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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項關鍵戰略八-資源循環零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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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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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70年至今，全球人口數成長為
2倍，GDP則成長為4倍，全球資源
使用量已成長3倍以上。

• 依此趨勢，至2060年全球資源使用
量將持續提升為現今使用量之1.5倍。

國際趨勢(1/4)
• 聯合國SDG12 永續消費與生產
• 各國推動「永續消費與生產十年計畫」
• 實現自然資源永續管理與高效使用
• 減少糧食浪費
• 妥善管理化學品與廢棄物
• 源頭減廢
• 鼓勵企業揭露永續資訊
• 推動永續公共採購
• 提升民眾永續意識

現況說明



國際趨勢(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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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組織 上位政策/法令 計畫 指標
氣候變遷相關政

策/計畫

歐盟
歐盟綠色 綱
(2019)

新循 經濟 
動計畫(2020)

歐盟原生料自給率
人均廢棄物量
資源回收率
循 材料使用率

歐洲氣候法

日本

循 型社會形
成推進基本法
(2000)

資源有效利用
促進法(2000)

第4次「資源
型社會形成推
進基本計畫」
(2018)

資源生產力
循 利用率
最終處置量

2050年碳中和
的綠色成長策略

韓國
資源循 基本
法(2018)

第一期資源循
 基本計畫
(2018-2027)

最終處置率
循 利用率
能源利用率

碳中和綠色成長
基本法

中國
循 經濟促進
法(2018)

十四五循 經
濟發展規劃
(2021-2025)

主要資源產出
資源消耗
綜合資源利用
廢物處置污染排放

中國應對氣候變
化 策與 動

現況說明



國際趨勢(3/4)
歐盟「新循環經濟行動計畫」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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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產品設計
▪ 賦權予消費者/公共採購者
▪ 製程循 

▪ 強化 策支持廢棄物預防及循 
▪ 無毒  以增加循 度
▪ 創造二次料歐盟市場
▪ 處理歐盟出口廢棄物

▪ 循 是氣候中和成功前提
▪ 發展對的經濟
▪ 透過研究、創新與數位化驅動

1.永續產品政策綱要

2.關鍵產品價值鏈

3.減少廢棄增加價值

▪ 工作機會、社會價值
▪ 幫助區域與小島
▪ 循 經濟利害關係人平台交換訊息

4.為人、區域與城市工作

▪ 1.電器與電子ICT產品、2.電池與交通
工具、3.包裝、4.塑膠、5.紡織、6.營
建與建築、7.食物、水與營養質

▪ 在地球臨界內使用資源

5.同步行動

6.領導全球層級努力

7.監測進展

▪ 2021年更新監測框架
▪ 指標架構：生產與消費、廢棄物管理、二次料、競爭與創新

資
源

合
作

監
測



國際趨勢(4/4)-循環經濟與減碳關聯

• 碳排放總量55%來自能源，45%與產

品製造有關。

• 產品製造相關項目中，食物、鋼鐵、

水泥、塑膠、鋁等5類產品碳排佔

68%比例，透過新興技術等方法可減

少其55%的碳排放。

• 其餘45%則必須仰賴循 經濟才能達

成淨零排放。

• 採取的策略（鋼鐵、鋁、塑膠、水泥）
• 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產生。

• 以租賃、共享方式重複使用產品並通

過維修延長產品壽命。

• 使用再生材料替代原生材料。

來源：EMF, Completing The Picture - How The Circular
Economy Tackles Climate Change, 2019

現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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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2050
預估值

減少
廢棄物

產品再
利用

循環後
預估值

材料再
循環

鋼鐵、鋁、塑膠與水泥減少約40%碳排放
CO2e (十億公噸/年)

鋼鐵

鋁

塑膠

水泥



法源與組織(1/2)

• 現行法令：我國訂有「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推動廢棄物管理及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

• 從廢棄物管理邁向資源循環：

• 本 於2021年7月成立「資源循環辦公室」，2022年配合  部

組改籌設「資源循環署」。

• 改變以往著重廢棄物末端管制之思維，依不同產生源之物料屬性盤

點分類，透過源頭設計、減量、加強回收及循 再生，提升資源使

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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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說明

資源循環辦公室

政策規劃 產業循環

有機資源 無機資源 金屬及化學品



法源與組織(2/2)

• 訂定計畫及成立委員會：本 依資再法成立「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

促進委員會」，依物質成立分工小組，以及訂定「資源循環行動計

畫」跨部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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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說明

生物質組
有機化學物

質組

金屬及化學
品組

無機再生粒
料組

綠色生活及消
費組

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

* 農委會
經濟部
   

* 經濟部
國科會
   

* 國科會
經濟部
   

* 內 部
經濟部
   

*    
教育部
交通部



• 我國物料約有71.09%來自進口，2020年

使用約3.25億公噸，扣除加工再出口物

質，國內實際消費量2.57億公噸，平均

每人每年消耗10.90公噸。

• 歷年人均物質消費有逐年降低趨勢，

2020年砂、碎石與級配料等因營建需求

國內開採量較2019年增加將近1,000萬噸。

計算方式：歷年人均物質消費量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 DMC) =（國內開採物質數量+進口物質數量-

出口物質數量）/人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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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使用情形

國內開採

39.62%

國內開採

0.10%

國內開採

0.00%

國內開採

74.71%

國內開採

28.91%

進口

60.38%

進口

99.90%

進口

100.00%

進口

25.29%

進口

71.09%

0%

20%

40%

60%

80%

100%

生物質 化石燃料 金屬 非金屬 總量

我國原物料進出口比例

現況說明



廢棄物資源化流向盤點

生物質

825

有機化學物質

184

金屬及化學品

352

無機再生粒料

1776

單位：萬公噸/年

其它
64 註: 本圖將本 統計之109年廢棄物量

以4大類物料之方式進 分類
11

109年廢棄物
3,117

工業/科學園區
1,715

營建
205

農業
19

生活
1,114 垃圾

廚餘

資源物

污泥

可燃

灰渣

爐碴

溶劑及廢酸鹼

其他

食品加工

漁業生產

畜禽生產

農作生產

營建剩餘土石方

下水污泥

營建混合物

有機污泥

溶劑

廢酸鹼

菇包及塑膠材

農作生產剩餘資材

農產品批發市場

死廢畜禽

禽畜糞

屠宰下腳料

貝類養殖

捕撈及近海養殖

其他

植物性殘渣

加工污泥

動物性殘渣

其他無機物

土石類

可燃廢棄物

資源物

無機污泥

漁產批發市場

現況說明

（詳如附件）



國際對產業擔負企業社會責任與資源循環之要求已成
風氣

問題分析

01

02

03

04

05

生物質及可燃廢棄物再生能源化潛力，尚待盤點後
全力推動。

廢棄物處理設施申設不易，需暢通資源循環管道以妥
善處理

由線性經濟生產消費模式，需轉型為永續生產消費
模式

生產應考量資源有限性及環境負荷，減少使用原生
物料及不可再生資源

推動循環應創新技術及革新制度，營造資源循環有
利發展環境

06
12

現況說明



推動架構
資源循 推動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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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設計源頭減量1

1) 賦權予消費者，確 消費者獲得產品耐

用性與維修相關的資訊，以永續消費引

導生產者產品設計及延長 固服務。

2) 產品儘可能使用單一材質、循環設計及
提高添加再生資源比例，取代原生物料
使用。

3) 生產者保留產品所有權，帶動生產者延
伸責任，確 產品易維修、壽命長及可
循 ，並透過循環採購建立循 商業模
式。

4) 一次用產品源頭減量，淘汰一次性塑膠

製品，減少化石原料使用

推動策略(1/3)
資源循 推動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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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
Product 
Design

消費者賦權
Empowering 
consumers

製程循環性
Circularity in 
production 

processes

Source: European Union



能資源化再利用2

1) 強化原料、再生料與廢棄物分流，加強前
端分類及回收收集成效，鼓勵升級回收再
利用

2) 有機廢棄物能資源化，建立區域型共同回
收與處理模式，穩定有機廢棄資源品質及
來源，發揮資源循 綜效

3) 可燃廢棄資源及生物質轉廢為能，有效分
類以提高效能，處理設施成為地區能源供
應來源

4) 金屬廢棄資源材料化，強化回收確 國內
金屬物料循 再生，並推動化學品資源再
利用；配合再生能源發展，循 再生汰換
之風機、太陽能板、貯能設備及電動車電
池等之資源物質

5) 無機廢棄物質資源化為再生粒料，永續利
用於海域工程，並推動建材銀 

推動策略(2/3)
資源循 推動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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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UNEP



暢通循環網絡3

1) 鏈結上、中、下游產業，橫向鏈結形成資源循環產業鏈，進 示範推廣，
暢通資源循 路徑

2) 發展區域型產業循環中心或生態工業園區，鏈結當地產業或園區內事業，
廢棄資源優先於園區內或就近循 利用

3) 加強社會公眾溝通，以多元管道提升產業及民眾資源循 理念及認知

推動策略(3/3)
資源循 推動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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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技術與制度4

1) 創新技術研發，提升再生資源品質，高值化應用創造循 價值
2) 推動產品數位護照，揭露產品  資訊予消費者，並利於產品維修、再
製造及循 

3) 建立料源履歷制度，應用數位化技術於辨識、追溯、管理循 資源，促
進物料驗證機制及媒合應用

4) 資源循環法令及制度革新，營造廢棄物管理邁向資源循 有利  
5) 辦理監測計畫，訂定指標，監測進展



資源循 推動策略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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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目標
資源生產力，以2020年76.97元/公斤作為基準，2025年目標為94.18元/公

斤、2030年目標為110.14元/公斤

人均物質消費量，以2020年10.90公噸/人作為基準，2025年目標為10.65公

噸/人、2030年目標為10.18公噸/人

註: 1.資源生產力=「實質GDP」除以「國內物質消費量（進口物質數量+國內所有開採並使用之物質-出口物質數量）」

2.人均物質消費量 =「國內物質消費量」除以「總人口數」

3. 2023-2030年 GDP成長率約16%，而DMC下降約5%，經濟發展與原物料使用脫鉤

資
源
生
產
力

(

元\

公
斤)

人
均
物
質
消
費
量

(

公
噸\

人)



塑膠
推動計畫及分工

部會分工
環保署、經濟部、
農委會、國科會、

衛福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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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及問題

預期目標或效益

 源頭設計，淘汰非必要的塑膠包裝或產品、利於回收循 、提出替代作法

 減少對塑膠需求，延長產品使用，鼓勵重複使用、商業模式創新

 避免流入  ，有效收集處理，提升回收再利用量

 驅動塑膠循 再生，創造再生料市場

措施

• 據統計每年廢塑膠產出約101萬噸，約40%回收再利用

• 民生塑膠製品源頭減量待持續加強，回收端須落實分類及提升回收技術

• 塑膠製品製造業未能有效利用再生料，且回收粒料品質不一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一次性塑膠包裝用量減少率 - 20% 25%

塑膠包裝、容器回收率 30% 50% 70％

塑膠包裝添加再生料比例 11% 25% 30%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34.3 47



塑膠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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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紡織品 部會分工
環保署、經濟部

現況及問題

預期目標或效益

措施

 改善生產觀念，推動創新設計及永續性

 創造綠色消費，推動共享經濟、再使用、綠色消費及綠色採購

 強化回收分類，推動材料回收分選及多元化回收處理體系

 推動資源循 ，開發循 技術及推動循 再生驗證

• 因物料分選及物質纖維再生技術尚不成熟，現階段回收目的以再使用為主，
消費後廢紡品回收比率僅 22.5 % (2017)

• 目前舊衣回收量為7.6萬噸/年(2021)，但其中可銷售作為二手衣之比例逐年下
降，回收後須委託焚燒或能源化利用比率已達36%

• 紡織品循 需輔以良好的物料分選、纖維再生技術與二次料追踪和監測機制

預期目標與效益 2025 2030

廢紡織品回收提升率(%) 15 27

廢紡織品物質循 利用率(%) 20 36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3 5.5

推動計畫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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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品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2-1
改善生產觀念，推動
創新設計及永續性

推動紡織品生命週期評估及碳足

跡盤查 • 建立紡織品生命週期評估及碳足跡

盤查工具及典型數據

• 制定紡織品  化設計指引

 (主)
經(協)

推動易循 紡織品產品設計及利

於循 標示
 (主)
經(協)

2-2
創造綠色消費，推動
共享經濟、再使用、
綠色消費及綠色採購

推動公私部門綠色採購

• 制定公私部門綠色採購服飾指引

• 制定品牌及服飾業者循 服務指引

 (主)

推廣品牌及服飾業者販售永續時

尚產品
經(協)

推廣品牌及服飾業者逆向回收服
務機制

 (主)
經(協)

2-3
強化回收分類，推動
多元化回收處理體系
及材料回收分選

宣導溝通舊衣回收觀念及做法 • 制定民眾回收舊衣指引

• 研發廢紡織材料定量鑑別技術及建

立作業模式

 (主)
經(協)

推動廢紡織品回收自動化分選
 (主)
經(協)

2-4
推動資源循 ，開發
循 技術及推動循 
再生驗證

推動設置纖維再生設備 • 研發纖維材質再生技術及推動再生

纖維廠商業化運 

• 研析制定物料回收二次料規範準則

及作業指引

 (主)
經(協)

 (主)
經(協)

推廣二次料追蹤、驗證系統及標

章制度

推動計畫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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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會分工
內政部、經濟部、
環保署、交通部無機材料及粒料

• 110年無機資源產出約1,920萬噸，可循 利用至營建工程或水泥等產業

• 營建產業使用及排出大量資源，需持續提升資源循 利用

• 無機再生粒料有使用競合、粒料品質信心不足問題，需加強資訊公開及媒合機制

現況及問題

22

• 透過設計及源頭減量、現地分類等措施，減少廢棄物產生

• 建立區域性循 體系，藉由管制及誘因機制引導分流應用，替代天然原料

• 研發新興技術及推動材料銀 ，提升粒料品質及提供完整資訊

預期目標或效益

措施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增加陸域工程再生粒料使用比例 53%(1,017萬公噸) 55%(1,050萬公噸) 57%(1,100萬公噸)

增加水泥業替代原料使用比例 3%(60萬公噸) 8%(150萬公噸) 10%(200萬公噸)

增加海事工程再生粒料使用比例 - 8%(150萬公噸) 19%(364萬公噸)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13 29 37

推動計畫及分工



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3-1

透過設計及源頭
減量、現地分類
等措施，減少廢
棄物產生

透過產品設計與製程改善，提升製造業
(含建材)資源高效化生產，減少原料或材
料使用，及提升使用年限

• 發展產品設計與製
程改善技術 (經)

• 開發使用回收材料
之循 技術與產品
(經、內)

經(主)
 (協)

提升建築與公共工程個案使用回收材料
及構件比率(材料循 度)，115年達成
5%，119年達成30%

內(主)
 (協)、工(協)

3-2

建立區域性循 
體系，藉由管制
及誘因機制引導
分流應用，替代
天然原料

提升無機再生粒料品質，拓展應用於各
縣市轄內道路及管溝工程

• 無機粒料海事工程
與高值應用( 、經)

• 建立無機資源循 
減碳效益評估方式
(經、 )

 (主)、經(主)
內(協)、交(協)
工(協)

水泥業使用無機資源作為替代原料，
119年使用占比提升至200萬噸

經(主)
 (協)

推廣使用無機再生粒料生產之再生建材
及水泥製品

內(主)、工(協)
 (協)、經(協)

推動北中南港區填築使用再生粒料，
117年填築量達214萬噸/年

 (主)、交(主)
經(主)、內(主)
工(協)

3-3

研發新興技術及
推動材料銀 ，
提升粒料品質及
提供完整資訊

115年建立無機再生粒料整合平台及循
 使用履歷

• 建立供需平台、認
驗證與履歷制度( 、
經)

• 研發高質化等循 
利用技術( 、經)

 (主)、經(主)
內(協)、交(協)
工(協)建立無機廢棄物循 利用技術，提升粒

料品質

無機材料及粒料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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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現況及問題
生物質

24

• 國內廢棄生物質初步盤點約830.4萬噸，主要以農地現地利用、飼料及肥
料處理方式再利用

• 源頭分散、運輸成本高及污染防治加嚴，處理技術及防治設備待提升

• 種類多且不同部會管轄，料源、處理方式、法令等需整合推動

預期目標或效益

措施
• 減少糧食損耗，優化食品製程，推廣綠食消費、剩食產品轉用
• 提升廢料價值，以材料化、飼料化、肥料化、能源化為分類分級推動
• 建置料源地圖，培植區域型能資源中心，強化產業鏈循 
• 剩餘料源研發高值化應用，精進能資源化處理技術強化效能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廢棄生物質轉飼料比例 14.1% 15% 15%

有機質肥料取代化肥比例 4.6% 10% 15%

生物質投入生質能料源
使用量

木質燃料 0萬公噸
厭氧消化51.9萬公噸

木質 4.3萬公噸
厭氧 107.3萬公噸

木質 21.3萬公噸
氣態 126.0萬公噸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基準年 9.7 25.4

推動計畫及分工
部會分工

農委會、經濟部
內政部、環保署、
衛福部、國科會



生物質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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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 優化料源收集系統

• 提升操作技術及廢轉能創新技術

• 促進衍生物之處理去化

• 誘因措施

• 有機廢棄物及生物質廢棄物，可經物理、化學及生物轉製成燃料或轉換成能源

• 料源種類多元，涉及不同部會權管，需有效盤點、整合、管理及推動

• 技術門檻及營運設置成本較高，需搭配誘因措施

現況及問題

預期目標或效益

措施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增加廢棄物燃料投入量 36.3萬公噸 增加至52萬公噸 增加至65萬公噸

增加生質燃料投入量 51.9萬公噸
增加至111.6萬公噸
固態4.3萬公噸、氣態

107.3萬公噸

增加至147.3萬公噸
固態21.3萬公噸、氣態

126萬公噸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基準年 14.37 28.76

部會分工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廢棄物能源化及生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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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5-1
優化料源收
集系統

降低清運成本，增加經濟
效益，有效利用

•持續輔導SRF製造廠設置及料源媒合( 、經)
•建立生物質集運機制、進場品質及收費規範 ( 、
農)

 (主)
農(主)
經(主)

5-2
提升操作技
術及廢轉能
創新技術

提升燃料品質標準及技術

•研訂SRF品質採樣驗證作業指引、修正SRF品質
規範( )

•建置厭氧發酵示範廠增加能源應用方式(農、 )

•蒐集國際氫能技術，評估具應用潛力可轉製氫能
之廢棄物或生物質料源；評估廢棄物碳捕捉技術
(經、 、農)

經(主)
 (主)
農(主)

建置厭氧消化及農剩料循
 示範場域

經(主)
 (主)
農(主)

經(主)
 (主)
農(主)

廢轉能低碳技術及氫能技
術

5-3
促進衍生物
之處理去化

協助鍋爐及專燒發電設備
衍生灰渣順利去化

•研提混燒灰渣處理再利用審查指引( 、經)
•評估全燒木質顆粒衍生灰渣做為農地土壤改良使
用之可 性(農、經、 )

•電廠混燒5%SRF及混燒10%木質顆粒之混燒灰
渣視為煤灰處理(經、農、 )

•推廣沼液農地澆灌及沼渣製成輔助燃料等應用用
途( 、農)

•發展沼液沼渣產業共生技術( )

經(主)
 (主)

農(主)

沼渣沼液之多元應用
經(主)
 (主)

農(主)

5-4 誘因措施 提升業者能源化之意願

•檢討調整躉購費率(經)
• SRF減碳方法學( )
•碳費徵收及抵換專案 ( )
•生物炭之應用技術(農、經、 )

經(主)
 (主)
農(主)

廢棄物能源化及生質能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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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部會分工
國科會、
經濟部、
環保署

化學品

• 國內列管事業使用約4千萬公噸/年化學品，廢液清理量約137萬公噸/年
（材料化約84%），9成降階為工業級循 使用

• 化學品原料需求上升、廢液產量至2030年估計增長7成，預期需擴增開採
量能與純化處理負荷

現況及問題

 源頭減量，優化製程改善、分流回收增進循 價值

 建立區域型循 模式，提升高值化化學品產能

 產業媒合、跨區域資源鏈結及化學品租賃

 技術研發，提升回收再製純化技術，以延長化學品使用週期

措施

28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增加化學品廢液回歸電子級量
能

2萬公噸 15萬公噸 20萬公噸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0.6 3.52 4.82

預期目標或效益

推動計畫及分工



化學品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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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項
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6-1
源頭減量，優化製
程改善、分流回收
增進循 價值

化學品進入循 體系達9成以上，
減少化學品廢液焚化量

科(主)
經(主)
 (協)

6-2
建立科學園區區域
型循 模式，提升
高值化化學品產能

提升園區區域內部化學品循 純
化量能，達6萬公噸/年

• 建立化學品溶劑純化設施與電子
級產品再生技術(科)

科(主)
經(協)
 (協)

6-3
產業媒合、跨區域
資源鏈結及化學品
租賃

建構化學品資源循 體系，藉由
跨產業合作，帶動企業轉型提升
國際競爭力

 (主)
經(主)
科(協)

6-4

技術研發，提升回
收再製純化技術，
以延長化學品使用
週期

提生化學品廢液高值化循 應用，
如高純酸級氟化鈣（高於97%）

• 建立光電/機能性特化品綠色技術
(經)

• 研發廢氫氟酸資源純化技術，產
出高純酸級氟化鈣高值化產物( )

• 開發金屬表面非磷酸拋光技術(經)

經(主)
科(主)
 (主)

建立金屬表面處理業低廢循 處
理技術，降低耗水量與污泥量

經(主)
科(主)
 (主)



電器與電子產品 部會分工
環保署、經濟部

30

 依聯合國2020年全球電子廢棄物監測報告，電子廢棄物每年成長4.2%，僅不到20%被回收，
亞洲產生之電子垃圾全球最多，約2,490萬公噸（後為美洲、歐洲、非洲、大洋洲）

 電子垃圾泛濫成災係因產品消耗率大、使用壽命短，維修翻新的選擇不多

 電子廢棄物含黃金、白銀、鉑、銅等稀貴金屬和稀土等材料，全球可回收價值達570億美元

現況及問題

 延長產品週期，建立商品維修度指數，鼓勵消費者重複使用

 建構多元回收制度與模式，結合製造、輸入業者建立逆向回收服務

 建立經濟誘因機制，提升再利用技術及再生材料應用

措施

預期目標或效益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5年 2030年

使用再生材料產品數占比 5% 10%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20 23

推動計畫及分工



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7-1
延長產品週期，建立商品維修
度指數，鼓勵消費者重複使用

延長電器電子產品設備使用壽命，
減少電子垃圾的產生 • 建立維修度指數評分工具及資

訊公開管道
• 建立維修管道資訊平台

經(主)
 (主)

推動維修相關產業鏈發展，影響
消費者進 永續綠色消費、帶動
製造商重新設計產品

經(主)
 (主)

7-2
建構多元回收制度與模式，結
合製造、輸入業者建立逆向回
收服務

結合業者透過多元、逆向回收服
務機制，提升回收成效，以暢通
回收處理管道，達到資源循 再
利用目的 • 建立Takeback或租賃等系統

• 建置廢手機物質流分析系統

 (主)
經(協)

結合品牌及通訊業者推動手機回
收 動計畫，訂定手機製造販賣
業者循 服務指引

 (主)
經(協)

7-3
建立經濟誘因機制，提升再利
用技術及再生材料應用

提升再生料循 與多元應用，訂
定產品添加再生材料比例之差別
費率，藉由經濟誘因增加再生使
用意願，以活絡再生料市場
（2025年再生料添加達25%，
2030年再生料添加達30%）

• 利用差別費率機制，促使業
者技術提升，訂定使用再生
材料產品占比指標

• 獎勵補貼廢液晶玻璃再利用
及高值化產品（液晶循 使
用技術實廠化、液晶玻璃奈
米孔洞材料、再生液晶）

 (主)
經(主)

 (主)
經(主)

建立獎勵補貼機制，促進異業結
盟，鼓勵再生材料高值化與銷售
市場

電器與電子產品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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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儲能及電動車用電池 部會分工
環保署、經濟部

32

• 新能源議題，儲能市場與動力電池大幅成長，亟需新技術的導入
• 目前鋰電池經回收後，僅簡易處理/分選，電池材料(黑粉) 外輸出為主。廢電池(電子
消費產品為主)可處理總量不多，使回收產業規模與技術層次都受限

• 未來大量電動車與儲能系統的鋰電池廢棄，需擴增處理量能使料留臺灣

現況及問題

 加強鋰電池源頭管理制度，明訂正極材料標示規定

 強化循 材料使用，串聯鋰電池業者，貴金屬回用到電池原料製造端

 加速電池廢棄循 法規與測試標準訂定，健全電池循 產業鏈

 促進鋰電池創新技術發展，投入鋰電池產業循 應用

措施

預期目標或效益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5年 2030年

使用再生材料占比 3% 5%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6.2 12.4

推動計畫及分工



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8-1
加強鋰電池源頭管理制度，明
訂正極材料標示規定

建立標示鋰電池材料組成比率
標示制度，提升再利用效益

• 資源數位追蹤與產品數位
 照建立( )

經(協)
 (協)

8-2
強化循 材料使用，串聯鋰
電池業者，貴金屬回用到電
池原料製造端

訂定差別費率標準
• 發展提取高純正極前驅物
原料技術開發與驗證( )

 (主)
經(協)

推動再生料標章設置
 (主)
經(協)

8-3
加速電池廢棄循 法規與測
試標準訂定，健全電池循 
產業鏈

推動大型事業群/集團自體建立
電池循 網絡

• 導入自動化、智慧化及低
碳化製造程序設備、認證
設施與技術( )

• 汰役電池安全使用標準
(經)

• 汰役電池降階使用重組技
術開發(經)

 (主)
經(主)

成立區域型鋰電池資源化循 
中心

 (主)
經(主)

建立汰役電池安全使用測試標
準

 (主)
經(主)

8-4
促進鋰電池創新技術發展，
投入鋰電池產業循 應用

推動重新匹配電池模組及物料
循 回用

• 發展電池低碳回收處理及
再利用技術( )

• 研發電池自動化拆解及檢
測分析技術

 (主)
經(主)

鋰電池循 回用之碳盤查驗證
機制與排碳效益分析

 (主)
經(主)

儲能及電動車用電池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推動計畫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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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能產業為「5+2」產業創新計畫之一，致力達成114年再生能源發電占

比20%的目標，其中114年太陽能板至設置目標為20GW，風力發電

6.9GW

• 太陽光電板推估於121年起每年超過1萬公噸，128年後每年超過10萬公噸

• 風力葉片目前國內尚未建立廢FRP回收處理體系，預期去化受阻

34

現況及問題

措施

預期目標或效益

部會分工
環保署、經濟部太陽光電板及風力葉片

• 太陽光電板：投入易拆解太陽能板設計、生產者延伸責任、強化循 材料高值化利
用給予差別補貼，帶動投資

• 風力葉片：建立回收處理示範計畫、推動產業協作機制、媒合水泥業者使用、鼓勵
自主回收及開發易回收設計

預期目標或效益 2020年 2025年 2030年

太陽光電板資源物回收率 10% 84% 95%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0.00016 0.24 0.38

風力葉片循環回收率 0% 20% 85%

預期可減少CO2e（萬公噸/年） 基準年 0.0006 0.018

推動計畫及分工



太陽光電板及風力葉片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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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及分工

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9-1 廢
太
陽
光
電
板

投入易拆解太陽
能板設計、生產
者延伸責任

• 綠色設計理念，研發光電板
易拆解模組

• 工業循 創新技術開發與應用
計畫-開發易循 PV模組創新設
計 (技術處)

經(主)
 (協)

9-2

強化循 材料高
值化利用給予差
別補貼，帶動投
資

• 訂定再利用產品差別補貼費
率，引導資源物質多元應用

• 發展太陽光電板永續材料與評
估分解技術

• 建立廢玻璃多元化資源應用

 (主)
經(協)

9-3

廢
風
力
葉
片

鼓勵自主回收及
開發易回收設計

• 引導業者發展可回收樹酯技術，
減少廢葉片處理需求

• 發展簡易降解程序回收葉片複
合材料及再利用技術

經(主)
 (協)

9-4
建立回收處理示
範計畫

• 建立破碎、研磨及水泥窯投料
再利用等參數資料

• 建置廢葉片粒徑破碎研磨程序、
水泥窯最適投料條件參數測試

 (主)
經(協)

9-5
推動產業協作機
制、媒合水泥業
者使用

• 2025年輔導建置廢風力葉片
破碎管道，並媒合水泥業參與

• 2030年廢風力葉片循 回收
率達85%

• 建立纖維複材回收處理線循 
產線( )

 (主)
經(協)



• 現 資訊流無法追蹤產品資訊與去向，難落實綠色消費、回收再利用廢棄資源

• 國內手持電子產品壽命2年、回收率5%，舊衣回收5萬噸僅6.7%重複使用

• 未來需可與國際接軌的數位產品 照系統，避免產品進出口受限

現況及問題

產品數位護照 部會分工
環保署、
經濟部、
財政部

推動生產者建立循環商業模式：推動生產者登載產品與零件各生命週期資訊、建立產品
數位 照資訊交流平台雛形、建立識別原則與示範技術

維持消費階段產品性能或品質：推動自願性個人永續性產品購買帳戶、鼓勵以產品升級
代替新品、示範以產品數位 照之維修/回收程序

打造循環供應鏈：結合回收/零售業者建立逆供應鏈、提升產品零件可取得性、示範連接
電子商務系統

整合公私部門資訊流：建立與試 產品數位 照相關法規、研析與整合國際認證、連結
第三方驗證機制

措施

推動計畫及分工

預期目標或效益
• 透過試辦計畫與廠商實際合作，釐清生產者/消費者/維修商/回收商參與之角
色與措施，預計為優先應用標的中兩項產品完成產品數位 照推 示範

• 由 照資訊流，反饋產品壽命延長實績，與促進生產者/消費者的支持度

• 提供能資源循 利用率資訊，追蹤 策措施效果，提供 策輔助資訊

優先應用標的: 紡織品、電子產品、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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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措施 項目 創新技術 分工

10-1
推動生產者建立
循 商業模式

建立產品數位 照試辦計畫、
推動生產者登載產品生命週期
資訊

• 建置產品數位 照系統( )
• 建立識別原則與示範技術( )
• 研發生產者產品開發時之循 設計參考
工具( )

• 登載資訊納入  足跡(經)

 (主)
經(協)

 府優先循 採購並帶動民間
企業，形成經濟規模

 (主)
經(協)

10-2
維持消費階段產
品性能或品質

推動自願性個人永續性產品購
買帳戶

• 個人永續性產品購買帳戶系統開發 ( )
• 建置電子模組，開發以電子產品識別碼
或明碼為載體的識別技術( )

 (主)

鼓勵以整新品代替新品、示範
以產品數位 照登載維修歷程

 (主)

與廠商合作完成一項電子產品
數位 照試辦

 (主)

10-3 打造循 供應鏈

結合回收/零售業者建立逆供
應鏈、提升產品零件可取得性

• 建立以產品數位 照之回收程序與技術
平台( )

• 建置紡織模組，開發添加於紡織纖維的
暗碼技術( )

• 建立循 紡織品產業標準或規範引導產
業投入回收材料紡織品市場(經)

 (主)
經(協)

與廠商合作完成一項紡織品產
品數位 照試辦

 (主)
經(協)

10-4
整合公私部門資
訊流

整合國際認證、連結第三方驗
證機制

• 以區塊鏈技術整合產品數位 照(經)
• 建置認證或第三方驗證機制，扣合國際
應用規範( )

• 配合產品數位 照系統需要，提供電子
發票資料(財)

 (主)
經(協)
財(協)

產品數位護照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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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機制

• 本署成立「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設置5個分

工小組，相關部會依推動策略、期程及措施分工辦理。

• 各部會就所負責之措施，依前述規劃方向提報工作進度、成

果及次一年度工作計畫，以供管考。

• 各部會按季提報執行成果至分工小組，每半年召開一次委員

會，檢討辦理進度。

• 地方政府依推動策略與措施，共同協助執行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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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機制



結語
• 本署將持續透過與經濟部、農委會、內政部、國科會等部會
合作，減少我國原物料使用、提升我國資源使用效率、妥善
處理廢棄物，以減少碳排放，邁向淨零排放之目標。

• 本項關鍵戰略至2030年所對應之計畫/工作、期程、分年經
費、預期效益等，將爭取公共建設計畫及科技計畫經費，據
以推動。

39

結語



        
                                       

                               

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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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C推估值

(單位：公噸)

註:  以2020為基準 (DMC為257,160,773公噸)進 比較

推估方法 :

以2050淨零排放 策目標進 推估:

1. 能源結構改變：下降煤、油、天然氣(化石燃料)需求

2. 人口數量變化:下降黃豆、玉米、小麥(生物質)需求

3. 關鍵項目: 無機再生粒料、循 化學品(非金屬)取代原生料、塑膠(化石

燃料)源頭減量、廢棄生物質(生物質)高值化、飼料化。

4. 假設金屬(鋼鐵→主要用途與營建相關、銅、鋁)需求不改變

41

2025 2030 2050

化石燃料下降量 4,136,004 13,723,767 41,519,095

生物質下降量 229,763 469,321 2,955,838

非金屬下降量 2,893,905 5,874,218 17,795,470

金屬下降量 - - -

DMC下降總量 7,259,672 20,067,306 62,270,403

DMC總量推估值 249,901,101 237,093,467 194,890,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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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估值

(NT億元)

註: 一年內國內居民所生產的最終產品與服務按給定基準年的市場價值，不同年份的

實質GDP是按同一基準年的價格計算得出，不包含不同年份中價格變動對GDP的影響

推估方法 :

1. 2021-2022年參考主計總處

預估經濟成長率分別為6.57

及 3.91% (原先為 6.28及

4.15%)。

2. 2023-2024年參考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預估分別為2.9及

2.2%。

3. 2025-2050年假設經濟成長

趨勢穩定預估成長率為2.1%。

4. 近期因央 升息半碼，下修

2022年經濟成長率至3.75%，

須待相關單位調整經濟成長

率後，再調整推估值。 42



四大物料基線資料–生物質

• 資料統計時間：109年

能
源

植物性資材/廢棄物

動物性廢棄物

禽畜糞

漁業生產廢棄物

動植物殘渣

食品加工污泥

民生廚餘

下水污泥

年總產量
794.4

14.5

13.1

31.9

27.4

227.2

273.0

53.0

6.9

翻耕覆蓋或栽培介質(220.4)

倉庫及畜舍墊料(14.9)

飼料(含廚餘養豬)(87.9)

堆肥或有機質肥料(294.3)

能源化、燃料化(16.1)

其他(熱處理、材料化)(23.1)

• 稻殼、稻蒿

• 禽畜糞、動植物殘渣、食品加
工污泥

• 稻殼、廢菇包、食品加工污泥、
畜牧糞尿

• 動植物殘渣、廢棄牡蠣殼、廚
餘

• 稻殼、稻蒿

總利用量：769.4(數據待補)

農
地
使
用

飼
料

堆
肥

528.2

60.5

198.8

6.9

單位：萬公噸

農委會 經濟部 環保署 內政部

農
林
漁
牧
業

加
工
製
造

民
生
生
活

其他加工廢棄物 1.2

一般廢棄物生物質 105.2

餐廚廢棄物 37.2

焚化掩埋(112.7)

林業生產剩餘資材 0.4

樹枝和修剪枝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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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物料基線資料–有機化學

44• 資料統計時間：109年



四大物料基線資料–無機再生粒料

45• 資料統計時間：110年



四大物料基線資料–金屬及化學品

46• 資料統計時間：109年

單位：萬公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