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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產業未來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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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國立交通大學(NCTU) 電子研究所 博士

專長：固態材料物理、儲能系統、系統整合、循環經濟

氣候變遷的影響與循環經濟理念的推動，引領人們反思便利消費對生活與環境所帶來的

衝擊，也引發國際品牌商積極尋找更符合人類永續的產品設計與製造模式。如同Google宣告

2022年以後所有產品都將使用再生材料，循環將是未來產品設計的重要元素。

台灣做為國際供應鏈體系的重要角色，也須開始積極面對。當承受符合減碳、永續與再

生的產品製造壓力時，是消極迴避還是積極內化，會影響到公司未來的國際競爭力。綜觀台

灣的物質流向，我們發現台灣有相當比重的物質流向出口，也有相當比重流向大自然。這些

流向大自然的物料是循環的斷點，如能有效循環這些物料，除對台灣產業的永續指標有所貢

獻，還可提升台灣產業在國際綠色循環的競爭力，更是台灣生態環境的重大福音。

近年來，工研院評估循環經濟對台灣產業的衝擊與機會，積極思考技術對此議題可發

揮的影響。我們相信在經濟模式創新的背後，更需要技術力的創新！透過變革傳統對產品設

計、製造方法、流程管理、副產物與廢棄物處置的觀念及做法，以及重新思考最終回收處理

模式的觀點，改變角度、改變心態與找出新方法，可以有效將過去製造物料與使用物料所造

成的循環斷點補齊，創造一個物料可循環不息的體系。

本期技術專題介紹國內幾個重要產業製程副產物的新循環路徑或產品的新循環路徑設計

需求。其中包括過去大家熟知的爐石再利用、電路板終端玻纖複合材料的循環可能性、氫氟

酸廢液的高階循環，以及這幾年民眾關心的太陽光電模組與電池大量使用的疑慮。各篇專文

將分析這些物料過去處理的做法、國際法規與技術發展的新趨勢。希望透過這些分析，讓我

們開始思考如何善用與內化循環經濟理念，來搭上循環經濟的列車；並反思過去以成本考量

的慣性思維，是否造成我們放棄更多的企業價值，卻承擔更高的環境成本。而新的想法與做

法也許一開始稍增加投資，但若加回環境成本，循環經濟將為產業帶來更多的國際競爭力與

經濟效益。

循環經濟的理念，係整合氣候變遷、環境保護、產業永續發展與人類生活態度之最佳情

境樣態的想像，對於人類的永續提供良好的指引。然而，技術的突破與拓展，或可協助產業

跨過威脅的鴻溝、點燃改變的火苗，但對於真正綠色永續的生活環境，仍待使用物料與產品

的我們，認真珍惜我們所擁有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