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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 技術專題導言

循環經濟要取代既有線性經濟的規模及成本優勢，必須透過對環境成本與社會成本的計

價機制，而碳排有價與企業ESG評核的機制正在慢慢地創造出新的誘因，使企業重新思考利

用循環物料來改變產品碳足跡結構，以更低碳的循環物料使用，強化公司ESG的努力，以及

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的成本差距，主要來自料源的收集以及轉化純化的成本；以循環經

濟體系的角度，料源的多變性、收集困難度或是運輸不易都會是起始成本高的原因，所以本

專題所討論的相關議題，透過善用既有環保體系的建置，或是在生產源就近直接提取，設計

合適的生產的量體與技術開發，降低收集成本，並找出較低成本的轉化純化做法，如此才能

以經濟帶動循環物料的供給，將循環經濟體系擴大。

料源收集的策略最有效的做法，是生產源端的有效分類與收集，國內產業量體夠大的廠

商或區域，有很多適用的機會。透過分析重要化學品在國內流布的情形，可以發現國內有足

夠量的化學品值得思考透過分離純化來做封閉或跨產業循環，例如氫氟酸可以透過新技術的

導入得到氟化鈣純料，或是另一主題提到的玻璃產業飛灰中的芒硝回收。

此外，善用既有環保體系已經建立回收收集管道，其收集成本已經內化，此時需要創新

的分離純化技術，或是市場需求的驅動，來創造物料循環的價值。例如近年來高品質的塑膠

回收料的需求高漲，以及國際對回收鋰電池料的要求，都刺激著循環物料的需求上升，如何

有效降低分離純化或轉化再製成本，是重要的課題。

當然，除了收集的成本考量，技術創新讓物料走升階或封閉循環的低成本技術，是分散

式循環的重要基礎。本專題的分享有著重在各物料分離純化的技術比較，不同轉化技術以降

低能耗以及副產物的說明，其中鋁熱法更是透過廢鋁渣成為反應熱源，來轉化其他難以處理

廢棄物的固化，轉化為有用的粒料。期望透過這些分析可以協助讀者更容易掌握這些物料循

環技術的發展趨勢，引領更多創新的投入，來強化循環經濟對台灣產業未來的減碳競爭力。

本專題要感謝環境部資源循環署在過去幾年對相關技術開發的指導與經費支持，透過不

同技術領域與管理角度的對話，讓相關技術的發展朝向減廢、循環再生與經濟價值的整合，

讓研究同仁能發揮所長共創美好的生活環境。

從循環到經濟– 

看資源循環技術在減碳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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