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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環保科技園區推動歷程與績效 

林玉韻*、陳峻明** 
 

摘    要 

台灣從光復初期的農業經濟時代以開發加工出口區為主，至 50 年代後，為方

便工廠集中，結合上下游產業發揮整體效能，開始發展工業區，以滿足廠商設廠找

地的需求。民國 68 年開始走向技術密集的產業發展，選定新竹開發第一個科學園

區，其後又有科技、智慧型及複合產業發展之工業園區的推動，朝向多功能、高附

加價值的發展型態。但隨著產業環境的轉變，老舊及閒置的工業區問題逐漸浮現，

環保署及經濟部於是推動工業區生態化，本文就環保署所推動的環保科技園區發展

歷程與績效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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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  起 

台灣因時代背景及政策方向的變遷，從光復初期的農業經濟時代以開發加工

出口區為主，至 50 年代後，經濟開始起飛，輕、重工業逐漸發展，為方便工廠集

中，結合上下游產業發揮整體效能，減少運送成本，開始發展工業區，以滿足廠商

設廠找地的需求，也可對工業污染進行面積及數量的管制。民國 68 年通過科學工

業園區設置管理條例，選定新竹開發第一個科學園區，開始走向技術密集的產業發

展，創造台灣另一項經濟奇景，其後又有科技工業區、智慧型工業區及複合產業發

展之工業園區的推動，朝向多功能、高附加價值的發展型態。但隨著產業環境的轉

變、產業出走，台灣的產業發展面臨轉型，老舊及閒置的工業區問題逐漸浮現，環

保署及經濟部遂於 2002 年開始推動工業區生態化。  

二、資源回收再利用專區 

有鑑於地球資源因人類過度開發而日趨減少耗竭，環境因污染而失衡，因此

世界各國均已陸續訂定永續發展目標。而各國基於能、資源的有限性及環境污染防

治工作的緊迫性，或政府推動或廠商自發，均積極發展生態化產業園區，其概念有

如自然界中的生態鏈，強調企業間有效的物質 (產品或副產品 )及能源的交換、循

環，是一種類比成生態學的共生，物質再生利用、閉鎖循環以減少廢棄物的產出，

提升能資源利用率，降低環境衝擊，除了經濟上的獲利也兼顧環境保護，更要照顧

當地的區域發展，最終目標為將產業發展融入自然生態之循環體系當中，建立永續

生態城鄉。  

基於上述緣由，我國亦於 10 餘年前起展開產業生態化措施，經濟部首先推動

工業減廢、清潔生產等政策，希望產業能藉由製程的改善提升產業經濟及環境效益。 

環保署亦已自 90 年起即開始進行設置資源回收專區規劃作業，其緣起為：我

國已累計 10 年的污染防治經驗，為推動國內資源再生產業升級，促進資源永續利

用，並扶植國內資源回收再生產業的發展，以創造就業機會，所以擬定獎勵辦法鼓

勵資源回收再生業者。再者，當時環保署所設立的資源回收管理基金管理委員會已

登記之資源回收機構約 400 多家，然因合法使用土地不易取得，因此大部分業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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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土地不符合法令規定，因此有必要成立專區以解決此一問題，並便於集中管

理，降低污染防治成本。於是環保署擬定「資源回收示範專業區推動計畫」，報請

行政院審核。  

行政院於審議該計畫時，決議擴大該計畫的精神，加強發展綠色產業，引進

高級環保技術及人才，並納入先進國家生態化工業園區的理念，修改為「環保科技

園區推動計畫」於 91 年 9 月 9 日奉行政院核定，原全國設置 3 座園區，後因各縣

市反應熱烈，遂再修正計畫報院，於 93 年 3 月 11 日核定，全國設置 4 座園區，總

面積 123 公頃，總經費 62 億元。  

目前環保署更整合產業生態化的概念，規劃推動設置環保科技園區，以及協

助既有工業區資源循環利用，幫助產業進行生態化鏈結，期能透過質量／能量平衡

及循環再利用的觀點，連結區內各產業運作，強化生產機能，創造經濟、環境及社

會效益三贏局面。  

三、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 

設置環保科技園區即為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藉由建立完善基礎設施、引進

高級環保技術、設備製造、生態化、資源回收等產業與研究人才入區，促成產業間

之生態化鏈結。我國環保科技園區遴選的過程如後述。 

3.1 環保科技園區第一階段甄選  

1.行政院於 91 年 9 月 9 日核定本計畫，環保署於 91 年 10 月 25 日完成環保科技

園區設置許可申請須知之公告，全國遴選北、中、南 3 座園區。  

2.北區有基隆市、新竹縣及花蓮縣；南區有台南市、台南縣、高雄市及高雄縣提

出設置計畫參與評選。經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指導委員會書面審查、現勘及

綜合審查後，於 92 年元月評選結果為：北區花蓮縣為正取，無備取；南區高雄

縣為正取，台南市為備取，而中區無縣市參與評選。  

3.花蓮縣政府與高雄縣政府隨即完成籌備處之籌組，並積極進行園區建設細部規

劃、招商相關作業等設置計畫的推動。  

4.為加速第 3 座園區的設置，環保署與各縣市政府針對環保科技園區新增園區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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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須知內容進行討論，預定再次公開第 3 座園區甄選。第一次甄選未獲選及未

參選的多個地方縣市，希望能取得第 3 座園區優先設置資格。  

3.2 環保科技園區第二階段甄選  

1.環保署擬進行計畫修正的因素包括有：(1)各縣市政府反應熱烈，強烈表達應增

設第 4 園區，甚至第 5 園區之建議。(2)有意願進駐廠商踴躍，有意願進駐環保

科技園區的廠家，預計超出原計畫預定引進 60 家之目標。(3)產業景氣已呈復甦

狀態，全球經濟成長趨勢仍持續向上。(4)環保產業趨勢，全球環境服務市場產

值預估至 2010 年將成長為 6,400 億美元，年平均成長率為 8％，我國屬於環保

產業貿易依存度較高國家，有必要引進高級環保技術使國內環保產業能自給自

足，減少仰賴國外進口之比率。(5)提升資源化產業質與量，根據環保署事業廢

棄物管制中心資料，全國各類事業廢棄物申報量 92 年為 1,341 萬公噸，其中再

利用量約 70％，其餘約 400 萬公噸之事業廢棄物採用焚化、掩埋等處理方式，

此類廢棄物有必要藉由資源化技術之研發，進行再利用。  

2.基於以上因素分析，環保署認為擴大辦理本計畫對各主辦縣市將有激勵作用，

在中央政府財政及資源有限情況下，爰對本計畫進行局部修正，以期兼顧計畫

目標達成及行政資源有效運用之雙重目的，修正重點如下：  

(1)兼顧區域產業均衡發展增加園區區位：原計畫係規劃 3 座環保科技園區於西

部設置，惟首次遴選時，參選之花蓮縣政府為地方建設的企圖心強烈，獲得甄

選委員過半入選，現為兼顧東部產業發展及回歸原計畫精神，除東部花蓮園區

外，西部地區現階段計畫仍以設置 3 座園區為原則，原計畫為全國設置北、中、

南 3 處園區，計畫修正後，改為全國設置 3 座園區外，並增加 1 座東部園區，

共設置 4 座園區。故除花蓮園區及高雄園區外，需再新增 2 座園區。  

(2)設置總面積及經費調整：園區設置總面積由原來 100 公頃增為 123 公頃，總

經費也由 50.8 億增加為 62.05 億。  

3.環保署依程序於 92 年 3 月 11 日完成計畫修正核定後，第 3 座園區甄選作業於

92 年 8 月 28 日公告「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新增園區設置申請需知」，計有桃

園縣、苗栗縣、台中市、台南縣等 4 縣市遞送設置計畫書，指導委員會分別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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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年 12 月 19 日進行書面審查、93 年元月 5 日、6 日進行現場勘查作業及 3 月

23 日完成新增園區綜合評選，結果前 4 名依序為桃園縣政府、台南縣政府、台

中市政府及苗栗縣政府，故新增 2 座園區為第 1 名桃園縣政府及第 2 名台南縣

政府。  

3.3 設置環保科技園區的理念  

所謂資源循環利用鏈結，亦即將某工廠所產生之廢棄物及其他資源，提供給

其他工廠使用，以此建立生態化鏈結，並達成資源循環利用之目的。  

而環保科技園區及既有工業區生態化之推動，即為達成上述的目標，積極促

成產業間之生態化鏈結。此外將擴及周遭社區環境的發展並配合區域市場機能，促

使整個區域提升綠敷地率與資源回收率、節省水資源與能源耗用等。傳統工業區與

生態化園區設置理念的差異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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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傳統工業區與生態化園區設置理念之差異  

 

環保科技園區建立完善的基礎設施、引進高級環保、生態化、資源回收等產

業及先進技術與研究人才，藉以促成產業間之生態化鏈結、使園區達到低污染零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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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境界。同時行政管理要求一元化提昇行政服務效率，並誘導園區資訊公開透明

化以促進環保產業之發展。此外並擴展配合週遭社區之環境與發展及配合區域市場

機能，促使整個區域提升綠敷地率與資源回收率、節省水資源與能源耗用等，達到

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的目的，以解決相關之環保問題。環保科技園區之設置理念如

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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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保生態科技園區設置理念構想圖  

 

3.4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目標  

依據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修定本)其目標如次：  

1.促進物質之循環永續利用，達到每年 300 萬公噸資源物料之回收再生目標，並

進入社會循環再利用，以兼顧減廢與生態循環之目的。  

2.設置 123 公頃之循環型「環保科技園區」，妥善有效利用土地以活絡現有工業

區之閒置土地，並創造就業機會，提昇生活環境品質。  

3.建立具有生態資源循環之研發領域，引進國外先進環保技術，並吸引國外廠商

進駐園區。結合國內各研究機構，協助產業提昇環保技術層次，帶動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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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產業之發展，進而解決產業所面臨之環保問題。  

4.創造兼具環境品質的社區總體經濟效益，可加速民間投資，增加資源與物質循

環，增加就業機會，並促進地方發展、增加稅收及活絡財政。  

5.提昇產業之生態化，改善產業經營條件，以促進產業生態連結，達成資源循環

與低污染排放，並提供國民優質生活環境，以創造循環型永續生態城鄉。  

3.5 環保科技園區園區運作模式  

環保科技園區是結合環保署、縣市政府與民間廠商共同努力推動。環保署、

主辦機構(縣市政府)與廠商及研究機構等 3 方面，園區推動之運作模式及工作內容

如圖 3 所示。  

環保署方面主要在於政策的擬定，提供主辦單位、進駐廠商與研究機構經濟

上的協助與誘因，協助主辦單位規劃引進產業的整體方向。故環保署先設置指導委

員會並擬定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作業及管理要點與補助款執行要點，作為將來園

區營運監督查核及對主辦機構績效考評之依據。環保署也協助主辦單位擬定招商文

件範例，誘導主辦單位在正確的方向上考量適當的招商範圍與對象。此外協助主辦

單位提供產業分析資料、招商名錄及辦理國內外招商說明會、或主動拜訪有意願廠

商進行說明等。  

主辦機構(縣市政府)主要工作在於提供土地作為園區之建設，設置專責管理單

位，負責園區規劃興建、規劃具有區域性特質之產業群落，積極招商。並積極進行

園區行政作業一元化之規劃與作業辦法流程之建立，作為改善行政效率以及將來營

運管理與對入區廠商／研究機構的績效考評之依據，使環保科技園區在既定的方向

上推動，促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輔相成。  

廠商及研究機構則負責生態化規劃、建廠、試車、量產，研究計畫之執行、

工廠之營運並接受監督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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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研究 

建設 

入區廠商/研究機構 
 研究開發 
 量產實證 
 產品技術行銷 

 
 

圖 3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之運作模式  

 

3.6 環保科技園區引進產業規劃  

環保科技園區引進之產業以高級環保技術、資源再生、清潔生產、生態化等

相關產業為主。依此，擬定引進 6 大產業範圍：1.與清潔生產技術相關聯之產業；

2.回收再生資源以創造生態化之產業；3.應用再生資源轉化成再生產品之產業；4.

開創新興策略性之環保技術產業；5.再生能源產品與系統製造產業；6.關鍵性環境

保護相關產業。進駐廠商／研究機構的設置需經過入區資格的嚴格篩選審查，優先

引進高環境效益的廠商，並引導園區產業的發展方向，其引進產業需評估的範圍包

括：1.產業本質、原料及材料的使用、環保生態、產品、技術、 .社會效益；入區

研究機構的評估範圍包括：機構本質、研發技術、研發規劃、社會效益等。  

惟各園區可依據其區域性之需求，在不脫離 6 大產業範圍下規劃引進具有地

方特色的產業群落。例如花蓮縣以觀光、石材製造及農業為其最重要的產業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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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發展生物科技、生質能及生物可分解塑膠、太陽能等新能源產業、石材廢棄物資

源化產業，結合其景觀與農業特性，發展出具特性的產業聚落。高雄縣廢棄物產量

大，園區鄰近設有多座工業區，區內多金屬加工業及石化業等，能源、水資源使用

量大，產生之灰渣、居全台之冠，則可以根據其特性，引進相關資源回收再利用技

術、節能、節水回收再利用及生態化相關產業群落。桃園縣境內產業多為電力及電

子機械器材製造修配業及機械設備製造修配業，鄰近新竹科學園區，再生資源料源

豐富，且近台北新竹兩大都會區，水資源珍貴，可引進資源化產業、水資源及水污

染防治產業、清潔生產及再生能源應用技術相關產業等。台南縣之產業以金屬製造

業、塑膠製品業、機械設備業及食品業等，可引進潔淨能源、生產回收再製品的資

源化產業及生產資源再生機具設備。如表 1 所示。  

 

表 1  環保科技園區預定引進產業特色  

園區 特  色 

高雄 配合南部主要之金屬加工業及石化業等，引進環保/能源技術產業、資源回收

再生產業及生態化產業。 

花蓮 
配合花蓮石材產業引進石材資源化相關產業，同時結合農業與觀光產業，發

展生質能及生物可分解塑膠等無污染產業。 

桃園 
引進產業包括主體產業、循環產業與鏈結產業，主體產業包括再生能源、水

資源回收、高附加價值資源再升與高效率環保設備等產業。 
台南 主要擬引進資源回收再利用、潔淨能源及環保技術產業 

 

3.7 環保科技園區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  

環保科技園區規劃設計均採用生態／環保之施工方法，建築物符合綠建築評

估指標與生態施工法。其土地使用規劃，包含量產實證區、研究發展區、支援設施

區、管理中心及教育展示區及綠地等。並加強污水回收再利用、中水道系統、廢棄

物資源回收等回收再利用設施之建設；並促進能源使用最佳化，推廣使用太陽能、

風力、汽電共生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等。  

另為促成產業、生活與生態平衡，達到資源循環再利用以及都市或區域發展

之永續性，縣市政府應以綠敷地率、資源回收率、節水率、二氧化碳減少率為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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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選定重點區域及重點軟硬體建設項目加以規劃建設。其建設原則與內容、評估

指標說明如下：  

1.生態城鄉建設原則與內容  

生態城鄉建設由縣市政府考量區域性自然景觀的優勢與利用區域性有限的

資源，依據區域環境及未來發展之需要，將園區建築架構、設施建設融入週遭

之城鄉中，加以規劃而成。其目標是保護自然資源環境為基礎，要求自然資源

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維護不同生態系之維生功能。全面改善生活環境品質，並

有效的促進土地的利用與平衡，強化地方產業發展。鼓勵經濟合理成長，但在

發展的過程要提高環保效益、遵循清潔生產之規範、減少廢棄物產生及提倡綠

色消費。以營造具有自然機能、自然魅力、環境低負荷的都市及舒適、快樂的

都市環境為標的。規劃內容包括各項軟硬體設計、盡可能採用生態／環保工法

施作、使用再生原料／再生資源，並考慮能源回收再利用、清潔 /新能源使用、

管理維護計畫、相關單位權責及分工等項目等。  

2.評估達成資源循環與低(零)排放之成效  

評估達成資源循環與低(零)排放成效應以綠敷地率、資源回收率、節水率、

二氧化碳減少率等指標項目中，選擇區域內具代表性的項目作為成效評估的總

指標。至於循環型生態城鄉分項建設指標包括：(1)自然環境與地域環境指標方

面為營造具有自然機能、自然魅力的都市；(2)在自然環境與地球環境指標方面

為營造環境低負荷的都市； (3)在都市環境與地球環境指標方面為建構與環境相

互調和的交通計畫； (4)在地域環境與都市環境指標方面為營造區域舒適、快樂

的都市環境。各區域為達成總指標所規劃項目應明確具體可行，並訂定逐年達

成的目標。  

3.8 環保科技園區獎勵優惠措施  
獎 勵 優 惠 措 施 包 括 對 於 主 辦 單 位 (縣 市 政 府 )及 入 區 廠 商 ／ 研 究 機 構 提 供 補

助。主辦單位補助款包括園區軟硬體建設及循環生態城鄉建設補助費，使園區建設

完善並促進園區與週遭環境協調、綠美化，達成生態化循環城鄉之目的。入區廠商

／研究機構補助款包含：  

1.土地租金補助費：依入區廠商實際承租或購地之土地面積，補助土地租金 50 %，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03 期(July 2007) 85 

至民國 100 年為止。  

2.生產補助費：補助每廠初設資本額之 10%為原則，並以 2,500 萬元為上限；補助

至民國 100 年為止，分 5 年撥付，每年最多補助 500 萬元。   

3.研究補助費：每案以補助申請經費百分之 50%為原則。屬先期研發者每案補助

500 萬元為上限，每年補助研發案 10 案為原則；屬試量產者每案補助 1 千萬元

為上限，每年補助試量產案 5 案為原則。  

四、環保科技園區執行現況及成果 

目前環保署已經選定高雄縣本洲工業區(40 公頃)、花蓮縣鳳林綜合產業區(22

公頃)、桃園縣桃園科技工業區(31 公頃)、台南縣柳營工業區(30 公頃)，進行環

保園區之規劃及興建營運作業。各園區設置現況如圖 4。 

4.1 環保科技園區建設現況  

環保科技園區規劃設計均採用生態／環保之施工方法，建築物符合綠建築評

估指標與生態施工法，全區營造生態化的基礎建設環境，搭配周邊產業規劃，使企

業獲得更佳發展條件與商機。其土地使用規劃，包含量產實證區、研究發展區、支

援設施區、管理中心及教育展示區及綠地等。並加強污水回收再利用、中水道系統、

廢棄物資源回收等回收再利用設施之建設；並促進能源使用最佳化，推廣使用太陽

能、風力、汽電共生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等。  

目前 4 座園區之管理研究大樓暨實驗廠房設計皆依綠建築規範設計，各園區

已經取得管理研究大樓建築 9 項指標候選證書。園區開放空間提供更高比例的隔離

綠帶、公園並退縮建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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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蓮縣

高雄縣 

※基地座落：鳳林綜合

產業區 

※園區用地面積：22

公頃 

※管研大樓 94 年 7 月

動工，95 年 12 月完

工  

※已有 5 家廠商進駐 

桃園縣 

台南縣 

※基地座落：桃園科技工

業區 

※園區用地總面積：31 公

頃 

※管研大樓 94 年 12 月動

工預定 96 年 8 月完工  

※已有 7 家廠商進駐 

※基地座落：柳營工業

園區 

※園區用地總面積：30

公頃 

※管研大樓 94 年 11 月

動工預定 96 年 11 月

完工  

※已有 9 家廠商進駐 

※基地座落：岡山本洲工業

區 

※園區用地總面積：40 公頃

※93 年 2 月辦理開園典禮 

※管研大樓於 95 年 6 月 30

日完工啟用 

※已有 25 家廠商進駐 

 

圖 4  環保科技園區設置現況  

 

表 2  環保科技園區管理研究大樓動、完工日期  

園區工程項目 動工日期 完工日期 
高雄園區管研大樓 93.2 95.6 

花蓮園區管研大樓 94.7 95.12 
桃園園區管研大樓 94.12 預定 96.8 
台南園區管研大樓 94.11 預定 96.11 

 

以高雄園區為例，其管研大樓採用再生建材並採節能省水設計，使用自然素

材與原生植生，與周邊城鄉風貌結為一體，並融合岡山地區特有的歷史文化，使環

境意象之造形設計更富地方色彩。高雄園區管研大樓特別設置「綠環境館」，為國

內首座環保博物館，提供民眾絕佳的環境教育場所，預計每年提供 3 萬名中小學生

參觀，落實環保教育從小紮根。設置於 1 樓的環境教育博物館，主要展示資源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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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及各國先進環保科技，展示內容包括太陽能、生態濕地、環保科技、資源回收再

利用、綠建築介紹等主題單元，除了有資訊展示陳列，更有生動有趣的互動式遊戲，

內容活潑豐富，讓民眾從展示及遊戲中，認識環保、生態及能源，進而愛護環境，

珍惜資源，對我國環境教育的推動具有極大意義，對來參觀的民眾或中小學生而

言，是一個豐富而有趣的經驗。  

該大樓 2 樓係由台電、中油等大型公司設置環保展示區，以油、電為主題，

除介紹這 2 家對台灣經濟發展貢獻極高的企業於污染防治的歷程及成果，及對環境

保護所做的改進，提供民眾見證及省思之外，並讓參觀者了解我們的日常生活皆與

石油、能源密不可分，環境保護與每個民眾的日常生活習慣息息相關，館內並利用

資訊展示、互動遊戲、實體陳列等宣導節能觀念，教育民眾節約能源、減少污染要

從日常生活中做起。2 樓則有台電、中油等大型公司設置環保展示中心，介紹該公

司對環境保護及污染防治的歷程及成果，3 樓設有會議室及研習教室，4 至 6 樓提

供給各企業租用。另與管研大樓相鄰的實驗廠房則可提供 8 個單位供研究單位及廠

商承租。結合循環城鄉建設概念，管研大樓外以生態工法建造一兼具景觀與滯水防

洪、淨水功能的生態池，為園區提供休閒及緩衝的空間。  

高雄園區除了服務中心、電信道路、停車場、排水、中水道系統等公共設施

一應俱全外，對於園區開放空間提供更高比例的隔離綠帶、公園並退縮建築等。並

建立資源回收體系、高效率污水處理設施以及廢水回收再利用儲存系統，園區路燈

照明及環境監測系統，應用太陽能及風力等環保清潔能源，充分回收再利資源，以

達零排放的目標，足以成為其它工業區未來推動的參考。  

此外，為了強化園區環境的生態化，高雄管研大樓外的滯洪池更以生態工法

建造兼具景觀、滯水防洪、淨水及生態復育功能的生態池，結合循環城鄉建設概念，

為園區提供休閒及緩衝的空間，冀能藉此增進產業、生活與生態的平衡，進一步達

成永續生態城鄉的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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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高雄環保科技園區管理研究大樓    圖 6  高雄環保科技園區綠環境館展示  

 

台南園區管理研究大樓亦採用綠營建生態建築構想設計，如輕量化遮陽介面

以減少陽光直射、多層次立體化植栽之立面綠化、立面開口以減少建築物外殼熱負

荷、模距化及再生建材應用，提高標準廠房開口彈性及建築綠營建研發價值、誘導

式風塔實驗，以實驗操作提高教育展示說明性、節能技術的應用上如應用太陽能(熱

交換、光電轉換)、風能(風力通風、浮力通風)、生物能(光合作用、生態循環)、雨

水(再利用)等自然資源，達到節能、節水效益等。  

花蓮縣風景優美，花蓮環保科技園區除了有美麗的山川景色外，管理研究大

樓及實驗廠房更是建設的美輪美奐，道路等基礎建設十分完善，綠地及滯洪池等設

施讓園區比一般工業區更顯得舒適美觀，可以說花蓮園區不但可以提升環保產業以

增加能資源永續利用、創造花蓮地區的工作機會，而且提供一個十分人性的工作環

境及符合生態的產業園區，而且地價低廉，值得廠商優先考慮。  

環保科技園區計畫不只進行產業生態鏈結及環保科技的提昇、引進，更著重

於結合臨近區域資源循環，並提升區域的生態環境，因此本計畫補助設置園區的縣

府進行「循環型生態城鄉建設」。如高雄園區於 95 年 7 月啟用的「阿公店溪及滯

洪池河岸生態工程」，運用生態工法，使用自然素材與原生植生，與周邊城鄉風貌

結為一體，並結合管理研究大樓外的滯洪池，營造兼具景觀、滯水防洪、淨水及生

態復育等功能，並融合岡山地區特有的歷史文化，使環境意象之造形設計更富地方

色彩，為園區及臨近區域提供休閒及緩衝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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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花蓮環保科技園區管研大樓      圖 8  花蓮環保科技園區實驗廠房  

 

 

 
 
 
 
 
 

圖 9  花蓮環保科技園區景觀滯洪池     圖 10  花蓮環保科技園區  

 

4.2 環保科技園區廠商進駐現況  

環保科技園區推動計畫執行至今已有 46 家廠商進駐園區，另有多家廠商申請

進駐中，園區招商成果已現，產業生態鏈結已逐漸成型，各園區的入區廠商產業別

及成果可參考表 3、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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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園區已進駐廠商家數及類別  

進駐廠商  
六大產業 高雄 花蓮 桃園 台南 

與清潔生產技術產業 頂吉興、奇樺、自遊實、鍵

財、台灣鍍膜 - 
大亞

精鋼

台發硅

藻土 
回收再生資源以創造生態化

產業 
玻研 - 

劦燦 中台 

應用再生資源轉換再生產品

之產業 

山口金、磊格、瑞鑫、純聚、

豪豪、WRC 、寶淨、虹科、

環拓、嘉馬、金典 

聖坫 
幸運草

光洋

亞光

宏遠

晉瑄

光和

弘馳 
智鵬 
嘉德 
觀音 

開創具新興與策略性之環保

技術產業 
- - 

- - 

再生能源產品系統製造產業 友荃 台灣潔能 泰日豐 宏達 

關鍵性環保相關產業 國聯、正加、富產、敏盛、

傳閔、睿元、平和 
旗艦銀河

亮泰 - - 

合  計    46 家 25 家 5 家 9 家 7 家 

 

表 4  環保科技園區進駐廠商成果  

 執行現況 預定目標 達成率 

入區廠商家數(家) 46 75 61 % 

面積(公頃) 37.25 84 44 % 

總投資金額(百萬元) 9,447 13,500 70 % 

就業人口(人) 1,663 2,250 74 % 

年產值(百萬元) 20,653 15,500 133% 

 

4.3 環保科技園區產業鏈結及園區生態化現況  

環保署設置環保科技園區，其目的即為希望達成資源循環利用的目標，積極

促成區內或與區外產業間之生態化鏈結及更多資源循環利用。已進駐環保科技園區

的廠商，已開始進行產業鏈結及物質、能源的循環，以高雄園區入區廠商為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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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純聚公司：主要將國內各 TFT-LCD、彩色濾光片、晶圓及光碟片製造廠等電子

產業使用過之溶劑，純化成電子級單品原料或溶劑，再供應化學品供應商重新

調配製成新品使用，或直接提供 TFT-LCD、彩色濾光片、晶圓及光碟片製造廠

等電子產業或其他相關產業再利用。  

2.奇樺公司：利用金屬與熱可塑性體複合成型製成華司，可以提供供相關產業使

用。其使用原料  TPE(熱可塑性彈性體)回收提供本洲工業區奇樺 TPE 廠處理後

再供本廠使用，形成鏈結。廢鋼材則可提供鋼鐵業作為原料。  

3.頂吉興公司：提供高品質汽車扣件、航太扣件、電子扣件以及特殊扣件。產品

可提供汽車、航太、電子、建築等產業之扣件使用，園區內奇樺公司所產華司

也與頂吉興公司合作，委託表面處理，兩公司形成鏈結(如圖 11 所示)。  

4.豪豪公司：原料取之於光碟製造廠之廢料或民眾廢棄光碟，經資源化再生成塑

膠粒，產品可做為再製光碟之原料，也可與其他塑膠原料摻配混合，製成各種

工程塑膠，增加材料之機械性能。此外該公司於製程產生之含貴金屬污泥，可

委託區內山口金公司進行資源化，形成生態化鏈結(如圖 12 所示)。  

5.美商世界資源公司：世界資源公司(WRC)為第 1 家進駐環保科技園區之外商，

目前我國高科技產業所產生的含重金屬電鍍污泥即是透過境外輸出至該公司回

收有價金屬。美商世界資源公司於高雄園區設置電鍍污泥資源化處理廠，更計

劃利用鄰近之岡山垃圾焚化廠餘熱作為運轉所需熱能，減少建造與操作鍋爐成

本，且零污染，回收污泥廢料中之貴金屬，濃縮物作為礦業及金屬業之原料(如

圖 13)，與臨近區域產生能源生態化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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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吉興 奇樺 

產品為可回收

高單價華司 

未表面處理

華司墊圈

(Washer)

表面處理後

華司墊圈

清潔生產製程 
屬於無氰高鎳合金表面處理，
可較傳統製程減少廢水及50％

及污泥90％ 

區外廠商

台力

廢熱固型塑膠 

鈷、錳、鈀 
貴重金屬 

 

圖 11 環保科技園區入區廠商奇樺及頂吉興公司生態化鏈結情形  

 

 

區外廠商 區外廠商 

中油 

山口金 豪豪 

中美和 錸德 中環 

高價值 
塑膠粒 

含貴金屬污泥

廢光碟片廢觸媒 

回收 回收 

 

圖 12 環保科技園區入區廠商山口金及豪豪公司生態化鏈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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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泥 

乾燥 

調配 

礦砂 
本身不用鍋爐 

岡山垃圾焚化廠

蒸

汽
 

WRC 

製

程 

利用岡山垃圾焚化廠蒸汽進行污泥濃縮乾燥 

 
 

圖 13 環保科技園區入區廠商 WRC 及岡山焚化廠生態化鏈結情形  

 

6.國聯公司：進駐本園區主要從事生產機械式螺絲除銹設備，包括免酸洗盤元除

繡機、免潤滑粉輥輪組伸線機等相關環保設備，每年約生產 50 套設備。金屬工

業中，前段酸洗處理所產生的廢酸污染常常造成嚴重公害，而國聯公司所研發

製造的機械設備為清潔生產中很重要的一環，透過這些設備的改進，每年可降

低台灣鹽酸等原料的使用量約 8 萬公噸，減少廢酸約 16 萬公噸，於環境效益上

可減少資源浪費、防治廢酸污染，至於經濟效益上可降低鹽酸使用的成本及污

染防治的支出約 7 億元。  

7.虹科資源公司：主要從事回收各種煉油、石化廢觸媒等，提煉其中的有價金屬，

開始生產後可供給鋼鐵業所需之合金及添加劑，如釩鐵、鉬鐵／氧化鉬等，除

了可提升資源回收再利用率及廢棄物減量，更可和高雄地區的鋼鐵產業建立鏈

結及物質循環，達成區域產業生態化目標。  

已入區廠商預計可提供循環再利用資源物 157 萬公噸 /年，水再利用量 64 萬公

噸 /年，總計再利用量 221 萬公噸 /年，達本計畫目標 300 萬公噸 /年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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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來展望 

「環保科技園區」累計已有 46 家廠商進駐，並有 10~20 家以上廠商申請進駐

中，園區招商成果已現，產業生態鏈結逐漸成型，未來非但可解決我國環保問題及

提升環保技術，也可成為新設工業區的範本及已設工業區改進之參考，帶動工業園

區生態化之風潮。  

環保署繼規劃設置 4 座環保科技園區後，更進一步推動既有工業區產業生態

化，94 年已先推動臨海工業區生態化，透過建構產業網絡，規劃生態化鏈結，促

進區內資源循環再利用，進行產業用料、產出廢料及物料間資源循環利用的可行性

分析後，再針對相關廠商進行協商。後續再選定桃園縣工業區及林園工業區，繼續

推動資 /能源的循環再利用。希望藉此建構一成功推動模式，陸續推廣至其他的工

業區及園區，以推動工業區資源循環再利用，達到資源永續利用的目標。 

過去，台灣創造了經濟奇蹟，但也對環境生態帶來傷害。面對未來，推動經

濟與環保並重的環保科技園區，將以低污染排放、產業生態化、資源共享、資訊互

通、研究與生產並重、行政一元化的特色，提昇工業區的資源使用率，生產高環經

效益的商品，降低工業生產之環境衝擊，順應全球永續發展風潮，期盼繼加工出口

區與科學園區之後，再創與環境共生的綠色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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