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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台灣人很愛吃，也是世界的浪費大國之一，「台灣家庭每年平均會丟棄 96 公斤的食物，

比中國、日本以及韓國高出兩成，比東南亞地區高出 8.7 倍」。（天下雜誌，2014 年） 

 

  我們想知道，究竟是何種因素造就台灣被貼上「浪費大國」的標籤，民眾過於注重外

表，導致許多有缺陷的作物在原產地就慘遭淘汰；台灣一直流行的吃到飽文化也是主因，打

出低價優惠，顧客貪便宜吃不完只能倒入廚餘；全台有一萬多間便利商店以丟棄的方式處理

即期食品。 

 

一、研究背景 

 

  在歐洲國家開始流行剩食餐廳，他們利用人們拋棄的食材製作成可口的餐點，也因為如

此，我們小組決定以「環保、不浪費」作為出發點，探討可利用剩餘食材製作出餐點以利國

人揚起「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 

 

  現代人追求著精緻美食，往往顧忌著美麗的外觀卻忽略了是否過度浪費，研究顯示出台

灣人每天丟棄的食物可以堆成 60 座 101 大樓，不過落後國家卻過著卻有一餐沒一餐的日

子。 

 

二、研究動機 

  非洲等等貧困國家幾乎每天都有人死於飢餓，研究顯示每 5 分鐘就有一人因挨餓而死，

其中多半是年幼孩童；但台灣每年，每個人浪費了將近 1 公噸的食物，如果我們能夠將心比

心、體諒經常處於飢餓的東南亞地區以及非洲國家，想必世界上的飢餓問題就能有所改善。 

 

三、研究目的 

  依據研究背景以及動機，討論出下列四點研究目的： 

（1）如何能夠減少各大餐廳的食物浪費？ 

（2）如何能夠利用各大餐廳所丟棄的食材幫助弱勢家庭？ 

（3）如何能夠活用食材以避免過度浪費？ 

（4）如何能夠讓剩餘食材能重新登上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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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 剩食的由來 

 

  「全國有三分之二的食物還沒進到你的胃，就先進了垃圾桶」（社企流，2014 年）。 

 

  台灣在世界享譽「美食王國」的美名，但在那光鮮亮麗的背後卻隱藏著嚴重的食物浪

費，台灣家庭一整年的廚餘量高達 96 公斤，和歐美國家並列浪費大國，比起日本、韓國與

中國多出了整整百分之二十，一天的廚餘量可以堆疊出 60 棟 101 大樓，一年損耗 2400 億台

幣，可以讓全台小學生享用免費營養午餐 39 年。 

 

二、 剩食的響應 

 

（一）醜蔬果運動：法國的某個傳統市集發起了「醜蔬果運動」，攤販將歪曲的小黃瓜、遇

水裂開的番茄…等等，原本會被丟棄的食物放上架，為期三天的活動吸引了許多家庭

響應，滯銷的醜蔬果在三天銷售一空。（聯合電子報，2013 年） 

 

（二）打擊糧食浪費年：歐盟高峰會上決議出各個成員國提出如何減少糧食浪費的問題。 

（中央社新聞，2014 年） 

 

（三）德國－共享冰箱：德國民間組織在首都柏林設置「共享冰箱」，讓大家能夠將家中用

不完的食材放入冰箱供窮人取用。（關鍵評論，2015 年） 

 

（四）西班牙－共享冰箱：加爾達市的民間組織設立「共享冰箱」，裡面放了附近餐廳製作

的美味佳餚提供窮人取用。（社企流，2015 年） 

 

（五）荷蘭－Instock 餐廳：這是一間「剩食專賣店」，位在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餐廳老闆

是四名前超市員工，他們看著在超市裡的嚴重浪費，經由反覆討論之後決定開設這間

餐廳。（主婦聯盟，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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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剩食的應用 

 

  台灣家庭很喜歡留剩菜，往往都遺忘在冰箱直到腐壞，沒用到的蔬菜或水果放到它爛掉

就丟入廚餘桶，以下介紹幾道運用剩菜製成的料理。 

 

  （一）豆渣蔥煎餅：身為豆漿的廚餘角色「豆渣」，其實蛋白質、糖類、不飽和脂肪酸

等都比豆漿本身更多。（Carol 自在生活，2012 年） 

 

  （二）椒鹽香菇頭：「香菇尚含有多醣類物質香菇多糖（Lentinan），其中一種β-1，6-葡

聚糖注射入人體則有抗癌作用」（維基百科，2016 年），值得一提的是香菇頭含有比香菇更多

的酵素，可以幫助消化。（渝媽的部落，2012 年） 

 

  （三）芹菜葉煎蛋：芹菜葉所含的營養素比芹菜莖還要來的多，它所包含的蛋白質、脂

肪、粗纖維、鈣、磷、鐵等，對於降低血壓和強健頭腦都有很好的功效。（新知大耳朵，

2014 年） 

 

  （四）涼拌蘿蔔皮：蘿蔔皮富含蘿蔔硫素，為十字花科蔬菜裡最有益健康的化合物之

一，由於外皮最接近太陽，具有合成抗紫外線物質的能力，富含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植化

素，通常是抗氧化作用最好的部分。（新知大耳朵，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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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論 

 

一、資料分析 

 

  本研究問卷樣本數 100 人，以某家商學生為詢問對象，男女不拘。 

 

問卷題目 
同意 

程度 

非常 

不同意 
不同意 普通 同意 

非常 

同意 

1.家中若有剩食，

您是否會反覆加熱

直到吃完為止？ 

人數 36 34 13 14 3 

百分比 36% 34% 13% 14% 3% 

2.請問家中是否有

浪費食物的行為？ 

人數 23 37 4 28 8 

百分比 23% 37% 4% 28% 8% 

3.經由以上敘述，

您是否對「剩食共

享」有所瞭解？ 

人數 23 29 14 23 11 

百分比 23% 29% 14% 23% 11% 

4.請問您是否願意

一起參與「剩食共

享」？ 

人數 32 18 21 21 8 

百分比 32% 18% 21% 21% 8% 

5.經由以上敘述，

您是否對「綠色飲

食」有所瞭解？ 

人數 39 21 14 9 17 

百分比 39% 21% 14% 9% 17% 

6.請問您是否願意

一起參與「綠色飲

食」？ 

人數 24 30 11 19 16 

百分比 24% 30% 11% 19% 16% 

7.經由以上敘述，

您是否對「共食冰

箱」有所瞭解？ 

人數 29 21 20 20 10 

百分比 29% 21% 20% 20% 10% 

8.若您身旁有設立

「共食冰箱」，您是

否願意共襄盛舉？ 

人數 37 22 6 6 29 

百分比 37% 22% 6% 6% 29% 

資料來源：研究小組自行統整 

 

二、結果與討論 

 

本章節主要內容共分為二節：第一節「結論」、第二節「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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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結果 

 

  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大眾對於「點食成金」這項議題的認知與支持度，整理出以下 8 項

結果： 

 

1. 問卷第一題：「家中若有剩食，是否會反覆加熱直到吃完？」，選擇同意的人數有 17 人

（17%），不同意的有 70 人（70%）。 

 

2. 問卷第二題：「家中是否有浪費食物的行為？」，選擇同意的有 36 人（36%），不同意的有

60 人（60%）。 

 

3. 問卷第三題：「經由以上敘述，您是否對＂剩食共享＂有所理解？」，選擇同意的有 34 人

（34%），選擇不同意的有 52 人（52%）。 

 

4. 問卷第四題「請問您是否願意一起參與＂剩食共享＂？」選擇同意的有 29 人（29%），選

擇不同意的有 50 人（50%）。 

 

5. 問卷第五題：「經由以上敘述，您是否對＂共食冰箱＂有所理解？」選擇同意的有 50 人

（50%），選擇不同意的有 30 人（30%）。 

 

6. 問卷第六題：「若在您的身旁有＂共食冰箱＂，您是否願意共襄盛舉？」選擇同意的有

35 人（35%），選擇不同意的有 59 人（59%）。 

 

（二）討論 

 

1. 本研究僅針對某家商之教職員以及學生共 100 人，不足以代表社會大眾，希望後續研究

者可將研究層面擴大至一般大眾，藉以推廣「綠色飲食」。 

 

2. 在問卷中有關於剩食處理方式的部份，選擇會將其保存後再加熱處理後食用的人只有

30%；70%的人並不會將剩餘的食材再處理後食用。而這也符合了我們找到的文獻資料，

「台灣家庭每年平均會丟棄 96 公斤的食物，比中國、日本以及韓國高出兩成，比東南亞

地區高出 8.7 倍」。（天下雜誌，2014 年） 

 

3. 在問到家中是否有浪費食物的狀況時，大家也都承認家中有這樣的狀況，顯示大家都知

道有浪費狀況，卻不想或不知道該如何去修正。 

 

4. 對於”剩食共享”的觀念推廣，在這次的問卷中選擇了解的人只有 50%，說明了這樣的

觀念推廣仍有加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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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於”共食冰箱”有所了解的人只有 50%，雖然這樣的觀念在國外早已推廣好幾年，而

台灣這二年來也一直在媒體上時有所見，一些賣場也開始有設置(如:家樂福、7-11..等)。

小組推測原因為本次受訪者為高中職生，對這部份民生新聞本就屬於較無感的年齡，若

有後續研究，將再以不同年齡層為研究對象。 

 

6. 承上題選項，由於對”共食冰箱”了解的人不多，所以願意共襄盛舉這次活動的人也就

只有 35%的人而已。 

 

7. 綜合以上的結論，”剩食”共享的觀念尚需要大家努力的推廣，尤其在台灣餐廳用餐

時，主人總會刻意多點菜，怕客人吃不夠會沒面子，而吃不完的東西也都不想打包回

家，但其實都造成了浪費。 

 

8. 根據小組討論結果，我們歸納了兩項結論： 

（1） 在家中吃多少、煮多少。 

（2） 在外用餐吃不完的打包，打包不是貧窮或是小氣吝嗇，而是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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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問卷 

 

您好，我們是 337的學生，我們正針對「剰食」與「共享」進行研究探討，希望能借用您的

一點時間替我們填寫問卷。 

 

您的性別：□男性 □女性      就讀年級: □高一□高二□高三 

 

綠色環保－探討國內外剰食浪費問題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請問家中若有剰食，您是否會反覆加熱直到吃完

為止？ 

     

2.請問家中是否有浪費食物的行為？      

3.請問經由以上敘述，您是否對「剰食共享」有所

瞭解？ 

     

4.請問您是否願意一起參與「剰食共享」？      

5.請問請問經由以上敘述，您是否對「共食冰箱」

有所瞭解？ 

     

6.請問您身邊若有「共食冰箱」，是否願意共襄盛

舉？ 

     

 

  「剰食共享」是在 2014年歐盟高峰會提出的議題，現代人追求著精緻美食，往往顧忌

著美麗的外觀卻忽略了是否過度浪費，根據研究，台灣人每天丟棄的食物可以堆成 60座 101

大樓，不過反觀東南亞的落後國家，每天過著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 

 

  「綠色飲食」關懷土地環境的綠色飲食教育，關心食物從土地到餐桌，再從餐桌到土地

的整個過程中所牽涉關聯的環境相關環節，包括食物的種植生產方式，是否為珍惜水土的友

善耕種方式，加工過程是否使用不必要的人工化學添加物，是否使用具有健康風險及農藥問

題的基因改造作物等。 

 

  「共享冰箱」最早發跡於德國的柏林，當地的名間團體在街頭設立共享冰箱，附近的居

民與店家在冰箱裡放入「即期品」，讓有需要的人可以直接拿取，不需要付半毛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