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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下各式言論，您一定有所耳聞！！ 

「PVC 在製程中如聚合不完全，會產生致癌物質」 

「PVC焚化時會產生戴奧辛，吸入過量會致癌」 

「塑膠袋、容器、玩具等均含 PVC，我們都曝露在危害中而不自知…」 

「PVC製品會殘留生產使用的塑化劑(如 DEHP)是會危害生殖與發育」 

「PVC製品會殘留生產使用的安定劑(如鉛、鎘)會降低智商、傷害神經。」 

「因為保鮮膜為 PVC材質，在高溫下會溶出有毒物質， 
環保團體要求南亞股東會不要再贈送 PVC保鮮膜了！」 

「PVC是戴奧辛發生的主因，禁用 PVC，就可解決戴奧辛問題」 

「限用 PVC是國際趨勢」 
 
 
 
上面的論調，是真是假? 您相信嗎? 
 
這些積非成是，似是而非的論點留給了民眾這樣的聯想及印象： 
「PVC」=「有毒?」=「會致癌?」=「危害身體健康?」=「破壞環境的兇手?」 
沒有經過求證的隻字片語，容易造成大眾的誤解； 
尤其我們身為塑膠產業的一份子， 
更需要有基本的認識及義務來澄清這些危言聳聽的誤解！ 
聽聽專業及科學證據怎麼說！！ 
 
 
 
 
 
 
 
 



 

「PVC」-穩定、安全又無毒，正確認識 生活好幫手 
 

- 4 - 

 
一、「PVC」是穩定、安全又無毒的塑膠 
欲了解「PVC」對環境會造成什麼影響之前，得事先對「PVC」有基本的認識概念才行。 
 
(一)、什麼是「PVC」? 

聚氯乙烯單體（VCM）的塑膠製品 PVC(聚氯乙烯)，
是由千百個單位的氯乙烯單體小分子，彼此以化學價鍵聚

合而成，其為長鍵的固體「高分子」，正常使用，該化學共

價鍵是不會斷裂的；具穩定、安全、無揮發性、無毒物。  
那麼是否表示PVC塑膠製品完全沒有毒性呢？台科大化工
系教授黃延吉分析，在一般的使用條件下，PVC並不會因
脫聚反應而有氣體小分子被釋出的情形，也不致因加工過

程，發生因過量的殘留單體溢出造成危害人體的情況。 
 
其實 PVC塑膠早在在西元 1834年左右就發明問世，

約自西元 1934年左右開始量產及廣泛使用，製造發展及技
術至今已逾 70餘年；其間歷經許多專家的不斷改良與創
新，至目前為止，已是一個相當成熟、穩定又安全的製程。 
 
 

(二)、「PVC」如何生產? 

(1)、「聚合」階段：PVC生產係以原料氯乙烯(VCM)加入純  水做為傳熱介質，進行聚合反應，
聚合反應後形成 PVC粉漿(PVC粉+水)。 

(2)、「脫除」階段：粉漿中含有未聚合反應完全之 VCM，以蒸汽高溫(90～105℃) 且負壓操作(-20
至-200mmHg)下，將粉漿中未反應完全之 VCM脫除，脫除之 VCM全部回收再使用。 

(3)、「乾燥」階段：脫除後之「PVC」粉漿再經過離心機脫水後進入乾燥機予以乾燥，即成為
PVC粉成品。 

 

    

桃園廠 PVC粉成品以各式包裝等待運送；成品中 VCM殘留量在 1 ppm以下， 
遠低於我國管制標準 10ppm以下，已完全無傷害性； 
社會大眾對 PVC製品內 VCM之含量產生致癌物之疑慮，根本不存在。 
 
 

 
製程中的粉漿，輸送至脫除塔加熱，將

粉漿內殘餘 VCM 驅出並回收再利用

（圖為 PVC製程「脫除塔」設備）。 
現今 PVC 製程已相當成熟，PVC 製品
內已完全無 VCM 殘留，儀器已無法偵
測出，民眾可安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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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PVC塑膠粉製造流程 
 

 
 
 
 
 
 
 
 
 
 
 
 
 

 

PVC粉成品中 VCM殘留量在 1 ppm以下，遠低於我國管制標準 10ppm以下〔符合此種含量標準
即無傷害性〕； 
 
且 PVC粉經過下游高溫加工過程後 (一般加工溫度 180～220℃)，PVC製品內已完全無 VCM殘
留，儀器已無法偵測出(N.D- Not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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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PVC」不是戴奧辛的罪魁禍首 

初步了解「PVC」製程後，我們發現製程一切符合國家標準，並非為大家想像中「會有可怕
毒物殘餘」的迷思；但，為什麼大眾還是會把「PVC」與「戴奧辛」的產生聯結一起呢?沒有「PVC」，
「戴奧辛」的問題就解決了嗎?究竟什麼是「戴奧辛」呢? 「PVC」跟「戴奧辛」之間是什麼關聯
呢? 
 
(一)、什麼是「戴奧辛」? 

戴奧辛 (Dioxin)是指一化學結構含有兩個苯環，中間有兩個氧原子所連結的化合物，是一
種無色無味的脂溶性物質，包括有 210 種化合物，毒性是氰化物的 130 倍，亦有「世紀
之毒」之稱。  
實際上，所謂的『世紀之毒戴奧辛』，只專指 2,3,7,8-四氯戴奧辛而言，是現今俗稱『戴奧辛』

化合物統稱的一部份而已(其中 1~3氯的異構物因毒性極低或甚至不具毒性)。 
 

戴奧辛化合物共可分為三群，分別為戴奧辛群（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PCDDs）、
喃群（polychlorinated dibenzofurans；PCDFs）以及平面狀多氯聯苯群（polychlorinated biphenyls；
PCBs），結構如圖所示，本文探討則泛指具毒性之 PCDD/Fs。 

 

 
戴奧辛具熱穩定性、抗氧化水解、低可燃性，在酸、鹼及平常的一般環境下均可穩定的存在，

意味著戴奧辛一旦形成，在環境中不易分解，且極容易「累積」在我們的環境及生物的能量循環

（食物鏈）中。 
 

而醫學界也已證實長期食用戴奧辛污染的食品可能致癌或引起慢性病，國際癌症研

究中心 (IARC)於 1977 年已將戴奧辛歸類為人類確定致癌物，美國環保署（US-EPA）與
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將戴奧辛歸類為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二)、「戴奧辛」如何行成? 

戴奧辛絶大部份是因物體燃燒不完全所產生的，主要是由人為的工業活動所造成；事實

上，不僅源自一般垃圾燃燒，亦存在於各類物質中，包括大自然的火山爆發及森林大火、汽機車

排放之廢氣、香煙煙霧等，只要物體燃燒不完全皆有可能產生戴奧辛。 
而目前國內廢棄物主要以焚化爐燃燒為主，若焚化過程中燃燒不完成，確實有可能產生大量的「戴

奧辛」；而一般人都存有「垃圾成份中大都是塑膠製品」的印象，已致於有著錯誤的聯想！ 
 

據國外機構實驗顯示，一般垃圾中 PVC含量多寡與戴奧辛形成沒有關聯性，其實重點在於「燃
燒完全與否」；換句話說，戴奧辛的形成與 PVC是否存在無關。 

戴奧辛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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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問題來了，我們怎麼知道「燃燒有沒有完全」呢? 
或者應該這樣問：國內的焚化爐焚化過程會發生「燃燒不完全」的情形嗎？ 
 
 
 
 
 
 
 
 
 
 
 
 
 
 
 
 
 
 
 
 
 
 
 
 
 
 
 
 
 
 
 
 
 
 
 
 
 
 
 
 
 
 
 
 

 

「PVC」與「戴奧辛」的關聯 
為排除大眾的疑慮，首先要知道戴奧辛的形成必須具備三個條件 
(1).溫度：達到 250~450℃   (2).表面上有灰塵   (3).催化劑：銅 
若廢棄物於焚化過程中，在二次燃燒室溫度夠高，滯留時間夠長及擾流狀況良好情況下，

易達成完全燃燒，則不會有戴奧辛的生成。 
 
各研究實驗資料： 
(1). 日本環境化學討論會(2002年)針對 PVDC的燃燒和戴奧辛的產生調查： 

結果是 PVDC在 800℃以上，將加熱時間設定為 2秒，在此條件下並沒有戴奧辛產生，
因此證實只要在適當條件下使其含氯系樹酯完全燃燒，即使在有氯的存在亦不會有戴奧

辛產生。 
(2). 美國機械學會研究報告(1995年)廢棄物中的氯元素與廢棄物焚化爐排氣中的戴奧辛濃度
的相關關係(下圖)，分析了全世界 169座焚化設施 1,900例以上試驗結果，發表了「垃圾
中氯含量與戴奧辛的發生量間，並無相關關係」之報告。 

 
 
 
 
 
 
 
 
 
 
 
 
 
 
 
(3). 日本厚生省(類似台灣衛生署)於 1998年公佈「我們認為即使 PVC會有影響，他的影響也
是比較少的，焚化過程的燃燒狀態及排氣處理的狀況等對戴奧辛的濃度會有更大的影

響」。 
由上可知，必需同時釐清兩個錯誤觀念： 
(1). 「PVC」絶非戴奧辛的主要來源； 
(2). 戴奧辛的形成與 PVC是否存在無關。 

圖 2：廢棄物中的氯元素與廢棄物焚化爐排氣中的戴奧辛濃度的相關關係 

投入於焚化爐的廢棄物的氯元素含量(%) 
資料來源：美國機械學會研究報告(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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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戴奧辛  
還記得 2004 年烏克蘭總統大選  
反對黨侯選人尤申科遭人下毒的新聞嗎? 
後來經醫院證實為戴奧辛中毒。  
內臟潰瘍、面容劇變、身體多處麻痺腫脹 .. 

 
尤申科中毒前後。左(2004年 7月)，右(同年 12月)  
 
「戴奧辛」的問題早先並沒有取得太多的關注，直

到相關研究報告陸續公佈後，才驚覺問題的嚴重

性！此後才開始推動更嚴格的標準來應因！ 
醫學界證實長期食用戴奧辛污染的食品可能致

癌或引起慢性病；  
國際癌症研究中心 (IARC)於 1977 年將戴奧辛
歸類為人類確定致癌物；   
美國環保署（US-EPA）與世界衛生組織（WHO）
也將戴奧辛歸類為可能的人類致癌物。  

 

三、國內焚化爐完全燃燒無疑慮 

我們在釐清「戴奧辛的產生，絶大部份是因物體燃燒不完全」、「戴奧辛的形成與 PVC是否存
在無關」後，要試著進一步探討：為何當初大眾會存有著「PVC燃燒後會產生戴奧辛」的迷思呢？ 
 
要了解這個問題，得簡要說明一下台灣焚化爐設備的演進情形，究竟為何先前的設備會有「燃

燒不完全」的情形嗎？那現今使用的設備改善了嗎？ 
 
(一)、怎樣減少「戴奧辛」的產生呢? 

廢棄物處理溫度至少要到達 800℃
以上，才能將戴奧辛破壞。此外，戴奧

辛具備低溫再生成的特性，再生成的溫

度範圍約在 250℃~400℃；因此，只要
在冷卻塔中能急速降溫至 250℃以下，
便能有效避開戴奧辛的低溫再合成的情

形。 
 

(二)、台灣焚化爐設備演進情形 

早期台灣對於環保議題較不受重

視，焚化爐的功用在於「燃燒並達成垃

圾減量」即可，對於燃燒的過程及可能

排放的煙灰管制並沒有一個嚴格標準，

也不曾重視「燃燒完全不完全」的問題。 
直到近年來環保意識抬頭及「戴奧辛」

被證實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後，各國才

開始回過頭來訂制各式管制標準來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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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因焚化爐設備均為小型化，且燃燒溫度較低（約 400-500度 C），故燃燒一般垃圾，皆有可

能會產生戴奧辛；目前台灣焚化爐設計已完成改善，均屬大型化及二次燃燒設備之設計，因此燃燒

溫度均可達到 1000℃以上，故燃燒一般垃圾，均不會有戴奧辛產生的疑慮，而係產生鹽酸（氯化氫
氣體）經過除酸塔變成鹽類，不致對人體造成傷害；所以目前國內焚化爐設備技術均已提升，以往

產生戴奧辛之問題已不再發生嘍。 
 
 

 
 
 
 
 
 
 
 
 
 

其實國際間現在並沒有禁用 PVC 的說法：  
 
早期是因為焚化爐設備均為小型化，且燃燒溫度較低（約 400-500 度 C）會產生戴奧
辛，才有發起禁用 PVC 製品之聲浪；  
但目前焚化爐設備已完成改善，未再有聽聞因戴奧辛問題禁用 PVC 製品的政策。  
所以環保署先前提出的限用 PVC 乙事，應需要再仔細評估政策完整性。  
 
「含鉛成份之 PVC玩具」≠「所有 PVC都有毒」 

 

(各式常見的孩童塑膠製玩具) 
 
看看這則新聞報導，你會怎麼解讀：  
「歐盟禁止含有鉛及其他等特定化學成份之 PVC玩具輸入」 
 
注意說法不同，意思完全不同，不可有錯誤的聯想喔！  
 
其實符合規範製程下的 PVC產品是安全無毒性的，只怪少數黑心業者，利益擺中間，他們的
毒玩具使得我們這些誠實企業的誠信受到無辜的牽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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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澄清，各研究機構掛保證啦! 
(一)、有人質疑「PVC材質用於食品包裝之安全性」 
保鮮膜為 PVC材質，在高溫下會溶出有毒物質， 
所以要求台塑集團不要再生產或贈送 PVC保鮮膜了！ 
 
真相： 
目前，先進國家都未明文禁止 PVC使用於食品包裝， 
僅對其製品設立標準規範，只要符合，即可使用。        (保鮮膜正確使用無問題) 
                                                          
(1). 國內合格的保鮮膜一定符合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及日本氯乙烯食品衛生協議會
（JHP）要求的無毒材質標準，適用於蔬菜、水果、肉類、餅干等各種食品包裝，不會對
人體造成危害。 

(2). 正確使用無問題：可用於微波爐，建議加熱時，包裝與食物保持 1英吋 (相等於 2.54公
分)距離，且打開一角落，讓蒸氣可逸散出。 

疑慮澄清，各研究機構掛保證啦! 
(二)、有人質疑「PVC材質用於醫療器材之安全性」 
為人命把關的血袋、輸血管、導尿管幾乎都是 PVC製品， 
這些醫療用品與人體近距離接觸，深怕有毒物質被人體吸收！ 
 
真相： 
(1). 醫療器材使用至今 
已數十年，這期間 
從未有過任何起因 
於 PVC器材的事故 
            (PVC製手套、導管、液袋等，方便耐用，已是現今醫療器材最佳選擇) 

(2). 而美國醫療機器協會(HIMA)更表明支持 PVC材質之醫療器材的安全認可及貢獻! 

其實並無耳聞限制醫院使用含氯材料的器材，反而是醫療廢棄物處理管制及正確焚化程序才

是各國政府積極規範的重點。 

 

 
四、「PVC」是社會生活的好幫手 
 
(一)、「PVC」用途廣泛，滿足日常生活需求 

「PVC」材料具有輕質、隔熱、保溫、防潮、阻燃、施工簡便且價格低廉等優點；可經由不
同加工程序製造成各種不同形貌且功能各異之產品，完全展現出易加工、強度高、耐化學藥品性

的特點。用途非常廣泛；舉凡建築、農業、包裝、鞋類、家具、玩具、電器、醫療、衛生等日常

生活領域裡，PVC均可滿足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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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慮澄清，各研究機構掛保證啦! 
(三)、有人質疑「PVC材質用於玩具材料之安全性」 
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曾提出「PVC焚化時會產生戴奧辛，日常生活用品均含 PVC，像
孩童將玩具放入嘴中咬，都不知已曝露在致癌的危害中」 
 

真相： 
符合規範製程下的 PVC產品
是安全無毒性的，所以所謂

PVC玩具的安全性遭質疑，
同樣的不在於 PVC本身，而
是在於廠商的良心及社會道

義! 
 

 
(有些不肖廠商為了賺錢、降低成本，在製造流程中偷工減料或未符合標準，導致生產出有問
題的玩具！家長應在購買時嚴格把關，千萬不要為了省小錢，購買來路不明、安全讓人堪慮的

商品！) 

(1). 有關添加的塑化劑 DINP的安全性，美國消費者產品安全委員會(CPSC)經過審查
後於 1998年 12月做出對小孩無害的結論。 

(2). 於 1999年，美國科學與健康協會(ACSH)也對塑化劑 DINP安全性進行評估後，
得出相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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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PVC」回收做得好，環境永續經營沒煩惱 
石化工業的發展帶給人們許多生活上的方便，最顯著莫過於 PVC的問世，塑膠製品在我們日

常生活中已扮演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由於塑膠製品不易腐爛、不易分解，因此使用後會產生許

多環保問題，而這也是目前塑膠製品較讓人詬病的議題。如何有效做好廢棄塑膠製品的處理，甚

至將其轉換為可用的再生資源是目前大家關注的課題。 
 

(一)、「PVC」回收再生利用率有待提升 

其實家庭廢棄物中，塑膠類佔的比例並不高；根據 1994數據統計，塑膠廢棄物比例約為
16%(如圖)，但政府仍積極推動宣導回收政策，每當回收率的上升，都代表著民眾觀念的建立能更
深入生活，這些都有助於回收料來源的穩定，同時對推動資源再生都有相當正面的成效。 
塑膠回收方法並不困難，而再利用的用途也很廣，其實最困難的部份可能在於大眾習慣的養成不

易吧！千萬不要小看自己的影響力！ 

 
(二)、「PVC回收再生」，環保又時尚的選擇 

環保意識抬頭的今日，具環保創意的設計理念，反倒成

為時尚新焦點。 
 

看看 2007年初，北市環保局與北市環保義工大隊主辦
的「綠色家具設計競賽」中，第一名的作品便因符合綠色設

計理念(「減少原物料、節省能源、降低污染、可回收再利
用等」)而勇奪大獎。 

 
 

第一名作品：「三圓色(具椅子及收納功能)」 
作者表示，作品以玉米澱粉和電腦主機外殼等熱塑性回收塑膠創作。 
以圓角設計，可減低使用危險性，而彩色的外殼更添時尚感。 
資料來源：臺北畫刊 469期(96年 2月號) 「稀奇，不可思議的環保家具！」 

 
 

1994年   台灣  家庭廢棄物成份

玻璃類

2%

金屬類

6%

塑膠類

16%

其它

64%

紙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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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普通塑料經過百年都不會腐爛，但是以玉米為原料的樹脂卻可以在商業肥料作用下，最

快 12周即可達到分解階段；或是通過燃燒、生化分解和昆蟲喫食等方式處理，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而熱塑性塑膠加熱到一定溫度後會變成熔融的狀態，冷卻後則固化成型，可重覆回收再利用。 

 

 
 
 
 
 
 

塑膠再生的三種方法： 
 

使用 使用完畢原料 

物質再生 

成品 

電能 

蒸氣 

熱能 

原料再生 熱能再生 

 
 
物質再生：把用過的廢棄 PVC製品再度以 PVC製品利用再生。 
原料再生：把用過的廢棄 PVC製品以化學方法處裡，變成化學品及製品原料等予以利用

再生(此方法不須將各種塑膠分類)。 
熱能再生：藉由燃燒用過之廢棄 PVC製品等，回收發生之熱能及蒸汽，將能源於以利用

再生(此方法不須將各種塑膠分類)。 
(資料來源：日本聚氯乙烯環境對策協議會) 

 
 
 
 
 
 
 
 
 
 
 
回收再利用，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又可達到環保目的，好處多多！ 
圖為中壢廠回收打料作業情形，不論是餘廢料或是下腳品都能循環再充份利用， 
回收再生後又是全新的 PVC製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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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語 
看完上述對「PVC」的基本概念後，再為各位簡單摘要重點，希望能破除同仁對「PVC」的錯誤
印象並建立起正確的觀念！ 

 
 
在正常情況下，PVC是穩定、安全、無揮發性、無毒物的產品： 
l PVC塑膠製程已是一個發展相當成熟、穩定又安全的產業； 
l 生產過程中所有原料及填加劑均已完全脫除或聚合反應，並無任何有害物質殘留現象。 
 
「PVC」不是戴奧辛的罪魁禍首： 
l 戴奧辛的形成絶大部份是因物體燃燒不完全所產生的；與 PVC是否存在無關。 
l 目前台灣焚化爐均屬大型化及二次燃燒設備之設計，燃燒溫度均可達到 1000℃以上， 
故燃燒一般垃圾，均不會有戴奧辛產生。 

 
我們可以這麼做，在「PVC」為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又能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l 選擇信用良好企業所生產的商品，會遠比路邊不知名的廠牌來得有保障； 
l 養成回收的好習慣：「PVC」塑膠製品回收程序簡單，且再生用途廣泛， 

能減少資源的耗用。 
l 不要路邊隨意焚燒廢棄物，焚燒不完全，容易生成各式有毒氣體及污染土壤。 

 
 
 
 
 
 
 
 
 

(圖中的行為，你有做過嗎?沒有專業的設備來處理只會造成污
染，別再害人害己喔!請將廢棄物交由清潔隊專業處理喔!)  

 
 
 
「PVC」產品確實為生活帶來許多的便利，其材質具有的各項優點，也帶來許多的
經濟效益，是現在社會上的好幫手！ 
 
「PVC」產品皆可無顧慮地安心使用；無須隨那些未經證實的報導大驚小怪！ 
只是在澄清若干錯誤觀念的同時，也要負起做好回收環保的工作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