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38 期(Nov. 2016) 19 

廢棄物類 

從資源觀點看廢棄物管理之轉型 

呂穎彬* 

摘   要 

能源與物質是維持民眾生活水準必要的資源，過去用畢即棄的觀念，造成資源

物料錯置，形成廢棄物，導致嚴重的資源匱乏與環境衝擊。其次，部分產業資源物

料或因價值不高或嫌惡心態，長期為人所忽視並逐年積累而引發嚴重的環境與社會

問題。 

有鑑於此，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刻正致力推展的「永續物料管理」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SMM)觀念可協助國內廢棄物管理轉型為資源循環管理，另搭配由生命

週期思維建立的資料庫決策工具，透過工具的使用與部會間的合作，有助於釐清錯

綜複雜的資源、產品及廢棄物問題；藉由前端的「產品系統」規劃，充分利用產品、

零組件、材料及能源的每個階段，有利於既有後端廢棄資源物合理地充分利用，減

少最終處理處置的負擔。此外，利用資料庫平台提供數據、技術或物質流的去化經

濟條件，可引領決策者擬定策略，邁向永續資源循環之路。 

 
 
 
【關鍵字】永續物料管理、生命週期、物質流、資料庫決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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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為維持人民的活水準，讓經濟體持續運作，能源與物質，統稱資源不可或缺。

過去資源使用觀念傾向物質與能源的量產與快速流動，才有效率。由自然界開採資

源，如開採石油製成燃料與塑膠，提供大眾消費，用畢產生之廢棄物即棄置於自然

界，而過度的開採與廢棄導致地球有限資源之匱乏與生物圈環境的衝擊。至於循環

經濟的精神係改變量產消費後棄置的錯誤行為，物質使用不浪費，儘可能充分地應

用每一能源與物質。循環的主要概念分為前端與後端，前端就是重新設計(Redesign) 

產品系統，規劃可重複使用(Reuse)，由產品直接循環使用，無法直接使用則回收材

質(Recycle)，最後才採熱能回收(Recovery)與無害的最終處置；後端則要改正「廢棄

物是放錯地方的資源」，亦即可做為資源的物料，因價值不高或嫌惡心態，長期為人

所忽視並逐年積累而引發嚴重的環境與社會問題。 

二、國內外發展趨勢 

如何讓廢棄資源適得其所係政府在循環經濟規劃中首要之務，亦是永續物料管

理精神的第一步。首先治標，亦即減少錯置資源產生的廢棄物；再者改善整體消費

系統、社會經濟制度與國民觀念，讓資源在滿足生活需求之際，即於「產品系統」

規劃之初，將產品、零組件及物料階層式運用納入考量，發揮產品在生命週期之最

大效益，兼顧物盡其用與維持生活水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早就於 2004 年成立永續物料管理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SMM)工作領域，而於 2015 年出版的「物料資源、

生產力與環境」(Material resource, productivity, and the environment)報告中(OECD, 

2015)，對 SMM 的操作型定義為「永續物料管理是一種方法，其目的促進永續物料

使用，採用物料生命週期概念貫穿、整合各式行動，以降低環境負面衝擊及維護自

然資源，同時將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納入考量」。 

倘若廢棄物無法被利用，進入處理處置體系後唯有靜待逐步找出可行之用途。

歷經多年努力，如今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比例已經達到 8 成左右(如圖 1)。更有從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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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直接被視為產品，不被列入統計之中，如高爐爐石，可製成爐石粉或高爐水泥。

當資源循環觀念普及與資訊更為暢通之後，未來當有更多的「廢棄物」被列為「產

品」，從此擺脫惡名，並創造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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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棄物管理處  

圖 1 國內事業廢棄物的產量與再利用量 

反之，有些本質是材料或產品，卻因為離廠精煉，而遭環保單位誤認為廢棄物

予以取締，相關業者基於作業方便，往往將此材料或產品做為廢棄物直接處理，失

其再利用原效。例如半導體研磨液使用後純度降低，多被送回原廠純化後再送回原

事業再利用，環保署已有數封解釋函均闡明其非屬於廢棄物清除處理之管理範疇；

然對第一線執法人員而言，「離廠」即可能有非法處理處置之風險。未來如何釐清資

源利用、避免名不符實之情事並有效鼓勵資源循環，提升執法人員觀念，以減少對

業界的行政干擾，亦是重要課題之一。 

又或可自商業模式著手，推廣化學品租賃，使用者僅借用製造者的材料而非購

買擁有，最終須歸還製造者，以使各種化學品資源，在使用者與製造者間循環。此

一做法在法規嚴密的管制而使用者欠缺循環精煉專業知識下，可減少使用者將各種

有利用價值的資源轉換成廢棄物。因為是租賃的化學品資源，安全合理的循環非屬

廢棄物的問題，亦可減少執法人員的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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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源與廢棄物管理問題解析 

104 年天下雜誌報導「失控的高科技廢物 引爆環境危機」一文中 (呂國禎等, 

2015)，「2013 年 11 月 30 日，《紐約時報》報導台灣事業廢棄物再生的傳奇，台灣

的資源回收公司從 100 家快速成長到超過 2,000 家，產值從 10 年前的 249 億台幣，

2013 年已達 658 億台幣。」原應為台灣資源循環產業的良好指標及正確之再利用政

策，卻因不肖業者層層轉委託的操作而不利於政府落實監督，部分再利用事業局部

變調，過去台灣在此方面的努力與成功蒙上一層陰影。 

另由物質流的觀點 (如圖 2) 分析，氟化鈣污泥原為可資源化之材料，適合投

入一貫作業煉鋼廠取代螢石，亦可投入水泥業製程。然因水泥熟料逐漸減產，以及

產業對使用「廢棄物」有礙於公司或產品形象，造成氟化鈣污泥再利用管道受阻，

不肖業者假藉資源再利用之名，行非法棄置之實。 

資料來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永續物料管理制度推動及系統功能提升專案工作計

畫」，2015 

圖 2 物質流觀點看產業相依狀況(物質總量為概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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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利用方向雖正確，但如上述情形未能改善，物料循環成本高效而益低，

資源任意棄置導致劣幣逐良幣，台灣不但無法進入循環經濟的正規途徑，反而阻礙

經濟發展並造成重大環境衝擊。深究其原因可歸結為二：第一是資訊不足且不夠透

明普及化，政府機關雖擁有許多資料庫與訊息，進行再利用核准時，亦有各種防弊

措施，包括廢棄物來源、用途及各種設備需求，以及相關運作管理規定。然卻未必

能夠及時反應市場面的資訊，如水泥熟料產量近年呈現下降趨勢(圖 3)，故有可能降

低氟化鈣污泥與爐石的再利用容量進而產生新問題。假若能有一套資料庫系統工具

可以提供類似再利用市場面的資訊，當可提高核准時之合理性與決定更有效的抽樣

稽查頻率。儘管好的制度，也可能產生弊端，但藉由良好的部會溝通管理與資料庫

工具提供決策參考，則可以降低弊端可能性；加上透明普及的資訊讓投資者清楚資

源的流動變化，並可讓民眾更了解資源循環對切身環境與經濟發展的好處，讓永續

物料管理的觀念深植人心。 

資料來源：水泥公會  

圖 3 水泥熟料的生產趨勢 
 

第二是廢棄物即資源的觀念尚未被產業接受，民眾亦尚難接受二次材料所製成

的產品。原本明顯可用的「材料」，其用途對環境沒有重大影響，卻因「材料」被冠

上「廢棄物」之名，即有遭特定人士污名化之可能，就造成民眾不願意使用。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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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再利用率之數字管理，卻讓相關產業避而遠之，減少使用再生材料或尋求自身「廢

棄物」之資源化途徑。未來須仰賴政府強力宣導，利用透明資料說明突顯再利用成

功案例以轉變民眾刻板印象。 

產品、資源、廢棄物定義依舊未臻明確，相關法令未來是否予以釐清亦是未知

數。譬如產品或資源，當產品欠缺去化管道(或沒有經濟利益)很可能被視為廢棄物；

另如廢棄物再利用之產品，如前述之氟化鈣污泥，通常被認定為廢棄物，然經適當

處理或運至適當設備，則可產出如水泥或混凝土之一般商品(Commodity)；反之就可

能成為任意傾棄的廢棄物，不僅造成環境衝擊，對再利用及永續物料管理的進程產

生負面影響。 

四、由廢棄物管理轉型為資源循環管理 

美國 2009 年曾提出「永續物質管理 :前面的道路」 (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The Road Ahead)，政策目標即在於兼顧經濟競爭力與物質的永續利

用，並提出 3 項施政方向(USEPA, 2009)： 

1. 以生命週期思維作基礎，強化物質與產品管理。 

2. 落實執行力，建置資料庫和決策工具以支持生命週期物質管理，並整合管理策

略與法規。 

3. 推動公共參與，暢通資訊管道。 

其中第二項就強調執行力之資料庫與決策工具，例如資料庫系統可在適當時

間，指出某個資源再利用的商品價格已降至難以營運的程度，進而向執法人員發出

警告訊息，應當密切關注並提高查核頻率，俾有效防止資源被不肖業者非法棄置。

如此除可大幅放寬資源的認定，鼓勵資源再利用，同時亦能減少執法人員的負荷。 

為此，環保署已著手建立資源循環資料庫平台，惟相關資料尚分散在各部會，

如經濟資料在主計處，進出口貨物數量或價格在關務署，農產資料在農委會農業統

計年報，能源平衡表在能源局，非金屬礦物資料在礦物局，各種廢棄物與污染資料

在環保署，廢棄資源再利用資料則分散於各部會。各部會局處依法透過各種公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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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收集資料形成資料庫，為整合上述資源循環相關資料庫並進行分析，平台係採總

體物料角度，及永續物料管理觀點以介接各部會之資料源，其中介接之資料源主要

在原料、產業、廢棄資源及再利用整體生命週期相關資訊，共可分為 3 大類： 

1. 自然資源：介接我國有關能資源投入資訊，包括農委會農業統計年報、能源局

能源統計資料、關務署進出口資料、礦務局非金屬礦物統計資料，並引入主計

總處產業關聯表做為自然資源部門分布的參考。 

2. 產業基礎資訊：介接產業產值基礎資訊，主要參考主計總處目前最新(民國 100

年)產業關聯表中有關投入產出資料。 

3. 廢棄資源與再利用：包括各廢棄資源種類、數量與現行已建立再利用管道之再

利用資源。 

已建立之資源循環資料庫對外公開部分(吳盛忠等,2016)如圖 4 與圖 5 所示，包

括介紹永續物料管理內涵及推動效益，提供物質流 7 大指標，諸如直接物質投入、

直接物質消費、直接物質輸出、資源生產力、循環利用率、空水廢污染排放及環境

負荷密度等。 

 
圖 4 環保署建立之資源循環資料庫平台首頁 



26 從資源觀點看廢棄物管理之轉型 

 
圖 5 資源循環資料庫之公開 7 大指標 

 

至於趨勢分析系統與其他功能則限公務使用，需帳號密碼，目前僅開放予各部

會，未來則有望逐步公開資料以供大眾查詢(如圖 6)。 

資源循環資料庫除可看到各類資源與廢棄物之產出、處理及再利用情形，同時

亦提供各行業與各種廢棄物之直接產出關聯與間接經濟關聯。於供各部會研析之

外，尋求合理的解決方案之外，若能開放給產業、民眾或學術團體查詢，不僅有助

於資訊透明化減少弊端，亦有利於產業尋求投資方向，提升資源循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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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資源循環資料庫之趨勢分析系統 

 
該資料庫另提供桑基圖(Sankey Chart)(如圖 7)，運用主計總處產業關聯表之經濟

關聯計算得出資源物料及廢棄物的流向，未來甚至可針對物料流的價值鏈進行分

析，有利日後利用經濟誘因掌握資源循環的改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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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資源循環資料庫之桑基圖系統 

 

現在的廢棄物管理概念乃是廢棄物產出如何有效處理，主要考量點為會不會產

生環境衝擊？是否符合法規？至於未來若有廢棄物產出則須先考量資源循環，為何

會產出廢棄物？其來源為何？是否可以減少或停止產出？物料流改變對經濟與人民

生活水準的衝擊為何？因此，未來的廢棄物管理不再只是環保署的職責，因為廢棄

物是錯置的資源，如何改善其「錯置」的事實，牽涉到整個「產品系統」的設計與

規劃，必須從源頭開始改善。此外，既有廢棄物再利用途徑之發掘，產業與民眾對

於二次料的接受程度，均是政府各部會必須協調合作才能解決的問題，而其關鍵在

於廢棄物的認定與管理法令架構與部會合作，以及建置適當的整合平台資料庫工具

以供政府推動策略規劃與執法人員參考。俾利用平台提供數據、技術或物質流的去

化經濟條件，引領決策者擬定策略，邁向永續資源循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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