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嬌妻

，環境先是載者已經逐漸鞏棍垃圾處理的問題?同時t住了解到綜合性垃圾處理計靈之寰要性。在研

，規章t者及決策者應該知道不同環澆下的資源回收行為及其影響扇子;雖然愈來愈多的研究探討家庭漿

，然而對辦公安資源街收行為之研究卻相當缺乏。

自然資源與資源回收之闋的主動昏睡係，其汶，本文提出一個研究架構，此架構探討自然資源、生產泊

、政策及規劉設計所重申演的角色之間的關係 z然後以賀龍研究來梭驗該研究梨槽的組成份子。

四蚊行為的崗子，探討的對象是台北都會區 32個辦公單位的 1 7 88位從業人員。在

，首先提出從業人民在辦公室及家庭從事資海回收工作的比率，然後，檢驗個人從事資源回收約經驗、短

、及質質環境內涵對辦公室資源問收行為之影響 3環保態度以及做人動機也在文中加以分析。最後，援出鼓勵辦

收行為之策略，以期寶玉昆垃圾處理之綜合規割。

ABSTRACT

Since the mid 恥l planne目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volved in 叫凹relate且to solid waste and the need to develop

waste management programs. However, before drafting such programs, planners need to understand those

that influence these behaviors in different settings. Although there is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covering fae回

that affect household rceyclir苟，d刮目minants of rec)'咄ng in the worl中lace are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paper, a micro behavior model 出splaying factors that ill叮 contribute to office recycling is presented

of the model are then studied using data from questionn甜的 吋Il11nlstere凸to 1788 office workers in 32

in the Ta中的metropolitan area. Follovving that, the methodology foγthe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designe廿

扭st the 血odel and hypothesis is described

The paper then presents empirical findings. First , rates of office recycling and household recycling of individuals

are presented. Then the role of prior experience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nd physical context of workplaces in determin w

ing office recycling rates are examine且Finally， findings cover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itudes an西motivations and re~

cycling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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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

傳統的政府

模構之

決策範疇

變 l · · · · · ~~士

資料來源台北資料來自 1 9 93年行政說環境保護舉報

舍，其它資料來自 1 989年PolprasertE8報告。

表1 I!H早幾個主要留家垃圾製造最

每人平均 每人平均

已聞發國家垃圾製造壘 關發中間家 垃圾製造暈

(磅/天) (磅/天)

美國紐約 4.0 記基斯坦拉鑫 1.3
日本東京 3.0 主哥倫比亞馬德林 1.2
台灣台北 2.8 印度加爾各遼 1.1

法盛巴黎 2.4 菲律賓焉尼拉 I.l

香港 1.9 奈及利亞卡諾 1.0

義大利釋為 1.5

的路係 U人類從自然界關採、利用各積資亞軍(例如水、金

屬、森林等) ，經由生產各種財貨及服務、消要是各種敗貨

及服務，布滿足了人類的需求，也創造了人類的文胡，

在生產及消費之後，我們!'Ii需面對的便是廢棄物的處理

。傳統的資源和舟與廢棄物處理之決策通常只考慮他另IJ

且獨立的部門(簡1的下半部) ，例如，在「投入IinputlJ的

部門內，傳統的資滋耳星期和物質生產的事業單位只考慮

「自然資源一生產J的物質流動，並末考慮按個資源流

動及廢棄物處澀的流程，同樣地，消費的部門通常也只

考慮「生產一消星空j的決策範疇，而產出 (ou tput)部門則

只考慮「消費一廢棄物」的決策範疇。

如果自然資派、生產消星星、與廢棄物的關係一直維

持著路一的「直線j且互相獨立的過程(亦即沒有循環的

過程) ，則即使再多的自然資源，也將無法滿足每年持續

增加的人口之需求。 1 950年到 1 985年之間，世界人曰:平

均年成長率為百分之1.9 ;於 1 950年之前 3世界人口平均

年成長率僅為百分之 O .8(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

nomic and SocialA叮訓時，1986) ，但是到7 1 985年，又有約

8 千 萬人 口 加入當時約48億的 世界人 口 (約 為 百分之

I.7)(V、l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學年世界人口不數增加，而維持人類生存、

傳統的消費之

決策純疇

產 l ·· · · ~ [ 消

l 消 費

的一

投入;

傳統的資源敢用和物

質生麗的事業單位之

決策範韓

國1傳統的自然翼，單、生產消蠻、與癌藥物之際係

士主j ←

關!說明傳統紹自然 JH臣、生產消費、與廢棄物之衛

1992年 了地球高總會議(Earth Summit)J 舉行之前 3

級約持報的文章指出，人類取代了造陸illi勤、火山運動

、行舉措f模、及冰河時期的角色，而成為改變地球滾境

的主要原閱(New York Times, 1992) 。 各積資料顯示 ， 人

口成長、工業化、及都市化的結果將大量的二氧化碳及

氯氣釋放到大氣中?造成全球氣混逐漸上昇，同樣地?

大量使舟氣氣碳化物(CFCs)使臭氧層破了儕洞，而有毒

廢棄物滲入土壤及水源中，土地過皮肉發造成原始生態

受到嚴重敏壞 a這些全球環境生態的惡化讓人類總會到

「我們只有一儕地球j

雖然人類造成環境生態的惡化已在環境規翻界逐漸

受到重視 2但是仍舊有許多伺題ill!待深入探討。在本文

中，作者將探討這類「全球環境變遷」課題之一的垃圾

處理以及資源問校行為。雖然垃圾處理在全世界製造垃

圾最多的美齒的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1990)較為嚴重 ， 但是垃圾處理事實上也是一個全球性的

問題，例如 1 989年 E本東京每人平均垃圾製造最高達 3 .0

磅，法草草巴黎為2 .4磅，而香港為1.9磅(Polprasert， 1989) ;

以台灣地直為例， 1992年度 台灣地區平均每人每天垃圾

製造登為2生磅(I . 09公斤I AI 天) ，高雄市為 2 . 5磅(I . 1 3

公斤)軍官在台北市則高達2 .8磅(1.28公斤)(行政院環境保護

署， 1993)(表 I) 。

有鑑於此，本文首先探討自然 ''0車與資源自收之祠

的互動關係，其次，本文提出一個研究架構，此架構探

討自然資源、產品的生產及消贊、聲音的垃坡處理計畫

、政策及規車j設計所扮演的角色之間的串串係?並以台北

都會誼辦公室從業人員的實磁研究來檢驗此研究架構。

最後，籍也資源、回校的概念模式，同待考慮辦公室從業

人員的環境態度及動機，並提出各種鼓勵資源自收的策

略。

一、自然資源與資源回收之鬧的互

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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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這些混象都說弱了持續增加的垃圾童對土地資源

所造成的3':球性危機 G

自然資源(例如土地、森林等)不再是敬之不瓷、翔之

不媽的自由財 3如果生產消費持綴成長、垃圾最不新增

加，而合法垃圾處翠場即將替自賠錢填滿，新的垃圾處理

場正面臨土地難求的聽力， ~U如何籍也有效的垃圾處llI1

計鑫來減少垃圾的產生 1進前減少興建垃圾處理場之土

地需求，將成為這一代及未來的繞釗締必須面臨的挑戰

解決垃圾處理危機的有效芳法之為「整合的垃圾

處理計語言也就是將國1自然資iIl\一生產一消費一廢

棄物J的直線過程轉變成循環過程約JJ法。(國 3)在整合

的垃圾處玉皇計鑫中，資源和馬與廢棄物處豆豆之決策範再講

是全星星性的(閱3的下半部) ，亦即令資源利馬與廢棄物處

理之決策必2頁同時考慮「投入」、「消費j、及?產出

」三個部門 1而不能只考慮單一約部門。

所謂?整合的垃圾處理計畫畫j包括的種途徑減最

、平等使用、間收、反剩餘物處理(De Young , 1990) 。

III 減量使用資源約途從

@披少巨星品的消費。

@增加農晶的耐用度及可修理度 c

@在產品上使用較少的資誨。

年度

7473727170

1.20

1.1 0

每
1.00

λ‘
。 90

每

天 0.80

垃

圾 。 70

畫畫
0.60

公 0.50

斤

0.40

0.30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992)

區2 台灣地霞垃圾還建統計

間題、反改善人類生活品質的自然資源卻有限

，人類之需求開始超出地球生態系統的生產限度已自主I )

另 JJ區，生產消費增加而沒有進行資源回收，意

，即使有萬多的土地資源也無

日俱增的垃圾壘。以土地資源毀窮的美關為例

, 1987年從級約港出發的Islip號垃圾船 ， 航行了四個月 尋

找其它國家收留紐約無法容納的垃圾，但無功後折i且

一這個事件使美單單上下意識到都市垃圾的危機{Abel s o n，

19871 。 另外 ， 根據統計 ， 美閣大約百分之側的合法垃圾

處理場在20年內將被迫鶴閱(U .S. Congress , Office of Tech

nalogy Assessment(OτAI ， 1989) ，原區之一是，美閻民兵車撕

心這些處理場將和舊的處理場一樣一一沒有梅生處理一而

忍無污染管制 s所以要求美國政府逐年級問這些合法處

理場。

以台灣地區而育，隨著經濟的發展 τ每人每天所製

遁的垃圾量也隨著增加 3從 70年度的 0 . 63公斤，增加到

80年度的 1.00公斤 】 十年之間增加了百分之的(國2)(行政

院環境保謹署，的92)。而行政院環境保護辛苦於民1iID 79年

6月30 日 發怖的 台灣地區直垃圾處llI1預警標誌結果顯示 ， 台

灣地區3 1 6偶鄉錶市垃圾處環場亮紅燈者計 2 1 7個 o這些

垃圾處理場只處理大約百分之 70的垃圾，另外百分之初

的垃圾則任兵種意棄堂或就地燃燒(行政院環壞保護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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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議之堅合的垃圾處1里計畫之決策範際

@在產品的製造過程中使用較少的室主諒。

@在產品包裝上使府較少的資源。

(2) 直接符使昂的建徑

@引導1萬星空者講使用各種產品。

@社盔或家庭堆肥。

(3)資源、固肢的途徑

@垃圾分類後再回收。

@使用可退瓶的容器。

@垃圾持理前的物質由收。

(4) 剩餘物處理的途徑

@垃圾掩埋。

@海洋填放。

@無能源自歧之焚化。

@能源自收之焚化。

@生物分解之肥料。

事實上，利烏「整合的垃圾處理計量監J來減少垃圾

白流血j環境中 已級在設界各地的社竄及家庭中成為一項

很愛耍的活動，例如布拉獲利及休蒙(Bru目ali s an吐Heu·

mann , 1的 j)便營建議一系列的垃圾減室主及垃圾處理的方

法 2這些方法不僅考慮綜合的垃圾處理計靈應有的組成

分于，也促使主是盡u師注意到垃圾處理的問題。其中二個

3重合的垃圾處理計靈示意園

主婪的組成元素為級自資源問收計靈而鼓勵消費者參與

垃圾減蠱的活動，以及提倡環境教育及環境意識計蓋章。

資源問收計貪會影響消費及間收行為，進而影響自然資

源的利用及垃圾處理塌的問題。另方面，為了要使社

區回收計畫成功，讓，、們能輕易地從事昆收工作將是一

餾靈耍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資源垃圾的收集以及方便

的問故報之設置。而成功的環境教育及環境意識計量則

必需對消費者如何處瀑垃圾及其環境態度有5月了解才行

屬3

二、影響資源回收行為的因子

在 f環境與行為研究j約領域中，已有許多研究在

檢驗包括家庭資挽回收行為在內的保有行為及其社會心

理的決定因子。例如，環境態度在許多保育行為約研究

中都顯示也是一億重要的影響因子 (H e rb e r1 e i n， 1981;

Weigel , (985) ，在這些研究之中，大部分研究者都同意，

對某個行為的「態度J及「觀點J '可以作為該行為很

好的預測變斂。許多研究也指出， r動機J 可

保育行為，例如，在倡導節約能源行為縛，金錢的

- 68 一



, Winett and Neale , 1979) ;但是海恩

研究如指出，經濟誘固和保有行為之間只存在

的相觀係毅(Hin es et aI., 19日ι1987) ;另一方面

究者認為，金錢的誘因只能維持短暫的效果，

為在這些獎賞消失復也會隨之不見臼a c ob s and

1982-1983; De You叫r呵， 1的986; Katzev and Johnson ,

。這些瓦格衝笑的論點正足以說明有必要對「動機

的研究 3以便了解究竟經濟的誘因及動機

資源回故)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驗性質的計畫。有些研究與社置資源、個故主主垃圾減童音十

盡共同進行(惋如， Jacobs and Bailey , 19日2~1983; Vining

and Ebreo , 1990)' 但是根據安驗研究的發現或是級自心

頭學家參與悶得的低科技社區資i!ll@l收計鑫卻相當少

IO'kamp , 1983) 。

(二)垃圾澱置

士立圾滅量也是「環境與行為」研究者相當活躍的領

域，並且已有許多文獻發表(Schnell e et 祉， 1980; Geller,

1980; Gel1盯et aI. ， 的82) 。 這幅領域的研究大約翰始於15

年前，主主研究地點從棒球場、美式橄欖球場、電影院到

市盔的街道、公園、高速公路及建築物等。研究者針對

不同的變數，進行相當多的研究，包括媒體宣傳、地Jr

位垃圾問題、垃圾處理塌的直位、垃圾桶的設計、以及

技圾袋的提供等。

目前大部分資源回收行為(但菇垃圾減盤)的研究都集

中在家庭調查或住宅部門的垃圾誠蠶上，對於辦公室資

源詔收行為的研究卻相當少。思此，本研究首先對可能

影響非住宅部門回蚊行為的決定因于之一的態度反動機

作一個7解?同樣地，我們也想了解辦公室資源，凹收行

為、家庭資源凹收行為、以及辦公護從業人員的組織及

寶安環境內悔之悶的串串傢。雖然這些鶴係償得作進一步

的研究， j里可以確定的是 ， 個 收教室量約多寡對垃圾處理

場將會有很明顯的影響(參隨國4)。

奧斯坎普指出，大約百分之 1 0~1j百分之 97的製造原

，可經出資源自收jffi取得 IO 'kamp， 1983) ;以工業潑棄

例 3 所有 「消費前」 的廢棄物 ， 幾乎全都鐘過 問歧

，以減少原料採購及處理之費用 IOTA， 1989) 。 資源

- ，且高科技@I收方法(包括混

回收了于法(使用者在處理垃圾時盔、

。高科技回收1守法屬於資本密集的技術

而且需要經濟上可行約龐大綴鐵基礎，報畫奇地，低科

技方法不但有效率】而.a不需很高的戚本(Ge ller

a1叮1982; Nielson and Ellington, 1983) 。

在「環境與行為研究」的領鐵中，為於行為分析具

有明確旦客觀的樣準，大部分資源自收的社會研究，都

以行為分析的觀點出發。雖然這些研究大約在 1 975年左

右且是始，但是相當多的研究指出，資源@I收的數盤大為

增加(大部分為紙製品) ，然而這些研究大都屬於短期、 3寶

~~

己I
L

辦公室用紙

(電腦報表

文具等)

銘罐‘電池

報紙.紙杯

、豆豆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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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架構

整合的士立圾處理計量更可以幫助我們解決「成長瑕

保」的商境 3同時也可以幫勛保育自然資源(森林1 '這是

一個「巨觀j的探討資源利用與壞境保育的模式，傳統

的?微觀」回收行為之研究員自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影響億

人自收行為約的子。但是，沒有研究將微觀的「個人囝

IIll行為 」 研究和反觀的 「全球環境變道」 研究結合起來

。我們也許會問如何將這二做重要的領域綜合在一起

，何時發展-{聞從徵紋的做人行為之角度來探討巨觀的

全球環境變遷之模式。

間3說明微觀的個人回收行為和泣聲亮的全球滾境變遷

之一的「垃圾處理」之互動關係。圓5的下半部說盼了「

巨觀的」自然資源(森林)、生產消星空(紙製品)、與廢棄物

處理{垃圾)之流程，中聞部分說晚了一整合的垃圾處l!Ii計

畫j 在辦公室部門之應用 ， 上半部則說明 ?微觀的 j 影

單單資源回收行為之扇子。

台獨地說紙製品的主要來源有二潑紙及原木(森林)

，在台海 1森林製品主要消來生產木材、木料製品、及

紙製品。如果一個重皇家愈發達?這姆國家會消費直至多的

紙製品 9也會因此製造更多的紙垃圾，另方面，也於

最近四十年以來 1紙製品的成長高於木材、木料製品的

成長(黃世主E李永展， 19921 ， 值此 ? 本研究將不探討木

材、木料製品的部門。

紙製品主要泊在三個部門上辦公室部門和非辦公

安部門，由於辦公室的紙消費在台灣經濟體系中是快速

成長的部門，本研究將只採討辦公室部門約紙製品。

用來驗証此一研究架構的捏成份子，本研究主姿百

的在探討辦公室從業人員的回收態j主及動機如何影響辦

公室資海問收行為?此外，我們也將探討辦公室約組織

、政策、及規對設計如何影響{國人的@I收態度、函收動

機、及自收行為。本研究主要的探討對象為間去中有陰

影的部分。

進口廢紙

台灣地值之原木

進口之原木

，-一-一一一叫一一--一-，

i 木 料 製 品 / 木 材i
L_ 一一_____1

九
」

自然資海

註 --'
一一一一7 代表物質流懿 -代表罰手影響

r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 - ，

i 非 辦 公 室 部 門 i

L 月 一一一 J

{~

動機

門二百

閏月
直至百

{~土豆

圈5 研究提構一 一自然資源 、 資源固收 、 及各種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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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假設 J '有吾家庭主主諒自收~JJ定義為「以前的經驗為了要

研究實質環境對辦公室資游防收的影響，我們也哥哥查從

業人鼠對辦公安設計(亦即模式中的?質量主環境內油 J )的

看法。辦公宣部門是否有回收計霞在本研究中界定為「

組織肉泌」。最後 3瞬於從業人員對回收行為的態度及

動機也在本研究中加以調查。

表2 辦公室從業人員在家庭及辦公室里從事資源囡

收之百分比

1 辦公室及家庭資源問收

本研究調查辦公室從業人員在辦公室及家庭回收不

向產品的憶說，這些產品包括報紙、玻漓容器、鋁縫、

發特瓶、電腦報表紙、及辦公室舟紙等。本研究也問時

調查從業人員是否再使用紙製品、雙部影印、鼓勵!可事

從事間收的工作、以及使用由己的杯子而非使舟紙杯子

等。

如表2第一部分廚顯示的，三項家庭由收的產品在新

調查的辦公室從業人長之中普遍被執行五分之囚的受

訪者在家中f!!I故報紙，幾乎一半的受訪者(百分之45)回收

放璃容器，而三個從業人員之中便有一個問收鋁罐。

對老百姓而言?家庭資源自收並不是一環新的活動

，事實上，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3由投資誨的短缺，

人們便伺始大量從事自故以及海使用稀少的物質。這點

可由受訪者問答他們有很長的一設時間在家中從事資游

街收的工作而得到佐殼。

就辦公室環境而盲，如表2第二部分旦河示，大約十分

之九的受訪者在工作場所回收電腦紙或辦公室用紙，三

分之一個收放璃容器，兩百分之的自收鋁蟻。

家庭資源回收 (n= 1788)

報紙 82°/<。

玻璃瓶(罐) 45°/(。

錦罐 3S
G
/(。

辦公室資源問收 (n= 1788)

電腦報表和辦公室用紙 89°/(。

玻璃瓶(罐) 34%
鋁罐 29°/(。

辦公室資源回收尺度 (n= 1788)

經常從事資諒的收工作者 16,3%
偶爾從事資源的收工作者 66.2%
吾吾少從事資1Il\f!!I收工作者 17.5°/1。

家屋里資源回收尺度 (n= 1788)

經常從事資源自收工作者 64.0°/1。

偶爾從事星星諒回校工作者 26.9°/1。

甚少從箏資源偽校工作者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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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歧的人，在辦公室也會從事較多

回顧反格關研究之結果 3本研究之假設如

動攝

體置

技之行為。

收行為。

收之問具有正面約翰係 c

經濟誘[J並不是倘人從事辦公室資諒問岐工作的唯一

考慮回素。

國6 影響資源自放行為的概念模式

、實證研究

詛盤內涵

為了檢驗闊萃的各種單單係 3本研究針對台北都會痘

的問卷調

。總計抽樣32個辦公室，這些辦公室分為二大類有

收計畫畫的= 1 5)及沒有回校計畫(N= 1 7)。如果辦公室的從

業人員少於30個人 3副對該辦公室進行全體調查，如果

超過3 0個人 ， 民日進行系統抽樣 。 總共發出 2 000份昀卷 ，

有效時卷 1 788份。

(-)主要概念的反麗

由餾6的概念模式來看，本向卷包括一系列有關辦公

室從業人員在辦公室及家中從事~諒回肢的程度 a其中

，辦公室貨源問收在概念模式中定義為了資源招收行為



為了探討家庭及辦公安裝諒自收之間的關係 1本研

究發展出綴讓這三種活動程度的合法。利用辦公室主從業

人員問答AJll鶴於回收及再使用辦公室產品的答案，本

研究製定了「辦公室資源回收尺度 J '該尺度的大小從

0到 泊 ， 利烏河樣的 1r法 ， 本研究也製走了 f家庭資源自

故尺度j。根據這些尺度的分說，我們將受訪者分為三

個類刻，以軍則他們從箏家庭及辦公室主資源回收的不同

特性「經常從事資源回故工作者J、 r偶爾從事資源

問收工作者J、以及 f甚少從事資源問收工作者 J

如表2第三部分所示，百分之峙的受訪者歸類為您常

在辦公室從事資源自收的人，三分之二的受訪者為「偶

爾從事貨源間收工作者J而大約五個之中就有一個從

業員工(百分之 1 8)甚少在辦公安從事資源囝歧的工作。在

家庭中，三個之中就有三個受訪者(百分之 64)可歸類為「

經常從事安諒自收工作者 J ;大約11!1分之一的受訪者偶

爾從事資源回歧的工作，而少於十分之一的受訪者則很

少在家從事資源回校的工作(表一最後一部分)。這些結果

指出，辦公室從業人員在家庭中比在辦公室中從箏更多

的資源問牧工作。

2 辦公室格局

表3主要獨念之銜靈悶頭

在本研究的同卷中，有三題懿於辦公室楊周的間項

。受訪者以立可特標度(Li ke rt scale)問答是否同意下列二

個悶題「辦公室的空悶悶筒使資源問收的工作成為一

件很容易的導 J '以及「辦公室內約設備使資源回收的

工作非常1r便J 0 1參閱表3上半部)

當訪問受訪者是否同意「辦公室的空偶爾為使資源

回收的工作成為很容易的事 J '大約一半的受訪者閃念

這偶設法 1然而大約有六分之 0 5 . 6%)的受訪者並不同

意。同樣地，大約有一半的受訪者同意「辦公室內的設

備使資源間紋的工作非當1r便」令而五憫受訪者中有一

個不同意這偏說法。

3 由岐態度

八億「同意不何意j的悶頭用來衡益受訪者對環

境及資源回收的態度(參獨表3的中詢部分)。超過一半的

受訪者同意「目前辦公室同事很少關心環境的問題j之

說法令而十個受訪者中有九個認為「在辦公室，同箏應

該盡其)iii能地從事資源自收的工作」。幾乎既有受訪者

向意「辦公安內的資源、四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J 196.9%)

，以及「資源個收應該是我們生活中必要約一部分j

196.8%) 。

主要概念

實質環竣內涵

(辦公室絡為)

問卷調查之問項* 縮寫

辦公室的空間績為使資源問收成為件很容易的事

辦公室內的設備使資源問收的工作非常方便

四位態度

空閑暇烏

方便位

辦公安同事應該鑫其且可能地從事資源個收的工作

辦公室內的資派劉校是一件有意義的事

應該提供更多聽於資源自收好處的資訊

'iilil\1E!故應該是我們生活中必要的一部分

辦公室同事應該燼壘使用背用紙來記事

應該提供更多關法如何進行資源自收工作的資訊

自吉它辦公室同事很少關心環境的防星星

在我的辦公室內很少有資源回校工作的資訊

回收動機

盡其既能

有意義

好處的

必要的

背用紙

如何進行

很少關心

很少資訊

在~錢的誘間下我才敵意進行辦公室資源自收的工作

資源自收只對從事資源侶收工作的廠家及企業有研幫助

資源回收只是某些有問人不三重要且現碎的活動

辦公室里安源呂l缸工作只有在我可以拿到酬勞的時候才會變得有意義

錢
助
碎
勞

金
幫
積
酬

*我們間辦公宣從業人員「謗說胡您對下列敘述的看法 J '受訪者對這些問題以五個立可標度來回答非常同意、

意、既不同意也不反對、不詢意、或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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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源問收的動機

總計有隱個問項訪問辦公室從業人員從事資源、回收

的動機(表3下半部)。只有十分之二的受訪者同意「在金

錢的誘因下我才廚意進行辦公室資諒自收的工作 J ;同

樣地，少數受訪者(I 3 . 3%)向意「辦公室資源頭收工作只

有在我可以拿到酬勞的詩候才會變得有意義 J 0 稍微高

點百分比(2 2 . 1 %)的受訪者同意「資源問收只是某些有

衛人不重要立瑣碎的活動而僅僅十分之一的從業人

員同意「將辦公室的垃圾作分類是一件很繁瑣的事」

因此，經濟誘E自鼓不是辦公室從業人員進行資源自收的

唯一考慮自軍 1其它重要因素(例如環境態度)也會影響從

業人員的l1ti.W凹收行為。

(二l研究成果

l 以前經驗的影響

為了檢驗是否在家從事較多資源問紋的人，在辦公

室也會從事較多的資源問收工作，本研究進行了變異數

分析。出閻7可知，家庭資源自歧和辦公室資輝、白收之間

存在著統計上顯著的棺闋程度(F2， 1751 =3日7.8 ，p< .00011 '

也就是說 9在家經常從事資源問岐的人在辦公室中比那

些在家中甚少從事資源自紋的人會從事較多的資諒自收

工作。

2 組織內泌的影響

有自收計畫畫和沒有的收音十葷的辦公室，其從業人員

對資源問收的差異究竟有多大 3禹樣地，政府部門和非

政府部門的從業人員之間有沒有差異，為了自答這些問

題，本研究進行了一系列分析，其結果整理如表3廚示。

表3 不同機槍1ili企業單位約辦公室資源回故憶形

甚少從事偶爾從事經常從事

資源回收資源茁蚊資源自收

工作者工作者工作者

既有機構或

(n=17日 8l 12°/(自 66{)/，。 22、b
企業單fiz

政府部門
16(%。 65°/，。 19、b

有自收計畫 (n=305)

(n=953)
非政府部門

7% 60% 33°/(。
(0口648)

政府部門

17°/，。 68% 15°/!。
沒有個故計畫畫 (n= 38 3)

(n=9531
非政府部門

gUll。 75°/(。 16°/(。
(0=4521

辦
公
室
資
源
回
收
行
為

從事較多資←
源自收工作

口，

從事較少資

源回技工作

.0

口

..,

甚少從事資盟軍偶爾從事資源經常從事資源

回收工作者回收工作者問牧工作者

F2，l751=387 且， p < .0001

以前的經驗

(家庭資源自收行為)

圓7 r以前的經驗」 對辦公套資源間收之影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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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有相當大約影響。有自收計輩的辦公室從業人員屬於

較活躍的回收者 - - 1 9 °/(。的有自收計靈的政府部門從業

人員鑄類為經常從事資源自收工作的人，而只有 1 5%是

在沒有回收計靈的政府部門。在有回收計葷的非政府部

門之間， 33% 的從業人鼠可歸類為經常從事資源問牧工

作的人?而在沒有回收計聾的非政府部門則只有 1 6% 0

表3也指出 ? 在有的 收計量藍的辦公室之筒 ， 非政府部

門的從業人員比政府部門的從業人員接於較活躍的個故

者一一大豹三分之約非政府部門辦公室從業人員(百分

之 33)可歸類為經常從事資源問收工作的人，而只有百分

之間的政府部門辦公室從業人員是經常從事資源由收工

作的人。

事實上，大部分非政府部門在賞施辦公室資源自收

時?通常自負工本身發起(樹下桶上的方式) ;而在政府部

門則通常回管玉皇階層發動(也上而下的方式)。在私人部門

中，企業單位適當會創造一個從業人員可以從事各種不

尚自發性活動的環境 τ本研究且可謂登的非政府部門辦公

室，大部分都是以這種方式來發起資源的收的工作，員

工也的而更敵意參與辦公室三資源回收的工作(L凹， 1992) 。

3 辦公室梅昂的影響

經宙間岐計靈的設立 7機構或企業單位較能鼓勵鼠

工從事辦公室資源回收的工作 3不僅如此 3機構或食業

單位也可經白質質瑋凌約設計而得到同樣的效果。也就

是說，實質環境約設計及格局可以鼓勵(或隘礙)資諒自收

工作的進行。此外，資源垃圾如何故集以及儲藏也會影

響悔人工作空間及整個辦公室環境的外觀及機籠。

由實按研究所得的資料，我們可以探討辦公室實質

環境和資源個收之間的勝係。我們的假設是，除了機構

或企業單位的鼓勵以及西收計葷的執行外，辦公室資源

回岐可怨自個人工作站的安排反回收籍的設立而加以提

倡 o 本研究調查了各種不同 的辦公室格局 ， 雖然這些楊

烏並沒有系統地加以分類，我們仍能決定從業員工覺得

辦公室格局對資源自收的工作究竟是有助益或有害。在

本研究中，我們要求受訪者回答他們是否詢意以下的二

個問題了辦公室的空偶爾馬俊資游街收的工作成為一

件很容易的事 J '以及?辦公室內的設備使資源問收的

工作非常主便」

如國8研示，從業員工對這二題的答案和他們從事資

源茁i隘的頻率之偶有顯著的關{幸存在。歸類為「經常從

事資源研收工作者j比?甚少從事資源囝技工作者」認

為辦公室格局較有助於資源問收工作的進行，同樣地，

經常從事資源自收工作的人大多會問答「辦公室內的設

備{史資源回收的工作非常方便」

辦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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鬧
貼
和
方
便
廿
的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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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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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O

'‘
~悶悶昂

----e---- 方便也三

lit- y 從 事
宜奇觀回收

工作者

偶爾從事

資源的性

工作者

辦公靠資源回校

經常從事

資源防位

工作者

F = 17.536 Sig. ofF < 0.001 (空悶悶局)

F = 27.655 Sig. ofF < 0.001 ("ff 使 世 )

*平均數是反應i以下三個閱讀之間意與否的程度而僻的「辦公室的訪問

E罵 局 {史E主 茄\ I到 紋 的 工 作 成 為 一 件很 容 易 的 事j ，叫及「辦公室內的設備

使毀混的收的工作非常1J使」。分數愈詣，表示受訪者愈同意該說法。

童醫8 辦公室資源固紋及辦公室檔庸之崗的路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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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態度及自收動機的影響

了函收態度及自收動梭和辦公室資源自岐蘋

闊的變異數分析結果。也該表可知，八個態度變數

個動機變數和回收頻率之間要琨顯著約謊言十之相關

本研究所預韌的，自收態度和回收頻率之間皇正的

，而凹收動機(經濟誘囡)~IJ星現負的相關係數…

店i及金錢獎賞不重要的人會從事較多的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所進行的相話題係數分析證賞了國6新建議的關

。以前在家從事資源的收的經驗、工作場所提供回收

、工作站的設計、以及個岐態度及回收動機都和辦

資源問收的類型及數量有統計上的相單單位。然而，

利用?線性結構關係 J (LISREL, Linear Structu悶I Rcla~

1992) 。 例如 ， 提供資混個故的情

回收計鑫來得更重要。同樣

地，如果把所有的區果關係一併考慮，划辦公寞路局並

不會主立辦公室資源四位行為造成任何影響，此結果和上

表再回收態度及固紋動機對辦公室資j原間收之影響

述相協係數之分析互相衝突7後纜的研究應該對這些課

題再加以進一步地探討。

此外，本研究使用?自我回答」的主式來鵑查資源

招收的態度及行為，這種古式容易導致「社會紛舉」的

答案而高仿真結果，而且可能會造成受訪者自答他們從

擎函收行為的 r ;當國 J '官司非真正的「行為」。為了提

高研究的可信度，我們可以要求受訪者回答他們從事該

行為「頒率J而非只是?有」或「沒有」三個選項(本

研究便是利局此方法);另一偶方法為「直接觀察法」裁

「垃垃考古J 0 後鑽研究應該i主意如何提高研究的可信

度。

儘管如此本研究的確提出許多可作為環境規軍i師

處理垃圾纜鄧時約參考。在環績教育j]函，資源固故計

蠢的實施不僅可改變既存的回蚊態度，也可鼓勵他人及

辦公室部門進行星星撈到收的工作。此外5針對經濟誘因

鼓不是僧人從事辦公~資源問收的唯一條件3或許讓辦

公安從業人員知道?如何進行j資源自收的資訊在鼓勵

資游街收工作上可能比單純的全錢獎賞來得更有效率(De

Young , 1988-1989) 。

就組織及實質環境的內滋而盲，要提倡辦公室資源

凹收 9充分資訊的回收音?盞是和當重要的一滾。同樣池

，辦公室環境的設計也會影響資源問收的進行 o 1fHQ '

經常從事資撿回

收工作者

偶爾從事資源問

校之作者

甚少從事資源自

牧工作者

預測民變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且啟立主 F

1.88 0.80 2.04 。 78 2.23

2.00 。 9 7 2.19 。 90 2.29

1.66 0.80 1.79 。 74 1. 9日

1.67 。 7 9 1.86 。 7 1 2.11

回收態度?

盡其所能

有意義

好處的

必要的

背用紙

如何進行

很少關心

很少資訊

回收動棧才

金錢

幫劫

王貴碎

酬勞

4.55

生 70

4.48

4.62

4.57

4.40

3.54

3.35

。 60

0.4日

0.57

0.53

0.62

0.69

0.99
1.11

4.34

4.53

4.36

4.38

4.34

4.36

3.14

2.66

。 62

0.58

0.57

0.58

0.64

0.62

0.99
1.07

4.02

4.29

4.22

4.16

3.90

生 1 5

2.81

2.31

。 72 47.51**

。 60 37.16**

。 60 i生 6 1 **

。 5 5 48.87**

。 7 3 7 1.83牌

。 58 1 1.15料

0.88 42.65**

。 86 84.5 4-* *

0.82 13.55**

0.88 8.36**

0.80 12.3 日制

0.81 22.68抖

↑請參閱表2 r主要概念之衡量問項」 全文

*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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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方便的資源回收站將使機構或企業單位更容易實施

辦公室資源的收的工作，所以，辦公室豆豆渡人員應該和

燒盡tl 飾 、 建築師 、 及設計師合作 ， 以創造使於進行資源

回收的工作場疚。

從全球環境變遷的觀點出發，本文建議了資源自收

、垃圾處澀、以及政策、規劉、設計的角色之闊的互動

關係。就未來的應用而言，本文認為餾完善的垃圾處

理計室主應該對資源問收行為以及其前置變數(包括從業人

員的態度、動機、以前的經驗、實質環境內涵及組織

內涵等)有充分約了解才行。

註釋:

詮l 鶴於 自然資源是否能滿足人類約需求 ， 學術界中存

在著雨極的看法。一派認為自然資源己途飽和狀態

，無法滿足人類無止盡約需求，另一派則認為，也

於科技的創新及進步，人類能將有限的資源作無限

的使用， ~目此，自然資源毫無疑闊地能滿足與民俱

增的世界人口之需求。有關這方茵的探討請參閱奧

斯坎普(Oskamp ， 1983)的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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