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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洋垃圾無處不在，當中更以塑膠廢物最為嚴重，單單香港每年平均就有 150 萬公噸

微塑膠進入大海，可見香港微塑膠污染問題嚴重。護理化妝品是香港微塑膠污染來源

之一，但是許多消費者卻對化妝品內存有微膠珠表示毫不知情，甚至表示不知道何爲

微塑膠，可見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偏弱，以致誤成海洋垃圾污染問題的幫兇。因

此，本研究將探討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

意向，並且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從而作出相關的建議。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微塑膠

的認知程度不足，但大部分香港市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而香港市民

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爲意向並沒有明顯的影響，因

爲政府的政策及媒體的宣傳提高了市民減塑意識，所以即使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

程度低仍無損他們減少用塑的意向。 

關鍵詞：微塑膠、減塑、環境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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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及動機 

海洋垃圾無處不在，當中更以塑膠廢物最為嚴重。根據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2016）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有逾六成至八成的海洋垃圾為塑膠製品，當中有大部

分都是來自家居和休閒娛樂活動的即棄塑膠產品，如包裝袋、膠樽、膠袋和發泡膠盒

等。這些即棄塑膠產品經過分解或受陽光曝曬、海浪擊打後碎裂成碎片，逐漸形成微

塑膠。 

 

所謂的微塑膠即是指微細的膠粒，然而國際間對此尚無一致公認的定義。歐洲食物安

全局把微塑膠界定為大小介乎 0.1 微米與 5000 微米之間的不規則形狀塑膠混合物，亦

即微小如某些細菌，以至大如一顆黃豆般的膠粒。微塑膠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初

級微塑膠，例如被廣泛使用在美妝與清潔用品中的塑膠柔珠，製造出來時，尺寸就已

經小於 5 公釐。另一類次級微塑膠，是體積較大的塑膠製品，在海中長年浸泡、風化

之後，逐漸裂解成微小的塑膠碎片。這些的塑膠碎片一般分為珠狀、纖維狀、碎片狀

和綫裝浮沉於海中。(香港食物安全中心，2006)根據 Friot 和 Boucher（2017）所發表的

報告顯示，世界各地每年共有約 950 萬噸塑膠進入海洋，而這些塑膠當中有一成半至

三成是來自家庭或工業產品，如合成纖維、輪胎、船舶塗料、道路標線、個人清潔用

品和塑膠顆粒等等，甚至是來自城市的塵埃。根據報告內容，有三成半的微塑膠是在

清洗人造紡織品時所造成的；另有接近三成是在使用車胎時磨蝕而成的；而另有百分

之二是從個人護理用品中的磨砂微膠珠所積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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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微塑膠污染嚴重。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專家團隊公開報告，列出全球微膠粒污染水

域的排名。位於英國的梅西河流域為全球微膠粒污染最嚴重的水域，該處平均每平方

米就能發現約 51.7 萬件微塑膠，其次是位於韓國仁川的京畿海灘。而排行第六的是香

港，平均每平方米就能發現約 5,000 件微塑膠，其數量不容忽視。(Hurley et al., 2018) 

由此可見，香港以至世界各地都面臨微塑膠污染問題，情況相當嚴重。 

 

針對香港食水中的微塑膠含量方面，香港現時尚未有任何研究資料。然而，美國有一

項調查化驗了全球超過 12 國共 159 份食水樣本，結果發現平均有逾八成的樣本含有微

塑膠。(Orb Media，2017)雖然香港的食水樣本並無列入是次研究中，但足以令人關注港

人的食水安全問題。除此之外，香港教育大學去年三月分別檢驗三十條本地圈養及三

十條野生烏頭，發現六成野生烏頭樣本含有微塑膠，平均每條野生烏頭含有 4.3 件塑膠

碎片，當中一條更多達 80 件塑膠碎片。綠色和平亦隨之解剖多條於街市購買的海魚及

烏頭，同樣發現塑膠碎片。（綠色和平，2018）綠色和平早於 2016 年時進行過相關研

究並指出香港市民常食的烏頭、蠔和丁香魚等多達 170 種魚類及海洋生物，體內均發

現微塑膠，可見魚類及海洋生物吞噬塑膠的情況已經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而當人

類進食海產時，亦可能會因此而攝入微塑膠。微塑膠可能含有毒添加劑，或會吸附海

洋中的毒素，增加人類中毒的風險。由此可見，香港微塑膠污染問題影響深遠，為市

民的日常飲食及身體健康帶來了不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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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Tsang et al. (2016)的研究結果發現在四個近岸區域（深灣、吐露港、青衣及維多利

亞港）所收集的海水樣本當中以珠狀及類珠狀的微塑膠最多，高達九成半。由於一般

塑膠廢物難以分解成圓珠狀，因此可以推斷出香港污染源為護理及化妝品中常見的微

膠珠，亦即是護理化妝品是香港微塑膠污染的最大元兇之一。除此之外，由於海水樣

本是在不受雨水及珠江流域影響的旱季時節下採取，所以可以推斷出海中微型垃圾除

了是來自珠江外，本地排出未經處理或未有效處理的污水也是一個重要源頭。 

 

為了證明以上的推斷，香港中文大學進行了一項研究，分別在沙田污水處理廠、昂船

洲污水處理廠、油麻地避風塘以及觀塘渡輪碼頭的下水道渠口收集準備排出海面的污

水樣本。結果發現污水中含有不少的微塑膠，以油麻地避風塘為例，每 100 立方米污

水錄得超過二十萬件微塑膠，相比與維多利亞港所採得的海水樣本遠遠高得多。下水

道渠口本應是收集市區雨水渠的污水，但卻錄得驚人的微塑膠含量。這有可能是因為

駁錯喉管、非法傾倒，或是雨水冲洗建築物外牆時油漆剝落的微塑膠所致，而由於雨

水渠道收集和排放的雨水不會經過特別處理，而是直接排放出大海，因而令到微塑膠

污染問題惡化，不過具體的情況還有待研究。（梁仲禮引，2017） 

 

另一方面，個人護理產品所含的微膠珠直徑可少至一微米，而據渠務署的說法，現時

香港污水處理廠的設計並未有針對性地處理微膠珠等物質，所以大部分膠粒都會直接

排到海洋去。（梁仲禮，2017）此外，因暴雨而溢出污水處理設施的污水及用作肥料的

污水泥都是微膠珠進入海洋的途徑。（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及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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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2016）由此可見，香港微塑膠的污染源頭不單止是可能來自珠三角，更大機會是

因為香港政府處理雨水渠及污水排放不當而令到污染問題愈趨嚴重。 

 

護理化妝品是香港微塑膠污染來源之一，但是許多消費者卻對化妝品內存有微膠珠表

示毫不知情。香港綠色和平在 2016 年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就市民日

常使用磨砂或含有微膠柔珠成份產品的習慣進行調查，結果發現近五成化妝及個人護

理產品並無列明產品成份。八成半的受訪者並不知道磨砂產品中的柔珠或按摩顆粒有

可能是微膠珠；接近八成的市民不懂看產品標籤，無從得知產品是否含有微膠珠，而

接近一半受訪者有使用這些產品的習慣。由此可見，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偏

低，以致對微塑膠有誤解，不知自己的個人護理產品含有微塑膠珠，誤成為海洋垃圾

污染問題的幫兇，讓每年近兩萬億粒的微膠珠被倒進海洋之中，污染海洋。 

 

事實上，微塑膠污染是一個新興的環境議題。香港市民對其認識可能不如對其他環保

議題般熟悉，因而影響他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以致未能在生活習慣上作出針對性

的改變。雖然綠色和平已經就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做了相關的調查，但調查

內容只針對於個人護理產品，並沒有就其他微塑膠的來源去調查市民的微塑膠認知，

因此其調查結果不夠全面。有見及此，本研究將探討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

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並且研究兩者之間的關係，從而作出相關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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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微塑膠污染是一個全球性的環境議題，除了香港之外，不少國家都就微塑膠污染問題

作出相關研究，而當地政府則會就研究結果作出對應措施，以緩和微塑膠污染問題。

解決微塑膠污染問題刻不容緩，然而香港政府現時卻還未有任何針對性的政策、措施

去解決問題，如立法禁止使用微塑膠產品、監察及檢驗食水中塑膠纖維物質的含量

等。雖然現時世界衞生組織並沒就食水中含塑膠纖維物質訂定任何準則值，但仍有很

多國家從其他方面入手解決問題，例如台灣及韓國政府等已訂立禁售含微塑膠產品的

時間表。台灣及韓國均屬人口稠密的國家，與香港的生活模式近似，因此這兩個國家

的實施政策做法對香港甚具參考價值。香港政府大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做法，並且因

應香港的實際情況去制定出針對性的政策。有見及此，以下將針對台灣及韓國兩個國

家的微塑膠污染情況、其相關的對應措施及當地民眾的環保意識作文獻綜述。 

 

台灣  

Kunz et al. (2016) 進行了一個有關台灣沙灘微塑膠污染的研究，是此研究考察了台灣 4

個型態互異的海灘：沙崙、白沙灣、外木山與福隆，並從沙灘取出 10 公分厚的沙樣，

再精算微塑膠污染的總量。結果發現四片沙灘都已被微塑膠污染入侵，在 0.025 立方公

尺的沙樣中，白沙灣有 20 片微塑膠、福隆 20 片、沙崙 41 片，而離基隆港最近、有被

定期清理的外木山，亦被找出 1,016 片微塑膠。由此可見，台灣海灘亦被微塑膠污染嚴

重影響。有見及此，台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7）擬定了「限制含塑膠微粒之化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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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及個人清潔用品（含牙膏）製造、輸入及販賣」草案，提出在 2018 年後禁止國內製

造、輸入、販賣含塑膠微粒之化粧品及個人清潔用品，以緩和微塑膠污染問題。 

 

至於台灣市民的環保意識方面，面對微塑膠污染這個新興議題，台灣綠色和平進行了

有關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六成的受訪民眾都表示不知道化妝清潔產品內的柔珠其實

是塑膠微粒。不過超過八成的受訪民眾表示願意選擇環保的替代產品，例如以燕麥、

杏仁子取代塑膠微粒，另外亦有超過九成的受訪民眾贊成環保署立法禁用柔珠。從以

上可見，台灣政府和台灣市民面對微塑膠污染問題都抱有積極的態度，兩者都願意去

解決微塑膠污染問題。（陳文姿引，2016） 

 

南韓  

南韓學者 Song et al. (2015)在韓國南部海岸進行微塑膠污染的研究，分別採取了七個海

水樣本，結果發現平均每公升海水就含有超過 60 粒微塑膠，當中有七成半是微塑膠碎

片；有接近一成半是球狀型塑膠；而合成纖維則不到一成。其中七個海水樣本中，最

高微塑膠含量的是鄰近污水海洋排污口的海水樣本，達到每公升海水含有 247 粒微塑

膠的紀錄。從以上研究顯示，南韓微塑膠污染污染問題非常嚴重。 

 

面對嚴峻的微塑膠污染問題，南韓政府在 2016 年下半年宣佈在 2018 年 7 月起全面禁售

含微塑膠的化妝品。雖然南韓公布禁令的時間比台灣遲，但實際禁止販售的時間卻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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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早兩年，提前保障消費者與環境安全，可見南韓政府解決微塑膠污染問題的決

心。（韓國 2018 年，2016） 

 

南韓政府早在九十年代已經積極推動環境保育，南韓市民的環保意識亦因此而有所提

高。就以回收廚餘為例，南韓在 90 年代開始實行廚餘回收計劃，計劃一直按現實環境

問題作出調改，而廚餘回收率更由 2000 年的百分之四十五上升至 2009 年的百分之九十

五。可見，南韓市民積極配合政府的環保政策，其環保意識甚高。（立法會秘書處資料

研究組，2013） 

 

從以上兩個國家的微塑膠污染情況、相關的對應措施及當地民眾的環保意識可以得知

政府政策有效解決微塑膠污染問題，同時亦需要市民的支持。由此可見，市民的環保

態度影響著當地能否有效解決微塑膠污染問題。因此，本研究希望藉著重點探討香港

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並且找出兩者之

間的關係，從而作出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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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將分為三部份：第一、調查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微塑膠是

一個相對較新的環境議題，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識不多，因此可能會影響他們實踐

減塑生活。第二、調查香港市民有關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塑膠產品

為我們帶來方便，同時亦帶來污染問題。面對污染問題，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有多

少人願意去實踐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是本文的探究重點之一。第三、找出香港市民

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之間的關係。本文想透過問卷調查和

訪談去探討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到底會否影響其日常生活減塑行為的意向。 

 

假設 

（一） 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嚴重不足。 

（二） 大部份香港市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 

（三） 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只有很少程度上影響其日常生活習慣。 

 

本文希望透過問卷調查和訪談去探討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其減少產生微塑

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並且找出兩者之間的關係，從而作出相關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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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將會採用問卷調查及訪談兩種研究方法。問卷調查是以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

以街頭問卷及網上問卷兩種形式派發，預期收回 200 份問卷，而最後收回 181 份有效

問卷。問卷一共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是調查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第二部份是

調查香港市民日常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意向；第三部份是問及其他相關問題，例

如：獲得環境保護訊息的途徑、是否認識環保署為宣傳環保運動而設計的角色—「大

嘥鬼」等；第四部份則是詢問受訪民眾的基本資料。 

 

問卷的第一部份是以「對錯」選擇題方式為受訪者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計分，一共 32

題，內分四個範疇，第 1 至第 5 題為微塑膠的基本概念、第 6 至第 16 題為微塑膠的來

源、第 17 至第 25 題為微塑膠的影響、第 26 至第 32 題為微塑膠的處理方法。受訪者能

夠正確判斷的有一分，不能夠正確判斷的或選填「不知道」的沒有分。總分為 32 分，

16 分為合格分數，分數越高表示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越高，反之則否。 

 

問卷的第二部份是以四分法方式評估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意

向，分為「非常同意」、「同意」、「不太同意」、「極不同意」，計分分別為 4 分、3 分、2

分、1 分。該部份一共有 17 題，分為三個範疇，第 1 至第 4 題為購物行爲意向、第 5

至第 14 題為減塑行爲意向、第 15 至第 17 題為響應環保行爲意向。總分為 68 分，34

分為合格分數，分數越高表示越願意在日常生活做減塑行爲，反之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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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單單依靠問卷調查未必能作出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在了解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

程度在日常生活習慣方面的影響。因此，需要進行訪談才可得出更深入的資料。訪談

同樣都是以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以面談的方式，在街上訪問四位途人，主要內容圍

繞其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背後的因素，以及其對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

向的看法及背後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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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 

在兩個多月來一共收集了 197 份問卷，當中只有 181 份有效問卷，另外 16 份問卷被評

為失效，原因是受訪者未能提供完整的資料，沒有把問卷中的所有問題完成，因此把

這 16 份問卷剔除出來。181 份有效問卷中分別為 140 份網上問卷及 41 份街派問卷。 

 

有關問卷第二部份（市民日常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意向）量表題目已進行了 SPSS 信

度分析，結果顯示 Cronbach 的 Alpha 等於 0.857，即大於 0.7。由此可見，該部份的量表

題目有一定的可靠性。 

  

表一：針對香港市民日常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量表題目的信度分析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 的 Alpha 項目數 

.857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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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第一節：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 

在微塑膠的認知部份中，總分為 32 分，而在 181 位受訪者當中，最高有人取得 29 分，

最低 0 分，平均值為 12.35 分，此分實為不合格分數。而在 181 位受訪者當中只有 63

人取得合格成績，亦即是只有近三成五的受訪者合格。 

 

此外，這部份的問題一共細分為四個範疇，包括微塑膠的基本概念、來源、影響及處

理方法。根據所收集回來的問卷結果所顯示，雖然各範疇的平均分滿分是一分，但各

平均分卻只介乎於 0.32 至 0.42 分之間，均為不合格，而各個範疇的合格率亦偏低，當

中以微塑膠的來源這範疇的合格率為最低，只有二成八的受訪者在這部分取得合格。 

 

#該部分的分數為不合格 

表二：受訪者在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部分的得分 

 認知總分 基本概念 來源 影響 處理方法 

最小值 #0 / 32 #0 / 1 #0 / 1 #0 / 1 #0 / 1 

最大值 29 / 32 1 / 1 0.71 / 1 1 / 1 0.92 / 1 

平均分 #12.35 / 32 #0.42 / 1 #0.32 / 1 #0.41 / 1 #0.38 / 1 

合格人數 63 / 181 61 / 181 52 / 181 60 / 181 58 / 181 

合格率 34.8% 33.7% 28.7% 33.1%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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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受訪者在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部分的分數分佈 

 

 

在訪談過程當中，當問及受訪者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背後的因素時，受訪者表示： 

“知道什麽是微塑膠，但只是知道一些基本，例如知洗面奶入面的磨砂粒是微塑

膠的一種，更深入的就不知道。這些都是我平時在 FACEBOOK 見到朋友轉發才知

道，學校沒有教過。我覺得學校應該要教，不可以只教空氣污染、廢物污染。我

們要知什麽是微塑膠才可以對症下藥，改善環境” 

 

“不管是小學還是中學，都沒有教授有關微塑膠的課題。雖然知道要回收膠製品

和減少用膠，但卻不知道背後的嚴重性，更不知道什麽是微塑膠。” 

一半受訪者表示對微塑膠的認知不多，甚至連微塑膠是什麼都不清楚。而他們均認為

學校教育不足是造成他們對微塑膠的認知偏低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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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 

在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部分中，總分為 68 分，而在 181 位受訪者當

中，最高有人取得 64 分，最低 0 分，平均值為 40.1 分，此分為合格分數。而在 181 位

受訪者當中有 135 人取得合格成績，亦即是有近七成五的受訪者合格。 

 

此外，這部份的問題一共細分為三個範疇，包括購物行爲意向、減塑行爲意向及響應

環保行爲意向。根據所收集回來的問卷所顯示，受訪者在這三個範疇的表現不俗。各

範疇的平均分滿分為四分，而各範疇的平均分介乎於 2.18 至 2.44 分之間，均為合格分

數。各個範疇的合格率也相當高，當中以減塑行爲意向這範疇的合格率為最高，過八

成的受訪者在這部分取得合格；而合格率最低的購物行爲意向範疇也有近六成半。 

 

#該部分的分數為不合格 

表三：受訪者在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部分的得分 

 行爲意向總分 購物行爲意向 減塑行爲意向 響應環保行爲意向 

最小值 #0 / 68 #0 / 4 #0 / 4 #0 / 4 

最大值 64 / 68 4 / 4 3.7 / 4 4 / 4 

平均分 40.1 / 68 2.18 / 4 2.44 / 4 2.34 / 4 

合格人數 135 / 181 116 / 181 150 / 181 129 / 181 

合格率 74.6% 64.1% 82.9% 71.2% 



19 
 

圖二：受訪者在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部分的分數分佈 

 

 

在訪談過程當中，當問及受訪者對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的看法及背後

原因時，受訪者表示： 

“平時會回收膠樽都是因爲電視有廣告常常叫人這樣做。有時在街上見到有膠樽

回收箱都會提醒自己要多回收。” 

 

“在 FACEBOOK 見到朋友分享有關膠污染的文章或影片都會按入去看看，知道原

來膠污染的情況這麽嚴重後就促使我減少用塑膠。政府之前有膠袋徵收費都令到

我們養成自己帶環保袋購物，如果沒有帶就要給錢買袋，所以爲了避免被收費就

被迫一定要自己帶袋。所以都可以說是政府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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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對微塑膠毫無認識，但日常生活從電視廣告、社交網站接觸到的減塑訊息

和政府的政策驅使我們減少用塑。之前在 FACEBOOK 見到綠色和平呼籲拒用膠飲

管，改用不鏽鋼飲管代替。他們之前有人爬摩天輪宣揚「走塑」訊息，那麽激的

行爲當然引起大家關注，朋友瘋狂分享同討論，確實是成功令大衆知道「走塑」

的訊息，提高了意識。” 

四位受訪者都表示在日常生活都願意減少用塑，而主要原因是政府的政策迫使及媒

體，如：電視、社交網站等的宣傳促使。政府的政策及媒體廣泛的宣傳成功傳達「走

塑」的訊息，提高他們的減塑意識。 

 

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整體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方面，利用SPSS單因

數變異數分析後，結果顯示p值為0.210，即高於0.05，所以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和減少產

生微塑膠的行爲意向兩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即代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香港市

民願意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爲意向並沒有明顯的影響。 

 

 

表四：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整體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17.911 27 .663 1.238 .210 

群組內 81.989 153 .536   

總計 99.9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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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購物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方面，利用SPSS單因數變異數分析

後，結果顯示p值為0.056，即高於0.05，所以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和購物行爲意向兩者之

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即代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香港市民購物行爲意向並沒有明顯

的影響。 

表五：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購物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購物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9.061 27 1.447 1.536 .056 

群組內 144.143 153 .942     

總計 183.204 180       

 

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減塑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方面，利用SPSS單因數變異數分析

後，結果顯示p值為0.354，即高於0.05，所以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和減塑行爲意向兩者之

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即代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香港市民減塑行爲意向並沒有明顯

的影響。 

表六：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減塑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減塑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16.436 27 .609 1.094 .354 

群組內 85.138 153 .556   

總計 101.57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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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響應環保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方面，利用SPSS單因數變異數分

析後，結果顯示p值為0.353，即高於0.05，所以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和響應環保行爲意向

兩者之間並沒有顯著的關係，即代表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香港市民響應環保行爲意向

並沒有明顯的影響。 

表七：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響應環保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響應環保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3.191 27 1.229 1.095 .353 

群組內 171.803 153 1.123   

總計 204.994 180    

 

  



23 
 

第三節：其他相關問題 

當問及受訪者最常從哪裡獲得有關環境保護的訊息時，大多數人表示從媒體，如電

視、收音機廣播等獲取環保資訊，其次是從網上獲取資訊。此外，逾八成受訪者表示

認識環保署為宣傳環保運動而設計的角色—「大嘥鬼」。以上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媒

體宣傳是香港市民最常獲取環保資訊的一大途徑，而透過媒體的宣傳確實能夠有效把

環保資訊傳達給市民，「大嘥鬼」就是其中一個成功例子。 

圖三：獲取環境保護訊息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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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是否認識環保署為宣傳環保運動而設計的角色—「大嘥鬼」 

 

 

而當問及是否贊成政府立法禁止市場售賣微塑膠產品時，八成半的受訪者表示贊成。

即使立法後產品售價可能會增加後，仍有過六成的受訪者贊成。 

圖五：是否贊成政府立法禁止市場售賣微塑膠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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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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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一） 調查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不論是對微塑膠的基本概念、來源、影響，以至處理方法都

認識不多。受訪者在這四個範疇的表現都偏弱，各平均分都不合格，而各個範疇的合

格率亦偏低。因此，從問卷調查結果可得知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不足。 

 

而根據訪談結果所顯示，受訪者都認爲造成他們對微塑膠的認知不足主要的原因是學

校教育不足。他們認爲學校一般只會教空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光污染等等較廣爲

人知的環境議題，但一些較爲新興的環境議題，如：微塑膠污染、極區生態快速改變

等等則沒有被提及過，所以大部分人就只認識空氣污染等等的環境議題，而對微塑膠

污染就一無所知，就連微塑膠的來源以至其嚴重性都不了解。 

 

事實上，環境教育是推動環保工作的原動力，它有效於讓學生認知和瞭解環境議題。

（何建宗，2002）可惜，環境教育在現時的小學課程設計中只是扮演著較附屬和次要

的角色，一般都不當為學校議程的首位，與公民教育、國民教育及性教育等議題一

樣，是眾多跨學科主題之一而已。雖然不少學校會舉辦一些綠化活動，如環保午膳、

環保開放日、環保週、「一人一花」種植活動和課室節約能源比賽等，讓學生了解有

關環境的知識，但上述的活動多屬一次性、短期及獨立的學習活動，所以此等活動對



26 
 

增加學生的環保知識效用不大。（鄭雅儀和蘇詠梅，2011）從訪談結果及上述的文獻

可得知學校的環境教育不足，以致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不足。 

 

（二） 調查香港市民有關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 

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在日常生活行為意向（購物行爲意向、減塑行爲意向及響應

環保行爲意向）的表現不俗。各個範疇的平均分都合格，合格率也相當高。因此，從

問卷調查結果可得知大部分的香港市民都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 

 

而根據訪談結果所顯示，受訪者都認爲政府政策及媒體宣傳有效促使他們減少用塑。

其中一位受訪者指出電視廣告經常播放有關減塑的訊息，有效鼓勵他們減少用塑。此

外，政府亦有制定相關政策促使市民減少用塑，例如膠袋徵收費條例促使他們養成自

備環保袋購物。因爲如果沒有帶環保袋就要給額外金錢買膠袋，所以爲了避免被收

費，他們就被迫一定要自備環保袋。可見，媒體宣傳及政府政策是香港市民會在日常

生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的主要推動力。 

 

英國開始實施塑膠袋的收費政策後，大型連鎖超市的總塑膠袋用量由過去一年的 76.4

億個下跌到今年的 6.4 億個，成功將塑膠袋使用量減少了超過八成。連鎖超市行長表示

塑膠袋收費的政策讓顧客每星期減少使用大約 3000 萬個塑膠袋。（減塑政策，2016）

可見，政府政策能有效推動市民減少產生微塑膠。除此之外，荒野保護協會亦曾拍片

並透過網路媒體分享給大眾，而瀏覽次數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已有上百位民眾觀看。可



27 
 

見，媒體宣傳在推廣減少用塑的影響力。從訪談結果及上述的事例可得知政府政策及

媒體宣傳確實有效促使市民減少用塑，令大部分的香港市民在日常生活中都願意減少

產生微塑膠。 

 

（三） 找出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其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從問卷數據分析結果可見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香港市民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

爲意向並沒有明顯的影響，不管是在整體的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爲意向、購

物行為意向、減塑行為意向，還是響應環保行為意向，微塑膠的認知程度都沒有對其

造成明顯的影響。 

 

而根據訪談結果所顯示，受訪者認為即使他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低，但仍無阻他們

減少用塑，主要原因是因為政府政策及媒體宣傳已提高了市民減塑意識。政府的一些

相關環境政策驅使市民注重環保，實踐減塑生活。而在日常生活中，媒體如電視、社

交網站等經常廣泛宣傳有關環保資訊，引起市民關注，促使市民減少用塑。就如「大

嘥鬼」一樣廣為市民所認識，可見媒體的宣傳確實能夠有效把環保資訊傳達給市民。

有見及此，基於政府政策及媒體宣傳已成功提高了市民減塑意識，所以即使市民對微

塑膠的認知程度低仍無阻他們減少用塑。（荒野保護協會，2014） 

 

  



28 
 

總結 

（一） 調查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 

回應第一項的研究目的，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不足而造成這個現象的主要因

素是學校教育不足。 

 

（二） 調查香港市民有關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 

回應第二項的研究目的，大部分香港市民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而驅使

市民願意減少用塑的主要因素是政府政策及媒體宣傳。 

 

（三） 找出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回應第三項的研究目的，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對香港市民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

爲意向並沒有明顯的影響。基於政府政策及媒體宣傳已成功提高了市民的減塑意識，

所以即使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不多，他們仍會減少用塑。 

 

從此研究顯示，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不足，但大部分香港市民願意在日常生

活中減少產生微塑膠。即使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不多，但仍會減少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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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學校教育不足是導致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不足的主要因素。根據問卷調查結

果，教育程度為小學和中學的受訪者在問卷第一部份（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的平均

分分別只有 11.1 分及 8.54 分，相對地比教育程度為大學的受訪者較為低。因此，以下

將針對中小學的環境教育作出建議： 

 

（一）加強中小學持續性的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在一般學校中只是附設的課題，並沒有獨立成科或備受重視，因而未能讓學

生全面認識各類環境議題。有見及此，中小學校應加強持續性的環境教育，如就小一

至小六的常識課題進行課程統整，編製校本綠色課程，或是配合學校的硬件設置，編

定各個年級的學習主題，由淺入深的教導學生環保的概念。另外，中小學校亦可將環

保的理念融入各科課程，以及進行跨學科的專題研習，讓學生從各個層面了解保護環

境的重要及增長環境知識，從而培養他們的環保態度，促使他們願意減少用塑。（鄭

雅儀和蘇詠梅，2011） 

 

（二）學校可與不同非牟利機構合作舉辦一系列持續性的環保計劃 

中小學所舉辦的環保活動大多是一次性、短期及獨立的學習活動，所以難以培養學生

的環保知識及態度。（鄭雅儀和蘇詠梅，2011）而且，學校老師亦缺乏足夠的內容和

教材去處理環境議題。（Lee, Lam, & Williams, 2009）有見及此，學校可與不同非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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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合作舉辦一系列持續性的環保計劃，以推展環境教育，讓學生透過持續參與環保

計劃去培養環保知識及態度，鼓勵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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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限制 

本研究雖進行了 181 份問卷調查，但訪談方面只邀請了四位香港市民進行，所以訪談

所得出的結果及討論未必夠全面，但望能從四位市民的看法中找出微塑膠的認知程度

與減少產生微塑膠的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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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問卷樣式 

探討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 

本研究計劃目的在於探討香港市民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及其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調查

結果只會用作學術研究，所有收集所得的個人資料不會向任何第三方披露。閣下的調查結果將嚴格

保密，所有資料將會於研究結束後銷毀。 

 

第一部份：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 

請判斷以下的句子是否正確。 

  
正
確 

不
正
確 

不
知
道 

微
塑
膠
的
基
本
概
念 

1.  微塑膠泛指體積或長度少於 5 毫米的微型膠粒或碎片。    

2.  全球微塑膠問題嚴重。    

3.  香港每年平均有 150 萬公噸微塑膠流入大海。    

4.  海裡的塑膠垃圾會被風浪、陽光和生物分解成微型垃圾，形成微塑膠。    

5.  全球的塑膠回收率偏低，只有 15%。    

微
塑
膠
的
來
源 

6.  香港的微塑膠污染源頭只有是來自珠三角的污染物，沒有本地污染物。    

7.  牙膏、化妝品及個人護理產品是微塑膠的其中一個來源。    

8.  潔膚產品中的極細小顆粒就是微塑膠。    

9.  

潔膚產品和牙膏的標籤中含有 PE、PP、PET、PMMA、Nylon-6、Nylon-

12 字眼即代表含有微膠珠，會產生微塑膠。 

   

10.  裝飾品、顏料及化妝品的閃粉含有微細的膠粒，對生態造成破壞    

11.  使用洗衣機洗衣有機會會產生微塑膠。    

12.  駕駛時磨蝕車胎都會製造微塑膠。    

13.  只有進行海上運動如游水、潛水等才會產生微塑膠。    

14.  道路設施經風化和侵蝕後剝落會產生微塑膠。    

15.  海上建築或船艦塗層剝落後會形成微塑膠。    

16.  大部份的海中微塑膠都是來自海上運動。    

17.  微塑膠是經由污水、河流和空氣等途徑進入大海。    

微
塑
膠
的
影
響 

18.  美國及英國的食水被驗出含有微塑膠。    

19.  微塑膠在生產時會被添加化學物質。    

20.  微塑膠在漂流時會吸附海洋中的毒素。    

21.  海洋生物有機會會誤食微塑膠。    

22.  只有少數海洋生物被驗出含有微塑膠。    

23.  人類常食用的海產如蠔、龍蝦、沙甸魚都被驗出含有微塑膠。    

24.  常吃海鮮大餐可能會將逾萬顆的塑膠微粒吃進身體裡    



38 
 

25.  人類食了帶有微塑膠的海產亦不會對健康有害。    

微
塑
膠
的
處
理
方
法 

26.  在香港，只有污水渠被驗出帶有微塑膠；雨水渠則沒有。    

27.  由雨水渠收集和排放的雨水都需要經過污水處理廠的特別處理程序。    

28.  香港污水處理廠的設計能有效針對處理微膠粒等物質。    

29.  在膠製品中，只有膠樽可回收。    

30.  停用塑膠產品如膠飲管、即餐具，無助緩和微塑膠污染問題。    

31.  減少使用含微膠珠的潔膚產品和牙膏有助改善微塑膠污染問題。    

32.  減少清洗人造纖維衣服有助改善微塑膠污染問題。    

 

第二部份：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 

你有多大程度同意以下的句子： 

  
極
不
同
意 

不
太
同
意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購
物
行
爲
意
向 

1.  購買時，我會參閱該產品的成份標籤     

2.  我會因環保的理由，購買對環境污染較少的產品     

3.  為了環保，我願意用較昂貴的個人護理產品     

4.  我會拒買過度包裝的產品     

減
塑
行
爲
意
向 

5.  我清楚知道我的個人護理用品殘餘物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6.  我有使用有磨砂作用（白色顆粒）的產品     

7.  我會減少使用個人消耗物品（塑膠袋、免洗餐具等）     

8.  我會準備衛生筷子及不鏽鋼飲管以避免使用免洗餐具和膠飲管     

9.  我有將膠瓶送到回收箱的習慣     

10.  我購物時有自備購物袋的習慣     

11.  我會重複使用塑膠袋     

12.  我外出時會自備水樽，少買樽裝飲品     

13.  我一星期至少開動洗衣機衣七次     

14.  我常常駕車     

響
應
環
保
行
爲
意

向 

15.  
我曾經參加過環保社團或環保團體所舉辦的活動     

16.  
我支持環保團體對減塑的主張     

17.  
我個人關心香港環保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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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其他相關問題 

1. 你最常從哪裡獲得有關環境保護的訊息？（可選擇多項） 

□ 網上獲取  □ 看書  □ 媒體（電視，廣播等） □ 學校（環境教育）  

□ 報刊雜誌  □政府部門的宣傳工作 

 

2. 你認識環境保護署為宣傳環保運動而設計的角色—「大嘥鬼」嗎？ 

□ 認識  □ 不認識 

 

3. 你贊成政府立法禁止市場售賣微塑膠產品，以其他物料取締嗎？ 

（政府自 2018 年 2 月起禁止政府建築物內的自動販賣機售賣一公升以下的樽裝水） 

□ 贊成（跳到 Q5）  □ 不贊成 

 

4. 為什麼你不贊成政府立法禁膠？ 

□ 沒有成效  □ 經濟因素  □ 麻煩  □ 其他：_______________ 

 

5. 政府立法禁膠後，產品售價可能會增加，你仍會贊成嗎？ 

□ 贊成  □ 不贊成 

 

第四部份：個人資料 

1. 性別：□ 男 □ 女 

 

2. 職業：________________（如果你是學生，請寫明你是幾多年級的學生。如：小學二年級學生） 

 

3. 年齡： □ 20 歲以下  □ 20 歲至 40 歲  □ 41 歲至 60 歲   

 

4.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 小學  □ 中學  □ 大專或以上 

 

5. 居住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完畢，謝謝） 

感謝閣下抽出寶貴的時間參與是項研究，如閣下想獲得更多有關這項研究的資料,請與鄭曼怡聯絡,電

話 或聯絡她/他們的導師曾耀輝,電話 。如閣下對這項研究有任何意見,可隨時與香

港教育學院科學及環境研究助理教授曾耀輝聯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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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卷調查結果 

 

 

#該部分的分數為不合格 

 

  

表一：針對香港市民日常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量表題目的信度分析 

可靠性統計量 

Cronbach 的 Alpha 項目數 

.857 17 

表二：受訪者在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部分的得分 

 認知總分 基本概念 來源 影響 處理方法 

最小值 #0 / 32 #0 / 1 #0 / 1 #0 / 1 #0 / 1 

最大值 29 / 32 1 / 1 0.71 / 1 1 / 1 0.92 / 1 

平均分 #12.35 / 32 #0.42 / 1 #0.32 / 1 #0.41 / 1 #0.38 / 1 

合格人數 63 / 181 61 / 181 52 / 181 60 / 181 58 / 181 

合格率 34.8% 33.7% 28.7% 33.1%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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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部分的分數為不合格 

 

表五：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購物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購物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9.061 27 1.447 1.536 .056 

群組內 144.143 153 .942     

總計 183.204 180       

表三：受訪者在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部分的得分 

 行爲意向總分 購物行爲意向 減塑行爲意向 響應環保行爲意向 

最小值 #0 / 68 #0 / 4 #0 / 4 #0 / 4 

最大值 64 / 68 4 / 4 3.7 / 4 4 / 4 

平均分 40.1 / 68 2.18 / 4 2.44 / 4 2.34 / 4 

合格人數 135 / 181 116 / 181 150 / 181 129 / 181 

合格率 74.6% 64.1% 82.9% 71.2% 

表四：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整體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17.911 27 .663 1.238 .210 

群組內 81.989 153 .536   

總計 99.900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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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減塑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減塑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16.436 27 .609 1.094 .354 

群組內 85.138 153 .556   

總計 101.574 180    

 

表七：微塑膠的認知程度與響應環保行爲意向之間的關係 

變異數分析 

響應環保行爲意向平均分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 F 顯著性 

群組之間 33.191 27 1.229 1.095 .353 

群組內 171.803 153 1.123   

總計 204.99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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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部分的各題得分情況 

 題目 正確答案 能夠正確判斷的人數 

不能夠正確判斷的人數 

(包含選填「不知道」的

人) 

微塑膠的基本概念 

1 正確 58 123 

2 正確 131 50 

3 正確 48 133 

4 正確 68 113 

5 正確 51 130 

微塑膠的來源 

6 不正確 88 93 

7 正確 94 87 

8 正確 84 97 

9 正確 53 128 

10 正確 88 93 

11 正確 46 135 

12 正確 59 122 

13 不正確 40 141 

14 正確 66 115 

15 正確 79 102 

16 不正確 55 126 

17 正確 84 97 

微塑膠的影響 

18 正確 42 139 

19 正確 81 100 

20 正確 68 11 

21 正確 140 41 

22 不正確 64 117 

23 正確 84 97 

24 正確 82 99 

25 不正確 95 86 

微塑膠的處理方法 

26 不正確 37 144 

27 不正確 17 164 

28 不正確 36 145 

29 不正確 34 147 

30 不正確 83 9 

31 正確 108 73 

32 正確 73 108 

 



44 
 

表九：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的各題意向情況 

 題目 極不同意 不太同意 同意 非常同意 

購物行爲意向 

1.  13 56 90 22 

2.  10 29 109 33 

3.  17 34 103 27 

4.  12 21 112 36 

減塑行爲意向 

5.  20 55 85 21 

6.  29 2 57 22 

7.  6 12 123 40 

8.  6 34 111 30 

9.  9 33 101 38 

10.  5 13 106 57 

11.  9 10 99 63 

12.  6 17 107 51 

13.  33 79 35 34 

14.  93 56 12 19 

響應環保行爲意向 

15.  23 36 97 25 

16.  7 9 121 44 

17.  8 7 127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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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受訪者的性別分佈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男 82 45% 

女 99 55% 

表十一：受訪者的年齡分佈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0 嵗以下 84 47% 

20 嵗至 40 嵗 56 31% 

41 嵗至 60 嵗 39 22% 

表十二：受訪者的教育程度分佈 

教育程度 人數 百分比 

小學 42 23% 

中學 44 24% 

大專或以上 95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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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受訪者在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部分的分數分佈 

 

 

圖二：受訪者在減少產生微塑膠行為部分的分數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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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獲取環境保護訊息的途徑 

 

 

圖四：是否認識環保署為宣傳環保運動而設計的角色—「大嘥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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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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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1%

你認識環保署為宣傳環保運動而設計的角色—「大嘥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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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是否贊成政府立法禁止市場售賣微塑膠產品 

   

為什麼你不贊成政府立法禁膠？ 

1 麻煩       15 人 

2 經濟因素     6 人 

3 沒有成效     6 人 

政府立法禁膠後，產品

售價可能會增加，你仍

會贊成嗎？ 

贊成         123 人 

不贊成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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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訪談問題 

第一部份：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 

1. 你有聽過「微塑膠」一詞嗎？ 

2. 你知道什麼是微塑膠嗎？ 

3. 你知道微塑膠是怎樣形成的嗎？ 

4. 你知道微塑膠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5. 你認為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是偏低、中等，還是偏高？ 

6. 你認為造成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偏低/中等/偏高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第二部份：減少產生微塑膠的日常生活行為意向 

1. 你有多大程度上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2. 你認為有什原因令你願意/不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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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訪談稿 

受訪者：市民 A 

受訪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 

問： 你有聽過「微塑膠」一詞嗎？ 

答： 有 

問： 你知道什麼是微塑膠嗎？ 

答： 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是怎樣形成的嗎？ 

答： 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答： 知道 

問： 你認為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是偏低、中等，還是偏高？ 

答： 中等 

問： 你認為造成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中等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答： 學校沒有教。即是我知道什麽是微塑膠，但只是知道一些基本，例如知道洗

面奶入面的磨砂粒是微塑膠的一種，但更深入的就不知道。但其實這些都是

我平時在 FACEBOOK 見到朋友轉發才知道，學校沒有教過。我覺得學校應

該要教，不可以只教空氣污染、廢物污染。我們要知什麽是微塑膠才可以對

症下藥，改善環境 

問： 你有多大程度上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都頗願意，因為情況都挺嚴重。 

問： 你認為有什原因令你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51 
 

答： 可能是因為平時在 FACEBOOK 見到朋友分享有關膠污染的影片，按入去看

看才知道原來膠污染的情況這麽嚴重後就促使我減少用塑膠。政府之前有膠

袋徵收費都令到我們養成自己帶環保袋購物，如果沒有帶就要給錢買袋，所

以爲了避免被收費就被迫一定要自己帶袋。所以都可以說是政府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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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市民 B 

受訪日期：2018 年 3 月 27 日 

問： 你有聽過「微塑膠」一詞嗎？ 

答： 有 

問： 你知道什麼是微塑膠嗎？ 

答： 不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是怎樣形成的嗎？ 

答： 不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答： 不知道 

問： 你認為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是偏低、中等，還是偏高？ 

答： 偏低 

問： 你認為造成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偏低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答： 可能是因為學校沒有教過。因為不管是小學還是中學，都沒有教授有關微塑

膠的課題。雖然知道要回收膠製品和減少用膠，但卻不知道背後的嚴重性，

更不知道什麽是微塑膠。 

問： 你有多大程度上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普通，都願意的。簡單的都肯做，例如回收膠樽。 

問： 你認為有什原因令你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平時會回收膠樽都是因爲電視有廣告常常叫人這樣做。有時在街上見到有膠

樽回收箱都會提醒自己要多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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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市民 C 

受訪日期：2018 年 4 月 8 日 

問： 你有聽過「微塑膠」一詞嗎？ 

答： 有 

問： 你知道什麼是微塑膠嗎？ 

答： 不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是怎樣形成的嗎？ 

答： 不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答： 不知道 

問： 你認為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是偏低、中等，還是偏高？ 

答： 偏低 

問： 你認為造成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偏低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答： 可能是因為自己沒有主動去接觸相關資訊，沒有太大興趣去主動了解何為微

塑膠及其他資料。而且日常都不多途徑去了解微塑膠，最多只是電視廣告叫

人少用膠，但並沒有更進一步的資訊。 

問： 你有多大程度上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一般 

問： 你認為有什原因令你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電視廣告經常叫人少用膠，所以可能久而久之潛移物化之下減少用塑膠。雖

然對微塑膠毫無認識，但日常生活從電視廣告、社交網站接觸到的減塑訊息

和政府的政策驅使我們減少用塑。之前在 FACEBOOK 見到綠色和平呼籲拒

用膠飲管，改用不鏽鋼飲管代替。他們之前有人爬摩天輪宣揚「走塑」訊

息，那麽激的行爲當然引起大家關注，朋友瘋狂分享同討論，確實是成功令

大衆知道「走塑」的訊息，提高了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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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市民 D 

受訪日期：2018 年 4 月 11 日 

問： 你有聽過「微塑膠」一詞嗎？ 

答： 有 

問： 你知道什麼是微塑膠嗎？ 

答： 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是怎樣形成的嗎？ 

答： 知道 

問： 你知道微塑膠會帶來什麼影響嗎？ 

答： 知道 

問： 你認為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是偏低、中等，還是偏高？ 

答： 中等 

問： 你認為造成你對微塑膠的認知程度中等的主要因素是什麼？ 

答： 平時電視有賣廣告叫人少用膠，有那隻什麼「大嘥鬼」在跳舞。而且我有朋

友本身很關心環境問題，她自己都在綠色和平工作，好像是協助做什麼塑膠

研究，平時聽她說有關微塑膠的事情，所以都大概知道什麼是微塑膠。以前

上學，學校從來都沒有說過有關微塑膠的事情，但明明微塑膠污染好像都挺

嚴重，不知道為什麼不教。 

問： 你有多大程度上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我都挺願意減塑，因為始終真是很嚴重。 

問： 你認為有什原因令你願意在日常生活中減少用塑膠？ 

答： 都是一些廣告宣傳、朋友分享訊息這些令到我願意去做，因為問題真的很嚴

重，而且又不是什麼困難的事，做到就做。就好像政府要收膠袋錢，一樣迫

到人去少用膠袋，而實際上真的不難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