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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街头少见垃圾桶却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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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生產者責任(EPR) 

 「延伸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EPR)或「延伸產品責任」 (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的概念，係要求生產者有責

任掌握其產品從原料取得、製程、運輸、使用、

至廢棄等生命週期各階段之環境負荷，尤其強調

回收、再利用及最終處置，配合源頭減量與綠色

設計，減輕其產品生命週期之環境負荷。 



延伸生產者責任相關活動的主要考量 

產品的生命週期衝擊及成本 (Life-

cycle impacts and costs)應完整分析。 

堅持污染者付費(Polluter Pays 

Principle, PPP)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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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推動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相關活動之
制度沿革 

沿革 因應 

環保署自1988年開始公告、回收再利
用包裝容器及機動車輛等物品，立法
管理資源回收體系已運作近三十年。
歷經過四個時期： 

1. 民間自發性回收(1988以前) 

2. 製造、輸入業者成立共同回收組
織時期（1988~1997） 

3. 成立八大基金管理委員會公辦民
營時期（1997~1998） 

4. 環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
員會時期（1998年迄今） 

因應曾發生的問題，
防弊配套措施多： 
• 生產者查核制度 
• 稽核認證制度 
• 財務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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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相關活動
之政府民間分工 

問題 因應 

現行資源回收體系的分工為業者負

擔財務責任(繳交回收清除處理費)

，政府負擔實質回收責任；與國際

多數體系由業者同時負擔財務和實

質回收責任的狀況不同。 

2007年開始推動雙軌

制：「業者繳費制」 

及「業者自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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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法源 

問題 因應 

1. 目前在台灣所有公告應回收廢棄

物之法源相同，皆為「廢棄物清

理法」。  

2. 不似多數國家或歐盟將包裝容器

、汽車、電子電器產品、乾電池

等物品之回收再利用分別立法。 

2007年嘗試推

動雙軌制 



台灣延伸生產者責任(EPR)推動法源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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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清理法1974年制定公布施行至今，惟因廢棄物
清理法主要在於末端管理，管制廢棄物對於環境之污
染事項，對於回收再利用之著墨有限，致發生諸多受
關注之非法棄置及污染事件。 

 於2002年制定公布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惟施行迄今，
其對於源再利用與廢棄物之運作管理機制有待進一步
整合。 

 參酌永續物質管理(Sustainable Materials Management)

及循環型社會(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之概念， 
 期達成資源循環零廢棄之最終目標及資源永續利用之

願景，於2013年擬具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以下簡稱資
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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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之雙軌制法規架構 

1. 特別基金管理 

2. 責任業者 

• 管理辦法 

• 驗證辦法 

• 標示 

3. 回收處理管理 

4. 販賣業者 

5. 其他 

繳費制 

參考國外WEEE/ELV 

資源回收體系管理 

自主制 共同條款 

第三章  責任回收物 

1. 責任業者需實質負

責回收再生處理 

3.防弊措施：依營業

量及公告費率，定

期向環保署繳納財

務保證 (定期結算後，

視達成定量目標比

例退回) 

基管會現制改良 

1.業者將回收再生處理責任，
以繳費方式由EPA代為履行 

2.配套措施 

(1)未達回收再生處理量標準
之回收再生處理費，得保
留作預備金，超過安全存
量時，納入特別收入基金。 

(2)費率及補貼費率得採差別
費率(以促進綠色設計及提
升再使用、再利用率) 。 

廢棄資源物管理法 [2007.09] 



台灣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相關活動執
行現況 

應回收廢棄物 

行政契約 

自願性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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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環保署於1998年成立「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依回收清除處理費率向物品及容器業者收取回收
清除處理費，每年約60多億元新台幣。 

 基金支出分為兩部分 

信託基金(70%) 

• 回收商及處理廠之補貼費用 

非營業基金(30%)  

• 補助執行機關資源回收機具及貯存場設置 

• 稽核認證、回收宣導、查核業者營業量等
行政管理費 

台灣資源回收管理基金之執行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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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公告應由業者負回收責任之產品項目 

公告項目 

平板容器 

輪胎 

鉛蓄電池 

機動車輛 

資訊物品 

電子電器 

乾電池 

照明光源 

非平板類免洗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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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契約-保麗龍回收 

環保署與協會於2004年訂
定民間自辦回收清理合約 

保麗龍協會會員，包括上
游原料製造廠及進口廠、
中游成型廠、下游裁切加
工廠、機械廠及回收再生
廠等 

合約內容 
主要辦理事項  

第一條：責任範圍 

第二條：清除處理職責  

第三條：回收清運補貼  

第四條：申報  

第五條：回收再生處理量標準  

第六條：財務保證  

第七條：財務保證費率標準  

第八條：稽核認證作業  

第九條：稽核認證回收再生處理 
                量計算方式  

第十條：財務保證之結算與返還  

第十一條：回收清除處理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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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協議-廢行動通訊產品回收合作備忘錄 

章節 重點摘要 

前言 

行動通訊產品範圍：行動電話、具通話功能之

PDA或GPS及其配件（包括但不限於旅充、座充

、電池、耳機、手寫筆、傳輸線及讀卡機） 

本合作備忘錄對於雙方進行之廢行動通訊產品

回收活動，並無任何法律強制力 

環保署義務 

(甲方) 

提供業者所需協助（聯絡人、專用標示、宣導

，表揚） 

業者義務 

(乙方) 

執行事項如免費回收、儘量提供民眾配合誘因

、宣導 

定期申報：回收量、處理量及處理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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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延伸生產者責任(EPR)推動法源依據 

1. 資循法(草案)第7條定義廢棄資源將廢棄物視
為資源進行管理。 

2. 資循法(草案)第10條明定物質使用應以減少資
源消耗、避免使用有害物質、避免廢棄資源
之產生為優先考量原則，及廢棄資源產生後
應依序考量再使用、再利用、能源回收及妥
善處理 (但經生命週期考量，可得最佳整體環
境效益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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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延伸生產者責任(EPR)推動法源依據 

3. 資循法(草案)第19條有關訂定環境友善化設  

    計準則；第22條規定對容器及包裝實施重複 

    填充；第49條規定一定規模之事業，應依相 

    關辦法規定再使用或再利用。 

4. 資循法(草案)第24條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進行相關管制措施，第61條
對可能造成危害或處理困難的廢棄資源可採
禁止輸入。 



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相關活動之發展願景 

-永續物料管理(S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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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政策管理
模式 

永續物料管理 

物質流分析MFA 

生命週期評估 

LCA 

資源使用效率提升 

環境衝擊降低 

瞭解資源流動狀況 

環境負荷評估 

溫室氣體減量 

去毒化 綠色設計 

綠色採購 

原料開採 

使用 

最終處置 

資源回收 

生產製造 

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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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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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 

國內 

開採量 

國內 

隱藏流 

國內 

隱藏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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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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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流 

示意圖 

2.2 



台灣永續物料管理績效管理指標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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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績效管理目標及量化指標 
 

 

 

 

 

 

 

 

 

 

 

 

 

 

但跨國間指標比較，僅在特定條件下具有意義 

目標 指標─國家層級 

資源使用效
率最大化 

投入面 直接物料投入Direct Material Input，簡稱DMI 

消費面 
國內物料消費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簡稱DMC 

產出面 
直接物料產出Direct Material Output，簡稱
DMO 

效率面 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 

環境負荷
密度 

每單位直接物料輸入或消費 

所產生之污染排放，簡單表示DPO/DMC 

環境衝擊 

最小化 

產出面 
國內空水廢等污染排放，含溫室氣體
Domestic Processed Output，簡稱DPO 

循環度 每單位直接物料輸入之資源循環度 



台灣四大類物質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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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82,411  

 37,719,231  

 62,507,854  

 

151,216,761  

0.E+00 

2.E+07 

4.E+07 

6.E+07 

8.E+07 

1.E+08 

1.E+08 

1.E+08 

2.E+08 

生物質 金屬礦 非金屬礦 化石燃料 

公
噸 

DMI 

DMI

圖1：2010年台灣DMI指標 圖2：台灣進口與國產DMI指標比例 

 圖1：台灣物質使用化石燃料量為非金屬礦2倍、金屬礦4倍、生物質7倍 

 圖2：台灣各類物質使用來自進口比例相當高，自給率嚴重偏低 

2.1 



指標試算─比對歐盟2007年每人使用物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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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噸 (DMC) / 每人 

(2005) 

台灣 2010年 

 12.8噸/每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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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永續物料管理(SMM)制度之建構 

基本物料管理 
建立資源/物料管理機
制 

增加資源可取得性 

加強既有資源/物料 

發展替代資源/物料 

永
續
物
料
管
理
制
度 

關鍵物料管理 

降低國內環境衝擊 

環境衝擊評估機制建立 

環境衝擊案例平台交流 

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獎勵、諮詢、創新措施 

關鍵產業輔導計畫推動 

技術交流平台建立 

加強廢棄物資源循環 

資源/物料零廢棄推動 

廢棄物管理層次調整 

資源循環障礙排除 

建立管理工具/夥伴關
係 

資源循環資料庫/管理指標 

夥伴關係建立 

管理目標設定 

1. 將廢棄物視為資源
管理，導入資源管
理內涵 

2. 重視各生命週期階
段之環境衝擊 

3. 維持及提升產業/企
業競爭力 

 建議方向 



結論與建議 
 延伸生產者責任(EPR)的落實，應該包括生產者的實質運
作及財務面的投入。後續推動除持續加強回收再利用及
源頭減量外，應將永續物質管理(SMM)理念納入。 

 經檢視台灣資源管理現況，待解決問題包括： 
-未將生命週期思維納入資源管理 
-跨單位整合/夥伴關係連結不強 
-資源效率提升措施不夠完整 
-關鍵物料資源儲備制度不完整 
-資源再生市場及產業發展受限 

 未來可運用資源循環利用法(草案)為依據，建立跨部會
夥伴關係。短期應推動廢棄物之資源循環(再生物料供需
調查)，建立物質流方法管理架構。長期應建立完整之物
質流及環境衝擊資訊，提供基礎資訊供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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