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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成果摘要           

本「109 年度海洋廢棄物監測及分析計畫」，包含「組織淨海大聯盟」、「建立海廢機

制」、「海洋教育宣導」與「資料蒐集」。計畫成果將作為我國未來持續推動海洋廢棄

物之有效預防與積極治理之施政依據。 

組織淨海大聯盟工作內容包括推動環保艦隊、推動潛水戰將、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與統計並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料，以書面報告及製作海廢地圖。建置海廢機制為透過協

調會，邀請相關產官學專家學者，以建立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與海漂

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 

另外，本計畫需辦理北、中、南、東、離島各一場次漁民或潛水團體海廢教育宣導，各

場參加人數 20 人。以及蒐集以下文獻資料：比較臺灣 NGO、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

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日本環境省與歐盟的海洋微型塑膠採樣與調查方法；蒐集並比較

韓國廢棄漁具管理、美國蟹籠管理、印尼的刺網標誌制度與澳洲鬼網移除計畫，與比較

臺灣、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與印尼海洋廢棄物政策，作為未來施政參考。 

 

This "2020 Annual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Plan" includes organizing a clean 

sea alliance, establishing a marine waste mechanism, marine education promotion and data 

collection. The results of the plan will serve as the administrative basis for Taiwan to continue 

to promote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active management of marine debris in the future.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Clean Sea Alliance includes the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fleets, the promotion of divers, the promotion of citizen scientists to visually 

observe drifting debris at sea, and the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of the Clean Sea Alliance, written 

repor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ap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arine waste mechanism is to 

invite relevant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c experts and scholars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meeting to establish the operating process of the marine waste recycling 

industry chain mechanism, and an active return mechanism for the loss of marine debris 

drifting belts, boat nets, and fishing nets. 

In addition, the task of this project includes holding marine education promotion of fishermen 

or diving groups in the north, middle, south, east Taiwan, and outlying islands, and the 

participants should be at least 20 people. Literature collection include (1) the sampling and 

survey methods of microplastics fom Taiwan NGOs, US NOAA, the Five Gyre Foundation from 

US,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of Japan, and European Union; (2) the control system of fishery 

waste management, such as management of derelict fising gear in Korea, derelict crab cage 

in US, gear marking of drift net in Indonesia and removal plan of ghost net in Australia; and 

(3) the marine waste policies of Taiwan, US, European Union, Japan, Korea, China and 

Indonesia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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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藉由本年度執行「海洋廢棄物監測及分析計劃」各項工作項目內容，提升相關執行

單位及民間推動海洋廢棄物的有效預防、監測與移除的能力，經由資料分析、策略規劃、

協調討論及教育宣導等方式，達到預定之計畫目標。  

    本計畫工作目標共計四項，包括一、組織淨海大聯盟；二、建置海廢機制；三、辦

理海廢教育宣導；四、資料蒐集。綜上，藉由本計畫之彙整研析執行，計畫成果將作為

我國未來持續推動海洋廢棄物之有效預防與積極治理之施政依據。 

 

執行方法 

一、 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 推動環保艦隊：分析環保艦隊執行的現狀與困境，並參考國外漁船攜回垃圾之

作法，提出環保艦隊執行成效及提高誘因的企劃方案、辦理說明會 1 場次，以

及彙整統計每季各縣市政府環保艦隊清除作業成果。 

(二) 推動潛水戰將：分析潛水戰將執行的現狀，提出潛水戰將之短中長期經營策略、

辦理誓師大會 1 場次、淨海活動 3 場次以及彙整統計每季各縣市潛海戰將垃圾

清除作業成果。 

(三) 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分析現況，規劃公民科學家招募策略，比較國內外

目擊調查表單，提出優化後的調查紀錄表單，並舉辦一場次說明會，使更多人

得以參與並行動。 

(四) 統計淨海聯盟回報資料並統計分析等行政庶務：針對淨海聯盟回報資料進行統

計分析製作海廢地圖，並將數據與學者研究成果進行比較分析。 

 

二、 建置海廢機制： 

(一) 建立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藉由臺灣海洋環境內人造廢棄物流

存關係及分析海岸淨灘最常見的三類廢棄物：漁業用保麗龍、廢棄漁網與寶特

瓶，建立海廢物質流系統中之存量分析；並辦理 1 場協調會議彙整各方意見。 

(二) 盤點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建立海漂

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回報機制流程並辦理 1 場協調會議彙整

各方意見。 

 

三、海廢教育宣導：針對第一線於海邊活動的對象：漁民或潛水團體，分別於北、中、

南、東及離島各辦理 1 場海廢教育活動，讓更多民眾重視海廢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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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資料蒐集 

(一) 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比較臺灣 NGO、美國海洋大

氣總署 NOAA、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日本環境省與歐盟的海洋微型塑膠採樣

與調查方法。 

(二) 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蒐集並比較韓國廢棄漁具管理、美國蟹

籠管理、印尼的刺網標誌制度與澳洲鬼網移除計畫。 

(三) 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比較臺灣、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

與印尼海洋廢棄物政策的蒐集作法。 

 

結果 

藉由本年度執行「海洋廢棄物監測及分析計劃」各工作項目內容，透過資料分析、策

略規劃、協調討論及教育宣導等方式，提升相關執行單位及民間推動海洋廢棄物的有

效預防與移除的能力，並作為我國未來執行海洋廢棄物的施政依據。 

 

結論 

一、 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 推動環保艦隊 

1. 分析環保艦隊執行的現狀與困境，並參考國外漁船攜回垃圾之作法，提

出提高執行成效之短中長期策略企劃方案。 

2. 於 109 年 4 月 28 日完成環保艦隊說明會，提昇相關海洋作業人員攜回與

打撈垃圾之意願，共計 32 位漁民參與。 

3. 完成彙整統計 109 年全國環保艦隊執行成果，提供每季各縣市環保艦隊

清除量圖表。 

(二) 推動潛水戰將 

1. 分析潛水戰將執行的現狀，並參考國內公民科學志工經營策略，提出潛

水戰將之短中長期經營策略。 

2. 於 6 月 17 日完成潛海戰將誓師大會，共計 74 人參與。 

3. 於 109 年 4 月 19 日、6 月 17 日、7 月 4 日結合地方潛水團體合辦 3 場次

淨海活動，共計 60 人參與。 

4. 彙整並分析 109 年潛海戰將執行成果，提供每季各縣市潛海戰將清除量

圖表。 

(三) 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1. 完成規劃公民科學家招募策略，並比較國內外目擊調查表單，提出優化

後的調查紀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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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 4 月 10 日完成目視海漂公民科學說明會，參與人數達 34 人。 

3. 彙整並分析 109 年目視海漂執行成果，提供每季目視海漂垃圾組成分析

圖表。 

(四) 完成統計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料，並每季製作產出分析圖表及海廢地圖。 

 

二、 建置海廢機制 

(一) 建立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盤點 

1. 已建立回收作業流程，並分析官方與民間海廢清除數據，盤點台灣海廢

現存量及流出量 

2. 於 109 年 10 月 29 日完成辦理協調會議，邀集產官學專家學者討論目前

海洋廢棄物量能，共 24 位人士與會。 

(二) 建立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 

1. 完成並建立回報機制流程並設計相關記錄表單。 

2. 邀集漁業署、海巡署、海巡艦隊分署與海保署，共 12 位，於 109 年 10

月 29 日完成辦理協調會議，依會議結論彙整各方意見與通報機制。 

 

三、 海廢教育宣導 

(一) 於 109 年 4 月 19 日、5 月 29 日、6 月 26 日、7 月 10 日及 9 月 7 日完成辦理

南部、離島、中部、東部及北部針對漁民或潛水團體的海廢教育宣導活動，

共計 100 人次參與。 

(二) 藉由填寫海廢教育學習單，了解參與民眾的學習狀況及宣導成效。 

 

四、 資料蒐集 

(一) 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完成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日本環境省與歐盟的海洋微型塑膠採樣與調

查方法蒐集，並加入台灣 NGO 作法作比較。 

(二) 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完成蒐集及比較韓國廢棄漁具管理、

美國蟹籠管理、印尼的刺網標誌制度與澳洲鬼網移除計畫。 

(三) 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完成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與印

尼海洋廢棄物政策的蒐集，並加入台灣作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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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事項 

一、在推動環保艦隊方面，建議發函漁業署或海巡署，掌握目前台灣實際作業船隻數

量，並盤點環保艦隊各縣市參與之漁船類型（噸位大小）與漁法，以此訂定合理

之環保艦隊成長目標及垃圾攜回量。 

二、建議實際訪談漁民，掌握不同大小船隻之生活/事業垃圾基線（baseline），並加強

海巡署、在地漁會或環保局人員的船隻垃圾回報登錄，以利掌握實際執行情況。 

三、建議選定示範港口，以「參與式設計」強化船長的深度參與；推動海上垃圾平台

試辦或漁具收購計畫，以提升環保艦隊垃圾攜回量。 

四、在推動潛海戰將方面，建議可透過發函至潛水相關業者與協會、辦理淨海與海廢

教育宣導活動、展覽及增加社群網站平台的互動分享等多元方式，提升可見度，

增加民眾參與意願。並建議定期辦理聚會或媒體露出，分享回報數據成果，增進

潛海戰將的歸屬感及榮譽感，激發其服務熱忱。 

五、在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方面，建議定期於社群網路平台及校園招募新進公民

科學家，並辦理目視海漂方法說明會及製作調查手法教學影片、公開年度公民科

學調查結果及貢獻量排行榜，提高民眾對於海漂垃圾的認知及參與意願。 

六、在回報資料分析統計上，建議統一各縣市填報資料表單，並鼓勵詳填努力量資

訊，有助於資料分析及比較。 

七、目前我國已有河川、海岸、海面與海底之廢棄物清理量（系統流出量）之彙整平

台，但對於內水以外、各類海洋環境動態之系統流入量及現存量等掌握仍相當有

限。建議未來可以現有區域性調查研究之數據為基線，研擬大尺度數據之單位轉

換與各資料庫之整合，建構物質流分析之系統框架。並獎勵國內學界由目前各類

基礎研究進階至來源、輸送、熱點、衝擊與預測等領域，並發展針對關鍵議題之

長期監測計劃，如此將能掌握海廢於不同空間中移動之渠道，以作為「向海致

敬」與「潔淨海水」等施政方針之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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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概述           

1.1 計畫緣起 

海洋污染防治過去為環保署水質保護處（後稱水保處）重點工作項目，面對日益嚴

峻的海洋垃圾污染問題，建立海洋污染防治應變及海底（漂）垃圾清理策略。105 年起，

環保署加強推動限塑減塑政策，並補助臺東縣、金門縣、屏東縣及連江縣進行海底（漂）

垃圾清除相關計畫，辦理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合計 25 場次。106 年環保署持續補助

地方政府執行海洋垃圾清除工作，配合 6 月 8 日世界海洋日，串聯全國 19 個臨海縣

市辦理海底（漂）垃圾清除處理暨海洋環境教育宣導活動，宣傳垃圾勿任意拋棄（尤以

塑膠類垃圾），同時推動臨海 19 個縣市籌組成立環保艦隊。 

106 年，國內 NGO 團體與環保署共同成立「海廢治理平台」，經過密集的資訊交流

與討論，共同體認海洋廢棄物的複雜本質與單一機關或團體的能力侷限，同時迫切感受

到各層面工作應儘速啟動。107 年 2 月發佈《臺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後稱行

動方案），包括「源頭減量」、「預防與移除」、「研究調查」與「擴大合作參與」四

大面向，以「公私協力」為原則的 67 項實際行動。以後，環保署將海洋污染防治應變

及海底（漂）垃圾清理相關工作，納入行動方案中，於海廢治理平台例行會議裡一併討

論。 

107 年 4 月 28 日，海洋委員會成立，隨後環保署水保處將海洋污染相關業務移撥海

洋保育署（後稱海保署），而海保署與漁業署也一同加入海廢治理平台，主掌行動方案

內海洋廢棄物相關行動。其中環保艦隊、潛水志工移除水下廢棄物、漁具漁網收回機制、

船舶垃圾管理均屬行動方案內「預防與移除」之行動。本計畫將延續先前海洋廢棄物相

關行動，加入資料蒐集、目視海漂、數據彙整分析等工作，作為未來施政參考依據。 

1.2 計畫目標 

為解決海洋廢棄物問題，本計畫研擬相關工作事項，透過「組織淨海大聯盟」、「建

立海廢機制」、「海洋教育宣導」與「資料蒐集」，計畫成果將作為我國未來持續推動

海洋廢棄物之有效預防與積極治理之施政依據。 

1.3 計畫工作項目 

根據投標文件，本計畫工作項目如下： 

一、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推動環保艦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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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劃環保艦隊執行成效及提高誘因獎勵之企劃方案。 

2. 辦理 1 場次說明會，參加人數以 30 人估計。 

3. 彙整全國環保艦隊執行成果等行政庶務工作。 

（二）推動潛水戰將： 

1. 辦理 1 場次潛水戰將誓師大會，參加人數以 30 人估計。 

2. 結合地方潛水團體合辦淨海活動至少 3 場次，各場參加人數 20 人。 

3. 彙整潛水戰將執行成果等行政庶務工作。 

（三）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1. 規劃公民科學家招募及目擊調查表單之企劃方案。 

2. 辦理 1 場次說明會，參加人數以 30 人估計。 

3. 彙整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執行成果等行政庶務工作。 

（四）統計並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料，以書面報告(含統計圖、表)及製作海廢地

圖。 

二、建置海廢機制 

（一）建立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分析官方與民間相關海洋廢棄物

清除數據，並邀請廢棄物處理與塑膠回收相關產官學專家學者(至少 5 位)，召開 1

次協調會議，釐清目前海洋廢棄物各項去化機制與處理量能，並以循環經濟為原則，

探討如何建立海廢原物料供需平台。 

（二）建立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針對漁

網、繩索等海洋廢棄物對船隻航行過程中損失，以及我國各類船舶、艦艇主管機關

之組織架構，召開 1 次協調會議，並彙整各方意見、設計有效溝通平台與通報機制

以彙整各單位之數據。 

三、海廢教育宣導 

辦理北、中、南、東、離島，至少各一場次漁民或潛水團體宣導活動，各場參加人

數 20 人。 

四、資料蒐集 

（一）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 

（二）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 

（三）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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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計畫執行進度 

本計畫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止，各項已完成作業項目及成果進行說明： 

一、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推動環保艦隊 

已完成環保艦隊企畫方案。 

4 月 28 日於基隆辦理一場次說明會，32 位漁民參與。 

（二）推動潛海戰將 

已完成潛海戰將企畫方案。 

誓師大會於 6 月 17 日完成辦理，參加人數 74 人。 

於 4 月 19 日與台灣潛水合辦南部場淨海，6 月 17 日與小琉球海洋志工隊合辦離

島場淨海，7 月 4 日辦理北部場淨海，各場參加人數達 20 人。 

（三）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已完成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企畫方案。 

於 4 月 10 日於基隆海科館舉辦一場次說明會，參與人數 34 人。 

（四）統計並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料，以書面報告(含統計圖、表)及製作海廢地圖 

已完成三季淨海聯盟回報資料統計與海廢地圖，預計於 110 年 1 月初提供第四

季資料統計與海廢地圖。 

二、建置海廢機制 

已建置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與海洋廢

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 

於 10 月 29 日辦理 1 場次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

報機制協調會，與 1 場次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協調會。 

三、海廢教育宣導五場次 

已完成南部場（4 月 19 日）、離島場（5 月 29 日）、中部場（6 月 26 日）、東

部場（7 月 10 日）與北部場（9 月 7 日）五場次教育宣導，各場次參加人數達

20 名潛水員或漁民。 

四、資料蒐集 

（一）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 

已完成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日本環境省與歐盟的

海洋微型塑膠採樣與調查方法蒐集與比較。 

（二）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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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蒐集及比較韓國廢棄漁具管理、美國蟹籠管理、印尼的刺網標誌制度與

澳洲鬼網移除計畫。 

（三）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 

已完成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與印尼海洋廢棄物政策的蒐集與比較。 

 

執行進度如下表 1.4.1，各項工作皆已符合預期進度並達合約進度規範。 

 

表 1.4.1 計畫執行進度表 

工作項目 進度 計畫成果 

一、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推動環保艦隊 

（二）推動潛海戰將 

（三）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四）統計並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

料，以書面報告(含統計圖、表)及製

作海廢地圖 

  

100% 

100% 

100% 

75% 

 

1 場次說明會、完成企畫方案 

3 場次淨海、1 場誓師大會、完成企畫方案 

辦理 1 場次說明會、完成企畫方案 

完成統計與分析第一、二、三季淨海聯盟回

報資料，製作統計圖表與海廢地圖 

二、建置海廢機制 100% 完成機制建置、辦理 2 場次說明會 

三、海廢教育宣導五場次 100% 辦理 5 場次海廢教育宣導 

四、資料蒐集 

（一）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

膠採樣及調查方法 

（二）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

管控制度 

（三）蒐集及比較各國海廢政策 

  

100% 

 

100% 

 

100% 

 

已完成 

 

已完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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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工作項目及章節對照表 

為掌握各項工作項目執行進度，爰將工作項目及執行成果進行以下編排，相關對

應關係請參閱工作項目與章節對照表（如表 1.5-1）。 

 

表 1.5.1 工作項目對照表 

工作內容 對應本計畫章節 

一、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推動環保艦隊 

（二）推動潛水戰將 

（三）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四）統計並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料，以書面報告(含統計

圖、表)及製作海廢地圖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二、建置海廢機制 第八章 

三、海廢教育宣導 第六章 

四、資料蒐集 

（一）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 

（二）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 

（三）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 

第七章 

7.1 

7.2 

7.3 

 

1.6 專責人力 

本計畫有一計畫主持人胡介申，辦理各項相關工作、協助與海保署各項溝通協調，與

出席相關工作會議。本公司另外專案聘請臨時人員，協助與支援辦理各項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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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推動環保艦隊 

2.1 規劃環保艦隊企畫方案 

 本企畫方案回顧環保艦隊執行現況，分析困境並參考國外漁船攜回垃圾之作法，制

定後續提高執行成效之策略，擬定短中長期策略方向。另外將辦理一場次說明會，聆聽

第一線漁民環保艦隊執行心得與困難，作為政策評估與未來相關政策目標擬定參考，以

提昇相關海洋作業人員攜回與打撈垃圾之意願。 

一、海洋垃圾對船舶影響 

漁船可能因為海洋垃圾而受到各種影響。以蘇格蘭的船隻為例，有 86％的漁船因海洋垃

圾而受到限制，82％的漁船受到污染，而 95％的漁網被海底雜物纏繞。另外，螺旋槳纏

繞海廢與排氣管堵塞等事故也很常見，平均每艘船每年回報將近 1 起事故。因此，海洋

垃圾平均每年使蘇格蘭漁船隊損失 1170 萬至 1300 萬歐元，占受影響漁業總收入的 5％

（UN Environment，2017）。 

海洋垃圾對水產養殖生產者造成的問題較少，因此，水產養殖業的總成本相對較低，約

為每年 155,548.66 歐元（Mouat et al, 2010）。水產養殖生產者的大部分費用與工作船上

的螺旋槳纏繞海廢有關，雖然這些事故的個別費用很高，但由於這些事故的發生很少，

因此海洋垃圾的平均費用相對較低。 

歐陸許多港口和碼頭會清除海洋垃圾，以確保其設施保持清潔、安全，與對使用者有吸

引力。每年英國海港處理垃圾的成本總計為 240 萬歐元，平均每個港口的成本為 8,034.37

歐元，儘管大型設施和繁忙的漁港的成本要高得多。雖然西班牙港口遇到了與英國類似

的問題，但處置海洋垃圾的經濟成本幾乎是英國的 7 倍（Mouat et al, 2017）。 

二、臺灣目前執行情況 

目前臨海 19 縣市政府皆訂有環保艦隊獎勵機制，各縣市政府依該縣市預算與人力，編

列不等之經費以點數兌換宣導品或禮券方式辦理，宣導漁民出海捕捉漁獲時，順帶打撈

廢棄物一併攜回岸上妥善處理。目前並無統一獎勵方式。 

宜蘭縣除訂有環保艦隊獎勵機制外，更訂定「宜蘭海洋廢棄物漁網自治條例」，規定漁

船所有人（船長）於漁船進出港前，應記錄載運物品及廢棄物數量，記錄資料隨船攜帶，

漁船出港攜帶之物品與進港後該物品及其衍生之廢棄物數量不得短少逾 30%。 

截至 108 年 12 月底，各縣市加入環境艦隊船隻數如下圖 2.1.1，以高雄市和台南市船隻

數目破 300 艘最多，其餘縣市約在 100 艘餘，而以桃園、新竹、苗栗、花蓮、金門與連

江縣少於 100 艘（海洋保育署，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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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108 年台灣各縣市環保艦隊船隻數目（資料來源：海保署，本計畫繪製） 

三、現況與困境分析 

（一）與歐盟 Fishing for Litter 漁撈垃圾計畫比較 

自 106 年環保艦隊方案辦理以來，107 年底計 1,877 艘船加入，108 年底增加至 2,594 艘。

目前環保艦隊登錄船數與最初訂定之「五年 5000 艘」目標略有差距，至 108 年 8 月發

佈第二版「海廢治理行動方案」（環境保護署/海洋保育署，2019）時，將原訂之五年 5000

艘修改為五年 2500 艘，推測此一修訂的動機，很可能是因為招募船隻之成長幅度已達

飽合。 

以國際上享譽盛名，歐盟致力減少海洋污染的跨政府組織  KIMO（Kommunenes 

Internasjonale Miljøorganisasjon）的「 Fishing For Litter（漁撈垃圾）」計畫為例。自 2004

年發起後，鼓勵關鍵利益相關者之一的捕撈業者，一同參與來減少海洋垃圾。在日常的

漁業活動期間，他們發給漁船一個大袋子，用來收集卡在其漁網中的塑膠、幽靈網具和

其他雜物。漁船進入港口後，卸下垃圾袋統計。定期收集這些袋子，然後將垃圾回收或

在陸地上處置。參加該項目的所有漁民都是志工，他們每天都在海上，清除海洋中的垃

圾。 

雖然歐盟漁撈垃圾計畫已推動十餘年，至今參與船隻數量仍不足千艘。不過，雖然船隻

數量成長緩慢，其清除海洋垃圾的效率卻十分亮眼。2016 至 2017 年，7 個歐盟國家共

844 艘船參與，打撈海洋垃圾共計 470 噸（見下表 2.1.1）。從歐盟的經驗，推測參與海

洋垃圾清除的船隻很可能在計畫實施後幾年內就已逹飽合，成長幅度有限，但可透過船

員的教育逐步提昇垃圾清除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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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歐盟 KIMO 計畫 2016-2017 年參與國家、船隻與打撈量（資料來源：

https://fishingforlitter.org/#Top，本計畫製表） 

國家/地區 荷蘭 英格蘭 蘇格蘭 北愛爾蘭 挪威 西班牙 德國 小計 

參與船數 95 213 300 135 44 4 53 844 

打撈量(公

噸) 
221 42 131 12 48 10 6 470 

平均每船打

撈量(公噸) 
2.326 0.197 0.437 0.089 1.091 2.500 0.113 0.557 

借鏡歐盟「Fishing for litter（漁撈垃圾）「計畫的經驗，歐盟自 2004 年在幾個國家試行，

漸漸擴大規模，15 年來累積加入船數仍不足 900 艘。與歐盟的「漁撈垃圾」計畫相比，

台灣 2500 多艘船已是數一數二、具相當規模。本計畫建議無需花費太多心力追求艦隊

數量的成長，現階段目標應著眼在（1）如何與環保艦隊船長加強連結；（2）強化已加

入環保艦隊船長深度參與，貢獻其力減少海洋廢棄物污染；（3）優化數據管理以利未

來資料分析。 

由漁業署（2019）最新發佈之 107 年漁業統計年報，臺灣漁船筏總計 12,070 艘，但近四

成屬舢舨，近五成屬於 50 噸（CT3）以下之小型船隻（見下表 2.1.2），漁船作業距離與

範圍有限，泰半屬個體戶或家計型漁業，極可能因船長高齡化或環境過度捕撈而採取休

漁或半退休狀態。雖留有船籍與作業資格，但實際作業漁船數量其實與統計資料顯示應

有一定差距。以此來看，未來成長幅度相當有限。 

若要進一步確認實際作業漁船數量，本計畫建議可採取以下三種方式，再以實際作業漁

船數量訂定未來環保艦隊數量之有效 KPI： 

（1）行文至海巡署，調閱一年內進出港船隻數量。 

（2）行文漁業署，以漁業用油補貼資料，掌握目前各縣市實際作業漁船數目。 

（3）行文漁業署，要求行政協助以提供漁船船隻紀錄器資料，由資料工程師設定數據

範圍（例如年度作業航跡 20 海里以上）抓取實際作業漁船數目。 

表 2.1.2 臺灣漁船數量（資料來源：漁業署）（本計畫製表） 

 動力舢舨 ＜5 噸 5-20 噸 20-50 噸 50 噸以上 小計 

船隻數 4576 2059 2168 1565 1805 12070 

百分比 38% 17% 18% 13% 15% 100% 

 

（二）登錄垃圾難以區分來源與類型 

據海保署（2019）資料，統計至 108 年 12 月，目前已有 2,594 艘環保艦隊，108 年艦隊

清除垃圾總量為 44.8 噸。以高雄市和台南市參與船數在 300 艘以上為全台最多，其餘縣

市平均參與船數為 130 艘，以花蓮、澎湖與金門三縣平均每船帶回 90 餘公斤垃圾最多，

而全國平均每船帶回廢棄物 26.87 公斤（下圖 2.1.2）。至 109 年 6 月，累積加入艦隊數

2801 艘，垃圾清除量 210 噸，平均每船帶回廢棄物 75 公斤。 

https://fishingforlitter.org/#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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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目前因資料登錄方式並無法分辨垃圾來源（例如海漂垃圾、船隻本身製造垃圾、

岸邊堆置陳年雜物如廢棄漁具漁網），因此雖有年度艦隊攜回垃圾量，卻不等於實際淨

海垃圾量。本計畫建議現階段可與地方環保局和漁政機關討論，未來如何規畫環保艦隊

執行期程與合理目標，制定合宜資料登錄方式，方能針對回報數據擬定相關廢棄物處理

之政策。 

 

 

圖 2.1.2 108 年各縣市環保艦隊平均每船執行成果（來源：海保署，本計畫繪製） 

 

台灣東有黑潮流經，西為大陸棚，冷暖水交會，東部為岩岸地形，西部為沙岸地形、又

有外海沙洲及濕地海岸等多樣化海岸自然景觀。島嶼面積雖小，但地形變化豐富，東南

西北各地的漁法各有千秋，作業區域、範圍、季節與目標漁種差異甚大，而各漁法船隻

數量也有極大差異。本計畫整理本島與主要離島的漁法、作業地形與船隻數量如下表

2.1.3 與表 2.1.4。 

 

表 2.1.3 台灣各地地形與漁法（本計畫整理） 

海岸段 地形 目標魚種 漁法 

北海岸 礁石、岩岸 珊瑚礁魚類 

底棲型魚類 

一支釣 

延繩釣 

蟹籠 

西海岸 沙泥底質 底棲型漁類 中小型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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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游魚類 定置網 

刺網 

一支釣 

曳繩釣 

東海岸 大陸棚、開放大洋 大洋性洄游魚類 扒網 

棒受網 

鯖鰺圍網 

鮪延繩釣 

一支釣 

曳繩釣 

鏢旗魚 

自由潛水魚槍 

西南海岸 珊瑚礁 珊瑚礁魚類 一支釣 

刺網 

定置漁網 

 

表 2.1.4 台灣各漁法依噸位的船隻數量（資料來源：107 年漁業統計年報） 

 動力舢舨 ＜5 噸 5-20 噸 20-50 噸 50 噸以上 小計 百分比 

拖網 0 21 240 555 525 1341 11% 

圍網 0 87 40 2 51 180 1% 

刺網 1131 183 105 32 5 1456 12% 

其他網具 353 305 206 77 0 941 8% 

延繩釣 1243 744 1403 874 1081 5345 44% 

其他釣具 1829 692 155 21 110 2807 23% 

全台船數 4556 2032 2149 1561 1772 12070  

百分比 38% 17% 18% 13% 15%   

檢視漁業署漁業統計年報中各類漁法之船隻數量，可發現沿近海漁法以延繩釣和其他釣

具類占近八成船隻，而船隻類型則以 5 噸以下小型船筏占 55%（表 2.1.4）。本計畫建議

可調查目前加入環保艦隊的漁船類型與噸位，若以小型舢舨與漁船為多，則因船上空間

狹小、通常只有 1 位漁民作業，實難要求主動撈拾海洋垃圾。即便遇上海洋垃圾漂流帶

或廢棄漁網漁具，亦難以獨自作業將其拾回。 

 

1. 漁法與海底垃圾 

以漁法而言，主動式漁法的拖網為以大型網具和絞鍊刮過海床，對生態破壞性最大，也

最容易拖到海底垃圾。因網具較大型，作業期間容易因絞入礁石，迫使漁民割斷網具，

造成海底沉網（如下圖 2.1.3）。陷阱籠具類的蟹籠，亦放置在海底一段時間後拉起，有

時也會撈到海底垃圾，或因天候不佳而有蟹籠流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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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2020 年 4 月 10 日 基隆潮境海域漁船撈起的廢棄拖網（胡介申攝） 

 

2. 漁法與海漂垃圾 

被動式的刺網和定置網容易因固定於海中，依海流流向攔截魚群，同理海漂垃圾也會順

著潮水流入網內或勾結於網上。另外，近八成刺網船皆屬動力舢舨，作業漁民可能僅 1

至 2 位。可想當潮水轉強時，漂浮網具（如流刺網）容易隨潮流漂走，成為海上廢棄漁

具。另外，當網具勾纏珊瑚礁或海底垃圾時，因刺網成本相對其他網具而言十分廉價，

對漁民最簡便的方法便是割除捨棄，以致刺網成為海中繼續捕魚的「鬼網（ghost net）」，

因動物死屍累積，不斷吸引其他海洋生物靠近覓食而纏繞傷亡。 

對照歐盟的「漁撈垃圾」計畫，以及歐盟過去長達 20 餘年累積的海洋垃圾調查資料庫，

歐盟政府清楚海洋垃圾的分佈（如下圖 2.1.4 與圖 2.1.5），除了可掌握長期變化與預測

趨勢，亦可比對減塑政策實施前後垃圾量的變化。英國研究團隊發現頒布塑膠袋收費政

策後，海廢的塑膠袋比例大幅減少，顯示政策工具發揮成效（Maes et al,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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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4 歐洲西北部海岸垃圾熱區（來源：Maes et al, 2018） 

 

圖 2.1.5 歐洲海底垃圾地圖，來源：https://www.emodnet.eu/map-week-–-seabed-litter  

https://www.emodnet.eu/map-week-–-seabed-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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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歐盟平均各漁船攜回垃圾量（見表 2.1.1） 與台灣 108 年環保艦隊平均每船執行成

果（圖 2.1.2），歐盟漁船單船攜回 557 公斤，而荷蘭、西班牙漁船則單船攜回超過 2 噸

餘，成績斐然。台灣 108 年環保艦隊單船攜回 26.87 公斤，假設 1 年 12 個月皆出海作

業，相當於 1 個月攜回 2.23 公斤左右的垃圾；109 年上半年單船攜回 75 公斤，相當於 1

個月攜回 12.5 公斤。以此數據推論垃圾來源，有較大可能是漁民船上作業所產生的生活

垃圾，如保力達、提神飲料、餌料包裝袋等，而較不屬於主動從海上攜回之海漂或海底

垃圾。 

目前世界各國多半能掌握陸地上產生之垃圾量，但海上來源的垃圾卻仍不明確，如漁船、

商船、軍艦等船隻製造之垃圾量及流入海洋之比例。本計畫建議，目前極需建立台灣漁

船每日垃圾產生量之基準線參考（baseline），未來才可能以此製定環保艦隊合理目標，

提昇單船攜回海洋垃圾（包含漁船上生活垃圾）量。 

3.僅有各縣市集合數據，無單艘船數據 

檢視各縣市船隊執行成果，以花蓮縣、澎湖縣、金門縣、桃園市與基隆市環保艦隊大幅

領先其他縣市。雖然以平均每船攜回垃圾量來看，花蓮縣、澎湖縣和金門縣表現相對突

出（圖 2.1.2），平均每船貢獻 90 公斤的垃圾量。但經查，這幾縣市的垃圾量可能來自

於長久堆置於岸邊、累積已久的廢棄漁網漁具，非近期從海上攜回的海洋垃圾。 

本計畫建議，短期（1-2 年）可重新評估現有數據回報系統與表格設計。未來可先選定

1-2 個示範港口，請海巡署或在地漁會、環保局人員，以各船隻（單艘船）作垃圾回報

登錄，以利掌握實際執行情況。 

四、提高成效策略 

針對改善現有困境與資料缺失等弱點，本計畫建議參考以下韓國漁具收購與海上浮動垃

圾收集平台計畫，以及建立基礎資料之研究方向，擬定未來執行策略。 

（一）南韓漁具收購計畫 

韓國政府最早在 2003 年於仁川市啟動廢棄漁具收購計畫，嘗試用經濟誘回鼓勵漁民攜

回海上打撈的垃圾，由漁業公司分配垃圾袋，讓漁民便於蒐集海上垃圾，依據蒐集到的

垃圾量進行獎勵。以上試辦獲得成功後由海洋事務與漁業部（現更名為海洋漁業部）推

展至 12 個港口，回購預算則由中央（60%）與地方（40%）政府分攤。 

具體執行方式為：依據不同量體的垃圾設定收購金額（以下金額均已換算為台幣）：例

如漁網一小袋（40 公升）是 120 元、漁網一中袋（100 公升）300 元、漁網一大袋（200

升）600 元；保麗龍每公斤 7.2 元，針對不易計算體積或重量的類別則以數量計算：例

如蟹籠每一個 6.9 元。 

從 2009 年到 2012 年間，中央和地方政府花費 6 億元收購了 3 萬噸垃圾，每噸處理費用

約 2 萬元。相較於海上清理垃圾，每噸約節省 1000 元。從漁場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

此回購計畫有更多經濟價值（MERRAC,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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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韓浮動垃圾收集平台 

為鼓勵漁民自願打撈蒐集海洋垃圾，韓國政府於 2010 至 2012 年間，花費 1.11 億在港

口和海港附近安裝 128 座浮動平台（駁船外觀與收受情形如下圖 2.1.6），以利漁民存

放垃圾平均計算，一座平台設置安裝約台幣 87 萬（MERRAC, 2015）。至 2017 年全國

已建置 400 座平台（Hong, 2017）。 

 

圖 2.1.6 韓國浮動垃圾收集平台 

韓國學者 Hong et al.（2015）分析雇用垃圾清理船打撈、漁具回購方案與設置海上平台

收受之經費與效益。研究顯示清理船打撈、漁具回購與海上平台每清理一噸海廢之成本

分別為 3.9 萬、3.1 萬與 4900 元台幣，清理船打撈與漁具回購所耗費之能值則分別是海

上平台之 4.4 倍和 3.6 倍。顯示其實設置海上垃圾收集平台的效益最佳，成本為雇用垃

圾清理船與漁具回購之 12.5~15.8%。 

（三）定點示範 

本計畫建議參考南韓漁具收購與設置海上垃圾收集平台計畫，未來在預算充足情況下，

海保署可擇定港口作示範研究。港口選擇可參考以下：（1）依相關洋流研究，選擇垃

圾帶易匯集處；（2）選擇沿近海較大型船隻如拖網和延繩釣漁船聚集的港口如東港，

較能取得大量漁船的數據；（3）在地漁政單位或海巡人員得支援人力，在地配合之港

口。 

（四）漁民訪談 

回顧台灣學者陳璋玲、劉大綱（2013）針對漁船來源之海洋垃圾的研究，其指出漁船上

最容易產生拋棄的垃圾種類為寶特瓶、塑膠袋、鐵鋁罐、漁具（包含漁網、漁線、浮球

與繩索）與電池。而其研究團隊在 2011-2012 年於全台東西南北 10 處漁會，以 400 噸以

下船隻漁民為調查對象，共收集 427 份問卷（見下表 2.1.6）。研究發現，漁民有極高傾

向（74.5%）將塑膠袋海拋入海，但較不會將電池和漁網漁線丟入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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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漁民海拋垃圾類型問卷調查結果。來源：陳璋玲、劉大綱（2013） 

垃圾種類 寶特瓶 電池 鐵鋁罐 塑膠袋 漁網/漁線 

頻度 

海拋入海 160 91 182 318 117 

攜回岸上 267 336 245 109 310 

比例（%） 

海拋入海 37.5% 21.3% 42.6% 74.5% 27.4% 

攜回岸上 62.5% 78.7% 57.4% 25.5% 72.6% 

為了解漁民於漁船上之基礎垃圾生產量（如 20 噸以下漁船，每日每人生產 XXX 公斤生

活垃圾、XXX 公斤非飲食相關垃圾；50 噸以下漁船，每日每人生產 XXX 公斤生活垃

圾、XXX 公斤非飲食相關垃圾），作為日後訂定環保艦隊可行之有效目標值。本計畫建

議可另外編支小規模研究預算，以特定港口作為先驅研究，進行漁民問卷訪談調查，以

理解漁民垃圾生產之基線（baseline）。 

 

問卷訪談問題初擬如下： 

（視受訪者習慣語言，以國語或台語進行） 

大哥/大姐您好，我們在做一個漁業的調查，可以請問您幾個問題嗎？ 

您的船噸位_______噸 

您作業的漁法為_______ 

每次出海天數_______天 

船上______人 

每次出海攜帶食物量______公斤、飲料______公斤 

每次出海會看到海漂垃圾嗎？ 

海漂垃圾種類為？｜寶特瓶、塑膠袋、鐵鋁罐、漁具或其他 

您認為這些垃圾來自哪裡？｜陸地、漁船、外國漂來 

視回答內容追問細節 

（五）工作坊/座談會 

為進一步了解漁民對現行政策之認知以及攜回垃圾之處置困境，本計畫將於四月底以座

談會形式，邀請基隆區漁會漁業從業人員，以面對面之座談和討論，聆聽漁民對目前環

保艦隊的看法，以及對於漁港設置垃圾暫置區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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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明年有預算，本計畫建議未來可規畫不定期的工作坊或座談會，以理解第一線從業人

員所面臨之困難，再依討論結果擬定政策方針。 

五、獎勵誘因 

參考歐盟 KIMO 與韓國漁具收購計畫，本計畫建議應先具體掌握實際作業船隻數目、漁

民工作時垃圾排放量、意外丟失廢棄漁具漁網推估量，方能制定合理之目標艦隊數目和

攜回垃圾量指標。在未能掌握上述資訊情況下，即便制定獎勵誘因，亦可能無法有效達

成設定目標。 

另外，據成功大學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陳智揚（2019）指出，目前環保艦隊行動方案

還沒辦法成為長期的活動規劃，原因是後續的回收配套措施不夠完善，資金來源無法穩

定的提供。其建議解決辦法是將海洋廢棄物的回收變成一個經濟循環體的概念，並透過

「公共參與」和「海洋教育普及」的幫助，透過強化民眾的環保意識方能達成。 

本計畫建議後續應與漁業署、地方漁政單位與環保單位共同協調，以循環經濟的框架規

畫環保艦隊的實施與後續垃圾之暫存與去化管道，過程並配合相關教育宣導與民眾參與，

使漁民更願意投入環保艦隊的計畫。 

六、預期效益 

綜上所述，本計畫建議短期（1-2 年）優先策略與預期效益如下： 

短期策略 預期效益 

發函漁業署或海巡署，以掌握目前台灣

實際作業船隻數量 

掌握實際作業船隻數，以此訂定合理之

環保艦隊成長目標 

盤點環保艦隊各縣市參與之漁船類型

（噸位大小）與漁法 

掌握實際作業船隻數量、類型、噸位、

漁法，可以此建立未來環保艦隊重點船

隻類型（例如針對海洋生態破壞性強之

拖網漁船或刺網船優先規畫漁網汰舊回

收/收購計畫）與建立合理的環保艦隊

垃圾攜回量目標 

另擬定小型研究計畫，以港口實際訪談

漁民的問卷調查，掌握不同大小船隻之

生活/事業垃圾基線（baseline） 

以基線來推估各港口環保艦隊之垃圾

量，以規畫未來垃圾攜回流程、暫置區

與去化管道 

重新評估現有數據回報系統與表格設

計，優化數據管理 

掌握細節資訊，以評估政策推進期程與

未來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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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3-5 年）策略： 

⚫ 在經費允許下，於各地漁會或漁港，以小型座談會或焦點團體方式加強與環保艦隊

船長之連結 

⚫ 選定 1 個示範港口，例如基隆八尺門漁港，邀請環保艦隊船長長期參與相關工作坊

作為政策回饋或廢棄物攜回流程之設計，以「參與式設計」的營造方式強化船長的

深度參與，未來方能達到「mindset change」使船長們主動致力減少海洋廢棄物污染。 

⚫ 選定 1-2 個示範港口，例如漁民積極參與攜回垃圾的基隆八尺門漁港，請海巡署或

在地漁會、環保局人員，以各船隻（單艘船）作垃圾回報登錄，以利掌握實際執行

情況。 

⚫ 在經費充裕情況下，選定港口作示範點，推動海上垃圾平台試辦或漁具收購計畫 

⚫ 與漁業署、地方漁政單位與環保單位共同協調，以循環經濟的框架規畫環保艦隊的

實施與後續垃圾之暫存與去化管道 

⚫ 與漁業署、地方漁政單位與環保單位討論，針對回報數據擬定相關廢棄物處理政策 

 

2.2 辦理說明會 

本計畫於109年4月28日下午於基隆區漁會會議室辦理環保艦隊說明會，出席人數共計

40人（簽到詳附件一）。議程如下表2.2.1。 

表 2.2.1 環保艦隊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澄洋公司 

14:00-14:05 海保署長官致詞 海保署陳藝文技正 

14:05-14:10 基隆市環保局致詞 基隆市環保局林嵐科長 

14:10-14:30  海保署說明全國環保艦隊計畫

推動情形 

海保署陳藝文技正 

14:30-14:50 基隆市環保艦隊近年來執行成

果及兌換獎勵機制 

基隆市產業發展處海洋及

農漁發展科蔡馥嚀科長 

14:50-15:10 漁民分享目前執行環保艦隊相

關建議與漁網漁具暫置區意見 

現場漁民 

15:10-15:15 總結 澄洋公司/海保署 

 

現場漁民表示，目前垃圾攜回最大的困難是沒有空間可以存放。漁民提出希望基隆市港

口可以協調海巡署安檢所撥用部份區域，作為設置海漂垃圾臨時暫置區，並分享環保艦

隊的心得。產發處蔡科長承諾漁民後續將協調推動海漂垃圾暫置區。另外，據了解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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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為執行「向海致敬」計畫，已規畫在各港口設置垃圾暫置區，如此應能解決第一線漁

民所面臨之困境。 

 

  

  

 

圖2.2.1 環保艦隊說明會活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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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彙整全國環保艦隊執行成果 

109 年第一二三季環保艦隊執行成果如下表 2.3.1，在淨海次數與參與人數皆有顯著成長，

到第三季達淨海次數新高，且參與破千人。雖然第三季所清理的重量最少，但據了解原

因為前二季的垃圾清除有許多來自岸邊堆置已久的網具，例如第一季花蓮縣清除 93000

公斤。另外，資源垃圾的重量也有成長（見下圖 2.3.1），顯示參與漁民分類的意識有逐

步提昇。 

表 2.3.1 109 年一至三季環保艦隊執行成果（來源：海洋保育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 

 

 

 

圖 2.3.1 各季環保艦隊參與成果與清除垃圾重量  

109 年第一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共淨海 81 次，有 8 縣市參與淨海，參與人數 185 人，垃圾

清除總量 99662 公斤。第二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共淨海 403 次，有 15 縣市參與淨海，參

與人數 856 人，垃圾清除總量 83811 公斤。第三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共淨海 512 次，有 15

縣市參與淨海，參與人數 1145 人，垃圾清除總量 17036 公斤。一二三季相比較，非資源

的垃圾占大部分比例。清除垃圾最多的船舶類型仍是 CT2 船隻，清除垃圾量有 88084 公

斤（見下表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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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 109年一至三季環保艦隊人數與船次（來源：海洋保育署海污防治管理系統） 

年一至三季各縣市環保艦隊參與人數 年一至三季各縣市淨海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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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一至三季環保艦隊清除垃圾

(公斤) 

109 年一至三季各船舶類型清理垃圾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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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一至三季各縣市環保艦隊清除垃圾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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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推動潛海戰將 

3.1 規劃潛海戰將企畫方案 

一、增加數據回傳 

（一）現況分析 

1. 海洋保育署已於 109 年初建置潛水團體和個人登錄表單，與水下垃圾數據回報線上

平 台 （ Google 表 單 連 結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9pV08AYfHnQyCVaBiywoN4brGR8GHx

SHuTo9e1YEdwGu4g/viewform）。至 109 年 4 月止，目前有 10 團體(共 268 位成員)

加入填寫加入淨海聯盟。（至 109 年 10 月，已有近 2000 人加入） 

2. 至 109 年 4 月止，僅有 6 筆數據回報，來自 4 個離島潛水團體：金門縣休閒潛水促

進協會、澎湖潛水器材專賣店、臺東縣綠島潛水運動協會與小琉球海洋志工隊。淨

海時間分別是 108 年 8 月 3 筆（淨海地點皆在澎湖）、108 年 11 月 1 筆（台東縣綠

島），以及 109 年 2 月 2 筆（小琉球）。（至 109 年 9 月，每季上傳資料有顯著增

加，第一季 13 筆、第二季 66 筆，至第三季有 136 筆資料。） 

3.  據經濟部商業司公司登記資料，以關鍵字「潛水」查詢得 91 筆資料，扣除部分廢

止、解散與撤回與不相關（潛水堡食品業者），尚有七八十家專營潛水與潛水器材

的業者。 

（二）公民科學參與機制 

1. 參與理論 

參考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提出之需求層次理論，當人的基本需求

（如溫飽、安全感）滿足後，才會追求高一層次的需求（如尊重、自我實現），成為推

動努力的內在動力。 

而過去十年，以非職業的科學家、科學愛好人士和志工參與的科學活動「公民科學（citizen 

scientist）」逐漸興起，由受過訓練的志工或統一數據回報的機制，系統性的收集和分析

數據，已經成為現今大範圍、大規模或長時間進行科學調查的方式。 

在台灣，由普羅大眾參與貢獻的公民科學亦在過去十幾年快速蓬勃發展。最早是 2003 年

由東華大學楊懿如副教授推動的「台灣兩棲資源調查」，一開始邀請東部中小學出發，

後擴展至全台。名聲響亮的「路殺社」，最早只是在臉書收集被車撞死的動物資訊，未

料因社群媒體、行動網路與智慧型手機逐漸普及的推波助瀾下，路殺社的成員和資料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9pV08AYfHnQyCVaBiywoN4brGR8GHxSHuTo9e1YEdwGu4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L9pV08AYfHnQyCVaBiywoN4brGR8GHxSHuTo9e1YEdwGu4g/viewform
https://roadkil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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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加，連帶更多公民科學計畫紛紛湧現。目前跟海洋息息相關的有：珊瑚礁總體檢、

海龜點點名、鯊魚魟魚目擊回報等。 

為了促進民眾參與活動/事件的動機與投入程度，許多民間團體與企業參考馬斯洛的理

論，提出「engagement triangle（民眾參與三角）」，以設計民眾、員工、志工參與程度

的策略設計等。 

許多文獻談到要維持志工的動機，以及讓志工持續投入計畫中，才能延長計畫的壽命。

有些文獻也提到，不同的招募方式影響後續志工參與的程度。另外，公民科學志工的本

質、個人情況的影響、無法抽出時間、有其他吸引志工的事情，是志工能否持續參與的

主要阻礙。因此，若要達到潛在參與者的最大化，在經費許可下，建議一再、周期性進

行招募活動，以補足流失的人力。策略可能是透過新聞發佈、透過線上平台增加招募廣

度，或透過既有公民科學平台來進行招募。 

而要讓有興趣的民眾成為參與公民科學的志工，公民科學相關文獻指出及時的回饋與經

常性的支援是參與者能長期合作的關鍵元素。而回饋、獎勵和肯定會強化參與的意願，

因為這些反應了參與者努力的價值。此外，使用論壇或其他形式的平台工具，讓志工能

彼此交流，因能促進相互的回饋和肯定，也是增加參與度的策略之一。另外，任務的挑

戰性、決定如何依照志工的能力設定任務的種類，也可以透過任務的設計，藉由主辦單

位建立的指引和訓練，讓志工有學習的機會。透過學習適當的任務和技術需求，會增加

志工的成就感，以及有被關照的感覺，這可以正向影響志工後續的參與。 

本計畫依照多篇探討公民科學如何延續志工投入程度的文獻，將民眾參與三角修改為下

圖。 

 

圖 3.1.1 公民科學參與三角 本計畫繪製 

2. 公民科學志工經營策略 

本計畫比較路殺社、海龜點點名、荒野愛海小旅行與海岸快篩等公民科學計畫（表 3.1.1），

說明如何透過有效的經營策略，建立公民科學有效回報數據。 

 

https://teia.tw/zh-hant/seawatch/about
http://www.turtlespotintw.org/
http://www.congratulafins.org/repor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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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台灣四個公民科學計畫比較 

 路殺社 荒野愛海小旅行 海龜點點名 海岸快篩 

起始年 2011 2015 2017 2018 

社團人數 2000 多 700 左右 12770 50 

資料上傳人次 4000 多人次

（2019） 

近 2000 筆（歷

年） 

323（2019） 

220（2 年半） 50 

資料回傳方式 網頁、APP 自行至網頁填寫 至 FB 依範例格

式回報 

現場紙本

紀錄，上

傳至線上

表單 

志工線上回饋

平台 

FB｜路殺社 

Taiwan Roadkill 

Observation 

Network 

荒野各地社團、

親子團社群、各

NGO、學校等

（FB 與 LINE） 

FB｜海龜點點

名 TurtleSpot 

Taiwan 

LINE 群組 

志工線下活動 年度公民科學聚

會 

每年記者會公布

數據與趨勢 

不定期工作坊

培訓、演講 

不定期聚

會 

獎勵 每年公布貢獻最

多筆數、寄回最

多路殺生物人物

（路殺打卡績優

獎、珍惜生命

獎） 

無 每年公布貢獻

最多筆數人物 

無 

紀念品 尺 無 無 無 

以目前公民科學參與人數最大、資料上傳筆數最多，在台灣發展公民科學有相當歷史的

「路殺社」為指標，建立標準化的格式與清楚的指引範例，降低志工參與的門檻。每年

由主辦單位（特生中心）於網路公布貢獻最多筆數的儀式（圖 3.1.2），則為志工帶來成

就感與榮譽感。而每年的公民科學聚會，則透過科普演講、科學論文海報等形式發佈，

讓初入門的志工從建立歸屬感，進一步到建立自尊心與成就感（見上圖 3.1.1 公民科學

參與三角）。 

 

圖 3.1.2 路殺社年度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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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性蒐集淨灘數據的荒野愛海小旅行，雖無直接的志工線上回饋平台，亦無年度線上

聚會和獎勵紀念品。但透過荒野長年投入淨灘、環境教育推廣與經營在地親子族群，已

在台灣各地建立綿密而堅實的小型網絡。透過各地荒野志工、NGO、學校與企業的投入，

即使沒有紀念品獎勵亦沒有年度個人頒獎儀式，但因荒野長期投入社區與志工社群經營，

志工對資料回報已有責任感（ownership）。另外，透過每年公布 ICC 數據，使志工清楚

理解每一筆資料的累積能匯聚成政策倡議的力量，使志工已從歸屬感、成就感躍升至自

我實現（見上圖公民科學參與三角）。每年仍持續有 300 多筆資料回傳，且不斷增加。 

海龜點點名在成立群組初期即鎖定特殊的目標族群，以熱愛海洋、喜愛海龜的潛水員為

號召，鼓勵民眾在進行潛水活動時協助拍攝海龜左右臉。以清楚的任務說明（在水中維

持中性浮力、穩定拍攝海龜、紀錄潛水地點），以及即時回饋和討論，維持參與者熱度。

另外，每年不定期的演講、工作坊、潛水展擺攤，以及透過相關媒體採訪和報導，讓參

與者建立歸屬感和榮譽感，並進一步體會到自己的數據回報是一件有意義的事（自我實

現，見上圖 3.1.1 公民科學參與三角）。雖只成立 2 年餘，但不少忠實參與者固定回報，

也不斷有新人加入。 

海岸快篩由於需一定技術與高度要求資料品質，並未廣邀群眾加入，而是以過去曾操作

過海岸調查或 ICC 數據回報的人員為招募對象。在調查方法設計階段，即以 2 至 3 次密

集工作坊，邀請人員共同參與方法的預實驗與修改。所有快篩調查人員需至少經過 2 天

或 2 次 1 天的訓練，方能進行調查。而調查期間，主辦單位（綠色和平與荒野）也經由

線上的社群回饋，建立參與者的歸屬感。透過定期向調查員分享相關線下活動（如新聞

稿發佈、記者會、媒體報導、環保署回應）與線上互動（分享相關趣聞、快篩調查者 LINE

群組、FB 直播活動），增加參與者的成就感和自我實現。 

「公民科學最重大的價值是將人與環境連結起來，讓人產生信心，相信自己的作為能夠
改善環境。」——Akiko Busch（2013/2018）《意外的守護者－公民科學的反思》 

從上述文獻與案例總結，公民參與無法急就章，獎勵品項亦非增加公民參與的必須品。

要增加回報筆數，我們建議需先投入人力與時間進行志工聯繫與經營，並透過線上線下

回饋，培養志工的認同感，方有可能提昇參與深度。 

 

二、行銷推廣 

（一）現況分析 

1. 海保署臉書宣傳分析 

此篇淨海聯盟臉書文章在 Facebook 原生觸及 OOO 人（請小編提供原始數據），257 人

按讚，39 次分享（圖 3.1.3）。以海保署的臉書文章互動而言，算是成績不錯。不過因臉

書不斷在更新演算法，原生觸及越來越難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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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海保署淨海聯盟貼文 

 

建議可邀請公關行銷公司或內容行銷專業人士，至海保署分享臉書操作與廣告投放策略，

以增加宣傳效益。另外，可藉由小遊戲或抽獎，增加民眾互動，間接觸及其他潛水業者

與民眾。若有預算，也可製作抽獎禮品（如下圖 3.1.4 海巡署防水背包波文，在臉書創

下高互動人次），或付費下廣告宣傳。 

 

圖 3.1.4 海巡署長室臉書粉絲團防水背包抽獎活動 

實際操作上，可由海保署臉書小編邀請民眾標記（tag）自己 3 位愛潛水的朋友，或是標

記自己學潛水的店家業者，除了增加訊息傳播觸及廣度，亦可讓海保署掌握更多潛在潛

水業者。未來可再進一步邀請業者參與淨海聯盟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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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擬世界烏龜日臉書波文如下（搭配 macro 圖片如下）： 

炎炎夏日，準備好要去海邊了嗎？ 

5 月 23 日是世界烏龜日，你也跟小

編一樣，準備去潛水看海龜嗎？在

X 月 X 日 XX：XX 前，標記（tag）

自己 3 位愛潛水的朋友，並分享至

自己的臉書頁面設定為公開，就有

機會獲得海保署特別設計的「海龜

磁鐵/海龜帆布包/海龜頭巾」（紀念

品名稱，請依庫存選擇）喔！ 

 

 

 

 

 

圖 3.1.5 臉書波文配圖 Photo by Cindy Chan on Unsplash 

 

 

 

(2) 模擬邀請民眾回傳自己喜愛的潛水景點（搭配 macro 圖片如下）： 

陸地上太危險，還是趕快回水底

好了 

海裡的風景總教人難以忘懷，你

有台灣的私房景點想跟我們分

享嗎？ X 月 X 日 XX：XX 前，

在留言裡貼上自己最喜愛潛點

照，並分享至自己的臉書頁面設

定為公開，就有機會獲得海保署

特別設計的「OOO」（紀念品名

稱，請依庫存選擇）喔！ 

 

 

圖 3.1.6 臉書配圖，來源 Marco Chang 

 

 

https://unsplash.com/@cindyynini?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https://unsplash.com/s/photos/sea-turtle?utm_source=unsplash&utm_medium=referral&utm_content=creditCopyText


 

29 

 

 

(3) 模擬小遊戲 

macro 可以搭上目前最紅的 SWITCH 遊戲「動物森友會」，秀出一群潛水員大集

合的螢幕截圖。若無，或可安排海巡署潛水社團，拍攝去年很紅的開箱照（如下）。

或其他水下潛水人員拉布條合照，或潛水員清除垃圾照片。 

  

圖 3.1.7 臉書配圖 Photo by 中山大學 

地球日，不只愛地球也要愛海洋！身為潛水員的一份子，你加入「淨海聯盟」了

嗎？在 X 月 X 日前加入，於留言處貼出「成功加入淨海聯盟」截圖的朋友，就

有機會獲得海保署特別設計的「OOO」（紀念品名稱，請依庫存選擇）喔！ 

淨海聯盟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lZASDFBUpnfoZfl2wdyb0KpL-
4QjqDyPltrci1SxCqbLQg/viewform  

 

2. 臉書宣傳分析 

以「潛海戰將」、「淨海聯盟」關鍵字在臉書蒐尋，目前公部門帳號僅海保署於 109 年

2 月 15 日發了一篇文章，其餘縣市環保局，以及海洋相關主管機關如海委會、海巡署，

均未轉貼此文章，或分享相關訊息。 

 

建議請相關政府機構（如海委會、海巡署、地方環保局等）臉書小編 

（1）分享海保署現有懶人包 

（2）轉貼其他團體淨海成果（如小琉球海洋志工隊）； 

（3）定期（如每兩週或每月）轉貼國內外淨海資訊，重新強調「淨海聯盟」的成立，並

鼓勵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潛海戰將」的行列。 

 

3. 線下宣傳 

從內政部蒐尋「潛水」相關人民團體，扣除已解散的團體，目前有 15 個立案團體，羅

列如下：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lZASDFBUpnfoZfl2wdyb0KpL-4QjqDyPltrci1SxCqbLQg/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rlZASDFBUpnfoZfl2wdyb0KpL-4QjqDyPltrci1SxCqbLQg/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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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潛水協會立案團體 

團體名稱 成立日期 電話 地址 

中華民國潛水救難協會  089/07/16  04-23386168  414 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 200 號 

台灣警光潛水運動國際交

流推廣協會 
097/09/06 0953145586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3 段 90 號  

台灣省潛水協會  078/05/27     

中國潛水救難協會  085/04/19  03-379-8545  334 桃園市八德區桃德街 142 巷 19 號  

臺灣科技潛水學會  089/12/30  02-27519069  104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62 號 7 樓之 3 

臺灣專業潛水協會 100/10/09 08-8856868  946 屏東縣恆春鎮 946 水泉里白沙路 31 號 

中華潛水推廣協會 087/01/01  02-27862451 104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2 段 77 巷 7 號 

台灣潛水教育協會  094/12/31 02-24274763 202 基隆市中正區南新街 31 巷 43 號 5 樓 

台灣潛水教練協會 092/12/28 02-2356-5205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 3 段 31 之 1 號 

中華潛水推廣協會 087/01/01 02-27862451 104 臺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 2 段 77 巷 7 號 

中華民國潛水協會 078/07/02 02-2883-9466 111 臺北市士林區 111 至善路 2 段 34 號 

臺灣科技潛水學會  089/12/30 02-27519069 104 臺北市中山區復興北路 62 號 7 樓之 3 

臺灣休閒潛水協會  082/10/28 0956-792888 
111 臺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2 段 34 號(台北郵政

28-27 號信箱) 

中華潛水訓練協會 108/05/19 02-22989483 242 新北市新莊區五權二路 22 號 

臺灣身心障礙潛水協會 106/06/04 0916-994-578 220 新北市板橋區莊敬路 169-4 號 

建議可以由海保署發文至以上團體，邀請加入淨海聯盟，與主動回報垃圾數據。另

外，海保署可於每年的 DRT 潛水展、旅遊展等擺攤宣傳，利用實體活動實際與潛水民

眾互動，讓民眾更了解「潛海戰將」政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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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短中長期策略 

綜上所述，實際增加人員加入淨海聯盟與增加回傳數據筆數，以短中長期投入經營策

略，包含以下： 

短期

（3

個月

內）

可著

手安

排 

線下 發函至潛水業者與潛水協會招募潛海戰將 

線下 辦理公開活動（如誓師大會、記者會），使各地潛水員認識潛海戰將 

線下 辦理淨海活動，號召各地潛水員加入 

線下 以潛水員為 TA（target audience）的海廢教育宣導講座 

線上 增加海保署臉書互動的波文或小遊戲 

線上 固定（每 2-3 週 1 次）於潛海戰將群組分享淨海或海洋相關訊息 

線上 請相關政府機構（如海委會、海巡署、地方環保局等）臉書小編分享

海保署現有的懶人包或轉貼其他團體淨海成果 

線上 潛海戰將群組若有人分享資訊，需予以正向回饋（按讚或貼圖回應） 

線上 不定期（每季或每半年 1 次）於海保署與其他政府機關臉書，透過小

遊戲或抽獎增加互動率與曝光度 

中期

（6

個月

-1

年） 

線下 辦理淨海活動，號召各地潛水員加入 

線下 以潛水員為 TA（target audience）的海廢教育宣導講座 

線上 邀請線上行銷專才，或優秀之政府部門小編（例如海巡署長室等）至

海保署推廣分享，以促進小編增能（capacity building）與行銷技巧 

線上 增加海保署臉書互動的波文、抽獎（若有預算）或小遊戲 

線上 定期於線上招募潛海戰將 

線上 潛海戰將群組若有人分享資訊，予以正向回饋（按讚或貼圖回應） 

線上 定期（每 2-3 個月）鼓勵潛海戰將群組潛店/潛水員回報淨海數據 

長期

（1-

3

年） 

綜合 定期於線上線下招募潛海戰將 

線下 建立特定調查方法與調查表格，如有預算可辦理工作坊，讓志工有學

習成長的機會 

線下 於潛水展、旅遊展或其他大型活動擺攤招募潛海戰將 

線下 如有預算，每年可舉辦增進志工歸屬感與榮譽感的實體活動，如招

募、工作坊、演講、擺攤、公民科學家年會等 

線上 每年志工回報數據分析後發佈新聞稿，向志工分享成果 

綜合 每年公布回饋筆數最多的團體或個人，可以頒獎或線上公布（網頁或

臉書）的方式，以建立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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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辦理潛海戰將誓師大會 

本計畫於 109 年 6 月 17 日於小琉球靈山寺前廣場辦理潛海戰將誓師大會，出席人員包

含海委會長官、莊瑞雄立法委員、蘇震清立法委員助理、周春米立法委員助理、鍾佳濱

立法委員特助、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隊、屏東縣政府環保局、在地社區、小琉球海

洋志工隊、屏東在地潛水業者等，近百人共襄盛舉。（誓師大會簽到表詳附件） 

媒體露出計有 Yahoo 新聞、青年日報、鮮週報等媒體平台。 

誓師大會流程如下表 3.2.1： 

表 3.2.1 誓師大會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09:50-10:15 報到、迎賓 

10:15-10:25 開幕、長官致詞 

10:25-10:30 潛海戰將短劇活動 

10:30-10:35 宣誓成立潛海戰將與授證 

10:35-10:40 公布第一二季淨海大聯盟成果 

10:40-10:50 環保艦隊及潛海戰將頒贈獎座 

10:50-11:00 大合照與媒體聯訪 

 

 
 

莊副主委致詞 授證儀式 

  
宣佈一二季淨海大聯盟成果 長官與小琉球海洋志工隊合影 

圖 3.2.1 誓師大會照片 

 



 

33 

 

 

3.3 辦理淨海活動 

本計畫於 109 年 4 月 19 日於墾丁後壁湖，6 月 17 日於小琉球美人洞海域，與 7 月 4 日

新北龍洞灣辦理三場次淨海活動，每次活動人數均達 20 人，三場次淨海成果近 400 公

斤。三場次淨海之相關細節如下表 3.3.1。 

表 3.3.1 淨海活動紀錄 

淨海活動相關細節 場次一-墾丁後壁湖 場次二-小琉球 場次三-新北龍洞灣 

辦理日期 109 年 4 月 19 日 109 年 6 月 17 日 109 年 7 月 4 日 

水下時間 45 30 80 

人數 20 20 24 

潛點座標 21.938892, 

120.745843 

22.353884, 

120.368298 

 

25.117141,  

121.919210 

潛水深度 5-20 公尺 10-15 公尺 15-20 公尺 

每人使用氣瓶 1 1 2 

垃圾總重 4.5 公斤 估計超過 300 公斤 70 公斤 

垃圾種類 塑膠袋、塑膠瓶罐、

繩索、漁線、金紙、

鐵罐 

漁網（箱網）2 張 漁網、少量垃圾 

地質構造 沙質與珊瑚礁混合 泥沙與珊瑚礁混合 火山安山岩礁岩 

生態系統 珊瑚礁生態系 亞潮帶淺海生態系 岩岸生態系 

海浪狀況 偶 有 小 浪 （ 少 於

20cm） 

平靜 偶有小浪（少於 20cm） 

天候狀況 晴朗炎熱 晴朗炎熱 晴朗炎熱 

是否看見被垃圾纏

住的動物 

無 無 無 

 

  



 

34 

 

 

表 3.3.2 淨海活動紀錄照片 

  

  

 
墾丁淨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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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琉球淨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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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龍洞灣淨海照片 

 

3.4 彙整潛海戰將執行成果 

109 年第一季潛海戰將有 13 筆資料回傳（下表 3.4.1），12 筆來自屏東小琉球海洋志工

隊，1 筆來自花蓮，共清除 8060 公斤。花蓮雖只有一筆淨海資料，但單筆就清除 7000

公斤，明顯高於一般淨海清除量（小琉球 12 筆資料共清除 1060 公斤）。經本計畫進一

步去電詢問花蓮，表示該次為過去累積的垃圾一次全數清除。此清除量非常顯著，但未

提供努力量（人數）與垃圾種類，則較難跟其他淨海資料相互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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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二季潛海戰將共有 66 筆資料回傳（下表 3.4.1），38 筆來自於海洋保育署 iOCEAN

海洋保育網潛海戰將回報，28 筆來自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系統海底垃圾。整體而

言，以屏東縣辦理淨海次數最多，而宜蘭縣參與人數 180 人為最多。垃圾清除量以屏東

縣 2771 公斤最多、澎湖縣 1000 公斤、基隆市 903 公斤次之。平均單場清除量則以澎湖

縣一場淨海 18 人清除 1000 公斤為最多；台東縣 308 公斤與基隆市 129 公斤次之。 

109 年第三季潛海戰將，因本季為台灣最主要潛季，共 136 筆資料回傳，參與人數 1405

人，為今年最高（下表 3.4.1）。淨海次數以桃園市和新北市最多；因已進入夏季潛水季

節，參與人次在桃園市、新北市、屏東縣、基隆市、台東縣與宜蘭縣均超過百人參與。

垃圾清除量共 6341 公斤，以新北市 2639 公斤居冠。平均單場清除量仍以澎湖縣平均一

場清除 290 公斤最高。 

 

表 3.4.1 109 年第一二三季潛海戰將清除量資料（資料來源：海保署海洋污染防治管理

系統、海洋保育署淨海大作戰 Google 表單、小琉球海洋志工隊險書。資料區間：2020/ 

1/1-9/30） 

  
109 年第一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參與淨海

次數（次） 

109 年第一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參與淨海人

數（人）（花蓮縣未提供人數） 

 
109 年第二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參與淨海

次數（次） 

109 年第二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參與淨海人

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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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三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參與淨海

次數（次） 

109 年第三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參與淨海人

數（人） 

 

109 年第一季潛海戰將各縣市垃圾清除

量（公斤） 

109 年第二季潛海戰將各縣市淨海清除垃

圾量（公斤） 

 

 

109 年第三季潛海戰將各縣市淨海清除

垃圾量（公斤） 

109 年第四季潛海戰將各縣市淨海清除垃

圾量（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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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招募潛海戰將執行成效 

（一）淨海聯盟 

透過今年三次淨海活動與海廢教育講座，以及向潛水社團宣傳活動與訊息交流。三次淨

海共 60 餘人參與，清除近 400 公斤漁網與海洋廢棄物。此外，由淨海而結識的潛水員

亦加入「潛海戰將」群組，不定期自主結伴淨海清理水下廢棄物，已清除龍洞四季灣、

瑞濱海灣等海底沉網。 

截至 11 月 9 日為止，海保署海污系統計有 414 人加入潛海戰將，由海保署成立之「海

洋保育署成立潛海戰將」LINE 群組計有 167 人加入；而海保署回收之全台各縣市潛水

社團或個人則有近 2000 人加入。 

從回傳資料來看，第一季 13 筆資料回傳、第二季 66 筆資料回傳，至第三季有 136 筆資

料、1405 人參與。顯示淨海聯盟宣傳有成，如今全台各地皆有潛水員加入，常於 LINE

群組內響應相關清網活動，也願意回傳淨海相關數據資料。 

（二）社群經營 

潛季（四月至九月）期間，「海洋保育署成立潛海戰將」LINE 群組每週均有貼文與分享

淨海資訊與成果，成員互動熱絡。潛季結束後，每週也至少有 1 至 2 則貼文互動。 

檢視海保署今年四篇與潛海戰將、清除海底漁網與 iOcean 海洋廢棄物管理平台有關之

貼文，表現都不錯，有兩篇讚數破兩百，已高於一般貼文表現；另有兩篇分別有 12 次

與 40 次分享，互動率頗佳（表 3.5.1）。今年 10 月底邀請擅長社群經營的重新思考協會

（RE-THINK）創辦人黃之揚至海保署分享社群操作與臉書經營，提供同仁相關社群經

營策略與經驗分享，作為未來臉書社群經營參考。 

表 3.5.1 海保署臉書文章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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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4.1 規劃公民科學家企畫方案 

一、緣起 

為招募熱誠民眾加入公民科學家行列，提昇海洋廢棄物相關意識，與邀請有興趣之民眾

深入探討議題，本計畫回顧目前執行現況，提供相關招募策略、執行方案、國內外其他

公民科學回報表單、文宣品圖騰意象描述，與調查表格視覺優化，使更多人得以具體之

行動，為臺灣海岸盡一份心力。 

二、現況分析 

1. 臺灣行政部門過去並無海漂垃圾調查，僅有民間與學界之調查。為有效防治與解決海

洋廢棄物問題，需建立海漂垃圾相關基礎數據資料，作為海漂垃圾治理的基礎。109 年

為配合行政院「向海致敬」政策，考量目前並無海上研究能量，藉由與海巡署合作，透

過海巡艦艇出海執勤時，協助調查海域之海上漂流垃圾，建立海洋廢棄物相關基礎資料，

以利掌握海漂廢棄物污染熱點。 

執行方式為：若海巡艦艇於海上發現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填寫海洋垃圾漂流帶、船

舶絞網紀錄表，將紀錄表電子檔、照(影)片定期以傳真、電子郵件或郵寄方式回傳海保

署彙整。另亦請海巡同仁於颱風(豪雨)過後或大潮時，加強海漂垃圾觀察。 

2. 執行結果與數據彙整詳見 4.3 節。 

三、招募策略 

1.  在經費許可下，定期辦理調查方法說明會，招募新進志工，擴充調查人員數量，使

人員流動可以維持動態平衡。 

2. 定期（每季或每半年）於海保署、海委會、海巡署粉絲專頁張貼招募訊息。 

招募訊息初擬如下： 

🌊一起成為台灣海洋的守望者！🌊 

🚢目視海漂公民科學家，熱烈招募中！ 

什麼？看看海面、動動手指就能成為科學家？！ 

沒錯，只要在出海的期間用簡單易懂的觀察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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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手機app讀取座標位置資訊 

將你的調查結果分享到平台 

就能幫助海洋保育署掌握垃圾分佈跟組成 

把目擊線索拼湊出整個台灣的垃圾分佈全圖！ 

快加入社團了解調查方法：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4944370541838/ 

 

 

3.  校園、單位推廣：發文大專院校海洋相關學院系所、水試學校與海巡單位，招募參

與公民科學調查活動。 

招募內容初擬如下： 

海面守望員招募中！一起參與海漂垃圾海面監測，推廣海洋保育觀念，協助掌握台灣週

邊海面垃圾實態，共創清淨海洋。 

 

表 4.1.2 大專院校海洋相關系所與水試學校名單 

國立臺灣大學 漁業科學研究所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 海洋研究所 10617 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水產養殖學系 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資訊系 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202 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2 號 

國立嘉義大學 水生生物科學系 60004 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 300 號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91201 屏東縣內埔鄉老埤村學府路 1 號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880011 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 300 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水產養殖系 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國立東華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 94450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 2 號 

國立東華大學 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94450 屏東縣車城鄉後灣村後灣路 2 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漁業生產與管理系 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海洋環境工程系 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系 80543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482 號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 80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科學系 80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國立中山大學 海洋環境及工程學系 804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34944370541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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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執行方案 

（一）培訓： 

1. 辦理調查志工招募培訓說明會（於 4.2 說明） 

(1) 室內課：指導調查目的、意涵與調查手法，增加志工之知識與技能 

(2) 戶外實際操作課：指導調查現場所需之調查手法，增加志工之技能與經驗 

(3) 後續每季追蹤學員狀況 

邱靖淳老師已於課程中鼓勵學員後續參與和填報數據，並加入 FB 社團「海漂/海底廢棄

物 目擊平台」。本計畫將每季追蹤學員是否有機會出海、填報資料與確認相關疑問解

答。 

(4) 舊志工複訓課程：過往參與之調查手法教授，強化志工之技能、經驗與技能，並更

新最新之調查手法。 

(5) 獎勵績優志工：配合貴署調查計畫或海巡署固定巡航需求，每季或每半年可安排數

據回傳最多的前 3 至 5 名（或依艦艇餘裕安排志工席次）公民科學家，於巡航艦艇保留

特定席次，優先搭乘海保署或海巡署巡航或調查艦艇，前往一般民眾難以前往、具極大

吸引力的神祕海域（如東沙、南沙、曾母暗沙），協助特定海域調查作業。 

2. 調查手法教學手冊與教學影片製作： 

(1) 培訓志工在培訓過程若有缺課可線上觀看補課 

(2) 舊志工調查前可複習，更新知識與技能使之符合最新的調查手法。 

(3) 偏鄉或特殊地區可以影片觀賞教學取代說明會或培訓活動，完成後即可參與調查。 

3. 志工社群意識凝聚： 

回顧公民科學相關研究，許多研究指出主辦方需要維持志工的動機，以及讓志工持續投

入計畫中，才能延長計畫的壽命。有些文獻也提到，不同的招募方式影響後續志工參與

的程度。另外，公民科學志工的本質、個人情況的影響、無法抽出時間、有其他吸引志

工的事情，是志工能否持續參與的主要阻礙。因此，若要達到潛在參與者的最大化，在

經費許可下，建議一再、周期性進行招募活動，以補足流失的人力。策略可能是透過新

聞發佈、透過線上平台增加招募廣度，或透過既有公民科學平台來進行招募。 

而要讓有興趣的民眾成為參與公民科學的志工，公民科學相關文獻指出及時的回饋與經

常性的支援是參與者能長期合作的關鍵元素。而回饋、獎勵和肯定會強化參與的意願，

因為這些反應了參與者努力的價值。使用論壇或其他形式的平台工具，讓志工能彼此交

流，因能促進相互的回饋和肯定，也是增加參與度的策略之一。此外，任務的挑戰性、

決定如何依照志工的能力設定任務的種類，也可以透過任務的設計，藉由主辦單位建立

的指引和訓練，讓志工有學習的機會。透過學習適當的任務和技術需求，會增加志工的

成就感，以及有被關照的感覺，這可以正向影響志工後續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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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計畫建議未來累積一定資料（三至五年）後，可以： 

⚫ 建置公民科學家社群，讓公民科學家彼此互動、回饋 

⚫ 定期張貼最新消息、媒體新聞稿等公開資訊 

⚫ 年度視覺化調查結果（參考圖 4.1.1） 

⚫ 頒布年度調查資料結果 

⚫ 建立年度公民科學調查貢獻量排行榜（參考圖 4.1.2） 

⚫ 未來累積數年成果後，也可辦理公民科學家年度聚會（參考圖 4.1.3） 

 

圖 4.1.1 白梅花蛇路殺回報紀錄視覺化成果 

右圖說明：各年度（X 軸）各志工（不同顏色）回報白梅花蛇路殺數據統計 

來源：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 

 

 

圖 4.1.2 海龜點點民公民科學家回報次數排行榜。來源 & Credit: 馮加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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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3 2019 年路殺社公民科學家年會。來源：路殺社 

（二）、回報網絡調查表單     

1. 路殺社調查表單 

路殺社創立之初並未建立調查表單或回報網頁，而是在未公開臉書社團裡，由參與者上

傳照片，特生中心研究人員一一辨視，再手動登錄。五年後才獲得經費與資料科學支援，

統一格式建立成類似手機的 Web APP，在臉書外建置成獨立網站和介面。 

填報項目共計 14 項，包含姓名、物種、補充說明、是否採集標本（勾選）、數量、拍

攝時間、地點、經緯度（自動抓手機定位）、道路名、里程、其他地標、死因，並上傳

1-5 張動物照片，與 0-5 張環境照片（圖 4.1.4）。 

 

圖 4.1.4 路殺社/台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資料填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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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roject AWARE 公民科學水下垃圾回報 

Project AWARE Foundation 是一個由 PADI 潛水員在 1989 年所發起的公民科學運動，目

標是在每次潛水的時候保護海洋。全世界的潛水員都與海洋和棲居其中的海洋生物有特

別的關係，而且能夠在保護海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填報項目之基本資料共 21 項。包含調查日期、地點、潛水組織名稱、潛水地點位置、

參加人數、潛點 GPS 經緯度（WGS84 系統）、調查時間長度（分鐘），調查深度範圍、

調查面積、收集到的垃圾總重、領隊姓名、領隊 email、底質（圈選）、生態系（圈選）、

海浪（圈選）、上週的天候狀況、是否看見被垃圾纏住的動物？每一種被垃圾纏住的動

物數量、動物生命狀態、潛水員認為導致垃圾出現的原因、前三項垃圾種類、此地最不

尋常的垃圾、相關照片，以及其他種類無法被歸類的垃圾。以及，垃圾項目共計 100 項。

包含塑膠、金屬、玻璃和陶瓷、橡膠、木頭、布料、紙和厚紙板、混合等八大類材質，

細項總共 100 個項目，見表 4.1.3 與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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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Project AWARE 第一頁調查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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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Project AWARE 第二頁調查表單 

 

 

 



 

48 

 

 

3. 聯合國環境總署（UNEP）與跨政府海洋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IOC）的海廢監測指引 

2009 年發佈的監測方法，至今廣為學術界與海廢相關研究人員使用，學術引用次數達

265 次。海岸基本資訊共 34 項計兩頁，項目包括組織、調查員姓名、電話、日期、海灘

編號、海灘名稱、區域名稱、經緯度、坡度、朝向、風向、海灘地形、海岸長度、地質

類型、地質覆蓋率、是否有珊瑚礁、是否有海草、潮汐範圍、海岸邊界類型、植被類型、

海岸土地使用、預估每年旅遊人次、交通可及性、鄰近城市名稱、鄰近城市距離、鄰近

城市方向、鄰近河流名稱、鄰近河流距離、鄰近河流方向、是否有河流/小溪流入海灘、

是否有排水管/下水道流入海灘。 

 

垃圾分類共計 77 項（見下表 4.1.5、表 4.1.6、表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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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UNEP 第一頁調查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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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6 UNEP 第二頁調查表單 

 

 

 

 

 



 

51 

 

 

表 4.1.7 UNEP 77 類垃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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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淨灘行動 ICC 表格 

海洋守護協會（Ocean Conservancy）的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擁有

近 40 年歷史，為全世界最早的淨灘數據表格，也是全球所有淨灘團體參考淨灘公民科

學數據的經典範本。基本資訊包含淨灘位置、州/郡/縣、郵遞區號、人數（大人、小孩）、

淨灘/水下/船舶（擇一），與最常撿到的項目。垃圾種類近 50 項（見表 4.1.8 與表 4.1.9）。 

 

表 4.1.8 美國版 ICC 表格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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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美國版 ICC 表格第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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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台灣愛海小旅行 ICC 淨灘數據表格 

2001 年引入台灣，2015 年由荒野保護協會建立「愛海小旅行」淨灘數據回報網頁，至今

會員人數約 700 位，累計近 2000 筆資料。近年每年約 300 筆資料上傳，2019 年有 323

筆。為台灣最廣為人知、淨灘最常使用的數據表單。垃圾項目 19 種（見 4.1.10）。 

 

表 4.1.10 台灣 ICC 淨灘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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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視覺優化調查表單 

綜上所述，國外成功的海洋垃圾公民科學調查，基本資料填報內容最多可達 30 多項，

而垃圾種類項目介於 50 至 100 項。本計畫目前填報內容基本資訊 11 項、垃圾種類僅有

18 項，已是相當容易簡便。參考以上公民科學調查表格，本計畫比較上述五類型調查表

格之特點（表 4.1.11），並進行視覺優化結果如表 4.1.13。 

 

表 4.1.11 國內外五類型公民科學家調查表格比較 

公民科學家

項目 

表單類型 特性 調查表格特點 

路殺社 網站 ⚫ 由研究人員辨視物種 

⚫ 民眾寄路死動物屍體，

由研究人員冰存標本，未來

有需要再分給有需要的研究

人員進行分析 

⚫ 民眾上傳路殺照片、時間地

點，相當簡便 

Project 

AWARE 

紙本 發展 30 年，全世界廣泛使

用 

需搭配指引或受訓後使用 

⚫ 垃圾項目細緻，有 100 項 

⚫ 使用者友善（多為勾選、依

材質分類子項目） 

⚫ 可由潛水地點資訊與垃圾項

目作交叉分析 

UNEP 海廢

監測指引 

紙本 廣為學術界使用 ⚫ 海岸資訊詳盡 

⚫ 垃圾分類項目 77 項 

國際 ICC 紙本 廣為各地淨灘團體使用 ⚫ 前面附簡易圖說，告訴民眾

蒐集數據後能達成的影響 

⚫ 還有微塑膠與受海廢影響生

物 

⚫ 計算努力量（人數、袋數/重

量、淨灘長度） 

台灣 ICC 紙本/網

站 

廣為台灣淨灘團體使用 

淨灘需有專人協助分類紀錄上傳 

⚫ 修改自國際 ICC 

⚫ 搭配小圖，方便使用者辨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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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2 原本海漂垃圾調查紀錄表如下（兩頁） 

 

 

 

 

 

 

 

 

 

 

 

 

 

 

 

 

 

表 4.1.13 視覺優化後海漂垃圾調查紀錄表（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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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多元行銷之圖騰文案 

為增加民眾對海面公民科學調查之認知程度與認同意識，進而擴增志工人數，本計畫提

供圖騰文案如下： 

 

設計意象：海面守望員，建議元素包含望遠鏡、眼睛、海面或波浪，與海面載浮載沉的

垃圾 

設計意涵：參與海漂垃圾海面監測並推廣海洋保育觀念，協助掌握台灣週邊海面垃圾實

態，共創清淨海洋。 

設計風格建議搭配目前其他四類公民科學家圖騰（圖 4.1.6），採圓形且單一色調製作，

使設計主體意象突出為視覺焦點。 

 

圖 4.1.6 四類公民科學多元行銷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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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辦理說明會 

一、活動說明 

本計畫於 109 年 4 月 10 日於海洋科技博物館辦理目視海漂公民科學說明會，邀請擁有

專業知識與實務經驗之邱靖淳老師為學員說明調查手法與應用方式，參與學員人數 35

位（簽到單見附件），議程見表 4.2.1。另於室內課程結束後安排學員登上「華倫號」娛

樂漁船，實際演練調查方法。 

時間：109 年 4 月 10 日下午 13:00-16:00 

地點：基隆海洋科技博物館小科教教室 

  

表 4.2.1 目視海漂公民科學說明會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3:10 報到 澄洋公司 

13:10~13:15 長官致詞 海保署長官 

13:15~13:45 1. 目視海漂垃圾研究方法介紹 

2. 目視海漂垃圾操作方式 
海洋大學海洋事

務與資源管理研

究所邱靖淳研究

助理 

13:45~14:00 公民科學家參與方法 

1. 工具使用 

2. 操作流程 

3. 統計數據上傳 

4. 邀請大家加入群組/社團 

14:00~14:20 休息，人員前往登船處 澄洋公司 

14:20~16:00 登船實際演練 

1. 示範與解說操作 

2. 2 組（左右船舷）演練 2 回合，1 回合 10 分鐘 

3. 填表、相片拍攝、數據回報 

4. 問題與討論（討論實際操作時所遇到的執行困難，

例如如何評估水面寬度、視線高度、手機軟體與 GPS

格式設定、垃圾類別、資料回報疑難排除等等） 

澄洋公司 

海洋大學海洋事

務與資源管理研

究所邱靖淳研究

助理 

16:00～ 賦歸 澄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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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師與船隻介紹 

邱靖淳｜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所研究助理 

因潛水與從事海龜保育志工而愛上海洋。關注海洋廢棄物問題，曾參與跨國海洋廢棄物

調查、環臺海廢快篩調查與數據分析。以論文《臺灣周遭海域海漂垃圾時空分布與密度

之研究》取得海洋大學碩士學位，揭開臺灣首次海漂垃圾的面貌。 

邱靖淳老師參考國外文獻與相關調查方法，研擬台灣目視海漂垃圾方法，於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2 月號召公民學家回報資料以瞭解臺灣海域海漂垃圾的分布與密度。期間

共累積 978 筆可用資料，調查航線達 5,455 公里，共目擊 4,660 件垃圾。分析結果顯示，

69.1%航段目擊到海漂垃圾，以塑膠占比最高(63.2%)，主要為寶特瓶及塑膠袋/塑膠包裝。

其次為保麗龍(20.1%)（Chiu et al，2020）。 

 

 

圖 4.2.1 邱靖淳老師以公民科學調查研究臺灣海漂垃圾成果 

本次目視海漂活動安排學員練習船舶為 CT2 之娛樂漁船「華倫」，船主陳致豪。註冊港

口為基隆，總噸位 19.81 噸，長度 14.9 米，吃水 1.13 米。全船乘員最高限額 52 人，乘

客定額 48 人。船隻編號 CT2-6960，小船編號 969947，小船執照號碼：南馬船執字第

1080149 號。船殻材質為 FRP（玻璃纖維強化塑膠）。船隻有投保「旅客運送業責任保

險」（表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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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華倫號相關執照與旅客險資料 

   

三、活動照片 

表 4.2.3 目視海漂公民科學說明會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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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相關新聞報導 

 

 

 

圖 4.2.2 波新聞報導目視海漂公民科學家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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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鮮週報報導目視海漂公民科學家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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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員後續動態追蹤 

參與學員 35 位，共有 3 位參與學員於第二季有出海填報資料。目前無學員提出疑問。

另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亦有一位志工參與說明會，在第二季時由黑潮其他夥伴出海時填

報 5 筆目視資料。第三季有 29 筆目視資料來自工作坊學員。 

4.3 彙整目視海漂執行成果 

109年一至三季目視海漂（含目視海漂垃圾調查與海洋垃圾漂流帶目擊紀錄）共計101筆

資料，其中72筆為目視海漂垃圾，19筆為海洋垃圾漂流帶（表4.3.1）。調查縣市海域以

高雄（23筆）和基隆（20筆）回報次數最多（圖4.3.1-1）。 

表 4.3.1-1 109 年一至三季目視海漂垃圾調查與海洋垃圾漂流帶紀錄次數（次）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小計 

目視海漂垃圾 8 34 30 72 

海洋垃圾漂流帶 3 11 5 19 

 

圖 4.3.1-1 目視海漂垃圾回報點分佈縣市 圖 4.3.1-2 109 年第一至三季目視海漂調

查時搭乘船舶類型 

 

與第一季相比，二、三季回報數量增加許多，推測跟第二季（4 月）辦理目視海漂工作

坊後，除了學員在實習航次回傳，連帶在後續出海機會時也主動回傳資料有關。垃圾組

成以塑膠袋和寶特瓶為最大宗垃圾，保麗龍與其他塑膠類次之。目前三季加總回報筆數

72 筆，未來持續累積數據後，可再與先前海洋大學邱靖淳（2018）研究之成果對照比較。 

 

另外，觀察回報數據之船舶類型，娛樂漁船占比超過一半，約三成來自海巡艦艇，但整

體回傳筆數仍不多（圖 4.3.1-2）。顯示未來可多鼓勵民間 NGO、娛樂漁船業者與海巡多

多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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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1-2 109年第一季目視海漂（含目視海漂垃圾與海洋垃圾漂流帶）數據彙整 

（資料來源：海巡署回報資料、海漂垃圾調查紀錄表_2019版(Google表單)、海洋垃圾漂流帶目擊紀錄表

_2020更新(Google表單)，資料統計時間2020/1/1-9/30） 

  
109 年第一季目視海漂垃圾調查垃圾組成（件） 

 

 
109 年第二季目視海漂垃圾調查垃圾組成（件） 

 
109 年第三季目視海漂垃圾調查垃圾組成（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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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淨海聯盟回報資料統計分析等行政庶務 

5.1 數據分析 

109 年淨海聯盟之環保艦隊、潛海戰將與目視海漂回報資料數據統整成果請見前述各章

節：2.3 環保艦隊、3.4 潛海戰將、4.3 目視海漂。針對目前數據填報狀況分析如下： 

（一）環保艦隊 

環保艦隊的數據填報系統，努力量與收獲量無法對接。另垃圾統計類別有紅綠袋（袋數、

公斤數）、環保署 9 類（公斤數）與 ICC 19 類（件數），資料格式不一致，不同縣市在

清運垃圾細節比較上有困難。目前僅能比較縣市與清除重量，以及進行相同垃圾組成格

式的縣市比較。 

表 5.1.1 109 年第一季環保艦隊數據形式 

 

（二）潛海戰將 

潛海戰將回報筆數逐漸增加，各縣市比較可參考下節海廢地圖。另，垃圾量格式未統一，

小琉球志工隊雖有固定淨海且願意回報，但回報垃圾量以體積為主（如 1 件箱網），且

未紀錄垃圾類別，增加資料比較的困難度。 

表 5.1.2 109 年第一季潛海戰將回報數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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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目視海漂 

目視海漂因在設計方法時，已特別紀錄調查努力量，如航行距離、目視寬度、調查時間

為 20 分鐘等，未來若累積更多數據，可將數據標準化分析。 

表 5.1.3 109 年目視海漂（含海面垃圾漂流帶）數據形式 

 

 

另據海洋大學邱靖淳碩士所做之研究，台灣海域平均垃圾密度為每平方公里 90件，63.2%

的垃圾為塑膠材質，海漂垃圾熱區為北部海面與東南部海面（邱靖淳，2019）。表 5.1.4

為本計畫 109 年第一二三季垃圾目擊率與垃圾密度與邱靖淳研究相比較，大部分海域資

料與邱靖淳研究差異甚多，因目前累積之有效筆數較邱靖淳研究的近千筆數據少了許多，

未來仍需累積更多數據與觀測時間，方能理解台灣海域垃圾量之變化。 

 

表 5.1.4 109 年第一二三季目視海漂垃圾目擊率與密度與邱靖淳研究比較 

海域範圍 

有效

筆數 

調查總長度

(公里) 

目擊垃圾機率(%) 密度(件/平方公里) 

本計畫 

2018 

(海大邱靖淳) 本計畫 

2018 

(海大邱靖淳) 

北部海面 28 95.96 82.1% 80.9% 224.3 134.28 

東北部海面 3 32.16 100% 52.5% 182.2 57.36 

台灣海峽北部 17 71.32 29.4% 81.6% 17.8 77.16 

東南部海面 3 78.89 0% 75.5% 0 127.11 

台灣海峽南部 21 213.29 57.1% 85.0% 8.6 83.36 

總計 72 491.6 59.7% 69.1% 101.5 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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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海廢地圖 

統整第一、二、三季淨海聯盟回報資料，製作為海廢地圖，見下表 5.2.1。比較一二三季

數據回傳筆數在各縣市均有大幅增加，其中又以環保艦隊最為踴躍。 

 

在潛海戰將方面，屏東回報筆數最穩定，主要資料貢獻者為小琉球海洋志工隊，在三到

六月之間每週固定淨海。另外在基隆、新北、花蓮與宜蘭，由於夏天為北台灣主要的潛

季，在回報筆數亦有增加。第三季為台灣主要潛季，淨海次數與參與人數為三季最多，

在北台灣與離島均有淨海（表 5.2.1）。 

 

在環保艦隊方面，第二季與第三季回報筆數較第一季成長許多。第二季又以台南市 134

筆回報筆數最多，新竹市（75 筆）、桃園市、基隆市、新竹縣次之。第三季則以新竹市

（182 筆）最多，桃園市與屏東縣 60 餘筆次之。新北與宜蘭三季均未回報（表 5.2.1）。 

 

在目視海漂方面，第二季回報筆數較第一季稍有成長。兩季均以基隆市回報次數最多。

第二季因在基隆辦理目視海漂說明會，課程搭配出海實習，當天同一航程有 11 筆數據

（表 5.2.1）。目前主要的回報縣市集中在北台灣與中台灣（基隆、澎湖、彰化、雲林與

高雄），目前筆數仍少，未來可累積更多資料後，與先前海洋大學邱靖淳之研究對照比

較，檢視台灣海域的漂浮垃圾熱區是否有所改變。 

 

表 5.2.1 第一季淨海聯盟回報資料海廢地圖，本計畫繪製 

  
109 年第一季潛海戰將數據分析各縣市

回報次數海廢地圖 

109 年第二季潛海戰將各縣市淨海次數海

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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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三季潛海戰將數據分析各縣市

回報次數海廢地圖 

109 年第四季潛海戰將數據分析各縣市回

報次數海廢地圖 

  
109 年第一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回報次數

海廢地圖 

109 年第二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回報次數海

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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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三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回報次數

海廢地圖 

109 年第四季環保艦隊各縣市回報次數海

廢地圖 

 

  
109 年第一季目視海漂數據各縣市回報

次數海廢地圖 

109 年第二季目視海漂數據各縣市回報次

數海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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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第三季目視海漂數據各縣市回報

次數海廢地圖 

109 年第四季目視海漂數據各縣市回報次

數海廢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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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未來建議 

1. 考量各在地執行單位努力辛勞與各縣市地理環境、海洋產業類型與人類活動範圍限

制，建議在現行之比較每季垃圾量（收穫量）之上，鼓勵填報者詳細填寫努力量資訊（如

作業天數、清除面積、船隻大小、人次、機具次），除了可表揚長期穩定投入之人員，

以有助於將垃圾量標準化，可進階提升作為時間（歷年）空間（跨漁業別/跨縣市/跨區

域/跨國）比較，並有機會與其他國際海廢資料庫對接或學術發表。 

 

2. 「海廢清除」與「海廢監測」兩者對於海廢治理均非常重要，目前海保署之三項計畫

設計上較趨向「海廢清除」，數據難以有效量化與比較。  

澳洲海廢學者哈德絲蒂博士（Dr. Britta Denise Hardesty）曾表示「量化海廢方能有效管

理」，建議可參考環保署於 2015 年至今輔導臺灣 19 濱海縣市每季執行之固定海灘劃設

固定範圍之「海岸廢棄物 ICC 監測與寶特瓶國碼調查」，開始收集能「反映海面/海底

垃圾汙染密度」之數據。 

有鑑於環保艦隊系統目前發展相對完善，可參考各學術單位或生態調查公司之漁業資源

監測計畫，挑選參與度高、表現優良之漁民，於各地或擇一港口試驗執行小規模之長期

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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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海廢教育宣導 

6.1 辦理南部場漁民或潛水團體教育宣導活動 

本計畫於 109 年 4 月 19 日於墾丁辦理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20 人。 

（一）活動介紹 

表 6.1.1 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4:00 國內外塑膠研究進展與減塑行動案例 

海洋垃圾對環境影響 

Dive Against Debris潛水不要垃圾介紹 

李東霖 

（二）講師介紹 

李東霖｜湧升流環境教育創辦人 

李東霖講師已於2011年開始海洋環境教育深耕九年的時間，包括海生館展場講師、海

洋局校園巡迴課程列車講師、海湧工作室創意總監等環境教育相關工作，於本次分享

海洋廢棄物與本次潛水不要垃圾、潛海戰將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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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錄 

表 6.1.2 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照片 

  

 

 

6.2 辦理離島場漁民或潛水團體教育宣導活動 

本計畫於 109 年 5 月 29 日於澎湖辦理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20 人。 

（一）活動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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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3 離島場海廢教育宣導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9:00-19:30 播放藍色星球（Blue Planet II） 澄洋公司 

19:30-20:30 國內外塑膠研究進展與減塑行動案例 

海洋垃圾對環境影響 

Dive Against Debris介紹 

環保艦隊介紹 

巫佳容 

（二）講師介紹 

巫佳容｜海洋公民基金會顧問、台灣咾咕嶼協會理事、年年有鰆負責人 

經歷：海洋公民基金會、中華鯨豚協會專員；環境資訊協會海洋種子教師 

（三）活動紀錄 

表 6.1.4 離島場海廢教育宣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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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辦理中部場漁民或潛水團體教育宣導活動 

本計畫於 109 年 6 月 26 日於台中辦理中部場海廢教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20 人

（簽到單詳附件）。 

（一）活動介紹 

表 6.1.5 中部場海廢教育宣導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4:30-15:00 國內外塑膠研究進展與減塑行動案例 

海洋垃圾對環境影響 

Dive Against Debris（潛水不要垃圾）介紹 

澄洋公司 

15:00-16:00 工業廢布料DIY購物袋 

舊T-shirt改造為背心袋 

袋代 

（二）講師介紹 

1. 顏寧｜澄洋環境顧問 

臺大城鄉所碩士。長期關注海洋、漁業與海洋廢棄物議題的倡議者。2017 年推動國內環

團與環保署共同成立「海廢治理平臺」，起草「海廢治理行動方案」，持續參與相關政

策討論。撰文散見於四大報，與報導者、端傳媒、農傳媒等網路平台。 

2. 袋代團隊｜台積電青年築夢計畫 

以工業設計擅長的產品設計，製作出人人皆易上手的版型。現場將示範如何以一件舊

衣做背心袋，或一張全新工業廢布做提袋，並帶領學員實際動手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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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紀錄 

表 6.1.6 中部場海廢教育宣導照片 

  

 

6.4 辦理東部場漁民或潛水團體教育宣導活動 

本計畫於 109 年 7 月 10 日於花蓮辦理東部場海廢教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20 人。 

（一）活動介紹 

表 6.1.7 東部場海廢教育宣導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9:00-20:00 國內外塑膠研究進展與減塑行動案例 

海洋垃圾對環境影響 

Dive Against Debris（潛水不要垃圾）介紹 

環保艦隊介紹與宣傳 

澄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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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師介紹 

胡介申｜澄洋環境顧問 

胡介申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海洋生物科技暨資源學系研究所，曾任荒野保護協會海洋保

護專員，致力推海廢研究調查、公民科學與政策遊說。自 2007 投入國際淨灘行動相關

工作，在環境教育活動中加入公民科學元素，2013 年起積極與環太平洋國家交流海廢倡

議經驗，2014 赴韓國接受亞太經合會(APEC)舉辦之海廢與微塑膠調查技術工作坊，2016

由澳洲導入「陸地到海洋」大型跨國研究計畫於高屏溪流域調查，2017 年起與兩位德國

學者合作分析民間團體十二年淨灘數據，發表台灣首篇大範圍海廢調查論文於知名期刊

「海洋污染學誌」。 

（三）活動紀錄 

表 6.1.8 東部場海廢教育宣導照片 

  

6.5 辦理北部場漁民或潛水團體教育宣導活動 

本計畫於 109 年 9 月 7 日於新北市瑞芳漁會辦理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活動，參與人數達

20 人。 

（一）活動介紹 

表 6.1.9 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議程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9:00-10:00 
海洋廢棄物對海洋影響 

國外處理海洋垃圾（漁業廢棄物）案例 

環保艦隊介紹與宣傳 

澄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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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講師介紹 

陳彥翎｜環境教育講師 

 

宜蘭大學生物技術與動物科技系畢。大學時代即開始投入環教、農業、海洋保護志工活

動，擁有豐富的環境教育經驗。曾於食農教育、海洋科技博物館工作，負責海洋廢棄物

議題、淨灘辦理與環境教育相關業務。 

（三）活動紀錄 

表 6.1.10 北部場海廢教育宣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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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教育宣導活動民眾回饋 

（一）民眾回饋意見 

南部場教育講座與會民眾無現場回饋亦無相關意見。離島場教育講座與會民眾提問踴

躍，詢問海邊寶特瓶能否回收？寶特瓶瓶蓋、瓶身標籤與瓶身是否應分開回收？若海

岸廢棄物不具回收價值，未來淨灘是否需要分類？ 

中部場教育講座與會民眾表示，講座搭配實際動手操作減塑很有意義，希望未來多與

潛水社團合作，舉辦類似活動。北部場為漁民參與，對於漁港丟棄垃圾的罰款印象最

深，現場紛紛以手機拍照分享到漁民群組。 

（二）學習單結果 

目前共 25 位學員填寫學習單，填報率為二成五左右。填報率偏低原因在於部分場次為

年齡較大漁民參與，他們表示不識字無法填寫。 

針對海廢的來源，半數學員認為是來自陸地（河川、掩埋場、人類遊憩、亂丟垃圾

等），半數則認為是來自海洋，尤其是漁業相關廢棄物如保麗龍和漁網為最。而許多

學員特別點出寶特瓶占海廢的極大比例。海洋塑膠的影響方面，48%學員指出海廢的

危害為生物誤食，而 44%學員選擇塑膠污染；另有 8%學員勾選塑化劑污染，顯示講師

授課題材均已傳達海廢的相關影響。 

 

圖 6.4.1 海廢教育宣導學習單-海洋塑膠對環境或人類之危害 

96%學員已正確理解潛水淨海時應準備的裝備。全數學員對於如何生活減塑與源頭減

量政策已有相當認識，顯示講師宣導源頭減塑的方法已獲成效。惟僅有半數學員正確

回答海污法罰責最高為 150 萬元罰鍰。針對海污法罰責，我們未來將特別請講師強調

海污法與相關罰責部分作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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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資料蒐集 

7.1 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 

微型塑膠或稱微塑膠（microplastic）一詞最早是由英國普利矛斯大學教授 Thompson 等人

於 2004 年提出（Thompson et al, 2004），後陸續有學者建議將微塑膠的大小範圍界定在

5 mm（Arthur et al., 2009；Cole et al., 2011）。根據聯合國下設之獨立海洋環境科學小組

GESAMP（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的定

義，微塑膠（microplastic）為粒徑 5 mm 以下的塑膠碎片，包含奈米等級（1 nm）的微粒

（GESAMP，2015；GESAMP，2016）。 

GESAMP（2016）回顧微塑膠相關文獻，歸結在開放海域的漂浮微塑膠，有大約一半位

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北太平洋、南太平洋與印度洋的亞熱帶環流當中。相較其他區

域，微塑膠在熱帶太平洋與南冰洋海域的豐度，是其他區域的百萬倍。另外，在高度人

口密集的濱海地區如地中海，也有高密度的微塑膠分佈。而韓國學者 Song et al（2015）

指出在海水表面的微表層（上層 50 至 100μm 的範圍）較其下的海水層，有顯著的高濃

度微塑膠。因此，本計畫預計以海漂微塑膠為資料蒐集之主要標的，預計蒐集曾在太平

洋、南冰洋進行大範圍微塑膠調查研究的美國與日本，與地中海區域的歐盟對於海漂微

塑膠採樣與調查流程，以及台灣在地 NGO 的採樣方法，以茲比較。 

目前蒐集海水表面與水體的微塑膠（microplastic，小於 5mm）與中型塑膠（meso-plastic，

介於 5 mm 到 2.5 cm）的工具為拖網。典型的拖網由傳統浮游動物網（plankton net）改

造，包含利用浮球使之漂浮的蝠魟拖網（manta net），或是必需保持一半在水表下的浮

游生物網（neuston net）。這幾種網具一般都能互相比較所蒐集到的物體，而且可交替使

用。網目大小介於 50 μm 到 500 μm，而 330 μm 是最常使用的網目尺寸。 

表 7.1.1 微塑膠採樣常用網具一覽 

 

Copyright: https://brtsampler.en.made-in-

china.com/product/WvMnRkVYacrU/Ch

ina-Simple-Plankton-Net-for-Biological-

Aquaculture-and-Oceanics-in-

Laboratory.html 

Copyright: NOAA  Copyright: Fredrik Norén 

浮游動物網（plankton net） 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 蝠魟拖網（manta ne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04400327_Distribution_and_abundance_of_surface_water_microlitter_in_the_Baltic_Sea_A_comparison_of_two_sampling_methods/profile/Fredrik_No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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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塑膠採樣包含以下步驟：採樣規畫、網具選擇、採樣調查與樣本處理。 

 

圖 7.1.1 微塑膠採樣流程，本計畫繪製 

Eriksen et al（2017）曾比較蝠魟網與 AVANI 網（長寬比為約 5:1 的矩形長方形浮游生物

網（neuston net））採樣的差異，發現使用蝠魟網（淨浸入深度 16 公分）和 AVANI 網

（淨浸入深度為 30 至 60 公分）收集的塑膠顆粒數量沒有統計學差異，不過在重量上則

有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是由於採樣水層的差異，以及在海水表層下方有相對較高密度漂

浮微塑膠的趨勢所致。因此，AVANI 網在微塑膠高密度的海域，會比在同海域的蝠魟網

採集到更多的微塑膠顆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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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 

過去全世界在開放海域和沿海水域，都有記錄到漂浮和懸浮在海水表面的海洋垃圾。但

總的來說，監測海洋海洋垃圾的努力經常是非正式的，多屬軼事趣聞，少數科學考察會

納入目視海漂垃圾的調查，幾乎少有專門為了收集漂浮海洋廢棄物樣本與定量的科學考

察。早期的海洋垃圾的採樣，通常來自於浮游生物取樣。多年來，方法有所轉變，包括

浮游動物網斜拖（oblique plankton tows）（Carpenter et al., 1972）和表水拖網（neuston 

net）（Colton et al., 1974, Yamashita and Tanimura, 2007）。在北大西洋，美國海洋教育

協會（Sea Education Association）施行一套標準程序，以帆船拖行表水的拖網（neuston 

net）採樣海洋垃圾，已累積了 22 年的數據（Law et al., 2010）。Moore et al.（2001，

2002）最先發表一些報告，證明可使用蝠魟網（Manta net）進行海洋垃圾的採樣。Brown 

and Cheng（1981）注意到，蝠魟網的優點是，兩個附在框架上的側翼，能使蝠魟網的網

口掠過水面。Thompson et al.（2004）從連續的浮游生物記錄儀收集的存檔樣品中，確

立了海洋的微塑膠濃度。 

（一）美國海洋大氣總署的微塑膠採樣與調查流程 

本節根據美國海洋大氣總署發佈的《海廢監測與評估：海洋環境中的海廢趨勢建議》

（ Marine Debris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Recommendations for Monitoring Debris 

Trend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Lippiatt et al, 2013），摘錄海水表面微塑膠採樣與

調查之器材和流程。 

 

圖 7.1.2 美國 NOAA 蝠魟網裝設說明 

船尾 ↓  

A 形構架壓至最低 

蝠魟

網

流速計裝於網

口

網

尾

拖繩 長度可調

整 

避開尾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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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調查都需遵行以下流程。將一個網目 0.330 毫米、長度約為 3 公尺的蝠魟網固定於

海水表面水平拖曳（上圖 7.1.2）。根據海況，可以將配重加到拖繩上，以確保平衡定位

和刮過表層水面。或者，可以將配重添加到連接到船索的拖纜上。蝠魟網船索連接的拖

纜會連到一個轉環，使之稍微偏移，因此一側會稍長一些，以增加拖曳角度，而避開船

的尾波。為了安全和易於取回，建議在蝠魟網上繫上浮標。 

將流量計繫於網口，下水拖行前先紀錄讀數。需從船尾或船側面佈下蝠魟網，保留足夠

的張力，讓網可以平滑的掠過水面以避免尾波。蝠魟網的側翼應該留在海水表面。為了

儘可能減少船尾對採樣的影響，拖繩與蝠魟網的理想角度大約為 20 度。繫繩的短邊應

靠近船隻，以獲得所需的拖行角度（見上圖 7.1.2）。 

以 1-3 節的速度拖行蝠魟網約 0.5 海裡，持續時間約 15 分鐘。除了注意下水時間外，也

請將網浸入水中，流量計記錄水體體積時展開和收回的時間。在拖行過程中，可以調整

船速和拖纜長度，以確保蝠魟網正確掠過表面，遠離船尾。 一個人看著網，並留意任

何可能流入網口的較大碎片。若有較大塑膠碎片（macroplastic），應在另一個紀錄大型

塑膠碎片的表格中進行詳細說明。 

在每個拖行蝠魟網樣站的起始點和終點，以度十進制格式記錄 GPS 座標。研究人員可

以通過手持 GPS 裝置完成，也可以在地圖 APP 中標記船隻的路徑座標。 如果該區域存

在障礙物而需要更改採樣樣站，則當船隻改變航向時，亦應記錄 GPS 座標。 

一旦將網收回船上，就馬上記錄流量計讀數。從網外用天然海水輕輕地將網內容物沖洗

到尾袋（cod end，蝠魟網末端的收集筒）。如果可以的話，先以 0.333 mm 的篩網過濾周

圍的海水，以去除可能造成樣本偏誤的顆粒。分離尾袋，並用海水沖洗其全部內容物。

拍照記錄整個過程，尤其是每回拖網後尾袋的內容物。 

樣品可以在船上處理，或置入貼上標籤的樣品瓶中，以進行後續實驗室分析。 挑出任

何明顯的大碎片（大於 30 公分），並記錄在另一張大碎片的數據表。沖洗大碎片上所

有附著的小顆粒，收集照相後裝在袋子中保存或丟棄。可以丟棄 較大的天然物體，但

應沖洗以收集所有附著的小顆粒。研究人員可根據研究目的，將這些小顆粒記錄在數據

表中並拍照留存。 

在船上處理樣品時，沖洗將尾袋裡的樣品，並分別以 5 公釐和 0.333 公釐的不銹鋼篩網

過濾，將微塑膠分成兩個尺寸類別——大於 5 公釐，以及介於 5 公釐和 0.333 公釐之間。

以噴瓶裝滿過濾後的海水，僅可能的沖洗附著在垃圾和自然物體上的天然和人為顆粒

（例如浮葉、木莖、松針，和水母）。如果要分析樣品中的微塑膠濃度，沖洗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考慮使用去離子水沖洗，以減少潛在誤差。 大於 5 公釐的垃圾依材質類別分

類，並在海廢數據表上統計。 然後，根據研究目標，可以可考丟棄大碎片或將其留存。

小心地沖洗小於 5 公釐尺寸的微塑膠，將其置入玻璃樣品瓶中並冷凍保存，以防止任何

樣品降解。 

如果沒有在船上處理樣品，則採取步驟來濃縮樣品，儘可能減少沖洗和分類所有大型塑

膠垃圾（macro-plastic）。依照上述流程，從樣品中移除大型塑膠垃圾。微塑膠的部分，

按照上述篩分技術，將尾袋內容物沖洗到玻璃樣品罐中進行篩分。樣品應儘快處理，以

避免冷凍或化學保存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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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的微塑膠採樣與調查流程 

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5 Gyres Institute）是以科學作為減塑倡議的 NGO，共同創辦人

Marcus Eriksen 博士為聯合國 GESAMP 科學團隊成員之一，擁有多篇同儕審查科學期刊

的重磅文章。Eriksen 博士集結從 2007 至 2013 年的 24 趟航次，計算出有 50 兆片、重量

超過 25 萬噸的塑膠在海上漂流（Eriksen et al., 2014）。五大環流基金會自 2008 年起每年

巡航蒐集海面微塑膠，還自行研發改良拖網器材，邀請全球各方學術公民團體加入拖網

數據共享的計畫，其提供的微塑膠採樣流程是許多 NGO（包含綠色和平台灣辦公室、黑

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奉行實施的方法。 

 

圖 7.1.3 五大環流基金會 Eriksen 博士設計的蝠魟網 

 

[架網] 使用長 3 公尺、寬 1.5 公尺、重 8.16 公斤的蝠魟網，網口 60 公分、網目 0.335 公

釐，左右兩翼各 45 公分（見上圖 7.1.3）。將蝠魟網架設在遠離尾浪的區域，因為尾浪

裡的亂流會讓塑膠沉沒。你可以使用帆船桅杆或吊艇柱，遠離船側放置蝠魟網。觀察蝠

魟網的表現，如果蝠魟網在海面上跳躍，則需調整拖繩的長度和船速。 

[紀錄表] 紀錄表包括以下項目：樣區編號、日期、起始時間、起始經緯度、起始與結束

的海象、起始與結束的船速、起始與結束的方向、平均船速、起始與結束的風向、起始

與結束的風速，與下網前的流速計讀數。 

[船速] 維持穩定的線性航線，避免與其他船隻交會。船速需保持在 3 節以下，若蝠魟網

在海上躍起，或破浪而出，則需降低船速。觀察蝠魟網並根據現場狀況調整。切勿在蒲

氏風級 4 級以上施行，必須關注海象，若風速超過 16 節就需收回網具。網具不應彈跳，

也不應沒入海平面，它必須穩定流暢地在海水表面掠行。 

[拖行長度] 拖行時間至少 30 分鐘，最多可至 60 分鐘，全程保持直線前行。最好避免在

清晨時有大量浮游生物湧上海平面的時候，以免尾袋會塞滿這些浮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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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網具] 收回與固定網具，留意所有鬆脫的繩具。馬上紀錄數據，包含起網的時間、

經緯度、流速計的讀數。將尾袋裡的樣本以 1 公釐篩網分篩，期間以海水噴瓶不斷沖洗

尾袋，至所有碎片都流下，以樣本瓶保存樣本。 

二、日本 

（一）日本沿近海與南冰洋微塑膠調查採樣 

日本政府於 2014 年起，以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在日本周邊海域採集微塑膠。研究

發現，日本近海漂浮的微塑膠是世界平均值的 27 倍。2015-2017 年，日本多所大學以研

究船研究日本沿岸到南冰洋的微塑膠漂流動態調查（內田圭一，2016）。 

 

圖 7.1.4 日本於 2014、2015 年於日本近海與南冰洋的調查點位 

日本採用的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長 3 公尺，網目 0.35mm、開口長寬各 75 公分，

網口上側兩邊配有浮球，下側兩邊有配重。網具放置於船側，遠離船邊。下網時，網口

三分之一需浮於海水表面、三分之二沒入海水下。網口中配置流量計，流量計需於下網

前與起網後紀錄讀數。拖行時間 20 至 40 分鐘。 

起網後，準備過濾的海水沖洗網具，將附著的顆粒沖至尾袋。最後，將樣品放入樣品瓶，

加入福馬林固定浮游生物。 

 

圖 7.1.5 日本浮游生物網配置。來源：內田圭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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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6 日本採集微塑膠操作流程。來源：內田圭一，2016 

流量計 

網子與船體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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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環境省《調和海面微塑膠監測方法指引》 

本計畫摘錄日本環境省於 2019 年出版的《調和海面微塑膠監測方法指引》（Guidelines 

for Harmonizing Ocean Surface Microplastic Monitoring Methods）（Michida et al, 2019）。2015

年在籌畫 G7（七大工業國領袖峰會）的《G7 海廢行動方案》時，考量海洋垃圾與微塑

膠的問題日益嚴重，有感於必須基於科學知識採取相關針對海洋垃圾和微塑膠的措施。

而由於目前不同研究團隊採行多種監測方法，很難比較和綜合各種研究人員獲得的微塑

膠豐度的測量數據。因此，需要調和海面微塑膠的監測方法，這將有助於驗證模擬的模

式和評估所採取的對策。 

G7 工作小組決議由日本來領導微塑膠監測方法的整合。為了發展調和的指引，各國科

學家發展了兩個評估試驗效度與田野採樣誤差的計畫，並於 2016 年 12 月和 2018 年 2

月舉辦專家會議。最終，於 2019 年 5 月的第三次專家會議中，總結並建議了《調和海

面微塑膠監測方法指引》。 

[海況] 先前的研究和現有指南已指出，盡可能在溫和的海況下，於海面收集微塑膠。在

2018 年的試驗中發現，隨著風速和浪高等海況的變化，同一調查區域內的微塑膠密度，

在數小時內變化了將近十倍。最好是在越平靜的海域下收集樣本越好；但對有些總是有

風的地區而言，這可能不大實用。因此，應記錄風速和浪高等數據，以便與其他調查結

果進行比較。最好避免不利於採樣的時間和情況，例如高濃度的自然顆粒或生物體，即

藻類和浮游生物大爆發（Michida et al, 2019）。 

[網具] 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或蝠魟網是最常用來在海面上採樣的網具，其各有利

弊。浮游生物網即使在浪大情況下，仍可採集海水表層，但因為網子沉浸的深度不斷變

化，很難正確估算流過的水體體積。蝠魟網可以在海面維持穩定的浸入深度，因此在海

平面無浪的情況下，可以正確的估算流過水體體積。但若浪高超過一個程度，蝠魟網會

在水面上跳躍而無法掠過水面（Michida et al, 2019）。 

在 2018 年所進行的比較試驗中，比較了同一區域中，使用蝠魟網和浮游生物網同時拖

曳採樣的最大粒徑（最長直徑）大於 1 毫米且小於 5 毫米的顆粒，與單位過濾水量的顆

粒數量。結果發現，雖然沒有統計學差異，但蝠魟網採集的顆粒數量，往往比浮游生物

網採樣的數量略大。科學家認為這是由於淨浸入深度的差異引起的。 

因此，浮游生物網和蝠魟網各有其優缺點，研究人員需根據天氣、海況（將影響網具漏

入深度）來選擇適合的網具。 

過去的採樣調查通常使用約 0.3 公釐網目的網具。原因包括過濾海水量的能力，對海況

的適應性與浮游生物的豐度。0.3 公釐網目的網具是最常使用的尺寸，亦有人使用 0.2 公

釐或 0.1 公釐的網目。 

[拖行] 建議網具放置於船側，若要固定於船尾，則需以繩索牽引一角度以避開尾浪。蝠

魟網的浸入深度約為網口高度的一半，而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則通常是網口高度

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紀錄採樣時的浸入深度相當重要，因最後會用海平面下的網口

面積乘以拖行距離作為估算流經水量的體積。 

在過去的調查中，拖曳時間通常為大約 10 到 30 分鐘。這通常取決於分析所需的採樣顆

粒數量，以及海洋表面浮游生物或浮游生物的豐度。2018 的實驗裡，日本研究團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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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海域中的採樣來估算微塑膠的數量，以評估拖曳時間。進行了兩種不同的比較：

1）在左舷拖曳 20 分鐘，在右舷拖曳 10 分鐘，連續進行兩次； 2）在左舷拖曳 10 分鐘，

並在右舷連續拖曳 5 分鐘兩次。結果發現，拖行 5、10、20 分鐘並沒有顯著差異，但如

果在微塑膠密度相對高的海域，則會有比較多的差異。 

[船速] 在較早的調查中，拖曳的船速大約為 1 至 3 節。如果船速過快，則網口的流量會

變得紊亂，有時過濾效率可能會降低。因此，建議拖行速度應為 1 至 3 節，不過這仍取

決於設備和船隻的類型 

[紀錄] 數據表應包括調查日期、時間，與環境變因（如天氣、風速、風向、浪高、蒲氏

風級、葉綠素、螢光、鹽度等）與調查量表（網具種類、尺寸、海水流量體積、航行相

關數據）（Michida et al, 2019）。 

[實驗室分析] 通常按照以下順序分析海洋表層拖網得到的微塑膠：預處理（分離微塑

膠以外的非塑膠材料），挑選微塑膠，計數和測量以及材料識別。根據研究目的，也

可以測量重量。根據調查目的和樣本狀態，預處理的順序（即密度分離，生物消化和

樣品分解）可能會有所不同。在進行所有分析過程之前，有時會在預處理之前，通過

篩分各種尺寸的篩子對樣品（包括非塑膠材料）進行分餾。 

[預處理] 通過預處理盡可能去除非塑膠顆粒，可以提高塑膠顆粒後續處理的準確性，例

如挑選、鑑定、和稱重。在預處理之前，有時會通過篩分各種尺寸的篩子來分離樣品（包

括非塑膠材料）。預處理方法包括密度分離，以及通過氧化，水解或酶促反應消化來自

生物的有機物質。 

[挑出微塑膠] 挑選顆粒是一個重要的過程，影響了微塑膠分析的準確性。有幾種方法可

以從樣品中分離出塑膠顆粒，例如，使用 5 mm、1 mm 和 0.3 mm 等篩孔大小的篩子，

按尺寸將樣品分級分離，然後直接過濾樣品，然後從濾紙中挑出塑膠顆粒。可用立體顯

微鏡來幫助挑選微塑膠。 

為了獲得正確的結果，即使在使用主體顯微鏡的情況下，也建議仔細進行挑選，並避免

在預處理過程中遺落顆粒。特別注意不要忽略小於 1 毫米的顆粒。因此，為了避免因誤

差而增大粒度，為了保持結果的可比性，建議分別報告小於 1 mm 和大於 1 mm 的兩個

顆粒的結果。 

[微塑膠鑑定] 最常用來分別微塑膠和非塑膠材料的工具為光譜光學儀器（例如 IR /拉

曼光譜法）。另外，也有許多實驗室採用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FTIR，包括 ATR-

FTIR）進行材料鑑定。從協調性和準確性的角度出發，必須使用光譜光學儀器確認塑

膠顆粒的材料，以確保通過手工挑選的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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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歐盟 

歐盟執委會下設的共同研究中心（Joint Research Centre），2013 年出版的《歐盟海域中

海洋垃圾監測指南（Guidance on monitoring of marine litter in European Seas）》裡，建議將

海洋微塑膠的尺寸範圍限定在 20 μm 至 5 mm，依物理特性——大小、種類、形狀與

顏色來分類。人造纖維和天然纖維較難用肉眼辨視，指南中建議採用拉曼光譜或 FTIR

來確認塑膠類型，以推斷其來源與路徑（MSFD Technical Subgroup on Marine Litter，2013）。 

另外，針對歐盟共同遠景與戰略研究期程，2008 年所成立的「共同項目行動（Joint 

Programming Initiatives，JPI）」，旗下的健康海洋項目近期亦發佈了一份《監測海水微塑

膠的標準指南》（Standardised protocol for monitoring microplastics in seawater），由跨領域

與跨政府的合作研究案，評估適當的微塑膠採樣方法。以下摘錄其指南內容。 

海水表層的調查可使用不同的網具，最常用的微塑膠採樣網具為蝠魟網和表層浮游生物

網（neuston net），其限制為船速最高 3 節，且需在相對穩定平靜的海況下操作。這兩個

網具的主要區別，在於所採樣水層的深度：蝠魟網通常是採海面下 15 至 25 公分的水

層，而表層浮游生物網則是對較大的水層（通常略小於 50 公分）採樣。這兩種拖網設

備中的任何一種我們都推薦使用。另一種採樣網具是 AVANI 拖網，用於 8 節正常巡速

所航行的長程航段，矩形網口僅有一半會浸沒海水中。根據 Eriksen et al.（2018），AVANI

拖網和蝠魟網與表層浮游生物網採樣的微塑膠總量和類型相似，所以不同實驗可相互比

較。 

用網具採樣的好處是可相對迅速取得大量的水體，而網目大小會強烈影響採樣的顆粒大

小。網目的尺寸範圍很廣，從 53 至 3000 μm 都有，但最常使用的範圍是 300 至 390 μm。

為與歐盟海洋策略框架指引（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一致，建議使用 333 

μm 的網目大小，與 60 公分開口的網具。 

網具需放置在船的一側，以避免船尾產生的尾浪紊流以及船本身的污染物質。拖行時間

20 分鐘，不過採樣時間長度和網目大小，可因當地生產力、船舶交通密度集或天氣情況

等不同的現場因素，調整至 10 至 60 分鐘。建議使用 GPS 定位儀器紀錄起始與終點位

置經緯度，並紀錄網口中央流量計的讀數，以計算水體流量體積。 

每次採樣結束，整套網具都應充分沖洗，把所有附著的自然與人造物集中至尾袋。拆卸

尾袋，以事先過濾（以 200 μm 或更小的濾網過濾）的海水或淡水沖洗。以金屬鑷子挑

去大型自然物質，如葉子、蟲、藻類或木頭，同時以過濾後的海水沖洗，以避免漏掉附

著的微塑膠。大型的塑膠殘骸也以同樣方式挑出並濾洗，另外集中儲存。以超純水沖洗

3 遍後，最終集中至樣本瓶內，並以零下 20 度保存（Gago et al., 2018）。 

若樣品來自較清澈的海水，如果樣品已冷凍保存，在室溫下解凍。如果有機物含量

低，使用玻璃纖維濾紙或陽極氧化膜或硝酸纖維素膜過濾樣品。樣品過濾後，可以直

接在立體顯微鏡或其他設備（例如微型 FTIR 光譜儀）下進行分析。將濾紙儲存在帶標

籤的培養皿中，直到在立體顯微鏡或其他設備（例如拉曼或微型 FTIR 光譜）下進行檢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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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樣品含有中高量的有機物質，也一樣先在室溫下解凍。如果有機物含量太高而無法

直接檢查，則使用 100μm 篩網進行預過濾，然後小心地轉移到 200 mL 錐形瓶中。接

著，進行樣品預處理，包括用氫氧化鉀消化軟組織。以 1：3 體積的樣品：溶液比例添

加氫氧化鉀溶液以消化生物材料（製備 10％KOH 並通過 0.2μm 濾紙過濾）。將該混

合物置於 40℃的溫度控制的烘箱中。不要超過 40℃，直到所有可見的有機物質被消化

或最多 72 小時為止。 

 

如果未消化所有的有機物，則需要使用過氧化氫。以 1：1 體積的樣品：溶液比例添加

過氧化氫（15％溶液）以氧化和消化生物材料。將該混合物置於 40℃的溫度控制的烘

箱中。然後，將 100 ml 的密度分離溶液倒入樣品中。將混合物倒入濾紙（例如玻璃微

纖維，不銹鋼或 Anodisc 膜）上，並將濾紙儲存在標記的培養皿中，直到用立體顯微

鏡或其他設備（例如微型 FTIR 光譜儀）下檢查為止。如果有機物尚未消化完成，則可

能需要進一步的密度分離步驟。 

 

接著，根據 2017 年九月在葡萄牙里斯本進行的「BASEMAN」工作坊所建議，來進行

樣本判定。根據前人研究建議，海洋人造垃圾的尺寸可依下表 7.1.2 分為五等級。而參

考文獻中最常見微塑膠的種類為以下八種：塑膠原料、碎片、纖維、膜袋類、繩索與

線、塑膠微粒（完美圓形者）、發泡與橡膠。同樣從同儕審查期刊所歸納最常見的微

塑膠顏色為以下八類：黑色、藍色、白色、透明、紅色、綠色、多色與其他。 

 

表 7.1.2 (來源：Gago et al., (2018). Standardised protocol for monitoring microplastics in seawater. 

JPI-Oceans BASEMANproject. ) 

術語 尺寸等級 

Macroplastics > 2.5cm 

Mesoplastics 0.5 -≤2.5cm 

Large microplastics 1-≤5mm 

Small microplastics 1μm --≤ 1000μm 

Nano plastics 1nm --≤1μm 

 

鑑定塑膠類型有以下四種方式：1）微型傅里葉變換紅外光譜儀（簡稱微型或μ-

FTIR）； 2）衰減全反射傅立葉變換紅外光譜（ATR-FTIR）； 3）顯微拉曼光譜（μ-

RAMAN）和 4）熱解-氣相色譜-質譜儀（Py-GCMS），這是四種最常用的方法。 

最推薦的方式是微型 FTIR 或 ATR-FTIR，可以清楚鑑定聚合物種類，跟其他方法相比，

是最划算且最普及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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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 

台灣在地 NGO 綠色和平台灣辦公室與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曾於 2017 年與 2018 年執行

過海面微塑膠調查，兩者皆採用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的採樣方法（見同一章 7.1 之第二

節「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的微塑膠採樣與調查流程」）。方法為將 Hydro-Bios 流速計固

定於蝠虹網網口，以平均船速約 2 節拖行 15 分鐘採樣。在下網之前，紀錄流速計起始

數值、GPS 座標、拖網拖行起始時間等資訊。 

黑潮自 2018 年展開「島航計畫」，繞行臺灣沿海與澎湖、小琉球、蘭嶼 3 離島，於 51

個檢測點蒐集海水表面塑膠微粒，發現嘉義八掌溪出海口含量最高，每立方公尺有 64.12

顆，當中硬塑膠占比最高，顯示生活塑膠為大宗（黑潮，2018）。 

因綠色和平與黑潮考量採樣後成果，主要用於與一般民眾溝通成果，因此按五大環流基

金會之分類方式（見前節），以肉眼分類計數，將微塑膠分為硬塑膠、圓形塑膠粒、纖

維、軟塑膠與發泡塑膠五類。 

 

 

圖 7.1.7 微塑膠樣品處理、計數與分類。三張照片取自（黑潮，2019） 

 

另外，環保署環境檢驗所曾於 106 年 12 月至 107 年 7 月進行全國 89 處自來水淨水

場、7 處養殖區及福隆、墾丁 2 處海水浴場之自來水、海水、沙灘砂礫及貝類中微型

塑膠調查計畫，結果證實大部分樣品均檢出微型塑膠。調查結果發現，自來水中檢出

塑膠皆為纖維狀，數量範圍為 0 至 6 根/公升；海水微型塑膠數量範圍為每 1,000 公升

有 1,000 至 18,500 個，沙灘砂礫每公斤 26 至 2,400 個，養殖及野生貝類每公克 0.2 至

5.2 個，而檢測微型塑膠多屬常見之塑膠材質，如 PE、PP 與 PE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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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驗所今（109）年發佈「水中微型塑膠檢測方法」，水樣以濾膜過濾後，以熱針

碰觸微型塑膠，以捲曲或熔化來判斷是否為塑膠材質，以計算塑膠數量。此法用於飲

用水中 5mm 以下的微型塑膠，因海水中的有機物質與浮沫碎屑比例高出飲用水許多。 

 

五、小結 

比較美國、日本和歐盟官方出版的海面微塑膠採樣調查指引，其基本原則十分相近，網

具以蝠魟網和表層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為主，細節如下表： 

 

表 7.1.2 美國、日本、歐盟海面微塑膠採樣調查方法比較 

 

 美國 日本 歐盟 

發佈單位 海洋大氣總署 環境部 共同項目行動（JPI） 

出版年份 2013 2019 2019 

 

   
指引名稱 《海廢監測與評估：海洋

環境中的海廢趨勢

建議》 

《調和海面微塑膠監測方

法指引》 

《監測海水微塑膠的標

準指南》 



 

93 

 

 

 美國 日本 歐盟 

採樣規畫 

採樣環

境建議 

避開浮游生物大爆發的

時候。建議與既有的海

洋研究或水質調查結合 

需在穩定溫和海況下執

行：浪高小於 0.5 公尺、

蒲氏風級小於 3 級 

避免有大量生物體（如

水母）出現時 

相對穩定平靜的海況 

採樣調查 

網具 蝠魟網（manta net） 表層浮游生物網（neuston 

net）、蝠魟網（manta 

net）各有利弊 

蝠魟網、表層浮游生物網

（neuston net）皆可 

網目 0.330mm 0.3mm 0.333mm 

拖行時間 15 分鐘 20 分鐘 20 分鐘 

船速 1-3 節 1-3 節 不超過 3 節 

網具位置 船側或船尾 30 米外、

需與船尾夾 20 度角 

船的一側，避免在船尾 船的一側，避免在船尾 

浸入深度 使網口掠過海面 蝠魟網-網口掠過海面 

浮游生物網-網口的 1/2

至 3/4 高度 

蝠魟網-15 至 25 公分 

浮游生物網-約少於 50 公

分 

樣本處理 

紀錄內容 位置/水體名稱、日期、

天氣、前一週天氣、調

查人數、樣區起始點與

終點經緯度、起始點與

終點時間、流量計前後

讀數、平均船速、照片

編號。 

 

若要比較微塑膠與水質

的關係，可在每個樣區

開始與結束時紀錄溶

氧、pH 值、溫度等。 

日期、時間、環境變因，

如天氣、風速、風向、浪

高、蒲氏風級、葉綠素、

鹽度；網具種類、網具尺

寸、水樣體積、船速等 

樣區編號、日期、樣區起

始點與終點經緯度、起始

點與終點時間、流量計前

後讀數。 

 

環境變因：天氣、風速、

風向、浪高、大型塑膠

量、鄰近的海岸/河流/河

口、鄰近的污水處理廠、

海水表面溫度、鹽度、溶

氧、葉綠素、懸浮微粒量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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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 

遺棄、丟失和丟棄的漁具（Abandoned, lost and discarded fishing gear, ALDFG），或稱為

漁業廢棄物、廢棄漁具，已在全球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和社會經濟問題。研究估計每年

有 800 萬噸海洋垃圾流入到全球海洋中，雖然在全球範圍內，粗略估計 ALDFG 佔整體

海洋廢棄物的總量還不到 10％。但許多文獻指出，海洋廢棄物的組成和 ALDFG 的密

度，在較小的空間尺度上變化很大（Macfadyen，Huntington 和 Cappel，2009；Pham et 

al，2014）。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隨著漁撈努力量和漁場的迅速擴展，以及捕撈工具轉

向使用人造合成、更耐用和更具浮力的材料，使得 ALDFG 的數量、分佈和影響與日

俱增（Derraik，2002；Macfadyen，Huntington 和 Cappel，2009；Gilardi 等，2010）。 

過去十年，國際上越來越認識到需要採取多方努力，才能有效解決包括 ALDFG 在內

的海洋垃圾所引起的跨國問題（Macfadyen，Huntington 和 Cappel，2009；Kuemlangan，

Chopin 和 d'Offay，2011）。 自 2004 年以來，聯合國大會（UNGA）的幾項決議，已明

確承認由 ALDFG 引起的問題，並呼籲各國和國際組織採取措施減輕這些問題。 

2011 年在美國舉行的第五屆國際海洋廢棄物大會，產生了《檀香山宣言》和《檀香山

策略：全球預防和管理海洋廢棄物框架》。《檀香山策略》確定了減少海洋垃圾不利

影響的戰略和行動，包括減少 ALDFG 的數量和影響（UNEP & NOAA，2012）。 

韓國從 2003 年就啟動廢棄漁具收購計畫，在整體漁業廢棄物治理上擁有較完整的規畫

與進展，本計畫將回顧韓國政府相關政策文件、民間智庫出版品、韓國參與區域組織

會議文件等文獻，進行整理與摘要。 

另外，臺灣地形多樣豐富，擁有多種型態的漁業樣貌，本計畫也將選擇與臺灣漁業文

化和規模相近的漁業，如印尼的刺網標計制度、美國蟹籠管理、澳洲鬼網移除計畫，

進行相關案例蒐集與比較。 

一、韓國廢棄漁具管理 

韓國三面環海，漁業年產量達 374.3 萬噸。2017 年近海養殖佔 231 萬噸，以海藻與貝

類為主要養殖物種，約佔 80%。由於產業規模龐大，漁業廢棄物，特別是水產養殖廢

棄物，也對當地海洋環境造成嚴重汙染。 

依據《國家海廢管理基本方案-第三版 2019-2023》之盤點，每年韓國約產生 84,106 噸

海洋廢棄物（不含流木枝葉），其中 54.0%為漁業廢棄物（丟失漁具佔 45.3%，水產養

殖廢棄物佔 7.7%）。從國家海廢監測系統之數據來看，海岸廢棄物在以水產養殖保麗

龍占 12.8%，廢棄漁網繩索占 8.2%，為數量最多的前兩名廢棄物（Hong et al., 2014）。 

韓國目前由漁業海洋部主責漁業廢棄物相關治理政策，依據〈海洋環境管理法〉制定

跨部門參與之《國家海廢管理基本方案-第三版 2019-2023》。2017 年，漁業海洋部亦

起草〈漁具管理管理法〉草案，計畫以產品生命週期的思維，管理漁具的生產與配

送、購買與使用，以及收集和丟棄。以下列舉〈國家海廢管理基本方案-第三版〉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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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漁業廢棄物管理之政策——預防廢棄物生成、增進海廢移除與運輸系統，與加速廢

棄後的收受與回收再生，介紹韓國近年漁業廢棄物之重點管理作為： 

（一）策略 1 預防廢棄物生成 

保麗龍浮具材質替換 

韓國水產養殖產業每年約汰換 300 萬粒 62L 公升浮具，保麗龍為最受漁民青睞之材質，

但也對海洋造成嚴重汙染。因此韓國政府於 2007 年起推動水產養殖浮具的材質改善政

策，2007-2014 年之政策方向為輔導漁民由傳統之低密度聚苯乙烯（LD-EPS）轉為使用

高密度聚苯乙烯（HD-EPS）作為浮具，2015 後則改成推廣 HD-EPS 與環境友善浮具並行

之政策，此政策 2019 年預算約為 3.5 億台幣。 

具體作法有建立替代材質浮具的檢驗標準與認證制度，補貼購置替代材質浮具。補貼的

比例為售價之 70%，中央與地方各分攤 35%，優先補貼汰換率超過 50%的漁會或漁民。 

（二）策略 2 增進海廢移除與運輸系統 

1. 垃圾清潔船 

目前由韓國漁業基礎設施組織管理 12 艘港口垃圾清潔船（如下圖 7.2.1），負責清理地

方政府管轄之 109 個漁港，船舶噸位介於 15 噸至 134 噸之間，船舶具備機械抓斗與鏟

斗，可清除打撈港內漂浮與沉底之垃圾、漁網與浮木（Kim, 2019）。 

 

圖 7.2.1 韓國港口垃圾清潔船 

2. 保麗龍浮具清除 

針對保麗龍浮具堆積汙染之海岸，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共同分攤經費，由地方政府委由民

間廢棄物清運公司規劃熱點之淨灘工作、保麗龍暫存設施與暫存場域，並利用適當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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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抓斗車，運送至各地之處理廠進行減容壓實程序（Kim, 2019）。實際運作情形如下圖

7.2.2。 

 

圖 7.2.2 保麗龍浮具清除工作 

（三）策略 3 加速廢棄後的收受與回收再生 

1. 廣設海廢的集中與回收設施 

韓國政府針對汙染來源之漁港與水產養殖區域，設置建築式、圍籬式與平台式三類型之

海洋/漁業廢棄物收受設施，2006 年起，設置建築式與圍籬式之垃圾集中站計有 122 處，

2008 年到 2012 年收集 309 至 1372 噸的垃圾。2010 年起，鼓勵漁民不在海上排放船艙污

水，自 2010 年至 2012 年收集 10 至 128 噸污水(MERRAC, 2015)。 

2. 垃圾回購 

韓國政府最早在 2003 年於仁川市啟動廢棄漁具收購計畫，嘗試用經濟誘回鼓勵漁民攜

回海上打撈的垃圾，由漁業公司分配垃圾袋，讓漁民便於蒐集海上垃圾，依據蒐集到的

垃圾量進行獎勵。 

以上試辦獲得成功後由海洋事務與漁業部（現更名為海洋漁業部）推展至 12 個港口，

回購預算則由中央（60%）與地方（40%）政府分攤。具體執行方式為：依據不同量體的

垃圾設定收購金額（以下金額均已換算為台幣）。漁網一小袋（40 公升）是 120 元、漁

網一中袋（100 公升）300 元、漁網一大袋（200 升）600 元；保麗龍每公斤 7.2 元。針

對不易計算體積或重量的類別則以數量計算，例如蟹籠每一個 6.9 元。 

從 2009 年到 2012 年間，中央和地方政府花費 6 億元收購了 3 萬噸垃圾，每噸處理費用

約 2 萬元。在此之前，透過政府海上清理等其他方式，清理成本是每噸 2.14 萬元。因此，相較

於海上清理垃圾，垃圾收購每噸約節省 1000 元。從漁場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此回購

計畫有更多經濟價值（MERRAC, 2015）。 



 

97 

 

 

3. 浮動垃圾收集平台： 

為鼓勵漁民自願打撈蒐集海洋垃圾，韓國政府於 2010 至 2012 年間，花費 1.11 億在港口

和海港附近安裝 128 座浮動平台（駁船外觀與收受情形如下圖 7.2.3），以利漁民存放垃

圾平均計算，一座平台設置安裝約台幣 87 萬（MERRAC, 2015）。至 2017 年全國已建置

400 座平台（Hong, 2017）。 

 

圖 7.2.3 南韓浮動垃圾收集平台（駁船） 

4 保麗龍浮具集中與回收： 

針對易破碎、高汙染之保麗龍浮具，2009 年起，由中央政府編列預算購置保麗龍減容壓

實與破碎機組，至 2017 年全國已有 40 組，其中 32 組為室內定點式、8 組為車載機動

式，每年約可產出 800-1000 噸壓實之聚苯乙烯碇，轉為當地工業原料或外銷出口（Kim, 

2019）。 

（四）小結 

綜觀韓國目前針對廢棄漁具之各種減量管理措施，我國需要思考的是，何者之投資效益

最高？ 

Hong et al.(2015)曾進行三種廢棄漁具管理策略的能值評估（energy evaluation），分別分

析雇用垃圾清理船打撈、漁具回購方案與設置海上平台收受。研究顯示，清理船打撈、

漁具回購與海上平台每清理一噸海廢之成本分別為 3.9 萬、3.1 萬與 4900 元台幣，清理

船打撈與漁具回購所耗費之能值則分別是海上平台之 4.4 倍和 3.6 倍。此研究建議類似

海上收受平台這類接近源頭端的預防性管理措施，越能降低成本與提高管理成效，對我

國決策者極具參考價值。 

二、印尼刺網標記計畫 

刺網標記計畫由印尼海洋事務和漁業部，和世界動物保護組織領軍，GGGI（Global Ghost 

Gear Initiative，全球鬼網行動）協助，在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支持下進行。為了測

試 FAO 準則草案中的網具標記方法，在印尼爪哇省選擇了兩個試驗地點（如下圖 7.2.4）。 



 

98 

 

 

（一）地點 

第一個試驗地點北加隆安（Pekalongan）具有適合的天氣和沙泥底質，減少網具纏繞的

可能性，因而降低了網具損失率。第二個試驗地點薩登（Sadeng），漁民作業的水域較

深、天氣較差，因此漁具損失率更高，估計當地龍蝦漁業每年損失 35,000 件刺網。 

 

圖 7.2.4 試驗地點－北加隆安（Pekalongan）與薩登（Sadeng）。來源：GGGI，2018 

（二）研究材料 

研究團隊使用六種當地現成材料－塑膠、木材、椰子、

竹子、金屬和利用 Septillion FibreCode 技術的標籤（QR

碼），作為刺網標記的材料。用手機掃描 QR 碼後，可

提供識別用戶的服務。 

團隊根據污染風險、操作標記漁具的漁民安全、費用、

易於安裝、使用壽命/耐用性、易於監控和材料可用性

等標準，來測試標籤的適用性。 

圖 7.2.5 印尼測試網具標籤 

（三）執行建議 

⚫ 進行漁民增能、達成共識和進行教育，以建立對標記漁具的目標和執行過程的理

解和接受； 

⚫ 標記方法必須適合於小型漁業，並考慮捕撈活動的所有要素 

⚫ 了解要求的識別級別，例如個人或漁業管理級別； 

⚫ 漁具標記需要與其他漁業管理方法相結合，以有效地對抗 ALDFG，例如使用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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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漁具材料，安全的取回方法，漁具丟失的報告，以及針對高風險地區所報告

的特定挑戰的預防措施; 

（四）控制與監控 

⚫ 需要鼓勵漁民理解，進行網具標記； 

⚫ 與捕魚社區的共同管理（例如合作社或漁民團體），以有效實施漁具標記系統； 

（五）遺失裝備報告 

⚫ 需要一套標準系統來報告丟失漁具，並有明確的職責範圍和蒐尋協議； 

（六）位置、取回和蒐尋 

⚫ 需要建立安全取回協議，與船上適當設備，以幫助取回丟失漁具； 

⚫ 需要在網具丟失的熱點地區進行針對性的蒐尋工作； 

（七）小結 

總的來說，參加試驗的漁民是配合且支持漁具標記。不過，漁民需要更理解網具標記的

好處，而且相關單位需協助漁民在網具丟失時，能夠取回網具，與開發環保標籤。 

因為刺網便宜，加上政府提供漁民網具補貼，雖然有報導指出當地有修補和再利用網具，

但是兩個試驗地點都發現，漁民取回遺失網具的意願不高。這兩個試驗地點，以及其他

印尼類似的小型漁業，漁民已經使用閃燈和旗幟來標記漁具，除了讓漁民自己定位，也

避免與其他漁船發生衝突。不過漁民認為可有更多加強網具識別的方法。 

一般而言，在小型漁業尤其是刺網漁業中，應用某些類型的技術可能會遇到一些挑戰，

這是因為更多技術標記選項的成本，以及漁具本身的價值相對較低。建議解決這些問題

的方法，是在製造時進行標記，並為報廢的網具增加價值（GGGI，2018）。 

三、美國蟹籠管理 

本段分別以美國東西岸的重要經濟蟹種－黃金蟹與藍蟹，摘述其蟹籠管理策略作為台灣

未來蟹籠管理的參考。 

（一）黃金蟹 

美國華盛頓州的內水水域（薩利西海 Salish Sea），以黃金蟹（Cancer magister）聞名，

但每年商業漁業和休閒漁業因天候或其他因素而丟失的蟹籠有上萬個，不但對當地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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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經濟損失，丟失蟹籠在海中繼續捕捉黃金蟹，更是危害海洋環境。陷阱的丟失有多

種原因，但最常見的是，與經過的船隻或拖曳的駁船和木筏接觸，而造成浮標損失。 

在薩利西海域，估計每年丟失的蟹籠高達 12,193 個。估計有裝設脫逃門的蟹籠，在丟

失後的 126 天仍持續捕蟹；而未裝設脫逃門的蟹籠，在丟失後的 2.2 年都仍持續捕蟹

（Antonelis et al, 2011）。 

 

 

 

 

 

 

 

 

 

圖 7.2.6 薩利西水域位置圖。 

來源：https://www.vancourier.com/victoria-backs-unesco-status-bid-for-salish-sea-1.16307895 

研究人員發現，黃金蟹捕撈的淨經濟價值最佳估計是每公斤螃蟹在 2.92 美元至 4.82 美

元之間。在丟失籠具內，黃金蟹平均的死亡天數是 51.5 天，母蟹平均 22.8 天死亡，公

蟹 53.2 天死亡（Antonelis et al, 2011）。 

據估計，每年的黃金蟹損失為 178,874 公蟹，相當於 744,296 美元，佔近期收獲的 4.5

％。而救出的黃金蟹（如果移除丟失螃蟹陷阱後，可收穫的螃蟹），對漁民的平均年淨

值估計為 450,657 至 744,296 美元，具體取決於收穫所有節省的螃蟹的可變動成本。每

清除一個蟹籠，估計救出的螃蟹淨值在 36.96 美元至 61.04 美元之間，而每個蟹籠的清

除成本為 92.66 至 193.00 美元。研究建議，可在高密度捕撈區清除丟失的蟹籠，並縮小

逃生繩的直徑，修改陷阱的設計，如此可以顯著降低因丟失蟹籠而導致的黃金蟹死亡率

（Antonelis et al, 2011）。 

https://www.vancourier.com/victoria-backs-unesco-status-bid-for-salish-sea-1.16307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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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薩比克灣的藍蟹 

切薩比克灣（Chesapeake Bay）是美國最大的河口，漁業產業年產值超過 30 億美元，佔

美國藍蟹（Callinectes sapidus）產量的一半以上。切薩皮克灣捕撈藍蟹的主要設備，是

鍍鋅或乙烯塗層的堅硬立方體形狀的網籠或蟹籠，並通過繩索和浮球系統進行施放和回

收。據估計，商業捕撈的年捕撈量約為 60 萬隻。本計畫摘錄與整理 NOAA 針對切薩比

克灣藍蟹受廢棄漁具影響之報告（Bilkovic et al. 2016）如後。 

 

圖 7.2.7 美國藍蟹蟹籠。來源：Mark Pruitt/VIMS/WYDaily 

1. 數據蒐集 

蒐集以下相關資訊，以評估廢棄蟹籠的生態和經濟影響 

⚫ 廢棄籠具的分佈和豐度 

⚫ 誤捕率（bycatch）和死亡率 

⚫ 對敏感棲息地的潛在破壞 

⚫ 與廢棄蟹籠競爭，引起對漁獲的衝擊。 

從漁民和管理者那裡了解造成蟹籠流失的潛在原因之後，統計與比較廢棄蟹籠的分佈

與船隻航行、暴風雨事件和故意棄置等潛在原因。 

2. 數據分析 

利用整合了許多資料庫的生物地理評估框架，來 

⚫ 確定可以預測廢棄蟹籠的分佈和數量的變量， 

⚫ 對廢棄蟹籠的密度和空間分佈進行建模，估計和繪製地圖，及其對螃蟹和其他魚

類以及敏感棲息地的種群的影響； 

⚫ 估計清除棄置蟹籠對藍蟹商業漁捕的潛在影響； 

⚫ 進行敏感性分析，以確定減輕遺棄蟹籠影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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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現 

⚫ 籠具損失主要是由於船隻通行（切斷浮球線繩、更換漁具）和棄船（由於漁具老

化、漁民生病或死亡等）造成的。 

⚫ 使用獨立的漁業努力量數據，可以更好地估算該地廢棄漁具的數量。 

⚫ 每年，廢棄籠具會捕捉切薩皮克灣的 330 萬隻藍蟹（佔總收成的 4.5％）。 

⚫ 每年損失 12-20％的蟹籠。這表示在任何一段時間內，海灣中會有超過 145,000 個

被遺棄的籠具。 

⚫ 根據報告，有 40 多種魚被廢棄的籠具捕捉，包括具有經濟價值的魚種。每年廢棄

的籠具捕捉超過 350 萬隻的白鱸，和近 360 萬隻的大西洋黃花魚。 

⚫ 在 2008 年至 2014 年期間進行了大型籠具移除計劃，在這 6 年中，藍蟹的收穫量

增加了 3800 萬磅（相當於 17230 公噸）。 

⚫ 此外，在一些高密度捕魚區，針對性地清除廢棄漁具，增加整個海灣收成比例。 

4. 管理行動 

⚫ 將螃蟹漁區的船隻航運減至最低，教育船員避免使用籠具以減少籠具損失 

⚫ 針對廢棄籠具進行回收計劃，以降低誤捕漁獲物死亡率，並提高丟失籠具的漁獲

效率。還鼓勵漁民自己清除廢棄籠具。 

⚫ 螃蟹籠具配備可生物降解的逃生板，儘可能減少丟失籠具中的誤捕生物死亡率。 

（三）小結 

台灣北海岸以萬里蟹聞名，產量占全台海蟹捕撈量八成。但捕捉萬里蟹的蟹籠與籠內餌

料盒，易因天候或浪況不佳而流失，成為北海岸常見的海岸廢棄物。台灣可學習美國的

蟹籠管理經驗，例如開發蟹籠內可生物降解的脫逃裝置，並配合科學調查找出廢棄蟹籠

熱區與流失原因，鼓勵漁民計畫性清除廢棄蟹籠。 

四、澳洲卡奔塔利亞鬼網計劃 

1993 年，澳洲北領地的卡奔塔利亞灣（Gulf of Carpentaria）開始紀錄到沖上岸的人造

海洋廢棄物，其中又以丟失漁網（鬼網）為大宗。因此，北灣資源管理社群（Northern 

Gulf Resource Management Group）啟動卡奔塔利亞鬼網計畫，以（1）解決鬼網問題、

（2）確認鬼網的來源，以及（3）減緩其衝擊（GhostNets Australia，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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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8 卡奔塔利亞灣地理位置，CGNP 與在地 18 個巡守員社區的 90 位巡守員合作定

期巡護海岸與清理海廢 

（一）卡奔塔利亞鬼網計劃介紹 

自 2005 年起，卡奔塔利亞鬼網計劃（CGNP）參與開發創新方法，以應對和管理這種生

態威脅；這種威脅特別具有挑戰性，因為其涵蓋廣泛的地理和偏遠地區，並具有廣泛的

在地和區域衝擊。 

CGNP 致力於通過以下方式克服這些問題：（i）建立在堅實的信任基礎上的參與文化；

（ii）提供資源和/或基礎設施；（iii）培養巡守員的能力。 

透過在計畫發展的早期階段積極傾聽，並徵求回饋意見，CGNP 能夠更好地了解當地，

從而滿足當地需求。CGNP 還建立讓當地人能夠解決問題的基礎設施，協助巡守員清除

鬼網。包括提供車輛，進行當地資源運輸和清除鬼網；提供數據收集所需的工具和培訓；

以及協調整個地理區域多組巡守員的不定期訪問。 

CGNP 和其他機構支持的在地巡守員增能，使巡守員能夠執行對「健康國家」至關重要

的其他重要工作，例如邊境保護、檢疫服務，以及對入侵性雜草和野生動物的控制。這

些綜合的活動，開展了他們的整體技能，重要的是，增加了他們對土地和生活的自豪感。 

（二）成效 

目前為止，該地已清除了近 15,000 個鬼網（是 2010 年報告數量的三倍）。移除計劃已

擴展到在卡奔塔利亞灣之外的地區，包括托雷斯海峽、北領地海岸西部，和西澳金伯利

海岸線的部分地區。 

這些巡守員的工作，防止了近 15,000 個廢棄，丟棄或丟失的漁網，繼續進行致命的獵捕，

進一步威脅瀕臨滅絕的海洋生物。CGNP 從鬼網拯救了 400 多隻海龜，讓牠們免於死於

緩慢而痛苦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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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9 巡守員因發現死龜而哀傷不已。海龜在原住民社會中具有文化、社會和經濟

的象徵意義，在儀式、舞蹈、繪畫和在地傳說中扮演重要角色。Photo Gary Luchi 

鬼網計畫與研究單位 CSIRO 合作，發現鬼網的來源的主要來源是阿拉法拉海，以及確

認該地鬼網突然增加的原因是非法、未報告和未管制（IUU）捕撈。藉由廣為宣傳調查

結果，以及印尼開始禁止外國漁船禁入捕魚，已大幅減少沖刷上岸的鬼網數量。這讓澳

洲與印尼兩國之間建立牢固的研究合作關係，其共同目標是減少非法、未報告和未管制

（IUU）捕撈，加強海洋資源管理能力，並改善印尼對漁業的監測、控制和監視工作。 

CGNP 支持來自 40 個部落的原住民巡守員，透過向他們提供急需的資源、數據收集培

訓，以及建立有效的決策和溝通技巧，讓巡守員繼續進行在地社區對鄰近海洋環境的自

主管理。 

最後，針對鬼網的創意再利用，讓鬼網被轉化為一種新的藝術形式，吸引了世界各地著

名的藝術收藏家，博物館和美術館的購買。 

 

圖 7.2.10 鬼網再利用成藝術品。來源 GhostNets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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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澳洲結合當地原住民社區成為海岸巡守隊，以培力增能課程，以及提供相關設備、資源

與培訓，讓社區啟動自主海岸巡護，定期清理廢棄漁網。另外，鬼網計畫與研究單位合

作，釐清鬼網增加原因，間接促成澳洲印尼共同打擊非法漁業，不但減少漁業資源枯竭，

亦使鬼網數量有效減少，值得台灣未來借鏡。 

 

7.3 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 

本計畫比較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與印尼的海洋廢棄物政策，蒐集與比較 2019

年 12 月前出版的相關資料，進行比較分析後，作未來治理之建議。 

相關政策與法令如下表 7.3.1。選擇此六個地區/國家之原因羅列如下： 

（一）美國是全球第一個舉辦海洋廢棄物國際研討工作坊的國家，也是第一個通過海洋

廢棄物專法的國家，三十餘年來引領國際討論熱度。 

（二）歐盟 2008 年的〈海洋策略框架方針〉成為歐盟體系內的最高法律文件，開啟許

多區域行動方案與海廢相關研究工作。 

（三）日本是亞洲第一個通過海洋廢棄物專法的國家。日本從中央（環境省）協調不同

部會參與海洋垃圾治理的策略，推展相關方針，使地方政府得以採取適地的監測

和清理工作。 

（四）韓國是全球第一個提出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的國家，從國家啟動海廢相關監

測調查已邁入第二個十年。 

（五）雖然中國至今未有中央的海洋廢棄物專法，也沒有訂立行動方案，但中國為全球

重大的經濟體之一，曾是全球最大的廢塑膠接收國，也是排放垃圾入海的要角。

如今中國的禁廢令影響者鉅，中國未來的政策走向將直接影響是否能有效削減海

洋塑膠污染。 

（六）印尼為全球第三個出版行動方案的國家，雖然尚未制訂海洋廢棄物相關專法，但

其宣誓減少塑膠污染的決心，已成為東南亞各國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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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1 六個國家/地區的海洋廢棄物相關政策與法令列表 

國家 政策/行動方案 法令 

美國 夏威夷州海廢行動方案 

奧勒岡州海廢行動方案 

大湖區海廢行動方案 

維吉尼亞州海廢行動方案 

華盛頓州海廢行動方案 

佛羅里達州海廢行動方案 

緬因州海廢行動方案 

加州海廢行動方案 

東南部海廢行動方案 

北卡海廢行動方案 

研究、預防與減少海洋廢棄物法（2006/2012） 

水域無柔珠法（2016） 

拯救我們的海洋法（2018） 

歐盟 塑膠管理策略 

循環經濟路徑圖 

東北大西洋海廢行動方案 

黑海海廢行動方案 

波羅的海海廢行動方案 

地中海海廢行動方案 

海洋策略框架方針 

限制一次用塑膠製品法案 

 

日本 日本海廢行動方案 海洋垃圾對策推進法 

韓國 西北太平洋海廢行動方案 

韓國海廢行動方案 

海洋環境管理法 

海廢廢棄物管理法草案 

漁具管理法草案 

中國 禁廢令 

進口廢物管理目錄 

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 

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 

環境保護法 

海洋環境保護法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水污染防治法 

防治陸源污染物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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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政策/行動方案 法令 

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攻堅戰實施

方案 

土壤污染防治行動計畫 

農業農村污染治理攻堅戰行動

計畫 

渤海綜合治理攻堅戰行動計畫 

海洋傾廢管理條例 

防治海洋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 

海洋石油勘探開發環境保護管理條例 

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環境管理條例 

防止拆船污染環境管理條例 

防治海岸工程建設項目污染損害海洋環境管理條例 

印尼 印尼海洋政策 

印尼海廢行動方案 

關於家戶廢棄物的政策和策略 

海洋遊憩旅遊景點活動廢棄物

管理指南 

海洋法 

海洋污染防治令 

環境保護與管理法 

廢棄物管理法 

海洋環境保護令 

 

一、美國  

美國自 1960 年代即有相關海洋廢棄物對海洋生物影響之討論。三十幾年來，從美國引

領的海洋廢棄物討論，讓白宮因而成立海洋廢棄物的專責小組。除了主動舉辦大型國際

研討會，在國內也陸續通過許多海洋污染防治、減少塑膠與船舶污染的法案。2005 年

起，以夏威夷州為首，於各州啟動工作坊，邀請包含公部門、學術單位、公民團體、產

業界等權益相關人進行討論，針對各州的情況提出行動方案，並定期審視、檢討、修正

與更新再發佈。 

（一）國內海廢相關立法 

1984 年美國舉辦全球第一個討論塑膠廢棄物的國際大會，1987 年美國施行防止船舶污

染國際公約（MARPOL），禁止美國漁船與在美國海域的船隻隨意海拋垃圾，同年更通

過〈海洋塑膠污染研究與控制法〉，1994 年後更名為〈預防船舶污染法〉。1996 年，

美國更啟動了為期十年的國家海洋廢棄物監測計畫。2006 年，美國通過〈研究、預防

與減少海洋廢棄物法〉，後於 2012 更名為〈海洋廢棄物法〉，2018 年再更名為〈拯救

我們的海洋法〉。另外，為回應環保團體與民眾對微塑膠的擔憂日益俱增，2015 年通

過〈水域無柔珠法〉，禁止於個人洗浴用品中添加塑膠柔珠的製造、運輸與販售。 

2006 年的〈研究、預防與減少海洋廢棄物法〉，讓國家海洋與大氣總署（NOAA）成立

了海廢計晝（Marine Debris Program, MDP）。其特別要求，依法設立跨部會「海廢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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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委員會（IMDCC）」。IMDCC 是一個跨部會機構，負責簡化聯邦政府應對海廢的工

作小組。各機關代表們開會以統籌全盤和跨領域的海廢相關活動計劃，以減少海廢對美

國海洋環境、國土資源、大眾安全與經濟的衝擊與源頭減量。另外，也確保聯邦政府和

國內外的政府單位與 NGO 的協調，以支持區域活動，並就研究重點、監測技術、教育

計劃和規範行動提出建議。 

IMDCC 每兩年需向國會提交報告，此報告需包含對於執行面的建議和策略，例如如何

在國內與國際上減少海廢的建議，與對其成效的分析；以及預估聯邦和非聯邦政府支應

海廢項目的經費，與優先支應項目的建議。2012 年，〈研究、預防與減少海洋廢棄物

法〉更名為〈海洋廢棄物法〉，後又於 2018 年更名為〈拯救我們的海洋法〉。 

（二）海廢行動方案 

美國雖未提出國家級的海廢行動方案，但有許多州已陸續推出州級的行動方案。依檀香

山策略的架構檢視美國各州的海廢行動方案（見下表 7.3.2），可見各州著重的方向各

有不同。夏威夷州、華盛頓州與加州在減塑相關的立法上格外積極，2008 年加州海洋

保護委員會通過「減少與預防海廢的執行策略」，即著手研擬行動方案與相關法案，也

是第一個限用塑膠袋、吸管與飯店不得提供拋棄式沐浴用品的州。 

表 7.3.2 美國各州行動方案對應檀香山策略架構 

各州行動方案 
目標一 減少陸源海廢

的數量與影響 

目標二 減少海源海廢

的數量與影響 

目標三 減少累積海廢

的數量和影響 

夏威夷州 V V V 

加州 V V  

維吉尼亞州   V 

東南部  V V 

華盛頓州 V V V 

奧勒岡州  V V 

緬因灣 V V V 

大湖區 V V V 

佛羅里達州 V V V 

北卡羅來納州 V V V 

二、歐盟 

歐盟議會 2008 年通過〈海洋策略框架方針（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此框架建立了優良環境指標，明述減少海洋廢棄物對海岸與海洋環境的傷

害，是海洋維持健康的關鍵。 

另外，歐盟在推動循環經濟的同時，將塑膠納入「歐盟循環經濟行動方案」的五大優先

領域之一，設定在 2020 年海廢要減少 30%。接著，執委會發佈的〈歐盟環境塑膠廢棄

物策略綠皮書〉，回顧以往塑膠廢棄物的政策，檢視〈廢棄物框架方針〉與〈包裝和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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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廢棄物方針〉，強調對塑膠廢棄物的分類回收與設定廢棄物與塑膠包裝的回收目標。

為了源頭控管，歐盟亦訂立了「循環經濟的塑膠策略」期程表，著重在塑膠海廢和微塑

膠上。塑膠策略旨在提供一系統性的視角，和創造與其他行動（如預防、生態設計；與

廢棄物、化學物質與製造介接的政策；刺激消費前原料的市場、經濟干預等）的綜效，

以支持提高塑膠回收。 

2017 年，歐盟執委會根據 MSFD 樹立了 11 項海洋水質優良環境指標，以期在 2020 年

達到優良環境等級。11 項指標包括生物多樣性、非本土物種、商業魚貝類、食物網、優

養化程度、海床之物理化學和生物特性、海水之物理特性、汙染物、海鮮中汙染物、海

洋廢棄物與能源工程造成水下噪音之行為。在「海洋廢棄物」章節中特別提及，淨灘、

清除海廢雖然有其意義，但最有效的方式還是從源頭管制。同時，執委會也出版了《歐

洲海域海廢監測指南（Guidance on Monitoring of Marine Litter in the European Seas）》，

作為水質環境監測和評估的標準方法。 

另外，歐盟之環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al Agency），也發起公民科學的「海廢

觀察計畫（Marine LitterWatch）」，讓民眾在淨灘時，透過手機 APP 紀錄淨灘垃圾資

訊，用歐盟各成員國的公民力量，一起蒐集海岸垃圾資料。 

 

 

圖 7.3.1 海廢觀察計畫說明（來源：歐盟環境署 

https://www.eea.europa.eu/themes/water/europes-seas-and-
coasts/assessments/marine-litterwatch/at-a-glance/european-citizens-to-help-

tackle） 

 

2018 年通過的〈塑膠管理策略〉裡，將海洋塑膠垃圾和微塑膠視為三大威脅之一。2019

年，歐盟議會將「限制一次用塑膠製品法案」擴大相關管制措施，禁用塑膠軸棉花棒、

吸管、攪拌棒、食品飲料容器等十項一次用塑膠製品，對香菸與漁具採取「生產者延伸

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方案，並設定在 2025 年寶特瓶的回收率

達 25%。漁具管理方面，各會員國需設立國內最低廢棄漁具回收率，並監測市場上和回

收的廢漁具，以符合大歐盟的回收量標準。 

歐盟雖然各國並未推出海廢行動方案，但有區域行動方案，如東北大西洋海廢行動方案、

黑海海廢行動方案、波羅的海海廢行動方案與地中海零塑膠行動方案。這些區域行動方

案多半強調如何預防和移除海廢、更多監測研究工作，以及著力在教育推廣面向。整體

https://www.eea.europa.eu/themes/water/europes-seas-and-coasts/assessments/marine-litterwatch/at-a-glance/european-citizens-to-help-tackle
https://www.eea.europa.eu/themes/water/europes-seas-and-coasts/assessments/marine-litterwatch/at-a-glance/european-citizens-to-help-tackle
https://www.eea.europa.eu/themes/water/europes-seas-and-coasts/assessments/marine-litterwatch/at-a-glance/european-citizens-to-help-ta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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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歐盟擁有長達二十餘年的海洋垃圾監測數據，雖然區域的海廢行動方案僅提出大

方向，但由執委會提出一連串的〈海洋策略框架方針〉、〈循環經濟的塑膠策略〉、〈塑

膠管理策略〉和「限制一次用塑膠製品法案」則為未來至 2030 年的海廢管理與塑膠的

生命週期提供了具體的政策工具。 

 

三、日本 

（一）海廢相關立法與政策 

2009 年，在 NGO 持續推動之下，日本通過《海岸漂流物處理促進法》，後更名為《海

洋垃圾對策推進法》。依照母法，環境省推動以下活動：（1）移除和預防日本沿海的

海洋垃圾；（2）監測日本沿海和海洋中海洋垃圾（包括微塑膠）和其中有毒物質的數

量和分佈；（3）與其他亞洲國家進行國際合作，建立全球國際框架來應對海洋垃圾。 

從 2009 到 2015 年（財政年度），日本政府向地方政府提供了約 160 億日元的財政支持，

在全國範圍內集中與處置了約 190,000 噸海廢。從 2016 年到 2018 年（財政年度），每

年提供約 30 億日元，以支持地方政府的海廢集中、處理與海廢抑制措施。 2018 年 6 月，

〈海洋垃圾對策推進法〉進行部分修訂，納入應對微塑膠的相關措施。 

2019 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與 G7〈海洋塑膠憲章〉目標相近的《海洋塑膠垃圾對策行動

方案》和〈塑膠資源循環策略〉。《海洋塑膠垃圾對策行動方案》分為以下八個重點：（1）

妥善收集處置塑膠垃圾；（2）防止亂丟垃圾、非法傾倒和垃圾意外散溢；（3）移除亂

丟垃圾及非法傾倒；（4）清除流入海洋的塑膠垃圾；（5）創新、替代材料的開發與轉

型；（6）促進利益關係人的協同合作；（7）國際援助，提供發展中國家強化海廢治理；

與（8）掌握海廢污染實際情況，累積科學知識。 

另外，日本亦投入區域與全球層級的海廢治理。例如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聯

合國環境大會（UNEA）、七大工業國領袖會議（G7）、二十大工業國領袖峰會（G20）、

西北太平洋行動方案（NOWPAP），以及日中韓三國環境大臣會議（TEMM）的五年行

動計畫。 

（二）海廢調查與監測 

2010 至 2014 年，日本環境省選定七處海岸做海廢調查。2015 年起增加至 10 處海岸。調

查海岸以受黑潮、對馬海流與親潮影響、較少人為清掃活動的海岸。調查項目包括海廢

量、密度、種類、語言標記等。 

2014 年起，於日本周邊海域進行目視海漂垃圾觀測、微塑膠採集和海底垃圾採集。2015-

2017 年，進行從日本到南冰洋的南北區域之微塑膠漂流狀況，以浮游生物網採集海漂微

塑膠，以紅外線判定材質和顯微鏡計算數量，並進一步分析微塑膠吸附有害物質如 PCB

之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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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間 NGO 能量 

成立於 1990 年，將國際淨灘行動（ICC）引入日本，並大力推廣的 NGO 日本環境行動

網絡（Japan Environment Action Network, JEAN），推動日本立法與民間環境意識功不可

沒。2006 年，JEAN 凝聚地方訴求進行國會遊說，並在 2009 年成功推動專法「海岸漂流

物處理推進法」。2011 年 311 東日本大地震與海嘯發生後，廢棄物漂流至夏威夷、阿拉

斯加、加拿大與美國本土西岸，促成日本政府與美加兩國 NGO 的交流與合作。廿多年

來，透過 ICC 與海廢高峰會，JEAN 扮演跨領域與跨地域組織串聯的平台，與日本上百

個關心海洋廢棄物的草根團體、地方政府與學者專家建立穩固的夥伴關係。（胡介申，

2016） 

四、南韓 

在 1990 年代以前，南韓並未意識到海廢的問題。一直到海洋事務與漁業部（後改制為

國土交通海洋事務部）成立後，在 1999 年開始發展國家層級的實行綱要，以全面性、

現場導向的策略來面對海廢問題。 

其海廢政策包含：（1）1999 年起的水下移除方案，包含港口與重要的漁業地區；（2）

發展海廢實際整合系統的十年計畫；（3）2001 年起河流流域的海廢管理系統；（4）

2003 年起漁具回購計畫，與（5）2000 年起國家海岸的海廢監測與教育系統。不同於

其他國家的海廢法規，南韓中央政府把許多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國家法人組織、研究

機構與非政府組織（Jung et al, 2010）。 

（一）海廢治理 

南韓是全球第一個提出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的國家，依據海洋環境管理法每五年更

新，如今已進入第三個版本的行動方案。從 1999 年至 2010 年，南韓政府已投注 1706

萬美元，相當於 10%的政府預算用於海廢治理。 

韓國第三版行動方案（2019-2023）中，包含第二版行動方案（2014-2018）的成效評

量、國內外海廢管理的趨勢、國內海廢總量的研究與估算、建立第三版行動計畫的目標

和策略，與建立與實施每個行動的執行計畫。在第三版行動方案裡，目標為在各階段強

化海廢管理，以及轉型為科學和預防導向的管理方案，包含增加 28%的海廢收集量，與

減少 33%的海廢現存量。行動方案主要分為四面向的行動：預防廢棄物生成、增進移除

與運輸系統、加強棄置與回收工作，以及強化管理與提昇大眾意識（Kim，2018）。 

（二）海洋廢棄物相關法規 

〈海洋環境管理法〉第 24 條明訂海洋漁業部應建立與執行海廢收集與處置方案，而地

方首長應根據部級方案制定與執行詳細行動計畫。2017 年，南韓政府另外起草兩個海

廢相關的草案，分別是〈海洋廢棄物管理法〉草案與〈漁具管理管理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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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旨在強化污染行為人的責任，拓展海廢回收與確保海廢以環境友善的方式處置；以

及透過立法防止海廢流入海洋，建立海廢現況的調查等等。〈漁具管理法〉草案則按漁

具使用的不同階段，管理漁具的生產與配送、購買與使用，以及收集和丟棄（Kim，2018）。 

（三）監測、調查與研究 

另外，韓國從 2008 年啟動國家海廢相關監測調查已邁入第二個十年，監測點從最初的

20 個點擴展至 40 個點，與 25 個當地 NGO 定期定點共同合作，紀錄海廢的件數、重

量與體積。此外，還舉辦「無塑海洋」的全國徵件活動，提供民眾意識。國際合作方面，

透過參與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與西北太平洋相關工作坊和

會議，分享在地經驗與國際交流。 

五、中國 

（一）國際公約 

中國已批准加入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國際防止船舶污染公約（MARPOL 

73/78）與倫敦傾廢公約。雖中國未簽署巴賽爾公約，但在中國頒布「禁廢令」（《固
體廢物進口管理辦法》與《禁止洋垃圾入境推進固體廢物進口管理制度改革實施方案》）

後，2019 年巴賽爾公約的工作會議上，挪威提議將塑膠垃圾納入巴賽爾公約，嚴格控

制全球塑膠垃圾轉移，獲得廣泛支持。該案於 2019 年 5 月通過，至 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對未提出反對聲明的締約方生效。 

（二）國內法規與相關權管機關 

中國是國際相關海洋污染控制公約的締約國，1982 年頒布的《海洋環境保護法》經過

了多次修訂，納入來自國際污染公約的相關法規；但是，《海洋環境保護法》主要針對

溢油和化學污染，而不是海洋環境中的塑膠污染。近年，中國有越來越多管理海廢相關

的法律、規範與政策；然而，抑制海洋塑膠污染的關鍵因素，也就是源頭減量與有效的

廢棄物回收相關規範，卻仍不足。 

與其他已經實施限用或禁用塑膠袋、化妝品中的塑膠柔珠、塑膠吸管和其他一次用物品

法規和禁令的國家相比較，中國只有在 2008 年推出了一項塑膠袋限制措施。2009 年，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估計超市減少了 66％塑膠袋的使用率。但是，環保團

體「中國零廢棄聯盟」的報告指出，法規未發揮效力。另外，海廢中的塑膠袋卻未見減

少，因此禁令的效力令人懷疑。此外，雖然 1999 年禁止了拋棄式發泡聚苯乙烯（EPS）

食品服務產品（保麗龍餐盒），但是卻從未實施，還在 2013 年遭到廢除。 

自 1992 年以來，中國進口了世界上大量的塑膠廢棄物。由於塑膠污染及其對海洋環境

的影響已被廣泛報導，中國也急於解決廢棄物回收的問題。2013 年，中國發起「綠籬

行動」與後續的「國家利劍」計劃，從 2018 年開始禁止進口 24 種廢棄物材料。 2019

年，中國政府繼續加強對進口廢棄物的監管，並納入更多類型的廢棄物，在全球造成巨

大波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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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 2008 年之前，中國缺乏與塑膠廢料有關的國家立法和政策。為應對新出

現的嚴重環境問題，中國政府在過去十年中已做出回應。然而，中國社會公眾對塑膠污

染影響的認識仍處於起步階段。儘管在中國已經有許多關於塑膠廢棄物管理的法律和法

規，但這些法律和法規的實施在很大程度上未有效執法，有時甚至很困難。學者楊越

（2019）亦表示，「中國治理主體呈現約束力弱、協調性差、合力不足、無序化與碎片

化的特徵。尚未形成國際組織、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公共參與的合作。」因此，迫

切需要改善法律，政策，法規，標準和執法，以進行源頭控制以及廢棄物管理，以及提

昇公眾教育。 

（三）監測與研究 

自 2007 年起，中國國家海洋局在沿近海 50 多處進行垃圾監測；在 2016 年，亦啟動了

涵蓋水體、海底、海灘的塑膠垃圾（macroplastic），與海面、海灘和生物體內微塑膠

監測。2017 年，除了將海洋微塑膠監測範圍擴大至遠洋與極地區域，國家海洋局還成

立了「海洋垃圾和微塑料研究中心」，另還編撰了相關海廢監測等技術文件。 

六、印尼 

印尼是全球塑膠垃圾排出量最多的國家之一。2017 年在漢堡的 G20 高峰會上，印尼總

統 Joko Widodo 宣佈印尼將在 2025 年前減少 70%的海洋塑膠垃圾，其後在 2017 年第

97 號總統令上發佈印尼海洋政策與 2017-2025 國家海廢行動方案，以及於 2018 年第

83 號總統令，要求 16 部會、地方政府、民間企業與 NGO 共同參與，整體預算高達 10

億美元。 

（一）國際公約 

印尼已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與防止船舶污染國際公約（MARPOL）的附

錄 1 至 5。 

（二）海洋廢棄物相關法令 

本段摘要印尼關於海洋廢棄物治理相關法令，包括海洋法（2014）、海洋污染防治令

（1999）、環境保護與管理法（2009）、廢棄物管理法（2008）與海洋環境保護令（2010）。 

2014 年的〈海洋法〉是海洋相關事業的總括性立法。第 50 條表示政府需採取海洋保

育、海洋污染防治、海洋災害管理、預防與控制污染、破壞和災害的行動以保護海洋環

境。1999 年的〈海洋污染防治令〉，則建立海水水質標準、海洋損害指標、傾倒許可

與監測等工具來進行海洋污染防治。預防層面則要求禁止一切可能造成海洋污染的行為，

並要求航運與海事業者妥善處置液體與固體廢棄物。 

 

2009 年的〈環境保護與管理法〉建立了基本準則，以維護印尼陸域與海域的環境保護。

為了減少陸域而來的廢棄物造成海洋污染，印尼亦通過〈廢棄物管理法〉，特別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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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場的營運與管理。掩埋場仍然是印尼最主要的家戶固體廢棄物處置方式。2010 年

的〈海洋環境保護令〉，任何船隻都禁止海拋廢棄物，與排放任何船隻營運產生的物質

入海。 

（三）印尼國家海廢行動方案 

印尼國家海廢行動方案的五項策略，分別是：（1）提昇公眾教育以帶來行為改變、（2）

減少陸域垃圾溢出、（3）減少海洋垃圾溢出、（4）創造正面與負面誘因以利行為改變，

與（5）強化研究和發展。（Coordinating 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2017） 

為有效執行行動方案，印尼成立海廢治理的國家統籌團隊，由海事與投資部部長來進行

跨部會統籌，向上直接跟總統報告，其下共有 16 個政府部會。（Maruf，2019）《國家

海廢行動方案》已成為印尼各部會和機構的共同平台和目標，可以合作解決海洋垃圾問

題並進行合作。這是至關重要的，海洋垃圾是國家危機，需要利益相關方在全國範圍內

同步進行努力。 

行動方案的關鍵指標為提昇印尼的海洋健康指標，和減少塑膠包裝產業的塑膠使用量。

而最關鍵目標在於促進家戶廢棄物的管理。印尼環境與森林部與地方政府共同統籌陸域

的廢棄物管理，透過大約 1000 個 NGO 共同提昇民眾教育與意識。在 2017 年的第 97

號總統令頒布後，環境與森林部亦發展相關的廢棄物處理指南〈關於家戶廢棄物的政策

和策略〉。 

《國家海廢行動方案》已成為印尼各部會和機構的共同平台和目標，可以合作解決海洋

垃圾問題並進行合作。這是至關重要的，海洋垃圾是國家危機，需要利益相關方在全國

範圍內同步進行努力。 

七、臺灣 

臺灣過去長期缺乏海洋事務主管機關，行政院於 93 年成立「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委員

會」，後調整為「行政院海洋事務推動小組」，經長期擘畫，終於 107 年成立海洋委

員會，轄下有海巡署、海保署與國家海洋研究院。在海洋委員會海保署成立前，海洋

污染防制相關業務分別主要隸屬於環保署，其中又以廢棄物管理處（後稱廢管處）、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後稱環管處）、水保處與環境督察總隊業務最為相關，其業

務職責如下表 7.3.3。 

表 7.3.3、環保署下海洋垃圾相關業務職責說明 

處室 海洋垃圾相關工作職責 

廢棄物管理處 廢棄物相關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海岸環境清潔美化、環境整潔維護、淨灘、海岸認養 

水質保護處 海洋污染、河面垃圾、污水截流、河川行水區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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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督察總隊 濱海掩埋場 

廢管處自 91 年即陸續推動塑膠袋、免洗餐具、托盤等塑膠製品限用政策與規範，但一

直到 106 年宣佈限制塑膠微粒之前，相關減塑政策或規範跟海洋廢棄物並沒有直接相

關。99 年，環保署環管處啟動海岸環境清潔維護認養計畫，包括推動海岸認養、成立

Facebook「揪團來淨灘」粉絲團等環境維護工作。103 年起，環保署水保處發佈〈陸源

污染造成海洋垃圾之因應對策〉，隔年提出《海漂垃圾處理方案》，開始針對海洋垃

圾定期舉辦工作會議，並展開水下垃圾清運與調查。 

107 年，環保署與 8 個環境 NGO 共同發佈《臺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後稱行動

方案），從「源頭減量」、「預防與移除」、「研究調查」，與「擴大合作參與」四大

面向，公私協力推動相關行動。民間團體提出過往淨灘數據，強調吸管、塑膠袋、免洗

餐具與手搖杯長年居海岸垃圾之冠，與環保署共同規畫相關減量時程表。而後，陸續發

佈第二階段塑膠袋限用、吸管限用與擴大免洗餐具管制規範。 

 

臺灣民間環境 NGO 最早從 2000 年後開始關心海洋垃圾議題，其主要活動為透過與國

際盟友經驗交流、學習海外淨灘垃圾統計和調查方法、組織研討會和工作坊、辦理淨

灘活動，以及推動相關減塑政策。荒野保護協會從 2008 年開始籌辦淨灘，除了直接減

少海岸垃圾的污染，也積極教育民眾，並著手紀錄海廢的種類、重量與數量。黑潮海

洋文教基金會，則透過參與國際淨灘行動（International Coastal Cleanup, ICC）的會議，

成為臺灣 ICC 數據的聯繫窗口，每年固定回傳 ICC 數據至美國海洋保育協會（Ocean 

Conservancy）。 

 

2019 年，綠色和平與荒野保護協會完成一年四季環台海岸快篩調查，點出 13 處海岸垃

圾熱點，獲媒體大篇幅報導。時隔一週，環保署與相關海岸權管單位展開協商，決議

在 9 月前協調各單位全數清理 13 處海岸垃圾。11 月，行政院提出「向海致致」政策遠

景，指示由環保署聯合八個政府機關，會同各縣市政府總動員清理海岸垃圾、廢棄漁

具、漂流木等三大類廢棄物，負責督導清理的機關必須定期追蹤處理廢棄物，避免污

染海洋，並鼓勵人民親近海洋。 

向海致敬是臺灣首次高層級提出治理海洋廢棄物的上位政策，顯示海洋廢棄物的議題越

益受到政府與民眾關注。臺灣未來需持續透過公私協力，從陸源減少垃圾入海，強化海

洋廢棄物相關監測調查，並透過國際經驗交流，貢獻區域海廢治理能量，善盡地球公民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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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比較與討論 

我們將上述各國與台灣在海廢相關治理的國際公約、國內法、國內政策或上位

綱領與海廢行動方案互相比較，見下表7.3.4。 

表7.3.4 美國、歐盟、日本、南韓、印尼、中國與台灣之海廢治理架構比較 

 

表格內容茲說明如下： 

1. 國際公約包含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表中以U表示）、1996年之倫敦

議定書（因倫敦議定書最終將取代1972年之倫敦公約，表中以L表示）、

MARPOL附錄五船舶排放廢棄物的附則（表中以M表示），與2019年通過、

將於2021年1月生效之巴賽爾公約塑膠廢棄物修正案附則二、八與四（表中

以B表示）。 

2. 國內法的部分，考量各國多有海洋污染防治、環境保護或廢棄物處理相關法

規，但多半著墨於漏油與陸上家戶廢棄物，因此僅納入以海洋廢棄物為主體

的法案。 

3. 海廢行動方案，遵循 UNEP 出版檀香山策略中的三個面向（陸地來源垃圾、

海洋來源垃圾與移除清理），將減塑政策、廢棄漁具管理與移除作為重點來

檢視。 

從上表 7.3.3 來看，在防治海洋垃圾的相關國際公約，日本表現最佳，其次為南

韓、印尼與中國。歐盟雖未加入 IMO 的倫敦議定書與 MARPOL，但歐盟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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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為 IMO 之會員國，多半亦簽訂倫敦議定書與 MARPOL。而美國僅加入

MARPOL。 

以海廢為主體之國內立法，美國為全球起步最早的國家，日本次之，而韓國目前

已有草案。其他國家多半有海洋污染防治相關法令，但無特別以海廢為主體的母

法。在國內討論海廢方面，美國、日本、南韓、印尼均有中央政府主持、跨部會

的委員會或統籌機構，制定相關上位政策與長程規畫。 

綜括而言，日本在國際公約、國內立法、相關政策綱領與海廢行動方案上最為完

備。雖日本未如歐盟與其他國家制定減塑法令，但鼓勵企業以創新方案或生質塑

膠來取代傳統石化塑膠。韓國自 20 年前即有國家型的海廢政策與行動方案，從

長期監測和研究結果，制定漁具管理與回收方案，成功大幅減少海岸上最主要的

廢棄物－漁業養殖保麗龍，成果值得台灣借鏡。 

歐盟為世界三大經濟體之一，近期通過的循環經濟與塑膠相關策略為最有力的政

策工具，將直接影響歐盟會員國以及出口至歐盟的其他國家企業。台灣未來，亦

可參考循環經濟概念，重新規畫產品設計與生命週期，減少線性思惟產品。 

八、各國海廢相關主責與協同機關 

海洋廢棄物議題範疇廣袤權責複雜，經檢視各國相關政策法令與行動方案後，

整理各國權責與協同機關如下表 7.3.4。可供未來國際交流與請益參考使用。 

表 7.3.4 美國、歐盟、日本、南韓、印尼、中國各國海廢政策主責與協同機關 

國家 權責機關 協同機關 

美國 海洋大氣署 環境保護署、國防部陸軍工程兵團、國防部海軍、國

土安全部海岸警衛隊、內政部安全與環境執法局、內

政部國家公園管理局、內政部美國魚類和野生動物服

務局、司法部環境與自然資源司、國務院海洋與極地

事務辦公室，與海洋哺乳動物委員會 

歐盟 歐盟執委會 環境署 

日本 環境省 消費者廳、外務省、財務省、文部科學省、厚生勞動

省、農林水產省、經濟產業省、國土交通省 

韓國 海洋漁業部 國土交通海洋事務部、環境部；國土、交通、海洋事

務部；農業、糧食與鄉村事務部；韓國森林服務海事

與海洋工程研究機構、韓國海洋研究與發展機構 

中國 生態環境部 國家海洋局 

印尼 海事統籌部（Coordinating 

Ministry for Maritime 

Affairs） 

環境與森林部、公共事務部、海洋事務與漁業部、國

家發展規畫署、教育與文化部、公共工作部、產業

部，旅遊與創意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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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建置海廢機制 

8.1 建立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 

（一）盤點台灣海廢現存量與流出量 

所有海洋塑膠原本均為人類以各式化工原料提煉、製造、銷售與使用之物質，

若以循環經濟的角度妥善規劃產品之生命週期，於生產時增加再生物質的使用，

或導入減少環境風險的設計思維，均有可能逐步減少海廢汙染、漸進改善海洋環

境。 

「物質流分析」（Material Flow Analysis, MFA）是建構循環經濟體系關鍵的第

一步，也是國際上面對大尺度、複雜議題（如溫室氣體、電子廢棄物、廢塑膠再

利用）時，經常使用的分析工具，除了可以全盤掌握系統性問題的癥結點，亦可

以將有限資源作出最佳投放，並獲得可以預測、可量化的改善。 

考量本工作項目的短中長期發展策略，於本年度計劃中執行短期目標：問題

界定與系統界定、盤點現存量與流出量。 

一、議題與系統界定 

參考 Eunomia(2016)、Labreton(2017)與 Jang(2014)分別針對全球海洋環境、全球

河川流域與南韓全國之河川、海岸、海面、海底廢棄物建構以年度為單位之流存

量分析模式，以及臺灣之海洋地理環境特性，本計畫首次盤點我國所屬整體海洋

環境內人造廢棄物流存關係之系統範疇與可應用數據（表 8.1.1-1），並依據聯合

國、臺灣海廢治理行動方案與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之針對海洋廢棄物之定義，

將本系統範疇內之分析標的物限縮於「遭人為處置、丟棄、或遺棄進入海洋的任

何持久性、人造或加工的固體」。 

以上各類數據的性質可簡易區分為：固定執行之長期監測、短期之研究計畫

與各單位環境清理數據彙整。其中長期監測與研究計畫數據往往可轉化為公制單

位內的海廢密度，座標等時空資訊也相對較為完整，應此對於建構存量(stock)系

統極具參考價值。檢視眾多數據資料後可發現使用之基本單位歧異性相當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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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海廢密度時往往使用不同之空間單位：長度(公尺)、面積(平方公里)或體積

(公升)，紀錄廢棄物時也會使用數量(件)、重量(公斤)或體積(公升)等不同之計量

方式。而各部門清理數據之彙整一般均統一使用重量單位(噸)，但往往沒有精確

的時空資訊或更細緻的廢棄物類型組成數據，因此僅能在較大之時空尺度下(例

如整年或全國)，作為年度移出量(annual outflow)之估算參考。 

由表 8.1.1-1 可得知海廢受到水環境中各種營力影響，其靜態之分佈與動態之

輸送往往超越既有政府單位權責分工之地理區域或行政界限。目前我國已有河川、

海岸、海面與海底之廢棄物清理量（系統流出量）之彙整平台，但對於內水以外、

各類海洋環境動態之系統流入量，例如單位時間內之境外海漂、境內海洋產業或

陸源性污染等，與靜態之現存量等掌握仍相當有限。建議未來可以現有區域性調

查研究之數據為基線，研擬大尺度數據之單位轉換與各資料庫之整合，建構物質

流分析之系統框架。並獎勵國內學界由目前各類基礎研究進階至來源、輸送、熱

點、衝擊與預測等領域，並發展針對關鍵議題之長期監測計劃，如此將能掌握海

廢於不同空間中移動之渠道，以作為「向海致敬」與「潔淨海水」等施政方針之

評估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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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1 我國整體海洋環境內人造廢棄物流存關係之系統範疇與可應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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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分區與範圍參考中華民國領海及鄰接區法、中華民國專屬經濟海域及大陸

礁層法、海洋污染防治法、海岸管理法、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水利署統計

資料。河川僅列中央管 26 條主要河流。由於我國與專屬經濟海域重疊之鄰

國尚未完成界限之劃設，目前僅有專屬經濟海域暫定執法線，因此尚無法計

算面積。 

2. 參考行政院環保署與水相惜民眾資訊網之定義：水體垃圾可分為兩種，人

造廢棄物或非人造廢棄物。人造廢棄物為一般所知的塑膠瓶、玻璃、鐵鋁罐

等等或其他非資源型垃圾；非人造廢棄物則是指水體自然情況生成，例如布

袋蓮、漂流木或淤泥等。 

3. 參考聯合國、臺灣海廢治理行動方案與海洋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之定義。 

4. 參考聯合國技術文件與國際間共識，將環境中之人造垃圾尺寸區分為直徑

大於 5 公厘之大型垃圾(Macro-debris)與小於 5 公厘之微型垃圾(Micro-debris)。 

5. n/a : not applicable；暫無可用數據。 

二、漁業用保麗龍、廢棄漁網與寶特瓶於海洋環境中之存量分析 

本計劃針對海岸淨灘最常見的三類廢棄物：漁業用保麗龍、廢棄漁網與寶特

瓶，分析其與我國海廢物質流系統中之流存量，並彙整國內相關文獻與統計資料

如表 8.1.1-2 。由表 8.1.1-2 可得知由於各類海廢之密度不同，於環境中有不同分

佈情形。由海保署統籌之淨海相關業務數據顯示，海面與海底清除之垃圾以密度

較高之漁網為主；而環保署統籌之海岸清理維護業務(淨灘)亦是漁網最多、保麗

龍次之。 

由於目前海岸清理方面之數據較為完備，初步將官方公布之 108 年年度全國

海岸之總清理量（3637.5 噸），與民間團體和學界從 2004 年至 2019 年所估計之

海岸總現存量（646-1110 噸）相比，年度總清理量約為現存量 3.3 至 5.6 倍。此數

據顯示我國海域現存廢棄物之單位年度周轉率（annual turnover rate, 亦稱轉換率）

可能非常高，極可能是局部海岸或島嶼在特殊地理位置與氣候條件下，形成海廢

的累積熱區（accumulation hot spot）。未來若能透過海洋環境之數理模式分析，

找出並標定這些特殊熱點，對於提高清理效率或建立海廢物質循環產業鏈均有相

當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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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1-2 各海廢資料庫中漁業用保麗龍、廢棄漁網與寶特瓶之流量與存量 

 

備註： 

1. 此處之系統移出量僅列出 108 年公部門（海保署與環保署），與民間於海岸

環境之廢棄物清理量。 

2. 數據來源為海洋保育署 108 年年刊。 

3. 此項數據來源為海洋保育署 108 年年刊。淨灘數據總重原為 8839.6 噸，內含

人造垃圾與天然之漂流竹木，但環島海廢快篩與 Walther (2018)兩項文獻為僅

針對「本島濱海 16 縣市」與「人造垃圾現存總量」之估算數據（皆排除竹

木）。為了建立相同比較基準，因此將 8839.6 噸扣除「離島三縣市」與「竹

木」後，所得 3637.噸。 

4. 數據來源為荒野保護協會建置維護之愛海小旅行網站。 

5. 數據來源為綠色和平(2019)臺灣海岸垃圾總體檢。使用 2018-2019 於本島 16

縣市進行海廢快篩之調查數據。 

6. Walther 等(2018)分析 2004-2016 之 12 年公民團體參與國際淨灘行動 ICC 填報

之單位海岸長度內海廢重量數據，換算所得全國之現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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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協調會 

本計畫於 10 月 29 日下午辦理協調會，出席人員包括環保署、漁業署（視訊）、

塑膠中心、學者、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與各縣市環保局或漁政機關，共出席 24 位，

議程如下表 8.1.1-3，會議照片如 8.1.1-4。 

辦理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下午 3:00-5:00 

辦理地點：海保署第二會議室 

表 8.1.1-3 海洋廢棄物回收鏈議程 

時間 內容 

20 分鐘 
國外海廢回收案例分享｜澄洋公司 

漁網系統動力圖｜澄洋公司 

10 分鐘 國內漁網暫置區執行情況｜漁業署 

15 分鐘 海廢再利用的發展性｜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 

35 分鐘 

草擬流程討論 

A. 分類篩選相關規格 

B. 集中暫置管理方式 

30 分鐘 綜合討論 

10 分鐘 主席結論 

 散會 

 

一、國際漁網回收案例資料 

1. 地毯商 Interface 收購漁村居民回收漁網：全球最大地毯製造商 Interface 和英國

倫敦動物協會所共同組成的公益團隊 Net-Works，在菲律賓發展出一套商業模式，

協助當地的貧窮漁民聚落蒐集不用的漁網，供給 Interface 製造地毯用的尼龍紗。

這項計畫從菲律賓開始，如今已延伸至喀麥隆。 

2. 西班牙 Ecoalf 以廢棄漁網再製原料，開發運動服飾與配件。2015 年成立，付

費收集漁港船隊的廢棄漁網，再交由回收商處理成再生料，至今有超過 40 個港

口和 3000 位漁民加入。 

3. 英國襪子製造商 Teko 回收商業漁網再製成運動機能襪，照片如下圖 8.1.1-1。 

4. 英國泳衣品牌 RubyMoon 以廢棄尼龍漁網製成泳衣及相關產品販售，照片如下

圖 8.1.1-1。 

5. 智利 NGO「Bureo（西班牙文「美好」之意）」。回收漁網做滑板、玩具（疊

疊樂）、太陽眼鏡、戶外品牌帽子，產品照片如下圖 8.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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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1 國外漁網回收案例（來源：Teko, RubyMoon 與 Bureo） 

二、國內漁網回收相關案例 

1. 富勝紡織：2013 年，中小企業「綠色小巨人」單位邀請富勝公司參與「導入綠

色設計，讓海洋垃圾再生」計畫，希望將海洋垃圾、廢棄漁網回收再製成環保

纖維。柯漢哲表示，廢漁網回收製成纖維目前已經開發成功，並製成各種電腦

包、帽子、提袋、服飾等產品上市。 

2. 台化、福懋：台化、福懋聯手與戶外品牌 Patagonia 合作，啟動海上尼龍魚網

回收計畫，由台化重新聚合成粒抽絲，福懋做成布料、成衣。福懋總經理李

敏章表示，在運動與戶外服飾領域，使用尼龍比重至少兩成，其用量不少，

是一項創舉。 

3. 塑膠中心：(A)從淨灘的寶特瓶、纜繩、漁網等垃圾，經清洗、粉碎與熱壓後

製成塑膠片，製成海洋再生背包。(B)與地方漁港管理單位合作，以近 30 公斤

的尼龍 6 漁網，經再生造粒及技術改善，製成 200 支 100%回收漁網再製眼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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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漁網系統動力圖 

由循環臺灣基金會邀集海保署、漁業署、環保署等利害關係人討論後繪製下圖

8.1.1-2，此系統動力圖可作為理解複雜議題、讓不同背景利害相關人參與討論

的工具，因目前仍在發展階段，完成後可用來理解系統中各利害關係人所扮演

的角色。 

 

圖 8.1.1-2 幽靈漁網系統動力圖（來源：循環臺灣基金會） 

四、漁業署報告目前漁港暫置區執行情況。今（109）年 8 月 5 日已核定各縣市

暫置區設置及漂流木清理計畫；第一類漁港已全數完成暫置區設置（共 9 處）；

第二類預計今年新增 42 處暫置區（共 212 處）。 

五、海洋廢棄物回收鏈機制流程 

本計畫草擬海洋廢棄物回收鏈機制流程如下圖 8.1.1-3，海洋廢棄物以目前國際

市場與技術發展最成熟之漁網作為標的。 

 

圖 8.1.1-3 海洋廢棄物回收鏈機制流程（部分縣市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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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1-4 海洋廢棄物回收鏈機制協調會照片紀錄 

（三）小結 

1. 許多縣市提出對於前處理該如何分類仍不清楚。針對前處理的分類方式，今

年會提供教育宣導手冊提供各地方政府做材質分類參考，提供教育推廣使用。

另外，認證的部分已委請綠基會設計製作海廢再生產品標章，請綠基會再參酌

環保署之環保標章與綠建材標章。 

2. 若縣市有需求可直接聯繫回收商。海保署每三個月會更新回收商資料，11 月

會再更新。若地方政府遇任何問題可立即向署裡反應。另明年也有專案補助地

方政府，年底會有協調會，地方政府可把握機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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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建立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

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 

（一）回報機制流程 

本計畫於 4 月 22 日提出之目視海漂企畫方案中，規畫民眾若遇海漂垃圾漂流帶，

可回報紀錄於線上表單或海巡紀錄單，流程與回報表單如下圖 8.2-1 與表 8.2-1，

本計畫每季作彙整分析。 

 

 

 

 

 

 

 

 

 

 

 

圖 8.2-1 海漂垃圾漂流帶回報機制流程（草案） 

  

海保署每季統計彙整 

與先前研究比較垃圾漂流熱點 

身份為海巡 

海上遇到海漂垃圾漂流帶 

身份為一般民眾 

填寫海漂垃圾漂流帶表單 

或線上表單 

填寫海漂垃圾漂流帶表單 

以傳真、電子郵件回傳海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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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海漂垃圾漂流帶回報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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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計畫依 8 月 13 日工作檢討會決議，擬定船舶絞網回報機制流程與漁網(具)

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如下圖 8.2-2 與圖 8.2-3，於 9 月 3 日掛文，9 月 15 日工

作會議時提出討論。 

 

 

 

 

 

 

 

 

 

 

 

 

 

 

 

 

圖 8.2-2 船舶絞網回報機制流程（草案） 

  

海保署每季統計絞網熱點、好發季節/天候天候 

118通報海巡署 

船舶遇到絞網問題 

海巡署有出勤船舶絞網戒護時，將時間、地點與

船隻類型等資料提報海保署 

輕微事件船隻自主移除 

重大事件海巡協助救援 

擬定源頭減量策略 

⚫ 加強漁民教育勿丟網入海 

⚫ 定期於絞網熱點清除水下廢網 

海巡署依通報填寫通報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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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3 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草案） 

 

  

海保署每季統計漁網(具)丟失熱點與好發季節 

通報地方漁政單位 

漁船遇到漁網(具)流失或意外丟失 

海保署每月向漁政單位與安檢所索取通報單 

海保署與漁業署共同擬定源頭減量與移除策略 

⚫ 加強漁民教育勿丟網入海 

⚫ 定期於網具遺失熱點清除水下廢網 

漁政單位/安檢所依通報填寫通報單 

入港回報港口安檢所（海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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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協調會 

本協調會內容歷經等多次工作會議討論（8 月 13 日、9 月 15 日），最後於 10 月

14 日工作檢討會議決議，擬定協調會內容為邀請海巡署針對海漂垃圾漂流帶及

目視海漂的回報做年度執行檢討、請海巡署未來發現船舶絞網時予以紀錄匯報，

並請漁業署在預告「刺網漁業漁具標示措施草案」中，鼓勵漁民回報意外流失漁

網具資料，定期提供或自行下載供海保署未來海廢監測熱點參考。 

本計畫於 10 月 29 日上午辦理協調會，出席人員包括漁業署、海巡署、海巡艦隊

分署與海保署共 12 位與會，出席名單如附件。 

辦理時間：109 年 10 月 29 日上午 9:30-11:00 

辦理地點：海巡署第三會議室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5 分鐘 主席致詞 海保署長官 

5 分鐘 109 年第一至三季目視海漂數據成果彙整與分析 澄洋公司 

45 分鐘 

議題討論 

（1） 目視海漂執行成效 

（2） 船舶絞網回報機制 

（3） 漁網(具)損失回報數據彙整 

 

10 分鐘 主席總結 
 

討論議案與相關說明如下： 

一、關於目視海漂執行成效 

1. 109 年第 1-3 季共計 75 筆目視海漂數據與 25 筆海洋垃圾漂流帶數據回傳，16

筆來自海巡同仁（為 11 筆目視海漂及 5 筆海洋垃圾漂流帶）。垃圾種類以塑膠

袋和塑膠包裝比例最多（28%）、其次為寶特瓶（19%）、保麗龍（15%）與其他

塑膠（12%），如下圖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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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1 109 年度第 1 至 3 季目視海漂各類型垃圾比例 

2. 海巡署同仁在 109 年 3 月至 9 月中紀錄 11 筆目視海漂回報數據，僅有 2 筆(嘉

義與屏東)有紀錄垃圾。類型以保麗龍、漁網 / 漁線各一件。因累積數據較少，

較難推測環境變因，仍需長期資料方能做進一步相關時空分析。 

3. 考量目視調查作業，未發現垃圾的調查回報亦屬有效調查筆數，故請海巡同仁

在值勤時可多回報調查件數，以建立海漂垃圾調查基礎資料。 

二、船舶絞網事故回報 

1. 據海巡署官網(https://www.cga.gov.tw/)統計資料顯示，因絞擺（Propeller Twist）

原因出勤救難件數，103 年至 108 年統計年報，顯示臺灣歷年船舶絞網（絞擺）

紀錄平均一年約 4 件，以漁船數量最多，數據如下表。 

表 8.2-2 臺灣歷年船舶絞網（絞擺）案件數 

年度 通報件數 船隻類型 

漁船 漁筏 舢舨 其他 

108 2 1  1  

107 3 3    

106 3 1   2 

105 6 2 2 1 1 

104 5 4  1  

103 4 3   1 



 

 133 

2. 為進一步分析絞網之好發季節與熱點，擬請海巡署提供每月定期回報船舶絞

網事故案件予海保署彙辦（回報表同海洋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紀錄表），以掌

握熱點集中資源有效清理。 

三、關於漁網(具)損失回報流程 

1. 漁業署於 109 年 9 月 2 日預告「刺網漁業漁具標示措施草案」中，以漁業作業

源頭減量管理之漁網具標示並鼓勵漁民回報意外流失網具之通報義務之規定。 

2. 上述回報措施施行日起，請漁業署每月提供予海保署前揭漁民通報統計資料，

海保署按季統計丟失熱點，俾以擬定移除策略及後續執行方針。 

四、關於漁船進出港漁網具檢查管理 

1. 海保署署分別於 109 年 1 月 8 日及 3 月 12 日邀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海巡署、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及澎湖縣政府等已實施漁具實名制之縣市討論

漁船進出港漁網具檢查機制，並請地方政府、海巡署、漁業署善加利用各管道向

漁民宣導垃圾不丟海、漁網具確實回收，並適時釋出政府重視海洋環境之訊息，

落實漁民自主管理。 

2. 請海巡署與漁業署說明目前配合漁具實名制港口查核機制執行情形。 

 

  

  

圖 8.2-2 協調會紀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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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海巡署同意於天候許可與不影響勤務下，協助紀錄目視海漂垃圾漂流帶，另有

船舶絞擺（絞網）事故發生通報時，紀錄後彙報海保署，作為未來累計絞網熱

點作後續清除。 

 

關於漁網具損失或流失回報，以及漁船進出港漁網具檢查管理措施，因漁業署目

前「刺網漁業漁具標示措施草案」仍在預告階段，與辦理各地公聽會蒐集相關意

見，最快將於 110 年 7 月實施漁具標示，111 年 1 月後實施通報漁具損失。且現

因缺乏相關法源，海巡署無法貿然進行漁網具檢查管理，此兩項措施待後續相關

法令實施後再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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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至 109 年 11 月 1 日止，針對計畫執行成果及建議說明如后，各項工

作皆已符合預期進度並達合約進度規範。 

9.1 結論 

以下對於本計畫各項已完成作業項目及成果進行說明： 

一、組織淨海大聯盟 

(一) 推動環保艦隊：已提出環保艦隊執行成效及提高誘因獎勵之企劃方案，並

於 4 月 28 日辦理 1 場次說明會，32 位漁民參與。另定期彙整全國環保艦隊

執行成果等行政庶務工作。 

(二) 推動潛水戰將：已完成潛海戰將企畫方案。誓師大會原訂於 3 月 25 日辦理，

考量疫情與媒體曝光版面，與海保署討論後延至 6 月 17 日完成辦理，參加

人數 74 人。於 4 月 19 日與台灣潛水合辦南部場淨海，6 月 17 日與小琉球

海洋志工隊合辦離島場淨海，7 月 4 日辦理北部場淨海，各場參加人數達 20

人。另定期彙整潛水戰將執行成果等行政庶務工作。 

(三) 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已完成公民科學家招募及目擊調查表單之企畫

方案。於 4 月 10 日於基隆海科館舉辦一場次說明會，參與人數 34 人。另

定期彙整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執行成果等行政庶務工作。 

(四) 本計畫定期統計並分析淨海聯盟回報資料資料，已完成第一至三季書面報

告(含統計圖、表)及製作海廢地圖。 

二、建置海廢機制 

(一) 已建立海洋廢棄物回收產業鏈機制作業流程，分析官方與民間相關海洋廢

棄物清除數據。於 10 月 29 日召開 1 次協調會，出席人員包括環保署、漁

業署（視訊）、塑膠中心、學者、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與各縣市環保局或漁政

機關等 24 位。 

(二) 已建立海漂垃圾漂流帶、船舶絞網、漁網(具)損失主動回報機制流程。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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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召開 1 次協調會，出席人員包括海巡署、漁業署等人員，依會議結

論彙整各方意見與通報機制。 

三、海廢教育宣導 

已完成南部場（4 月 19 日）、離島場（5 月 29 日）、中部場（6 月 26 日）、

東部場（7 月 10 日）與北部場（9 月 7 日）五場次教育宣導，各場次參加人

數達 20 位潛水員或漁民。 

四、資料蒐集 

（一）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微型塑膠採樣及調查方法 

已完成美國海洋大氣總署 NOAA、美國五大環流基金會、日本環境省與歐

盟的海洋微型塑膠採樣與調查方法蒐集，並加入台灣 NGO 作法作比較。 

（二）蒐集及比較各國漁業廢棄物管控制度 

已完成蒐集及比較韓國廢棄漁具管理、美國蟹籠管理、印尼的刺網標誌制

度與澳洲鬼網移除計畫。 

（三）蒐集及比較各國海洋廢棄物政策 

已完成美國、歐盟、日本、韓國、中國與印尼海洋廢棄物政策的蒐集，並

加入台灣作比較。 

9.2 各項方案建議 

以下摘要本計畫淨海大聯盟各項企畫方案短期（1-2 年）、中期（2-3）與長期（3-

5 年）建議： 

（一）推動環保艦隊 

短期 

 

發函漁業署或海巡署，掌握目前台灣實際作業船隻數量，以此訂定合

理之環保艦隊成長目標 

盤點環保艦隊各縣市參與之漁船類型（噸位大小）與漁法，建立未來

環保艦隊重點船隻類型（例如針對海洋生態破壞性強之拖網漁船或刺

網船優先規畫漁網汰舊回收/收購計畫）與建立合理的環保艦隊垃圾攜

回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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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預算許可下，由海保署另擬定小型研究計畫，以港口實際訪談漁民

的問卷調查，掌握不同大小船隻之生活/事業垃圾基線（baseline） 

重新評估現有數據回報系統與表格設計，優化數據管理 

中期 在經費允許下，於各地漁會或漁港，以小型座談會或焦點團體方式加

強與環保艦隊船長之連結 

選定 1 個示範港口，邀請環保艦隊船長長期參與相關工作坊作為政策

回饋或廢棄物攜回流程之設計，以「參與式設計」的營造方式強化船

長的深度參與，未來方能達到「mindset change」使船長們主動致力減

少海洋廢棄物污染 

選定 1-2 個示範港口，請海巡署或在地漁會、環保局人員，以各船隻

（單艘船）作垃圾回報登錄，以利掌握實際執行情況 

長期 與漁業署、地方漁政單位與環保單位討論，針對回報數據擬定相關廢

棄物處理之政策 

與漁業署、地方漁政單位與環保單位共同協調，以循環經濟的框架規

畫環保艦隊的實施與後續垃圾之暫存與去化管道 

在經費充裕情況下，選定港口作示範點，推動海上垃圾平台試辦或漁

具收購計畫 

（二）推動潛海戰將 

短期 

 

線下 發函至潛水業者與潛水協會招募潛海戰將 

線下 辦理公開活動（如誓師大會、記者會），使各地潛水員認識潛

海戰將 

線下 辦理淨海活動，號召各地潛水員加入 

線下 以潛水員為 TA（target audience）的海廢教育宣導講座 

線上 增加海保署臉書互動的波文或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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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 固定（每 2-3 週 1 次）於潛海戰將群組分享淨海或海洋相關訊

息 

線上 請相關政府機構（如海委會、海巡署、地方環保局等）臉書小

編分享海保署現有的懶人包或轉貼其他團體淨海成果 

線上 潛海戰將群組若有人分享資訊，需予以正向回饋（按讚或貼圖

回應） 

線上 不定期（每季或每半年 1 次）於海保署與其他政府機關臉書，

透過小遊戲或抽獎增加互動率與曝光度 

中期 線下 辦理淨海活動，號召各地潛水員加入 

線下 以潛水員為 TA（target audience）的海廢教育宣導講座 

線上 邀請線上行銷專才，或優秀之政府部門小編（例如海巡署長室

等）至海保署推廣分享，以促進小編增能（capacity building）

與行銷技巧 

線上 增加海保署臉書互動的波文、抽獎（若有預算）或小遊戲 

線上 定期於線上招募潛海戰將 

線上 潛海戰將群組若有人分享資訊，予以正向回饋（按讚或貼圖回

應） 

線上 定期（每 2-3 個月）鼓勵潛海戰將群組潛店/潛水員回報淨海數

據 

長期 綜合 定期於線上線下招募潛海戰將 

線下 建立特定調查方法與調查表格，如有預算可辦理工作坊，讓志

工有學習成長的機會 

線下 於潛水展、旅遊展或其他大型活動擺攤招募潛海戰將 

線下 如有預算，每年可舉辦增進志工歸屬感與榮譽感的實體活動，

如招募、工作坊、演講、擺攤、公民科學家年會等 

線上 每年志工回報數據分析後發佈新聞稿，向志工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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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每年公布回饋筆數最多的團體或個人，可以頒獎或線上公布

（網頁或臉書）的方式，以建立成就感 

（三）推動公民科學家目視海漂 

短期 定期於線上或線下（透過校園與海巡單位）招募新進公民科學家 

辦理目視海漂方法說明會 

製作調查手法教學手法與影片 

視覺優化調查表單 

中期 定期於線上或線下（透過校園與海巡單位）招募新進公民科學家 

每季追蹤學員狀況，獎勵績優志工 

長期 建置公民科學家社群，讓公民科學家彼此互動、回饋 

定期於社群或海保署官網張貼最新消息、媒體新聞稿等公開資訊 

年度視覺化調查結果、頒布年度調查資料結果，建立年度公民科學調

查貢獻量排行榜 

累積數年成果後，在經費許可下，可辦理公民科學家年度聚會 

 

9.3 本公司實務執行與成效 

針對本公司所提出淨海大聯盟各項企畫方案之建議，今年度已實現之項目與成效

如下： 

已執行項目 成效 

環保艦隊 

辦理說明會 

提供國外環保艦隊作法 

評估現有數據回報系統與表格設計 

提供後續研究相關建議 

已辦理以漁民為主之講座 

環保艦隊之推動仰賴地方政府對漁民

之溝通鼓勵等互動，以辦理說明會之

基隆漁會為例，地方政府給予之獎勵

或表揚，能增加漁民投入的榮譽感與

持續參與的意願。後續建議可多與地

方漁會或漁民溝通，以了解第一線漁

民作業困難之處；並於經費可許可下

進行港口漁民訪談。 

潛海戰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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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辦理誓師大會公開活動 

已辦理三場次淨海 

已辦理以潛水員為主之講座 

已提供臉書波文相關建議 

製作各地潛店挺讚影片 

加入潛海戰將群組適時回應 

透過臉書宣傳與辦理線下活動如淨海

與誓師大會等，109 年已有上千位潛水

員加入潛海戰將，並陸續提供淨海數

據。在發現海底沉網時，會主動回報甚

至主動自組團隊去移除。後續可持續

與潛海戰將群組潛水員互動，予以正

面回饋，並可考慮舉辦增加志工榮譽

感之實體活動。 

目視海漂 

邀請講師辦理目視海漂說明會 

製作目視海漂教學手冊與影片 

視覺優化調查表單 

每季追蹤學員狀況 

彙整數據，視覺化呈現 

30 餘學員已學習目視海漂方法，部分

學員於有出海機會時紀錄與回報海漂

垃圾，約有 50 筆回報資料來自說明會

學員，占整體回報數據之三分之二。後

續仍建議持續招收有機會出海之大專

院校或研究機構人員於出海時回報目

視海漂，並鼓勵各地海巡於不影響勤

務執行時紀錄目視海漂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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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賽爾公約官網  

http://www.basel.int/Countries/StatusofRatifications/PlasticWasteamendments/tabid/8377/Defa

ult.aspx （檢索日期：2020/05/22） 

吳姿賢（2020）台灣西海岸 8 大髒點，海底垃圾密度逾全球。聯合報(2020/10/21)。 

邱靖淳（2019）臺灣周遭海域海漂垃圾時空分布與密度之研究。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碩

士論文。 

胡介申（2016）乘著海漂垃圾去旅行——日本海洋廢棄物高峰會。荒野快報（294）：頁 8-9。 

海洋保育署（2020）強化全國環保艦隊（投影片）。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荒 野 保 護 協 會 (2020). 臺 灣 首 次 淡 水 河 流 域 廢 棄 物 分 布 大 調 查 

https://www.sow.org.tw/info/news/20201005/41919 

http://www.basel.int/Countries/StatusofRatifications/PlasticWasteamendments/tabid/8377/Default.aspx
http://www.basel.int/Countries/StatusofRatifications/PlasticWasteamendments/tabid/8377/Default.aspx


 

 145 

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2019）黑潮二十‧島航計畫：臺灣沿海海水表層塑膠微粒初步

調查報告。財團法人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陳智揚（2019）利用紮根理論探討權益關係人對環保艦隊行動方案之看法。成功大學海洋科技

與事務研究所碩士論文。 

楊越（2019）中國海洋污染治理的制度環境與責任分擔。第三屆海洋公益論壇（2019.10.22）投

影片。 

漁業署（2019）民國 107 年（2018）漁業統計年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環境保護署/海洋保育署（2019）海廢治理行動方案第二版。

https://www.oca.gov.tw/ch/home.jsp?id=129&parentpath=0,4,127 海洋保育署網站（檢索日期

2020/06/15）。 

 

 

https://www.oca.gov.tw/ch/home.jsp?id=129&parentpath=0,4,127


 1 

��� ����	��

� �� 01! ��$&"�	9+%��,���


���������)'�-��
� şȩƳ΅� Đ΄ȋ�

ɱɨ�̷͂ɱɨʳ.˼ʮ̗�

�� ьRэ˲˾ �ǛÕʳ�͜Г�

Ш ��U�Ē.¾Ȥюǟîʳ�̷ �
� ƅϔʮ

ʳ�͜ГȄȰ[RMkƅ �


 ͛Nː

Ƚюȡ̷ȅ �
� ƅ � ș �� Ȉƻ˱ƠǙǃ

ʳ�͜ГǛÕȶ×ю�
� ƅƉ̛Ύʔ �����

͛ю̜ȡ̷ �
� ƅ  șˏчϙ�îϸˆ

Ͻʳ�͜ГǽϹƠюƾ͌ �
� ƅ � ș � Ȉ

Ϩ ��� ͛ю� � ƅàȎЅ/Ò ��
�� ͛ю

КȟϨϜƅ/Ò ��


 ͛_ːȽюθ³ú

A�Η�ƻЂƂƋ͏�ȶ͙Зϖ`зą_

˒Їƭё�

ΫΫǓǹюêǾŻΥǼю΅Ш �
 ͌Ш ��J�

ʳ�͜ГȗÁΔ˱ˉMkƅ �


 ͛NːȽю͌ �
�

ƅ � șˇ�˵iʠMɱƏɡʮͷÕȄȰNŻ�ǳʔ

kƅ ��

 ͛ьɱ�̷Œ̡oȚͷÕȄȰϢ̘я

2==9<�		@@@�8-+�18?�=@	-2	286/�4<9�3.�����9+;/7=9+=2�


������� эJđɋȡ³úǛɻɋR�ˉÕɀюƞ÷

̈́ȍđʔǐØ͙З_ƻЂƂƋŻϨзüJô͑Ɉˍ

�3<2371�08;�53==/;ьʅǦ ĝэˉ̜оюɈˍ͋ �

�

ƅĚƇ�ĔŘΚͷюʇʇǯ7Ά“ю�� ƅ�̔」Ò

®͙ǽgȅ �

͛ю�Țˉ͙ЗRƅj÷ƀĐ �Ď

 ĝJɈˍˉ̜оȍюКʗ͙ЗǽːgюϛϦ」ȷ

͏ʅɔɶ®ì͏юë́Ț˒ʿǷȦюδʅɔƦƵϒ

γǄȍɺgɱɨƏȳʡˉЇϿJ�

�� Ш � θ³úƒίˠΝŞЕ�ȶ͙ЗƠюȟ

�÷RǐØʳ�͜Г_ȚǷ�#�юΧ

ȋA�Η�ё�

ΫΫǓǹJʳ�͜Г˱Ƴ͝ċюɋ͜ГΎʽʔʳ�

̷〉ǧȶ×юȡęГƒί÷ϸȂΗ�ΎʽːȽI

�#� ͏ɱ�̷_�ΰɱɨʳ.Pȉˉ˒Їƭ͏÷ͷ

ƭJ�AΔ˱]ːȽʔ �ƅ¯NƻøʓɱƉ ĝΥ

ȩю̾Ơɑ �ƅϘψю�ƅ¯ɺgɱƉ ���Əȳ

ʡю�
 ƅ¯ɺg �
�ƏȳʡьyVǽŉʔ͑�эJ

ɆːȽʔ �ƅ¯ϛϦĚ(�ɼòюϔʮ))ì͏

Ɠw�ğюƽϛϦ((�ʅɔΓΦюδ **�ʅɔ

ʮǱĐ͏ǅǦɱɨ ĝˉϸƭJ�

� Ш �MˆϽ ĝϹʖ/ÒN¯Xǟî�
�

ƅɹЏɱɨƏȳʡϖ�

 ĎI�
�ƅʳ�

͜ГɹЏ ĝϹ ���� ĎюǂΐΨƅƋ_̛

ΎǽǬЩː��ʀ�XýюA�ɓό ĝϹ

ȍĀ/ÒёΧˠΝ¯XɊˠƭJ�

ΫΫǓǹюêǾΡaXý�ʀˉ ĝϹ�ɓόюŻ

�ɊȒȂȅШ ��J�

�

�� Ш �C� ĜȄǵƊϔʮɵɱɫÕƠюƁđ

ɫÕȎЅ̢ɾʖɤaɵɱ ĝ̕¾вю͍

ΫΫǓǹюŻÅЏrʔ-(ˁ:ɐͦю[ŻΥǼ(

ă¯ǾȅШ �� ͌ �
 ШюШ �� ͌ �
 ШʔǟрƻǷ

顏寧�
附錄一�



 2 

�Ǉϔrȅ̛̋ˆϽM¶vNвÃ ĝɓ

�όрюФrʔ-(ˁ:юƒίθ³úƺ

ÒƖfȡ̷̛̋ƒ̶…�îĜȄǵƊȶ

×ϥ�ȄƓюϯϡƻ(ă¯XΡ̬[ǟ

ß(ăΨϗ_¤�ƭюΧ�ɊĒ.¾Ȥ¯

X[dƺǟрƻǷ˺ʼJ�

˺ʼJ�

�� Ш �� ʳ�͜ГǟрƻǷ˺ʼȚǟîw�

ğ	ƌΦȘюȡΎʽoȚ �)Ɇʳ�͜Г

ȋȘюΧͽ©˵ṚƢȶrćХ͊_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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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Ƒ̲˵ �чƳ΅ю˵ �� ˾�˵ �� Ш�ǂϗ

ȅ �
� ƅ˵RŋȝЅ«ȍͫ͟żɹЏϹŻ

Ϩ � Ďю̾ �
� ƅƋɹЏ̩Ϲ¢XÇ �


ĎюȚXüʮ_ͲюƺϺɹǾ\ûƅƋǽ

Ǭ̛ΎȄƓî ĝ�ʀ_ɴͪ˿ĕюȄ̈́

˘˒Їǵ˺ǛÕ_ƻǷюyÄǟ��ʔ

ʳ�͜Г˱ ĝǱĐϹîƻЂːȽ_ì

̼J�

ΫΫDćˉƳ΅ю̜ȡęГëР̨ͫ͟ʳ�mf

ю� ³Ďʔ̔」sϱŻ^_ƏȳR̶̡·ю̨̜

Ɗ̄ơ̜ι÷ɹЏƠçV̡-(J�

�� ƒίȅ˵R˲ϼdΎʽw�ЩːÀͺȋ

ȡΎʽƺϔʮ_ûЩɫÕȸɣюÚāŻϔ

ʮ)Ɇ_˒Їλǿ�rɆIȎЅIĜч˷�

îhȟϔʮ)Ɇ_Άʽîȝ˪Lǖ˷J�

ΫΫDćˉƳ΅юʬДɐĥͷϣƋ͏˒ЇλǿŻ/

À͌ ��� ˾ь˵ ��� ШэJ�

�
� Mː·ɱʆNĚĥͷVȚ¶ĒНƭюYʬ

ɣ�Ѝȅ3ɱʳ.îɱv͚͜юýȎλǿ

îʘʟĐ ȄƓoόX�Ä� ˕IРG

ϴ{IϴY�юdɱʆƏȳʡ_əȨʙч

ǕǚǷȦȚЍJƒί÷aΥȩ˿ĕ̏®ɱ

sĜÜюaɟʒ ĝî7ĢƏȳʡÒ®Υ

ȩĐ(ЩːюЏ̈́δȏ̸7˗ȒϏсì͏

3юĐ(_ΏƯö́�ʔĜȄǵƊɱʒɹ

ϥîϔʮ˒Їɵʒ�ɱ�ɫÕ_Ĝчì̼J�

ΫΫDćˉƳ΅юːÌȶŻƒ̶ː·ɱʆ̡φ-(

ͺČю÷ϛϦǃɀˑǙĚɱV̌ϽV юό ˕͏

РGϴ{Đ ȄƓ�ÄΕ4J�

ː·ɱʆΥȩ_ϸчçĚǕǡƼĔɱĤˉɱʆ ĝ

ʣɣ͏ZƋюɱsĜÜ ĝːÌȚʳ�̷ˉɱsƪ

́ΥȩIĜȄǵƊˉɱsƏȳʡˎɻ͏ɔЅęпˉ

���ɵʒ ĝ̌Ͻюoȍȏ̸7˗̜Ɓì͏ˉĐ(

ȄƓJ�

��� Џ̡φƄø3юƠ̲ƺȜÿͷÕ�##_ː

Ƚˇpюyƒ˱cĿλΏ ǨIλǿĐк

_˼ϧʔлːȽJ¯X÷ÚāûЩɫÕ

λΏ³ăIɵʒ�ɱ�ɫÕƏȳʡλΏĐ(

�āʳ�͜ГλǿĐ(�IMː·ɱʆNʘʟ

î˒ЇλΏV ˷Ñ̈́юyɺgǗʸРG

ϴ{ƽ ˕Đ _ȄƓюǟß�ÄƭIǷ

ʨyîì͏˪ƋJ�

ΫΫDćˉƳ΅юːÌː·ɱʆȚ̡φ-(ͺČ÷

ˑǙ-(λǿ͏ǍʘĐ ю˒ʿ�ÄюŻ·�Dć

ƒίˉλΏ Ǩ͏Đ Ñ̈́J�

��� ȡ(ăȓ\ûЩɇǛÕǝȆ¾Xý˲˾

ȋю[ȅ¶\ļЛì̼λǿϡƻІβόX

ȌюƒίȂ/Rf˾ϼdȡȰMɱƏˎɻ

ΫΫDćˉƳ΅юŻͽ©ȅ ���ьШ �������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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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¾ȤΎʽNǂǟ_ûЩǝȆŞȆȄȰϣ

ͷ̛ǼȋJ�

MɮΗDć�

�� ȝ\¯X(ăɅ̴ΎʽϣƋĥͷȋIЬ

ȝϣƋ͏ŞЕϣƋȩȬчʜÄͺJ�[̏®

%ȡλǿ��

ΫΫDćˉƳ΅юʬДɐĥͷϣƋŻ/À͌ ��� ˾

ь˵ ��� ШэJ�

�� ȅ #�� ȚЇʬȚ ���� ͛ʳ�͜Гю¶ȟ�

ƻЂȚЍ_êđȋюΧͽ©J�

ΫΫDćˉƳ΅юŻͽ©J�

� Χdȅʳ�͜ГʬȚĊЮчюΧȅȝȠ(

ăǟ¼ɜd˺J�

ΫΫDćˉƳ΅ю˒Їƒί͏ǟрƻǷ˺ʼŻΜϗ

ȅ˵i˲юôǤϽǼʮϸчȅ ��� ˾ьШ �������э

¯юoaȅȝȠ(ă¯ĂʬJ�

�� ȚЇʉɱƿahЩюƺɦƳĔ¯ɱĤȚX

ϫüʉɗ_ÜĤю[ƒ˱ϫȅʉɗɵɱÜ

ĤJ�

ΫΫDćˉƳ΅юːÌϔʮɵɱɫÕĞĚϫüʉɗ

_ÜĤюʉɗÌŻƒ˱˒Ї̢Ƭƺγɭ˪͏ϟ(̿

̰ǝȆюȡ³úoĚɫÕÌʔʉɗćϔʮ�Жю[

ĚWɗÌʺǹ̦¾϶eʉIʉ�͏ϣͷʉɗL°

ȋJ�

�� ȡΎʽϔʮ_˒ЇȋȘюƒί÷ȚƻȦ

î˒ЇȋJ�

ΫΫDćˉƳ΅юȋȘ_ƻȦŻ¾ϗȅ˒Ї˲

˾юA ��� ˾I�� ˾I� ˾͏ ��� ˾J�

�� ȚЇǛÕ³ɔ〈KŘː·ɱʆϳ¾юːÌ

74ǽȍKʶì͏юdȅȟ�Ơ̲_Đ(

ƃÓX7юƒί/Ò͙ćì͏J�

ΫΫDćˉƳ΅юːÌĐ(λǿ˶ǽ4àʔɱv̷

͏!�"ьцʋэĐ(ю[ФKʶì͏J̾ɱ�̷

ŻȚΧɱv̷ēR�Đ(юyɱ7ϲУɷªÌ˛』

ˇʬ͙ćì͏ƳбXрю̼ϹKʶ϶ü³ɔ〈KΥ

ȩ_Ƴб÷̈́όрюđɋȡęГǄȘĚ~ʽȄȰ¯

ΆʽϼdȚ˛』͙юƽȚʉÐ¼ɱŞ̻ˉɱɨɗʷ

˒Ї̋ǂ�T J�

�� ȚЇɱɨƏȳʡûЩëÛɀÈ͏ͲʮhЩ

_˒ЇƒίhЩюΧª͏ɱɨ�̷͂ϣͷ

ΐΨ¶÷ͷƭJ�

ΫΫDćˉƳ΅юȋȘÌa͏ɱ�̷ΐΨю¶ý

ƳƠ¹ϣͷϔʮJ�

�� ȚЇɱɨƥĢĬ͈Ǘ”îΥȩȄɤϳ¾ю

ƒί̏®Ĕ¯�ɤJ�

ΫΫDćˉƳ΅юȂ/Ĕ¯�ɤȅ�����ьШ ��эJ�

�� Ћ{ #��� ɱʆ ĝΥȩ̌ϽͺюȚlЩ

ːюĚɱVŞЕȍĀ÷ͷюΧìáJ�

ΫΫDćˉƳ΅юȡː·ɱʆΥȩȄɤ͏̌ϽͺȮ

ì̼͋Ȉȡ͏Ɉˍ˷˛』ɀȺюώyøʓȗƁ΅ˉ

ɱɨƏȳʡ˫вюyϦë±ƅǫ�̜о�˔÷Ěɱ

Vǫ�ĥͷJ�

Ï7̠Dć�

�� ĘͺĂʬюΧ�ΨǾƽǈ(ăȮƓǩ

ŠJ�

ΫΫDćˉƳ΅юŻ�ɊJ�

�� #��
 ͫ͟ʳ�͜ГɹЏϹФƁдͧю÷¾ ΫΫDćˉƳ΅J̜ȡęГëР̨ͫ͟ʳ�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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Ȥ¶êđJ� юɋʔ̔」ǽ�șIǽɆǅǦƻȦюeÚāsϱ

&」Ż^ˉƏȳ̡·юǇϔƗǼ˒ЇƻȦRɆ-(

ǂ͍J�

� ʉɱƿaƺшÙƻćĐ(ɗW ĝʙчю

yÄƠ̲ɹЏJ�

ΫΫDćˉƳ΅JːÌɱ�̷Żƒ˱ʉɱƿa

��!�˦ęюûĜʉɗćRȚˇʬɱ\ɝ̡ƽ ĝ

ʙчюŻçȎȅ ��!�˦ę¯Đ(юʺɱ�̷ɬϪ

Єòü̍ƎĉƽʺʿĜƨw͋ͷ̗̫ϣͷɹЏJ�

�� ɵɱ ĝλǿюȍĀ÷ȸʼ¾ȤĬ͈āϹ

_ˈ¾ɓ��

ΫΫDćˉƳ΅JːÌɵɱ ĝλǿ�͋ɱ�̷ɱ

ɛ̛̋ьʺų̂żǇϔ-(эI3"���!ьʺʉɗę

п͋ͷ-(э͏ȡęГͨЙʉɗęп͉ȓɥǾƽƛ

ʟǰð ĝ˒Ї̕˾Jɱɛ̛̋�ʸʳ�̷d˫λ

ʀ¾вю̾ 3"���!ÊȚď˫ ĝ¾вȄƓY…�

ФƧ-юđɋǽǬλǿVϳ¾ʖɤdǙюλǿ¾Ȥ

VȚĒНJ�

�� ȅ #�� č̨̺ʳ�mϦëȍȚɱʆ ĝΥ

ȩюǛÕ³ɔː·ɱʆюȟ�ƻǷîбȐ

ʔ��� ͡ȍСȅ¼ɱȝЅΊŝюǐØdζ

ʔ�ȍ7bʶю̾ФɱVw�rć�ƒί

÷ˇpsЕː·ɱʆJ�

ΫΫDćˉƳ΅Jː·ɱʆ_бȐĚȅføʓĄ

ϬɱĤˉɛȨʣɣю͡ì͏̽˗юÊ÷ϛϦ³ɔ〈

KXȃˉ̔」λǿюƒ˱ЂȝˉΊɻǽǬюyʮ

ɱĤɛȨˉȎ˰γʾưɣJ�

ȋȘǐØdζÚǑɱvrćIFȻʅ͙͏KμȚ

϶̶˛』͙ˉ7bʶJđϦë˛』̜од˥юɱV

w�rćьAʅɔэì͏Ƴб�ю̾ɱvrćIF

Ȼʅ͙I!�"w�̽͏KʶόбƳĐ(λǿюí

đɱ�̷Ż½ΧûĜɱvĐ(ː·ɱʆλǿюđɋ

~ʽȄȰʢÃͧϸ7bЎμKʶ�ǐØJ�

sЕː·ɱʆđrврƋЍÈюɗƄː·˿ĕ÷̈́

¢ĚÝ³Ŭ¯юY·̣̜ƁñÇɲɥīƽиɎʹȧ

Њ。ьAãɢɱ_ƚÛIОȥIč̺IøãÜ

ĤэюXAĚ͙VˑǙϖσМΊɻɱХȚǷJíю

Ě͙Vđʖ·̣ϭͭю͡�ȅ͙ϊiȼƽUȼюΊ

˔˿ĕȒƐJ�

�� ȅ ���ю÷ǘΐĔ¯ːÌ_Ǘ”ȄƓю[

p˥ǗЙ_”ĆƵ”J�

ΫΫDćˉƳ΅JːÌĔ¯ŻȚ̞͞ąƄ͏цʋ±

�!�"Ǘ”ƥĬ͈юŻȅШ �� ˲˾ ����� ͽ©

_J�

�� ȅ ���ю÷ǲЙĔ3@+<=/�=8�/7/;1B�8;�

;/-B-5/ _ǈƽŞ×юϞlǵ˺÷̈́ĚƏ

ȳʡɹϥюĐǲ_˒ЇɤƟп̋WюːÌ

(ă\hȟǲЙJ�

ΫΫDćˉƳ΅JϼdDćǂǟ_@+<=/�=8�/7/;1B

ͣȋAWюȡDΑȰĚȅDΑͨЙûĔɱɨƏȳ

ʡǵ˺ю@+<=/�=8�/7/;1B R͖ȍʸȅͲʮБĤƏȳ

ʡJđɱɨƏȳʡ·ф¾¶\āɖюʚʛȎȘϷǴ

ǀ?ϓюƮȚ͍˅еЖJô3ю@+<=/�=8�/7/;1B 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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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ûĔ̈́ʀ̘Ⱥ͏ɤΆIƏȳʡëÛɤΆ͏Əȳʡ

ͲʮΔȆ˷˷юrʳ.�ΰḮʀΆʽ˼ǚ͏λʀ

Ƥʳȶ×˿ˀJđûĔĜʮʳ.Ḯʀ϶̶̘Ⱥ͏

ǵ˺yʾюYϖƅĔ¯ïd͐ƒʕÛʝƽɘʕÛ

ʝϙƜˉ˦ȘϑΨXĚgǽю@+<=/�=8�/7/;1B ȍĀ

ϫüøʓƺʸuȚƝĉȹJyɈ̹ªϣĔŘ̾Όю

Əȳʡ4àь´ƻ͌²ƻэyǜģͲʮюόgyʕ

ÛȄƓͲʮJĚȟ�ƺʸȄÿȟȋʣɣWюͨЙ˒

ЇǈƽŞ×λǿƮŻρ¼ȡDΑȰw�ЩːJ�

АOʱDć�

�� ȡΎʽ͌ȝ\ŻNƻƇЩw��ͺ ����ю

#��
���ƱȟÀ¼ЬR͏ŞЕw�ϣƋюô

ΧͽÀ\͢ǾǤ͏Ύʽì͏rćJ�

ΫΫDćˉƳ΅юʬДɐĥͷϣƋŻ/À͌ ��� ˾

ь˵ ��� ШэюΎʽì͏rćŻͽ©͌ ��� ˾ьШ

�эJ�

�� ȡΎʽ¾Ȥ[ɓόĔ¯3ɱɨ ĝIʳ�

͜Г͏Ĭ͈ƥ̆_Ǘ”îΥȩ˷λǿ�ơ

́RюƱƺa˒Ї_ì̼ǾʧȅΎʽȓȗ

ƠR˲\ȲÀ¼ͲJ�

ΫΫDćˉƳ΅JŻ�ɊJ�

� Ěʳ�͜Г/Ò˺ʼ\юǓ¼Ĕ¯Żϖ`

зą�#���ю͡�ʬȚǽǬǛ˻ю¹ƻЂ

Żȍ˒ʿȚЍю¹ϣRɌˠΝŞЕ�ȶ͙

ЗǽϹ_�ʔюȍĀʔʿ×_ƬJ�

ΫΫDćˉƳ΅Jđɱ�̷ːÌuyɑƅ/Ò˒ʿ

ǽϹʳ�͜ГʔːȽюˠΝŞЕ�ȶ͙ЗǽϹ÷�

ʔΗ�ːȽȍĀüʮюƽϼdːȽǽ��ʃÕƓɂ

ΐJ�

�� ȅ˵i˲ͺȮ\юΧΖȋǽǬ�ʀƽ¶¼

Ͳ�ì̼Ǿʧ�юʖСÒΖȡęГǼʮJ�

ΫΫDćˉƳ΅JŻ�ɊJ�

�� ĚλǿǲЙ\юɓόûĔɱɨĬ͈ƥ̆Ǘ

”îΥȩȄɤюƺªˠΝ¶ːˉʔ�юô

ǂͨЙ_ȄɤюyûĔ_ɱɨΥȩɀȺʔ

]юƒί÷/ÒKƭ_˛』Ǿʧ�#��
�C�

#��
�J�

ΫΫDćˉƳ΅JûĔǗ”͏Υȩ_ːˉĚȅf

ɱɨ\ˉƥĬ͈ɛȨưɣJ�

đɱ�̷ɘƥĬ͈Ǘ”Ȅɤʔȟ�ÈRøʓĔŘ

Ƚʁɭ˪ˉì̼�ǬюȡęГʢÃͨЙ͏ɓόɈ

ˍIȈȡ͏̹ĔĔŘɱɨ˛』ɀȺǂÈRˉƥĬ͈

Ǘ”˛』(ăюoŻ̏®˒ЇK˛』ǾʧюΜ΅

������� ˾ьШ ����э͏ ������� ˾ьШ ��эJ�

�� Ĕ¯7bЎμɱɨ˒Ї̋ǂþČ�ͺ

�����ю#���_�Ǭʔ�юΧϸȂƗǼJ�

ΫΫDćˉƳ΅J³ɔ〈KǐØ˺ʼͿˉμĖ͏Č

�ǛƐюʔˇǾ7bЎμɱɨ˒ЇKЎ̋ǂIɗΚ

Kμ͏ɱvČ�юǐØì͏³ɔ〈KΥȩɫÕJͺ

����� ǂÀ̋ǂ͏ɗΚKμʔKʶό÷̈́Ț¼ɱɀ

ȘIƽ·˛』͙_̋ǂKμJƴΫDćǓɊюŻȒ

ȂͺȮ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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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9+%��,���
�

�������*�#(�
êʠȡь109ƅ 6ș 28Ȉϩnэ �ȡь109ƅ 8ș 13Ȉϩnэ 

Ш 1-2 Ш 1-3 ːϽΥǼюÒ®ì̼Ǿʧ͏Ћ

{Шˡ 

- Ш 4 Ȃ/\͢Ǥ 

˵R˲ Ύʽȸϗ 

- Ш 6-8 aêШ 104-105ΎʽĥͷϣƋ

〉͌˵R˲IȂ/ΎʽĥͷϣƋͺ 

- Ш 9 Ȃ/bηrÐ 

˵i˲ ʳ�͜Г 

Ш 8 

ːÌų̂żÒ®ʳ.͜Г͙ЗǽAW

Ę 2.1.1юyрИżąøãż͙Зǽː

˜ 300 ͛ȗ4ю¶й̨ż̍Ě 100 

͛йю̾yȯĖIȂ˳I͠ȪIͫ͟I

ϻЃ͏Ϣɚ̨gȅ 100 ͛J  

Ш 10 Ȃ/̛ΎȎЅч͏ì̼Ǿʧ 

ƾ͌ 108ƅ 12șƉюų̂żÒ®ʳ.

͜Г͙ЗǽAWĘ 2.1.1юyрИżą

øãż͙Зǽː˜ 300 ͛ȗ4ю¶й

̨ż̍Ě 100͛йю̾yȯĖIȂ˳I

͠ȪI͟ IͫϻЃ͏Ϣɚ̨gȅ 100͛

ьɱɨ�̷͂ю2020эJ 

Ш 7 

͋ 106 ƅʳ�͜ГȄȰϔʮy�ю

107 ƅƉΎ 1,877 ͙͛Ò®ю108 ƅ

Ɖ/Ò͌ 2,594 ͛JˆϽ͙ǽК˔�

/Ò̥Ʒю͏ȗÁR_Mkƅ 5000 

͛Nː ȽʼȚyσю�Ò®ʳ�͜Г_

�ȶ͙ǽ¶ŞŻϖ`зąJ  

ʺʅȶ̷ȗȂˇ�_  107 ƅʅȶ̛

Ύƅ(ю͎ʓʅ͙˸̩Ύ 12,173 ͛ю

�ϖďƻr͓͔юϖkƻrȅ 50 Ď

(CT3)yW_fĢ͙З 1(΅Wͺ 2.1.1)ю

ʅ͙�ȶσМ͏˿ĕ ȚЍюɧàr�

пǁƽŘΎĢʅȶюȷ÷̈́đ͙Ђр

ъÛƽʳ.ϦƋǔǦ̾Ǘð�ʅ ƽ

àϙ�ʣƵJКʻȚ͙̅͏�ȶλȮю

Ш 11 ¯ǾΥǼ 

͋ 106ƅʳ�͜ГȄȰϔʮy�ю107

ƅƉΎ 1,877͙͛Ò®ю108ƅƉ/Ò

͌ 2,594 J͛ː Ìʳ�͜ГˆϽ͙ǽ͏

ȗÁR_Mkƅ 5000͛NːȽʼȚ

yσю͌ 108 ƅ 8 șˇ�˵iʠMɱ

ƏɡʮͷÕȄȰNьʳ.�ΰ̷/ɱɨ

�͂ ю̷2019эȎюaê_kƅ 5000

͛�ǳʔkƅ 2500͛юǛɻɋR�

ˉÕɀюƞ÷̈́ȍđʔǐØ͙З_ƻ

ЂƂƋŻϨзüJ 

yĔЕVpαˌþюɈˍ͍Ðɺgɱ

ɨ ɛ Ȩ ˉ υ ǵ Ɗ ̗ ̫  KIMO

ь Kommunenes Internasjonale 

Miljøorganisasjonэ̄M Fishing For L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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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ŞЕ�ȶʅ͙ǽϹ¶Ş͏̛Ύλǿ

д˥ƺȚRRyσJyɋ�˔юːÌ 

2500 4͙͛ƻЂƂƋ˒ʿȚЍJ  

 

ьʅǦ ĝэNΎʽʔ�J͋ 2004 ƅ

ˇπƠюшÙЇϿÄˋ˒Ї̽_Rˉ

ǔǦȶ̽юRýì͏�ɺgɱɨ ĝJ

ĚȈƁˉʅȶɫÕȝЅюv�ˇ̚ʅ

͙R�7ͻGюʸ�ǲЙåĚ¶ʅ̡

\ˉĬ I͈ƆТ̡·ą¶vЛʡJʅ͙

ϣ®ɼòƠюèW ĝͻ̛ΎJRȝǲ

ЙϞlͻGюʗƠa ĝĐǲƽĚБ

ĜVͲ̶JìÒΛЩːˉǂȚʅɔϵ

ȍƨwюv�ɑ8ϵĚɱVюɹЏɱɨ

\ˉ ĝJ 

КʗɈˍʅǦ ĝΎʽŻǛÕÝй

ƅю͌ sì͏͙ЗǽϹuXςÞ J͛X

ϦюКʗ͙ЗǽϹƻЂ̥Ʒю¶ɹЏɱ

ɨ ĝˉǷʨéÝ¾q˖J2016 ͌

2017 ƅю7 �ɈˍĔŘµ 844 ͙͛ì

͏юǅǦɱɨ ĝµΎ 470 Ďь΅W

ͺ 2.1.1эJƢɈˍˉ̜оюǛɻì͏ɱ

ɨ ĝɹЏˉ͙Зƞ÷̈́ĚΎʽŞȆ

ƠƇƅ¯jŻϤзüюƻЂƂƋȚЍю

�÷ϛϦ͙ćˉǹ͂ϜɌǟȊ ĝɹ

ЏϹJ 

Ш 9  

2. Ē. 2 ˆϽ ĝϹʖ/Ò  

Ǭɱ�̷(2019)̛Ύλǿю107 ƅͽÓ

ĜȄǵƊϔʮɵɱɫÕ  772 Ɇюµ 

35,599 r Ɇì ю͏ɹЏɱɨƏȳʡϖ 

500 ĎJ¾ȤûвƏȳʡɓ�(΅Wͺ 

1)юλʀ ĝä 21.69%юФλʀ ĝ

ä  78.31%J108 ƅǒ̲Teɵɱ�

ȶюʳ�͜ГɹЏ ĝ̩Ϲʔ 48.7 

ĎJ 

ȟ�ƺ÷ϣRɌϺɹäɓϖkƻI¶

vвĢˉ ĝ̗ƻʔ�?Ǆ̈́ϣRɌ

ÂȃȍĀ/À¶vЩː ĝвĢ;ƽȍ

rćđͷǵ˪ƈ̪ʲ̾ˑǙyM¶vN

Щ-(ю͡ rrʔˁ:юÊΛA�̈ϣ

-(ɭ˪yЌ�ˁ:ɓ�J 

Ш 12ȽЮIɐͦ͏¯ǾΥǼ 

 

ьiэˆϽ ĝНyÜ¾�ʀ͏вĢ 

Ǭɱ� ь̷2019эλǿю̛Ύ͌ 108ƅ

12 șюːÌŻȚ 2,594 ͛ʳ�͜Гю

108 ƅ͜ГɹЏ ĝ̩Ϲʔ 44.8 ĎJ

yрИżąøãżì͏͙ǽĚ 300 ͛

yVʔ°øȗ4ю¶й̨żƄĞì͏

͙ǽʔ 130 ͛юƄĞɑ͙ƀĐƏȳʡ

26.87³ȀJ͌ 109ƅ 6șю̔」Ò®

͜Гǽ 2801͛ю ĝɹЏϹ 210Ďю

ƄĞɑ͙ƀĐƏȳʡ 75³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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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 10 ͺ 2.1.5 Ш 14ͺ 2.1.4°ø͙ǽǽŉÖΡ 

Ш 14 Ę 2.1.5 Ш 13 Ę 2.1.2϶üɐͦ〉ÇÌШ 

Ш 13 

3. Ē. 3 ¢Țų̂żЙüǽǬюʖ

Č͙͛ǽǬ  

Ш 17 fȽ�ǳюÅЏMĒ.Niŉ 

3.¢Țų̂żЙüǽǬюʖČ͙͛ǽ

Ǭ 

Ш 18 

ʬ)ʅɔǟ¼~ț%Вżɼò÷yâ

Υɱv̷Lɂǂǧʸϳ}ÜĤю�ʔ

Δ̶ɱʆ ĝ͊Ȏȑ̶Üю[¾pʳ

�͜ГˉƦơJ 

Ш 22 Ȃ/¯Ǿ 

ʬ)ʅɔͺ˥юːÌ ĝǱĐȗ7ˉ

ĒНȍɞȚ˰Ѕ÷yIǴJʅɔǟ¼

~ț%Вżɼò÷yâΥɱv̷Lɂ

ǂǧʸϳ}ÜĤю�ʔΔ̶ɱʆ ĝ

͊Ȏȑ̶Üю[¾pʳ�͜ГˉƦơJ

ʷˇͲͬ〈ЂǇΪʅɔƠ̲aâΥǛ

Õɱʆ ĝȑ̶ÜJô3юǬfʅȶ

̷ʔĥͷMÿɱ͍ǻNΎʽюŻΆʽĚ

ûɼòΔ̶ ĝȑ̶ÜюAɋƺ̈́

ɜ˵ṚʅɔǂХ͊_Ē.J 

Ш 19 

˵Rŋų̂żµɵɱ 81 ɆюȚ 8 ̨

żì͏ɵɱюì͏rǽ 185 rю ĝ

ɹЏ̩Ϲ 99662 ³ȀJų̂żʳ�͜

ГyȯĖżɵɱɆǽ͏rǽȗ4J 

ĝɹЏϹˉϳ¾юȚ 99%ˊrФλʀ

 ĝюɹЏϹy̨ͫ͟ 93000 ³Ȁn

ºJКʗȚρϦRàˉɵɱɞȚ V 

͙̤͘ͳюXϦy CT2 ͙З(10 Ďy

VIȟʄ 20 Ďʅ͙)ɹЏfϖ²ƻˉ

 ĝ ϹюȚ 76820 ³ȀJ  

 

Ш 23 Ȃ/ȂλΏI˵iŋǽǬIRi

ŋɓό 

109 ƅ˵Rŋʳ�͜Гų̂żµɵɱ

81ɆюȚ 8̨żì͏ɵɱюì͏rǽ

185rю ĝɹЏ̩Ϲ 99662³ȀJû

̨żʳ�͜ГyȯĖżɵɱɆǽ͏r

ǽȗ4J ĝɹЏϹˉϳ¾юȚ 99%ˊ

rФλʀ ĝюɹЏϹy̨ͫ͟ 93000

³Ȁnºь̜ëРǬfʔsϱ&̶

Ż^ˉ̡·эJКʗȚρϦRàˉɵɱ

ɞȚV ͙̤͘ͳюXϦy CT2 ͙З

ь10ĎyVIȟʄ 20Ďʅ͙эɹЏf

ϖ²ƻˉ ĝϹюȚ 76280³ȀJ 

109 ƅ˵iŋʳ�͜Гų̂żµɵɱ

403ɆюȚ 15̨żì͏ɵɱюì͏r

ǽ 856rю ĝɹЏ̩Ϲ 83811³ȀJ

ų̂żʳ�͜Гy̨ͫ͟ɵɱrǽ

271rɆʔȗ4юøãżIȯĖż͏%

Вż 100 4rɆ_J ĝɹЏϹˉϳ

¾юȚ 96%ˊrФλʀ ĝюɹЏϹy

%Вż 73237 ³ȀnºJКʗȚ̍U

¾_RˉɵɱɫÕɞȚ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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ͳюXϦy CT2͙Зь10ĎyVIȟ

ʄ 20Ďʅ͙эyWˉf͙ɹЏfϖ´

ƻˉ ĝϹJ 

Riŋ˒ɓόю˵iŋКʗì͏̨ż

͏rǽ7Ƃ/Òю� ĝ̩Ϲό˵R

ŋg̍ 15ĎJ˵ iŋy CT3ICT2ICT1

͏ CTR ʔɹЏ ĝ]ˉ͙ЗвĢJ

̝Ǒ�˔ю˵RiŋɹЏ ĝȗ4ˉ

͙͘вĢuȍ CT2 ͙ЗюɹЏ ĝϹ

Ț 88084 ³ȀJ˵RiŋĥͷƻȦA

Wͺ 2.3.1J 

Ш 20-21 ˵RŋĘͺ Ш 24-26 Ȃ/˵iŋĘͺ 

˵U˲ ǛÕʉɱƿa 

Ш 30-31  (i)̣WɫÕΆʽ  �θČ�ɘÅЏ̣WɫÕΆʽ 

Ш 32 

ȡęГȅ 109 ƅ 4 ș 19 Ȉȅ0S

Ơ1ɿю͏ 6 ș 17 Ȉȅfʯʭ̹r

ɩɱĤϔʮ±)ɆɵɱɫÕюɑɆɫ

ÕrǽĞϨ 20 rJ(ãϳ)͏Мt)

ɵɱ̃ÇͺΜЋ{UIď)  

Ш 36 Ȃ/λΏ 

ȡęГȅ 109ƅ 4ș 19Ȉȅ0SƠ1

ɿю͏ 6ș 17Ȉȅfʯʭ̹rɩɱĤ

ϔʮ±)ɆɵɱɫÕюɑɆɫÕrǽ

ĞϨ 20rю±)ɆɵɱƻȦρϦ 300

³ȀJьãϳ)͏Мt)ɵɱ̃ÇͺΜ

Ћ{UIďэ±)Ɇɵɱ_˒Ї̕˾A

Wͺ 3.3.1J 

Ш 32ͺ 3.3.1 Ш 37ͺ 3.3.1 ͽ©˒ЇλΏ 

Ш 35 

ƒίɱ�̷÷ϣRɌΙĊ ͫ͟ΛɆ

ɵɱ̕˾͏ ĝ˫вю͡ȍϦë̔」

ˉ ĝRɆ°ǽɹЏюÊόНτ¶v

ɵɱλǿ˒jɓόJ  

Ш 40 Ȃ/λΏ 

̜ȡęГϣRɌëРΙĊͫ͟юͺ˥

ΛɆʔϦë̔」ˉ ĝRɆ°ǽɹ

ЏJɋɹЏϹФƁд юͧ�ȟǟ�ÔÐ

Ϲьrǽэ͏  ĝ˫вюÊόНτ¶v

ɵɱλǿ˒jɓόJ 

Ш 35  

˵RŋĘͺ 

Ш 40-41  

Ȃ/˵iŋĘ IͅRiŋɓόI̛ Ύ�

ʀ͏λǿÜЅ 

˵ď˲ ǛÕ³ɔ〈KŘː·ɱʆ  

Ш 36 

ĥͷ̘ȦIͺ 4.1.1IƻȦ¾Ȥ˷ 

Ш 42 ê¯X〉͌ 4.3˾ 

ĥͷ̘Ȧ͏ǽǬƗǼΜ΅ 4.3˾J 

Ш 37-38 

ͺ 4.1.2 

Ш 43-44 

ͺ 4.1.2ͽ©λΏ 

- Ш 65 Ȃ/KćƠ̲ÕƵϘ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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Ш 59 Ш 65-67 Ȃ/˵iŋĘͺIRiŋɓ

όI̛Ύ�ʀ͏λǿÜЅ 

˵k˲ ɵɱ̿ˍĐ(λǿ̛Ύ¾Ȥ˷ͷǵƍ×  

Ш 60 

ʉɱƿaːÌ-(λ(¢̨ͫ͟ąo

ȣ̨юXςy�̨żɓό͏ȽʁÛɛ

Ȩ˪ƋJôю ĝϹȮƓȟ̛Rюfʯ

ʭƨwГКȚēRɵɱYбƳĐ(ю

�Đ( ĝϹyп」ʔ]юYȟ̌Ͻ

 ĝвÃю/ÒλǿɓόˉĒНƋJ 

Ш 68 Ȃ/п」ȋ 

ʉɱƿaːÌ-(λ(¢̨ͫ͟ąo

ȣ̨юXςy�̨żɓό͏ȽʁÛɛ

Ȩ˪ƋJôю ĝϹȮƓȟ̛Rюfʯ

ʭƨwГКȚēRɵɱYбƳĐ(ю

�Đ( ĝϹyп」ʔ]ьA 1 {˽

̡эюYȟ̌Ͻ ĝвÃю/Òλǿɓ

όˉĒНƋJ 

- Ш 69 Ȃ/͏ɱ7ϲУɷ˛』ɓόɐ

ͦ͏ͺ 5.1.4 

Ш 62-64 Ш 70-71 

Ȃ/˵iŋĜĘIȒȂ˵RŋĜĘюȂ

/RiŋǽǬȋ͏ɓό 

Ш 65 ͺ 5.3.1 Ш 72 ÅЏͺ 5.3.1 

đ(ăǩŠȎ˒Ї̛̋hȟȒȂV

̣юͺ 5.3.1�ʔ�ʸ͒λΏɓόю̋

̛ȒȂƠюêͺȎɇƖΥϸчŻX

IĚJYɋͺΏƯόʔЛXȌɲÛ

YȌƔπΡюXAˑǙyǾŉȋ

όʔȋ˘J̜ϸȂƫ̼ƠɜRÅЏJ 

˵´˲ ɱƏǹ͂Te  

- Ш 77-78 Ȃ/ǹ͂TeɫÕɔ˗Đк 

˵T˲ λǿͨЙ 

- ¯ǾÒ®ì̼ǾʧюΖ͆ì̼Ǿʧ〉

͌Ћ{ 

- Ш 88 Ò®øʓǗ”ɐͦ͏цʋǗ”

”ȡʘʟ 

Ш 81-82 

 

˺ʼ 1:ЬЉƏȳʡʶƻ  

1-1. Ɣ®ʅ·͏ɰʭˉǋϻ̛̋I1.2 

ÒƖZ:ʅ·ˉ˼ʮI1.3 ÒƖƏ�х

ыɰ·ˉ˼ʮI1.4 ƖÛ͙͘�ʀƏȳ

ʡˉΆ˿͏ËЏ  

Ш 91 đêȓŠȄƓ͏ƠХɐͦόН

ʮюXȌϢǙ˺ʼGЩː͏·пŞ

χ�ɤJʔǳċɋчюÅЏêM˺ʼ 1

͌ 3.3L;ɱƏǲЙ;̶NɐͦюaU

Щ˺ʼǼ�ÇÌɐͦˉȗƠRóя 

yWÀ͑KĔŘɱƏ˼ʮ%ȡȄȰ-˵

UʠL\ȚЇʅȶƏȳʡ˼ʮ_ǵ˺

——ЬЉƏȳʡʶƻI/ϣɱƏ〉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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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ʼ 2:/ϣ〉Џ͏ϥϐ̛̋ 

2.3 ǎpȇȚ〉ЏΎʽI2.5 ƒ˱ÜĤ

q̑ˉZ:ʅ·〉Џ͏ϥϐ̛̋I2.7 

ÍϡȚǷˉǲЙ̛̋ 

˺ʼ 3:ÒϠƏȳƠˉǲñ͏Đǲ¹ʶ 

3.1 ƐΔɱƏˉλʀĐǲΔȆI3.2 Ɩ

Û˧rɹϥȶ̽˼ʮI3.3 L;ɱƏǲ

Й;̶  

ϥϐ̛̋ю͏ÒϠƏȳƠˉǲñ͏Đ

ǲ¹ʶJ 

 

̾˺ʼ 1ʿ\_ 1.1͌ 1.4ю·пŞχ

�ɤʔȖǠ�хыȢμьШ 92˺ʼ 1

ɐʼэJ˺ʼ 2ʿ\ˉ 2.3I2.5͏ 2.7ю

·пŞχ�ɤʔ ĝɹʈ͙͏�хы

ɰ·ɹЏьШ 92-93˺ʼ 2ɐʼэJ˺

ʼ 3_ 3.1͌ 3.3ю·пŞχ�ɤʔƐ

ΔɱƏˉЙ\͏ĐǲΔȆI ĝĐξI

ɰÕ ĝǲЙƄøю͏�хыɰ·Й

\͏ĐǲьШ 93-94эJ 

Ш 89 

UIʎɪå=,Ämт̡ΎÎ 

Ш 99 ȽЮ̤ͳϾΡю�Ɋʔ 

ďIʎɪå=,Ämт̡ΎÎ 

˵²˲ ̘Ψ͏ƒί 

Ш 104-105Ш 

 8.1˾MʬДɐĥͷƻȦN 

Ì〉͌˵R˲ьШ 6-8э 

- Ш 116-119 Ȃ/ 8.1 M˾109ƅƋɱɨ

Əȳʡˎɻî¾ȤΎʽNʬДɐûЩ

ȄȰ_ƒί 

ì̼Ǿʧ  

- Ȃ/ì̼ǾʧȅШ 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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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9+%��,���
�

���������)'�-��
� şȩƳ΅� Đ΄ȋ�

ɱɨ�̷͂ɱɨʳ.˼ʮ̗�

�� Ǥϳ¾ΧaȡΎʽĥͷƻȦ�w�ЩːîϹÛƻȦǩǭ� Żͽ©ȅΜ̕ʠǤю΅Шˡ ����'�

�� (ă¯XϾÃΧθ³ú͋ͷ¹ɂ·î�Ɋ� Żɂ·͏�Ɋ�

� ȝ\(ăşȩƳ΅îĐƣ¯XΧ̶ȅЋϽ� ŻЋV�

�� ȡΎʽĥͷw�˒ЇͺȮIʘʟîì̼λǿюΧR�ʛϽ

ȅ«˞¯юЏ 9.0 ɁȰюoΧǟ�@8;. Ɂ�

ŻЋV�

�� (ă¯Ǿ_]Θюƒί̛RʔȡΎʽ� Ż�Ɋ�

�� ȡΎʽ�ɱ�̷�ǬǗξɤDΑbȶгĊ³úϔʮ˒Їw

�юθ³úwͺɱ�̷ĥͷh×юƒί(ă¯ǾAȚǩŠ

Mƒίɱ�̷HN˷Ǿŉю̛R�ɊgyÅЏ�

Ż�Ɋ�

�� ȚЇ(ă¯ǂȚĘ˥ϳ¾�āʘʟ�юΧyƙ͞ШĂʬJ�

�

ΫΫǓǹюŻ̶Ǡʔƙ͞ШJ�

�� Ш ���ͺ �����M͎ʓûʅɤ�Ď�ˉ͙ЗǽϹ�ȡęГǼ

ʮ�NюǑͳ¯Χ�ȝ\şȩDćƒίÅЏю[ȒɊʔMλ

ǿ�ʀя�
� ƅʅȶ̛Ύƅ(NJ�

ΫΫǓǹюŻ�ɊJ�

�� Ш �
�ϔʮː·ɱʆ³ɔ%〈KŘȋȘюΧͽ©ǹKǃ

¸ȅЋ{юȝȠ(ăРGɁΧÒ®ȋȘ_ǹKƛʟJ�

ΫΫǓǹюŻ�ɊJǹKƛʟŻʛ

Ͻ͌«˞¯J�

�
� Ш ����IϹ¾Ȥ\�ΎɹʮϹ͏ʬIϹ_�ǽюΧȋǛ

�ˉΎ˻¯XJ�

ΫΫǓǹю˻ƓŻͽ©ȅШ ��� ɐ

ͦJ�

��� Ш ����ĐǲЀȘίVʺθ³úIʅȶ̷î%˼Ș_̂(ю

Χͽ©ȅЋ{J�

ΫΫǓǹюŻͽVJ�

��� Ш ����ďIʅȶ̷(ăːÌʅɼȑ̶ÜĥͷưƘюHю˵

RвʅɼŻ°ǽNƻȑ̶ÜΔ̶ѐ˵ �вЬΎsƅȂ/ ��

Ͳȑ̶ÜJΧȅól¾ÃÒΖ�µ � Ͳ��µ ��� Ͳ�J�

ΫΫǓǹюŻ�ɊJ�

�

�� Ш ����Ę �������� ɱƏĐǲЀɀÈɭ˪юΧȅɱƉɝ̡_

˜˝ϣ)Ƚʁ�ɊëЏ͌ĐǲĉДɐюy˴üâΥȘ_ΐ

Ψ¯XJ�

ΫΫǓǹюŻ�ɊJ�

��� Ш ��� ɱʆ ĝʆɭƀΧ/ÒĐ(ɀÈɭ˪Ęîȋ�āĐ

(̌ϽČ�J�

ΫΫǓǹюŻ�ɊJ�

��� Ш ���MOÉ̡ʅȶʅ·Ƚ˥ǝȆͤȰPHюȗƪaȅ ��
 ΫΫǓǹюŻ�Ɋ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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ƅ �șϣͷTeю��� ƅ � șƠŞȆJNΧ�ɊMH��
 ƅ

� șŞȆʅ·Ƚ˥ю��� ƅ � șƠŞȆϟ(ʅ·Ǣ:JN�

��� ȚЇ̛Ύɵɱ̿ˍĐ(λǿюΧȅ��
 ƅ � ș � ȈÌa˵

ďŋîƅƋƻȦ�āɱƏĜĘ�юyϴ{YϚǇϔr�˽J�

ΫΫǓǹJđϳ¾ǽǬ�͋8ƫ³

úюǺ³úaȅ �ș �ȈVʫȈY

�Χ8ƫ³ú§ƪǟ�юʦơǽǬ

Ơa§ƪϣͷ˵ďŋ¾Ȥ͏ƅƋƻ

Ȧю½ϚǇϔrJ�

��� �Ľ̍ΆR�ȝȠɊƓ(ăî˒ЇλǿСÚǑWÀλǿя�

ȓХɊƓ(ă � }ю¯āΎʽȝȠ(ă%ȡλǿͺIɀЇ

ΎʽƻȦ\͢ǾǤь̂ʠэIɀЇDΑΎʽƻȦ(ăǤ

ьΜ̕ʠэJ�

«˞ʟ �}ю¯āȓХɊƓ(ă°ǾьÚǑĘ£λǿэ_

"��ȮƓьȟÒZэРGɁ͏êCλǿJ�

ΫΫǓǹюŻ�ŃǟnJ�

��� ǾŉΡȴϳ¾ȋAW� ΫΫǓǹюŻ°ǽ�ɊJ�

АƄDć�

�� ȡΎʽĥͷƻȦεŜю÷�ʔƼĔɱƏ˼ʮȒ̈ϣǛÕ_

ϸì̼�ǬJǤ\͢ǾͧϸȅȡΎʽ˛』ĥͷ¯X

ȋю̈́͡ǤϗϸчƻȦ͏̘ΨîƒίюaȒNǼJ�

ΫΫǓǹюŻͽ©ǤϗϸчƻȦȅ

Ǥ\J 

�� ɵɱ7̿ˍûЩ~ÎbȰ�Ш ���Ȏ˪VюΆÎ¾ʔ˚ȝ

�
��C� ƅ�͏Ђȝ��C ƅ�юȍĀ÷Ěƫ̼¾ʔ˚��Cƅ�\

��C ƅ�Ђ�C� ƅ�ȝ�ȄȰƒίȅʉɱƿa¾ʔ Дɐё�ʳ

�͜ГǛÕЏ̼ƹ˥˿ɼò3юƒίȟ�ȍĀ̈́5ǅϡc

ǆøʓˉFȩʮȁDǥʞ͙Ђ��+9=���2+;5/<� 88;/�Gюмн

˛』͙͏?Ȯх,ͳ��51>3=+�dǊɱƏˉʙͶ͙ЂɫÕ~

ÎёAɋR�÷δKʶ͏ɔ˗Έ͋V ¼ɱпоøʓơɱ

ɨʳ.͏ʶƵ_̹юýȎŞЕì͏ɱɨ ĝΥȩ͏ɹЏ_

ʳǹɫÕJ�

ΫΫǓǹюŻ�Ɋʔ˚\ЂȝJ�

ȟ�͡ΎʽȚƑ̲ю÷ƒί̷Ϳì

̼ȩʮȁǥʞ͙Ђˉɱɨ ĝΥȩ

ʳ.ǹ͂ɫÕJ�

 

� ƒ˱ɱƏĐ(ɀÈƞϸюƏȳʅ̡͏̮̓ЏdɱɨʶƵ

¡VФƁ7юƒίȟ�d͕ͷ͏�ȶ\_͙͘юoƺǒ̲

ɦƳ͏æVΗ�J�
�
 ƅ �� ș �
 Ȉ\ɠU¹ w�͙Ǯ

ɸю7ʊͯˢIʩʰǢ¡Xȋ_h{юɋhǶˉw�͙]

ȶ×ʔǏǴɝ˽юȅ̶ǴƠĐ͕Ȏ͙͗ɀƳ3̳Çʅ

̡юe͍:ëÕÐюñÇеɯƛЧюđɋǮɸĚ7ʊРƎ

¼ɗòЉɥĨVюMʿ8ɱζɕζ[ȟϨÇʖɤȆwˉȽ

ʁю˛Â]hǶêđȍ̳̭ʅ̡ǂ͍JNɋƆТʅ̡y

чϡƻ͙Нʵ͌Ɣˇɱəh{юi¶ȍ:ëÕÐƠ͡Ǯɸ

Æ¡ȅͯˢÜюdʶƵ_ǪæV͏Ǣ:юƮaНyΎ

ǽJ�

ΫΫǓǹюˉˠƏȳʅ̡͏̮̓d

ɱɨʳ.͏͕ͷL°ϡƻEͅJs

ƅǂϔʮR)âΥȘюoȚϼd͙

̡̙͘�ΐΨюΜ΅��� ˾J 

�� ΠAȡ(ăǂΌюĚhȟÈRüϫ_λǿˆϽȄƓ͏ͺȮ

¯XΔΎ_Ìюϳ¾ ĝˆϽΎϹȄƓНyÜ¾ɱƏвĢ

ΫΫǓǹJɱƏΥȩñÇȅɛȨʡ

μȡϊˉФчʀǖǴʢƭ͏Л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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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ʀJĥͷęГʬДɐȍĀŻ̜ȚɜɋĊЮ_ƒί

ȄȰё�

ɱɕζđ̒ϐϚюːÌĔЕV[ɞ

ȚЁÃɱƏ�ʀ_Ƚʁ�ɤюȚK

̽y]ƻ¾¾Ȥ�#;37-39+5�

-86987/7=<�+7+5B<3<�ˇpƻɱƏ_Ǽ

пΗ¾̛̋� +=;3A�%-8;371�

&/-273:>/�юʸyǞ̯¼4ϸʸϝ

Əȳʡ_�ʀɓ�JôȚRɬ�ɤ

ÊȍͮʺʢRɱƏVɏʻ_ʷĆλ

Ώƽʶ˄ΏƯ�Χì̼WĘMɱƏ

ͰāλΏNюȡęГĘ�� ¿ˆȅ

�
�� 〈Kș¿ ��� ȝ�юðơȒ̈

ˠЇȅ�ʀˉȎ˰λΏJ�

�

�

�� ȝȠ(ă\ͨЙǼʮˉͺČ˒ʿϸюϳ¾ͺČȤƋ�

�ϡƻ“̉͏ІβXȌюΧ¹ɂ·͏ȒȂJɋ3ƒίϸ

_͢ǾêǾͺČю÷y̼ƹϫȎǟ�\ǾΖΒȋJ�

ΫΫǓǹюŻ�ɊJ�

ǂЋ͢ǾͺČĞŻȅ˒ЇɐͦǤ

ϸчȋJ 

�� ³ɔː·ɱʆ_Đ(λǿƞʪθюyʍɿ̨s �
�ƅɗμ

ΥȩýȎː·ɱʆ̘ȦюĞȟˇʬdɓŋ˾ƭ7Ϲɵʒǽ

Ϲ÷˙юA�¼ȽʁÛΥȩȄɤǓƔ˒ʿϸJΥȩȄ

ɤ_ȽʁÛSǒ̲ɂΐ̈ϣJ�

ΫΫǓǹJː·ɱʆΥȩȄɤʔɱ

ɨ7KϲУɷ˟2ȅ�
�� ƅǂΔ

Ύ[ǛƐ͌sюȡΎʽŻǟ¼Υȩ

ǃ¸͏ǹKƛʟюȟ�÷ǒ̲Ǜ

ƐJ 

ȕyžDć�

�� ɱƏ_ˎǚIɺϹФRω÷ƇюСЂȝ4ƅˉǉ®юȡȰ

ϼdɱɨƏȳʡ_ˎǚî¾ȤȄХюΆÎϔʮ4¨_ɫÕ

îǛƐɀÈюyǟßĜȄɔ˗î˒Їęп_ì͏юYȅȝ

\(ăşȩ_DćƳ΅4ŻȚϺɹîȋю�ớRJd

ȅʬͷΆÎ_]w�Щː3ю͡Ț¶vˇƲю÷̏®ƒ

ΫΫDćˉƳ΅ю˒ЇƒίĞŻ̏

®ƒί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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ί�ȟ�\IЂ˪Ύʽ_LǖJ�

�� ÷ȅ˵R˲Ȃ/˲˾ÀͺȋsƅƋȡȰĥͷ_ϹÛƻ

ǷюAûЩɫÕ͑ϔ)ɆIȎЅIì͏rǽюyîûЩλ

ǿĐ(ȸɣ˷ǽǬюyÄ˘ȡȰĥͷȸɣJ�

ΫΫDćˉƳ΅юŻͽ©͌˵ ���

ШJ�

� ϳ¾Ęλ“̉ȤƋyʖɤㄧέюA #��� îϳ¾ͺČюΧ

ǳċJ�
ΫΫǓǹюŻ�ɊJ�

�� ˵ ��� ˾\ϼdĐ(_λǿ̯ɱƏĜĘю̛ Ύλǿȍy̨

żФyɱsÜɐʔČ�JːÌĜĘĂʬȄƓ�Đ(ǽϹy

Xý7f�а͞�_ėƘȽΖюƒίȽΖų̂żþ「yîŞЕ

̛ΎǽϹю÷ȒˑΊŞЕΥȩǽǬJ�

ΫΫǓǹюêªĜĘȚȽΖų̂ż

͏̛ΎǽϹюȭǬɱ�̷ �ș ��

Ȉ��ǂƒίƘƓюđ̾�Ɋʔː

ÌyXýа͞7fėчĂʬȄƓJ�

�� ˵T˲̓ȐλǿͨЙƒί÷ΥǼЪƈ͌˵i˲Ăʬюƽ̈

̂Ơ¯X〉͌ЋϽJ�
ΫΫǓǹюđì̼ǉȽСɘ¯X_

ûЩw�Ъƈю˵T˲ʔȡΎʽĥ

ͷw�Щː_RюĚȅͨЙûĔǵ

˺͏˼ʮȰ�Ơ�ɱ�̷ȟ�ì

̼юđɋuʥ˱R˲ĂʬJ�

MɮΗDć�

�� 9��� ШȝȠ(ăȡΎʽûЩw�Щːϔʮ¯XƺΖΒϔʮ

ưƘJ�

ΫΫDćˉƳ΅юŻͽ©͌˵ ���

ШJ�

�� #�� Ш �� ˾� ƗǼ°Ĕʳ�͜ГĥͷƻȦ¯X¢Ǹϗ˵R

ŋî˵iŋюΧͽ©˵Uŋτ˵ďŋ_ưƘюͺ ��� Țǟ

�Ę˥юƒί/ÒǽϹÀͺюyÄІβJ�

ΫΫǓǹюŻͽ©˵UŋλΏ͏ǽ

ϹÀͺJ˵ďŋđ̛ΎȎЅ͌ ��

șюaȅȋƅ �ș¹ǟ�˒Їǽ

ǬJ 

� Χͽ©ƅƋďI´ITșϔʮU)ɵɱɫÕ_ƻȦǷˋюȅ

ȝȠ(ă¯J�

ΫΫǓǹюŻͽ©͌�� ˾ˉ˵R

ɐMɵɱ̿ˍNɐͦ¯J 

�� #� ШƗǼʐɱƿaĥͷƻȦюΧ/Ò˵ďŋ_ƻȦJ� ΫΫǓǹю˵ďŋđ̛ΎȎЅ͌ ��

șюaȅȋƅ �ș¹ǟ�˒Їǽ

ǬJ 

�� #�� Шϔʮk)ɆɱƏǹ͂TeюKćïƺƳ΅ΧƗǼÀ¼

āĐ΄ưƘJ�

ΫΫǓǹюKćïƺˊŻĂʬȅ ��

ШJ 

�� ϔʮk)ǹ͂Teюµ �� �-ŠK̻Č-(ʨďƻю�͏

̩ìÒrǽXü�

ΫΫǓǹюđϳ¾Kćʔƅъό7

_ʅɔюͺ˥Xέŉʖɤ-ŠJ 

�� #��� Шͺ ��� ûĔāøʓɱƏɡʮȧȺɓόюȟȚĔ¯ư

ƘΣȋюʖƢɓό��

ΫΫǓǹюMͨЙîɓόûĔɱɨ

Əȳʡǵ˺N˲˾ȗƠÒ®øʓư

ɣȋJ 

�� øʓƥĢĬ͈ɂɻȄɤюȟaʳ�̷ɂоǂ³ăȄɤ̏®

J�

ΫΫǓǹюŻ̏®JƱʳɂǂ³ă

_ȄɤʔMжʸɗ_ƥĬ͈Nɂ

ɻю̾ФȡΎʽɘ_ɱɗƥĬ͈

ɂɻюđøʓ_жʸɗĞȘ̜ϦϦ



 21 

ʑąɲɒю͏ɱɗ\Ŝāƥʶʡ¶

͌ɰɽÕȴʡˉưɣXýюȍĀ̈́

ˑǙϫʸȚƝĉȹJ 

Ï7̠Dć�

�� ȡǾîĘͺˉĂʬюΧˠŞ�ΨǾƽǈ(ăȮƓǩŠJ

ƞ4ĘͺȤƋƽŉϦfXȌІβюΧȒȂJ�

ΫΫǓǹюŻȒȂȮƓJ 

�� ʳ�͜Г˒Їλǿ_ͨЙ�ĎǽI͙ĢIrÐI͙V˰Ѕ

˷�юƒί÷ĚyƠΎʽ\ͨЙJȍĀ÷Ϙψʳ�͜Гͨ

Й_ɱƏƠ̲Ͳ̶ȄɤёĐǲưɣA�ё�

ΫΫǓǹюȟ�÷͏ɱ�̷ΐΨ_

ƠˉΎʽA�ͨЙ˒Їλǿ͏Ϙψ

Ơ̲Ͳ̶ȄɤJːÌ÷Đǲ_λʀ

ʡϚĐǲю¶йÊϣʕÛʝJ 

� Ш �� ˥˿ɼò͡Ț͇Ȱюƺ·пƒίJ� ΫΫǓǹюŻÒVƒί÷ȅM%В

²ŬЃʅɼN˥˿ǫ�J 

�� ʉɱƿa¢ �˶ǽǬĐ(юȍĀ÷ϛϦT /ÒĐ(˶

ǽё�

ΫΫǓǹюʉɱƿaĚǟ(~ʽȄ

ȰȎ¢ �˶Đ(ю̜ϦT ͏ɵ

ɱIǹ͂ǛƐɫÕю͌˵UŋŻȚ

�� ˶λǿI��
� rì͏JrǽŻ

ȒȂȅ~ʽȄȰ˲˾J 

�� ƺǟ�ː·ɱʆ_ĥͷȄƓюȍĀ÷/ÒĐ(Ĝч¾Ž

ĘёШ ��C�� ϳ¾¯XXȌfJ�

ΫΫǓǹюː·ɱʆȄɤôǟ�Υ

ȩǃ¸ą«˞ȅЋ{ю¯XÚāΥ

ȩɭ˪IĥͷȄƓ͏ǹKƛʟJ�

ôÒ®Đ(Ĝчˉ̨żȅ �� ˾ю

Đ(Ĝч¾�Ę÷ì̼ ��� ˾J�

�� ˵T˲Ĕ3λǿͨЙ¢ɉȅǗ”ю[XāƥĬ͈ЁRîǈ

_ΥȩȄɤJШ ��ȍɰɽʶʡΥȩɤюФƥĬ͈JШ

�
 ʸμή¥ˠΝƥĬ͈ёΧϺɹJШ �� ƺȋĔ¯”Ć

ͲʮIǈI¾вȄƓюî!���_ɂоȄɤJ�

ΫΫǓǹюŻͽ©ŞоŖ¾Ȥ͏Ё

RΥȩȄɤJ�

ȈȡǾʧȄɤ�͋ �
�� ƅ͌ �
��

ƅȈȡ4ǂ7Ky˛』͙˛』Ȉȡ

ɢsÇã»ɨˉƥĬ͈ʆɭÕƵΥ

ȩь¯ʹěRю�
��эюˠŞȍΥ

ȩƥĬ͈ˉȄɤJ�

Ш �
 ϸȂˠΝǾʧюŻ�Ɋʔǌ

Ȕ«ήƽ �&�$ �ЁRƥĬ͈˫

вJ�

Ш �� ШŻͽVĔ¯¾вȄƓ͏ʳ

ɂǂ³ă_ɂоȄɤJƱʳɂǂ³

ă_ȄɤʔMжʸɗ_ƥĬ͈Nɂ

ɻю̾ФȡΎʽɘ_ɱɗƥĬ͈

ɂɻюđøʓ_жʸɗĞȘ̜ϦϦ

ʑąɲɒю͏ɱɗǗ”Ơю”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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Ŝāƥʶʡ¶͌ɰɽÕȴʡˉưɣ

XýюȍĀ̈́ˑǙϫʸȚƝĉȹJ 

�� �� d  %��ǞϗȚΡюͺ ��� ûĔ̃r³̍ưƘoȚϾ

ΡJ�

ΫΫǓǹюŻ�ɊJ 

�� Ш ��� _Ύ˻ʮΨ%、СЈȋюʬIϹA��Ύёͺ

������� ǽǬȍĀüʮюΧάƶɂΐJĘ ������� СϷɹ

ȵJ�

ΫΫǓǹюŻͽ©ȋJ�

ͽ©ȋĘ ������� ʔƤʳ͎ʓ%ϻ

ȘϰЙXýÄV˒Їrǂ̯ˉ̋

̛ÕÐĘюđɋĘuĚˇpДɐю

ːÌΛ%ϻȘˉ¼ʠĆ\ю¢Ϸ

ɋ̛̋ÕÐĘ÷�ʔʮЛί

ЮIδXý̓ȐÄV˒Їrì͏ΐ

Ψˉw·Jɱ�̷oȚì͏ΛɆΐ

ΨюđɋƺɘǴ®ɋĘJ 

АOʱDć�

�� ĚǛÕʳ�͜Гw�Щː\юĥͷČ�ƒίюϛϦǕǡŞ

Е�ȶ͙ЗȄƓ�Rʳ�͜ГǽϹ�#�
�ю�(ă\[ȟ

Ț|�ϣRɌΨϗJ�

ΫΫǓǹюƒίǕǡŞЕ�ȶ͙ʔ

ȡΎʽǂǟ¼˚ȝь��� ƅэƒ

ίюȟ�zνȶ×Č�ì̼͏ĥ

ͷJ 

�� Ě˵U˲]ȍĚȅǛÕʉɱƿa_w�Щː͏ƻȦp

ʬюdȅ³ɔì͏ɀÈ�Ш ���ƺr%ȡΝ˙юʖЫĚȝȠ

(ă\οϗJ�

ΫΫǓǹюʔ̼Ϲ(ăˉNǼƭю

Y~ʽȄȰʔǛÕʉɱƿaì͏³

ɔ〈KюđɋuǴ®J 

� Ě˵ď˲ː·ɱʆ ĝ\юʬɣ¾ȤǓ¼�Ш ���Ϧëͷǵ

ϳЃ[ʖɱʆ ĝΥȩ_Ψϗ͏hŞX˴юϖƅ�ų̂ż

ʳ�ƽϦëʳ�̷ŻȚ4ƅˉΥȩą̘ȦюΧ�ɊJ�

ΫΫǓǹюȡ˲˾ǂ「_ɱʆ ĝ

ʔMɱХVNǂʆɰˉ ĝюR͖

¼ǣb͙З¼ɱȄơΥȩ͏̌ϽJ

ʳ�̷ȅ �
�� ǭRˉMɱʆ ĝ

ͲʮȄȰNʔϼdMɱsVNǂʆ

�ˉɱɨ ĝ͏ɱƉ ĝˉ〉Џю

̾ų̂żʳ�moʔ〉ЏMɱs

VNˉɱʆ ĝю�ʖϼdС¼͙

͌ɱVΊŝɱʆ ĝˉΥȩJ�

�� ĚR͖Ύʽ\ûЩλǿ_̛Ύ¾Ȥ�Ш ���rȅрƋbȶw

�ю[ФAȝȠ(ăǂ「_ͷǵƍ×w�юxȡ(ădǂ

ͨЙ_ǽǬ¾Ȥ[ȟǟ�|�bȶ_Ȥюϣ̾ǟ�Ȓϣ

RɌ_ƒίJ�

ΫΫǓǹюȡȝȠ(ă˲˾�Ǭɱ

�̷ȽȰСɘ͏w�ЩːMɵɱ̿

ˍĐ(λǿ̛¾ȤȤ˷ͷǵƍ×N

Άʽ¯XJǽǬ¾ȤȄƓì̼¶v

ĔŘ³ɔ〈K͏Ɉˍʳ�͜Гюϣ

ͷ̛ΎrɆI͙Ɇ͏λǿ·ΉÛĂ

ʬюy˴üȡȽȰw�Щː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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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 ��$&"�	9+%��,���
�

�������*�#(�
êʠȡь109ƅ 11ș 13Ȉϩnэ �ȡь109ƅ 12ș 13Ȉϩnэ 

- Ш 1Ȃ/ȝȠ(ă%ȡλǿͺ 

- Ш 7Ȃ/Μ̕ʠǤ 

˵R˲ Ύʽȸϗ 

- Ȃ/ 1.4˾ ΎʽĥͷϣƋ 

˵i˲ ʳ�͜Г 

- 2.3˾Ȃ/ͺ 2.3.1 Ę 2.3.1 

ǾŉɐͦȒȂ 

ȒȂͺ 2.3.2 

˵U˲ ǛÕʉɱƿa 

- 3.1˾ʬɣ¾ȤȒȂ͌sǐØ͏Đ(ʣɣ 

˵ď˲ ǛÕ³ɔ〈KŘː·ɱʆ  

 Ш 69 Ȃ/Ę 4.3.1-1 

˵k˲ ɵɱ̿ˍĐ(λǿ̛Ύ¾Ȥ˷ͷǵƍ×  

 5.2ȒȂɱƏĜĘ 

˵´˲ ɱƏǹ͂Te  

- 6.6 ȒȂɔ˗Đк͏K̻Č¯Xɐͦ 

˵T˲ λǿͨЙ 

- 7.1 ƥĢĬ͈Ǘ” 

Ȃ/Ȉȡ͏ɈˍŞоŖɂɻƥĬ͈ɐͦ 

ȒȂøʓ¾вΎǽƥĢĬ͈ȄƓ 

Ȃ/ʳɂǂɂɻƥĢĬ͈̘Ȧ͏Ȅɤ 

7.3 ûĔɱɨƏȳʡǵ˺ 

�ɊɈˍMSFDɐͦȋ 

Ȃ/øʓʬɣȋ 

�Ɋͺ 7.3.4 

˵²˲ ƒ̶ɱƏɀÈ 

- 8.1˵R˾ ȒȂɐͦǾŉ 

8.1˵i˾ Ȃ/Ąϒʨ_Ύ˻ȋ 

ȒȂͺ 8.1.1-2͏�Ζ 

ȒȂĘ 8.1.1-2ʅ̡̛̋ÕÐĘ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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ȒȂĘ 8.1.1-3 

ϳ¾ɐͦ¯X�ɱ�̷ƒί�Ɋ 

8.2 Ȃ/ɱʆ ĝʆɭƀĐ(ɀÈ 

Ȃ/ɱʆ ĝʆɭƀĐ(̌Ͻͺ 

˵d˲ ̘Ψ͏ƒί  

- 9.2 �Dćɘ�Ɋʔ˚\Ђȝƒί 

Ћ{  

- Ȃ/ȝ\ȝȠşȩDćƳ΅Đ΄�Ɋdʘ 

Ȃ/ː·ɱʆǹKǃ¸ 

Ȃ/ɱƏĐǲЀâΥȘюʌɨ³úIʅȶ

̷͏Ĭ͈\Ʀǟ�_ǉƛ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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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加的海洋垃圾被視為當今最嚴重的污染之一，不僅威脅海

洋生物的生存，也對人類的活動與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包括使海洋生

物誤食或纏繞海洋生物、形成細菌病原體擴散載體、產生航行威脅、

造成城市淹水、減低觀光休閒價值並增加清運成本進而形成社會經濟

損失(J. Jambeck et al., 2018; Suaria & Aliani, 2014)。 

本研究調查方式係參考歐盟委員會海洋策略框架指令(Marine 

Strategy Framework Directive, MSFD)及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出版之海洋

廢棄物監測指南(JRC, 2013; Lippiatt et al., 2013)，調整為適合公民科

學家的調查方式：當船舶駛離港口，航行於開放海域時，隨時開始任

何一個區間的調查。每次 15 至 30 分鐘以目視法觀察左側或右側海

域，記錄肉眼所見的人為海漂垃圾。記錄資料包含： 

(1) 基本資料：觀察員姓名、日期、調查海域、船舶類型； 

(2) 調查環境：船速、風速、離海面高度、觀測海面寬度； 

(3) 調查資訊：開始時間、開始經緯度、結束時間、結束經緯度； 

(4) 垃圾項目及數量。主要分成四大類，包含(A)塑膠類(寶特瓶、食物

容器/餐具、塑膠桶/塑膠瓶罐、塑膠袋/塑膠包裝、巧拼/發泡軟墊、其

他塑膠)、(B)漁業用具(漁網/漁線、廢氣浮筒/浮球、其他漁業用具)、



(C)保麗龍(保麗龍、保麗龍箱、其他保麗龍)、(D)其他(利樂包/紙容器、

鐵鋁罐、玻璃瓶(罐)、衣服/布/鞋子、紙/紙板/紙箱、燈泡/燈管、其他)。 

航行如中有遇到無法計數的海漂垃圾匯集帶，則回報發現經緯度、

日期及時間，描述海洋垃圾漂流帶狀況並提供錄影畫面。 

長時間且大範圍的研究調查有助於全面瞭解臺灣整體海洋垃圾

概況，釐清臺灣海域的垃圾污染嚴重性及各地區垃圾來源，以擬定因

地制宜的管理與監測方案來預防垃圾流入海洋環境，有效分配人力、

資金，以適時、適地清理海洋垃圾。本調查培訓延續 2019 年碩士論

文《臺灣周遭海域海漂垃圾時空分布與密度之研究》，號召海上公民

科學家，以建立長時間的海漂垃圾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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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為

建
立

長
期

資
料

，
調

查
完

成
後

請
將

上
列

數
據

上
傳

至
：

h
tt

p
s:

//
re

u
rl

.c
c/

E1
q

40

※
歡

迎
上

傳
照

片
、

影
片

分
享

製
FB

社
團

：
海

漂
/海

底
廢

棄
物

 目
擊

平
台

座
標

格
式

以
十

進
位

度
數

 (D
D

)提
供

：
緯

度
 2

3.
40

33
8,

 經
度

 1
21

.1
74

03
；

或
是

填
寫

正
確

格
式

(度
分

秒
數

)(
D

M
S)

：
23

°2
4'

12
.2

"N
   

 1
21

°1
0'

26
.5

"E

縣
市

時
間

＊
垃

圾
量

參
考

 (以
船

舶
停

住
，

1
人

能
計

算
船

舶
周

邊
垃

圾
的

時
間

做
參

考
)

少
許

: 1
個

人
能

於
短

時
間

(約
1分

鐘
內

)計
算

數
量

稍
髒

: 1
個

人
計

算
數

量
時

間
較

長
(約

5分
鐘

內
)，

但
仍

有
辦

法
計

算
超

髒
: 1

人
難

以
計

算
數

量



調查資料上傳 

海漂垃圾調查紀錄表 海洋垃圾漂流帶目擊紀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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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垃圾"也是一筆有效的調查資料，請幫忙上

傳唷!  

記下時間、經緯度，並拍照錄影再補回報 

 

歡迎上傳照片、影片分享至 FB 社團:海漂/海底廢棄物 目擊平台  

   



海
洋
廢
棄
物
回
收
鏈

機
制
流
程

(
草
案

)
協
調
會

顏寧�
澄洋環境顧問公司胡介申�

顏寧
附錄四



國
外
海
廢
回
收

案
例
分
享


N

e
t-

W
o

rk
s(
地
毯

)


T

e
ko

(
襪
子

)


R

u
b

y
M

o
o

n
(
泳
衣

)


B

u
re

o
(
滑
板
/
帽
子

/
玩
具

/
太
陽
眼
鏡

)



N
e

t-
W

o
rk

s

美
國
地
毯
品
牌

In
te

rf
ac

e

使
用
義
大
利

A
q

u
a�

l
E

C
O

N
Y

L
尼
龍
紗

將
回
收
的
尼
龍
漁
網
製
成
高
價
地
毯
，

從
菲
律
賓
開
始
，
收
購
漁
村
居
民
回
收
漁
網
，
如
今
已
延
伸
至
喀
麥
隆


P
h

o
to

 c
re

d
it

:I
n

te
rf

a
ce



T
e

ko
英
國
機
能
襪
品
牌

回
收
漁
網
再
製
襪
子

使
用
義
大
利

A
q

u
a�

l
E

C
O

N
Y

L
尼
龍
紗

P
h

o
to

 c
re

d
it

 : 
T

e
ko



R
u

b
yM

o
o

n
英
國
泳
衣
品
牌

使
用
義
大
利

A
q

u
a�

l

E
C

O
N

Y
L
尼
龍
紗

P
h

o
to

 c
re

d
it

 : 
T

e
ko

P
h

o
to

 c
re

d
it

 : 
R

u
b

y
M

o
o

n



B
u

re
o

美
國
回
收
新
創
企
業

由
智
利
回
收
漁
網
製
作

滑
板
、
玩
具
、
太
陽
眼

鏡
、
戶
外
品
牌
帽
子



國
際
化
產
業
鏈

智
利

智
利

越
南

越
南

台
灣

台
灣

美
國

美
國

收
集

清
洗

裁
切

運
輸

熔
融

造
粒

台
化
｜
抽
絲

福
懋
｜
織
布

品
牌
販
售

成
功
關
鍵
：
不
斷
上
升
的
價
值
鏈






前
處
理

基
本
分
類

簡
易
清
潔

拆
除
附
件

海
底

沉
網

廢
棄

漁
網

貯
存
區

分
類
貯
存

回
收
商

再
利

用
廠

造
粒

再
生

清
除
機
構

清
潔
隊

焚
化
廠

太
髒
、
或
已
不
適

合
再
利
用
之
材
質

無
法
處
理

破
碎
至

進
場
標
準

貯
存
區





1

顏寧
附錄五



2

◼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
配
合
海
保
署
推
動
環
保
艦
隊
政
策
，
由
漁
業
署
編
列
經
費
設
置
漁
港
暫

置
區
，
將
漁
船
自
海
上
撈
取
，
或
作
業
期
間
產
生
之
廢
棄
漁
網
具
及
廢

棄
物
集
中
放
置
；
暫
置
區
內
清
除
及
去
化
由
海
保
署
編
列
經
費
，
交
漁

業
署
統
籌
辦
理
對
應
工
作
事
項
。

➢
漁
業
署
已
於

1
0

9
.8

.5
核
定
各
縣
市
暫
置
區
設
置
及
漂
流
木
清
理
計
畫
。

➢
另
第
一
、
第
二
類
漁
港
暫
置
區
廢
棄
物
處
理
計
裡
已
於

9
月
中
核
定
。

臺
南
市
將
軍
漁
港
暫
置
區

海
岸
清
理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宜
蘭
南
方
澳
漁
港
暫
置
區



3

◼
第
一
類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情
形

➢
第

1
類
漁
港

9
處
已
全
數
完
成
暫
置
區
設
置
。

海
岸
清
理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新
竹
市

宜
蘭
縣

基
隆
市

臺
中
市

臺
南
市

高
雄
市

屏
東
縣

新
竹
漁
港

烏
石
漁
港

南
方
澳
漁
港

八
斗
子
漁
港

正
濱
漁
港

梧
棲
漁
港

安
平
漁
港

前
鎮
漁
港

鹽
埔
漁
港



4

◼
第
二
類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情
形

本
年
度
預
計
新
增
4
2
處
（
綠
色
為
增
設
並
已
完
工
)

海
岸
清
理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縣
市
別

已
規
劃
或
設
置
暫
置
區
( 已
設
)

縣
市
別

已
規
劃
或
設
置
暫
置
區
( 已
設
)

宜
蘭
縣

大
溪

(2
個

),
 梗
枋
、
石
城

高
雄
市

蚵
子
竂
、
中
芸

基
隆
市

大
武
崙
、
外
木
山
、
長
潭
里
、
望
海
巷

屏
東
縣

水
利
村
、
枋
竂

新
北
市

淡
二
、
龍
洞
、
富
基
、
磺
港
、
龜
吼
、
深
澳
、
澳
底
、

下
罟
子
、
後
厝
、
萬
里
、
馬
崗

花
蓮
縣

花
蓮
、
石
梯

桃
園
市

竹
圍

, 
永
安

臺
東
縣

富
崗
、
新
港

新
竹
縣

坡
頭

澎
湖
縣

馬
公

新
竹
市

海
山

金
門
縣

新
湖
、
羅
厝
、
復
國
墩

苗
栗
縣

龍
鳳
、
外
埔
、
通
霄
、
苑
港
、
苑
裡

連
江
縣

福
澳
、
白
沙
、
青
蕃
、
猛
澳
、
中
柱

臺
中
市

松
柏
、
五
甲
、
塭
寮
、
麗
水

彰
化
縣

崙
尾
灣
、
王
功

雲
林
縣

台
西
、
箔
子
寮

, (
三
條
崙
、
金
湖
二
擇
一

)

嘉
義
縣

布
袋
、
東
石

臺
南
市

將
軍



5

◼
漁
港
暫
置
區
運
作
現
況

➢
配
合
海
保
署
推
動
環
保
艦
隊
政
策
，
由
漁
業
署
編
列
經
費
設
置
漁
港

暫
置
區
，
將
漁
船
自
海
上
撈
取
，
或
作
業
期
間
產
生
之
廢
棄
漁
網
具

及
廢
棄
物
集
中
放
置
｡

➢
暫
置
區
內
清
除
及
去
化
所
需
經
費
由
海
保
署
編
列
，
1
0
9
年
計
畫
已
陸

續
核
定
，
後
續
請
縣
市
政
府
儘
速
安
排
暫
置
區
廢
棄
物
處
理
。

海
岸
清
理
-漁
港
暫
置
區
設
置

貯
存
區
分
類
貯

存

清
除

機
構

清
潔
隊

焚
化
廠

再
利

用
廠

回
收
商

前
處
理

•資
源
物
回
收

•簡
易
清
潔

•材
質
分
類
整
理

塑
膠
造
粒
/原

料

破
碎
至

進
場
標
準

太
髒
、
材
質

不
適
合
再
利
用

漁
網

海
上
廢

棄
物 漁
民
/環

保
艦
隊

/海
保
署

地
方
政
府
/海

保
署

漁
業
署

回
收
/清

除
及
再
利
用
/焚

化
/海

保
署

環
保
署
/地

方
政
府



【
海
廢
再
利
用
的
發
展
性
】

1
0

9
.1

0
.2

9

1

內
容

大
綱

：
一

.海
廢

塑
膠

的
背

景
說

明
二

.海
廢

塑
膠

循
環

經
濟

的
在

地
實

踐

報
告

人
：

財
團

法
人

塑
膠

工
業

技
術

發
展

中
心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顏寧
附錄六



一
. 海

廢
塑

膠
的

背
景

說
明

2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臺
灣

海
洋

廢
棄

物
來

源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3



台
灣

各
漁

港
的

廢
漁

網
堆

置
現

況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4



海
廢

漁
具

主
要

類
別

及
材

質

H
ug
in
&
M
un
in

PA
6

PA
6

P
E
T

P
E

P
P

漁
網

纜
繩

浮
具

A
B

S
P

S
E

V
A

P
V

C
E

P
S

E
P

P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5



不
同

廢
漁

網
的

回
收

再
利

用
價

值

H
ug
in
&
M
un
in

混
雜

、
少

量
、

劣
化

的
漁

網
沒

有
再

造
粒

的
效

益
。

近
海

小
件

漁
網

回
收

價
值

視
原

料
價

格
波

動
影

響
。

遠
洋

大
件

漁
網

回
收

價
值

高
，

已
有

收
購

系
統

。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6



漁
網

回
收

之
經

濟
引

響
因

素

7

•
漁

網
乾

淨
程

度
、

重
量

大
小

、
配

件
•

漁
網

材
質

種
類

•
塑

膠
新

舊
料

價
差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二
. 海

廢
塑

膠
循

環
經

濟
的

在
地

實
踐

8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海
廢

塑
膠

循
環

經
濟

聯
盟

9

以
串

聯
產

業
上

下
游

為
聯

盟
核

心
，

並
與

農
漁

業
團

體
、

環
保

團
體

接
觸

溝
通

，
歡

迎
品

牌
商

的
提

案
合

作
，

開
發

商
品

化
的

海
廢

產
品

，
以

經
濟

誘
因

驅
動

海
廢

塑
膠

的
循

環
再

利
用

。

•
廢

魚
網

•
廢

保
麗

龍
•

廢
容

器
•

廢
浮

具
•

其
他原

料

•
運

動
器

材
•

文
具

禮
品

•
傢

俱
傢

飾
•

生
活

物
品

•
其

他設
計

•
抽

絲
造

粒
•

塑
膠

射
出

•
塑

膠
押

出
•

塑
膠

熱
壓

•
其

他製
造

•
來

源
證

明
•

成
份

分
析

•
碳

水
足

跡
•

品
質

系
統

•
其

他驗
證

•
品

牌
合

作
•

設
計

獎
項

•
國

際
專

案
•

產
業

推
動

•
其

他行
銷

塑
膠

中
心

2
0

1
8

年
4

月
籌

組
「

海
廢

塑
膠

循
環

經
濟

聯
盟

」
以

經
濟

誘
因

驅
動

海
廢

塑
膠

的
循

環
再

利
用

。

h
tt
p
:/
/p
id
c-
o
p
c.
o
rg
/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http://pidc-opc.org/


海
廢

塑
膠

循
環

經
濟

聯
盟

1
0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3

C
商

品
包

H
ug
in
&
M
un
in

1
1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運

動
衣

H
ug
in
&
M
un
in

1
2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背

包

H
ug
in
&
M
un
in

9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太

陽
眼

鏡

H
ug
in
&
M
un
in

1
0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鋼

筆

H
ug
in
&
M
un
in

1
3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硬

殼
包

H
ug
in
&
M
un
in

1
3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杯

墊

H
ug
in
&
M
un
in

1
4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塑
膠

中
心

海
廢

產
品

案
例

：
3

D
列

印
線

材 H
ug
in
&
M
un
in

1
4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謝
謝

聆
聽

H
ug
in
&
M
un
in

1
4

許
祥
瑞

塑
膠

中
心

總
經

理
室

經
理

地
址

：
台

中
市

工
業

3
8

路
1

9
3

號
電

話
：

0
4

-2
3

5
9

5
9

0
0

#
3

1
0

網
址

：
w

w
w

.p
id

c.
o

rg
.t

w
m

a
il：

h
su

@
p

id
c.

o
rg

.t
w

版
權
所
有
禁
止
轉
載

聯
絡
人
：
林
沛
樺

塑
膠

中
心

品
質

環
境

安
全

部
永

續
設

計
組

地
址

：
台

中
市

工
業

3
8

路
1

9
3

號
電

話
：

0
4

-2
3

5
9

5
9

0
0

#
2

3
1

網
址

：
w

w
w

.p
id

c.
o

rg
.t

w
M

a
il：

ve
n

n
is

@
p

id
c.

o
rg

.t
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