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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今年適逢日本加入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五十週年，因此於今（103）

年 6 月 17 日至 19 日在日本東京，由日本環境省與 OECD 共同舉辦『延長生

產者責 任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全 球論 壇 (Global 

Forum)。我國應 OECD 邀請，並由 OECD 與日本環境省負擔所有旅費，參加

此次會議。 

2010 年 10 月 25 日 OECD 全球論壇在比利時麥哈倫，與比利時環境部共

同舉辦，主題為 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SMM)。當時我國應邀

參加，並報告我國 SMM 的成績，同時擔任政策相關主題的評論員。今年因

為政治考量，OECD 總監 Peter Borkey 表示無法安排我國上台報告。 

本次大會由日本環境省副部長 Dr. Ryutaro Yatsu 及 OECD 環境部部

長 Simon Upton 共同主持。與會代表除了 ODCE 會員國家外，還有其他非會

員國，包括亞洲、非洲、美洲、歐洲、澳洲、大洋洲共二百多位代表參加。

中國大陸這次也有兩位代表與會。 

第 1 天開幕式，由日本環境部副部長及 OECD 環境部部長主持開幕，分

別致開幕詞後，即分別由 OECD 秘書處、歐盟、耶魯大學環境研究所等，從

各個面向探討延長生產者責任的問題。 

第 2 天在簡單說明 OECD、歐盟、加拿大、以及日本政策之後，全體成

員分成四組，針對政策實行面的挑戰、經濟面的挑戰、EPR 開創時期的挑戰

及新產品問題挑戰，進行分組討論。各組將結論分別具體化之後，再提交

給 OECD 作為參考。 

第 3 天上午閉幕式由日本環境省大臣 Ms. Tomoko Ukishima 及 OECD 環

境部部長 Simon Upton 共同主持，聽取來自日本、歐洲及中國大陸在生產

者責任方面之組織架構及執行經驗。 

本次大會 OECD 因政治因素未安排我國上台報告，但我國積極參與及建

言，獲得與會代表肯定，並有多國代表引用我國數據及案例作說明，最後

亦將我國 EPR 政策及案例納入 OECD 建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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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 2014 OECD 與日本環境省 EPR 全球論壇會議報告 

 

 

壹、出國計劃名稱：參加 2014 OECD 與日本環境省 EPR 全球論壇會

議 

貳、會議地點：日本東京 

參、參加人員：廢管處洪榮勳 博士 

肆、會議時間：103 年 06月 17 日至 06 月 19 日 

伍、行程內容： 

06 月 16 日：啟程前往日本東京  

06 月 17、18、19 日：參加會議 

06 月 20 日：返國 

 

陸、會議過程： 

2011 年 OEC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內部小組更改名稱，我國應邀參加後，即獲 OECD

認可為當然成員，每年得以參加 OECD 在巴黎舉辦的專家會議。今年

在日本舉行的『延長生產者責任論壇』是年度專家會議外，額外增

加的一個論壇，因此，我國並沒有出國預算參加本次會議。今年年

初曾經爭取要增加本次會議的費用，但沒有通過，因此，在隨後與 

OECD 的信件來往中，即向 OECD 在法國總部告知，我國不克參加的

訊息。到了五月，突然接到 OECD 來函表示日本環境省願意負擔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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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旅費讓我過得以參加本次的全球論壇。 

由於今年適逢日本加入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五十週年，

因此於今（103）年 6月 17 日至 19日在日本東京，由日本環境省與

OECD 共同舉辦『延長生產者責任(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全球論壇(Global Forum)。本次大會過程簡要分

述如下： 

1、第 1天開幕式，由日本環境部副部長 Dr. Ryutaro Yatsu 及

OECD 環境部部長 Simon Upton 主持開幕，分別致開幕詞後，即開始

分別由 OECD 秘書處、歐盟、耶魯大學環境研究所等從各個面向探討

延長生產者責任的問題。日本環境省副部長在開幕致辭時，即引用

我國的數據，這在過去的大型會議中鮮少發生。接下來耶魯大學環

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演講，法國代表演講，歐盟演講，日本演講，也

多次提到我國在這方面的成就，獲得與會代表高度認同與肯定。 

2、美國耶魯大學教授 Reid Lifset 常年研究 EPR，對於 EPR 的

收費方法，將之分成四類，第一類屬於押金退費 deposit/refund，

第二類是advance disposal fees預先處置費用，第三類是material 

tax 物質稅，第四類上游混合稅制補貼系統 upstream combination 

tax subsidy。在他演講後，我們以我國 EPR 收費的制度向他提出一

個意見：在他提出的四類方式裡，我們找不到一個完全契合我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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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的系統。如果勉強要找一個，應該是第二類的 advance disposal 

fees 預先處置費用，但是以我國收費的意義，我們並不是要處置這

些回收的物質，我國回收應是比較偏向 Advance recycling fee。

這位教授在休息時間跑來找我，其實他對台灣的 EPR 系統已經研究

多年，非常有心得，他也了解他的 Advance disposal fees 不能夠

完全描述台灣的系統，但是他的 disposal 是比較廣義的

disposal，但是他也同意我們以從 recycling 的觀點來看這個收費

制度是比較有正面效果。 

3、日本神戶大學石川教授對我國收費系統也非常有興趣，這位

教授在休息時間也來詢問有關我國 EPR 的問題，並表示曾有廠商向

他反映我國收費偏高，我們向他解釋我國費率審議委員會的組成以

及定期審議費率的情形，並且我們現在正在透過差別匯率的運作，

希望能夠鼓勵環保設計產品事業。 

4、第 2天在簡單說明 OECD、歐盟、加拿大、以及日本政策之後，

全體成員分成四組，針對政策實行面的挑戰、經濟面的挑戰、EPR

開創時期的挑戰及新產品問題挑戰，進行分組討論。各組將結論分

別具體化之後，再提交給 OECD 作為參考。今年討論議題中，有一點

被多個國家提出來的就是然後希望能夠在 EPR 系統裡面考慮到環境

設計概念。我們也提供我國對於環保標章等環境設計環境友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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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費率政策目前進行情形，以及碰到的一些問題。歐盟代表把這

一段我們的說明納入第二天講稿簡報裡面。而且在他的簡報裡就打

出來台灣，挑動了 OECD 的政治敏感話題。 

5、與會代表這一次大會裡面，對於新的產品加入 EPR 系統多做

討論，我們也提供與會代表我國的新規定，例如今年加入的平板電

腦，外接硬碟制度以及近幾年我國與手機業者的協定，目前這些政

策都正在進行中。 

6、有代表提出，對於一些價值提高的產品是不是適合留在 EPR

制度中。我們也提供了我國在兩年前解除列管的潤滑油案例給大家

參考，與會代表更將我國的建議具體的打在提給 OECD 的書面建議事

項當中。 

7、雖然由於政治考量，我國在這一次大會過程中，沒有能夠正

式上台報告，但是，從與會各國對我國的肯定，值得我們欣慰。在

第一天報告裡，多個會員國都以 Chinese Taipei 來稱呼我國，到了

第二天，大家放鬆了，白紙黑字上面就直接打著 Taiwan 台灣，口

頭上也都開始講台灣，畢竟用台灣稱呼我國對他們而言是比較習慣

的用法。 

8、在這一次報告中，有幾個問題受到與會代表的關注，一個是

關於日漸興盛的網路購物問題，是不是會造成 EPR 收費系統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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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第二個是在回收過程裡對於戰略物質的管制，由於有回收成本

的考量，如何在政策的制定過程裡同時兼顧戰略物質的重要性，也

是這一次討論沒有結果的議題。 

9、這一次大會座位安排，是一大型圓桌討論方式，主要提供大

家針對每個議題做深入討論，及案例分享。我國在累積十多年成功

EPR 經驗，在這一次論壇中充分扮演著積極貢獻者的角色，為其他

與會國家提我國成功案例，寶貴經驗。受到與會各國高度肯定與興

趣。 

10、討論的過程中 OECD 的長期顧問公司 BIAC（Business 

Industry Adviser Committee ）的一位代表建議 OECD 應該試圖找

出一個最好的 EPR 系統，給每一個 OECD 國家使用。大會主席在這位

代表發言以後，即主動詢問我們的意見，我們向大會表示，由於世

界各國文化的差異，經濟條件的不同，要找出一套適合每個國家最

好的 EPR 系統比較困難，OECD 國家之間雖然同質性高，可能性比較

大，但是由於各國的的政治條件、環境因素、人民習性的差異，找

出一套適合每個國家最好的 EPR 系統還是有一定的困難。我們建議

OECD 應該準備一個 guide line，列出在發展 EPR 的過程裡面應該注

意的事項，例如，如何找到利害關係人，包括生產者、消費者、政

府、環保團體的共同利益點，如何制定一套透明的制度，每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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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應該因地制宜，找出最適合他們的系統。 

11、第 3天上午閉幕式由日本環境省大臣 Ms. Tomoko Ukishima

及 OECD 環境部部長 Simon Upton 共同主持，聽取來自日本、歐洲

及中國大陸在生產者責任方面之組織架構及執行經驗。最後一天的

評論，共有八位評論員，其中日本就佔了五位（包括主持人）。在這

個評論過程裡面，我國的差別收費制度有助於環境設計 design for 

environment 的功能，美國代表也特別提出做了見證。 

12、會後參觀本地的家電拆解回收系統 hyper cycle system，

該系統是由三菱 Mitisubishi 公司設立，使用最新高科技達到家電

系統的完全拆解再利用，達到零廢棄的目的，在拆解的過程該系統

可以將家電裡面的高純度的鐵、銅分離出來，做最有效的再利用，

甚至於在冰箱隔熱層裡的冷媒，也能夠做最有效的分離回收再利

用。雖然我們去參觀的 hyper cycle system 號稱百分之百的回收，

但是到了現場參觀以後發現，當他們把回收的東西百分之百交給了

下游回收廠商以後，對他們而言就是百分之百回收。而且在回收冷

媒裡面，也有必須要銷毀的部分。雖然他們號稱的百分之百回收，

引起參觀大眾質疑，但是整個廠區乾淨整潔程度是大家一致稱讚。

該廠成立於 1999 年，比台灣的晚了兩年，回收拆解的方法，與我國

的【綠電再生】大同小異，但是作業的生產線流程，感覺上比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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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湊有效率。其中電冰箱拆解，該廠一條生產線一天就可以處理

1000 台電冰箱。但可能也是因為如此，現場作業噪音遠比台灣作業

環境來得高。這一點在會後討論時候，也引起部分參觀代表關心。 

 

柒、建議事項： 

 本次大會 OECD 因政治因素未安排我國上台報告，但我國積極參

與及建言，獲得與會代表肯定，並有多國代表引用我國數據及案例

作為說明，最後亦將我國 EPR 政策及案例納入 OECD 建議文件。因

應環境議題國際化，我國應積極主動參與國際會議，提供我國寶貴

經驗與成功案例，爭取國際友誼，提高我國國際能見度. 

 

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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