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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稀土元素是高科技產業的關鍵原料，其光、電、磁性質使得伴隨的材料在世

界高科技產業的發展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所產生的環境問題也一直是環保

議題之焦點，例如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以及洗礦時廢水的產生等。又因全球稀土資

源匱乏，難以長期持續供應，因此，近年稀土議題引起全球極度高度關注，導致許

多工業大國將稀土金屬視為重要戰略資源。然而臺灣目前對於稀土資源之相關研

究仍在學習階段。臺灣每年大約產出 7 萬公噸拆解完之電子電器設備且每年以

2%的速度增加，其中約有 5.6 萬噸出口至發展中國家，剩下的 1.4 萬噸遭受棄置

掩埋，如果能妥善將其中的稀有資源進行資源化處理，不但可以解決臺灣的環境

問題相對的對於經濟層面的提升都將有一定的幫助。 

 

目的  

    臺北科技大學在一百年初成立稀土與稀有元素研發中心，研究相關稀土議

題。今年該中心接獲中科院海西研究院廈門稀土材料研究所邀請，雙方要簽定合

作簡約，蘇昭瑾主任因身有要務無法參加，委由環境所胡憲倫教授代為出席 103

年 10月 31日於泉州召開的 2014年海峽技術轉移專場--中國科學院百項新材料科

技成果推介對接會並見證對接成果簽约儀式。 

 

過程  

    這次代表受邀參加推介會，會議圍繞福建省新材料產業發展需要，結合企業

技術需求,組織了中國科學院系統 15 家科研機構的 80 多位專家到會，與福建省

250 多家企業開展專案成果推介和洽談對接活動。 

   當日只簽字不蓋章（不發生法律效應），等臺灣方面 12 月 6 日正式訪問中科

院物質結構研究所與稀土所，和金龍稀土時，我們三方再最後敲定“海西地區稀

土及稀貴金屬二次資源綠色高效高質回收產業示範合作平臺”建立及運營的框

架協議的最終簽約稿。 

    福建副省長洪捷序、中科院副院長施爾畏、省政府副秘書長陳照瑜，省科技

廳廳長陳秋立、副廳長杜民，中科院科技促進發展局副局長陳文開，中科院上海

分院常務副院長朱志遠，中科院福建物構所所長曹榮以及泉州市政府領匯出席了

會議。中國科學院是科學技術方面最高學術機構及自然科學與高新技術綜合研究

發展中心，也是新材料技術領域的中堅力量。2010 年 6 月中科院與福建省人民政

府簽署共建中科院海西研究院以來，雙方在共建科技創新平臺、組織和實施福建

省科技重大專項、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績。 

    施爾畏表示，中科院將發揮平臺優勢和共建作用，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

貫通科技研發與企業創新循環體系，推動更多技術成果對接轉化，讓地方政府滿

意、合作企業滿意，為福建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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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中國稀土的儲量僅佔全球約 30%，而生產供應量卻約佔全球 95%，比例

嚴重失衡，使全球稀土資源匱乏，難以長期持續供應，近年稀土議題也引起發全

球高度關注。有鑑於稀土資源於全球之重要性，稀土資源物質流佈調查及循環再

生利用技術之需求更與日遽增。但目前技術的研發只注重技術的可行性，往往與

綠色環保有所砥觸，在凡事皆須論及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的今日，應用及推廣優

良的回收技術，也應該以綠色環保之技術為優先。 

 

心得及建議事項  

    這次代表受邀，不僅可以增廣見聞，建立合作關係及兩岸交流，並可提昇

本校學術知名度。臺灣雖然稀土資源稀少，但 3C 產品工業所帶來的廢電子電器

可作為城市礦山，是無價的資源。這些新材料是當前世界新技術革命的三大支柱

之一，其被世界公認為 21 世紀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基石，它的發展可以廣泛帶

動節能環保、新能源、電動汽車、資訊通訊等諸多領域技術進步和革新。此次推

介會有關專家帶來了百項最新的新材料科技成果，通過此次推介會，相信未來透

過兩岸稀土相關領域學術、研究交流及計畫合作將為稀土資源的開發掀起一片熱

潮。建議教育部在經費許可之下，多多鼓勵及支持國內學者前往參加相關的交流，

增加互動，營造更多稀土產業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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