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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2  記者 劉雨婕 報導

華燈初上時，家家戶戶忙著張羅晚餐的飯菜，而街道上的餐館也紛紛湧入用餐的民眾，每個人各

自就位，準備飽餐一頓。但是很少人知道，杯盤狼藉的背後有多少食物被丟入廚餘桶內，無奈地

結束它們的旅程。隨著現代社會持續進步，大部分的人們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但是卻踐踏了食

物的價值，將它們棄之如敝屣，也因此造成了「食物浪費」這個影響甚鉅的文明病。

 

數據會說話　剩食有多少數據會說話　剩食有多少

根據公視的記錄片【主題之夜：臺灣剩食之旅】所描述，現今臺灣食物浪費的情形已和歐美等國

家並列浪費大國（參見圖表），很難想像國土面積狹小的臺灣，所有家戶一年丟棄的廚餘量竟可

堆成一千○一十七座聖母峰，相當驚人。

臺灣的食物浪費情形已和歐美等國並列為浪費大國。（圖片來源／劉雨婕製）

而環保署也推估，全臺灣家戶一整年的總廚餘量大約是一百八十公噸，換算下來可再製成四十億

個便當，食物價值也等同於兩百五十億元，更可以提供二十三萬名學童從幼稚園到博士班整整享

用二十年的營養午餐，也能負擔海地五百五十萬飢民吃上一整年。但即使鐵錚錚的數據擺在眼前

，多數的臺灣人依然持續浪費食物而不自知。

剩食問題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討，一個是生產端的浪費，另一頭則是消費端的浪費，兩個層面環

環相扣，共同決定了食物的去向。

 

食物浪費第一線　產地食物浪費第一線　產地

許多民眾都以為剩食的主要來源來自於家戶和餐廳等消費端，但其實在產地，許多食物便因為醜

陋的「賣相」，便就此打住了它們後續的發展。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副教授張瑋琦長期鑽研臺灣食物浪費的情形，他就曾在節

目中表示：「由於現代社會崇尚消費主義，人們大多偏好選購外觀亮麗無損壞的農產品，導致產

地開始進行一連串大規模的篩選動作，挑出不合消費者眼光的農產品，於是這些未受青睞的蔬果

便成為最前線的剩食。」而就讀國立臺灣大學園藝暨景觀學系的大三學生蔡宏林對此則表示：「

我們有個專有名詞叫做採後耗損率，新鮮的園產品從採收後送到消費者手上耗損的部分，所以那

種本來外觀不佳的就不會算在裡面。」由此可知，採後損耗率的計算並不包含表面已經損壞的農

產品，而它們的功用無從得知，浪費掉的數量十分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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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為喀報第兩百○

七期，共刊登十七篇

稿件，包含十三篇社

會議題、三篇照片故

事以及一篇人物報導，類目較為集

中，但內容非常多元精采。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劉雨婕劉雨婕

哈囉，我是雨婕。

別人總是說我平易近

人， 但我卻有著開
心時會咧嘴大笑，生

氣時也異常激動的矛盾性格。 喜
歡透過文字表達內心的感受， 而
音樂和電影則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

的元素。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顏晟宇顏晟宇

成長在自由的年代

束縛於不自由的規定

有著熾熱好奇的心

有著摸索世界的熱情

我喜歡觀察生活中的人事物，用不

同的角度去體驗、去發現 我喜歡
在書桌前畫畫，沉浸在自己天馬行

空的世界裡 我喜歡四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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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迎合消費者的需求，許多賣項不佳的蔬果已在產地篩選淘汰。

（圖片來源／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產品質農產品質把關把關　蔬果經銷商　蔬果經銷商

除了產地的篩選，農產品經長途運輸送到各大蔬果批發商之後，又會進行第二階段的挑選作業，

而此時的篩選是為了挑出在運送過程中碰撞損壞或是保鮮不佳而腐敗的蔬果。在層層的把關之下

，有資格被消費者挑選的產品跟產地剛採收的數量相比可說是少之又少，而這些為了滿足消費者

眼光而被淘汰掉的蔬果，有些進了家畜的肚子，而其他的進入垃圾桶，最終不完美的蔬果也逃不

了跟垃圾一起被焚燒的下場。

歷經長途運送遭受外力碰撞導致受損的蔬果，在中繼批發商遭到淘汰。

（圖片來源／研究的頭腦，實踐的雙手）

對於這些產地和經銷商挑選所造成的浪費，任職於新竹某農產運銷股份有限公司業務部的黃先生

則說道：「國人選購農產品既要求美觀又要無瑕疵，為了迎合消費者，造成農民必須噴灑藥劑防

治病蟲害同時也防腐防氧化。」顯示國人要求多樣化的產品以供挑選，除了造成不必要的食物浪

費，也耗費了大量的運送和環境等潛在成本。

 

消費者心態　吃飽還要吃好消費者心態　吃飽還要吃好

在歷經長途運輸後，食物紛紛送到各賣場等候挑選，然而消費端的食物浪費卻遠比生產端來的驚

人。根據《天下雜誌》針對國人飲食習慣調查資料顯示：「百分之三十五的民眾每週逾三天的時

間都在外面吃晚餐，同時有六分之一的國人，每月至少吃一次吃到飽餐廳，顯示台灣人不僅愛吃

，還要吃的『澎湃』」。曾經在吃到飽火鍋餐廳工作的服務生陳政延就說：「客人挑選食材的時

候，基本上都是抱持著拿越多賺越多的心態，以為自己吃得完，然而實際上卻是剩下一大堆食物

，有的甚至連動都沒動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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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子館揮之不去　閒置無解蚊子館揮之不去　閒置無解

蚊子館不僅先天不足且後天失調，更有許多孑
孓館蠢蠢欲動。檢視當今的蚊子館問題，並追
蹤政府施政。

隨著臺灣吃到飽文化的興盛，消費者開始追求琳瑯滿目的食材，認為吃越多賺越多。

（圖片來源／TraNews）

幾十年間，消費者對於吃的觀念，從以前的吃飽就好到現在追求美觀多樣，低估了食物的價值，

甚至認為它們便宜到就算丟掉也不足為惜。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理事主席黃淑德就曾表示：

「因為每個人的生活經驗只侷限於周遭領域，他們看不到農地的生產，也看不到販售據點因為到

期日而將產品下架的動作，所以並不覺得自己是浪費的。」

食物浪費是一個積少成多的過程，一個人的浪費數量有限，但是當一整個社會開始毫無節制地對

待食物，並將它們殘忍地送進廚餘桶中，這時候的浪費所影響的範圍將會遠遠超過人類的想像。

 

減少食物浪費　從根本改變減少食物浪費　從根本改變

食物浪費這個議題相當棘手，因為它無法消失，只要人們有消費、有飲食，那麼剩食就會如影隨

形地存在，而人類所能做的就是從根本去減少浪費量。

近年來臺灣開始提倡「糧食革命」，訴求是希望民眾正視食物浪費這個刻不容緩的問題，呼籲消

費者從選擇食物開始，不買過量的食物減少廚餘量，如此一來不但能減少荷包不必要的花費，也

能大幅降低運送農產品的交通成本，達到消費者、生產者以及環境之間「三贏」的效果。農產運

銷公司的黃先生也建議消費者：「在選購農產品時盡量以當季蔬果為主，不僅價格較便宜在產品

品質上相對也比較優質。」

糧食革命呼籲消費者正視食物浪費，從食物選擇開始做起。（圖片來源／劉雨婕製）

除了推行糧食革命，臺灣也設立了食物銀行來減少剩食所帶來的影響，透過食物銀行的整合、供

給，達到「資源不浪費，台灣無飢餓」的目標。並將可食用與無損的食物保存下來，再送至需要

幫助的家戶，成為他們生活中的重要糧食來源。而許多吃到飽餐廳也明文規定顧客若是剩餘過量

食物，就會做出開罰處分，警惕消費者切忌一時貪婪而罔顧食物的價值。

食物浪費衍生出許多錯縱複雜的社會和環境問題，但是要消費者改變飲食習慣並非一蹴可幾。國

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學生劉君瑜就說：「雖然知道食物浪費很不好，但是有時候食物真的吃

不完，很難不造成浪費。」一席話道出許多民眾的心聲，由此可知，減少食物浪費是一段漫長的

旅程，直到人類切身體認到食物的價值，才能真正杜絕這個文明進步所帶來的環境浩劫。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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