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綠色重生計劃
服飾旅程

議題描述

提案動機

實際解決辦法

1.二手衣物循環平台-人人都可參與的二手循環平臺

 解決 18~25 歲在快時尚環境下的消費者因為購買服飾
成本變低造成的大量舊衣問題

2.衣，衣不捨工作坊(再造品牌)

(台灣衣服回收狀況) (回收衣服處理情形占比)

(平台prototype)

預期效益
1.社會效益量化

2. 團體收入量化

減少廢棄物

促進就業機會

社區參與

社區影響力

建立品牌形象

創造收入

團隊成員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陳育姗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 劉翰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電子工程系 陳以桓
明志科技大學 工業設計系 劉庭安

通過回收和再造舊衣物，減少了對垃圾填埋場的

負擔，降低了環境污染

舉辦工作坊和活動，促進了社區參與，增強了社

區凝聚力和社會共識

通過長期的努力，建立永續時尚品牌形象，贏得
消費者信任和支持，實現長期的穩定營收
通過工作坊的報名費抵相關人事成本；二手衣物
交易平台的運營，創造了收入。

與社區合作，建立穩固的社區關係，推動永續時
尚理念在社區中的普及和實踐，實現長期的社會
影響力

創建再造品牌和文創商品，提供新的就業機會，

可以讓人們透過文創商品的販賣獲取收益

收購二手衣物，為消費者提供收購金或品牌商品折價卷。
此外，我們提供買賣和訂閱制服務，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
擇。平台亮點在於引入大數據運算，讓消費者可調整身型
數值、選定穿衣風格，以便推薦合適的產品。除了構建一
個易於操作的平台網站，讓消費者能夠專注於產品，同時
在社群平台上進行宣傳。透過社群平台的廣泛用戶基數，
我們將提高宣傳曝光率，使更多人了解並參與永續時尚。

1.問題分析

2.資料分析

生態環境壓力

社會資源浪費

社會問題

當舊衣被丟棄時，它們最終變成垃圾，佔
據了堆填區，並對生態環境產生不可逆的
影響。此外，製造新衣物需要大量資源，
包括水和原材料，進一步加劇了環境問題

從紡織原料到運輸和包裝等多個方面，大
量未使用的衣物意味著資源的浪費

衣物製造業通常與低工資和不公平勞工條
件相關聯，這對生產國家的工人和社區造
成不公平對待

根據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開資料庫整理所得資料，
台灣近年二手衣回收量持續上升，但二手衣的再利用率
卻逐年下降，舊衣最終成為焚化爐的燃料的比例大幅增
加，這反映了目前處理舊衣問題的不足之處。而焚化爐
的處理成本高昂，加劇了二手衣回收商的經濟壓力。這
也表明了需要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來處理舊衣問題，並提
高二手衣的再利用率。

我們將協助回收過於破舊的衣物，根據不同級別的材質進
行分類應用，並提供消費者品牌新衣或文創商品的折價優
惠。再造品牌的特色 : 期望至少 70%以上使用再生材質，
研發出兼具時尚、機能、舒適、感測及智慧判讀等功能的
智慧型紡織品。透過創造獨特的新衣和文創商品，將廢棄
物轉化為有價值的商品。

近年駐台的三大時尚品牌 Zara、H&M、UNIQLO 皆有
陸續推出舊衣回收服務，當然也有國內新興二手衣平台
「二拾衫」，致力於二手衣市場，台灣對於舊衣回收後
的處理方式，仍然非常保守。
根據 SCM 資料庫 2019 年的報導指出，舊衣回收衣物曾
經外銷發展中國家(非洲)的主要消耗管道因為中國崛起而
逐漸沒落，多數衣物便直接進入了焚化爐，如何應對、
改善這樣的環境衝擊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而2023 台
北科技大學智慧紡織中心的新興研究－首創探討鈣鈦礦
複合材料於智慧紡織品的相關應用，也可以看出衣物再
造與綠色概念結合，其中的重要性及趨勢。

根據市場調查結果，除了讓消費者在回收過程中參與
提供衣物，更希望消費者能有更豐富的體驗。因此，
除了建立線上回收平台外，我們還計劃開設實體工作
坊，以增進互動與參與感。

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