 

 

六、目前校園內資源回收實施辦法 

 

  每班基本分八十分，依打掃優劣加減分。每週以五天競賽，每週平均八十三分以上列

為優等，七十九（含）至八十三分（含）列為甲等，七十九分以下列乙等。 

 

 （一）垃圾分類 

 

 1、綠色垃圾桶（不可回收可燃類：雜物、木屑、衛生紙、吸管、樹枝、樹葉、資源

垃圾以外的垃圾等） 

 2、紅色垃圾桶（可回收：鋁箔包、保特瓶、塑膠製餐（盒、碗）、塑膠製品） 

 3、橘色垃圾桶（可回收：如鋁、鐵罐、鋁罐、鐵絲、鐵條、鐵製品） 

 4、藍色垃圾桶（可回收：書報、雜誌、包裝紙、圖畫紙、廣告紙、紙類餐（盒、碗）、

紙杯） 

 5、廢塑膠袋回收箱（可回收：所有大小塑膠袋不限顏色，須將內容物清除極可回收） 

 6、廚餘回收分二類：養豬和堆肥分開 

 7、玻璃類回收：碎玻璃、玻璃瓶 

 

 （二）配合環保署公告自九十一年七月一日起，限制使用塑膠製品如下： 

 

 1、塑膠免洗餐盒（含衛生筷、湯匙、叉子） 

 2、保麗龍免洗餐具（含湯匙） 

 3、塑膠杯（盒） 

 4、保麗龍杯（盒） 

 5、塑膠袋（0.06 公釐以下，一般用塑膠袋） 

 以上限制使用之塑膠類製品（不含杯蓋、紙杯封膜、碗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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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期結束：上學期取前四～六名頒發獎金，下學期高三取一～三名，高一、二取    

一～四名頒發獎金。 

 

1、 第一名：一千元。 

2、 第二名：八百元。 

3、 第三名：七百元。 

4、 第四名：六百元。 

5、 第五名：五百元。 

6、 第六名：四百元。 

 

  

圖 2-1 寶興里敦親睦鄰（樹德家商網站，2015） 圖 2-2 寶興里敦親睦鄰（樹德家商網站，2015） 

 

七、問卷統計結果與分析 

 

  根據研究目的，擬定問卷並於校園內發放調查，藉以探討與了解學生對於資源回收的

重要性及實行度。隨機發放 200 份問卷，有效問卷 172 份。 

 

 
圖 2-1 你知道資源回收有幾種分類 

1、 你知道資源回收有幾種分類嗎？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有 72.7%的學生

已經清楚知道資源回收有幾種分類，

23.8%表示普通，只有 3.5%表示不同意及

非常不同意。由此可知，大部分的學生

都是知道資源回收大致上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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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你知道沒做好資源回收會造成危害 

2、 你知道沒做好資源回收會對地球造成危

害嗎？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92.7%的學生已

經清楚知道沒做好資源回收會對地球造

成危害，6%表示普通，只有 1.3%表示不

同意及非常不同意。由此可知，大部分

的學生都知道沒做好資源回收會傷害地

球。 

 
圖 2-3 你認為校園內有確實做好資源回收 

3、 你認為校園內有確實做好資源回收嗎？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有 58.5%的學生

認為校園內有確實做好資源回收，34.1%

表示普通，只有 7.4%表示不同意及非常

不同意。由此可知，部分學生認為學校

有做好資源回收。 

 
圖 2-4 你認為校園對於資源回收的宣導足夠 

4、 你認為校園對於資源回收的宣導足夠嗎

？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有 58.5%的學生

認為校園對於資源回收的宣導足夠，

34.1%表示普通，只有 7.4%表示不同意及

非常不同意。由此可知，部分學生認為

學校的宣導是足夠的。 

 
圖 2-5 你認為做好資源回收是困難的事情 

5、 你認為做好資源回收是困難的事情嗎？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只有 32.2%的學

生認為做好資源回收是困難的，23.8%表

示普通，有 44%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

意。由此可知，部分學生認為做好資源

回收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6、 你認為無法做好資源回收的原因是？（問答題） 

  54%的學生回答的原因都是因為「懶惰、不方便、麻煩」等因素使然。12%則認為

是宣導不足，不清楚學校的規定。其次的因素則有垃圾桶設置不足等因素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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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你認為什麼方法可讓學生在校園內更能做好資源回收？（問答題） 

  34%的學生回答認為要「加強宣導」、 19%的同學認為可採用「監督控管」的方

式來改善，其次有 18%的同學認為可採用「獎勵方式」來改善，有 8%的同學則認為增

設垃圾桶也是改善的方法之一。 

 
圖 2-8 平時在家裡是否有做好資源回收 

8、平時在家裡是否有做好資源回收？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有 72.6%的學生

在家裡有做好資源回收。16.7%表示普通

，只有 10.7%表示不同意及非常不同意。

由此可知，大部分學生在家裡都有做好

資源回收。 

 
圖 2-9 願意將正確的資源回收觀念帶給家人 

9、你願意將正確的資源回收觀念帶給家人

嗎？ 

分析： 

  根據問卷統計結果，有 82.2%的學生

願意將正確的資源回收觀念帶給家人。

14.3%表示普通，只有 3.5%表示不同意及

非常不同意。由此可知，大部分學生都

願意將正確的觀念帶給家人。 

10、現今越來越多人重視環保了，為響應環保你會採取什麼方式來愛我們的地球呢？ 

  35%的同學選擇採用做好「垃圾分類」的方式來愛地球，其它愛地球的方式還有以下

幾種：（1）節約能源。（2）搭乘大眾運輸。（3）使用環保餐具、環保袋。 

 

參、結論 

 

 一、結論 

 

  根據研究調查結果，大部分的學生知道資源回收的分類，且沒做好資源回收對

地球會造成危害。另外，部分學生認為學校對於資源回收的宣導是足夠的，但仍舊

需要加強宣導。有許多學生無法做好資源回收的原因是因為懶惰，若可使用獎勵的

方式或監督控管，會讓學生更能做好資源回收。  

 

  現在大家都知道要做環保，但卻沒有幾個人「實際」去做。我們必須改變觀念

與態度，將資源回收帶入我們的生活當中，讓它成為一個習慣，要將資源回收當成

是個人的本份，不是清潔隊或環保媽媽或是別人的工作，人人都做環保，環境就不

會這麼髒亂，生活中的環保問題也能減少或甚至不再出現。因此我們認為學校是教

育單位更要徹底地引導學生確實做好資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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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議 

 

  本研究根據調查結果，提出幾項認為學校可以做出的改善：  

 

（一）學校可召開學生小組擬定有關資源回收的獎勵方案，希望可以激勵學生去

克服掉本身的惰性。 

（二）利用升旗或是班會等時間加強宣導垃圾分類的方法，希望因此不要再有學

生因為搞不清楚而亂丟。 

（三）在早自修時間播放宣導影片，例如：垃圾汙染對地球動植物造成的危害，

希望因此可以深植環保愛地球的概念。 

（四）可考慮增設垃圾桶及洗手枱，希望可以便利學生在實踐垃圾分類及資源回

收的處理時不要嫌髒嫌麻煩。  

 

  由問卷調查結果得知，有 82.2%的學生願意將正確的資源回收觀念帶給家人，因此

學校單位若能教育好學生，將能有效地改善每個家庭、整個社會，進而整個大環境，為未

來的子孫留下一個依舊美麗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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