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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與出國背景說明 

我國自 1997 年成立廢棄物管制中心，以電子化申報管理達

成廢棄物跨地區移動的流向追蹤，2000 年擴大編組建立專責單

位，整體成果為世界各國所學習的對象，世界各國亦多次向我國

拜訪請益，其中以日本、韓國，因同樣屬於亞洲鄰國，因此參訪

次數最多。近幾年來，日本與韓國急起直追其電子化管理進度與

成果已經與我國接近，部分機制與作為亦值得我國參考學習。因

此於 2012 年由日本提議，臺、日、韓三國協定每年召開一次技

術交流會議，持續保持友好關係以交換意見、互相學習各管理優

點。辦理的方式每年輪流由一個國家主辦，2013 年由日本主辦、

2014 年由臺灣主辦、2015 年由韓國主辦。故此，本年度本署赴

韓國參與自 10 月 20 至 21 日由韓國安排主辦之交流會議。日後

亦將接受他國申請，由觀察員到會員國，而臺、日、韓則為創始

會員國。 

本年度韓國主辦因為今年有 MERS 疫情，因此希望針對醫療

廢棄物之管理現況進行交流，主辦方希望探討醫療廢棄物的管理

現況及緊急處理方式。另，我方建議增加韓國廚餘回收處理 RFID

應用技術及 GPS 管制經驗分享等議題，三國達成共識，因此，

確定本年度交流議題以醫療廢棄物的管理現況及緊急處理方式

為主軸，網路申報管理為輔，增加 RFID 應用技術及 GPS 管制經

驗分享等議題。 

一、 日本交流單位介紹- 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在日本工業廢物信息中心（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以下簡稱 JW）是一個公益財團法人，致力

於促進人居環境的保護和公眾健康，以及通過各種廢物管理活動

協助各行業的良性發展，如電子申報聯單管理、教育和培訓、科

研、國際合作、感染性廢物管理、提供研討會、廢棄物災害管理

的幕僚工作、宣導文件出版和輔導事業單位提升事業廢棄物管理

的能力。 

其運作由政府出資成立該法人後，目前雖仍有政府補助其部

分營運經費，但逐年遞減，以致於需要自行籌措營運經費，其經

費來源亦來自於事業自主付費採用電子聯單及輔導的會員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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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本次交流的三國中，僅日本仍未採行強制使用事業廢棄物

管制聯單，因此，日本積極向其他兩國學習，如何能提高日本的

電子聯單使用率，亦可使其自主籌措之財源能更穩建。 

 

 

參考網址 http://www.jwnet.or.jp/en/ 

圖 1 日本交流單位網站- 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二、 韓國交流單位介紹-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K eco) 

K eco 為韓國環保部的附屬單位，K eco 扮演著韓國環境服務

提供者的重要角色，服務的範圍包括氣候、空氣、水、土壤、廢

棄物、回收、環境健康。其規模與角色可比照於類似我國經濟部

工業局與工研院的角色，但因此單位為韓國環保部的附屬單位，

因此，亦可思考為我國環境資源發展基金會，惟其執行事業廢棄

物電子化管理的經費 100%為政府出資，並非透過公開招標遴選

委託執行單位的程序，此部分與我國不同。 

K eco 旨在通過溫室氣體減排計畫有效運行，為整個單位的

主要目標，促進韓國的環保發展，防止對環境的污染，改善環境，

促進資源循環利用和應對氣候變化。K eco 已經建立，能高效率

的處理與環境有關的項目。這些項目包括：污染防治、改善環境

和資源再循環。回應關於環境的國際公約，其中包括應對氣候變

化和溫室氣體減排的發展、支持污染防治、改善環境和資源再循

環安裝和環境配合，如污水處理設施和廢物轉化為能源設施廢物

經營政策研究減量化、廢物回收利用、環境友好型廢物處理檢查

和對環境有害的化學物質的分析，以及環境影響評估和測試、安

裝環境監測網絡的空氣質量、廢物的管理和運作管理，為控制中

心支持環境友好型城市發展盡量減少碳排放。其服務範圍非常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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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幾乎完全涵蓋了所有環境與資源的永續議題。 

 

 

 

圖 2 韓國交流單位網站-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參考網址 http://www.k eco.or.kr/en/mai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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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與會人員 

本次參訪團成員由本署所委辦之行政幕僚單位環資國際有

限公司代表、本署洪專業研究員榮勳、顧技士承祺共同與會。成

員與單位如表 1 所示。 

表 1 與會成員與職稱 

單位 人員 職稱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洪榮勳 專業研究員 

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顧承祺 技士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黃義芳 總經理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倪雅惠 副總經理 

 

 
(攝於參訪設施 Songdo Convensia前) 

圖 3 團員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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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參訪行程及地點 

本次行程自 104 年 10 月 19 日至 104 年 10 月 22 日，共計 4

天，出國行程與內容重點所後所述，整體會議議程概要列於表 2。 

104.10.19 啟程，出發至韓國首爾 

104.10.20 參加(2015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三國交

流會議 

104.10.21 場址參訪 Songdo Convensia 及 K eco 廢棄物管

制中心 

104.10.22  整理會議資料，返程回到臺北 

 

 

圖 4 三國交流會議地點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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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5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2015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議程 

Time Agenda Participants 

Oct.20 

(Tues) 

09:3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10 Welcome and Opening Remarks 

Director General / HQ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Management, K  eco 

10:10~12:10 

- Session 1(40min per presentation including Q&A) 

Government Policy and Emergency Manual in 

Medical Waste Management 

Speakers from Japan, 

Korea, and Taiwan 

12:10~13:10 Luncheon  

13:10~15:40 

- Session 2(50min per presentation including Q&A) 

Sharing information and cases of effective use of 

medical and industrial waste mgt 

system(e-manifest) 

Speakers from Japan, 

Korea, and Taiwan 

15:40~16:00 Coffee Break  

16:00~16:40 
- Session 3 

 K  eco Food Waste Mgt System Demonstration 
K  eco 

16:40~17:20 
- Session 4 

Discussion and comments on the issue 
 

17:20~17:30 Closing remarks  

18:00~20:00 - Banquet  

Oct.21 

(Wed) 

09:00~12:00 

Field Trip (Songdo Convensia; LEED certified by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12:00-16:00 Visiting K  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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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 

有別於過去辦理國際會議方式，常為多項議題，無法深入討

論，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為一個不

同形式的交流方式，茲將本次成果與心得彙整如下： 

一、 深化三國關係及國際合作 

有別於過去辦理國際會議方式，常為多項議題，會議上能深

入討論的很有限，無法深入討論。而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為一個成功且有效的模式，在會議

前針對該年度需要討論的議題先進行討論，取得共識後才定下該

次會議的議程，能針對單一議題深入討論，細膩的探討各國所面

臨的問題與挑戰。本年度為第三年，正好圓滿完成第一輪的技術

交流。2013 年為第一年各國初步介紹各單位特色與各國制度，

2014 年日本方面期望針對最終掩埋面臨容量極限的問題，希望

了解各國現況。今年，2015 年則因韓國面對 MERS 嚴峻考驗，

因此，邀請各國針對醫療廢棄物的管理進行分享，亦即 2015 年

度的探討重點議題為三國醫療廢棄物管理技術。各年度都有深入

意見交換與技術交流，可以互相學習及快速成長(圖 5-圖 9)。 

 

圖 5  2015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實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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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2015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實況(2/5) 

 

 

圖 7  2015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實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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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2015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實況(4/5) 

 

圖 9  2015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實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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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醫療廢棄物管理現況 

從韓國所提供之資料來看，醫療廢棄物產源超過 4 萬家，廢

棄物年度產量約為 14 萬噸，主要典型醫院佔 48.8%，其他中小

型醫療院所急診所約佔 34.3%，其他來源約佔 17%，目前醫療

廢棄物全面採用焚化處理方式。韓國此次分享許多 MERS 疫情

爆發後，醫療廢棄物的狀況，由原來的 14 萬噸增加到約 25.7 萬

噸，亦分享其政府的應變措施以及如何確保患病者居家養護時其

廢棄物的妥善處理。 

相較我國約 2 萬家產源，廢棄物年度產量約為 12 萬噸而言，

單家產量較少，為本次尚未有時間深入討論並分析其廢棄物產生

及計算定義，因此，未來將進一步分析統計定義及該國是否有廢

棄物減量成效值得我國學習。 

有關貯存設施標示等規範，經過三國的分享後，其標示皆相

仿，與歐美各國亦採用接近的要求，感染性廢棄物限制貯存日為

7 日，且要求 4℃低溫保存，但在細部規範上仍有部分差異。標

示規範如我國為：邊長十公分以上，顏色：白底黑字，但塑膠袋

或容器為紅色或黃色者，亦可採該顏色為底色。 

 

 

圖 10  韓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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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韓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MERS 期間廢棄物的增加量(2/5) 

 

圖 12  韓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貯存規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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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韓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各廢棄物產源類型(4/5) 

 

 

圖 14  韓國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各廢棄物產源數量統計(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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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醫療廢棄物管理現況 

從日本所提供之資料來看，使用電子聯單的醫療廢棄物產源

(Health Care Services)約為 7.6 萬家，使用電子聯單的這部分產

原僅占 43%，比較我國為 2 萬家醫療機構而言，數量大約為 7

倍，此也因日本幅員較大，人口約為我國的 5-6 倍。其處理方法

除了傳統與最普及的焚化處理方式之外，亦將醫療廢棄物用煉鋼

或其他高溫煉礦爐的方式處理，我國過去也曾有以煉鋼業電弧爐

支援處理的許可，其技術即取經於日本，但目前主要已回歸焚化

或滅菌方式處理，以高溫煉礦爐處理醫療廢棄物的方法是韓國方

面未提及的。 

以電子聯單能統計的範圍來計算，日本的醫療廢棄物約佔所

有事業廢棄物的 6.9%。本次會議，因為日本僅針對有使用電子

聯單的產源進行分析，但這部分業者僅占 43%，因此，較難針

對全國總量進行比較。 

 

 

圖 15  日本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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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日本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2/5) 

 

 

圖 17  日本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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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日本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4/5) 

 

 

圖 19  日本醫療廢棄物處理現況分享(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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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國廢棄物電子化管理中心現況 

韓國制度與我國相同，為強制性要求事業進行申報及受管制

規範，在事業廢棄物管理的經費 100%來自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因韓國幅員廣大，其管制業者數量及聯單使用量約為我國 2-3

倍。且對於 e 化的應用更廣，包含醫療廢棄物及廚餘皆應用 RFID

進行管理。日本與臺、韓制度差異較大，仍為業者自主選擇，可

以自由選擇使用紙本或使用電子聯單，皆須付費。目前僅 38%

的業者使用電子聯單，而 JW Center 為獨立法人，除一部分政府

補助之外須為自己籌措財源，其營運壓力較大。因為國內有兩種

單位協助政府推動廢棄物管理，JW Center 為協助電子化的部

分，而文書聯單另有其他單位負責，因此，目前仍無法克服電子

化比例太低的問題，綜觀三國的現況，臺韓兩國制度在管理上有

較佳的效能，所有廢棄物的產出量皆能以資料庫管理，快速產出

統計報表與分析。 

 

圖 20  日本廢棄物管理電子化現況分享(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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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日本廢棄物管理電子化現況分享(2/4) 

 

圖 22  韓國廢棄物管理電子化現況分享-RFID 應用物質流程圖(3/4) 

 



 

 18 

 

圖 23  韓國廢棄物管理電子化現況分享-RFID 應用電子資料流程圖(4/4) 

 

五、 三國醫療廢棄物管理制度比較分析 

三個國家對於醫療廢棄物在貯存、清除、處理階段的管理類

似，皆有對暫存時間要求，多數感染性廢棄物限制為 7 日，且要

求 4℃低溫保存，對於不同危害風險的廢棄物類別有要求以不同

顏色的容器、標示進行識別，皆為相同。日韓兩國的醫療廢棄物，

幾乎全數為焚化處理，我國為唯一在本次會議中提及醫療廢棄物

分類及進行消毒後將廢棄物進行再利用的代表，且其比例為

15%，足見我國在廢棄物資源化的努力。 

我國醫療廢棄物之處理，依規定必須以設有冷藏設施的箱型

車載運，送到專業處理廠以熱處理法（焚化、熱解、熔融、熔煉）

或以滅菌法處理。其它醫院產生屬一般性的事業廢棄物，則可併

入垃圾焚化廠或以衛生掩埋處理。全國可以處理感染性廢棄物的

處理廠，包括 6 家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清理）機構、3 家醫療廢

棄物共同處理機構、3 家經濟部輔導事業廢棄物綜合處理中心、

1 家國科會核准設立機構、以及 4 家許可再利用機構，合計 17

座處理設施設計處理量達到每日 200 公噸之間，為全國感染性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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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產生量的 2.4 倍，其處理餘裕量尚相當充足。 

我國列管應以網路申報的醫療院所，申報妥善處理的生物醫

療廢棄物已佔全國生物醫療廢棄物總量的 86%以上，顯示網路

申報管理措施已經有效掌握主要的醫療廢棄物產生源，加上處理

機構申報的營運紀錄與診所書面六聯單等資料交互比對後，估算 

96 年度全國醫療廢棄物妥善處理率接近 100%。另，在運送管理

的部分，我國是採用 GPS 進行流向追蹤，且對於醫療廢棄物為

100%列管。 

韓國則是應用RFID進行管理，亦為100%，本次會議在RFID

讀取率無法達到 100%的問題上，進行非常多討論及意見交換，

韓國代表表示，他們仍在尋求更佳的解決方案，另，對於我國在

清運過程中的溫度與設備之規範相當關切。日本在此部分的電子

化應用較少，目前僅使用電子化聯單。因此，對於其他兩國在電

子化應用部分相當關切，亦期待能提升日本方面的電子化應用。 

本次會議中韓國分享其醫療廢棄物管理制度與其他各國比

較分析，從比較分析資料(圖 25)來看，其管理規範甚至較歐美各

國更加嚴格。另，有一特殊議題是韓國境內醫療廢棄物處理市場

特性，長距離運送到遠地進行處理的狀況非常常見，甚至長達

300 公里，韓國亦針對此議題進行研究與分析，希望提高其國內

廢棄物處理的效能。 

 

圖 24  韓國醫療廢棄物管理規範-不同廢棄物類型的貯存規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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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韓國醫療廢棄物管理規範-與其他各國比較分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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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韓國醫療廢棄物處理量與產出數量地理分布圖 

 

 

六、 臺韓兩國爆發大型感染事件的處理經驗分享交流 

我國曾經在 2003 年爆發 SARS 的大型感染事件，總共有

774 人死亡，韓國今年爆發 MERS 感染事件，也同樣啟動國家

防疫措施，總共有 185 人死亡，在簡報中皆談及緊急狀況下如何

進行病患隔離及其相關廢棄物處理流程。以統計量來看，韓國今

年因為爆發 MERS 感染事件因此醫療廢棄物增加到 25.7 萬噸，

比原來正常狀況下增加 90%，因此環保單位擔負確認廢棄物妥

善清除處理之責任重大，兩國皆因此建立了國家的緊急應變流

程，臺灣更是因為 SARS 事件開始建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本次韓國詳細分享其爆發 MERS 感染事件期間，整個國家

的緊急應變及廢棄物產生量，能對於我國未來若有類似狀況時很

好的學習案例與數據分析。在此良好的分享中，各國都同意，因

三國都已經建立良好的廢棄物流向追蹤管理系統，因此，能在國

家重大急難過程中，確實把關，亦期待未來各國的醫療廢棄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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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彼此學習，更加精進。 

 

圖 27  我國醫療廢棄物處理規範及電子化應用分享 

 

七、 綠建築參訪- Songdo Convensia 

本次韓國主辦方安排參訪獲得綠建築設計的 Songdo 

Convensia，這個會議中心是韓國設計做為亞太國際會議中心的

重要據點，松島 Convensia 會議中心於 2008 年開幕，主展館擁

有國內最大的無柱跨度（472.4 英尺）的一個設計。目前由仁川

觀光公社管理，松島 Convensia 現在主持的國際會議，展覽和會

議，已成為商業廣告和音樂錄影帶的熱門拍攝地。  

在松島 Convensia 的設施包括兩個主要的展館，23 個會議

室和宴會廳，整個會展中心，採用 RFID 一卡通系統，語音識別

等功能控制系統，松島 Convensia 獲得 LEED 新建築 2.2 認證的

等級，並成為第一個 LEED 認證的國際會議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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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綠建築參訪-Songdo Convensi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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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綠建築參訪- Songdo Convensi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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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綠建築參訪- Songdo Convensia(3/6) 

 

 

圖 31  綠建築參訪- Songdo Convensi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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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綠建築參訪- Songdo Convensia(5/6) 

 

圖 33  綠建築參訪- Songdo Convensia(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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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訪韓國 K  eco-廢棄物管制中心 

如本報告書前面所述，因 K eco 為韓國環保部的附屬單位，

K eco 扮演著全球環境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服務的範圍非常廣，

其組織編制龐大，擁有獨立園區及辦公環境。其規模約類似工研

院，共約有 2000 位員工，因此，對於整個韓國的環保技術發展

具有重要的關鍵地位。本次能拜訪其廢棄物與資源循環部部長，

並由其接待，更加深三國之間的友誼並能展望未來的合作發展。 

 

 

圖 34  參訪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園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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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參訪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園區 (2/2) 

 

伍、建議事項 

一、持續深化三國關係並持續國際合作 

有別於過去辦理國際會議方式，常為多項議題，會議上能深

入討論的很有限，無法深入討論。而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為一個成功且有效的模式，在會議

前針對該年度需要討論的議題先進行討論，取得共識後才定下該

次會議的議程，能針對單一議題深入討論，細膩的探討各國所面

臨的問題與挑戰，也能從各國經驗中了解失敗與成功經驗，建議

未來除應持續維繫三方關係及友誼之外，亦可以將此模式分享給

其他管理領域，可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模式快速成長。 

二、針對各項 e 化技術持續強化其應用領域 

本次會議我國特別提出希望能學習韓國 RFID在廢棄物管理

的應用，包含醫療廢棄物與廚餘皆有多年的經驗，本次因會議時

間有限，僅能進行初步交流，但了解韓國做為 3C 產業能力極佳

的國家，對於各項 IT 技術應用非常多，雖目前在 RFID 應用上仍

有讀取率無法達到 100%的問題尚在克服，韓國方面目前在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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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與我國國情類似，但電子化技術變化快速，建議能持續強化研

發各項 e 化技術於廢棄物管理之應用。                                                               

 

陸、聯繫窗口 

茲將本次參訪的聯繫窗口與資料彙整於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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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管處專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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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技士員 顧承祺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 黃義芳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倪雅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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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ea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 

Dr. Lee, Kyung-m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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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National Institut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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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Kim, Wo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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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Park, Jong-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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