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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類

廢泥變黃金－
淺談畜牧業沼液、沼渣農地再利用

葉琮裕

摘　　　要

台灣養豬業規模大且密集，主要集中於屏東縣、雲林縣、彰化縣、台南市、嘉義

縣、高雄市等南部地區。其廢水中含有大量的懸浮物、有機物及氨氮等物質，若未經

處理直接排放至水體中，將會導致環境污染，造成優養化現象，進而破壞生態平衡，

對於人們的生活品質與身體健康亦有諸多不良的影響。在台灣畜牧廢水處理主要使用

三段式厭氣處理流程，而環保署近來則推行減污、節水措施，以畜牧廢水回灌農田以

減少廢水排放，且可減少須被徵收水污染防治費之業者需繳納的費用。

以往台灣畜牧廢水係以三段式厭氣處理設施，依法令規定處理達標準後排放，但

環保署於 104 年 5 月 1 日起開徵水污染防治費，畜牧業被列為第 3 年起徵收的對象，

畜牧業被列為第三年起徵收的對象，其徵收項目包含(1)化學需氧量；(2)懸浮固體；

(3)鉛；(4)鎳；(5)銅；(6)總汞；(7)鎘；(8)總鉻；(9)砷；(10)氰化物及(11)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項目，且畜牧業與工業徵收費率相同，是以「徵收項目費率 x 水

質 x 水量」公式計算。水污染防治費開徵後，勢必增加了畜牧業者的一大成本，因此

如何減少廢水排放為重要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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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特定河段或排水為例，評估河段或排水流域內區域性沼氣中心之設置可行性，

旨在協助畜牧業者處理畜牧糞尿及降低業者畜牧廢水水污費用，並進行一段式沼氣發

電，降低碳排放的同時產生綠電。沼液、沼渣農地肥份再利用政策，係為廢污水零排

放，無放流水自然無需繳納水污費。厭氣消化過程，產生有價之甲烷氣係為有價物，

而且也是溫室氣體，甲烷回收再利用自然減低環境衝擊。由畜牧業甲烷回收再利用產

生之電能係為綠電。在進行進行一段式沼氣發電，應為永續、綠色、環保之政策。

除此之外，「綠色能源」也可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因此評估沼氣回收再利用之碳

權認證及綠電認購等機制有其必要性。以特定河段或排水為例，評估河段或排水流域

內區域性沼氣中心之設置可行性，旨在協助畜牧業者處理畜牧糞尿及降低業者畜牧廢

水水污費用，並進行一段式沼氣發電，降低碳排放的同時產生綠電。

【關鍵字】畜牧廢水、氮營養鹽、銅、鋅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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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世界上咸少有水污染來源為畜牧業，台灣之養豬型態規模大且密集度高，豬糞尿

廢水之特點為高懸浮物、高有機物及高氨氮，且臭味重及水質變化較大。豬糞尿廢水

含有大量的養分，若未經適當之處理即直接排放會導致環境污染，造成水體優養化，

破壞生態平衡，且豬糞尿臭味會影響人類的生活品質與身體健康。含高濃度有機污

染物之廢水以厭氣生物技術處理，具有能源消耗低、可有效回收沼氣、處理負荷高、 

污泥產量少及耐衝擊負荷等諸多優點，已成為近年來水處理領域研究之熱點。台灣目

前畜牧廢水多採用三段式廢水處理，此方式處理過程既消耗能源又損失可利用資源，

且處理費用亦高。歐美許多國家將未經處理之畜牧廢水直接施用於農田作為肥料，已

行之多年。依據目前國內廢棄物處理法規，未經處理之畜牧廢水尚不能直接施用於農

田作為肥料。

台灣養豬戶數及在養頭數主要集中於屏東縣、雲林縣、彰化縣、臺南市、嘉義

縣、高雄市等南部 6 大農業縣市。以全台飼養 700 萬頭豬、1 億隻雞與 12 萬頭牛估

算，每年產生之禽畜糞廢棄物所含氮、磷、鉀素，相當於化學肥料年施用量中氮、

磷、鉀素之 48、214 與 100 %。利用農田消納禽畜糞肥等有機廢棄物，以利用再生資

源是減輕農牧業生產對環境負荷之對策之一，其施行的方式包括將有機廢棄物製成堆

肥，或直接將未經處理之有機廢棄物施用於農田，兩者各有優缺點。台灣現行之豬糞

尿廢水大多以農委會推廣之三段式流程處理，包括固液分離、厭氣處理與好氣處理及

堆肥與污泥處理等。但固體部分因堆肥化過程使得氮素損失，且堆肥中累積之高濃度

重金屬，亦可能導致土壤重金屬之累積。再者，厭氣處理產生的沼氣(CH4)為溫室氣

體之一，如何有效地利用甲烷，以減少對全球暖化之衝擊，亦為值注意的重要問題。

二、畜牧業沼液沼渣概論

台灣目前畜牧廢水多採用三段式廢水處理，多年來對降低台灣環境營養鹽類之負

荷有相當貢獻。但此方式處理過程既消耗能源又損失可利用資源，且處理費用亦高，

因此尋求其他成本低、環保且安全的再利用方式，成為國內環保單位研究方向。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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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國家將未經處理之畜牧廢水直接施用於農田作為肥料，已行之多年。但是，依

據目前國內廢棄物處理法規，未經處理之畜牧廢水尚不能直接施用於農田作為肥料。 

未來將針對豬糞尿廢棄物，結合國外經驗，擬定環保突破創新策略，提供畜牧廢棄物

資源化及再利用新思維。

2.1 養豬廢水及養牛廢水之污染量

以日本中央畜產會為例，每頭成牛 (平均  500~600 公斤 )每日排出糞尿量糞約 

30 公斤(kg)，尿約 20 公斤。成牛每日每頭 BOD 總量有 760 g，糞佔 720 g，尿佔 

40 g；SS 總量 3,600 g，糞佔 3,550 g，尿佔 50 g；COD 總量 400 g，糞佔 370 g， 

尿佔 30 g，由此可知牛隻畜牧廢水屬高濃度有機廢水，如果不經處理而排出，對環

境的影響甚大，且牛為草食性動物，因此廢水中較豬糞有更多的纖維質、鉀及懸浮固

體，而氮、磷、鈣及鈉等成分含量則較豬糞低，導致需要較長廢水處理時間。

養豬廢水之廢水量受到豬隻每日糞尿排泄量、本身之生理特性、及養豬戶之沖洗

豬舍習慣而略有差異，不同體重之豬隻在任意飼料或限食飼料下其糞尿量有所差異。

除了豬隻所排放的糞尿外，每日清掃豬舍之沖洗水量，亦為計算養豬廢水量之因素。

台灣之養豬戶習慣以水沖洗地面，夏季並為豬隻沖涼，廢污之稀釋率約在 5~15 倍之

間，推估所使用每頭豬所排放的廢水量為 30 L/day，此單位廢水量即已考慮沖洗豬糞

便之沖水量。

在水質方面，養豬廢水的主要污染來源為豬糞尿中之固體物及液體，加上部份飼

料濺落以及豬舍之沖洗廢水，其中污染物 90% 來自豬糞尿，僅有 10% 來自飼料及其

他。豬糞尿廢水一般皆屬於高污染廢水，固體物量佔總廢水的 20~30%，而其 pH 值

則在 7.0~9.0 左右，新鮮豬糞尿廢污之生化需氧量約為 50,000~90,000 mg/l，因此污

染量相當大。然豬糞尿廢水之理化性質受豬隻的生理狀況、飼料品質及量與環境因素

影響，另外包括體重、性別、活潑性及品種、對飼料之消化性、蛋白質及纖維素等其

成分、豬舍溫度、溫度、飼養的方式、沖洗方式及沖水量等，都會影響豬糞尿廢水之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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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畜牧廢水對水體之影響

台灣地區之畜牧業主要為養豬業，1995 年台灣地區毛豬之產值為新台幣 700 億

元，占農畜部門總產值之 22%，居各項產品之冠，為農村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惟養

豬業產生之廢水污染濃度相當高，其污染量佔畜牧業總污染量的絕大部份。因此畜牧

廢水污染現況之評估即以養豬廢水為代表。養豬頭數截至 1998 年共計 800 萬頭。其

中屬大規模養豬戶，養豬規模在 1,000 頭以上者，所養之頭數佔總數之 55%。惟其戶

數僅 1,788 戶，佔總戶數 8.7%；而 1,000 頭以下之養豬戶，共計 18,666 戶佔總戶數

之 91.3%，其所養之頭數則佔總數之 45%。歷年來飼養規模小之養豬戶逐年減少，而

1,000 頭以上之大規模養豬戶則呈現增加趨勢。顯示養豬事業受環保政策的影響，無

有效污染防治設備之小型養豬戶已逐漸被淘汰，大型養豬戶則逐步走向企業化經營發

展之模式。

台灣地區養豬業由於飼養中之豬隻大小頗有差異，為便於污染特性之統計分析，

在進行污染量之推估時得以每頭豬體重 60 kg 計算。此外，由於養豬業者對於豬隻之

排泄固體物大多將之資源化回收做為肥料，實際排放至廢水處理場之污染量為平均每

頭豬每天產生約 30 公升廢水量，COD 則為 250 g，SS 則為 150 g。則台灣地區整體

養豬業產生之年總廢水量為 8,760 萬立公尺，COD 污染年總產生量 730,000 公噸。

依據農委會資料顯示至 1994 年底，飼養 200 頭以上規模養豬戶已設置廢水處理

設施者達 93.8%。業者多採用三段式廢水處理方法，即先經由固液分離，出流水再以

厭氣發酵之後再以好氧之曝氣處理進一步去除有機物。依據盧金鎮等之研究及農委會

專家之意見，此種處理方法在正常且良好管理之操作運轉之下，其 COD、BOD、SS

去除率可達 98%，應可符合放流水標準限值，若因好氧曝氣單元操作不適當，致處理

效率未發揮，則去除率在 90～95% 之間，無法符合放流水標準。

整體養豬廢水之污染防治成效在考量 200 頭以上規模之養豬戶其飼養豬隻之比

例與已設置處理設施之百分比，另統計未設置處理設施之養豬戶所飼養之豬隻所產

生與排放之污染物，則台灣地區之養豬廢水 COD 平均削減率為 54%，污染排放量為

335,800 T / 年，SS 則為 82,000 T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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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水質 RPI 分析

自  98 年  7 月起屏東縣政府於萬年溪上游廣東橋、下游復興橋各設置水質監測

站。由監測結果顯示，萬年溪 98 年整體 RPI 平均值則為 6.54 屬於嚴重污染，99 年

整體 RPI 平均值為 5.15 屬於中度污染，100 年整體 RPI 平均值降為 4.84 屬於中度污

染；評估 98～99 年整體水質改善率達 21.2％，由監測結果顯示萬年溪 99 年度水質由

嚴重污染提升為中度污染，99～100 年整體水質改善率達 6.1％，各項整治工作成效

已逐漸顯現。

2.4 畜牧業污染量推估

畜牧廢水污染量推估將以單位豬頭數所產生的單位污水量及單位污染量乘以其豬

頭數而得。因此在此方面之推估主要單元為豬隻頭數、單位頭數污水量、單位頭數污

染產生量三項。養豬廢水之廢水量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根據相關研究報告，推估所

使用每頭豬所排放的廢水量約為 30 L/day。以萬年溪畜牧業實際畜養量推估污染量：

總廢污水量  1,409 CMD，總廢污水生化需氧量值為  74.4 kg/day，化學需氧量值為

478.3 kg/day，懸浮固體物值為 93.8 kg/day。

台灣現行之豬糞尿廢水大多以農委會推廣之「三段式流程處理」，第一階段為

「固液分離」，固形物分離出液體廢水以製作堆肥，液體廢水進入初沉池前的有機物

質含量越低越好，放流水也才能符合環保署的規定。第二階段為「厭氣消化槽」，動

物糞便將進入一個類似密閉化糞池的密閉空間，經過水解後產生的沼氣可作為汽電共

生，沼渣、沼液則可作為肥料。第三階段則是「活性污泥槽」，在曝氣系統中將廢

水和活性污泥(微生物)互相接觸，將水中的有機物轉化成二氧化碳、水及更多的微生

物。詳細說明如下：

第一階段：固液分離(主要功能減少厭氣發酵產生之浮渣、減少處理量)

1.  在固液分離階段以採用固液分離機為主，分離床少部分，固液分離機有逕流式、震盪

式及水車式等，主要目的是將混於尿水中之豬糞固體加以取出，減輕後續之處理負

擔，它的去除效果 BOD 在 15~30%，平均約為 20%，SS 約在 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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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更推行二段固液分離機方式，第一階段採用網目較大者(約 0.5 mm)，先行去除較

大型之固體後，第二道再以較小網目(約 0.3 mm)進行第二次固液分離，對固形物之去

除效果顯著。

3.  分離出之固體含水分在 70~80% 間，製造堆肥時尚需調整水分。也有採用固液分離式

豬舍，將糞與尿水在豬舍內就加以分開，配合刮糞設備，將糞尿自動分離，刮出之糞

便直接製成堆肥，因不需以大量水沖洗，因此可達到減少廢水量之目的。

第二階段：厭氣發酵

1.  厭氣發酵為在缺氧狀態下，微生物將構造複雜之有機物分解為簡單物質，並產生 

CH4、CO2 等。

2. 優點： (1)污泥產生量少；(2)可回收有用能源(沼氣)；(3)可承受較高之有機負荷； 

(4)處理後廢水穩定性高；(5)發酵過程中微生物所需營養分少；(6)不需供氧； 

(7)可殺死寄生蟲卵及殺死或抑制病原體。

3. 缺點：(1)受氣溫範圍限制；(2)沼氣細菌生長緩慢；(3)處理時間較長

4.  厭氣發酵可分成為：酸生成、甲烷化二個主要階段：

(1) 第一階段利用兼氣與厭氣菌將蛋白質、醣類、脂肪轉化為有機酸(乙酸、丙酸、

丁酸等)、醇類及新菌體細胞。

(2) 第二階段以絕對厭氣甲烷菌將有機酸、醇類轉變成 CH4、CO2。

5. 影響厭氣發酵之因子：

(1)溫度(中溫菌為主，重視溫度穩定 ± 2℃)

(2) pH(正常厭氣發酵之 pH 值應在 6.6〜7.6 之間，而 7.0〜7.2 之間為最佳。一般

單槽之厭氣發酵之 pH 值在 6〜8 間仍有正常之沼氣產生，而在 7.2〜7.6 間為最

好。複式發酵槽，則酸化槽之 pH 在 5.0〜6.5 之間，甲烷化槽在 7.0〜8.5 之間仍

有正常之處理性能。)

(3)有毒物質(重金屬、抗生素、消毒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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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攪拌混合

(5)污泥迴流控制與沼氣產量

6.  通常採用採用覆皮式厭氣發酵槽，屬臥置式厭氣發酵槽之一種，以紅泥膠皮設置水封

方式達厭氣處理之目的。其設計重點如下：

(1)糞尿與水比例應適當(3：1)

(2)設置沉砂池，流速 15-30 cm / 秒，HRT 30-60 秒

(3) 發酵槽採前後槽設計；前槽為酸化期 (HRT 0.5~2 日 )，大部分為  CO 2，並無 

CH4，可直接排放。產生之污泥可抽取至沉澱槽或濾床。

(4) 發酵槽後槽為甲烷化階段 (HRT 2~7 日 )，前槽之懸浮液溢流至後槽；宜分置 

多槽。

(5) 採用恆壓裝置；不直接利用厭氣槽產生之 CH4，將之經簡易恆壓裝置導入沼氣儲

存袋，保持厭氣槽覆皮一定程度隆起。

第三階段：好氧活性污泥

1.  活性污泥法(activated sludge process, ASP)利用好氣微生物吸附、分解、處理廢水中之可

溶性及微小懸浮物質等。

2.  活性污泥組成：由細菌類、真菌類、原生動物與原蟲類等組合成之羽狀混合培養體。

2.5 ASP 系統含五項基本單元操作

1.  初沉池：廢水略經沉澱，濾除部分非活性污泥，可避免影響曝氣池 SV30 沉降觀察 

正確性。

2.  曝氣池：HRT 約 1.5 日，有效水容積約為一日廢水量之 1.5 倍。須有供氣裝置，以充分

均勻混合廢水，不產生沉澱，提供微生物足量氧氣。因藉活性微生物(活性污泥)淨化處

理廢水，池中必須保持一定量微生物，常以池中之 MLSS 作為活性污泥量指標。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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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測定一次 SV30，以估算 MLSS 濃度。正常曝氣池水流均勻、水色呈淡褐色、泡沫稀

少、有土臭或黴臭味、SV30 為 20~25%。

3.  終沉池：主要功能為凝聚微生物繼而沉澱下降，以獲得乾淨上澄液，故需足夠之 

HRT(至少 3-4 小時)。為有利於污泥聚集，池下端應建成角錐形，抽取之沉澱污泥迴流

至曝氣池。需設置擋流板以防止浮渣外溢與溢流。

4.  迴流污泥：為使曝氣池保持一定數量之混合液懸浮固體(即微生物)，需將終沉池之污泥

抽回曝氣池。當曝氣池之 SV30 (MLSS > 2,500 mg/L)大於 25% 時，終沉池沉澱污泥部

分迴流至曝氣池、部分捨棄。當曝氣池 SV30 小於 20% (MLSS < 2,000 mg/L)時，終沉

池沉澱污泥全部迴流至曝氣池。

5.  排泥：曝氣池內進行生物氧化過程之微生物約將半數營養分轉變為賴以生存之能量，

另一半則用於繁殖新污泥，而增加曝氣池污泥量。為維持曝氣池內微生物濃度不變，

常將此污泥增殖量排除之。

三、國外畜牧業與環境現況分析

3.1 美國案例說明－農業之星方案(AgSTAR)

美國環保署與農業部，能源部合作的計畫(1993)，以更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 

幫助農民改善其施肥方式，以減少甲烷的逸散。主要的目標工業為養豬業及乳酪業，

目標是 2000 年時減少 225 萬噸的甲烷(碳當量)。分成工業聯盟及夥伴計畫兩部分：

共有 28 家工廠同意協助甲烷回收產品的供需；13 個夥伴 62 個畜牧場同意評估其設

備以安裝甲烷回收設備。經評估此一計畫為一環境、企業與大眾關係三贏的計畫。

農業之星方案(AgSTAR)是自發性投入，加上美國環保署、美國農業部及美國能

源部贊助。此方案鼓勵動物飼養業者，將糞便處理為液體和泥漿，並收集和利用沼

氣。沼氣系統可以減少溫室氣體甲烷排放量，同時實現其他環境效益。此外，轉換畜

牧排泄物變成能源，可能會增加農業淨收入。

農業之星手冊(AgSTAR Handbook)係針對畜牧業者、開發商、投資者，以及農業

和能源產業的其他人士，可能考慮以沼氣技術作為畜牧糞便管理的選項。此手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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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步就班的方法，測定特定沼氣回收系統，是否適合於某個家畜設施。此手冊另針對

農業之星方案所提供的指導意見和其他材料，就發展美國商業農場的沼氣技術提供補

充資料。

3.2 其他國家案例說明

1.丹麥實場案例說明－Ribe

Esbjerg 州 Ribe 鎮沼氣廠主要利用畜牧糞泥(占 75%，利用密閉集運槽車收集

載運 11 公里內的畜牧場糞泥)及食品加工廠所產生的有機廢棄物(占 25%)來進行沼

氣生產，目前沼氣產生量約為 13,000 m3 / 日，15.5% 用於廠內消化槽加熱，2.5%

用於廠內電力。剩餘 82% 沼氣儲存輸送至 Ribe 鎮 CHP 站進行沼氣發電，電力賣

至國家電網，餘熱供給 Ribe 行政區熱力系統，兩者所產生效益約為每月 104,000  

美元。沼液則給當初提供畜牧糞泥之農場使用，約可創造出  14,000 美元美元之 

價值。

2. 中國實場案例說明－北京德青源生態園沼氣廠

北京德青源生態園沼氣廠為利用雞糞進行沼氣生產，養雞場雞糞與污水分別利

用雞糞原物料輸送帶及管線輸送進入沼氣廠。目前每年約產生沼氣 700 多萬 m3，

發電 1,400 萬度，利用沼渣生產固態有機複合肥約 6,600 多公噸、沼液 7 萬多公

噸，可滿足的土地生產用肥。該廠主要效益為販賣電及 CO2 減排量，估計每年最大

可達經濟效益如下：

(1) 發電收入：上網電價為人民幣 0.38 元 / 度(新臺幣 1.8 元 / 度)，國家可再生能源

補貼電價為人民幣 0.25 元 / 度(新臺幣 1.2 元 / 度)，即每度電大約可售 0.63 元

(新臺幣 3.0 元)。每年發電收入約為 882 萬元人民幣(新臺幣 4,200 萬元)。

(2) 販賣 CO2 減排量：依據清潔發展機制(CDM)，1 公噸 CO2 減排量賣 9 歐元。 

每年減排 9 萬公噸 CO2，每年申請販售 CO2 減排量，收入折合人民幣約 800 多

萬元收入折合人民幣約 800 多萬元(新臺幣 3,840 萬元)；購買國家為荷蘭，減排

年限為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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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國實場案例說明－Tiper(Poitou Charentes)

Tiper 園區利用 75% 的禽畜糞和 25% 農業副產品及食品業有機廢棄物進行沼

氣生產，產生之再生能源可供應 12,000 人利用，相當於可節省 400 萬加侖的石油

使用量，並且減少每年約 7,000 萬公噸 CO2 的排放量及每年 660 公噸化學肥料使用

量，該廠區生產沼氣 730 萬 m3 / 年，電力估值淨額為 14,000 MWh / 年，熱能估計

產生 18,000 MWh / 年，其中 42% 銷往鄰近的工業，可節省相當於產生 8,400 MWh 

/ 年熱能之天然氣用量。

4. 德國實場案例說明

MT–Energie Plant 能源公司在德國 Lichtenberg 市的沼氣廠，處理 900 頭奶牛

及 300 頭犢牛糞液，混合玉米青貯物質共同發酵生產沼氣。所使用之沼氣發酵物

質中畜牧糞液占 85%，玉米青貯占 15%。該廠以二級連續發酵技術生產沼氣，自 

2007 年商轉，每日處理約 80 立方米牛糞液及 17 噸玉米青貯，所產生沼氣可運轉

容量 499 千瓦(KW el)之熱電聯產機組，提供電力及熱水供該廠乳品製程及鄰近社

區 48 戶使用。該廠同時處理牛糞液及農業廢棄物，減少甲烷排放量提供熱電再生

能源。

該公司在美國另設計建造一牛糞液沼氣廠，飼養 1200 頭乳牛，沼氣熱電聯產

機組容量 450 Kw CHP，已於西元 2013 年商轉，該廠牛糞液是以覆蓋的水塘儲存，

為提升牛糞液中固體含量，該廠以刮除方式清理牛舍，取代以清水沖洗，減少用水

量及廢水量，並搭配收集管線規劃設計，收集固態物質以提高沼氣產量。

5. 荷蘭－Erk Energy BV 生質能源廠

該廠完工於 2010 年底至 2011 年初，並於 2011 年 5 月開始穩定提供綠色電

力，自家飼養 120 頭乳牛和 80 頭小牛，每天產生 900~1,500 噸沼氣量(CH4)，最大

量可處理約 240 頭乳牛的糞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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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糞廢棄物處理流程：

1.  原物料進入調勻槽後進行混合，混合產生的硫化物直接抽出進行脫硫。經由幫浦將牛

糞尿抽至第一發酵槽進行沼氣生成，停留約 3 週，可產生 75~80% 沼氣量，再將發酵

沼液抽至第二發酵槽，繼續促成沼氣生成(此槽沼氣生成量約 20~25%)。

2.  利用管線將沼氣收集至發電機(CHP, Combined heat and power)進行發電，過程中除產生

電能，並將廢熱回收，大多用於乾燥有機廢棄物，包括玉米、木屑、固液分離後的沼

渣、或是屋舍保溫等。

3.  在該廠乾燥沼渣除以肥料的形式轉售，另同時作為自家牛舍之墊料。依該廠經驗，一

般牛舍墊料多用木屑，乳牛乳房炎情形，多需抗生素治療約 10 次 / 年；該廠以乾燥沼

渣作為墊料後，發現可減少約一半的抗生素使用，同時乳牛泌乳量增加。

Erk Energy 發電效益：

每小時產生 700~800 度電，以一年發電 8,000 小時(扣除維護保養時間)，可產生 

5,600,000 度電 / 年，其中荷蘭售電價格為 0.177 歐元 / 度電，政府補助 0.05 歐元 / 度

電，業者獲利約 0.02 歐元 / 度電，所以業者每年淨獲利 112,000 歐元 / 年(約 440 萬

台幣 / 年)，又該廠產生的綠色電能最多可供應荷蘭約 1,800 戶家庭用電。

四、結論

國內咸少有農政單位全力支持環保機關政策，畜牧業沼液沼渣農地再利用策略可

是頭一遭，兩中央主管機關協同支持，異口同聲協力執行的政策。世界上少有水污染

來源為畜牧業，台灣之養豬型態規模大且密集度高，豬糞尿廢水之特點為高懸浮物、

高有機物及高氨氮，且臭味重及水質變化較大。豬糞尿廢水含有大量的養分，若未經

適當之處理即直接排放會導致環境污染，造成水體優養化，破壞生態平衡，且豬糞尿

臭味會影響人類的生活質量與身體健康。沼液沼渣農地再利用政策係達到水污染防治

的最高境界，是為廢水零排放，在這民意高張用顯微鏡觀察政府行政作為的今日，一

個具環境永續、綠色、減污的具多贏的政府政策，學界及普羅大眾應該予以肯定及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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