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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議程表

壹、團隊介紹

我們是名為「食在必行」的團隊，致力於推廣循環食器的使用。我們的成員來自不同

的背景和專業領域，共同擁有對環保的熱忱，並深刻關注地球的健康。

我們深知單次使用的塑膠餐具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我

們致力於尋找和運用現代資源，並推廣循環食器的應用給校園附近的商家和餐飲業者，

以滿足不同用戶需求。我們以多方角度思考各行業或關係利害人的需求和困擾點，並努

力解決問題。為了推廣循環食器的應用，我們積極進行宣傳和各地商家的探訪，並舉辦

教育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循環食器的認識和支持，推動更廣泛的環保行動。我們的核

心價值是創新和環保，我們全心全意地投入，相信每個小小的改變都能為地球帶來巨大

的正面影響力。

我們相信，只要我們一起努力，每個人的貢獻都能共同創造更環保、永續的未來。我們

將持續推廣循環食器的應用，為環保和環境貢獻我們的力量。這份熱情激勵著我們不斷

前進，為我們共同的家園地球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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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團隊最大支持的夥伴　

業師——陳威良

嗨，我是陳威良，大家可以叫我阿威，目前為高中公民與社會科教師，在工作之餘積極

參與公共事務，現今擔任兩個社團組織的理事。

在2004年與審議式民主會議結緣，第一次參與的活動是青輔會(青年發展署前身)所舉辦

的青年國是會議，當時還是學生身分的我對這樣的討論形式深深感到著迷，真心覺得透

過活動規劃與議程設計可以讓社會議題的利害關係者願意坐下來，專心傾聽彼此想法，

在盡可能充足資訊下，進行理性對話的平等溝通討論氛圍是當今公民社會所需要的價

值。

因此在投入工作職場後，積極參與各式審議式民主會議，也加強對審議式民主理論的認

識。歷來主持過不少場次的審議式民主會議，也擔任過青年署Let’s Talk計畫、大專校院

學生會參與式預算推廣計畫、文化部社區營造計畫等業師。而自己在校內開設介紹參與

式預算的彈性課程(咱的政策，大家來參詳)，在校外則是擔任過不少場次的介紹審議式

民主會議實務操作的講師。

相信每一場規劃完善的審議式民主會議都會讓人擁有愉快的討論經驗，也能吸引更多

人願意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很高興可以與大家一起踏上審議式民主會議的旅程，我們

一起enjoy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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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成員

嗨!大家好，我是蔡詩辰，一名正在努力奮鬥的高三生。作為學校學生組織的會長和學生

代表，我開始關注各種社會議題，其中包括重要的循環食器議題。這些職務讓我更深刻

地明白了社會議題的複雜性，也啟發了我在校園內尋求將這些問題引入討論的方式。

我經常參與各種審議活動，努力與不同的利益相關者溝通，尋找解決方案。然而，我也

常常思考，如何能夠在校園中引起大家對社會議題的關注，並鼓勵大家坐下來傾聽，從

多個角度思考，進行理性的對話和溝通。我相信，正如師長們所說，我們是未來社會的

種子，我們有責任關心並關注重要的環保議題，並為之付出行動。

儘管我們是高中生，似乎難以在現代社會議題中有所作為，但我堅信通過培養對議題的

熱情，了解現狀並積極討論，我們能夠為未來鋪平道路。我的目標很簡單，希望能吸引

更多對議題討論和審議民主有興趣的青年，一同踏上這場充滿可能性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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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林治宇，可以叫我抹茶。我是東海大學資工系2019畢業生，一名正努力打拼

的網頁前後端工程師。

「有些事情現在不做，後面可能也沒意義了。」

我對地球的種種現況感到擔憂。之前我看到一張圖：隨時間軸上升的紅線、綠線，分別代

表兩個閾值。紅線是以上完全不可控，但只要環境數值沒有壓在綠線以下，地球就會各

種加速失控，A影響B、B接著影響C… 到後面要拯救的難度和代價越來越高，隨著時間

拖延越往紅線邁進，到下一代再做大概望塵莫及。

所以有些東西，只能從我們這一代改變、由我們開始做起。

貳、Let’s Talk介紹

一、Let’s Talk 活動起源

未來公民社會發展取決於青年的「公民能力」，尤其青年賦權（youth empowerment

）更是國內、外民主國家制定青年政策的趨勢，為鼓勵青年參與公共事務，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自107年推動以青年為主體的「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計畫[註 1]，培力青年具

備審議知能，鼓勵青年參與Let’s Talk活動，捲動青年將對議題的想法融入政府施政；自

109年起，本計畫更配合行政院「臺灣開放政府國家行動方案」，持續擴散青年政策參與

行動力，以利青年在未來公民社會中，扮演更積極角色。 為培力具審議會議辦理知能以

及審議主持技巧之人才，112年計畫特強化訓後實作機制與經驗累積，藉由Talk討論配

搭審議民主人才培訓，俾利討論過程更符審議民主精神；除青年自主討論外，計畫更導

入公私協力精神，透過公部門部會與青年齊力協作，共創具體、可行之政策建議。

二、討論模式

1. 分桌討論，不換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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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方式：透過利害關係人的盤點與對話 (校方行政單位、使用者、餐飲商家，容器

製造廠商等等) ，實現永續循環校園的藍圖。

3. 討論原則：傾聽、對話、包容、尊重、平等

1.知情

減少各公民之間的資訊不對稱、資訊落差

2.倫理

不同觀點應透過理性論證的方式被陳述，也要接受其他立場的挑戰

3.涵容

積極地去創造包容、平等的討論空間

4.對話

讓最終集體發想出的願景、行動，能夠有扎實的論述基礎

「審議」重在經過完整充分的互相溝通討論後，最終才做出決定，這種民主模式著重溝通

討論，而不是純粹投票。討論過程中，公民要為自己的立場提出辯護理由，也要聆聽不

同觀點的其他公民想法，最終才能依據共識進行決策。審議民主也強調公共政策的集體

討論是以「公共利益」為核心要旨，透過公開討論，不合理或基於錯誤資訊偏好可能有所

改變。

三、議題討論內容

如何破除對循環食器的

疑慮

循環食器在校園推動會遇到的困

難與阻礙

循環食器系統如何在校

園中（產業、相關業者）持

續發展下去

四、活動時程

時間 分鐘 議程內容 主持人 進行方式

09:00-09:20 20 mins 學員報到

09:20-09:30 10 mins 開場 大場主持人 由大場主持
人開場並說
明 Talk流

程。

09:30-09:40 10 mins 貴賓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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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10:20
40 mins

議題分享1
永續材質圖
書館客座講

師

何承翰 30分鐘分享
+10分鐘QA

10:20 ~11:00
40 mins

議題分享2
循環食器團
隊

宋宜臻 30分鐘分享
+10分鐘QA

11:05-11:15 10 mins 拍照
休息時間

11:15 ~11:35 20 mins 永續圖書館
導覽

11:40~12:40 60 mins 午餐時間
與會者可自
由交流

12:40-13:20

40mins Talk討論(I)

桌長群

13:20-13:30

10 mins

中場休息

茶敘與交流

13:30-14:20 50 mins Talk討論(II)
桌長群

14:20-14:30 10 mins

中場休息

茶敘與交流

14:30-15:40 70 mins
Talk討論

(III)

15:40-15 :50 10 mins
中場休息

茶敘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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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 :20 30m
成果發表 各桌

不侷限發表
方式：海報、
戲劇

16:20-16 :30 10 mins Ending 大場主持人

參、議題現況

一、始於校園生活的觀察

緣起：校園垃圾爆量

● 同學拍攝於2023-07-15東海大學人文大樓二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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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攝於2023-05-12東海大學社科院三樓

發現問題

1.垃圾爆量，且多為餐飲類一次性垃圾

2.便當盒材質為紙類+塑膠淋膜無法被妥當回收

3.就算被回收也只是降級回收， 價值降低

釐清問題

● 紙容器 是不是 紙類？

紙容器(紙盒包、鋁箔包、便當盒及各類紙餐具)為了盛裝飲料有湯汁食材，須具備防水

或保溫甚至隔絕陽光的功能，因此會在內部加入多層的塑膠薄膜或鋁箔製的隔絕層，所

以紙容器非單純的紙類．而是複合式材質。

● 關於免洗餐具的材質與對人體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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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規範(軟性與消極的處理方式)

○ 做好回收——清分疊

（餐飲一次性垃圾）解決方案盤點

● 做好回收——清分疊

○ 古老的既有宣導與做法

● 鼓勵自備容器

○ 無法解決忘記攜帶、須自行清洗等困難

● 再生材質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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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過程依然消耗許多能資源，需在特殊環境才能分解

● 循環容器

○ 不須自行攜帶、清洗，可多次重複使用

➢ 有這麼多種方案，這些方案並沒有互斥性，我們可以同時有多種方

案一起施行，只是我們此次的討論會聚焦在循環容器系統的建置。

➢ 循環經濟：以「廢棄物是放錯位置的資源」為核心理念，長期以「物質資源全循

環」、「環境資源永續」 為目標。

在傳統買賣模式下，企業營運/經濟成長仰賴的是「多賣多生產、多買多消費」。欲促成資

源循環，關鍵在於翻轉商業模式，生產者從「賣產品」到「提供服務」；消費者則從「購買產

品」到「使用服務」。

綠色消費為循環經濟重要的一環，主要精神在於消費者選購產品時，考量到產品對生態

環境的衝擊，而選擇對環境傷害較少、甚至是有利的商品，其範圍涵蓋了產品的生產、

運輸、行銷、丟棄過程、回收程度，以及產品包裝內含物。

循環系統運作

減少「購買→使用→丟棄」的線性耗損。從日常生活中的「外帶容器」開始

二、選題之脈絡：

● 海洋廢棄物中與飲食有關的一次性廢棄物為最大宗

● 統計數據——2022年全台使用的紙餐盒疊起來達62萬座101高
● 校園環境垃圾量居高不下，校方不落地政策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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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機關、 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上路，更有望校園推

行循環食器

根據2015年至2018年淨灘成果統計之海洋廢棄物排名前五名之變化趨勢，結果
顯示，海洋廢棄物多為塑膠瓶蓋、塑膠提袋、吸管、免洗餐具、寶特瓶、外帶飲料杯、其
他飲料瓶與食物容器、菸蒂，與飲食有關的一次性廢棄物為最大宗。海洋廢棄物依材質

而言高達92.1%為塑膠材質，依用途分類而言75.7%則是與飲食有關的一次性廢棄

物。

外食族佔台灣總人口7成，外食族的你我，平均每位外食人口一年就貢獻了600個
餐盒，製造約9.3公斤的紙餐盒垃圾，餐盒垃圾量堆起來約有5層樓高。

［數據整理源自媽媽氣候聯盟］

資料來源：

1. 環保署廢紙容器歷年回收量（111年）

2.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委託研究計畫 2017~2020：國人外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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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把觀察視角拉回東海大學的校園場域中，各院教室爆滿的垃圾桶，充斥著大宗
餐飲類一次性廢棄物，身為學生的我們想知道能不能為現況做出改變，因此選定扣合循
環經濟概念的循環食器租賃系統，試圖做出一個有所實踐，而非只停留在倡議與呼籲的
成果。

(Show, Don’t 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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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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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說明簡報

18



圖表製作 ：　E.A.T.團隊

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宣導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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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害關係人

校方

● 減少校園垃圾量

● 使用環保餐具拉高餐費學校建議補助餐飲業者購置洗碗機

● 成大－循環經濟社【校園會議x循環容器外送活動】

餐飲業者

● 餐點承裝到環保餐盒的SOP改進

● 節省一次性外帶餐盒的使用量

● 降低營運成本並增加環保客群

餐盒製造廠商

● 走在未來永續趨勢的前頭，認識循環容器的多元材質與規格

廠商業者（循環食器租賃業者、清洗商、物流商）

● 供應商圈龐大飲食需求的清洗量能

● 調度運送體系，用更低碳的方式運送？

使用者

● 反應自己對於循環系統的任何疑慮

● 食安疑慮：循環容器清洗須符合「衛福部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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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 衛生福利部－發布修正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

● 綠色消費世代－軟硬體建構與使用者心態調適之道

● 政策細緻化的力量+消費選擇的改革，一起幹拯救地球的大事

肆、議題說明

一、議題背景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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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浪潮興起，讓紙餐盒需求攀升，根據統計台灣每年會產生近80億個紙容器，數量驚

人。近2年來也因為疫情，紙餐具回收量從108年的8萬公噸，增加到去年的16萬公噸，成

長近1倍左右。疫情下紙餐盒數量暴增，釀成嚴重的環保危機。除了紙餐盒以外，外送所

產生一次性包裝、餐具等垃圾量，對地球造成極大傷害。減塑生活從拒絕使用一次性產

品開始，努力實踐永續環保，減少對環境的破壞。本議題探討為循環食器，減少不必要

的餐盒、塑膠餐盒浪費。結合在東海附近店家，探討循環食器的導入可行性，同時，透過

這次的議題，能夠建構循環食器在東海商圈周圍附近的導入架構，延伸與延續議題的理

念。

二、討論主題的相關性與重要性

1.本議題探討重點

本議題探討有以下幾個部分:

● 個人層面：釐清現況與分析循環食器導入優缺點
● 問題盤點：各身分在執行循環食器在校園與商圈的推進時，會遇到何種困難及挑

戰。
● 行動方案設計：循環食器在未來如何執行的架構

2.本議題探討層面分布

議題探討層面 詳細內容

1-1個人層面：釐清現況與原因分析
循環食器導入優缺點

揭露資訊做到民眾知情：許多人有對循環
食器的食安疑慮，可從理解現有的清洗規
範開始討論。

循環容器與一次性容器的碳排與環境污
染轉移：我們想要追求的是低碳排或是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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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資源耗用現象？

2-1問題盤點

各身分在執行循環食器在校園與商圈的
推進時，會遇到何種困難及挑戰。

循環食器材導入店家接受程度

探討東海商圈，如導入循環食器合作，店
家對此的態度是如何，及店家該如何進行
成本控管，與出餐SOP改進。

相關議題利害關係人：餐飲業者、使用者
（校方、師生、民眾）、系統業者

3-1行動方案設計 未來在東海地區，循環食器需要透過什麼
樣型式資源整合及策略來做示範區域，同
時連結各部會的部分資源，將循環食器導
入到東海商圈進行示範場域。

伍、講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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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名稱 講師經歷

1.好盒器 好盒器為宋宜臻所創辦，成大工業設計畢

業，曾任職於筆電產業。學生時期成立「人

嶼物基地」作為工作室，藉由老屋創造一

個讓大家對於「健康長久的人與物關係」

有感的空間。

好盒器提供外帶容器循環服務，把乾淨的

容器放到店家，客人外帶飲料或餐點時就

能用可重複使用的容器來承裝，使用完畢

後放到任何一個合作站點或自助歸還站，

好盒器就會到各個站點去回收，收回後嚴

格清洗並進行下一次配送，希望透過這樣

不斷地的循環使用，取代大眾對一次性使

用容器的依賴。

伍、議題背景補充

一、循環食器起源

近年來環保議題興起，大眾開始注重本身飲食健康以及相關議題。2011年臺灣發生

食品安全問題事件，又稱為塑化劑事件，傳媒稱塑毒風波、塑毒風暴等。起因為市面上

部分食品遭檢出含有塑化劑，進而被發現部分上游原料供應商在常見的合法食品添加

物「起雲劑」中，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撙節成本。後來在專家學者的

研究下，發現塑化劑不只存在食材中，也存在於加熱的食品包材當中。民眾開始關注塑

膠餐盒是否能夠承受高熱溫度，會不會導致塑化劑超標。

加上行政院環保署推動相關減塑政策，2018年8月禁止內用使用塑膠杯、紙杯、塑

膠碗等一次性容器 · 研擬2018年底起大型商場全面禁止提供一次性塑膠袋 · 推動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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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禁塑計畫包含上述不提供一次性塑膠袋、一次性塑膠吸管等，時至今日，減塑行動

依然在台灣社會持續推動，同時也有不少的新創、及相關民間團隊推動減塑行動，為這

塊美好的土地持續努力。循環食器是目前市面上減塑方式之一，重複使用餐盒讓不必要

的塑膠餐盒垃圾能夠減少。也符合台灣2050淨零碳排的指標：淨零綠生活、資源循環再

利用

二、台灣目前現況

1.自備環保杯

環保署於111年4月28日公告「一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自111年7月1日起，連

鎖飲料店、連鎖便利商店、連鎖速食店及連鎖超級市場在消費者自備飲料杯購買飲料時，須提

供與未自備飲料杯至少5元價差。

環保署也要求連鎖便利商店及連鎖速食店應自112年1月1日起提供循環杯借用服務，以減少

一次用飲料杯用量，亦授權地方政府於113年12月31日前提報飲料店限用塑膠一次用飲料杯

實施日期。超商、飲料店已推動自備環保杯優惠，給予消費者折扣，同時鼓勵民眾自備環保杯

，甚至提供永續環保杯。

2.現有循環食器租賃服務廠商

新創公司推動循環食器，提供能夠回收的機制，結合在地餐點並結合循環餐點賣給

民眾，同時在民眾吃完餐點後，提供回收機制與回收廚餘。

　　3.店家接受程度

雖然說循環食器用意良善，但因為店家往往過於忙碌，使用非統一的餐盒會降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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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且對於循環議題不是很熟悉等原因而拒絕使用循環食器。因此，本議題在進行示範

場域前須先與在地店家溝通，同時得到在地店家的同意方可進行示範場域之推動，同時

連結在地更多單位一起來實現示範計畫。

餐飲業者訪談紀錄：

四川小吃店老闆表示支持此系統之營運，願意成為環保供餐店家，因為紙碗與餐具的費

用隨著近年國際紙漿價格成長，此系統若上線後，調適自家出餐ＳＯＰ與維持餐點品質，

成為店家迎接淨零綠生活的第一挑戰。

團隊也期許：循環食器系統的營運或能建構與在地商圈的關係，跳脫冷冰冰的商業買賣

，重新打造人與人的連結。

三、解方與政策建議

若要建立循環食器的回收系統，政府可以從兩個面向出發，第一個是可以制定法律

法規，要求食品業者使用可回收的食器、並建立完善的回收系統，包括回收桶和回收站

的設置，以確保使用後的食器可以有效回收和再利用，從而大幅度減少一次性餐具的使

用。第二個則是以鼓勵使用循環餐具為出發點，補助有使用循環餐具的店家，或是對仍

使用一次性餐具的店家徵收稅務費用，如同歐盟計畫徵收碳稅那樣。

雖然轉型的過程可能會造成店家額外成本增加，以及帶給消費者使用習慣上的改

變，人類雖然在短時間內看不到隱性成本，不會把這些成本考量進營業成本之內，但這

些堆積如山的垃圾對環境造成的衝擊和長時間累積的影響都是確實存在的，下一代的

環境只會比現在更加惡化，所以建造一套更完善合理的循環系統，是讓人類邁向永續的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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