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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112學年度國民中小學學生獨立研究作品徵選 

作品說明書（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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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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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稱：環保紙男孩~紙類回收面面觀 

 

 

 

 

◎封面切勿出現校名、作者、校長及指導者姓名，違者不予收件。 

 

 

 

 

 

 

 

 

 

 

 

 

 

 

 

附件五之一 

 



1 
 

第一階段 研究訓練階段 

壹、 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1.中年級，著重基本研究能力的培養，如:紀錄、作筆記、學習策略 

及歸納整理資料等。 

2.高年級，著重學生發現問題、高層次思考及規劃整體研究進度。 

 

貳、 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1. 透過任務導向的課程，引導學生儲備獨立研究的能力，從尋找研 

究方向，歷屆獨立研究觀摩，依照孩子的興趣深入探究、帶領孩 

子從日常生活環境的現象探討，包括人為現象的觀察啟發及自然 

現象的觀察啟發，進行科學探究活動。 

2. 發現研究主題後，能有概念的選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來進行研究, 

形成研究動機、探討可行性的研究資源並規劃整體進度，從問題 

中思考不同的解決方法，進而選取其認為最佳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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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獨立研究階段 

環保紙男孩~紙類回收面面觀 

壹、研究動機 

新冠肺炎疫情以來，許多人都喜歡叫外送，導致紙容器使

用量大增，但是很多紙容器被當一般垃圾丟棄，進了焚化爐，

或是資源回收時分類錯誤被當成了紙類，造成清潔人員的困

擾。其實紙容器是可回收的，但紙容器在回收項目中是自己獨

自一類，而非紙類，因此，我們想要針對紙類與紙容器的回收

現況進行探究，調查學校的紙容器回收現況，宣導紙容器分類

的正確觀念。 

貳、擬定正式計畫、研究目的及工作進度表 

一、研究計畫 

 

彙整資料 

內容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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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一）探討紙容器的製造與回收流程。 

（二）了解台灣紙容器回收現況。 

(環保署資料+學校老師訪談) 

（三）調查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紙容器回收的看法。 

（四）宣導紙容器回收及源頭減量的觀念。 

三、工作進度表 

工作/時間 2022 

9/9~ 

9/30 

2022 

10/1 

~11/1 

2022 

11/12

~12/1       

2022 

12/22

~2023 

4/16 

2023 

4/16~

5/5 

2023 

5/5~ 

10/20 

 

2023 

10/1~ 

12/10 

尋找研究 

主題 

       

閱讀相關 

文獻 

       

訪談專家        

擬定正式 

計畫 

       

問卷擬定 

與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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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整資料 

與資料分析 

       

提出研究 

結果 

       

評鑑與檢討        

 

 

參、彙整相關文獻 

文章篇名 出處 摘要 主題相關性 

紙餐具是資

源 回收好利

用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回

收基管

會 

1. 環境部新聞專區張貼

此篇文章，說明紙餐

具表面有一層塑膠膜

或臘以防油防水，回

收處理後可以回收紙

漿和塑膠粒，民眾可

先將紙餐具清理、分

類、堆疊，再交給清

潔隊或回收商回收，

提高回收品質，增加

資源的循環利用。 

2. 針對紙餐具的回收處

理補貼費用，環保署

了解紙餐具的

構造以及回收

的過程如何進

行，進而在未

來落實資源的

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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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費用來源係向紙

餐具製造者及輸入者

徵收，再將徵收的費

用補貼作為回收清除

處理之用。 

3. 疫情期間廢紙容器使

用量增加，回收量也

增加。環保署除加強

紙餐具的回收，也展

開循環容器租借服務

模式試辦，與外送平

台、餐具租賃業者、

餐具清洗業者及環保

局共同合作，希望在

後疫情時代改善一次

性紙餐具使用狀況。 

揭露紙容器

的真實面：

從製造到環

保，缺一不

可！ 

食力 

Food 

Next 

1. 紙容器以食品用紙為

原料，經過印刷、裁

切、成型等步驟才完

成，其中有淋膜的紙

容器裡面有一層非常

薄的塑膠（PE或者

PE混合 PP）或是可

再生材料（PLA），

不同淋膜的紙容器在

回收處理上，所需要

的工序其實不同，因

此分類正確對環保相

認識紙容器的

層層構造，必

須更仔細回

收。而台灣應

該仿效外國對

於紙容器的落

實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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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重要。 

2. 紙容器需要更好的回

收管道，國外對於紙

容器的回收有更詳盡

的分類，消費者可以

清楚辨別自己使用過

的紙容器在回收上的

分類。反觀台灣，紙

杯、紙盒常被當作紙

類回收，但其實廢紙

容器與一般紙類回收

的處理過程不同，消

費者分不清楚差異，

導致回收無法落實。 

紙容器不是

紙類？可回

收所以環

保？塑膠淋

膜是什麼？ 

綠色 

和平 

1. 紙容器材質相當複

雜，例如鋁箔包、牛

奶紙盒，以及外帶餐

點使用的紙碗紙杯，

具有防水、防油的特

性是因為在生產紙容

器時加上一層極薄的

塑膠淋膜，使其能夠

長時間盛裝食物及飲

料，不會滴水滲油，

搖身一變成為我們口

中的「免洗餐具」。 

2. 淋膜成分有很多種，

如 PE（聚乙烯）、

體會到紙容器

中間的複雜夾

層，雖然可以

耐高溫、抗酸

鹼，但卻也需

要專業的回收

處理，才能徹

底將塑膠膜和

紙層分開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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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聚丙烯）、PLA

（聚乳酸）和 CPE

（氯化聚乙烯）等，

臺灣常見的紙容器淋

膜主要是由 PE 及 

PP 製成，不同材質

會影響紙容器耐用

度，有些紙杯淋膜能

夠承受攝氏 95 度的

高溫，而 PP 則具有

抗酸鹼耐高溫特性。 

3. 回收紙容器須送到專

業廢紙容器處理廠，

將淋膜和紙張分離，

並回收纖維再製成紙

製品，塑膠膜則處理

成塑膠粒，再加工成

塑膠製品。 

從一個簡單

創意，到一

座包裝事業

王國 

CSR天下

雜誌 

1. 文中提到牛奶玻璃瓶

回收不易，因而發明

取代玻璃瓶的新式食

品包裝，節省材料與

成本、達到衛生安全

標準又便於攜帶。於

是在 1952年全球第

一只利樂紙盒誕生。 

2. 「節省」是利樂企業

的環保 DNA。「包裝

了解紙容器當

中關於利樂包

的發明背景，

以及利樂包節

省的概念。同

時認識利樂生

質紙盒比一般

紙盒更具回收

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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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的節省應該比成

本多」，發揮「以最

少的包裝，保護最多

內容物」的包裝減量

理念。 

3. 利樂生質紙盒比採用

傳統塑膠的同型紙盒

可以減少 35% 碳排

放，使用後可以循現

有紙容器的回收處理

管道進行回收再生。 

紙餐盒 

用量多 

回收少 

國語日

報社 

1. 文章提到臺灣有一千

多萬外食人口，每年

使用超過五十億個紙

餐盒，平均每人用掉

兩百個以上。但即使

環保署公告紙餐盒應

強制回收，回收率卻

僅兩成五，其餘都當

成一般垃圾焚燒，造

成環境負擔。 

2. 紙餐盒不能和紙張、

報紙一樣當成紙類廢

棄物，而是要與牛奶

紙盒、鋁箔包等容器

類廢物一起回收，兩

者在回收場後端的處

理流程完全不同。 

體會到使用紙

餐盒紙容器的

人口非常多，

但真正做到回

收的卻少之又

少，也認知到

紙餐盒紙容器

不能和紙類一

起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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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紙容器的製造與回收流程 

   (一)紙容器的紙特色 

     1.常溫保存 

2.節能減碳 

3.瞬間超高溫滅菌 

4.不需添加防腐劑 

5.隔絕空氣、光線和異味 

6.全程無菌生產 

   (二) 紙容器的回收流程 

       1.飲料紙盒包或鋁箔包：將吸管取出放入一般垃圾後再壓扁。 

2.紙杯：將沒喝完的飲料和冰塊倒入廚餘桶，將吸管取出並

放入一般垃圾，紙杯疊起來減少容積。 

3.餐具：將未吃完的飯菜倒入廚餘桶，筷子和塑膠湯匙刀叉

放入一般垃圾，紙餐具則疊起來減少容積。完成後，只需

將紙容器放入正確的垃圾桶或交給清潔隊員即可。 

二、根據目前國內紙容器回收現況來體驗自行回收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近年來透過一連串施政措施及宣導，提

高紙餐具回收成效，109 年廢紙餐具回收量 15 萬 9,897 公噸，

較 108年增加將近 1倍，回收率由 106年 48.31%大幅提升到 109

年超過 89%以上，為近 3年年度新高。 

       我們從行政院環保署資源回收網得知紙類回收步驟如下： 

    解包→散漿→除污除渣→篩洗及篩選→脫墨→淨漿→磨漿→ 

    漿槽調成→抄紙→烘乾→包裝出廠 

    散漿(散漿機) 

    除污(去污機) 

    篩洗及篩選(離解篩選機) 

    篩選(離解篩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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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墨(脫墨浮選機) 

    於是我們嘗試在家自行回收，仿造環保回收的步驟與作法，用

果汁機將這四種回收物打漿，完成如以下的樣子： 

    仔細觀察這四種回收物打漿後的樣子，發現鋁箔包細碎之後仍

然還有很多雜質，包括最內層的鋁箔、中間夾層的厚紙、最上層的

塑膠薄膜等等。 

A紙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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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般紙類： 

 

C 鋁箔包： 

 

D包裝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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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年上半年紙容器回收量 

(圖表來源：台灣環境資訊協會，環境資訊中心 https://e-info.org.tw/ ) 

    根據近五年來的紙容器回收量資料來看，從民國 108 年(2019)

到 109 年(2020)之間突然暴增，原因在於 2020 年初爆發新冠肺炎，

隔離在家的機會變多，使得民眾的用餐不得不改採外送點服務，因

而讓紙類、紙容器的使用率也隨之大增。根據蒐集的文獻資料，我

們對於紙類有了基本的認識，為了能更深入了解，我們透過訪問專

家及問卷調查來進行後續的研究。 

三、調查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紙類與紙容器回收的看法 

    我們想要進一步了解周遭同學是否本身及其家中也有在落實紙

容器與紙類分開回收，於是我們設計了一份關於本主題的問卷來進

行問卷調查，主要以五、六年級的小學生為測試樣本。問卷施測的

型態以電子問卷的方式來進行，調查國小高年級學生對紙容器回收

的看法，發現大部分回答者對於紙類和紙容器的差別有一定程度的

了解，但仍有一部分人對此不太清楚。國小高年級學生覺得紙類和

紙容器回收最大的阻礙是回收過程的麻煩程度、紙容器和紙類分辨

困難、政府宣導不足、回收成本高和垃圾混合等因素都是影響紙類

和紙容器回收的主要阻礙。問卷各題目回答的結果分析如下： 

https://e-info.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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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問卷份數：528  無效：149  有效：379，有效率大約 71.7% 

(2)回答者性別比例：男生 55.3%、女生 44.7%，男生比女生多一

些。 

(3)回答者年級：五年級 50.2%、六年級 49.8%，兩個年段大約各

占一半。 

(4)回答者同住家人人數：一人 0.2%、二人 2.5%、三人 11.4%、

四人 33.7%、五人 22.2%、六人以上 30.1%，四人和六人以上的家庭

成員人數比例較高。 

(5)回答者清楚紙類和紙容器的差別：非常清楚 38.6%、清楚

37.3%、似懂非懂 21.4%、不清楚 1.3%、非常不清楚 1.3%，大部分回

答者對於紙類和紙容器的差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仍有一部分人

對此不太清楚。 

(6)回答者覺得目前紙容器回收的成效好不好：非常好 16.5%、

好 25.9%、普通 50%、不好 4.7%、非常不好 2.8%，雖然有一部分人

對紙容器回收的成效持正面評價，但仍有一定比例的人認為成效不

佳。 

(7)回答者家日常生活需要回收的紙類：影印紙、電腦報表紙

44.9%、廣告傳單、有色印刷紙 69.1%、包裝紙及包裝紙盒 85%、各

類書籍 1.3%、報章雜誌 44.1%、圖畫紙 50.9%，在回收紙類時，不同

種類的紙張有不同的回收需求，其中包裝紙及包裝紙盒的回收需求

最高。 

(8)回答者家一個禮拜需回收的紙類：0 種 7%、1 種 13.1%、2 種

21.6%、3 種 26.9%、4 種 15.9%、5 種 6.4%、6 種 9.1%，在回收紙類

時，大部分回答者需要回收兩到三種不同種類的紙張。 

(9)回答者家一個禮拜需回收的紙容器：0種 2.7%、1種 9.8%、2

種 21.2%、3 種 27.1%、4 種 18%、5 種 9.5%、6 種 11.7%，在回收紙

容器時，大部分回答者需要回收三種或更多不同種類的紙容器。 

(10)回答者覺得紙類和紙容器回收最大的阻礙：回收過程很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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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所以乾脆不要回收或丟一般垃圾 20.6%、紙容器跟紙類分辨不容

易，經常分類錯誤 57.8、政府沒有徹底宣導回收觀念，造成人們普

遍不知道如何回收 37.9%、回收再製的成本過高，導致回收政策無法

落實，成效也不好 30.7%、從家中丟出垃圾時雖然有分類，但是進了

垃圾場仍然混在一起，等於沒有回收 47.3%，回收過程的麻煩程度、

紙容器和紙類分辨困難、政府宣導不足、回收成本高和垃圾場混合

等因素都是影響紙類和紙容器回收的主要阻礙。 

(11)回答者覺得要落實紙類與紙容器回收可用的方法來進行：

製作淺顯易懂、方法簡便的宣傳海報或影片，讓人們感受到落實回

收的重要性 65.9%、讓大眾知道若不確實回收對於地球生態將有很大

的負面影響 64.6%、加重亂丟、不確實分類的罰金與罰則 40.9%、研

發更便利的回收方式，讓人們感覺回收並非難事，提高回收意願

53.4%、制定回收獎勵金制度，以獎賞的方式鼓勵人們落實回收

42.4%，製作易懂的宣傳資料、提醒人們回收的重要性、加強罰則、

研發便利的回收方式以及設立回收獎勵金制度都是落實紙類與紙容

器回收的可行方法。透過這些方法，可以提高人們的回收意識和參

與度，從而促進有效的紙類和紙容器回收。 

(12)回答者覺得承上題，若是制定獎勵金制度，該怎麼獎勵才

能兼顧有效性與公平性：以天為單位，每天做好一次紙類回收得一

點，累積一定點數換獎勵品 20.1%、以週為單位，每週做好幾次紙類

回收得一定點數，累積一定點數換獎勵品 21.6%、以月為單位，每月

做好幾次紙類回收得一定點數，累積一定點數換獎勵品 15.9%、以天

為單位，每天做好一次紙類回收得一點，累積一定點數換相對的獎

金 13.3%、以週為單位，每週做好幾次紙類回收得一定點數，累積一

定點數換相對的獎金 12.7%、以月為單位，每月做好幾次紙類回收得

一定點數，累積一定點數換相對的獎金 16.5%，可以根據不同的時間

單位（天、週、月）設定紙類回收的次數和獎勵點數，並提供獎勵

品或相對的獎金作為回報。這樣的制度可以激勵人們持續參與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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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同時確保有效性和公平性。具體的時間單位和獎勵方式可以

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制定。 

(13)回答者覺得承上上題，若是制定處罰條例，該怎麼處罰才

能兼顧有效性、公平性：由市民檢舉，一個案件給予 200 元獎勵金；

被抓到的人罰 1500 元 40.3%、如被抓到，一個禮拜不能回收 4.7%、

如被抓到超過 3次，進行輔導教育 2小時 12.5%、如被抓到 1次，幫

助清潔隊收垃圾一個禮拜 22.3%、如被抓住超過 10 次，到警局輔導

並拘留 3 小時 4.5%、屢勸不聽，留在環保室協助民眾分類 3 個禮拜

15.5%，可以透過市民檢舉和罰款等方式對不遵守紙類回收規定的人

進行處罰。同時，也可以考慮一些較為溫和的處罰方式，例如禁止

回收、幫助清潔隊收垃圾、進行輔導教育等，以提高處罰的公平性

和有效性。具體的處罰方式可以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和制定。 

(14)回答者覺得獎勵和處罰哪個比較有效：獎勵有效 16.9%、處

罰有效 7.6%、獎勵沒效 0.8%、處罰沒效 1.9%、有時獎勵有效、有時

處罰有效 33.7%、兩者都有效 39.2%，這顯示獎勵和處罰在不同情況

下都可能具有一定的有效性。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認為獎勵或處罰

可能沒有效果。因此，為了兼顧有效性，可以考慮結合獎勵和處罰

的方式，根據具體情況進行適當的選擇和調整。 

(15)回答者覺得承上題如果你覺得兩個都沒效的話，還有哪種

方法：請環保局人員來道德勸說 49.2%、不理他們，也不准他們丟回

收垃圾 6.8%、以群眾眼光的壓力來制裁當事人 10%、朋友勸說，發

動親情攻勢來感化 15.3%、在社區公告姓名，下令限期改善 18.6%，

有 49.2%的人認為請環保局人員來道德勸說是一種有效的方法。此外，

還有其他方法，如以群眾眼光的壓力來制裁當事人、朋友勸說、在

社區公告姓名等，也被一部分人認為是有效的手段。然而，也有一

小部分人認為不理他們，也不准他們丟回收垃圾是一種方法。因此，

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和當事人的特點來選擇適合的方法，以達到改善

行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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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回答者覺得彰化市做回收紙類和紙容器的成效評分：

100~90 分 22%、89~80 分 33.7%、79~70 分 15%、69~60 分 3.2%、60

分以下（不及格）4%、不知如何回答（不清楚）22.2%，雖然有一部

分人對彰化市在回收紙類和紙容器方面的成效持正面評價，但仍有

一定比例的人對其成效表示不確定或不清楚。這可能需要進一步的

宣傳和教育來提高市民對回收的認識和參與度。 

(17)回答者覺得您跟您家人做回收紙類和紙容器的成效評分：

100~90 分 43.4%、89~80 分 36.6%、79~70 分 6.3、69~60 分 1.7%、

60分以下（不及格）1.7%、不知如何回答（不清楚）10.4%，大部分

回答者對您和您家人在回收紙類和紙容器方面的成效持正面評價，

給予了高分。這表明您和您家人在回收方面的努力和貢獻得到了認

可。請繼續保持良好的回收習慣，為環境保護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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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紙容器回收及源頭減量的觀念宣導 

從紙容器回收的各類案例以及我們進行的問卷調查來審視，可

見回收分類仍有侷限性存在，並非就是解決垃圾污染的有效方案。



22 
 

減廢，才是關鍵，最好的方法是從源頭減少使用一次性包裝。綠色

和平多年推廣以裸買、重複使用及循環容器取代「用後即丟」的觀

念，期待改變「一次性使用」的習慣。 

 

柒、評鑑與檢討 

透過本主題的研究過程，我體會到分類紙容器和紙類真的很不

容易，不僅需要注意到各種紙類材質的不同，而且在分類上也要將

紙類和紙容器分開回收，以免造成回收不確實，給回收人員添麻煩

等等。回收紙類和紙容器是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除了需要注意紙

類材質的不同，還需要注意回收材料的污染程度以及對環境的影響，

例如回收物附著的油漬、食物殘渣等等都會影響回收的效果。此外，

回收過程中還需要注意紙張的大小和形狀，以便更好地進行壓縮和

運輸。因此想要確保回收的效果和效率，則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

物力去做回收和分類的工作。同時，我們也需要更多的宣傳和教育，

讓更多人了解資源回收的重要性，並且知道如何正確的回收和分類

紙類和紙容器，進而保護環境和資源。 

 

捌、結論 

在經歷了一個學期的調查及研究，我們發現有大多數的學生因

對於紙容器及紙餐盒的不了解，導致無法進行有效的回收，之所以

在獨立研究選擇這個主題的原因就是為了讓大家一起重視這方面的

問題，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可以達到紙容器循環運用，資源不浪

費，生生不息的境界。仔細考量周遭環境的各種變因和條件，我們

的確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回收紙類和紙容器，但唯有付諸行動，

才能保護環境，保護資源，讓地球變得更美好。倘若沒有人願意行

動，則你我周遭環境就可能一直停滯不前，甚至持續惡化。相信這

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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