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能減排—物質流未來展望論壇 

會議紀錄 

【時    間】97 年 6 月 11 日下午 3:35 至 5:45 

【地    點】文化大學城區部大廈館 10 樓會議室(台北市建國南路二段 231 號) 

【主 持 人】於幼華教授 台灣大學環工所 

 顧洋教授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所 

【致歡迎詞】林志森 執行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引 言 人】馬鴻文教授 台灣大學環工所 

【出席人員】 

楊慶熙 處長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管制考核處 
許明倫 組長 經濟部工業局永續發展組 
陳弘凷 所長 經濟部水利署水利規劃試驗所 
李錦地 榮譽理事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來水協會 
張能復 教授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張慶源 教授 台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李育明 教授 台北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管理研究所 
童慶斌 教授 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郭乃文 副教授 台北護理學院旅遊健康研究所 
李建平 副處長 台灣電力公司 

胡經武 副處長 台灣中油公司工安環保處 

洪克銘 博士 台灣中油公司 
周宜裕 工程師 中鋼公司環保處 

【列席人員】 

鄒倫   主任 財團法人中技社 

許湘琴 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陳潔儀 組長 財團法人中技社 

【討論提綱】 

1. 政府、企業、學界在物質流分析與管理的角色分工 
2. 國際或區域合作的機制 
3. 擬定短、中、長程策略規劃，推動資源管理的深化與落實 

【座談紀要】(按發言順序) 

1.林志森執行長 

首先代表中技社歡迎各位參加今天下午的物質流座談。從上午 9 點到下午

3 點 20 分之研討會，主要是對於幼華教授團隊過去之研究成果及中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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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年開始進行物質流研討結果，進行一系列之論文發表。中技社過去以

技術服務的角色協助經濟部工業局、能源局及環保署，於環保能源方面做

產業技術輔導之工作，從四年前開始逐漸轉型為智庫角色。對國內過去推

動廢棄物資源化、減廢、清潔生產及節能減排等經驗，物質流應是一重要

且有效的方法學或工具。過去 5-6 年來國科會已針對物質流作基礎研究，

從今天中油、台電、中鋼的報告，讓我們知道業界已開始應用，中技社會

繼續扮演如何推廣至產業應用之平台，惟未來仍須仰賴政府主管機關之重

視，因此邀請工業局、環保署、水利署等參與今天的論壇，再次謝謝各位

的參加。 

2.於幼華教授 

(1)技術人員常強調像物質流這樣的技術工具將來如何被應用，且如何與

經濟面做結合，就決定政策的人做決策時，則希望提供他一個愈簡單

的指標愈好，但愈簡單的指標應該不能離精確度太遠，即工程師今天

強調的簡化。以二氧化碳排放為例，今天全球或各國在比較二氧化碳

排放量時，如果能比較單位貨幣產生之二氧化碳量，應是最好的(國民

所得扣除儲蓄後所得之貨幣，應該與二氧化碳的產生有正相關之關

係)，儲蓄率愈高之國家應該愈珍惜自然資源，希望未來能提供這樣的

數據給政府單位參考。 

(2)短時間應了解馬蕭政見當初減碳目標及時程如何訂定，數據基礎為

何，如覺不妥，應加速提出修改建議。 

(3)分工上，建議公有財的部分由政府部門做物質流的管理，私有財之物

質流，建議由工業局輔導中小企業管理。 

3.許明倫組長 

(1)從物質流角度來看，工業局以往以污染防治、輔導為主，近期開始轉

型，從上、中到下游一併思考，不管是清潔生產或綠色科技，甚至是

溫室氣體減量之部分，都做大幅度創新性的轉型，轉型的結果，就會

比較符合今天簡報提到之觀念及作法。 

(2)產業結構轉型牽涉到溫室氣體減量的目標，與能源部門，如台電、中

油，及石化、煉鋼等二氧化碳產生量多之企業也有直接關係，目前行

政院已決定將馬蕭團隊政見中之溫室氣體減量目標做為減量目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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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建議立法院不要將溫室氣體減量目標放入溫室氣體減量法中，否則

對產業的衝擊太大，而且短期內亦難達成，但可以用宣示之方式執行，

如要達到此減量目標，勢必對目前很多重大投資案無法成案。以經濟

面的角度，工業局要對產業扶植發展，但要把產業的結構轉型到高附

加價值、創新知識經濟方面的產業，須要一段時間，像台塑石化業本

身要做大幅度的轉換有其困難度，從既有的產業來看，僅能從減量開

始，用物質流的角度檢視還有哪些地方可以減，但評估過減量空間有

限，成效不大，不過，未來還是朝向將既有產業轉型成高附加價值的

產業目標邁進。 

(3)產業應開始以源頭來設想，包括原物料到製程是否符合綠色及環保的

精神，後端產出的廢棄物以資源化為目標，目前的工業廢棄物，資源

再利用的量已經達到 75％，今年應可達 78％，約 1200 萬公噸，最終

能達到 80％已是最大值，從末端來看，廢棄物資源化能努力的空間已

不大。從源頭綠色設計及製程改變來看，工業局已投入很多資源，包

括一些獎勵補助，以溫室氣體減量為例，目前補助業者做 PDD 的部

份，儘快符合國際的規範，但無法做設備汰換的補助，對產業而言，

設備汰換的補助更具誘因，因政府經費有限，目前只能補助其朝國際

接軌的方向走，未來環保署溫室氣體減量的交易平台或制度建立，應

該會有減量誘因。 

(4)尹部長已指示做工業區的更新計畫，將傳統工業區再生為新的工業

區，即高附加價值、創新的、較符合知識經濟園區，與簡報提到的工

業生態園區想法應是一致的。 

(5)同意各部會現有的資料庫應逐漸整合，將上中下游產業串成一塊，應

用上將更有價值，對物質流分析及相關計畫推動會有實質幫助。 

4.楊慶熙處長 

(1)物質流日益重要，尤其是在做節能減碳、污染管制或生命週期的評估

等，過去個人推動廢棄物管理，像申報部分，都只是物質流的ㄧ小部

分，目前在推綠色消費、綠色生活、環保標章等，需做生命週期的評

估，如缺少物質流，實很難評估。 

(3)能先將物質分類訂定優先順序，並模擬流向及資料如何取得、申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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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建置、關係群組統計分析。 

(4)工廠方面，製造業其物質流可先由目前之事業廢棄物管理系統擴充，

該系統已包括製程、原物料、產品及污染物流向等，並已具有線上立

即統計分析功能。 

(5)另物質之流向過程，從搖籃至搖籃每一階段皆有不同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其之間之合作，共同平台建立極為重要，應先予以規劃。 

(6)物質流系統資料庫之建立，其後之優點功能應廣為宣導，以減少推動

之阻力，增加配合之意願。 

5.陳弘凷所長 

(1)以水的觀點，物質流應該是應用在建立一個用水循環型的社會，民國

80 幾年開始推動節約用水，90 年推動回收再利用，以節約用水的角

度，大多民眾感受度不高，最近發現引用國外的一個做法，民眾較能

理解，即是單位產品之耗水量，以生產一個漢堡為例，從種植原料到

產出漢堡，共需耗水 100-200 公升，其實這就是物質流的概念。 

(2)水部門的推動策略，後續可努力的方向如下: 

①水平衡基本資料調查及分析(包括個案、產業別、流域別、區域別及

國家總體)工具建置，如何建立制度，由使用者提報最為重要。 

②實質規劃積極推動，例如工業廢水、都市污水、農業迴歸水的回收處

理再利用，應以區域性或流域性系統規劃，提出具體可行計畫。 

③如何運用成本策略，以水源、自來水、廢污水等整體的水成本，研析

具誘因的方案。 

(3)從整體角度來看，後續要全面推動，建議從研提整合性(資源、能源、

廢棄物---)分析工具及建置資料庫平台著手。 

6.胡經武副處長 

(1)首先感謝中技社及於教授積極推動物質流評估之理論與實務，本公司

以往在原物料轉換為產品之物料平衡上，為市場競爭力之需要均有詳

細的 flow data，在能源危機之後，又因能源節約而建立能源流(energy 

flow)。 

(2)今日參與研討會了解節能減排工作，可運用物質流分析來達到管控減

量之目標。 

(3)本公司污染物質 SOx、NOx、TSP 等之排放量均有詳細的數據，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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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與物料平衡，能源平衡合併，以物質流之整體評估方式，推動節能

減排工作。 

(4)國內近年來能源成長較 GDP 成長還快，顯示能源使用效率偏低，CO2

排放增加，主要增加之來源應為交通及住商部門，國內油電價格長期

保持在亞洲四小龍的最低值，因價格因素，自然使用會浪費。油價會

再升高，應使用者付費(含外部成本)。 

(5)未來能源、物料、環境對企業之壓力愈來愈大，不單單是管末的污染

防治，源頭之評估規劃更為有效，以工業界物質流角度分析提供工業

參考必極有價值。 

(6)CO2 排放減量目標不宜放入減量法內，可以政策目標作宣示，要求各

部門努力去做，追蹤改善。 

7.李建平副處長 

(1)企業從過去推動環境管理系統、職安衛管理系統、環境會計制度建立、

溫室氣體盤查及減量計畫後，宜融入物質流的概念，俾使全面性檢視

製程，讓上述管理制度或機制能更具體落實，達到環境與經濟效益，

才能有利企業永續經營，甚且未來企業永續報告書能供外界審視與第

三者驗證。 

(2)物質流未來應結合政府、企業、學界的通力合作，如由政府主導與整

合，學界協助輔導與發展工具或方法學，然後由企業執行落實，以提

升國家競爭力。 

8.李錦地榮譽理事長 

(1)建議中技社建立平台，成立一個「永續能資源管理規劃小組」，定期開

會，檢視並檢討永續能源政策綱領，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擬定短、中、

長程策略，進而訂出措施，提出推動計畫。 

(2)政府、企業、學界在物質流分析與管理的角色分工上，以於教授物質

流團隊為主體，由政府提供資源及政策方向，學界發展分析工具及方

法，企業界協助印證及應用，參與永續能資源管理規劃小組運作。 

(3)日本有一本循環工學，不管是銅、鐵、塑膠等各種材料都有各自的收

支帳，國內可選擇優先順序來做，並由各單位負責，如中油、台電先

做能源的部分，由工業局對企業做清查，學界提供方法。建議整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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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流資料庫總帳，由環保署主導建置，分項由其他相關部會建置資源

帳，如經濟部負責水、礦物、能源。 

(4)要做到能資源之節能減排有三要領: ①不用；②少用；③再利用，符

合從搖籃到搖籃之觀念。 

(5)永續發展要考量三因素：生態保育、經濟效益、社會公平，就是自然

環境受得了、經濟效益划得來、社會公平沒話講。 

9.張能復教授 

物質流與能源流分析，的確對台灣能否有效率的使用碳能源，提供重要切

題之資訊，惟根據過去相關空氣污染排放清冊建立資訊時，其遭遇之困

難、問題有相似性: 

(1)台灣民間進口煤碳資訊 

(2)產業進口有機溶劑資訊 

(3)兩大石化集團產品(產量、品名)之資訊，以及流向消費端的資訊。 

上述資訊對碳之物質流及能源流，以致污染物產生量至關緊要。惟原始資

訊散布於政府各部門，有明宥於商業資訊保密要求，甚至環保署都難獲

得，對物質流、能源分析產生極大不確定性，建議政府部門內部要先打通

這個環節。 

10.張慶源教授 

(1)贊成分析工具整合，若國外已有的，如國外公司已在用的，或是國外

主管機關已經推動的，可以直接引進，像美國環保署花很多經費發展

工具，並且公開讓全世界使用，除可以知道發展之工具是否合宜，大

家的評估方法也具一致性。如果國外沒有，即看如何自行開發。 

(2)贊成政府、學研界適當的分工。目前不同之物質，都有不同的主管機

關，也有不同的產業界，由產業界主導比較合適。農、林、漁、牧業

有農委會負責，農委會要掌握住相關資料；中油、台電等有能源物質；

工礦物質有經濟部負責等，由學界提供適當之分析工具予業界作物質

流之分析。 

11.顧洋教授 

(1)質能均衡之觀念一直存在，但不易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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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質流比生命週期評估(LCA)對台灣應為更具體與實際之工具。 

(3)政府、業界、學界角色分工上，建議由政府提供議題，先以單一資源

深入研究(因標的太多無法面面俱到)，企業提供一個範疇，學界提供

工具。 

(4)物質流分析工具的選擇，與範疇相關，包括標的、邊界、單元等。 

(5)希望中技社繼續扮演產官學研智庫平台。 

12.李育明教授(書面資料) 

(1)綠色國民所得帳宜持續制編，並且流量帳之編制方法論宜積極發展，

期能將物質流實務帳確實併入綠色國民所得帳。 

(2)隱藏流(或間接物質流)之推估方法論宜持續進行，衍生之外部性或洩

漏(Leakage)概念亦宜建立學理探討之根據。 

(3)部分示範性質之「工業生態鏈結」實例，建議宜以物質流觀點，並結

合能源流分析，建立具「可驗證性」之工業生態物質流分析案例。 

13.洪克銘博士(書面資料) 

(1)在物質流分析管理之角色分工，政府應充分掌握國際相關發展趨勢及

法規發展，並藉政策工具之運用，擬定中長程規劃，以供企業遵循依

據，並可藉資源投入委由業界進行相關系統平台資料庫之建制及技術

工具之發展引進。至於業界則應本著企業永續經營之態度，積極從本

身產業特性，即刻投入相關應用之推廣，並可藉助學界之經驗，合作

進行系統建置，以收事半功倍效果。 

(2)除了在溫室氣體盤查上協助業者建立相關能力外，工業主管部門應可

更積極協助業者推動減量計畫。 

(3)中油公司除優先在節能減碳及碳揭露上會更加強外，亦可考慮投入諸

如廢棄物減廢(如硫、氫等)物質流分析，未來亦可考慮石化原料之生

命週期分析等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