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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創新策略與展望

葉繼開、張祉証（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科長、主計室秘書）

經濟發展與環境永續的兩難問題，長久以來困擾著臺灣，對此，政府以循環經濟作為兩難共解的政

策目標，對各種污染的控制嚴格把關，推動循環經濟，將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並規劃推動「循

環經濟推動方案」，藉此導入循環經濟的新觀念與政策措施，創造產業發展新的驅動力。

壹、循環經濟發展之

背景

「 循 環 經 濟（Circular 

Economy）」強調「資源可持

續回復且循環再生」，相較於

線性模式，循環經濟講求的是

從源頭避免污染與廢棄物的產

生，使用可再生之材料及能源，

並以「循環」概念為基礎，藉

由資源再利用、降低浪費及減

少廢棄物等原則，透過產品設

計、物流優化及鼓勵回收等方

式，讓每項資源的副產品或損

壞的商品，都能重新進入永續

的循環，實現經濟發展所需資

源來自循環。希望在物質生產、

消費、廢棄及再生等各階段，

將廢棄物資源化妥善運用，以

替代自然資源開採，達成物質

全循環及零廢棄的願景。

為避免造成地球能資源快

速消耗、環境負荷日趨嚴重、

全球暖化、生態破壞等問題，

國際上先進國家已積極朝向提

高能資源高效率、減廢、提高

循環度及減少掩埋之循環經濟

發展。我國為創造經濟與環保

雙贏並接軌邁向國際，政府已

宣示「要讓臺灣走向循環經濟

的時代，把廢棄物轉換為再生

資源」，更將它列為「5+2」

產業創新計畫之一。

貳、淨零碳排與循環

經濟

為因應全球淨零排放趨

勢，歐盟將循環經濟視為邁向

碳中和及淨零碳排的關鍵策

略，並提出涵蓋永續產品設計、

消費者賦權及生產過程循環性

等三個面向的「永續產品政策

架構」來推動循環經濟。

而我國則於 2021 年宣示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隨後

國家發展委員會於 2022 年 3

月正式公布「臺灣 2050 淨零

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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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至 2050 年淨零之軌跡與行

動路徑。2050 淨零排放路徑

係以「能源轉型」、「產業轉

型」、「生活轉型」及「社會

轉型」等四大轉型策略，「科

技研發」及「氣候法制」兩大

治理基礎，輔以「12 項關鍵戰

略」行動計畫（圖 1），以落

實淨零轉型目標，其中第 8 項

關鍵戰略「資源循環零廢棄」

即是以循環經濟為主的重要戰

略，而製造部門的淨零轉型亦

包含循環經濟面向的相關措施

（圖 2）。

參、循環經濟發展創

新策略

力行循環經濟可以提高

能資源效率，有效減碳達 40~ 

55％，其內涵包括減量與再使

用、資源循環以及循環經濟創

新商業模式等三大內涵，茲說

明如下：

一、減量與再使用（Reduce 

& Reuse）

為使原物料有效成為下次

產品製造之材料，須於源頭生

產時透過易循環設計，如維修

方便之方式及使用易拆卸、可

生物降解、環保友善及低碳之

材料，將產品設計自源頭融入

循環經濟理念，俾可於使用後

進行再使用、再製造、翻新及

再生，使其產品更具耐久性、

可修復性及再製造性，並使產

品被棄置時更容易回到循環之

中。同時在產品設計之初，

透過設計以提高材料之使用效

率，如使用較少之原物料或多

使用二次材料，並設計優化其

供應鏈，能有效減少產品生命

週期過程中之二氧化碳排放及

圖 1　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圖 2　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製造部門 11 項措施

資料來源：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資料來源：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產業節能減碳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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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產生，同時落實循環經

濟之減量與再使用原則。

二、資源循環（Recycling）

資源循環係指透過回收再

利用之相關技術，產生再生料

後進行再循環使用，不僅可有

效替代原生材料，使材料使用

量減少，且廢棄材料亦不須進

行焚化及掩埋等處理，故可進

一步減少碳排放量及廢棄物處

理後可能衍生之污染問題。

為達成「資源使用效益

極大化」，可透過提高物料利

用效率，減少原生物料供應需

求，達到提升資源生產力之目

標，其實行策略包含推動易於

循環的產品設計、延長產品壽

命、提高生產流程的能資源效

率或促進能源回收，以減少化

石燃料使用；同時在考量「環

境衝擊影響極小化」之情況

下，避免廢棄物以焚化或掩埋

方式處理，強化回收循環體

系，並確保二次料及再利用產

品品質，以增加使用機會，有

關資源循環再利用推動策略如

圖 3 所示。

三、循環經濟創新商業模式

目 前 常 見 的 5 種 循

環 經 濟 創 新 商 業 模 式（ 下

頁 附 表 ） 包 括： 循 環 供 應

（Product Supplies）、資源回

復（Resources Recovery）、

延長產品及資產壽命（Product 

Life Extension）、 共 享 平 臺

（Sharing Platforms）及產品即

服務（Product as a Service）。

肆、政府推動循環經

濟做法

為加速臺灣產業轉型升

級，政府以連結未來、全球及

在地為策略，推動「5+2」產

業創新計畫，以追求永續發展

的經濟新模式，提升臺灣產業

國際競爭力與人民生活品質。

行 政 院 於 2018 年 12 月 核 定

「循環經濟推動方案」，統整

經濟部、環境部、中央研究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農業部及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等部會

重點推動工作，透過跨部會共

同執行推動方案之 4 大策略，

協助關鍵產業研發創新材料技

術及推動再生資源高值化，建

圖 3　資源循環再利用推動策略

資料來源：環境部，107 至 109 年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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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新循環示範園區，並將整合

規劃經驗推廣至企業、產業、

既有園區、地區及國際輸出 

（圖 4）。

為協助產業發展高附加價

值的循環經濟，經濟部以「產

業推動、政府支持」之模式，

集結產、官、學、研各界具指

標性之團體領袖及產業，共同

籌組台灣循環經濟大聯盟，截

至 2023 年底已有 310 家會員，

發展從動脈產業（製造與消費）

到靜脈產業（資源回收再利用）

的循環發展模式，讓靜脈及動

脈產業可以從回收到生產再到

回收，完整的建構一整個產

業循環。此外，亦以產業園區

為基礎，加強廠商輔導，推動

能資源的整合，促成產業園區

內及區外廠商形成循環共生的

網絡關係，以提升資源循環利 

用率。

伍、資源配置

為推動循環經濟工作，經

濟部產業發展署配合於 106 年

度起編列相關預算支持各項工

作，106 至 113 年度循環經濟

預算共計編列 71.22 億元，以

附表　5 種循環經濟創新商業模式

循環經濟

創新商業模式
內容

循環供應

於產品設計初期，應選擇可再生、可回收或可生物分解之原

料，以有效減少廢棄物產生並降低資源消耗。根據產品需求

及性能，從材料成分角度研發無毒且永續再利用之材料，並

於結構上開發易於拆解及回收之技術。每個產品於生命週期

結束時都能實現資源再利用，形成封閉迴圈（Close-loop）之

循環利用。

資源回復

於產品生命終點時，回收其隱含的原料價值，將原廢棄物透

過創新的回收或升級技術轉化為資源，重新投入到另一個產

品生命週期中，可保留原材料的性能並提高其附加價值。

延長產品及資

產壽命

透過讓消費者或廠商自行進行維修、升級、再製造及再銷售

，可延長產品之壽命，具有減少資源使用、提升價值及提高

品質等多重效益。製造商於回收使用過的產品後，無需購買

新的原材料，既節省成本及資源，又降低 60% 之碳足跡，同

時開發以服務為導向之市場需求。

共享平臺

透過用戶共同使用產品，降低產能過剩或低稼動率問題，為

使用者提供更多元化之選擇。特別是結合物聯網科技及智慧

型手機，提高產品使用率。從生命週期角度減少源頭能源之

浪費，同時也讓生產者重新思考產品品質，提升其耐用度，

挑戰傳統線性經濟中產量與利潤之觀念。

產品即服務

透過租賃或按量計價之交易方式，產品作為服務提供給消費

者，激勵生產者延長產品壽命，強化產品功能，並製造出不

易故障且容易維修之產品。

資料來源：採購趨勢下法令與商業模式發展之研究。

•
•
•
•
•

•
•
•
•
•

•

•

•

•

•

圖 4　循環經濟推動方案 4 大策略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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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來源統計，分別為科技預

算 51.36 億元及公共建設預算

19.86 億元（圖 5），科技預算

部分，106 至 113 年度每年編列

4.48 億至 8.75 億元不等，主要

係辦理高分子核心關鍵材料推

動計畫、循環經濟創新與跨域

整合領航計畫及工業減碳創新

行動計畫等，用於輔導國內業

者創新循環技術與材料研發，

及促進能資源整合與產業共生

等工作；公共建設預算部分，

106 至 109 年度每年編列 0.39

億至 2.89 億元不等，主要係推

動能資源供應與循環利用中心

及辦理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先

期調查相關工作，110 年度編

列增撥產業園區開發管理基金

14.1 億元，用於辦理新材料循

環產業園區申請設置工作。 

循環經濟發展須長期持續

的投入，除了由政府預算支持

外，並透過產、官、學、研各

界能量一同投入，以確保相關

工作持續推動，加速完成產業

淨零碳排之轉型。

陸、未來展望

隨著人類工業與科技的進

步，造成資源耗竭、全球暖化、

氣候變遷及生態破壞等環境問

題，故為解決該問題，應拋開

以往「開採、製造、使用、丟

棄」之線性經濟模式，將廢棄

物轉成再生資源，期透過資源

循環、減量與再使用及創新商

業模式之循環經濟策略，朝向

資源「零浪費」之循環經濟發

展，邁向我國淨零轉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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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06 至 113 年度循環經濟
預算編列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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