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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環境品質 發展永續校園  
社論專載

 

由於社會大眾對環境品質要求和環保意識的提升，及企業界必須建立永續經營的

理念，未來產業的發展將以「綠色產品」及「清潔生產」為主，綠色工業將成為人類

最主要的產業政策。根據統計，全球每年所生產的塑膠製品達到一億八千萬多噸，這

些塑膠製品帶來人們生活上許多便利和舒適；但是大部份的塑膠都極為安定，經過相

當長的時間也不會分解，使得全球解決塑膠廢棄物之呼聲日益增高。

 

塑膠袋因其質輕價廉，方便使用，結果卻被濫用，一個塑膠袋的產品價值，僅在提供

短暫的攜帶包裝，但其衍生的各種環境負荷卻很大，所以生態化效益很低。92年限塑

政策實施之前，我國每年消費型塑膠袋使用量約10.5萬噸，其中購物用塑膠袋每年約

6.5萬噸，估計約近200億個，平均每人每天約使用2.5個。免洗餐具部分，依統計資

料顯示每年使用量約5.9萬噸，其中塑膠類（含保麗龍）免洗餐具之使用量每年約

4.3萬噸。其實，塑膠材料的大量使用是在民生用品及工業產品的包裝材料和緩衝材

，而這一部分，塑膠具有不可取代的性質（紙類無法防潮、氣體阻隔、柔軟性及撕裂

強度等）。塑膠材料的廢棄造成很大的環保問題，由於國內很少將塑膠回收再製利用

，因此大部份只有掩埋與焚化一途。在塑膠廢棄物目前無法有效資源回收再利用，且

對於掩埋與焚化處理皆有疑慮的今日，塑膠垃圾減量與發展生物可分解塑膠就成了刻

不容緩的工作。

 

所謂生物可分解塑膠必須在產品使用期間，提供足夠的性能；而在廢棄後，會被微生

物分解、消化，最後產生二氧化碳和水。相較於石化塑膠，以微生物生產的生物可分

解塑膠只需1/3之能源消耗和只排放1/10之二氧化碳，因此更符合全球生態環保及永

續發展之趨勢。本校已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並在行政上致力於各項環境保護

政策的執行，不過環境保護是全面性的工作，仍然有待全校通力配合，從這次研發成

功生物可分解塑膠來看，除了隨手做環保，也期待師生透過學術研究與學習，創造環

保新契機。

 

著眼於未來龐大的市場，國際大企業皆已投入大量的資金在發展生物可分解塑膠，並

且部份已經商業化生產，譬如購物袋、垃圾袋、餐具、洗髮精瓶子、農業用覆蓋膜及

一些醫療材料等。目前生物可分解塑膠的發展瓶頸在於價格太高，約為傳統塑膠的

2至5倍，或由國外廠商掌控原料。不過如果能達到量產規模，生物可分解塑膠的價格

就可能降至目前塑膠原料的1.5倍。在經濟發展與環保兼顧的條件下，生物可分解塑

膠的應用將隨著其自身性能的完善和價格的降低而逐步擴大，預期未來市場前景充滿

發展潛力。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已受到世人共同的重視，全校師生不僅需要深深體認



，更要將其轉換成生活態度、習慣和學習動力，校園發展以全面改善並提高生活品質

為目的，本校校園的花園化、大樓內舒適的上課環境及整潔的樓板與廁所，常常為校

外人士所讚許，也提供了全校師生良好的學習環境。然而優美的校園仍需要仰賴全校

師生共同維護、採取行動，以提升整體環境品質，進而邁向永續校園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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