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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近年來國內年產約10至12萬噸廢棄輪胎，惟

其焚燒處理等去化管道受限，嚴重影響業者

回收意願。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既已依規定於

新胎出廠時先行收取回收處理費，然就末端

數量龐大廢棄輪胎之處理究竟有無妥謀對

策，有深入調查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經調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下稱環保署）相關卷

證資料，復於民國(下同)106年6月15日諮詢國立臺灣大

學環境工程研究所林正芳所長、淡江大學水資源及環境

工程學系高思懷教授、國立臺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

理研究所張添晉教授、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劉沛宏

組長專業意見，並於106年6月27日至現場履勘並聽取環

保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桃園市政府、英屬開曼

群島商保綠資源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及永豐餘工業

用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餘公司)等機關簡報後，已

調查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105年起國內發生廢輪胎去化作業及管道受限情形，

肇因於國內5家將廢輪胎膠片作為輔助燃料之再利用

機構，或因空氣污染議題或民眾抗爭疑慮，分別停

用、減用或停工；或因運作中鍋爐發生管線破裂損壞

停爐等，導致廢輪胎再利用量驟減而大量堆置，迄106

年3月間堆置量累積達4,695公噸，環保署及時協調其

他正常運作之再利用機構增加使用量，並啟動處理廠

破碎減容方案因應後，迄106年7月間堆置量降至約

2,893公噸，堆置情形雖有改善，惟仍應賡續執行去

化相關行政作為，避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情事。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廢清法）第2條規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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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廢棄物，指下列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

態物質或物品：一、……四、製程產出物不具可行

之利用技術或不具市場經濟價值者。……前項廢棄

物，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

以外之廢棄物。二、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

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

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第14條規定：「一般

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

處理。……」第28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清理，

除再利用方式外，應以下列方式為之：一、……三、

委託清除、處理：（一）委託經主管機關許可清除、

處理該類廢棄物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

除、處理。（二）經執行機關同意，委託其清除、

處理。（三）委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或輔導設

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清除、處理。……」第39

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

條、第41條之限制。前項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種

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

再利用產品之標示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

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再利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依前述

定義，汽車維修業產出之廢輪胎屬一般事業廢棄

物，不得任意丟棄、清除，需經執行機關負責回收、

清除後，再由環保署委託之稽核認證團體執行處

理，處理後之產生物(膠片、膠粉等)，則再送至再

利用機構予以再利用。 

(二)查國內廢輪胎產生量係依回收量及出口量合計估

算，據環保署提供資料（表1 101年至105年廢輪胎

產生量、回收量及出口量表）所示，國內廢輪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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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均產生量約12萬公噸，其產生來源包括：家戶或

機車行、腳踏車行（非屬廢棄物清理法公告指定之

事業）等所產生之廢輪胎，因其屬一般廢棄物，故

依廢清法第 14條第1項規定，由執行機關負責清

除，並作適當之處理。而汽車維修業等，因屬廢清

法第2條第4項公告指定之事業，故其產出之廢輪胎

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事業廢棄物之清理，則需依廢

清法第28條規定辦理。 
表1  101~105年廢輪胎產生量、回收量及出口量表 

單位：公噸 

年度 產生量（A=B+C） 回收量（B） 出口量（C） 

101 114,144 105,165 8,979 

102 116,399 107,121 9,278 

103 126,984 117,774 9,210 

104 129,318 120,866 8,452 

105 133,754 121,653 12,101 

帄均 124,120 114,516 9,604 

資料來源：環保署 

(三)查國內廢輪胎經由執行機關及民間回收業者回收

後，送至環保署稽核認證團體監督下妥善處理，處

理後之廢膠片再送至再利用機構予以再利用。環保

署表示，目前國內廢輪胎處理業受補貼機構之處理

方式，以機械破碎及磨粉為主，現共計有15家，其

中11家為破碎處理成膠片、2家為直接磨成膠粉，

另有2家則為兼具兩種處理方式，經處理後之膠片

及膠粉則再販售至後端再利用機構加以再利用，

104年處理量達12萬公噸，是以，國內處理業處理

量能應可滿足國內每年產生廢輪胎回收後之處理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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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然查，國內自105年起發生廢輪胎大量堆置情形，迄

106年3月間，各縣（市）廢輪胎堆置量累積高達

4,695公噸，堆置數量最多之縣市依序為桃園市

（1,053公噸）、宜蘭縣（679公噸）、高雄市（517

公噸）。據環保署查復，將廢輪胎膠片作為輔助燃

料的5家再利用機構【包括桃園市永豐餘公司新屋

廠、臺南市臺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官田廠、臺

中市正隆紙業股份有限公司后里廠（下稱正隆造

紙）、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廣源造紙）臺

中廠及高雄市東南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東南水

泥）等】，其中正隆造紙、廣源造紙及東南水泥3家

業者分別因空氣污染議題及民眾抗爭疑慮等因

素，分別停用（正隆造紙）、減用（廣源造紙）或

停工（東南水泥），另加上永豐餘公司運作中發生

管線破裂損壞停爐等，使處理廠處理後之廢輪胎膠

片因後端再利用量驟減而無法去化。該署及時協調

其他正常運作中之再利用機構增加使用量，並啟動

處理廠破碎減容方案（例如：召開緊急會議請各縣

市積極處理轄內廢輪胎堆置問題、加強廢輪胎清運

並可向環保署專案申請補助及媒合處理業將膠片

輸出國外增加去化管道等）因應後，至106年6月

間，桃園市廢輪胎堆置數量由1,053公噸減少到133

公噸，減幅達87%;高雄市廢輪胎堆置數量由517公

噸減少到325公噸，減幅達37%，宜蘭縣廢輪胎堆置

數量由679公噸減少到569公噸，降幅亦有16%，總

計全國22縣市廢輪胎堆置量共計減少1,632公噸，

去化幅度達到35%。至106年7月間，全國廢輪胎堆

置總量已由4,695公噸下降至約2,893公噸。環保署

表示，以現有去化量能評估，應能逐步去化紓解現

有廢輪胎堆置貯存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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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審諸上情，國內105年間發生廢輪胎堆置情事後，環

保署及時協調其他正常運作中之再利用機構增加

使用量，並啟動處理廠破碎減容方案因應，迄106

年7月間廢輪胎堆置量下降至約2,893公噸，堆置情

形雖有改善，惟仍應賡續執行去化相關行政作為，

避免造成環境二次污染情事。 

二、為避免廢輪胎去化作業及管道受阻情事再次發生，影

響業者回收意願，環保署允應結合產業加強研發廢輪

胎去化之先進處理技術，拓展多元去化管道，俾暢通

是類資源物之去化途徑。 

(一)查目前國內廢輪胎主要之再利用共有能源利用、裂

解處理及製成再生原料3種方式；其中能源利用即

是將廢輪胎膠片作為產生能源之原料，常見應用於

替代煤炭作為輔助燃料；裂解處理是將廢輪胎膠片

分解成油、碳黑及其他氣體等之再利用方式；再生

原料則是利用磨粉設備將廢輪胎膠片磨成粉粒

後，製成橡膠原料（膠粉）之再利用方式。國內廢

輪胎處理業受補貼機構之處理方式，以機械破碎及

磨粉為主，共計有15家，向環保署申請核可之最大

年處理量約29萬公噸，提供後端5家再利用機構使

用；以國內每年廢輪胎產生量帄均約12萬公噸而

言，國內廢輪胎處理業之處理量能可滿足每年所產

生廢輪胎回收後之處理需求。105年起所發生廢輪

胎去化作業及管道受限情形，如前述主要係因為將

廢輪胎膠片作為輔助燃料的5家再利用機構，其中3

家業者分別因空氣污染議題及民眾抗爭疑慮等因

素分別停用、減用或停工，另永豐餘公司則發生運

作中管線破裂損壞致停爐等突發事件，使處理廠處

理後之廢輪胎膠片因後端再利用量驟減而無法去

化。爰 105年所發生廢輪胎因去化不及致嚴重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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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影響業者回收意願事件，係因後端再利用機構

再利用量遽減，非處理量能不足所致，合先敘明。 

(二)據環保署查復，105年發生國內再利用機構減少燃燒

廢輪胎膠片作為輔助燃料之情形，除了東南水泥因

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而自報停工外，位於臺中市的

正隆及廣源造紙業，則是因為廢輪胎膠片為輔助燃

料混燒後產生灰渣，歸類為D類廢棄物，造成去化

困難且處理成本過高，另因惟恐無法符合地方政府

加嚴之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及潛在環保團體與

民眾抗爭疑慮等，而分別自行停用、減用膠片，是

整體事件發生的主因。本事件雖為偶發情形，然

而，倘地方政府新修正空氣污染物排放加嚴標準，

後端再利用機構恐會造成排放值無法符合地方空

污排放標準，招致環保團體與民眾抗爭，將無法確

保類此事件不再重演。據本院諮詢專家、學者於諮

詢會議中表示，本次事件的發生肇因於國內廢輪胎

去化太著重於單一技術的去化途徑，風險很高。縱

因廢輪胎具備熱值高、單價低的特性，再利用機構

充作輔助燃料效果良好；且據研究顯示，水泥窯如

使用廢膠片可降低燃煤使用量，減少空氣污染物及

二氧化碳之排放，並符合推動循環經濟之政策理

念；紐西蘭亦於本（106）年6月22日宣布，該國政

府的新計畫將讓每年數百萬個廢棄輪胎被用來水

泥製造，以解決生命終期輪胎造成的環境問題，均

顯示廢輪胎膠片為良好之輔助燃料。惟環保署前於

105年6月至11月間曾協請地方政府研商拓展廢輪

胎膠片多元化再利用管道，包括共同探討推動國內

水泥業者（含旋窯）使用廢輪胎膠片為輔助燃料

時，與會縣市多表示因空污問題及民眾抗爭疑慮，

目前地方尚無使用意願。又永豐餘公司人員於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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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勘時陳述，部分地方政府不鼓勵，甚至阻擾廢輪

胎作為燃料使用，廠家無法獲得燃料使用許可。爰

此，為避免類此突發事件再次發生，影響廢輪胎再

利用去化管道，造成嚴重堆置情形，環保署允應積

極建立多元去化途徑，俾降低單ㄧ處理方式之風

險。 

(三)再者，據環保署表示，為增加後端再利用機構廢輪

胎再利用量能，在多元處理途徑研議方面，除持續

推動國內水泥業者（含旋窯）使用廢輪胎膠片充作

輔助燃料及協調中鋼公司研析使用廢輪胎膠粉取

代粉煤之燃燒再利用方式外，又媒合處理業將膠片

輸出國外增加去化管道，106年1月至6月共已輸出

約2,035公噸之廢輪胎膠片至日本再利用，持續每

月300公噸出口；另推廣廢輪胎膠粉再生原料應用

及開拓廢輪胎橡膠瀝青道路鋪設，每公里約可去化

22公噸廢輪胎。此外，環保署最近5年對於廢輪胎

多元去化及再利用管道之研發，包含廢輪胎橡膠瀝

青應用技術推廣及輔導使用專案、高值化廢輪胎裂

解碳黑運用於PCR簾布膠層之技術開發、利用廢輪

胎製造綠色薄膜之研究、廢輪胎橡膠瀝青鋪面應用

拓展暨監測計畫、廢輪胎多元再利用技術開發─橡

膠粉在道路標線之應用、廢輪胎橡膠瀝青鋪面道路

監測及工程應用推廣專案工作計畫等。本院諮詢專

家、學者於諮詢會議中表示，環保署對於廢輪胎研

發上非無著力，但研發議題過於零星，績效無法短

時間內呈現出來，環保署應依循環經濟原則，在經

濟可行性、環境上可行及技術上可行之基礎上研

發，促使再利用業者有利可圖，有意願去做；例如

可以將廢輪胎大量運用在公園遊樂設施底部的軟

墊，保護老人小孩的安全，日後如劣化後還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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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用途或燃燒獲取能源等去化方式，現有技術就

可以解決急迫堆置之方式，且國內製作技術也很

好。爰此，環保署允宜擬訂廢輪胎去化處理之長期

策略，結合相關產業，多領域進行研究，提升廢輪

胎處理技術，以達成多元處理之目標。 

(四)綜上，廢輪胎產生量雖占事業廢棄物總體產生量比

率極低微，如未妥善處理亦將導致嚴重堆置，孳生

登革熱病媒蚊及破壞居家生活環境情事。為避免廢

輪胎去化作業及管道受阻情事再次發生，影響業者

回收意願，環保署允應結合產業加強研發廢輪胎去

化之先進處理技術，拓展多元去化管道，俾暢通是

類資源物之去化途徑。 

三、環保署允宜秉持永續利用精神，就廢輪胎回收再利用

為全面及完整之研究妥處，促進是類資源物進入循環

經濟體系，延長其使用生命週期，使資源有效循環利

用，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 

(一)按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9條規定：「事業於進行事業

活動時，應循下列原則，以減少資源之消耗，抑制

廢棄物之產生，及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一、選用

清潔生產技術。二、對於原料之使用，應採取減少

廢棄物產生之必要措施。三、原材料失去原效用

後，應自行回收再利用，或供回收再利用，無法回

收再利用者應負責妥善處理……。」同法第6條亦

規定：「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

濟為基礎下，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減少產

生廢棄物，失去原效用後應依序考量再使用，其次

物質再生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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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廢棄物利用方式

者，不在此限。」是以廢輪胎再利用方式依該法規

定應先考量再使用，其次是再生利用、能源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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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才是妥善處理，先予陳明。 

(二)依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105年3月所訂定之永

續發展政策綱領中揭櫫「永續的經濟」層面要旨：

「先進國家在經濟成長及產業快速變遷的同時，已

將廢棄物由管末處理，朝向減少資源消耗、抑制廢

棄物產出及產品環境化設計與資源回收再利用等

零廢棄方式作努力。我國地狹人稠，且資源較為缺

乏，亦應加以重視並迎頭趕上，故如何將資源有效

循環利用，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成為當前重要課

題。」蓋資源回收的精神及意義在於以循環經濟的

理念，於整體能源及資源投入規劃，在製造及設計

階段就投入循環經濟的元素，包括材料、工法、程

序及新的思維，包括商業模式，以多元化回收再利

用，延長其使用的生命週期，最後才是妥善處理得

程序，如此，方符合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所稱之最佳

整體環境效益之廢棄物利用方式。然而，現階段環

保署對於廢輪胎的處理，除少數製作成膠粉再利用

外，絕大多數均破碎成膠片用於轉換為熱能之輔助

燃料，雖不失為一種處理方式，惟本院諮詢專家、

學者於諮詢會議中咸認，廢輪胎處理應加入中間程

序，例如將廢輪胎的色素或橡膠成分分離後再使

用，或如前述大量運用在公園遊樂設施底部的軟

墊，以保護老人小孩的安全，日後如劣化後還可以

做其他用途或燃燒獲取能源等去化方式，使廢輪胎

進入到循環經濟體系，延長其生命週期，直接用於

輔助燃料是浪費此類資源物的作法。諮詢之專家、

學者復以寶特瓶回收為例，寶特瓶大量回收利用在

製作帳棚、塑膠椅，甚至運動員的服裝，深受歐盟

國家所喜愛與稱許，國內慈善團體亦利用寶特瓶回

收物纖維開發用於製造毛毯，估計寶特瓶共約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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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以上的再利用方式。是以，現階段環保署對於廢

輪胎以充做輔助燃料取得能源方式處理，較未能重

視再生利用程序，與循環經濟原則及資源回收再利

用法所稱最佳整體環境效益之廢棄物利用方式未

盡相符。 

(三)對比先進國家，國內廢輪胎產生數量不算太多，處

理業者之處理量能足以滿足每年所產生廢輪胎回

收後之處理需求，破碎成膠片充做輔助燃料取得能

源方式雖為妥善處理，惟就學者專家觀點，並非將

廢輪胎交給處理業者就是妥善處理，僅有妥善處理

亦未能符合資源回收及循環經濟之精神。環保署為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允應秉持資源永

續利用精神，就廢輪胎再使用、再生利用、能源回

收及妥善處理等回收在利用程序，進行全面性及完

整性之研究，促成廢輪胎是類資源物能投入循環經

濟體系，有效循環利用，提升其使用生命週期，以

達成再利用量最大化及廢棄物產出最小化之資源

循環社會，邁向永續發展。 

(四)綜上，環保署允宜秉持永續利用精神，就廢輪胎回

收再利用為全面及完整之研究妥處，促進是類資源

物進入循環經濟體系，延長其使用生命週期，使資

源有效循環利用，朝向永續發展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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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確實檢討改進

見復。 

二、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

處理。 

調查委員：江綺雯  

楊美鈴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8  月  1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