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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垃圾與微塑料研討會暨海洋資源可持續性利用研討會」由 APEC 海洋

可持續發展中心、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主辦，於 108 年 12 月 3 至 5 日在

中國大陸福建廈門召開。本次研討會除我國外，尚有中國、香港、智利、泰國、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秘魯、菲律賓、俄羅斯、越南等 11 個 APEC 經濟體代

表共 120 餘人參會。 

    本次研討會為期 3 天，聚焦海洋垃圾與微型塑膠治理、海藻碳匯與低值海藻

高值化利用、漁業減損與水產加工廢棄物高值化利用、海洋資源可持續利用技術

發展等議題，邀請 APEC 經濟體政府官員、學者、企業代表共同討論，並於會議

發起「藍色市民」倡議，號召社會各界及每一位市民實踐環境友好的生活方式，

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產生，進而減少海洋垃圾及塑膠污染。本次會議旨在擴大

APEC 海洋垃圾治理成效，並促進各工作組務實合作行動，推動藍色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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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微型塑膠(Microplastics) 指直徑小於 5 毫米的塑膠，依產生方式分有初級微型

塑膠及次級微型塑膠，其材質包含有 PP、PE、PET、PS 及 Nylon 等，來源包含人

工合成纖維洗衣廢水、輪胎磨損產生之粉塵、粉刷塗料粉塵、塑膠製品處理不當之

二級衍生性微塑膠、洗面乳及化妝品中添加之微珠，透過直接或間接進入水循環

後，又因污水處理設施無法將其攔截，最終以懸浮或沉積方式存水體內，從近岸河

口區域到大洋、海底、極地均有發現。微型塑膠經由接觸、攝食累積於水體生物中，

並因生物累積、生物放大作用，逐漸轉移至食物鏈上層，造成環境污染、生物危害

及消費者潛在健康風險。 

    根據 2015 年美國喬治亞大學 Jenna Jambeck 研究團隊在《科學》雜誌上發表論

文，估算 2010 年全球 192 個國家和地區生活在距離海岸 50 公里內的人口約產出

2.75 億噸的塑膠廢棄物，其中處理不當的廢棄物有 480 萬噸到 1,270 萬噸進入海洋，

其中中國、印尼、菲律賓、泰國及越南是五個重點海洋塑膠垃圾流出國。 

    為落實 APEC 領導人宣言及海洋領域的行動計劃，提高海洋在 APEC 區域社會

發展中的作用，加強區域海洋管理能力建立，促進海洋可持續發展，中國於 2010

年 6 月在 APEC 海洋資源保護工作組第 23 次年會上提出成立「APEC 海洋可持續

發展中心」倡議，後依托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於 2011 年 11 月 1 日成立。該

中心旨在通過政策研究、決策諮詢、研討培訓、對話磋商以及開展示範項目和技術

援助等活動，促進 APEC 各成員之間海洋領域的務實合作，加強海洋可持續管理，

深化海洋防災減災，推動藍色經濟合作，實現亞太區域海洋可持續發展。 

二、 議程 

(一) 開幕式 

    開幕式上，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蔡鋒所長代表主辦方致詞，歡迎各

經濟體與會代表蒞臨及參與，強調海洋垃圾和微型塑膠問題及海洋資源可持續

利用是可持續發展議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希望各 APEC 經濟體代表利用本次活

動平台，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推進海洋治理和可持續發展進程。 

(二) 第一專題「APEC 區域的海洋垃圾管理」 

1. 香港的海岸線清理及海洋塑膠污染減少 

   香港政府透過「海洋環境管理跨部門工作小組」(原名「海岸清潔跨部

門工作小組」，2012 年 11 月成立)，加強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以因應海上

垃圾問題及環境事故的工作，並建立「海上垃圾通報警示機制」，針對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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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或其他環境事件而引起的海洋垃圾潮，通知相關單位提早因應。。 

    香港政府海岸清潔策略包括從源頭減少垃圾產生、避免垃圾進入海洋、

清理海洋環境垃圾等，每年投入 150 萬元港幣經費辦理海岸線清理工作，

每日巡邏和優先清理 43 處海域，其中海面清理船隻達到 80 艘，並透過塑

膠袋限用、自願逐步淘汰個人護理微塑膠使用、與零售業合作促進和鼓勵

減少塑料包裝材料的使用等作為、管理漁業保麗龍浮具，進行源頭減量及

避免垃圾進入海洋。同時加強公眾宣傳及教育，通過環境與自然保育基金

（1,000 萬港元）分配，以支持與清潔海岸線相關的社區項目，民眾亦可藉

由信箱、熱線、臉書進行通報。另與澳門及中國大陸廣東省建立跨域治理

平台，每年定期辦理香港-澳門及香港-廣東海洋事務聯繫機制。未來挑戰

包括以無人飛行載具、網路攝影機進行海岸及熱點監控，增加 IG、

YOUTUBER 溝通平台，試行自願減少個人化妝品使用微塑膠。 

2. 智利海事管理局的海洋垃圾管理 

    針對海洋垃圾管理，智利制定了若干法律和規定，包括訂定廢水排放

排放標準，通過延伸生產者責任法、MARPOL、《倫敦公約》及《聯合國海

洋法公約》等國際公約，推動「APEC 海洋廢棄物路徑圖」，防止廢棄物（如

從船舶或水產養殖設施）非法傾倒到水道或海灘中，禁用購物塑膠袋，禁

止使用未包覆之保麗龍浮具於 Castro 海域，提高人們對海洋垃圾對環境影

響的認識，並成為第一個通過延伸生產者責任法立法的拉丁美洲國家。 

3. 泰國預防和管理海洋垃圾的能力建設 

    2016 年，泰國沿海未收集或處置不當的垃圾總量估計為 283 萬噸，其

中 12％為塑料。15％塑膠廢物(約 51,000 噸)管理不善並最終流入泰國水域。

為此泰國啟動《塑膠垃圾管理計劃》，包括開發用於塑膠垃圾管理的財政和

金融工具，促進和鼓勵生態包裝設計和以生態友好的方式替代塑膠材料，

開發塑膠容器的材料流程以及包裝庫存，實施 3R（減少-再利用-回收）塑

膠垃圾管理策略，並促進對塑膠材料及其替代品領域的相關利益相關者的

教育。泰國亦依照海洋廢棄物來源，擬定陸源及海源廢棄物管理策略或計

畫，目標在未來 5 年內，自重點海洋塑膠垃圾流出國除名。 

    到 2025 年，泰國計劃禁止在海洋中最常見的七種塑膠，包括瓶蓋封

膜、氧化分解塑膠（oxo-degradable）、塑膠微珠、一次性塑膠袋、保麗龍食

品容器、塑膠杯子和吸管。2020 年 1 月 1 日起百貨商店將停止提供一次性

塑膠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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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北極和南海海洋生物體內微塑料的污染狀況及特徵            

    來自高緯度的底棲生物攝入了較高的微塑膠，推測海冰及海流為可能

的運輸媒介，並可能透過底棲食物網進行轉移和放大現象。另在南中國海

（SCS）中亦發現大量微塑膠，較小的碎片（尺寸<0.3 毫米）佔微塑膠總量

的 92％。紡織業纖維及漁業活動均是可能產生海洋微塑膠原因之一。 

 

(三) 第二專題「海洋垃圾與微塑膠的研究進展」 

1. 東南太平洋的塑料污染：不同隔室和動態下的密集度 

    智利在第二大河比奧比奧河設置 36 監測點，監測結果發現靠近山區

微塑膠較少，靠近海洋較高，微塑膠數量隨著河流距離增加而增加。人類

活動愈密集，微塑膠數量也隨之增加。無脊椎動物幼蟲對塑膠有強烈偏好，

在長距離移動中附著在漂浮物上的碎片，可能會加劇將外來物種引入新的

棲息地。另監測結果發現，微塑膠數量無明顯季節性變化。 

2. 印度尼西亞哈山努丁大學海洋科學系海洋塑料垃圾相關工作進展 

    海洋微塑膠研究工作包括沿海地區、沉積物、河流、海鹽生產池、魚

類和底棲動物等項目，人類活動、海產養殖均會影響海中微塑膠數量及有

害物質增加。 

3. 塑膠與微生物的相互作用：微生物對海洋環境中塑料的影響 

    研究塑膠袋浸入海洋後 1-42 天變化，發現微生物隨之增加並形成生物

膜，造成微生物附著並容易使海洋動物誤食。 

4. 香港塑膠污染現況評估及其與全球塑膠問題的聯繫 

    分析香港水域的微塑膠組成：保麗龍為 44.2%、硬塑膠為 38.3%、膜狀

微塑膠為 6.9%、纖維狀微塑膠為 5.9%、粒狀微塑膠為 4.1%。另監測香港

沿岸環境的塑膠垃圾並評估其來源和時間變化，發現 60％的樣品含有微珠，

分析形狀、大小、顏色和組成可能源自個人護理產品。 

 

(四) 第三專題「私營業主減少海洋垃圾」 

1. 孵化器綠色創新方案，助力海洋環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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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CIDEG)成立於 2005 年，致力於產業發

展、環境治理與制度變遷領域的政策研究及學術交流，並於 2015 年與蘋果

公司共同發起「中國綠色夏季創新學院」，將學員組成團隊，完成實際環境

問題的創新解決方案。針對海洋垃圾部分，提出「海上減塑人」、「城市減

塑杯」、「漁具管家」等方案，緩解海洋塑膠污染。  

2. 塑料的閉環循環-應對海洋塑料垃圾挑戰 

    透過循環經濟模式，將產品經過設計生產、分配、消費、再利用後，

進行資源開發，使垃圾轉化成資源。線性經濟轉變至循環經濟，可透過押

金制及混和垃圾分選技術達成。 

    全球有 60 多個經濟體已有押金制，再配合政策法規及公眾認知，回收

率通常可達 90%以上，可顯著減少垃圾丟棄，是邁向循環無廢城市的一個

重要路徑。垃圾分選技術則可篩選出塑膠，將未分類垃圾轉化為可回收資

源。 

 

(五) 第四專題「海藻碳匯增與低值海藻高值化利用」 

1. 海藻利用與海藻碳匯增收--中國探索與實踐 

    「碳匯」是能夠吸收和儲存大量二氧化碳的生態系統，海藻具有高度

的二氧化碳容限、高成長速率，可有效進行碳封存並增加碳匯，穩定的減

緩與調節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以緩衝溫室效應。海藻的開發可運用於食

品、醫藥、美妝、農業肥料等領域，並可解決現代社會當前面臨的許多問

題，包括水安全、糧食供應、氣候變遷以及環境保護。 

2. 褐藻多醣的醫用價值及其開發利用 

    褐藻多醣（Fucoidan）具有抗氧化、抑制癌細胞、抗炎等特性，透過褐

藻多醣研究，可運用於治療癌狀患者。 

3. 泰國的野生海藻資源化利用與碳匯交易 

    野生海藻可加工成食品、化妝品(如面膜)等用途，但泰國國內生產少，

多從中國、韓國進口洋菜粉及海藻。 

4. 孟加拉海藻資源及開發利用現狀 

    在孟加拉通常將海藻作為食物食用，尤其是懷孕女性藥用食品，腐爛

的海藻則作為肥料。海藻可製作藥物、化妝品，並可作為貧苦人家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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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賺取外匯來源，惟孟加拉缺乏種植資訊、收集、加工海藻技術，透過政

府、企業共同開發，實施最新技術、人力培訓、創造就業機會，創造藍色

經濟。 

5. 褐藻羊栖多醣的研究與利用 

    羊栖菜多醣是從馬尾藻科植物羊栖菜[Sargassumfusiforme(Harv.)Setchell]

全藻中提取分離得到的多醣，可運用於開發治療風濕病、抑制 AIDS、治療

消化性潰瘍、抗皰疹藥、膽固醇降低劑等藥物。 

6. 大型藻類作為藥用食品的潛力及其開發利用 

    大型藻類可萃取角叉菜膠、褐藻醣膠等物質，角叉菜膠具有將細胞週

期停滯在特定階段特性，可發展成腫瘤細胞特異性抗癌劑，褐藻醣膠可抑

制 Hela 細胞的侵入及轉移，均有應用於醫藥產業之發展性。 

7. 微藻：能源與 CO2 之間強有力的“綠色生物橋” 

    微藻為單細胞藻類，生長速度快、種植面積小、營養價值高，利用光

合作用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固定，轉化生成油脂，可作為生質柴油的來源。 

 

(六) 第五專題「漁業減損與水產加工廢棄物加值化利用」 

1. 創新水產廢棄物開發利用一漁業增收的有效路徑 

    2017 年全球漁業產能為 171 百萬噸，其中捕撈佔 91.7 百萬噸，水產養

殖佔 79.3 百萬噸。中國水產加工現況為粗放規模、簡單加工、低附加價值，

並產生較多漁業垃圾，應進行漁業廢棄物再利用，創造高附加價值。 

    甲殼類動物殼為主要漁業垃圾之一，可提取甲殼素、幾丁質、殼聚醣

等生物活性物質，其中幾丁質和殼聚醣是有前途的材料，可應用於生物技

術、紡織、制藥品、化妝品、可吸附油脂、染料及重金屬、傷口敷料、組

織工程、凝膠藥物(吸水性佳、提高藥物吸收比例)、基金工程整合(酶固定

劑)、繃帶快速止血等項目。 

2. 大型藻類在有機肥料中的應用及紫外線防護 

    使用海藻抽取液，水稻、番茄、洋蔥均有較高的生產力，但濃度過多

反而抑制生長。馬尾藻原附加價值低，透過粗淬液研究其 UV 防護，發現

可保護皮膚及癒合傷口作用。 

3. 魚皮水解膠原蛋白的質量及生物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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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皮是魚類加工的副產品，可進一步開發新的增值產品，尤其是價格

更高的營養保健品(如水解膠原蛋白) ，以促進魚類資源開發運用。水解膠

原蛋白可激化生物活性，並提升傷口修復能力。 

4. 越南漁業廢棄物的開發利用 

    70%的魚在銷售前會加工並產生大量漁業廢棄物，漁業廢棄物可透過

研發應用技術、國際合作、研究人員及私營企業合作，將其轉化為有價值

的產品(如魚粉、魚膠等)，進而使漁業可持續發展。  

5. 綠潮爆發與滸苔廢棄物開發利用 

    綠潮係滸苔等綠色大型藻類爆發性的快速繁殖，進而覆蓋大面積的海

域及海岸而造成危害。滸苔可用作肥料和食品的原料，並可作為生產蛋白

酶、纖維素、果膠酶並形成生技產業鏈，變災為寶。 

6. 基於蝦蟹殼廢棄物的殼聚醣抗菌劑開發與應用 

    殼聚醣基新型燒傷活性敷料關鍵技術是晉大科技與 APEC 海洋可持續

發展中心/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聯合研發，亦是中國 APCE 基金項目

其中之一。該技術採用了海洋天然產物殼聚醣，開發出具備超高吸水性、

快速吸收性以及抗菌性於一體的殼聚醣基新型燒傷活性敷料。 

7. 海藻酸鈉在食品及醫用產品開發利用實踐 

    海藻酸鈉係由海帶中提取的一種天然多醣碳水化合物，可廣泛運用於

食品、醫用材料、農用產品、紡織印染、污水處理、藥物、化粧品、可食

性包裝材料、飼料等項目。 

 

(七) 藍色市民無痕海洋公益活動 

    由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主辦，於廈門白城沙灘沿線設置海洋科

普宣傳、海洋環保體驗、環保遊戲等多種攤位及淨灘活動，參與企業及團

體包含晉大納米科技(廈門)有限公司、陶朗集團、海芝元(廈門)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赫星科技有限公司、中國低碳網、南普陀義工服務社、綠水守護

者、紅樹林聯盟、小小鷗自然中心等，通過遊戲、互動、觀摩、體驗的方

式，使民眾學習海洋科普知識，領略海洋科技發展，提高海洋資源和環境

保護意識。 

 



 

7 

(八) 參訪行程 

1. 晉大納米科技(廈門)有限公司 

    瞭解銀離子抗菌材料在紡織、塑料、家電、建材、醫療等生活領域的

實際應用。 

2. 陶朗集團 

飲料瓶自動回收機、垃圾分選機實際操作。 

 

三、 會中與其他與會者互動交流情形 

(一) 於會後與香港代表交流雙方海洋廢棄物治理經驗。 

(二) 參加歡迎晚宴，並與各國代表及講者進行交流。 

(三) 參加藍色市民無痕海洋公益活動，與中國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員交

流海洋垃圾監測經驗 

四、 心得與建議 

(一) 各國為解決微型塑膠問題，紛紛採取不同積極作為，其中微形塑膠調查係規劃

治理政策之重要依據，惟目前國際上針對微型塑膠檢測方法仍尚未有定論，應

持續與各國交流擬定採樣檢測標準，制定合理的塑膠管控措施及分享監測數據，

並強化海洋環境教育、樹立保育意識，鼓勵民眾和企業減少塑膠使用量。 

(二) 臺灣每年 3-4 月有銅藻夾帶垃圾隨東北季風漂流到北海岸，影響漁民作業及景

觀，海保署將啟動衛星監測確認點位及清除，並向相關岸際管理機關通報共同

解決問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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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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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二、研討會照片 

 

研討會各經濟體代表、講者及與會人員合照 

 

 

參加歡迎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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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色市民無痕海洋公益活動 

 

 

 

 

 

 

 

 

 

 

 

 

 

 

 

 

 

 

參觀陶朗集團垃圾分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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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然資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針對九龍江口及廈門灣海洋垃圾調查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