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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週期評估技術已被世界上很多先進國家用來作為評估產品的環境衝擊度，本研究的目的為應用生命週期評估技術進行

傳統塑膠袋與可分解塑膠袋在製造組裝、運銷配送及廢棄處理三階段的環境衝擊影響，以評估何者為較環保材質，本研究

選擇SimaPro 5.0軟體及Eco-Indicator 99方法作為之生命週期評估工具。 本研究結果顯示，傳統塑膠袋之環境衝擊值為1.48

Pt大於可分解塑膠袋的環境衝擊值4.38×10-1 Pt，以人體健康損害、生態系統品質損害、資源損害3大損害類別的衝擊而言

，傳統塑膠袋對人體健康損害及資源損害的環境衝擊值為3.23×10-1 Pt及1.11 Pt較可分解塑膠袋的衝擊值1.42×10-1 Pt

及2.44×10-1 Pt為高；對生態系統品質損害的衝擊，可分解塑膠袋衝擊值為5.25×10-2 Pt較傳統塑膠袋衝擊值4.62×10-2 Pt

為高。 傳統塑膠袋於製造階段、運銷階段及廢棄階段之環境衝擊值，分別為1.38 Pt、6.50×10-3 Pt及9.08×10-2 Pt，而可

分解塑膠袋則為4.19×10-1 Pt、8.46×10-3 Pt及1.10×10-2 Pt，可見傳統塑膠袋於製造階段及廢棄階段對環境的衝擊皆較可

分解塑膠袋高，而可分解塑膠袋於運銷階段對環境的衝擊較傳統塑膠袋小。 受訪者問卷調查分析結果，認為政府所推行的

限塑政策及「垃圾全分類、零廢棄行動計畫」對環境有正面效益的受訪者各佔92.6﹪及96.3﹪，認為塑膠袋被隨意丟棄

佔80.8﹪，認為傳統塑膠袋已造成環境嚴重的污染佔93.8﹪，受訪者中曾經使用過可分解塑膠袋佔67.2﹪，認為以可分解塑

膠袋盛裝傳統市場販售的食物對環境保護工作有助益佔87.0﹪，認為可分解塑膠袋較傳統塑膠袋具環保性、對環境有正面

的效益佔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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