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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類 

以產業共生推動循環經濟發展

廖逸凡 *、張哲銘 **、花建佑 ***

摘　　要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2018 年起依據行政院「循環經濟推動方案」，加強建置促進

產業共生之相關輔導機制與措施，除了輔導既有產業園區轉型循環園區外，亦同時推

動循環技術研發及循環供應鏈媒合。本文從環境建構、技術研發、市場鏈結等不同面

向，說明如何將產業共生及循環經濟落實至產業及產業園區中。

環境建構以推動循環示範輔導園區作為既有產業園區循環轉型之示範案例，首先

透過循環園區評估指標了解各產業園區的產業共生現況與循環潛力，篩選相對具推動

潛力的園區率先示範輔導。接著採用虛（線上）實（線下）整合輔導方式，結合產業

園區服務中心與廠商合作組織，搭配環境部相關申報系統資訊分析結果，有系統的辦

理能資源鏈結輔導工作，並以大園、和平、官田 3 座產業園區為例，針對 3 種不同類

型循環示範輔導園區推動型式做個案介紹。技術研發則以促進創新循環技術研發為標

的，從盤點現有廢棄物循環產業鏈發掘具潛力的項目，進一步媒合產學合作技術開發

並以政府補助計畫提供研發經費協助，並以鋰電池正極材料回收再利用為例作個案介

紹。市場鏈結則透過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針對品牌需求深度調研，提供可靠的循環

物料供應商清單、政府與產業脈動資訊等，實質協助品牌商與臺灣廠商建立互信互助

之循環供應鏈，並以全循環為例做個案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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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最早由英國環境經濟學者 Kerry Turner 與 David 

Pearce 提出，其核心概念為「只有放錯地方的資源，沒有真正的廢棄物」，講求整個

生產與消費的經濟體系重新設計，透過使用可再生之材料及能源，藉由重新設計產品

結構、製造、銷售、回收、分解、保存、再生等流程，避免降級回收，使得能資源能

夠更有效率地被循環使用（黃育徵，2017）。循環經濟同時能對溫室氣體減量有所

貢獻，根據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EMF）研究，能源

策略可減少總碳排約 55%，剩下的 45% 減碳缺口，則要倚重於循環經濟策略（EMF, 

2021）。我國 111 年公布之「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中，針對製造

業所規劃之淨零排放路徑規劃亦將循環經濟納入（國家發展委員會，2022）。

循環經濟涵蓋 3 個重要原則，分別為「產品服務化（生產 / 消費文化改變）」、

「高價值循環（資源效益 / 零廢棄）」與「系統合作（產業共生 / 跨域合作）」（循環

臺灣基金會，2019）。其中，產業共生是指企業運用另個企業未充分利用的資源繼續

創造價值，透過能源、資源、水資源等之交換，促進一個企業之副產品做為另一企業

之原料使用，更可進一步跨大至專業知識、人才、公有設施之共享等非物質的交換。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下稱產發署）自 2008 年起針對部分產業園區推動的能資源

整合，即為我國推動產業共生的雛形。行政院於 2018 年 12 月核定通過「循環經濟推

動方案」，以「循環產業化」及「產業循環化」作為主軸，藉此落實循環經濟所需研發、

技術、土地、人才及資金等能量，提升能資源整合效率，促進產業循環共生及轉型，

持續強化國際競爭力。產發署之後依據「循環經濟推動方案」，加強建置促進產業共

生之相關輔導機制與措施，除了將原本點對點的能資源再利用媒合，擴大到以產業園

區為單位的既有產業園區轉型循環園區外，為提升區內廠商循環技術能力及擴大再生

產品市場鏈結，亦同時推動循環技術研發及循環供應鏈媒合，從環境建構、技術研發、

市場鏈結等不同面向，將產業共生及循環經濟落實至產業及產業園區中。

本文從環境建構、技術研發、市場鏈結等不同面向，說明產發署之推動機制，以

及執行之實務案例，以清楚呈現如何將產業共生及循環經濟落實至產業及產業園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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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建構—推動循環示範輔導園區

當產業間的共生發展成為一個國家長期推動的政策時，通常具體落實在一國境內

的「生態工業園區」（Ecology industrial park, EIP），最著名案例即位於丹麥的卡倫

堡園區，該園區自 1960 年代末由廠商自發性開始發展產業共生系統，由最初的蒸汽

與水的鏈結開始，逐漸演化為現今超過 30 種不同能資源鏈結的網絡。

我國產業園區 / 工業區多為既設工業區，過去在招商時並未特別考量產業間循環

潛力，因此推動園區產業共生的方式，是在既有的園區基礎上，加入環境保護、廠商

資源共享等因子進行改造，使既有產業園區 / 工業區可逐步轉型為循環園區。

由於我國產業園區 / 工業區與國外產業園區的屬性或產業結構不盡相同，為了了

解各產業園區的產業共生現況與循環潛力，輔導產業園區內的廠商能落實循環經濟並

與國際接軌，因此參考國外案例，建置一套用於衡量園區落實循環經濟的指標系統，

並透過指標篩選相對具有產業共生推動潛力的園區率先示範輔導。

2.1循環園區評估指標

國際上已有許多組織針對循環生態工業區作出明確定義，例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

織（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UNIDO） 指 出， 一 特 定 工

業區域，透過社會、經濟及環境品質的整合，將永續概念與措施園區選址、整體管理

規劃、設施除役等面向，即為循環生態工業區（UNIDO, 2017）。另聯邦環境保護署

（Federal Of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FOEN）於 2014 年則透過多項指標，針對歐洲、

美洲、亞洲等共計 168 座工業區進行評估，當時所引用之指標分別為「廢棄物管理」、

「能源效率」、「水資源管理」、「物質流 / 化學流」、「可再生能源」、「文化、社會、

健康及安全」、「移動性、交通」、「土地利用」、「生物多樣性」、「空氣污染控制」、

「環境管理系統」、「噪音控制」等 12 項。

由於我國產業園區與國外產業園區的屬性或產業結構不盡相同，為了輔導產業園

區內的廠商能落實循環經濟並與國際接軌，於 2020 年參考國際間生態化工業區評估

標準（張嘉真等，2019；張嘉真等，2021），兼容參考我國產業園區發展特性，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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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循環園區評估指標。我國循環園區評估指標之訂定，依環境、經濟、社會面向擬

訂 12 項指標。其中環境面指標可再細分為水資源、資源、能源及綜合類，著重能源、

資源及水資源再利用（循環）量（率）、污染排放控制、工業區內循環利用，並納入

國際認證相關指標等；經濟層面重視經濟與資源之關聯度，包括土地利用、資源循環

產業（廢棄物資源化）發展情形等；而社會面則強調工業區與社會之關聯度，包括區

內事業發布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作法、資訊公開揭露度等列入評估指標中，以促進工

業區生態化轉型，並強化社會連結。惟考量我國產業園區受客觀環境影響，且進駐產

業類別使園區產業結構各異，導致部分指標有特定適用產業類型及其適用限制，故依

據指標適用對象及其限制條件，將 12 項指標區分為共通性指標與個別指標（表 1）。

表 1　我國循環園區評估指標內容與定義

指標

面向

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共通性

環境

指標

水資源

用水重複利用率

工業區及區內事業於生產或營運過程中，各

項標的用水重複利用水量占總用水量之比

例，數值越高，表示水資源越有效利用

% V

事業廢水納管率

工業區內個別事業產生廢 ( 污 ) 水後，排入

污水下水道系統，由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後

排放至地面水體之比例，數值越高，表示水

環境遭受的污染風險越低

%

資源

資源循環生產力

工業區內事業以廢棄物為原料進行再利用，

產出再生產品之單位產品產值，數值越高，

表示資源再利用之效益越高，資源循環朝高

值化發展

元 /
公噸

廢棄物再利用率

工業區及區內事業於營運過程中，產生事業

廢棄物 ( 含有害廢棄物 ) 之交換再利用量占

總產生量之比例，數值越高，表示資源越有

效利用

% V

能源

空氣污染改善及蒸

汽鏈結比例

工業區內鍋爐使用氣體燃料及柴油等低污染

性燃料之比例，以及將產製蒸汽與其他事業

相互鏈結之比例，數值越高，表示工業鍋爐

產生空氣污染量越低且能源越有效利用

%

再生能源利用

工業區及區內事業之再生能源裝置容量，不

含汽電共生，數值越高，表示節能減碳成效

以及能源自主性越高

瓩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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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面向

指標 
類別

指標項目 指標定義 單位 共通性

綜合

循環經濟標準指引

工業區內事業取得循環經濟標準認證的家

次，數值越高，表示越多企業選擇以循環經

濟模式取代線性經濟，達成能資源有效循環

利用

家次 V

能源、資源或水資

源之產業合作網絡

工業區內能源、資源或水資源循環利用合作

網絡，可促進能源使用效率、資源循環使

用、節省水資源，增加產業共生的機會

家數

經濟指標

資源循環產值

工業區內事業每年從事以各類可資源化廢棄

物為原料，將其再利用為再生產品者，其產

值越高，表示循環經濟發展度越高

萬元 /
年

土地利用率

工業區已完成租售及開發之產業用地之於工

業區產業用地之比率，數值越高，表示閒置

土地越少，土地活化利用指數越高

% V

社會指標

企業社會責任資訊

揭露程度

區內事業之企業社會責任揭露家數占區內廠

商數之比率，數值越高，表示願負起社會責

任之企業越多

%

工業區資訊揭露及

利害關係人共生合

作

工業區服務中心、廠商協進會及民眾的多方

交流，透過網站公告、發布新聞稿等方式公

開必要資訊，以及舉辦社區參與、環境教育

等活動，促成工業區事業、員工、鄰近社區

居民及學校等重要利害關係人之溝通交流，

數值越高，表示資訊越透明化，溝通管道更

暢通

次 /
年

V

2.2循環示範輔導園區推動機制

參考指標評估結果，產發署於 2021 至 2022 年間擇定大園、和平、頭份、竹南、

銅鑼、彰濱、官田、永安等 8 座具輔導、轉型潛力或推動亮點之產業園區，作為循環

示範輔導園區，參考各園區於循環園區指標各項指標之表現，研擬適當之改善目標、

措施與行動方案，推動能資源循環利用及循環經濟能力建構相關工作。

循環示範輔導園區的推動，採用虛（線上）實（線下）整合輔導方式（圖 1）。「實」

為建立循環園區推動組織，以產發署編定的產業園區為例，多數園區皆設有獨立的服

務中心與廠商合作組織（如廠協會、廠聯會等），因此，園區循環利用組織的成員除

了既有專案計畫的執行團隊之外，另外還有在地的服務中心及廠協會，協助在地溝通

及快速發掘具有推動潛力的案件，藉此厚實輔導能量與提升輔導全面性。「虛」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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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分析與比對環境部相關申報系統，有系統的盤點園區內具有類似輔導需求的潛在

廠商，後續執行團隊在服務中心及廠協會的陪同之下，赴現場辦理輔導工作。針對具

有能資源再利用潛力的項目，輔導團隊利用線上資料庫系統，依據處理 / 再利用機構

允收標準、再利用方式、運輸距離等面向綜合考量，提供適合的處理 / 再利用機構媒

合選項，並視再利用資源供需雙方意願，召開媒合會議加速能資源鏈結。

長期運作下來，產發署、計畫執行單位（含專家學者）、服務中心、廠協會共同

形成一個推動園區循環的組織，透過定期舉辦的小組工作會議，不斷盤點案源與研擬

輔導策略，進而提升輔導深度與廣度。

2.3循環示範輔導園區推動案例

循環示範輔導園區雖皆屬由既設工業區進行改善方式，但因每個工業區基礎設

施、產業結構、以及周邊環境差異，在推動循環轉型過程中仍須因地制宜調整推動項

目及作法。本文針對 3 種不同類型循環示範輔導園區推動型式做個案介紹，包含大園

產業園區以能源整合擴大至能資源區內循環模式、和平產業園區由核心企業帶動整體

園區循環發展模式、以及官田產業園區由行政單位引領開發園區循環潛力模式。

1. 經濟部大園產業園區—能源整合擴大至能資源區內循環

經濟部大園產業園區（簡稱大園產業園區）屬於涵括多種產業類別之綜合型工業

區，區內主要產業包括紡織染整、化學材料、電子、機械製造、造紙、食品等等，雖

有多家大型企業設廠，但並沒有產值或土地占比特別高的主導型企業，或是具大量副

產物可供周邊工廠循環利用或可提供能資源予週邊廠商的核心企業。

大園產業園區邁向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的起點，來自於園區內食品、造紙、化

學、電鍍及染整業廠商對蒸汽有共同的需求。因此，配合政府政策推廣工業區能資源

整合並提昇能源使用效率，自 94 年起引進大園汽電共生（股）公司（簡稱大園汽電）

作為供汽中心，統一提供園區內需汽廠商所需蒸汽，紓解工業區內供電供汽壓力、並

改善環境污染。目前大園汽電在大園產業園區內建置總長度超過 10 公里的蒸汽輸送

管線，提供服務的廠商超過 6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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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大園產業園區進一步的產業共生合作，奠基於園區內廠商在蒸汽整合的良好

基礎和信賴，將園區內具能資源互補性產業進一步整合，引導適燃性廢棄物（如紡織

污泥、食品污泥、紡織廢料、廢塑膠、廢溶劑等）成為汽電共生廠輔助燃料，產生的

蒸汽及電力又再回供園區內廠商，形成園區內資源與能源的封閉循環（圖 1）。

圖 1　大園產業園區能資源區內循環示意圖

除了大園汽電為中心的園區內蒸氣及廢棄物循環外，大園工業區內的正隆大園

廠利用自身造紙廠的特性，積極推動廠內能資源循環（漿紙污泥製成固體再生燃料

（Solid Recoverd Fuel, SRF）作為自廠鍋爐燃料）與綠能設施（沼氣綠電系統），打

造廠內能資源循環；此外，大園工業區許多再利用機構協助處理全國事業廢棄物，如

收受全國含銅污泥進行再利用的永源化工等，為跨園區資源循環的經典案例。整體而

言，大園產業園區同時展現出跨園區循環、園區內循環、廠內循環等大、中、小 3 種

產業共生模式。

2. 經濟部和平產業園區—核心企業帶動整體園區循環發展

和平產業園區為附設專用港區，將採礦、生產、運輸之作業點緊密結合之水泥產

業園區，園區內核心企業為台泥集團（主要為台泥和平廠、和平電廠、和平港公司）。

和平產業園區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的推進，與台泥集團息息相關。園區內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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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的發展，首先將台泥和平廠、和平港以及和平電廠，從原料開採、製程、能源到

產品運輸，採跨產業資源循環規劃，水泥原料石灰石提供和平電廠環保脫硫減少空氣

污染物排放，電廠產生的煤灰與脫硫石膏 100% 運至水泥廠當作水泥原料，目前已達

成 99% 以上園區廢棄物的循環再利用。未來台泥新設汽化爐運轉後，和平產業園區內

剩餘廢棄物將由汽化爐處理，無廢棄物離開園區，成為零廢棄的循環園區。

而水泥業使用的水泥旋窯，具備高溫、滯留時間長等優勢，適合處理廢棄物以作

為替代燃料使用，焚化後的殘餘物又成為安定性強的水泥熟料，同時將廢棄物轉化為

原料或能源。因此近年台泥和平廠更逐步擴大循環共生範疇，成為事業廢棄資源循環

中心，協助鋼鐵、半導體製造、半導體封裝、化學纖維、造紙等產業，處理難以自行

去化之事業廢棄物，作為水泥替代原料及燃料。

和平產業園區產業共生另一特點，是與週邊社區生活緊密結合，透過提供經費與

資源改善週邊社區生活條件與就業環境，將循環園區進一步擴大至循環城市（圖 2）。

圖 2　和平產業園區產業共生網絡示意圖

3. 經濟部官田產業園區—行政單位引領開發園區循環潛力

經濟部官田產業園區（官田產業園區）屬於傳統綜合型產業園區，區內主要產業

包括食品、紡織、化學製品製造、塑膠製品製造、金屬製品製造業等傳統產業，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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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廠商以中小企業為主，較少大型企業集團進駐。

官田產業園區基於園區內以中小企業占多數的產業組成特性，在推動園區產業共

生過程中，不易由廠商主導能資源整合項目的開展，因此特別側重園區行政管理單位

（產業園區服務中心）協助發掘循環潛力及穿針引線，與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合作將

有潛力的廠商整合創造能資源鏈結。

官田產業園區原已有以官田汽電為供汽中心的蒸氣整合系統，供應區內 7 家廠商

蒸汽需求。近 3 年藉由與產業園區服務中心及產業園區廠商協進會合作推動，另建立

了將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放流水作為廠商製程用水的再利用鏈結，以及媒合區內廢塑膠

產源端與鄰近園區之再利用機構合作製成 SRF，未來將推動 SRF 回供官田汽電作為再

生燃料使用，建立園區內資源與能源的封閉循環（圖 3）。

 

圖 3　官田產業園區產業共生規劃示意圖

三、技術研發—提升能資源循環技術能量

臺灣在缺乏天然資源的壓力下，產業以循環經濟為基礎的發展策略有其必要性。

促進產業落實能資源循環利用，若在技術可行的前提下，透過產業間互相媒合即可促

成；但若遇到技術尚未成熟的資源項目，則必須結合學研單位開發相應的循環技術，

才能將廢棄物高值、高效的再利用。



工業污染防治　第 159期　(Nov. 2023)　139

3.1 促進創新循環技術研發機制

相較於先進國家再利用產業，國內再利用廠商多屬中小型企業，無論人力及資金

等規模相對較小，技術開發前期所需投入的資源對企業而言是不小的負擔。因此，在

開發新技術的育成階段，需要政府單位提供資金協助等配套措施襄助創建超越目前產

業技術水平的循環利用產業鏈。

為了鼓勵企業自主提升產業競爭力，並弭平資源循環技術缺口，促進創新循環技

術研發的機制，乃透過盤點現有廢棄物循環產業鏈，發掘具市場需求及技術研發潛力

的資源循環項目，媒合企業與學界合作技術開發，並促成廠商透過經濟部轄下相關局

處單位設立之多元補助計畫，申請相關補助減輕財政壓力。

3.2推動案例：鋰電池正極材料回收再利用

在全球節能減碳趨勢推動下，電動運輸工具成為主流發展方向，帶動鋰電池市場

蓬勃發展，一方面市場對鋰電池的原物料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則須建立廢棄鋰電

池的回收再利用系統，減緩廢棄鋰電池對環境造成的衝擊。

綜觀國內鋰電池產業從上中下游包含原料供給、製程模組至應用產業都具有一定

的能量，但缺乏將回收鋰電池材料再生技術開發技術，僅以物理拆解、破碎等方式，

回收塑膠外殼等資源物，含有價金屬的正負極混合粉體大部分輸出國外，正、負極材

料之自主供應比重低於 30%，導致國內鋰電池循環產生斷鏈的情況。

目前國內已開始整合電池產業之循環供應鏈體系，以充分運用國內現有鋰電池回

收原料，並進行有價金屬回收智能檢測技術與材料再生技術開發，惟尚未建構完整的

鋰電池正極材料相關產業鏈，故上游關鍵材料（正極材料）之自主掌握程度將成為國

內廠商發展二次鋰電池最迫切之需求。

因此產發署輔導國內動力鋰電池正極材料回收業者投入研發活動，促成建構廢動

力鋰電池（磷酸鋰鐵電池、三元鋰電池）拆解粉碎前處理及材料提純回收（正極材料

前驅體原物料）之循環供應鏈。在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合作之下，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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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進行小型實驗室技術開發、小模廠測試等前期研究，接著在產發署產創平台研發補

助支持下，展開更具規模的技術研發工作。未來將輔導再利用業者與上游車廠及下游

鋰電池原料製造廠對接，透過相關認驗證之後，將可逐步形成鋰電池封閉式循環供應

鏈（圖 4）。

 圖 4　鋰電池封閉式循環供應鏈

四、市場鏈結—建構循環供應鏈對接機制

循環供應鏈（Circular Supply Chain）係指產品及資源可在整個經濟體系內，不

斷地循環使用。相對於線性供應鏈的運作模式，循環供應鏈更強調產業上中下游的溝

通與合作，促進更充足的資訊分享與更透明的規則制定環境，以提供市場更優質的產

品與服務。建構健全的全球循環供應鏈網絡，有賴各國政府、品牌商、供應商、消費

者及非營利組織共同協力完成。

臺灣長久以來為國際品牌製造與供應基地，當品牌大廠紛紛轉變為循環採購模式

之際，對供應鏈形成強大壓力；然而，臺灣廠商向以敏捷與彈性聞名，憑藉著長期累

積的製造與研發實力，全球供應鏈綠化潮流對臺灣廠商而言，是威脅也是機會。

4.1 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

臺灣已建置成熟的循環回收體系與運作管理制度，可將製造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

轉化為再生塑膠、再生金屬、再生燃料、再生溶劑等超過 230 種的再生產品，作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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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各業的替代原料或燃料，進而滿足國際品牌大廠之採購需求。然而再生物料採購流

程的複雜度相當高，且涉及回收法規、技術與認驗證等議題，與品牌商合作需長時間

互動建立互信關係，我國資源循環產業大多屬中小企業，缺少與品牌商建立互動的管

道。

因此，產發署建構「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圖 5），透過品牌採購的深度調研，

提供可靠的循環物料供應商清單、政府與產業脈動資訊等，得以在掌握品牌商在台開

發計畫及採購需求，實質協助品牌商相關負責人之業務推進，並與臺灣廠商建立互信

互助之循環供應鏈（經濟部工業局、歐洲在台商務協會，2021）。

1. 第 0 階段：破冰

有鑑於新產品開發與物料採購多屬品牌商之機密資訊，建立高度互信是取得相關

訊息的重要關鍵。產發署計畫執行團隊介紹國內供應鏈量能與對接機制和流程，除透

過外國在台商會協助引介國際品牌之對口單位，另由計畫執行團隊主動出擊接觸品牌

商，或是品牌商主動向產發署提出需求 

2. 第 1 階段：調查品牌需求

從需求端，確認產品與物料需求，以增進對接精準度。計畫執行團隊針對品牌商

循環 採購需求進行訪調，對象包括採購或產品設計負責人，雙方針對品項訂立合作排

序，並視品牌商需求簽署保密協議等。

3. 第 2 階段：搜尋供應商夥伴

從供應端，確認供應商之量能與意願，以強化對接品質。計畫執行團隊自循環物

料追蹤資料庫，篩選潛在對接供應商，並確認其生產量能、再生物料品質等相關資訊，

確認其交流意願；最後，提供潛在合作供應商清單予品牌商。

4. 第 3 階段：供需雙方對接

從供需雙方角度，營造友善、信任、高效的交流環境，以增進對接成功率。由品

牌商選擇對接對象，並由計畫執行團隊協助辦理交流會議，形式包括：「一對一」、「一

對多」、「多對多」等線上或實體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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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4 階段：持續推進合作

計畫執行團隊於第 3 階段後將擔任中立第三方角色，除促成雙方洽簽合作意向

書，並提供雙方回收相關法規諮詢、綠色升級輔導，及協助申請政府補助資源等；最

後，進行後續的商機追蹤。

圖片來源：邁向韌性之路：台歐循環供應鏈主題報告，2021。

圖 5　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

4.2 推動案例：循環紡織—布到布全循環

歐 盟 以「 歐 洲 綠 色 政 綱 」 為 基 礎 於 2020 年 修 訂 循 環 經 濟 行 動 計 畫（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 CEAP）中，將紡織業定為重點關注部門及優先管理對象，此

措施促使紡織業大廠，包含 IKEA、ZARA、H&M 等，提出相關環保訴求。其中，

IKEA（宜家家居）為了盡快達到碳中和、零廢棄物與循環經濟，預計於 2030 完全轉

型為循環商業模式並達成零廢棄物，因此建立循環供應鏈及尋找合適的供應商成為優

先推動事項，並透過歐洲在台商會的引薦，進行建構循環供應鏈合作。

臺灣廠商為全球紡織供應鏈的創新研發推手，在 PET 全循環表現尤其出色，積極

布局物理及化學回收技術，並導入 ICT 智慧分選程序，解決廢衣回收問題。因此，透

過「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將 IKEA 零售端廢棄窗簾布，串接多個臺灣廠商，將廢

棄窗簾布再生成新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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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EA 布到布全循環專案參與企業包含國際品牌商 IKEA，以及臺灣紡織業代表性

廠商遠東新世紀及鎰呈行。布到布再利用步驟包含將廢棄窗簾收集分類、熔融、造粒、

紡紗、織布、染整、成為再生布料。當中 IKEA 角色為將零售店即期品進行蒐集及分

類，以及將再生布料重新循環為新品，實現「IKEA to IKEA」封閉式循環模式；遠東

新世紀提供布到布回收技術 TOPGREEN® rTEX，以廢棄聚酯紡織品經過粉碎、熔融

造粒、抽絲及假撚加工製成回收纖維；而鎰呈行則在專案中擔任整合角色，與供應鏈

夥伴協作克服再生材料於後端織布、上色等製造技術問題，以廢布回收再製產出新品。

本專案推動歷時 2 年，經過 30 次以上會議溝通，方達成 IKEA 循環紡織合作。

依據「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將本專案各階段面臨之推動障礙與因應策略彙整於表 2，

以供未來推動參考。

表 2　IKEA布到布專案各階段推動障礙與因應策略

階段
說明

Stage 0
破冰

Stage 1
調查品牌需求

Stage 2
搜尋供應商夥伴

Stage 3
供需雙方對接

Stage 4
持續推進合作

面臨的
障礙

涉 及 IKEA 多
個部門，需各
自水平溝通，
並獲總部同意
才可執行。

針對目標項目
廢 棄 窗 簾 產
品，政府無明
確規範銷售端
產生的不良品
之 再 利 用 辦
法。

針 對 欲 再 利 用
資 源， 部 分 回
收 技 術 未 臻 成
熟。

預 計 產 製 的
再 利 用 最 終
產 品， 須 符
合 IKEA 企 業
識 別 需 求 ( 最
終 產 品 符 合
IKEA 產 品 重
新設計理念，
以及顧客接受
程度 )。

―

因應
策略

IKEA 有 明 確
的循環目標、
且落實至各專
案負責人的年
度工作目標，
透過與循環目
標結合取得全
體支持。

由計畫團隊諮
詢環境部，掌
握國內相關法
令規範，確認
符合再利用規
範。

1.  透 過 循 環 物
料 追 蹤 資 料
庫， 挑 選 符
合 品 牌 商 期
待 之 再 利 用
技術。

2.  篩 選 潛 在 對
接 供 應 商，
確 認 供 應 商
具 備 量 能 及
意願。

1.  供 應 鏈 與
IKEA 行 銷
部門多次溝
通最佳產品
設計。

2.  IKEA 行 銷
部門協助規
劃 作 為 門
市會員滿額
禮。

持 續 協 助
IKEA 推進其
他 廢 棄 物 循
環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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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來展望

落實產業共生核心為「共同合作」，包括產、官、學、研之間從環境建構、技術

研發、市場鏈結等不同面向的各種合作，而產發署從中扮演牽引的角色，已初步建立

各面向推動機制，使產業間循環的能量不斷擴散。

經由 8 座循環示範輔導園區的推動，現已建立透過循環園區評估指標發掘產業園

區具循環精進潛力項目，再利用虛實整合輔導方式輔導改善的既有產業園區循環轉型

推動機制，促成多種不同型態的共生模式與案例。由於我國產業園區眾多且產業組成

型態與面臨之永續發展議題各不相同，後續將透過研修精進循環園區評估指標，將既

有產業園區依據特色分群，擬定重點推動策略，以將循環園區的推動機制擴大到所有

產業園區，協助其他產業園區的廠商形成共生的合作模式，展現各自循環特色並解決

產業園區面臨問題。

技術研發是推進產業共生與循環經濟發展的核心能力。從現有廢棄物循環產業鏈

發掘具市場需求及技術研發潛力的資源循環項目，媒合產學合作技術開發，並透過申

請政府補助計畫取得經費支持，為促進創新循環技術研發的推動機制。我國能資源循

環產業發展蓬勃，未來應持續關注國際趨勢，找到具發展性的循環技術缺口建構國內

循環供應鏈，並強化提升循環技術與市場對接應用，將可進一步提升整體能資源循環

產業競爭力與產業共生的發展。

有了環境與技術作為基礎，仍須有市場的使用與支持，循環經濟與產業共生的系

統才能永續運作。經由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將品牌商採購需求與國內再生料供應商

串聯，協助國內業者打入國際供應鏈市場，並在市場的趨動力之下，促使業者往循環

經濟方向靠攏。未來在既有循環供應鏈媒合機制下，除了回收量能擴大與技術研發累

積外，加強進行產品國際認證，將是深化與國際市場的連結的推動方向。

面對天然資源枯竭與氣候變遷危機，循環經濟創造出資源能夠再生或持續循環利

用的經濟系統，為達成淨零排放不可或缺的一環。臺灣的製造業在全球占有重要角色，

而製造業落實循環經濟必須以產業共生為核心。感謝產發署委辦「促進能資源整合與

產業共生計畫」推動相關工作，協助產業園區逐步整合區域內 / 外產業餘裕之能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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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搭配創新技術與商業模式，以最少的能資源使用創造最大的經濟效益，降低環

境衝擊與負荷，以達成產業永續發展的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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