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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塑膠潮流，到塑膠殺手 

    二十世紀初，完全用人工材料合成的塑膠問世，因容易塑形、重量輕等特性，成

為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製作武器的重要材料。塑膠神奇的特性（化學性質穩定、耐熱、

絕緣、堅固、易塑、價格低廉），讓其在戰後被廣泛地運用於商業生產。 

    另一方面，戰後許多工廠閒置，石化產業於是開始大量地生產用塑膠製成、非常

「方便」的一次性使用產品—人類「拋棄式」的生活方式，自此展開。1955 年，美

國《LIFE》雜誌刊登了一張塑膠餐具滿天飛的照片，展現了在當時，使用這些一次性

產品，不僅一點也不浪費，反而是一種現代、潮流且進步的生活方式。 

    一百年過去了，「塑膠」除了變成我們每日幾乎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之外，它

也占據了整個海洋。如今，從極圈到赤道、海岸到河口、海面到海床的各個角落，普

遍存在於全球海洋中的人造垃圾可約歸為兩大類——漁具跟塑膠廢棄物。尤其是消費

者使用後的塑膠廢棄物，不意外地在各地的抽樣調查中，占了絕對大多數。 

    2014 年，在超過三億噸的塑膠製品生產之中，只有約百分之五被有效率的回收，

百分之四十去了垃圾掩埋場，整整有三分之一進入脆弱的生態系統中，而海洋算是受

害最深的。今年一月，英國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發表的報告中指出，進入海洋的塑

膠垃圾每年約有八億噸，相當於每分鐘就有一台垃圾卡車，將車上的垃圾都倒入海

中。利用現階段能取得的資料，科學家估計海洋裡約有一億五千萬噸的塑膠垃圾： 

  在一切照常的情形之下，到 2025年，海中每三噸的魚當中，就有一頓塑膠

垃圾；持續下去到 2050年，海中的垃圾（重量）將會比魚還要多。 

  至今，已有超過兩百六十種的物種，被記錄到誤食海洋中的人造垃圾，以及被垃

圾纏勒，甚或死亡。這些致命塑膠垃圾的種類，都是你我熟悉的日常用品，體積大至

大型的繩索、漁網、塑膠薄膜，小至瓶蓋、打火機。 

 

 

 

 

http://time.com/3879873/throwaway-living-when-tossing-it-all-was-all-the-rage/


萬年微粒，海洋塑膠湯 

  海洋生物被傷害的照片看來令人痛心，而那些直徑小於五釐米、無法計數且，人

類肉眼無法看見的塑膠微粒，無形中進入了廣大的食物鏈，更加令人擔憂。 

  塑膠在海上的浮力和耐受度，可以讓它們漂流幾十年，所以海中塑膠垃圾的總

量，無可避免地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隨著時間過去，這些塑膠最終會分解成越來越

小、肉眼看不見的體積。但除了一般塑膠破碎化後所成為的小微粒，人造纖維和衛生

用品裡的塑膠纖維和顆粒，也都是肉眼看不見的。這些肉眼難以追蹤的碎片，有超過

半數會沉入深海底，成為人類未知的夢靨。這樣的生態夢靨，有一個聽起來既浪漫但

又可怕的名字——「海洋塑膠湯」。雖然塑膠微粒大量漂浮，但這「鍋」看起來卻還

是像藍色透徹的水。可是，裡頭有的不只是看的見或看不見的塑膠碎片，還伴隨著各

種塑膠生產而來的化學毒素，吸附在塑膠上面的污染物釋放出的毒性，會影響生物的

生長、賀爾蒙，也會破壞棲地。 

  這些塑膠並不會消失，只會被風化成小碎片，進入我們肉眼難察覺、甚至無法被

人類用水系統過濾掉的循環裡。 

經濟損失 

  海洋垃圾除了對健康和自然生態造成傷害，也會影響政府和當地居民的生計以及

經濟損失，其中又以漁業、觀光產業和海上運輸業受最大衝擊。 

  漁業的經濟損失，主要來自漁民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和金錢，去清理、修理被垃圾

卡到而損壞的漁網、螺旋槳推進器以及進水口等等。據估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區域

裡因海洋垃圾而造成的漁業損失，一年超過 126 萬美金。而船隻螺旋槳遭垃圾纏住導

致需要海巡署救援，對海上運輸業的人員來說，亦是個危害。 

  此外，因為海流的關係，有些海灘比其他海灘更容易累積海洋人造垃圾，清理海

灘和水路航道的龐大花費，也都是各國政府每年需要頭痛煩惱的事。例如夏威夷的卡

米洛海灘（Kamilo），受其地理位置跟海流影響，常會有大型漂流木漂至海灘，早期

居民習慣到那裡收集木頭做為建材，但現在卡米洛海灘的部分地區，卻是堆積到 2、3

公尺高的塑膠垃圾大大地影響當地的觀光收益。 

 

 

 



「方便」之惡 

  塑膠不可諱言地為現代生活提供了以前不敢想像的「便利」，為每日生活省下許

多時間和精力。去學校、去上班、出門逛街，超市裡拿了就走的飲料罐和各種食物包

裝，反正大部分不都被拿去回收，再製成新的產品不是嗎？確實，有少部分的塑膠，

經過「降級回收」之後，可轉製成其他產品，不過絕大多數的塑膠都進入掩埋場，花

上五百到一千年不等的時間去分解，或者被焚化、被丟棄。 

  那號稱可生物分解的塑膠製品呢？事實是，大部分以自然原料製成的塑膠製品，

在分解時會產生甲烷，其暖化效果甚至比二氧化碳要高 25 倍。況且，不管是可分解

的石化，或是自然塑膠製品，都必須要在非常特定的狀態下（例如高溫高壓）然後經

過很多很多年才能夠分解。過程中也會釋放出化學毒素。可分解或可再生的塑膠，雖

然會是往後的塑膠經濟不可缺的一員，但目前也都還在發展階段。 

  現代塑膠包裝儘管賦予了社會許多的好處，但以下幾點特性，卻產生了與塑膠相

關的嚴重負面影響： 

 相較整個產品的生命週期，塑膠生產過程使用高度密集的能源和原料。 

 生產過程跟產品使用後回收、廢棄的處理過程中使用或易釋出化學有毒添

加物。 

 產品壽命結束之後因難以處理，不會消失，而對自然和人類健康產生壓力。 

  塑膠為我們帶來了「便利」和「快速」，但當我們仔細檢視塑膠產品從生產、使

用到丟棄的生命週期，，卻發現這一切一點都不方便、也不快速。首先，塑膠產業建

立在日漸難取得的石油之上，從塑膠本身的原料、生產過程到產品運輸，都需要仰賴

愈來愈稀少的石油。 

  再來，塑膠產品本身的黃金「使用」階段，卻常常只是「幾分鐘」的時間，如喝

完一罐飲料、吃完一包餅乾、一條巧克力、吹完一顆氣球......等等。在被使用完後，塑

膠的正式壽命雖然結束，但緊接著，卻又進入了另一個漫長且無止盡的「丟棄後生命」。 

  被丟棄的塑膠，可能被焚化（使用能源、產生廢氣和汙染物等）、或待在掩埋場

的垃圾山等上百年，或者進入海洋、跨越大洲，危害海洋生物與環境，最終威脅到人

類自身的生活、健康和安全。 

  對比便利與快速，塑膠製品的成本與代價卻是相當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