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塑膠對環境的汙染及減塑政策的影響討論 

 研究動機 

塑膠在生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身旁也有許多物品的原料含有塑膠的成分，因為塑膠價錢
便宜又耐用，最大優點就是它很方便。但是塑膠無法在自然環境中分解，因此便造成了地
球極大的負擔，導致塑膠散落在陸地上，沉在海洋裡，生物誤食往往死路一條。進而可能
進入食物鏈影響甚廣。故本次小論文希望對於塑膠危害以及減塑進行討論。 

研究目的 

為了讓大家了解塑膠對環境的影響以及減塑政策的實施，共同努力拯救地球，本次小論文
期待能夠達到以下目的。 

(一)了解塑膠製品可能對於環境的危害。 

(二)整理並了解政府是否有針對塑膠產品進行政策面的修正。 

(三)了解一般民眾對於政府減塑政策的想法以及支持度。 

研究方法 

為了瞭解塑膠對於環境危害以及政府政策，我們蒐集塑膠製品對於環境的危害，製作圖表
以利了解政府減塑政策的時序以及施行方式，並且分析與討論一般民眾的問卷數據。 

一、基本介紹 

(一)塑膠的定義 

塑膠，泛指聚合材料的通用詞 

語，由高分子量的合成樹脂為 

主要成分，會在製作過程中加 

入添加劑，加工成形的塑性材 

料，塑膠原本目標是用來作為 

電的絕緣體，後來被廣泛運用 

在日常生活中。 

 (二)塑膠類製品的分類為了回 

收作業人員的方便以及降低塑 

膠對地球的負擔，我們針對問 

題製作表一，讓社會大眾有了 

解各個塑膠種類的差異性，並 

做好回收作業。 

二、塑化製品可能造成的環境危害 

目前生活中已經充斥塑化材料製品 

，便利了我們的生活，但塑膠畢竟 

是化學合成的產品，是否會對於我 

們的環境造成哪方面的危害仍須持 

續觀察，塑膠對於環境的影響，包 

含空氣、水、土地、生物以及人類 

的危害，為了方便閱讀製作為表二 

所示。 

三、政府實施減塑政策 

為了減少塑膠製品對於環 

境的危害，政府先後嘗試 

實施多種方式或政策希望 

能夠達到減塑，以下是針 

對2000-2018年內，政府對 

於減少塑膠使用面向上的 

作為，為了方便閱讀製作 

為表三所示。 

 

四、民眾看法 

生活忙碌之時，外食成了台人普遍的選擇，而許多店家為了因應政府政策，減少了塑膠製
品的使用，例如：飲料店的塑膠袋、吸管等，因此民眾需自行攜帶環保用具，以下是我們
在網路上蒐集民眾對於此政策的相關看法。 

  

(一)民眾對於減塑政策看法 

減塑政策有利有弊，一方面能控制塑膠製品用 

量，另一方面卻使得民眾感到生活上不便，圖 

一是說明民眾對於政策的支持度。 

 (二)民眾對於購物袋政策看法 

幾年前到超市購物時店家都會提供購物 

袋，但在購物用塑膠袋限用政策實施後 

，民眾需自行攜帶購物袋出門，下圖二                    圖一、民眾對減塑政策的支持率 

、圖三是民眾對於此政策的支持度。 

 

 

 

 

 

 

 

 

 

         圖二、實施第二階段購物用塑膠袋限用                 圖三、實施限用購物用塑膠袋政策 

                      政策支持度                                                                      對日常生活造成不便比率 

從圖二中得知，在政策後1個月的支持度是最低的，但到政策四個月後發現支持度大幅提
升至80%左右，可以得知政策的實施對於民眾的影響是有擴散效應的，而且之後幾個月都
趨近於平衡。圖三也有類似的趨勢，因為政策實施後，民眾因為外出購買沒有塑膠袋可以
提裝物品，所以為生活帶來了些許的不便，但將圖二與圖三一起比較可以發現，雖然這樣
的政策對生活造成不便，但是民眾對於這樣的政策支持度並沒有下降。 

 

 

 

 

  

 

 

 

 

           

 

從圖四來說，民眾對於該政策的認知在這6個月來，都非常的高，我們可以看到政策後1個月雖
然認知度非常高（90.43%），但是拿圖二來比較可以發現，實際實行政策的民眾意願度並不高
（67.81%），但到了政策實施4個月後，經由這樣的政策擴散效應，民眾的意願度才有所提升，
可以知道這樣的政策，使民眾對於減塑的重要性感知有所提升。與圖五進行比較可以得知，政
策實施剛開始民眾外出自備購物袋的比率也不高（53.76%），但到了政策實施6個月後比率也大
幅提升了約20%（71.86%），到了8個月後更是增加了約6%（78.36），由此可知民眾對政策的認
知度在微微上升的同時，外出自備購物袋的意願也提升了不少。比較圖例如下圖六。 

 

 

 

 

 

 

  

 

 

 

                                                                 

圖六中可知，圖二購物用塑膠袋限用政策實施後支持度與圖五購物自備購物袋的比率，在政策
實施後1個月都表現得不高，而經過了7個月後，兩者的發展走向都提升了20%左右，說明因為塑
膠袋的限用讓民眾感受到使用環保購物袋減少塑膠袋生產的重要性。而外出購物自備購物袋的
比率逐漸增加，可以知道民眾的環保意識逐漸提升。 

(三)民眾對於免洗餐具政策看法 

政府實施了許多政策預期使塑膠用量確實減少，但民眾的支持與理解度也是很重要的，為了了
解民眾對政策認知與接受的程度，我們蒐集資料並分析至做了以下圖七、圖八。 

 

 

 

  

 

 

 

 

 

 

          圖七、塑膠類免洗餐具限用政策認知度                 圖八、實施第二階段塑膠類免洗餐具 

                                                                                                                   限用政策支持度 

由圖七和圖八可以發現，一開始民眾接 

受的程度並不高，但政策後4個月到6個 

月之間，民眾對政策的認知度和支持度 

都有將近10%的提升，說明政策宣傳的 

程度和民眾對環保想要盡一份力的意識 

也有所提升。民眾感到造成不便的比例 

調查如圖九。 

剛開始對於民眾感到造成不便的比例較 

不高，91年7月1日郝龍斌宣布限塑後， 

造成不便的比率明顯上升，而政策實施 

後八個月不便的比率下降些許，依據推 

測可能是因為民眾已經習慣這樣的限塑 

政策對於生活的改變。 

 結論 

 政府推行政策往往是為了社會總體的營造，但也不免造成民眾的困擾，為了避免人民與政府之
間產生爭執，政府應多方參考民眾的意見，並讓民眾了解其中之內涵。期待未來能透過這些政
策讓我們生存的環境得以持續維持。為了降低塑料製品對於環境的影響，我國為了處裡塑料的
環保議題，提出了許多方案。對於這些政策實施的成效與民眾觀感，本篇小論文綜合以上內文
所述，得到以下三點結論。 

一、雖然塑膠製品十分便利，但卻對我們生活的這片土地造成相當大的危害。 

二、我國政府在環境上對於減塑議題持續有更新的政策，期待能降低對塑料的依賴以及使用。 

三、希望民眾能了解政府實施政策的意義以及付諸行動降低對環境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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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九、實施限用購物用塑膠袋政策 
對日常生活造成不便比率 

 圖六、前頁圖二及圖五比較圖 

圖五、外出自備購物袋比率   圖四、購物用塑膠袋限用政策認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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