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青年好政系列-Let’s Talk

議題結論報告

團隊名稱：循環島新媒體

討論議題：循環經濟白話文運動

辦理時間：112年07月29日（星期六）

辦理地點：台北市萬華區成都路67號5樓之1-501房

1、 現況或問題

(1) 循環經濟缺乏共同語言與大眾覺察的困境

1、 循環經濟體系與各類產品服務的提案，受到國際重要組織與政府的認同，成為推進

永續經濟體系與目標的其中一個關鍵策略。台灣政府也在近年內透過政策法規、推

動產業轉型、呼籲民眾提高循環意識，來建立循環經濟的可行性與規模。然而，由

於循環經濟的議題複雜度高，又涉及到多領域的科際整合，同時主要的循環經濟改

變案例多由大型企業或政府代表，導致多數民眾在接觸循環經濟時，一方面缺乏對

循環經濟相關概念的理解與共識，二方面也不清楚自己在循環經濟中所扮演的角

色或能展現的參與。

2、 分析循環經濟缺乏共同語言與大眾覺察的困境，經過討論發現幾個重複出現的關

鍵因素：第一，循環經濟的語言或內容與過去對環保或永續的探討並沒有被很好的

統整或區分，因此大家會更傾向用「我認為有關係的視角」來解釋循環經濟；第二，

民眾的日常生活中，缺乏與循環經濟概念文化、相關產品服務、生活連結的可觸及

性(availbility)，因此沒有足夠多的「機會」接觸到循環經濟議題；第三，循環經濟體

系（或結構）相較傳統經濟體系複雜，因此大眾進入該議題的門檻也較高，無論是嘗

試理解或討論循環經濟，或展開行動參與，都會遇到龐大的拉力（而非推力）。綜合

上述因素，導致循環經濟作為一個趨勢議題但其對於大眾的可理解度與可討論度



均有限且模糊。

(2) 循環體系產品與服務的誤解與綠色溢價

1、 延伸自大眾的認知有限且模糊，目前市場上循環體系的產品與服務，因為供應鏈複

雜與技術門檻及規模的挑戰，循環體系的產品與服務在相似的非循環競品市場中，

普遍對大眾而言價格較高，這也導致了消費者更容易直覺地認為循環的環保的綠

色的東西比較貴。在組別針對類似狀況的討論中發現，即使長期來看某些循環產品

的均攤成本價格是比多次購買消耗性產品的成本更低的，但在初次/單次購買的當

下，消費者仍然無法忽視當下價格差異的感受。

2、 此外，因為循環產品與服務的議題性，部分的品牌、企業對循環產品及服務產生某

些「漂綠」行為，包含並非針對產品與服務本身進行循環優化而是做某一些替代行

動（比如淨灘），或是宣稱支持循環理念但實際的行為與產品服務與主張並不一致。

2、 結論或建議

(1) 在循環經濟的脈絡下進行政策介入

1、 政府扮演認證的角色，透過界定循環產品與服務的基本標準，來提升循環經濟的共

同語言，並進而減少漂綠行為的產生。其中，導致現狀的其中一項關鍵因素是資訊

的模糊與誤導，因此，政府在推進循環經濟邁向淨零碳排的進程中，應肩負資訊揭

露與公開的責任，彙整與循環經濟產品與服務相關的基本資訊，以提供民眾及消費

者準確真實的資訊與內容。

2、 面對循環產品與服務進行驗證，例如循環包裝、循環容器對其衛生的宣稱、循環次

數與平均碳排放均攤的實際執行狀況等。政府可以邀請循環經濟體系產品與服務

的關鍵利害關係人進行標準與對話的擬定，包含但不限於政府、學者專家、循環經

濟業者與相關價值鏈業者、消費者代表、國內外認證機構等。

3、 透過政府介入認證機制，並且可以適度補貼企業進行認證，但要在認證後揭露認證

結果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增加企業誘因，二方面可以讓政府對循環經濟的補助更準

確地被執行，三方面可以透過認證機制減少漂綠行為。

(2) 企業、政府、消費者均能夠透過提升對循環經濟產品與服務的接觸點/曝

光度，進而提升消費者循環意識



1、 政府在支持循環經濟業者相關活動或推廣循環經濟的政策上，許多策略並未有效

反映在循環經濟終端使用者身上，例如補助業者研發機台雖然有利於更高的技術

發展，卻未必能夠增加消費者對該機台與循環服務的理解。因此建議政府可以在補

助政策中投入特定資源集中在【能直接反應或提升消費者/終端使用者接觸點】的補

助方案，例如透過技術分析使用者熱點，補助業者在熱點提供循環服務或產品的相

關費用，或是集中循環業者及有意識的消費者辦理循環示範計畫等。

2、 企業在過往與消費者的接觸中，線性經濟更強調消費者的購買與再購買，但隨著行

銷品牌意識的演進，當代品牌也越來越重視消費者對品牌的連結與認同。相較於傳

統經濟的產品與服務，循環經濟由於其循環特性，品牌與消費者的互動關係比傳統

品牌更為強烈、密切且重要。因此在企業發展循環產品與服務時，應該將消費者體

驗與持續性的消費者互動納入評估，進而在推出循環產品或服務時，已經具備與消

費者中長期互動的基本計畫。

3、 消費者本身也可以透過【提供與其他消費者互動時的循環接觸點】進而對消費者行

為產生改變，並更能意識到都與循環有關的日常消費選擇，例如在聚餐的時候主動

提出使用循環食器，或是在選擇餐廳的時候選擇有內用餐具的餐廳等，透過消費者

行為的改變，除了可以對生活周遭的消費者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當企業對消費者

進行消費行為的追蹤與統計時，也會觀察到行為改變的趨勢與資料，進而影響品牌

或企業對其產品與服務的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