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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事業廢棄物不但數量龐大，在種類上也非常眾多，因此有許多處

理的方法方式，以常用的廢棄物採「掩埋」及「焚化」處理，雖可部

分解決廢棄物處理之問題，但是地球資源相當有限，此一方式不符合

資源有效循環利用之原則，因此，如何推動源頭減量及回收再利用方

式，遂成為現階段事業廢棄物管理之重點。  

面對全球能資源逐漸耗竭與短缺，有效地掌握與運用資源，將是

維繫人類經濟活動永續的命脈，廢棄物產生量多寡與資源有效運用具

高度關聯性。由於台灣天然資源少，如何將廢棄物轉化為資源，是全

民與政府都應該共同努力的方向。國際間先進國家已逐步將廢棄物處

理方式由焚化與掩埋等管末處理方式，朝向減少資源消耗、抑制源頭

廢棄物產出及強調產品環境化設計與資源回收再利用等「零廢棄」方

式。近年來環保署將「零廢棄」納入相關實施策略中執行，已達成事

業廢棄物再利用率 74%以上之成果，現正推動相關的工作與措施，期

望能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達成資源循環與再利用之願景。本篇

將針對事業廢棄物管理政策的探討以及其未來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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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業廢棄物政策與管理現況 

近十餘年來國內產業快速變遷，事業廢棄物的種類與特性日趨複

雜，環保署分別於民國 90 年及 91 年實施「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理

方案」及「一般事業廢棄物處理後續推動方案」，透過強化源頭管理

與流向追蹤、加強稽查管制、整合協調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積極規

劃及輔導設置處理處置設施等策略，已逐步解決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

容量不足問題。  

台灣土地、天然資源少，如何將廢棄物轉化為資源，是民眾與政

府共同努力的方向。國際間部分先進國家已逐步將廢棄物處理方式由

焚化與掩埋等管末處理方式，朝向減少資源消耗、抑制源頭廢棄物產

出及強調產品環境化設計與資源回收再利用等「零廢棄」方式。近年

來環保署將「零廢棄」納入相關實施策略中執行，包括 93~95 年執行

「事業廢棄物全方位管理群組行動計畫」，已達成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率 74%以上之成果。  

 

 
圖 1 事業廢棄物之政策方針(來源:環保署廢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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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97 年工業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輔導計畫調查統計，96 年國

內投入資源再生產業之廠家數約 915 家，其中大型企業僅 29 家，占

3%，中小企業 886 家，占 97%，顯示從事資源化產業之廠商以中小

企業為主。主要集中之縣市以桃園縣 127 家最多，其次為高雄縣 109

家，而桃園縣（ 10,324 家）與高雄縣（ 4,702 家）為我國工廠聚集家

數最多之縣市，顯示資源再生業者考量廢棄資源物回收清運成本多就

近設廠，形成具備建構區域型資源循環網絡之要件。  

目前內政部、財政部、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農委會、衛生

署及國科會均已發布所管事業之再利用管理辦法  ，各管理辦法均包

含「廠內再利用」、「公告再利用」及「許可再利用  (分個案與通案 ) 」

等 3 種運作模式。不論是公告或許可模式，再利用機構均需先向環保

機關申請「再利用者身分檢核」 ，經審查、核發管制編號始得為之。 

 

 

 
圖 2 歷年事業廢棄物申報情形(來源:台灣大學吳先琪教授) 

 
 

三、事業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回收政策之問題 

國內工業廢棄物 96 年再利用率已達 75％，其中約 80％屬灰渣

類，其主要再生為各類工程用粒料或填地材料，然相關標準規範及使

用限制等建制尚未完備，如部分灰渣氯含量偏高，若將其誤用於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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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混凝土，恐發生因不當使用而影響工程施工等情事  。  

 

 
圖 3 廢棄物清理法與資源再利用法之關係圖(來源:台灣大學吳先琪教授) 

 
 

目前資源再生產業的發展瓶頸有：  

（一）廢棄資源物之成分特性變異大，資源再生技術層次需不斷提昇。 
（二）全球資源緊縮，歐美日等具規模廠商相繼規劃來台開拓再生物

料來源。  
（三）再生產品國際競爭加劇，市場拓展不易。  

由上述三點情況，可以了解其產業投資的風險性會相對提高許

多。此外，國內的產業特性、結構以及技術上也有部分問題需再檢討： 

（一）再生物料來源不穩定  

各類可資源化之廢棄物為資源再生產業之主要原料來源，

然近年來國內產業外移及結構改變，造成部分再生業者因物料

來源短缺，難以維持營運，提高產業投資風險。此外，中國及

東南亞各國以其勞工及投入環保成本較國內相對低，使得部份

國內可資源再生之廢棄物如廢印刷電路板，96 年輸出處理量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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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公噸，造成部份以回收廢印刷電路板之金屬銅為主之廠商

無法繼續營運之窘境。  

（二）再生技術提昇  

由於再生產品之原料性質較原生物料不穩定，以及需不斷

因應廢棄資源物來源產業原物料之調整，若要生產與原生物料

所產製之產品品質相當甚或更佳，其再生技術層次須不斷提

升，以創造品質穩定及高質 (值 )化再生產品。以中小型企業為

主之資源再生產業，缺乏技術提升之研發人才與經費，多停留

在較低階之二次料與產品之生產，如含銅污泥之再生產品，國

內多以技術層次較低之酸溶法產製純度不高單價較低之氧化銅

後，轉售到日本精鍊成高單價之純銅錠。  

（三）再生產品標準與相關規範及認  /驗正體系尚未完備與建立  

工業廢棄物資源再生之二次物料及產品，其國家標準及相

關規範與使用限制多未制訂，認 /驗證體系亦尚未建立，產生消

費使用者採購運用之疑慮與困擾，造成國內再生產品市場需求

量難以擴大，產製成本難以降低，削減其與原生物料產製產品

之競爭力。  

（四）各類廢棄物資源再生整體效益評估模式待建立  

推動發展資源再生技術除應考量經濟效益外，亦須將其再

生過程對環境之整體影響如能耗、污染物排放、溫室氣體排放

等環境因子及其再生產品使用後對環境長期之影響及風險等納

入整體評估模式，以避免因廢棄資源物之再生與使用造成環境

二次污染。  

（五）區域型資能源循環網絡待建構  

目前廢棄物資源再生之管道多由再利用機構自行尋訪，或

清除業者考量清運便利性促成其與廢棄物產生之事業進行再利

用，欠缺就區域性資能源需求完整之考量，大大減弱廢棄資源

物再生之整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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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事業廢棄物政策的建議與未來展望 

資源再生產業在各界努力催生推動下雖成長迅速，惟發展中仍有

其瓶頸，包括廢棄資源物之成分特性變異大，資源再生技術層次須不

斷提升；全球資源緊縮，歐美日等具規模廠商相繼規劃來台開拓物料

來源；再生產品國際競爭加劇，市場擴展不易等，造成該產業投資風

險性高，然其與各產業發展關聯性大，需政府大力協助推動。綠基會

余騰耀執行長建議其推動方案：  

（一）健全資源再生法令制度  
1.調和資源再生相關法令規範。  
2.研訂國內主要再生產品標準與使用規範。  
3.建立再生產品認 /驗證體系。  
4.建立再生產品製造商評鑑制度。  
5.杜絕可資源化廢棄物不當處置。  
6.加強各部會再生資源管理機制。  

（二）穩定國內再生業者物料來源  
1.建置各產業廢棄物種類、成分、特性與再生技術資料庫。  
2.評析國內外再生資源市場資訊，建立資源再生產業物料供需

情報網與交易平台。  
（三）協助產業技術研發與升級  

1.建立廢棄物資源再生整體效益評估系統，以評析優先推動研

發升級之再生技術。  
2.研發關鍵性資源再生技術，協助產業因應未來各產業之調整。 
3.結合國內學研單位，建構國內主要廢棄資源物再生技術研發

中心，如灰渣類、污泥類再生研發中心，以建立核心再生技

術，協助產業進行相關試驗、產品推廣。  
4.評析與建立國家未來 5-10 年之重點發展產業之廢棄物再生技

術研發需求  
5.研發廢太陽能板再生技術及廢液晶顯示器回收再利用技術。  
6.積極開發現址再生設備，如光電業之廢光阻液線上再生設

備，以有效推動廢棄物源頭減量。  
（四）建構完備再生產品銷售通路  

1.普查產業二次料使用情形、使用業別、種類數量及需求，建

立全國再生產品資料庫。  
2.建置選購再生產品對溫室氣體減量評估系統，以提高使用消

費再生物料 /產品之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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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立資源再生產品推廣服務中心，協助行銷推廣。  
4.辦理國際資源再生技術產品展示博覽會。  
5.協助優良再生產品製造廠商參與國外商展，拓展海外市場。  

而環保署目前也正積極推展其科技或工業園區的產業生態鏈

結，其目的是為了扶植國內環保產業，進而提昇國內環保技術且促進

物質循環再利用。並訂定民國 100 年目標可以達到年產值 300 億元，

創造 2250 人的就業機會，且可循環資源物達每年 300 萬公噸，並減

少廢棄物處理費用達每年 30 億元。  

 

 

圖 4 環保署規劃園區生態鏈結關係圖 
 
 

五、結  語 

隨著科技技術的提昇，可見未來的事業廢棄物將會更加多元的產

生，因此如何提升將事業廢棄物轉化為資源，將是未來事業廢棄物管

理最重要的一環。此外，事業廢棄物的再利用上還有許多問題必須加

以克服，例如有害事業廢棄物的部份，需透過高階的技術處理來降低

其毒害性才可以進行再利用。而政府的監督、管理也必須要嚴厲執

行。再者，政策的選擇也會牽動著各個產業的發展及相關的就業人

口，因此如何在各個考量面尋找到一個正確的平衡點，將會是政府所

需面臨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