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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我國自 89 年起為配合廢棄物減量策略，及因應全球能資源逐漸匱乏政府開

始積極推廢棄物資源回收利用，工業局亦委託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協助輔導工

業廢棄物回收利用，及推動資源再生產業的發展。 
 
    我國資源再生產業之發展，隨著經濟環境與產業結構之變化而演繹，其進化

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第一階段為萌芽期： 

民國 70 年代，由於垃圾量的快速增加，及政府為因應國際趨勢開始推動「減

廢政策」，而廢棄物減量的方法，除源頭減量與製造過程減少廢棄物的產生之外，

最重要的是將最終的廢棄物予以回收再利用，工業局遂成立「事業廢棄物交換資

訊服務中心」提供工業廢棄物再利用之媒合管道，部份廢棄物回收業者紛紛轉型

為再生資源處理廠，靜脈產業儼然成形。 

2.第二階段為成長期： 

    民國 80 年代，隨著產業的迅速與多元發展，廢棄物的種類也愈趨複雜，環

保署與經濟部皆積極輔導民間業者設置資源再生處理機構與共同或聯合處理體

系，促使愈來愈多的業者投入資源再生的行列，然而由於資源再生市場的快速成

長與激烈競爭，造成產業秩序脫軌事件層出不窮，因此，環保署於民國 85 年發

布「有害事業廢棄物再利用許可辦法」，87 年繼成立「資源回收管理基金」，資

源再生產業也正式納入管理，結束沒有規範而影響環境的市場競爭時代，開啟產

業正常化發展的嶄新一頁。 

3.第三階段為茁壯期： 

    民國 90 年代，因應「廢棄物清理法」之權責修訂，經濟部於 91 年發布「資

源回收再利用法」，政府投入更多資源輔導再生業者提升生產力，推廣再生產品

之應用，從此，資源再生產業之經營環境愈趨完善，國內市場亦日漸擴大，技術

與人才更大為提升，加上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的成立，產業發展又開創了新的

紀元。 

 

二、產業發展策略 

我國資源再生產業於近數年開始蓬勃發展，成為新興之重要產業，為促使資

源再生產業得以永續經營之願景，工業局乃於依據我國資源再生發展情勢，於

92 年進行產業總體分析，依產業體質、經營環境和市場需求等三面向進行 SWOT
分析，形同資源再生產業之總體檢，剖析結果發現各面向皆有其優勢與機會；(1)
在產業體質面：資源再生產業具有觸角靈活、機動性高等優勢，以及因應國家政

策，政府提供各項輔導措施等機會，但也遭遇企業規模小，缺乏營運規劃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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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國際趨勢變化能力不足等劣勢，且研發能力弱之威脅；(2)在經營環境面：

資源再生產業擁有周邊產業齊全優勢，以及政府推動綠色採購之機會，但也遭遇

國內再生產品市場小，競爭激烈等劣勢，且相關法規制度未完善之威脅；(3)在
市場需求面：資源再生產品品質具競爭之優勢，以及資源永續為各國產業發展之

優先策略，使資源再生產業具成長潛力等機會，但也遭遇再生產品市場侷限國

內，產業規模較難大型化等劣勢，且產業外移之威脅。 
 

依循資源再生產業於產業體質、經營環境和市場需求三面向之情勢分析結

果，了解與掌握資源再生未來變化軌跡，工業局遂擬定出資源再生產業之因應策

略，即整體產業推動之目標。產業體質面以提升技術能力與人才素質，強化技術

研發等策略，奠定良善的產業本質基礎；經營環境面以健全法規制度，強化獎勵

優惠措施，改善產業經營環境等策略，營造優質經營環境；市場需求面則以建立

產業資訊服務網，擴大市場需求，推動策略聯盟，促進海外市場等策略，強化業

者市場行銷。各項發展策略並擬訂具體推動措施，如下表所示。 
    

 
資源再生產業發展措施 

項目 推動措施 
提升

技術

能力 

1.協助業界運用政府研發資源，提升再生技術。 
2.促進產研合作，針對關鍵技術進行研發或引進。 
3.提高資源再生技術研發經費。 
4.加強落實成果移轉業界。 
5.編印各類廢棄物資源再生應用技術手冊。 

產業

體質

面 

提升

人才

素質 

1.加強辦理人才培訓，充實業者專業與相關知識。 
2.鼓勵各種相關領域人才投入資源再生產業。 

健全

法令

制度 

1.杜絕可再生資源之不當處置，以暢通資源管再生道。 
2.協調相關部會研訂規範，以提高再生材料之使用比例。 

經營

環境

面 
推動

投資

及獎

勵 

1.提供中長期資金低利專案貸款，以利業者取得資金。 
2.協調各式基金等參與資源化業者投資計畫。 
3.推動資源再生產業績效優良獎勵，提高資源再生技術發展之誘因。 

市場

需求

面 

擴大

市場

需求 

1.強化並擴充資訊服務網，提供完整市場及技術資訊。 
2.擴大辦理優良再生產品展示及推廣活動，編印再生產品選購及資源循

環效益宣導文宣，提高各界對再生產品之認同，進而活絡再生市場。 
3.輔導企業界進行產品環境化設計，提高資源再生市場需求。 
4.訂定相關公共工程施工規範，提高公共工程採用再生材料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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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訂定建築技術規則，推動優良再生產品成為綠建材之使用。 
6.結合資源再生產業公會，建立產業再生資源供需資訊與交易平台。 

海外

市場

行銷 

1.蒐集建立歐、美、日及中國大陸資源產再生業資料庫。 
2.協助業者分析主力產品之海外競爭優勢，推廣具競爭力之優良產品。

3.推動海內外發展資源再生技術與產品相關團體進行交流，且協助資源

再生產業公會強化功能，與國內外相關廠商組成策略聯盟，發揮整體力

量推動行銷，以進入國外市場。 
 

三、資源再生產業推動成效 

4.1 產業體質面 
 1. 成立資源再生產業公會 

   經工業局與綠基會多年之鼓勵與協助，漸漸凝聚資源再生廠商之共同組

織意願，「台灣區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遂於 94 年 1 月正式成立，以協調同業

關係，增進共同利益，推廣愛惜資源、保護地球之理念，並謀劃資源再生技術及

經營環境之改良，促進產業經營之永續發展為公會宗旨。 
 

 2.建立產學研合作研發平台與推廣 
鑒於資源再生產業多屬中小型企業，普遍欠缺研發能力與經費，若能有效

運用學研界擁有龐大研發能力及人才，並協助再利用業者申請相關研發計畫補

助，對於資源再生技術之提升將具相當大之效益。遂於 96 年建置提供產學研合

作研發媒合平台，除建立產學研技術資料庫，同時進行產學媒合，也推廣兩創新

研發。 
 

 3. 輔導產業提升資源回收再利用 
資源再生產業之主要原物料來源為各產業之可資源廢棄物，為提高其再

生原物料來源，透過協助產業進行廢棄物再利用，評估具再利用潛力與產業需

求，已輔導光電、半導體等 14 個行業共 34 家示範工廠輔導，達到推廣廢棄物資

源再生及提升再利用量之目標。 
 

4. 輔導提升再利用機構競爭力 
為強化再利用機構市場競爭力，提升再利用產業整體效益，透過專業技術

人員輔導再利用機構，進行再利用、污染防治及工業安全衛生技術與設備、管理

制度、資源再生市場行銷等規劃及相關現場輔導、法規諮詢等工作。歷年來總計

輔導 28 家再利用機構，提升業者市場競爭力及增加資源化產值。 
 
5. 輔導傳統產業轉型 

評估考量降低產業成本，提高產品附加價值，優先協助使用可資源再生之

廢棄物種類與數量較多之傳統產業如水泥業、磚瓦窯業、水泥製品業等，建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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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資源再生之量能資料及效益評估，協助轉型為資源回收性質之工廠，創造產業

第二春。 
 
4.2 經營環境面 

1. 研析與公告相關法規  
      評析國內產業現況，分析國內廢棄物資源再生推動困難點，規劃因應措施

與具體之作法，並配合相關法令修正時程，研修發布「經濟部事業廢棄物再利用

管理辦法」與「經濟部再生資源再生利用管理辦法」及公告 57 項「經濟部事業

廢棄物再利用種類及管理方式」與 2 項「經濟部再生利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及規範」

等廢棄物資源化相關法規，期能提供一完備合理之法規制度。 
 
2. 建立管理審查制度 

91 年 1 月成立「工業廢棄物再利用審查作業管制室」，並建立管理審查制

度，進行審理廢棄物再利用許可案，截至 97 年底已審理超過 886 件，許可之廢

棄物再利用申請案共有 608 件，廢棄物許可再利用量每年約達 50 萬公噸，增加

產業年產值約有 70 億元。 
 

3.  建立再生產品規範  
健全再生產品市場機制，首推建立其標準規範，迄今已完成廢水及工業用

水處理用氯化鐵溶液、隔熱混凝土用輕質粒料等 33 項再生產品相關之國家標準

與施工規範草案，並陸續通過再生纖維水泥板等 9 項國家標準，期藉由品質及檢

驗等標準之訂定，使再生產品得以與原生產品具有相同之競爭力，以有效鼓勵再

生資源技術之開發，協助資源再生業者產品行銷。 
 
4.3 市場推廣面 
1. 強化工業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資訊網建置 
 90 年建置「工業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資訊網」（http://proj.moeaidb.gov.tw/riw），

其功能包括提供最新訊息、活動訊息、網站導覽、資源化產業介紹、事業廢棄物

交換資訊服務中心、提供廢棄物相關法令、技術及再生產品查詢、法規及技術諮

詢服務中心、政府獎勵措施、相關網站連結及 Q&A 等 12 大項，7 年來已超過

25 萬人次瀏覽，成為產業廢棄物清理與再利用之熱門專業網站。 
 
2.成立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務中心 

為減緩產業對於資源之需求，降低廢棄物處理之壓力，減少廢棄物供需雙

方之經營成本及提升獲利，成立「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務中心」業務，提供事

業廢棄物交換管道及輔導協助廢棄物供需雙方進行交換，成功交換案件累計 145
件，交換總量達 37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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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推廣再生技術與產品 
     透過編印行業廢棄物資源再生應用與廢棄物資源化單元設備等相關

技術手冊並辦理技術講習會，以擴散技術資訊，協助資源再生產業提升技術與培

訓人才。總計編印 13 種行業廢棄物之資源再生應用手冊及 5 種廢棄物資源再生

單元設備手冊，以及 14 類共 129 項再生產品及再利用技術推廣文宣，提高民眾

對資源再生產業與產品之認知。 
 
4.4 環境經濟效益面 
1.提高資源再生量能 

工業廢棄物資源再生量從 91 年 804 萬公噸至 97 年達年再利用量 1,269 萬公

噸，資源再生量能提升達 58%。工業廢棄物 91 至 97 年資源再生量之統計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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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歷年工業廢棄物再利用量統計圖 
 
2.創造產業產值 

資源再生產業將各產業之廢棄物回收再生為產品或其他產業之原料，已成

為世界各國產業發展中重要的一環，我國資源再生產業之產值由 91 年 249 億元

提升到 97 年 482 億元，成長幅度高達 93%，歷年產業產值變化情形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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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歷年資源再生產業產值變化情形 

 
3.減少環境品質折耗成本 

在產業投入環境保護成本越來越高的趨勢下，推動資源再生產業之發展，

除降低產業實質廢棄物處理成本與創造產業產值外，對於因再利用之推動而減少

焚化與掩埋之比例，進而減少環境品質折耗所創造之間接效益，從 91 年 294 億

元提升至 97 年 351 億元。 
 
4.減低溫室氣體排放 

廢棄物資源化對於溫室氣體減量的貢獻主要來自減少礦產開採、燃料使

用、製程原料排放及能源消耗等 4 方面，以再利用比例較高之煤灰及水淬高爐石

等項目，推估藉由廢棄物資源再生每年約可減少 661 萬公噸溫室氣體排放量，顯

現推動資源再生產業之發展對我國推動溫室氣體減量之貢獻不容輕忽。 
 
四、展望未來 

資源再生產業自民國 70 年代以來，歷經萌芽、成長與茁壯等三個階段，然

而由於國內一般產業的變化與工廠外移，直接影響資源再生產業原物料的穩定供

應，而經濟規模無法擴大，降低成本更加困難；另一方面再利用技術升級緩慢，

無法創造高價值的再生產品；再加上市場的囿限等等問題，都是資源再生產業未

來須克服的課題。 
 
展望未來，如何促使該產業邁向持續成長與永續發展之道，建議宜朝向加

強穩定物料來源、創造高值化再生產品，及擴大國內外市場等三方面持續努力。 
 
1.穩定物料來源 

各類可資源再生之廢棄物為資源再生產業之主要原料來源，然近年來國內

產業外移及結構改變，造成部分再生業者因為物料來源短缺，難以維持營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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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產業投資風險。未來宜透過異業合作，結合各產業建立資源循環體系，形成產

業供應鏈，穩定物料來源；另一方面在不影響國內環境之前提下，開放國外再生

資源進口，同時管制國內有價再生資源出口，豐沛產業物料來源，將是未來規劃

推動之首要課題。 
 
2.創造高值化再生產品 

由於再生產品之原料性質較原生物料不穩定，若要生產與原生物料所產製

之產品品質相當甚或更佳，其再生技術層次須不斷提升，以創造高質(值)化再生

產品。技術提升之研發工作，僅依賴產業自行研發，甚難有所進展。未來除積極

促成產學研之合作開發外，更應加強輔導產業界參與科技專案計畫申請資源技再

生術之先期研究與開發應用更高層次資源再生技術，諸如：提升廢鈀金的再生精

鍊技術，達到國際黃金市場的等級；提升回收銅粉的技術達到高科技產業應用的

品質；利用廢橡塑料開發可以取代塑膠的塑橡混合材料的新技術；提升灰碴或底

碴的再生技術，開發高附加價值之再生建材；另外，開發廢太陽能板再生技術、

廢液晶顯示器回收技術、及光電業廢光阻液線上再生技術等高價位之廢料再利

用。此外，建立國際技術交流合作機制，以協助產業產製高附加產值之再生產品。 
 
3.提升市場佔有率 

再生產品品質若無一定之規範標準與驗證，將造成使用者採購運用之疑慮

與困擾，因此，未來宜加強推動研訂各項再生材料、再生產品之國家標準與規範

及各項公共工程應用規範外，宜積極規劃建立再生產品驗證體系，以擴大再生產

品市場，擴大再生產品需求量，以降低再生產品產製成本，為提升其具競爭力之

重要工作。國內再生產品市場有限，如何藉由評估業者再生產品之競爭優勢，規

劃建構產品銷售通路，延伸產品海外市場，將是未來努力之方向。 
 

五、結語 

      我國資源再生產業經歷幾年的蓬勃發展，在即將進入成熟階段之際，適逢

金融海嘯的全球危機，內外市場蕭條，原料與產品價格同時持續下跌，在這非常

時期，產業更應妥善因應，健全廠內體質，研發新技術，提升產品的品質與價值，

為下一波經濟復甦做好準備，這將是資源再生產業未來能否持續成長，並邁向永

續發展的關鍵時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