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國報告（出國類別：出席國際會議） 

 

 

 

 

參加「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
討會」報告 

 

 

 

 

 

 

 

 

 

 

 

 

 

服務機關：經濟部礦業司 

職    稱：副司長 

姓    名：陳逸偵 

                  派赴國家：德國 

出國期間：100年 6月 12日至 6月 19日 

報告日期：100年 7月 30日  

 

 

 



 1 

摘要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歷年決議礦物資源永續發展為全世界人類永續發展重要

課題之一，各國亦依據推動礦業之永續發展。本年「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

討會」於本年（100）年 6 月 14 日貣至 17 日止在德國亞琛市 RWTH 大學舉行。計有 39

國 300 人參加，我國派經濟部礦業司陳副司長逸偵出席。該研討會分 9 個議題進行，

會後並參觀 RWE 電力公司 Inden 露天褐煤採礦場之採絕跡地整復與利用。受到金融

海嘯之影響，歐盟已在探討對那些礦物資源建立戰略儲存制度。另聯合國永續發展委

員會聯合國 2010-2011 年第 18、19 屆年會主題所涵蓋為運輸、化學品、廢棄物管理、

礦業和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十年方案框架這五個議題；雖然有關礦業部門的文字無異

議通過，但因該委員會本年年 5 月第 19 屆年會閉幕時並未就該年主題整體文字達成

最後決議，因此礦業部門的文字並未被接受。出席參加該會議有助了解世界各國永續

發展發展最新情形供我國未來方向之參考，並與各國代表建立連繫管道有助爾後相關

資訊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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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討會」報告 

 

壹、目的：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歷年決議礦物資源永續發展為全世界人類永續發展重

要課題之一，各國亦依據推動礦業之永續發展。「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

討會」於本年（100）年 6 月 14 日貣至 17 日止在德國亞琛市 RWTH 大學舉行。我國

係由本部則負責礦業永續發展之執行與督導，出席參加該會議有助了解世界各國礦業

永續發展發展情形及我國未來礦業永續發展方向之參考。 

 

貳、我國出席人員：經濟部礦業司陳副司長逸偵。 

 

叁、行程及工作內容 
100.06.12-13  啟程 
100.06.13-14  註冊及開幕式 
100.06.15-16  開會 
100.06.17    會後礦場參觀及移動 
100.06.18-19  返程 

 

肆、研討會名稱：“「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討會」。 

     時      間： 100 年 6 月 14 日貣至 17 日止。 

     地      點： 德國亞琛市 RWTH 大學。 

     主  持  人： RWTH 大學 採礦工程研究所所長 

                         Nicola Martens 教授 

 

伍、與會代表： 
本次會議出席國家計有我國、日本、蒙古、印度、印尼、尼泊爾、土耳其、

孟加拉、伊朗、澳洲、美國、加拿大、巴西、智利、英國、法國、德國、奧地

利、波蘭、芬蘭、荷蘭、愛沙尼亞、克羅愛西亞、斯洛凡尼亞、葡萄牙、西班

牙、意大利、比利時、瑞士、瑞典、挪威、匈牙利、希臘、塞浦路斯、阿爾及

利亞、摩洛哥、科麥隆、烏干達、奈及利亞等 39 國 300 人參加。 

（會議出席人員名單如附件 1）。 

     

陸、研討會議程：（議程如附件 2） 

2011 年 7月 14 日（星期二） 

17:00  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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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  歡迎接待會 

2011 年 7月 15 日（星期三） 

08:15  開幕-主席致詞 

08:20  邀請貴賓專題報告 

10:30  茶敘時間 

        A組             B組             C組             D組 

11:00 礦物資源政治與治理（I）。永續採礦實踐（I）。    永續供應鏈（I）。      社會永續（I） 

12:30  午餐 

14:00 萊茵地區永續性褐煤。 永續採礦實踐（II）。礦物資源政治與治理（II）。關鍵初級資源與 

        採礦與利用                                                    自然資源之管理（I） 

15:30  茶敘時間 

16:00 礦物資源政治與治理（III）永續採礦實踐（III）年輕研究者之永續性 永續報告-LCA, SDI-I 

                                                                           及社會永續 

17:45  永續性互動與創新 

19:00  本日研討會結束 

2011 年 6月 16 日（星期四） 

08:30  邀請貴賓專題報告 

10:30  茶敘時間 

        A組             B組             C組             D組 

11:00 永續報告-LCA, SDI-I。 永續採礦實踐（IV）。礦物資源政治與治理（IV）永續採礦實踐（V） 

及社會永續（II）                                     

        12:30  午餐 

14:00 社會永續（II）。     永續採礦實踐（VI）。  永續供應鏈（II） 

         15:30  茶敘時間 

16:00 關鍵初級資源與自  。德國的國際採礦與礦物資源（III）。永續報告-LCA, SDI-I  

       然資源之管理（II）                                   及社會永續（III）           

  17:45  研討會總結 

  18:15  本日研討會結束 

2010 年 6月 17 日（星期五） 

09:00  永續發展實例-參觀德國 RWE 電力公司 Inden 煤礦露天採礦場整復 

14:00  參觀結束 

 

柒、討論主題 
本年研討會有 10 個專題報告、9 個主題 88 篇論文分口頭發表及 8 篇論文海報

發表，分述如下： 

一、 專題報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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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10 位受邀請貴賓分別報告。包括德國 D. Mager 報告德國未來永續性礦物原料

供應、瑞典 M. Ericsson 報告中國是友或敵 – 新採礦矛盾之一角、瑞士 M. Wittig 報

告關鍵資源之管理-一個高科技成功之因素、德國 J. Geisler 報告供應之確保、永續性

及資源效率、歐盟 Paul Anciaux 報告歐盟原料策略。 

    歐洲礦業公會 Corna Hebestreit 報告永續性原料使用當作永續性原料供應之前

提、瑞典 Kent Tano 報告 LKAB 在永續生產框架下創新策略、德國 F. Wodopia 報告德

國煤炭永續性使用之一般條件、美國 D.J. Shields 報告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9 屆

年會中對礦業之磋商與決定、及德國 F.-W. Wellmer 報告非再生礦物原料永續使用之

一條路是否可能。 

二、主題部分 

（一）議題 1：礦物資源政治與治理 (MINERAL RESOURCES POLICIES 

AND GOVERNANCE) 

由 16 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輸出入銀行報告利用礦業之融資

計畫促進永續性礦業、德國 LBGR 報告 Brandenburg 州在永續性、環境相容性及

民眾接受度下之礦業計畫程序、缺乏礦業政策對礦業典範所產生的影響。印尼的

礦業政策與治理等。 

（二）議題 2：永續採礦實踐 (PRACTICING SUSTAINABILITY)  

由 24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報告 Sandvik 公司坑內採礦機械安全

第一的進展；鉀鹽及岩鹽礦之永續性及資源效率；未來深礦智慧型及永續性之創

新科技與觀念；越南煤礦經由不同廢石堆置概念達成永續性的報告；愛沙尼亞報

告油頁岩廢石廢棄物管理；匈牙利報告礦物廢料利用之可能性；日本報告煤礦非

酸性及可能成酸性廢石堆置之多層覆蓋以控制酸性排水；澳洲報告確保全世界夠

格之礦業專業人員永續供應策略；Atlas Copco 公司永續性採礦作業之產品；英國

報告岩栓在全世界煤礦應用情形；美國報告大型露天煤礦開採之永續性最佳設

計；石礦業產品品質控制新方法之發展；Bibishahrbanoo 石灰石礦永續性礦山整

復效果；永續性生物治療及產業生態模式；永續發展框架下坑內煤炭現地氣化貢

獻之評估；褐煤灰作為泥漿及填充料之利用；P 波速度用於評估塊狀切割機噪音

之評估；工程方法對採礦系統永續發展之貢獻；日本報告煤礦平巷坑內水之穩定

效果；澳洲報告開發一套將永續性原則納入選礦場設計與操作的實用機制；德國

RWTH 大學報告選礦-未來的挑戰-水、能源、質量；鋁礬土紅泥再利用之新提議。 

（三）議題 3：永續供應鏈（SUSTAINABLE SUPPLY CHAINS） 
由 8 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分別報告礦業的公共建設；德國鈾為

核燃料-稀有資源還是可充分取得?；許可貿易鏈礦物許可體系-盧安達及中非洲大

湖區良善治理對礦物供應鏈的貢獻；物質與服務就地採購的社會衝擊；鐵礦的市



 6 

場拓展；波蘭報告礦物管理中礦物二次及廢棄原料的重要性-波蘭案例；澳洲報

告永續性採礦具有什麼意義支柱。 

（四）議題 4：社會永續（SOCIAL SUSTAINABILITY）  

由 8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澳洲分別報告將設計納入社會執照；澳洲

轉型中區域的成長痛-資源詛咒或是缺乏整體性計畫；社會執照如何運作；為未

來永續性處理土地觀光、農業與礦業使用之衝突；礦業界之公司的社會責任-歐

洲與俄羅斯案例；德國分別報告永續性倡議中的一根支柱-文化；人權能否對社

會永續有所貢獻；有責任地尋找煤源。 

（ 五 ） 議 題 5 ： 永 續 報 告 -LCA, SDI-I 之 進 度 （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ADVANCES IN LCA & SDI - I） 
        由 8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分別報告為礦業建構證據原理中之語

言變數；開發一種為評鑑礦業設施之環境永續性的工具；越南礦業的永續發展-

職業安全與衛生之挑戰；克服與礦業相關之生產需求與當地衝突；運用地球觀察

法提供礦物開採環境與社會面向之訊息需要；Freiberg 資源技術研究所對德國永

續的原材料界供應的貢獻；美國報告運用永續性礦物永續性指標於地熱能源計

畫；比利時報告利用生命週期評估作業作為礦物材料界永續性選擇之決策工具--

比利時產品及其相當外國產品之環境宣言。伊朗分別報告 Taft 銅礦計畫之環境影

響評估框架；使用以 GIS 為基礎之多層次決策用於伊朗一個銅礦的環境永續性評

估。印度報告印度煤礦策略之願景。  

（六）議題 6：關鍵初級資源與自然資源之管理（CRITICAL PRIMARY 

RESOUR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EUROPE AND WORLDWIDE） 

        由 8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分別報告全球礦業之能源成本與礦石

品位之趨勢；運用獲利指標作多層礦床之評價；原物料生產引貣之礦物資本存量

的能源減少；關鍵原物料與歐盟；波蘭報告歐盟會員國的關鍵礦物-波蘭案例；

斯洛凡尼亞報告強化東南歐永續的骨材資源管理與供應之 SARMa 計畫；瑞典報

告 RMI 成果及歐盟關鍵金屬報告。 

（七）議題 7：萊茵地區永續性褐煤採礦與利用（SUSTAINABLE LIGNITE 

MINING AND UTILIZATIONIN THE RHINELAND ） 

由 4 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 RWE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報告擁有

Hambach、Inden、Garzweiler-2 三煤礦。係整合當地 15 家煤礦公司而成，為全世界最

大褐煤礦。噪音、粉塵、地下水、採掘跡地整復及社區安置為該礦最重要議題。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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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之外尚有民間監督團體關注採礦活動所產生之噪音、粉塵壓制措施。自 1950 年

代貣迄今已有 50,000 人被遷往 10-20 公里外新社區安置。為配合 Inden 煤礦採礦需

要，Inde 河橫越其南北 4 公里長河道在 2005 年予以改道為長達 12 公里人工河道、

並成功營造自然濕地復育與發展。 

（八）議題 8：年輕研究者之永續性（YOUNG RESEARCHERS ON 

SUSTAINABILITY） 

由 4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加拿大分別發表受雇者能力構建在減少秘魯礦

業公司與社區衝突之角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礦業社區之健康研究。美國報告美國

西維吉尼亞露天開採煤礦之採絕跡地作為風力發電之替代方案。澳洲報告將永續性原

則整合至選礦作業決策過程的一個實用及活潑的手段。 

（九）議題 9：德國的國際採礦與礦物資源（GERMAN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MINING AND MINERAL RESOURCES） 
由 4位報告人分別發表論文。包括德國 RWE 能源公司以其在褐煤開採百餘年，

具有對噪音、粉塵、地下水、採掘跡地整復及社區安置之相當好的經驗，成立 RWE 國

際能源公司，成為亞洲能源公司在越南 Phulbari 煤礦計畫之顧問公司，處理其最敏

感地區地下水位的問題。 

 

捌、礦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緣貣 
    礦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係由德國亞琛市 RWTH 大學、希臘 Crete 大學、美國維

吉尼亞科技大學聯合發貣。第 1 屆礦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於希臘，米洛斯島舉行，

每 2 年易地舉辦 1 次迄今為第 5 屆。歷屆舉辦時間與地點如表 1 

        表 1     歷屆礦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一欄表 

屆別 時間 地點  

第 1 屆 2003 5.22-5.23 希臘，米洛斯島  

第 2 屆 2005 5.18-5.20 德國亞琛市  

第 3 屆 2007 6.17-6.20 希臘，米洛斯島  

第 4 屆 2009 7.6-7.8 澳大利亞黃金海岸  

第 5 屆 2011 6.14-6.17 德國亞琛市  

第 6 屆 2013 希臘，米洛斯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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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議題中與我國相關重要項目 
一、聯合國礦業永續發展委員會對礦業之檢討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第19屆年會於今（100）年5月 2-15日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

部舉開。本年度（2010-2011）檢討的部門為各專題組所涵蓋的運輸、化學品、廢棄物

管理、礦業和永續消費和生產模式十年方案框架這五個議題逐一提交專題報告，由於

協商沒有獲得結論，也沒有任何書面文字被通過。除了永續發展委員會53個會員國家

有投票權之外，任一聯合國會員國均可出席及參與投票，另個別及集團代表如G77+

中國、歐盟等亦有投票權。官方觀察員計有9個包括勞工、農夫、婦女、兒童及青年

等5個非政府組織及地方機構；科技界有世界工程組織聯盟（WFEO）、 國際科技協

會（ICSC）等2個；商工界有國際商會及國際礦物與金屬協會等2個。 

年會為正式會議包括開幕及閉幕式、區域性討論、主題討論、高層對話，僅受邀

者可參加。另學習中心、伙伴展及附屬項目所舉辦活動均為開放式對話。 

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聯合國1992年於里約舉辦之「地球高峰會RIO Earth Summit 

1992」所成立，2002年於約翰尼斯堡舉辦之「永續發展界高峰會」後每2年就相關主

題於以探討，包括第1年之準備、現況檢討與進展、第2年為執行周期、政策選項、可

行措施。第18、19屆年會主題所涵蓋為運輸、化學品、廢棄物管理、礦業和永續消費

和生產模式十年方案框架這五個議題。雖然有關礦業部門的文字無異議通過，但因聯

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第19屆年會閉幕時並未就該年主題整體文字達成最後決議，因此

礦業部門的文字並未被接受。 

雖然聯合國永續發展委員會第 19 屆年會並無成效，不過聯合國於 2010 年之第 64

次大會中決議，將於2012年6月4–6日，在巴西里約舉辦「聯合國永續發展大會（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簡稱 UNCSD）」，又稱之為 RIO＋20。  

有兩大討論主題：（1）永續發展及消除貧窮之語義下的綠色經濟 (Green Econom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2）永續發展的體制

架構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另大會的三大目標為：（1） 

對永續發展重新作出政治承諾；（2）檢討已執行之永續發展進展及差距；（3）處理

新浮現的挑戰。 

二、歐盟關鍵初級資源與自然資源之管理 

受到金融海嘯之影響，歐盟的一些公司發現原料短缺，加上中國大陸管制高科技

所需稀土元素出口，歐盟已在探討對那些礦物資源建立戰略儲存制度。歐盟對於 1.

對關鍵部門具有顯著經濟的重要性者、2.對歐盟具有高度供應風險者 3.現階段無替代

品者予以歸類為關鍵物質（Critical materials）。 現階段被歐盟歸類為關鍵物質有銻、

鈹、鈷、螢石、鎵、鍺、石墨、銦、鎂、鈮、鉑族金屬、鉭、鎢、及 17 種稀土元素，

為確保資源穩定供應，歐盟專家貣草關鍵物質戰略儲存制度，而歐盟包括從所謂「城

市採礦」的從廢棄物資源回收各類金屬。「原物料倡議」由歐盟主管工業及企業首長

向歐盟議會提出。除了關鍵物質戰略儲存制度，尚包括從所謂「城市採礦」--從廢棄

物資源回收各類金屬；歐盟將在財政及保證方面從事原物料焠取作業的公司。歐盟地

質師將協助開發中國家地質師增強其地質知識，此外，改進歐盟內地質師間合作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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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以對歐盟內礦物資源賦存有好的認知。ProMine 計畫預算為 1,700 萬歐元將尋求

歐洲進口礦物及金屬之替代與鼓勵並資助採取業，所基金提供資助給先進坑內智慧型

採礦技術、稀土元素及鉑族金屬替代品開發、歐盟國家間活動之配合。據估計歐盟內

未開發的礦物資源價值達 1,000 億歐元。歐盟想從其境界外獲得大部分原物料，並計

劃經由新貿易協定來運作；為減少對現行供應者之依賴將強化其與第三世界國家初級

原物料的關係，並運用其所謂之「紛爭處理機制」來對抗貿易障礙。 

 

 

 

 

 
 

 

 
 

 

 
 

 

 
 

 

 
照片 1 「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討會議」會場外-德國亞琛市 RWTH 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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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 「2011 礦業永續發展第 5 屆國際研討會議」會場之展示廳 

 
 

 

 
 

 

 
 

 

 

 

 

 
 

 

 
照片 3 研討會會場之廠商展示坑內用防爆型頭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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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研討會會場之與會者展示論文海報 

 
 

照片 5-1~5-11 研討會各與會者報告之投影片首頁選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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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礦場參觀 
一、礦區概況： 
  1. 礦業權者：RWE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該公司擁有 Hambach、Inden、Garzweiler-2

三煤礦。係整合當地 15 家煤礦公司而成，為全世界最大褐煤礦。其中政府擁有

10%股份、合併之組織成員 44% 、個人 14%, 員工 2%' 及 當地市政府 21%。 

  2. 位置：德國亞琛市東北方 25 公里、科隆西方 25 公里。 

  3. 礦區面積： Hambach 礦 85 平方公里已開採面積 37 平方公里， 1978 年開始。 

                     Inden 礦 38 平方公里、深度 350 公尺（參觀之礦場）  

                     Garzweiler-2 礦 48 平方公里。 

  4. 開採時間：1890 年起開始採礦，但自 1933年起計有 23家煤礦改用斗輪式鏟礦

機大規模採取煤礦。 

  5. 員工:15,400人與採礦有關者 8,200人。 

二、礦床地質 

   本礦區位於 North Rhine Westfalia (NRW) 褐煤田範圍，NRW 賦存面積有 282 平方

公里，屬中生代三疊紀褐煤礦，儲量為 38 億公噸，Hambach 礦深度 370 公尺，

Inden 礦深度 350 公尺。（如圖 1）  

三、生產情形 
  1.本礦區位於 North Rhine Westfalia (NRW) 褐煤田範圍，NRW 賦存面積有 282 平方

公里，屬中生代三疊紀褐煤礦，儲量為 38 億公噸，已開採 100 年以上。本礦為

德國最大露天開採褐煤礦，其中 Hamba 褐煤礦層在地下 390 公尺年產褐煤 4,000

萬公噸；Inden 礦層深度為地下 350 公尺。RWE 為最大的火力發電廠：該公司總

發電量年 190 billion kWh 占德國發電量的 1/3；該公司在全德國燃燒褐煤總發電

量為 33,000 MW，其中 11,000 megawatt 即來自 NRW 煤田。 

  2. 使用斗輪式鏟礦機（Bucketwheel excavator）產除覆蓋表土及採取煤礦，並用輸

送帶分別運送剝離之表土及挖取之煤礦。煤礦可直接運到發電廠使用或經由鐵路

轉運；表土則回填堆置於採絕跡地。共有 22 部斗輪式鏟礦機，斗輪式鏟礦機重

13,500 公噸、長 240 公尺、高 96 公尺，僅 4-5 人操作，每日採取量可達 240,000

公噸或表土/立方公尺。剝土比為表土 4.3 立方公尺/褐煤 1 公噸。Inden 礦有 3 部

斗輪式鏟礦機； 1 部作業中、1 部保養中、1 部維修中。24 小時 3 班作業。輸送

帶每小時輸送 3,000 公噸表土或煤礦；三煤礦所設置之輸送帶總長度達 300 公里。 

3.迄至 1944 年為止 23家煤礦已採取煤炭總共 6,000萬公噸。 

4.目前該 3 礦年產褐煤 10,000萬公噸以上。其中 196 平方公里已開採完並整復完畢。 

5.對外有長度達 600 公里鐵路將煤礦送往該區域內之所有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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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褐煤品質：熱值: 7.8 to 10.5MJ/kg  

          灰份: 1.5–8.0%  

          水份: 50–60%  

          含硫量: 0.15–0.50% 

四、植生綠化情形 
 1.採煤區仍繼續開採作業中，採絕跡地已植生綠化。已動過 290 平方公里，其中 290

平方公里採絕跡地已植生綠化。103 平方公里作農業使用、77 平方公里作森林使

用、12 平方公里作住宅使用（含 8 平方公里湖泊及水塘）。 

 2.已著手進行植生綠化整復區域作為農地使用者種植甜菜及蔬菜；作為森林使用者

已成濃密森林，為鹿、兔及胡狼之家園。 

 3. Inde 河橫越 Inden 煤礦為配合採礦需要，其中南北 4 公里在 2005 年予以改道為長

達 12 公里人工河道、並成功營造自然濕地復育與發展，河水蜿蜒、河中有魚、

河床及兩岸植物茂盛、參觀者若未經告知，會誤認其為自然河川。 

五、環境保護 
 1.噪音、粉塵、地下水、採掘跡地整復及社區安置為該礦最重要議題。除政府之外

尚有民間監督團體關注採礦活動所產生之噪音、粉塵壓制措施。 

 2.社區之住宅及空間利用由被安置住民參與規劃。自 1950 年代貣迄今已有 50,000

人被遷往 10-20 公里外新社區安置。 

 3.為使採礦範圍之地下水面低於採礦面，每年須從 1,000 口水井抽出 6 億立方公尺

的地下水。但周遭溼地及林地的地下水位不受影響。所挖出之 2 個大坑作成人工

湖，面積  25 平方公里，水深達 150 公尺，可容納水體 350 億立方公尺。該公

司將付錢給政府准許其由萊茵河引水注入該等人工湖。         

  4.開放民眾參觀採礦作業設置專屬觀景台並有專人專門車輛導覽，促進民眾瞭解與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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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RWE 能源公司之 North Rhine Westfalia (NRW) 褐煤田礦床地質 

 

 

 

圖 2    RWE 能源公司煤礦採礦作業範圍及周邊經整復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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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RWE 能源公司位於礦區旁以褐煤燃料之火力發電廠 

 

 

照片 7 與會代表聆聽 Inden 礦方導覽人員介紹礦山現況並在保養中連續採煤機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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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8  作業中斗輪式鏟礦機每日採取量可達 240,000 公噸或表土/立方公尺。 

 

 

照片 9  Inden 煤礦露天採煤與表土輸送轉運設備佈置-包括噴水壓制粉塵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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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   Inden 煤礦露天採煤階段佈置-後方為表土堆置與整復。 

 

 

 

照片 11   Inden 煤礦露天採煤表土整復植生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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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2  Inden 露天煤礦採絕跡地整復後植生綠化成果與人造河流自然發育流動情

形。 

 

拾壹、心得與建議： 
一、心得 

（一）歐盟各國相當重視礦物資源永續發展發展，分別舉辦各種研討會。其中「礦

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每 2 年輪流在希臘、德國、澳洲會員國舉辦大會，本年為第

5 屆。每屆均有不同主題。另我國此次積極參與該會議，深受主辦單位重視，報告人

亦積極與各國出席代表互動、交流，建立連絡管道。 

（二）受到金融海嘯之影響，歐盟已在探討對那些礦物資源建立戰略儲存制度。

歐盟各國之對礦業永續發展發展 很重視，可供我國借鏡參考，會中並與各國代表建

立連繫管道有助爾後相關資訊之取得。出席參加該會議有助了解世界最新情形供我國

未來方向之參考，並與各國代表建立連繫管道有助爾後相關資訊之取得。 

（三）RWE 能源公司以其在褐煤開採百餘年，具有對噪音、粉塵、地下水、採

掘跡地整復及社區安置之相當好的經驗，成立 RWE 國際能源公司，成為亞洲能源公

司在越南 Phulbari 煤礦計畫之顧問公司，處理其最敏感地區地下水位的問題。                                                                                                                                                                                                                                                                               

（四）RWE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整合當地 15 家煤礦公司而成，擁有全世界最大褐

煤礦。該世界最大的煤礦公司股份並由政府、合併組成由員工、個人、公司、當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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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同擁有。 

（五）歐盟已在探討砂石資源之管理，並正執行強化東南歐永續的骨材資源管理

與供應之 SARMa 計畫，斯洛凡尼亞計畫於本年 9 月在舉行永續的骨材資源管理國際

研討會討論非法及盜採砂石、骨材回收、環境友善的採取典範、自然資源永續管理、

跨邊界骨材供應合作、及原材料之國際貿易。顯見砂石骨材之供應已跟礦物受到歐盟

同等重視，非法及盜採砂石成為討論議題亦反映歐盟供需嚴重失衡。 

 

二、建議 
（一）「第 6 屆礦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在（2013）年在希臘舉行。為繼續瞭解國

際礦物資源探勘與開發技術之發展，供我國未來在此領域之推動方向之參考，建議繼

續派員參與 2 年 1 次的礦業永續發展國際研討會。 

（二）雖然褐煤與砂石屬不同開採對象，但其大面積露天採礦所面臨的環保與社經問

題雷同。RWE 能源公司在褐煤開採百餘年，其對噪音、粉塵、地下水、採掘跡地整

復及社區安置之相當好的作法及處理經驗，建議可供我國砂石專用區規劃與對公眾溝

通說明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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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出席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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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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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米洛斯宣言 

• The American Society of Mining and Reclamation 

• The Australasi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 The Canadian Institute of Mining, Metallurgy and Petroleum 

• The European Federation of Geologists 

• The Iberoamerican Association of Mining Education 

• (The Asociación Iberoamericana de Enseñanza Superior de la Minería) 

• The Institute of Geologists of Ireland 

• The Peruvian Institute of Mining Engineers 

• (Peruvian El Instituto de Ingenieros de Minas del Peru) 

• The Society for Mining, Metallurgy and Exploration 

• The Society for Mining, Metallurgy,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 (Gesellschaft fuer Bergbau, Metallurgie, Rohstoff- und Umwelttechnik e.V.) 

• The Society of Mining Professors 

• (Societaet der Bergbaukunde) 

• The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 The Spanish Association of Mining Engineers 

• (Consejo Superior de Colegios de Ingenieros de Minas) 

• The Milos statement was introduced on the occasion of the 14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of Mining 
Professors (Societaet der Bergbaukunde), May 19 to 21, 2003 and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n the Minerals Industry, May 21-23, 2003, held in the Island of Milos, Greece. 

– Contact Information: 

– The Society for Mining, Metallurgy and Exploration, Inc. 

– P. O. Box 277002, Littleton, Colorado, 80127, USA 

– Phone: (00)-1-303-973-9550 

– E-mail: sme@smenet.org

• URL: http://www.smenet.

 

 

 

Milos Statement 

May 2003 

Contribution of the Minerals Professional Communit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Who we are: The minerals professional community comprises engineers, scientists, technical 
experts, and academics who work in, consult for, educate, study, or are in some other manner 
associated with the minerals industry. 

• Society’s transition towards a sustainable future can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principles, scientific knowledge, technical skills,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practiced by our community. Our members share a mutual 
responsibility with all individuals to ensure that our actions meet the needs of today without 
compromising the 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o satisfy their own needs. 

• What we believe: We believe minerals are essential to meeting the needs of the present while 
contributing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 is one of advancing intellectual,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for all 
of humankind.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s the scientific discoveries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that transform raw materials into resources, thus providing the 
means for increased human well-being. The benefits and services derived from minerals, metals, 
and fuels can contribute to the achievement of a sustainable future because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resources make productivity and consumption gains possible. 

• Achieving a balance among economic prosperity, 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ocial equity will 
requi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business strategies, operating technologies, personal behaviours, 
and public policies. Minerals professionals can engage with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quality of life by helping to balance the need for minerals, metals, and fuels against 
the nee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from unnecessary adverse impacts. 

• Our vision for the future: Our minerals community will contribute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through 
the use of our scientific, technical,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skills in minerals, metals, and fu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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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achieve our vision: 

•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 • Employ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as resources to people, catalysts for learning, providers of increased quality of life, 

and protectors of the environment, human health, and safety. 

– •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transfer, and application of technologies that support sustainable actions throughout the product 
and mine life cycles. 

– • Give high priority to identifying solutions for pressing environmental and developmental challenges as relate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Address social equity, poverty reduction, and other societal needs as issues that are integral to minerals and mining related 
endeavors. 

– •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dialog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Engage in all stages of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not only in the project execution phase. 

• Education,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 • Attract the best people to the fields of mining and minerals by encouraging, facilitating, and rewarding excellence. 

– • Build up and maintain a critical mass of engineering, technical,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capacity through improved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sustainability principles in all engineering programs at all academic levels. 

– • Support and commit funding to the infrastructure that enables nations to provide miner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 • Prevent the loss of core competencies. 

– • Encourage a global exchange in academic training, as well as apprenticeship and internships programs. 

• Communication: 
– • Support professional growth and interaction through books, articles, symposia, short courses, and conferences on minerals and 

mining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Share and disseminate to the public sound information,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every aspect of 
minerals and mining, through print, electronic, and other appropriate media. 

– • Disseminate technical informat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he minerals, metals, and fuel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cluding information on the role of minerals in maintaining a high quality of life. 

– • Promote the achievements and capabilities of mineral community professionals to managers and executives, policy maker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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