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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PEC 海洋廢棄物利害關係方會議：改善數據、合作及發展新夥伴關係(APEC Marine 

Debris Stakeholder Meeting: Improving Data and Coordination and Developing New 

Partnerships)2018 年 11 月 2 日至 3 日於印尼峇里島召開，本會議係接續 2018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於同地舉辦之「我們的海洋大會」(Our Ocean Conference)，目的是為「更新 2009

年海洋廢棄物經濟成本報告」(Update of 2009 APEC Report on Economic Costs of Marine 

Debris to APEC Economies)。 

2009 年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曾發表「理解 APEC 區域控管海洋廢棄物之經濟效益及

成本」(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sts of Controlling Marine Debris in the APEC 

Region)，指出海洋廢棄物每年讓 APEC 經濟體損失近 13 億美元，引起各經濟體關注。因

該研究近 10 年無更新數據，2018 年該計畫與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合作，經 APEC 提案

獲准及經費支持。會議除邀請各經濟體與會外，另邀請美國國際開發署、美國國家海洋

暨大氣總署、美國環境保護署外，更有非政府組織海洋保護協會參加。相關會議結論將

於 2019 年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發表，送 APEC 資深官員會議跟領袖會議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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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一、2009 年發表的「理解 APEC 區域控管海洋廢棄物之經濟效益及成本」(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sts of Controlling Marine Debris in the APEC Region)，提到海

洋廢棄物除造成 APEC 經濟體產生重大的經濟影響外，在漁業、運輸、旅遊、保險、

政府及社區亦同樣遭受損失。2007 年 APEC 海洋資源保護工作小組(海洋與漁業工作

小組未整併前之小組名稱)批准該研究計畫，藉由提高政府、社區及私部門對海洋廢

棄物造成的經濟損失認知，提供指導及實用建議，以減少其受到海洋廢棄物的影響。 

二、該報告提及每年約有 640 萬噸廢棄物流入海洋，其中塑膠占了 60%至 80%，儘管採

取控制措施，但海洋廢棄物數量仍不斷增加，建議在陸源垃圾進入水道及入海前，

先採取簡單攔截防止措施，以降低經濟成本。另報告對各經濟體進行案例分析，可

了解其面臨狀況，亦涉及非經濟體區域之研究。相關數據可幫助了解控制海洋廢棄

物的經濟成本和效益，促使政府、社區及私部門採取行動。而海洋廢棄物管理需要

相當的支出，報告書也評估最有效的資金運用情形，提供各經濟體控制和降低海洋

廢棄物之支出參考。 

三、本次會議除數據更新外，將與利害關係方協調、評估及更新經濟成本；提供政策制

定者更有效的政策或措施；改進的科學知識和經濟格局；促進公私夥伴關係和協調；

協調創新政策、融資和技術管理海洋廢棄物；蒐集海洋科學資訊；整合 2009 年後各

經濟體對海洋廢棄物投入之議題。並促成公私部門及利害關係方合作，以創新金融

與技術面向，研議預防及減量海洋廢棄物之區域合作策略。最後將用公私夥伴及利

害關係方與網絡鏈結，建立研究聯絡點據以更新 2009 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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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會議過程 

一、「APEC 海洋廢棄物利害關係方會議：改善數據、合作及發展新夥伴關係」以論壇方

式進行，每節有主持人、發表人及綜合對答。本次出席的經濟體(依排序)澳大利亞、

加拿大、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美國、越南及我

國等共 12 個經濟體。未出席為汶萊、智利、香港、墨西哥、祕魯、巴布亞紐幾內亞、

中國、俄羅斯及新加坡等 9 個經濟體。 

二、本會議分為 10 場次進行，分述如下： 

(一) 開場白和歡迎 

1. 簡要歡迎與會者及講述本會議的目標及預期成果。美國國務院企劃督導(Project 

Overseer, U.S. Department of State) Min Kang 為主持人，先介紹與會 APEC 經濟體，

並說明本會議的立意。說明海洋的陸源污染物及垃圾持續增加，對健康及環境

造成影響。又因管理系統量能不足，對投資者吸引力不佳，以致 APEC 高階會

議將針對海洋廢棄物管理系統，尋求金融支持及合作方式，用以解決 APEC 區

域的海洋廢棄物問題。另期待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整合各經濟體及區域，

並持續以永續方式解決。與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合作之

研究指出，根據過去研究資料，APEC 經濟體在海洋廢棄物支出達 1 億美元，因

此需要向利害關係方尋求各種合作與發展可能。 

2. 美國駐印尼泗水領事館(U.S. Consulate General Surabaya, Indonesia) Consul General 

Mark McGovern 報告美國與印尼正在進行合作計畫。美國剛通過新法案的授權，

授權 NOAA 對於海洋廢棄物的行動方案，整合國內與國際間針對海洋廢棄物防

治之政策，也尋求相關公私部門及利害關係方的合作與行動。 

3. 印 尼 海 事 協 調 部 (Coordinating 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 Indonesia) Andreas 

Hutahaean 報告「海事協調部－挑戰和解決方案」(Coordinating Ministry of Maritime 

Affairs－Challenges and solutions)，提到印尼總統已簽署該國「2018 至 2025 年打

擊海洋廢棄物行動計畫，總統令第 83/2018 號」(Plan of Action for Combating Marine 

Debris 2018-2025 Presidential decree no.83/2018 )，該法案針對海洋廢棄物進行因應，

並透過國家型計畫執行，目標設定 2025 年前海洋廢棄物將減量 30%。 

4. 美國國際開發署經濟發展、教育及環境局助理副局長(USAID Deputy Assistant 

Administrator for the Bureau for Economic Growth, Education and Environment) C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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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 口頭報告海洋廢棄物的全球挑戰議題。說明必須透過地方行動來解決，

USAID 推動「市政廢棄物回收計畫」(Municipal Waste Recycling Program)並提供經

費支持，亞洲地區目前進行的地區分別是印尼、菲律賓、斯里蘭卡及越南。將透

過地方團體與地方經濟活動，促進固體廢棄物管理(solid waste management)。 

(二) 設定場景 

1. 介紹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的過去與現在，及 APEC 海洋廢棄物虛擬工作

小組(APEC Virtual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Debris)將聚焦在 2016 年 APEC 部長批

准的政策與實踐建議上，主持人為海洋保護協會塑膠總監(Plastics Director, Ocean 

Conservancy) Chever Voltmer。 

2. 美國喬治亞大學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Georgia) Jenna Jambeck

博士以本會議名稱為題，分享塑膠垃圾減量之國際行動經驗，含括塑膠產品減

量必須透過地方行動，經由再使用計畫與新技術讓廢棄物數量跟經濟成長脫鉤，

並促進全球性的廢棄物管理減量，後續會辦理相關的工作坊，用更全面的方式

去進行地方行動，並且與全球性政策管理結合。 

3. 海洋保護協會國際倡議常務董事(Managing Director,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Ocean 

Conservancy) Susan Ruffo 以本節名稱為主題，報告海洋保護協會是結合公私部門

的角色，許多國家、企業、學術及非政府組織等團體加入淨海聯盟(Trash Free Seas 

Alliance)及 2012 年的淨海行動報告。講述以科學數據與合作的方式，形成更有

策略型的行動，認為海洋廢棄物不只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第 14 章的海

洋議題有關，也與公共及經濟議題相關。 

4. APEC 海洋廢棄物虛擬工作小組協調員(Coordinator, APEC Virtual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Debris) Ryan MacFarlane 報告「APEC 海洋廢棄物虛擬工作組」(APEC 

Virtual Working Group on Marine Debris)，介紹小組在海洋廢棄物方面如何連結夥

伴關係，例如將廢棄物與能源議題與美國電機工程合作，並將環境與風險問題

傳達給投資者，使廢棄物管理議題落實至更多公私面策略。 

(三) 2009 年報告回顧與 2018 至 2019 年研究及報告 

1. 除回顧 2009 年 APEC 報告書的背景和前後關係外，並具體審視 2009 年報告中

的若干建議，討論 2018 年至 2019 年研究的目標，並更新海洋廢棄物對 APEC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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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體的經濟成本，本節由本研究的承攬單位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2018 Study Contractors) Alistair McIlgorm 教授及 Karen Raubenheimer 講

師共同主持。 

2. Alistair McIlgorm 教授先以 APEC2009 年出版「理解 APEC 區域控管海洋廢棄物

之經濟效益及成本」(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 Benefits and Costs of Controlling 

Marine Debris in the APEC Region)為基礎，討論經濟體如何以不同方式(如記錄更

多資料)降低陸源垃圾入海。並運用技術協助或與地方政府及私部門建立相關機

制等方法進行海洋廢棄物管理。另外認為提升處理技術、加入成本效益分析及

提出政策性策略建議，對海洋廢棄物管理有所幫助。 

3. Karen Raubenheimer 講師則將海洋廢棄物問題以現況及政府預防等兩部分呈現，

並以 7 個案例分析進行探討，含括澳大利亞之污水排放防治計畫及漁網回收計

畫、菲律賓之生態磚計畫、智利之智慧 APP 回收計畫、我國之廢棄物處理及費

用徵收機制、美國加州海洋保護委員會及馬來西亞生命之河計畫中之連結公私

部門平臺計畫等。後續完成相關案例討論後，將於 2019 年 6 月出版探討報告。 

(四) 經濟和地方層面之個體報告 

1. 討論在經濟及地方層級的個人報告，主持人為澳大利亞伍倫貢大學(Lecturer,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Karen Raubenheimer 講師。 

2. 印尼海洋事務與漁業部(Ministry of Marine Affairs and Fisheries, Indonesia) Devi 

Dwiyanti 博士報告「印尼努力打擊海洋廢棄物：研究性方法」(Indonesia Efforts 

Combating Marine Debris: Research-based approaches)，說明印尼海洋事務與漁業部

推動的政策，含括由觀光旅遊推動海洋廢棄物管理、結合地方政府推動海岸廢

棄物管理、總統簽署之第 83 號行政命令「打擊海洋廢棄物行動計畫」及峇里島

當地發起「海洋保育培力運動」(Gita Laut)。分享相關政府部門支持的研究計畫，

以探討印尼海洋廢棄物的來源組成、分布熱區及造成影響。重要發現如季節(季

風有無)影響海洋廢棄物累積量、峇里島海洋廢棄物易累積在庫塔地區及小島觀

光有顯著的垃圾問題。 

3. 日 本 環 境 部 全 球 環 境 局 局 長 (Director, Global Environment Bureau,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Japan) Ryuzo Sugimoto 博士報告「日本努力打擊海洋廢棄物」(Jap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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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orts to Combat Marine Litter)，講解日本 2009 年制定之海洋廢棄物保護行動，

調查監測源只側重海岸廢棄物，範圍擴大至海洋廢棄物，如增加海域、海底及

塑膠微粒等議題探討。另進行海洋塑膠微粒監測方法標準化計畫(Harmonization 

of Marine Microplastic Monitoring Methodologies )，在 2016 年至 2018 年透過專家團

體及不同經濟體之實驗室合作；2018 年完成監測準則草案後導入聯合國「海洋

環境保護群委員會」(The Joint Group of Experts on the Scientific Aspects of Marin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GESAMP)、「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及「西太平洋海域共同調査」(The IOC Sub-Commission for the 

Western Pacific,WESTPAC)等國際合作標準；透過雙(多)邊合作或國際青年協力方

式，協助經濟體，如泰國、越南及緬甸等改善海洋廢棄物及分類回收問題；邀請

相關經濟體參與海洋塑膠微粒調查與訓練。預計於 2019 年規劃拓展規模，將海

洋廢棄與環境議題預計在 G20 高峰會提出，並期待與東協(ASEAN)有更多合作。 

4. 韓 國 海 洋 環 境 管 理 集 團 國 際 事 務 專 家 (International Affairs Specialist, KOEM, 

Republic of Korea) Kevin Kim 說明「海洋廢棄物管理整合策略」(Implementation of 

Advanced Marine Debris Management Policies)，該國家計畫第二期執行期間為 2014

年至 2018 年，以強化海洋廢棄物調查、增加海洋廢棄物移除、優化管理系統及

進行相關教育培力為四大主軸，分為 21 個子任務並投入 3319 億韓元。2019 至

2013 年將進行第三期計畫，針對全球及地區性之政策趨勢及相關研究內容進行

探討。另介紹「海洋廢棄物的預防及管理第二階段計畫」之目的為建立對於海

洋廢棄物預防及管理政策，我國為共同提案者之一，相關內容已於 2018 年 8 月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會議報告，後續依 APEC 程序送資深官員會議討論。 

(五) 新興金融需求 

1. 討論運用創新的融資方法解決融資缺口及改善廢棄物管理，從政府及金融機構

增加支持，主持人為海洋保護協會塑膠總監(Plastics Director, Ocean Conservancy) 

Chever Voltmer。 

2. 世界銀行集團資深環境工程師(Senior Environmental Engineer, World Bank) Delphine 

Arri 博士說明「發展金融於海洋廢棄物防治議題之扮演角色」(Role of DFi in 

financing marine litter prevention)，藍色經濟是依靠健康的海洋環境，可提供海洋



6 

經濟活動之永續發展，因此，世界銀行也注意到海洋廢棄物與經濟影響相關的

議題。該議題亦與聯合國其他的永續發展指標相關，除含括第 14 章，也連動到

第 3、5、6、11、12、13 及 15 章。區域性尺度針對緬甸、格瑞那達(Grenada)、哥

倫比亞、巴基斯坦及印尼方面提供資金或技術支持，以協助區域經濟體產生當

地所需的海洋廢棄物管理計畫。另說明禁用、稅制及新創技術產品補助等可具

推行性金融措施在海洋廢棄物相關議題方面，如管理政策、循環經濟、效益分

析及促成創新等區域及跨界議題，世界銀行集團將繼續提供技術與支持角色。 

3. 循環資本創辦人及執行長(Founder and CEO, Circulate Capital) Rob Kaplan 報告「東

南亞海洋塑膠議題：開始解答」(Ocean Plastic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the solution 

starts now)，循環資本是針對海洋塑膠議題的新基金，由於海洋廢棄物問題耗費

高額支出，並且需要從「發現問題」轉變為「解決問題」，含括如何將海洋廢棄

物轉變為可用資源等方面，資金機制提供管道，以介接新創階段成長為具規模

階段的資金困難。 

4. 世 界 塑 膠 委 員 會 海 洋 及 環 境 管 理 執 行 長 (Director, Marine and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World Plastics Council) Stewart Harris 報 告 「 行 業 參 與」 (Industry 

Engagement)，介紹世界塑膠委員會在海洋廢棄物議題的角色，並認為聯合國多

項永續發展目標(1、2、3、6、7、8、9、11、12、13、14、17)與塑膠行業有關，

且依美國化學理事會(American Chemistry Council)2016 年提出之報告，指出使用

替代性材料反較塑膠產生高出 3.8 倍的環境成本，因此該行業承諾透過夥伴關係

共同解決與防治海洋廢棄物問題，含括研究、法律管理、加強回收機會與供應

鏈管理，及提供相關資金促成前瞻及技術計畫，以塑膠再造方式減少廢棄物問

題。 

5. 全循環公司亞太地區技術主管(Head of APAC, FullCycle) Robert Allen 先介紹全循

環公司，並說明以社群創造方式，整合資本及機構等利益關係方，連結技術夥

伴並導入資金，並透過數位金融，如區塊鏈(Blockchain)技術使資本公開與安全，

以促進並增加資本進入與支持新創的可能機會；預計在 2025 年前提供 150 個案

例。 

(六) 以技術及革新，創造有利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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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以新技術開發，使經濟體回收更多廢棄物及提高經濟價值，及其他推展至公

共意識及社區擴展的解決方案。由海洋改變諮商公司執行長(CEO, Marine 

Change )Andrew Bassford 為主持人。 

2. 印尼再沉思機構理事(Director, SecondMuse Indonesia) Simon Baldwin 介紹「海洋廢

棄物預防加速器」(ocean plastic prevention accelerator)，再沉思機構是以連結公私

部門及地方共同解決複合型問題的新創機構，海洋廢棄物議題部分則在峇里島、

泗水、雅加達、澳大利亞及美國等地有相關計畫推動，也分享、培育並擴散相關

區域經驗。 

3. 再冒險 公司 研究主 管 (Head of Research, Gone Adventurin’Pte. Ltd) Sumangali 

Krishnan 介紹該公司為著眼於東協國家循環經濟議題的商業顧問公司，近期針對

PET 塑材、鋁罐等包裝材料流進行討論，如 PET 於東協有關回收系統下，約有

66.85%被填埋；23.06%回收；以及 10.09%進入海洋。透過相關成果報告提供短程

及長程建議予利害關係方，以改善回收效果。 

4. 塑膠能源公司政策顧問(Policy Advisor, Plastic Energy) Cloe Ragot 報告「塑膠化學

回收領域的世界領導者」(world leaders in the chemical recycling of plastics)，介紹該

公司能以技術處理低價且不可回收廢塑膠並轉化為資源以降低污染，並與世界

自然基金會(WWF)印尼辦公室合作，承諾於 2025 年前協助處理 10 萬噸廢棄塑

膠，並簽署新塑膠經濟承諾(New plastic economy global commitment)，在 2025 年

前以再生(Plastic2Plastic)方式處理 30 萬噸廢棄塑膠以加強循環經濟。 

5. Gringgo 公司合夥創辦人(Co-founder, Gringgo) Febriadi Pratama 報告「垃圾科技」

(trash tech)，介紹該公司如何透過數位技術與 APP 顯示，提供回收業者相關資訊，

以提高垃圾收集量 199%、回收量 33%、減少儲存成本 63%及提高回收價格 600%

等方式，改善峇里島 Denpasar 地區的廢棄物回收行業系統，及友善回收業者，

並減少海洋廢棄物排放等環境問題。 

(七) 良好的治理，以改善固體廢棄物管理 

1. 討論政府層面橫向協調及經濟和地方層面縱向協調之必要性，主持人為澳大利

亞伍倫貢大學 Karen Raubenheimer 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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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國際項目辦公室國際事務專家(US NOAA) Steve 

Morrison 介紹「美國海洋廢棄物政策與協調機制」(Domestic Marine Debris 

Coordination)。目前海洋廢棄物政策與協調由機構間海洋廢棄物協調委員會

(Interagency Marine Debris Coordinating Committee，IMDCC)負責，海洋廢棄物議題

起源於 2006 年 NOAA 海洋廢棄物計畫，該計畫 2018 年經總統簽署並立法通過

為「拯救我們的海洋法案」(Save Our Seas Act)，負責國內、區域及國際間有關海

洋廢棄物防治、減量與移除等整合協調工作。IMDCC 由 NOAA 擔任主席、環保

部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擔任副主席，並由海岸警衛隊(Coast Guard)、

海軍(Navy)、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內政部門(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Park Service、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相關委員會如 Marine Mammal 

Commission 等有關單位組成，以因應不同階段的管理。IMDCC 在 2008 年產製，

並首次將報告提供國會，2009 年之後每兩年產製報告一次，也提供國內相關機

關建議。報告中提及政策協調應該有法律授權、納入相關機關團體、評估面臨

問題、提出定期報告、規律及出席狀況良好的會議，以確保機制運作。 

3. 泰國亞洲理工學院亞洲及太平洋高級項目專家區域資源中心(Senior Program 

Specialist Regional Resource Center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uilberto Borongan 介紹「以橫向及縱向協調實踐 APEC 政策」(The APEC Policy 

and Practice Recommended in context of the Lateral and Vertical Coordination)，共同合

作夥伴含括海洋保護協會、Encourage capital、Waste 2 Worth、Closed Loop Partners、

Earth Engineering Center of Columbia University 等等，主動透過機制聯繫各類部門，

含括政府單位、非政府組織、企業，並取得資金挹注以深化地方政府的行動，過

去在 2016 年時拜訪了印尼、菲律賓及越南並進行相關行動。 

4. 短片播放：菲律賓納沃塔斯市長(Mayor of Navotas, Philippines) John Rey Tiangco。

因地方政府經費拮据，市政府與各個描籠涯(barangay，菲律賓最小社區單元)緊

密協調固體廢棄物管理和回收，並有 20%社區基金用於此。許多社區活動含括：

從沿海地區清理河流、清理運河並清理海灣；建議每星期五為無塑日及辦理教

育宣導等，從國家法律層面落實到地方政府層面，最後進入住家計畫。 

5. 菲律賓國家固體廢棄物管理委員會副主席(Vice Chairman, National Solid Waste 

Management Commission, Philippines) Crispian Lao 口頭報告自 2000 年開始進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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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廢棄物管理，與近 40 個政府組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合作及跨部門協調，與利害

關係方、消費者團體及非政府組織諮商溝通。因地方政府經費拮据，且考慮民

眾需要，因此從減少民眾食物浪費觀念及設立資源回收桶。然而大規模經費的

開發項目，利害關係方不會支持，因投資期限過長以致回收太慢，所以要將地

方利益納入在政策體制考慮。 

6. 美國環境保護署國際保護專家(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pecialist, US 

EPA) Andrew Horan「通過縱向協調實現固體廢棄物管理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 on Solid Waste Management Through Vertical Coordination)介紹美國環保

署 1976 年公布資源保護與恢復法案，促使露天垃圾場關閉；1980 年各州提報環

保署批准的固體廢棄物管理計畫。而環保署在廢棄物管理系統中之功用，含括

提供一致性及可共同實施「資源保育及回收法案」(RCRA)；提供國家標準、指

南及技術指導；作為協調及對話角色以解決複雜問題等。另為防止陸源垃圾進

入海洋及流域，實施「無垃圾水域」(Trash Free Waters)，透過各州及當地政府，

與利害關係方對話，建立合作夥伴關係。該行動亦推展至國際，美國和平工作

團和聯合國環境屬加勒比海環境計畫於 2015 年在智利海洋會議上倡議無垃圾水

域，其中祕魯、牙買加及巴拿馬等當地國家、區域、地方政府及非政府組織合

作，含括召開相關研討會、討論各項重點計畫及項目及提高教育認知等，促使

陸源垃圾回收提高。 

7. 美國國際開發署市政廢棄物回收計畫固體廢棄物專家及顧問(Solid Waste 

Specialist & Consultant, USAID Municipal Waste Recycling Program) Widita 

Vidyaningrum 報告「印度尼西亞廢棄物管理快照」(Shapshot of Waste Management 

in Indonesia)，先分析印尼當地廢棄物資訊，總計印尼每年生產 6,550 萬噸，60%

有機、40%非有機，其中 14%為塑膠。過去行政規模鬆散，所以當地以社區組織

回收廢棄物方式，私部門通常不參與。現在藉由總統條例，推動國家廢棄物管

理政策和戰略，預定到 2025 年減少 30%廢棄物及 70%的廢棄物處理；2018 至

2025 年實施國家海洋廢棄物行動計畫及加速從能源設施發展廢棄物再利用。 

8. 短片播放：斯里蘭卡西部省廢棄物管理局長(Director, Waste Management Authority, 

Western Province, Sri Lanka) Nalim Mannapperuma，短片呈現斯里蘭卡西部省是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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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經濟重鎮，因沿海飽受海洋廢棄物，造成約 38 億美金損失。藉由加強社區

回收、教育推廣及增加資源回收桶等機制，減少陸源垃圾。 

(八) 公私合作夥伴關係 

1. 重點介紹成功的公私夥伴關係，當地倡導者面臨的挑戰，以及改善溝通和促進

整體的方法，主持人為美國國際開發署市政廢棄物回收計畫發展創新小組主席

(USAID MWRP Chief of Party, Development Innovations Group) Henri Disselkoen。 

2. 短片播放：錫蘭商會高級助理秘書長(Senior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Ceylon 

Chamber of Commerce) Chandrarathna Vithanage。短片提及 2016 年和 2017 年間，

廢棄物填滿了科倫坡的街道、運河和海灘，在缺乏可用的垃圾填埋場及公眾抗

議下，促使政府和私部門訂定新的政策和措施，以減少塑膠廢棄物。公部門公

布新的行政規則，透過與私部門合作，採用「企業資源規劃 (EPR)」，結合高科

技技術，提高垃圾回收機制。另在某些一次性使用塑膠實施禁令，這些使 15%

的塑膠原料進口受到限制。 

3. 印 尼 永 續 環 境 包 裝 與 回 收 聯 盟 秘 書 長 (Secretary General, PRAISE) Mignonne 

Maramis 報告「建立夥伴關係」(BUILDING PARTNERSHIPS)，先介紹該組織名稱

由來，為永續發展的包裝和回收協會縮寫，願景是支持整體性、綜合性及永續

性的包裝廢棄物管理。手段是提高利害關係方負責任的廢棄物管理意識；與研

究教育單位合作，加強成員在包裝廢棄物的管理能力；及爭取政府、私部門與

民眾參與。接著說明其在峇里島的成功經驗，以盡量減少陸源廢棄物到海洋、

在當地實施大規模有效的解決方案、加速生態系統回收及廢棄物再利用、促使

與利害關係方合作等方式減少海洋廢棄物。 

4. 印尼 Yayasan Bina karta Lestari, Bintari 機構 Feri Prihantoro 報告「公私合作夥伴關

係 ， 提 高 廢 棄 物 再 循 環 能 力 」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 TO 

INCREASE WASTE RECYCLING CAPACITY)，先介紹組織在永續發展教育、路

基行業、廢棄物管理及海岸管理等四方面的經驗，詳述自 2002 年起的廢棄物管

理歷程。該組織以建立私人、社區及地方政府的夥伴關係，提高社區回收無機

廢棄物，使夥伴關係們獲得額外收入的能力，及建立私部門環境形象，最後達

到環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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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短片播放：斯里蘭卡科倫坡市政委員會(工程服務)副市長(Deputy Municipal 

Commissioner (Engineering Services), Colombo Municipal Council) Lalith Wickramaratne，

短片提到該市垃圾增加到 20%以上，加上環境限制，公私部門不得不面對這問

題。在處理廢棄物經費上，因費用過高，占全市政府預算 20%。因政府預算不

足，市府採用公私部門分工合作處理廢棄物，50%私部門處理及 50%為理事會處

理。私部門可將回收廢棄物，用在製造可回收塑膠製品，及協助政府做到市府

進行廢棄物管理。 

6. 越南環境與社區研究中心執行主任(Executive Director,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Community Research) Ly Nguyen 報告｢制定國家塑膠廢棄物管理行動計畫－自下

而上活動的投入」(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Plastic Waste Management

－Inputs from Bottom up Activities)，提到越南是全世界 5 個沒有管理塑膠廢棄物

的國家之一，在 2030 年前將進行海洋經濟永續發展戰略，以預防、控制和顯著

減少海洋環境污染；前端減少海洋塑膠廢棄物的數量；在沿海省市回收 100%廢

棄物等。另越南環境部海島管理局(VASI)制定國家塑膠廢棄物管理行動計畫，成

立工作小組、啟動一系列諮詢研討會，並與利害關係方討論。最後，將婦女帶入

塑膠廢棄物管理，並以越南峴港市為例，在當地培訓及教育婦女，成功後將擴

大規模辦理。 

(九) 納入廢棄物回收 

1. 討論婦女、青年和弱勢群體在廢棄物部門中的作用以及激勵非正規部門的方式，

主持人為美國國際開發署土地和城市辦公室高級都市專家(Senior Urban Specialist, 

USAID Office of Land and Urban) Clare Romanik。 

2. 地球母親基金會主席(Chairman, Mother Earth Foundation) Sonia Mendoza 報告「零

浪費模式」(zero waste model)，藉由轉變社區及改變社區民眾心態，達到廢棄物

回收。並以菲律賓馬尼拉為例，馬尼拉為實現廢棄物回收利用最高移轉率的都

市，85%回收物回收後，被轉移再利用，有 60 名人員參與廢棄物重複再利用增

加生計計畫。在菲律賓聖費爾南多市，採用挨家挨戶的隔離收集方式，訓練廢

棄物回收人員，協助家戶廢棄物回收。最後說明菲律賓目前塑膠袋禁令，含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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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後倡議無塑膠日，6 個月後部提供免費塑膠袋、1 年後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

塑膠袋等。 

3. 越南第三世界環境發展行動區域經理(Country Manager, Environmental Development 

Ac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NDA) Viet Nam) Nguyen Thi Hoai Linh 報告「環境與發

展行動」(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in Action ENDA)，先介紹該機構願景，並

說明在越南胡志明市的實踐，含括建立獨立廢棄物收集者、街道垃圾撿拾者、

創造垃圾商店、將垃圾運數至轉移站及回收廢棄物等，並提到婦女在其中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 

4. 潛水員清潔行動(Divers Clean Action) Swietenia Lestari 報告「清潔行動」(Divers 

Clean Action)，介紹印尼約有 1.3 噸沒有管理的廢棄物進入海洋，海灘上 60%是

塑膠垃圾。以印尼雅加達市為例，附近 11 個島嶼觀光人次驚人成長，但當地民

眾生活受到海洋廢棄物影響，因此教育青年及訓練婦女，提高兩者在廢棄物管

理系統中的作用。青年團體透過與周邊企業合作，以獎勵津貼方式，提高當地

廢棄物回收率，並訓練青年加入潛水員清潔行動。 

5. Misool 基金會(Misool Foundation) Hery Yusamandra 報告「當地社區回收項目」(Local 

Community Recycling Project)，提到印尼是世界第二大海洋環境廢棄物的貢獻者，

自 2014 年起調查海洋廢棄物對環境及經濟威脅。於 2017 年回收 459 噸海洋廢

棄物，其中有 85 噸是塑膠類。該基金會在社會及經濟上，2017 年與中央銀行

Bank Sampah 合作，向社區成員發放用於購買可回收物品的基金，婦女在回收上，

除為回收者、管理者外，也為廢棄物塑膠袋製作手工藝小組。在青年參與回收

上，設立回收課程及正規訓練。2018 年至今，銀行與基金會已回收 175 噸海洋

廢棄物，但回收廢棄物仍不夠，目前正在思考防止塑膠廢棄物進入海洋，將與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分享與合作。 

(十) 開放空間－關於選定主題的小組討論 

1. 以「公私合作夥伴關係」(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納入廢棄物回收」(Inclusion 

in waste recycling)、「支持地方政府並加強協調，改善固體廢棄物管理」(Supporting 

local governments and increasing coordination for improving solid was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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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創新平臺」(Platforms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及「數據收集用於告

知政策」(Data collection for informing policy)等五大議題進行小組討論。 

2. 在「技術及創新平臺」(Platforms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小組實例探究、最

佳實踐/有利環境、價值鏈的機會等三個部分討論，建議方式有雲端、衛星、簡

易管理、虛擬銀行帳戶及 ID 信用紀錄等科技化管理，及提供獎勵虛擬貨幣，提

高廢棄物回收機制；建議 NOAA 除在海污監控的衛星追蹤，更能發揮到船舶丟

棄海洋廢棄物追蹤；開發應用程式追蹤垃圾及廢棄物外，並以當地方式解決；

進行大數據及人工智慧建構模型，聯繫到物聯網，為塑膠垃圾反向追蹤，從源

頭進行塑膠材料控管；改變當地行為模式，透過現有技術、社群媒體及青年教

育等，提高當地家戶間回收率；辦理創新技術活動、競賽及提供獎金，增加民眾

認知。 

3. 「政策及數據收集」(Data collection for informing policy)小組：海洋保護協會的 ICC

行動提供了一致的行動方案，但成果數據對於政策制定不夠具體，因此需要考

慮方法標準化及獲得足夠的數據品質，以提供為政策規劃使用，但在資料交換

上，資料標準化是重要的；泰國、越南面臨到與中國位於河川上下游的地理環

境條件，存在廢棄物如何處理與誰來負責的問題，需透過廢棄物來源辨識及協

調政策來因應；數據收集後的公開政策，內容可提供為政策制定者與民眾理解，

並提供政策有關科學基礎。 

(十一) 摘要和總結 

1. 美國、日本、韓國、泰國、印尼、菲律賓等經濟體，透過不同協調機制，如透過

法律授權，簽署 MOU、專家團體及實驗室合作、專案計畫等方式，連結並確保

有關及正確的政府部門、私部門、NGO 團體等方式，促成跨系統有關權益關係

者之聯繫與行動落實。美國、日本及泰國亦扮演有關召集推動角色，將國內議

題與行動推展至區域不同地區間進行落實。 

2. 跨國金融資本(World Bank、Circulate Capital、WPC、Plastic Energy)、社群(FullCycle)

及關注相關領域之新創技術顧問公司(SecondMuse、Gone Adventurin、Gringgo)等

私部門，透過金融支持及新興技術方式，引導廢棄物回收再利用及循環經濟市

場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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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尼、菲律賓及越南等經濟體，透過調查國內或區域內之廢棄物處理及回收情

況，並通過有關政策，促進廢棄物回收機制並協助地方政府增加回收效能與有

關設施；並透過關注婦女及青年議題之 NGO 團體，推動改善家戶垃圾回收及島

嶼廢棄物管理行動，透過行動過程改善環境問題，及民眾環境管理意識之培力。 

4. 印尼及斯里蘭卡利用公私夥伴關係協力方式推動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政策，以

解決政府經費不足、改善私部門收入及環境管理問題。 

5. APEC 計畫會持續蒐集有關文獻(已討論澳大利亞、菲律賓、智利、我國、美國)，

將著重案例與實踐經驗，含括本次研討會所分享的案例經驗，並表達歡迎提供

其他實踐案例。相關資料彙整後將提供為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之參考文件，以

共同解決海洋廢棄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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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我方於會議期間與各經濟體代表、專家、學者、非政府組織及私部門互動熱絡，各

經濟體均非常重視海洋廢棄物影響，尤其已經深刻影響到各經濟體及亞太區域的經

濟及貿易。大家均有共識會議結論能盡快提報 APEC 海洋與漁業工作小組，並將該

議題凸顯至 APEC 資深官員會議中。 

二、會中各經濟體對我方與 NOAA 衛星遙測合作監控海上駁油印象深刻，期望 NOAA 能

技術支援經濟體對於海上幽靈漁具及海洋廢棄物之監控，預計 2019 年海洋與漁業工

作小組會中發表成果報告時向大會提出。 

三、會中與該計畫研究學者互相討論在我方案例分析上資料收集方式，學者表示透過問

卷方式進行收集，且不限公部門與私部門，資料來源需大量且多元。將於日後持續

連繫並請我方提供相關資料。 

四、我方 2017 年 7 月成立海洋廢棄物治理平臺，2018 年 2 月發布臺灣海洋廢棄物治理

行動方案，以源頭減量、有效管理與移除、研究調查及強化多方合作及擴大公民及

相關權益者參與等四大策略，與本次會議重點相扣，建議下次相關會議請環保署及

專家學者一同與會，以增加我方與各經濟體間交流，並建立日後合作及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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