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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際研討會（EARTH）研討會自西元1991年在日本東京舉

行起，已歷經24年，係東亞地區最重要之廢棄物及資源再生之國際會議，近年來泰

國也加入本會議，使本會議擴大到東南亞地區。該會議於在臺灣召開時，本署均為

協辦單位，故於各屆大會召開時，本署亦參與組團，與多位國內學者專家、業者等

一同前往與會，了解學術領域之專業知識及資源再生方面之技術，及蒐集資料提供

相關處室參考。經觀察本屆會議較著重於資源化技術及其實務應用的發表與討論，

相較於前幾屆，關於區域資源整合及相關法令規章的探討較少，但本次大會各國間

學術交流與意見熱絡，維持本會議之一定規模，過程順利。 

另亦參加大會安排之單日技術參訪行程，參訪富士全錄生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Fuji Xerox Eco-Manufacturing,Thailand)及塔塔鋼鐵泰國公司(TATA 

STEEL ,THAILAND)，前者為日本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於泰國建立的整合式回收據

點，針對亞太地區9個銷售國家進行產品逆回收，並將回收回來的產品拆解為70種

類，將零件個別處理後進行資源化再利用；後者為印度最大的塔塔鋼鐵公司，於

2005年出資約60億盧比收購泰國千禧鋼公司40%股份，主要生產圓鋼和螺紋鋼，是泰

國最大的長材生產廠商，產能約50萬噸/年，主要製程為單一電爐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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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東亞地區由於經濟快速發展、人口大量集中在都市，已逐漸發展成生活消費成長

急遽、天然資源消耗鉅量的生活圈。廢棄物處理處置已為各國面臨之問題。為解決東

亞廢棄物處理處置問題，籌組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術研討會（EARTH），其源起由日

本資源素材學會、韓國資源再生學會、中國大陸有色金屬學會、以及我國國立成功大

學與臺灣資源再生協會所共同合辦之區域性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屆國際研討會於西

元（後同）1991 年在日本東京舉行，回溯當時由日本資源素材學會主辦，之後每隔兩

年，依序在韓國、臺灣、中國等國舉辦。後續在第十一屆會議中，邀請泰國 Dawan 

Wiwattanadate 教授參加國際委員會議並加入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際委員會；此後，由

原本的日本、韓國、臺灣、大陸輪流舉辦之外，擴大到東南亞地區，由原本每八年變

成每十年循環一次。2013 年第十二屆大會於中國大陸湖南省張家界市召開時，決定增

加由泰國辦理。此 22 年間歷屆會議舉辦概況如下表 1。 

表 1 歷屆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際會議舉辦概況 

屆次 主辦國與城市 年度 參與人數 論文篇數 主辦單位 

一 日本東京 1991 292 27 日本資源素材學會 

二 韓國漢城 1993 125 45 韓國資源再生學會 

三 臺灣臺北 1995 226 67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鑛治工程學會 

四 中國昆明 1997 141 98 中國大陸有色金屬學會 

五 日本筑波 1999 162 90 日本資源素材學會 

六 韓國慶州 2001 198 138 韓國資源再生學會 

七 臺灣臺南 2003 263 96 
國立成功大學 

中國鑛治工程學會 

八 中國北京 2005 182 123 中國大陸有色金屬學會 

九 日本仙臺 2007 206 164 日本資源素材學會 

十 韓國濟州島 2009 276 213 韓國資源再生學會 

十一 臺灣高雄 2011 372 202 
臺灣資源再生協會 

國立成功大學 

十二 中國湖南 2013 318 231 
中國有色金屬學會 

中南大學 

參考： 謝雅敏、吳梅芳、陳偉聖、蔡敏行，2011，第十一屆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際會議記錄報告，鑛冶第 56 卷第 1 期第 115–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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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議於臺灣召開時，本署均為協辦單位，預計臺灣將於 2021 年再度主辦。有

鑑於本會議針對資源化技術及其實務應用的發表與討論，並舉辦區域資源整合論壇，

配合相關法令規章的探討，落實運用資源再生促進環境改善及經濟發展，建構資源再

生社會體系，故擬參加該研討會，蒐集參與國對資源回收研究之方向，亦可交換實務

執行現況與看法，達到增進臺灣與東亞各國環保主管機關對於廢棄物資源化領域之相

互交流，瞭解東亞地區資源再生技術領域之研究成果，並與各國進行經驗交流與分享，

作為我國推動處理技術規範及發展核心技術之參考，以及參訪泰國地區處理廠（場），

瞭解當地處理技術與實廠經驗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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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一、 出國計畫名稱：參加第 13 屆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際研討會(EARTH2015)  

二、 出國人：曹芝寧高級環境技術師兼組長 

三、 出國日期：104 年 11 月 1 日至 104 年 11 月 5 日 

四、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日期     工作內容概要 

104.11.1 啟程，臺北至曼谷，歡迎晚宴 

104.11.2 上午 開幕式、專題演講5場 

下午 口頭發表、展覽及海報發表 

104.11.3 口頭發表，閉幕晚宴 

104.11.4 技術考察 

上午  富士全錄生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Fuji Xerox Eco-Manufacturing,Thailand) 

下午  塔塔鋼鐵泰國公司 

(TATA STEEL ,THAILAND) 

104.11.5  返程，曼谷至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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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過程及內容 

一、研討會 

本屆研討會由泰國朱拉隆功大學(CU)、國家金屬及材料技術中心（MTEC）及電

機電子研究院(EEI)主辦，於泰國芭達雅舉行;另由臺灣再生資源協會(FARR)、日本礦

冶材料加工協會(Mining & Material Processing Institute of Japan)、韓國資源循環利用研究

所(Korean Institute of Resources Recycling),大陸有色金屬協會(Nonferrous Metal Society of 

China)協辦。 

本次會議於開幕後，分別由日本、中國大陸、臺灣、韓國及泰國專家學者發表

五場口頭專題演講報告如下： 

(一) 第一場 

主題：Relationship between Recycling of Rare Metal Resource, Environment and 

Research into Artifacts for Sustainability 演講者：日本東京大學藤田豊久教授。 

(二) 第二場 

主題：. Control and Recycling of Air Pollutants in Chinese Nonferrous Smelting & 

Refining Industry 

演講者：大陸中南大學環工系劉輝教授。 

(三) 第三場 

主題：From Solid Waste Control to Sustainable Material Management in Taiwan 

演講者：臺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洪榮勳顧問。 

(四) 第四場 

主題：Status of the Resource Recycling Policy and Technology in Korea. 

演講者：韓國地礦研究院關鍵材料研究中心主任 Bong-Gyoo Cho。 

(五) 第五場 

主題：Thailand’s Zero Waste to Landfill Policy and Achievement 

演講者：泰國工業局 Nuchanat Suphansr 女士 

而本署洪榮勳顧問之演講，因具實務可參考經驗，是會後詢問度最高之議題。

各講師資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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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講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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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共計發表 225 篇論文，分別於五個演講廳及以海報論文張貼方式於兩天

中發表。議題包括以下五大議題： 

(一) 能源、環境與相關社會性議題 

(二) 物質循環、資源經濟與政策。 

(三) 資源開發與利用：政策、管理與生命週期評估 

(四) 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包括事業廢棄物、電子廢棄物、報廢交通工具、地區

性固體廢棄物。 

(五) 廢棄物再生能源：政策、管理及技術。。 

每個主題分別安排有引言及講評人，茲以大會所提供的紙本書面論文分析國別及

類別如表 2，合計 202 篇，較上屆的 188 篇略有增加，如以各研討議題之論文篇數觀

之，，其中中國大陸及韓國論文數量比例最高，各占近 3 成，台灣則與日本相當各約

1 成 5，泰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約占 1 成 2。如以類別分則以主題 4 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篇數最多，超過 6 成，其次為主題 1 的能源、環境與相關社會性議題。 

表 2 書面論文主題分析 

 主題 日 韓 台 中 泰 伊/新 合計 比例 

1 
能源、環境與相關社會

性議題 
7 1 2 22 5 0 37 18% 

2 
物質循環、資源經濟與

政策 
3 0 0 0 0 0 3 2% 

3 

資源開發與利用：政

策、管理與生命週期評

估 

5 7 2 3 3 1 21 10% 

4 

廢棄物回收與再利用，

包括事業廢棄物、電子

廢棄物、報廢交通工

具、地區性固體廢棄物 

18 49 24 30 10 2 133 66% 

5 
廢棄物再生能源：政

策、管理及技術 
0 1 1 4 2 0 8 4% 

 合計 33 58 29 59 20 3 202 100% 

 比例 16% 29% 14% 29% 10% 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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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議程如下圖 2，活動照如圖 3。 

圖 2-大會議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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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會議程(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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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大會議程(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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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會議程(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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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大會議程(5-5) 

  

  

圖 3 第十三屆東亞資源再生技術國際會議活動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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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參訪 

本次研討會大會安排了兩個參訪行程（單日及雙日）供與會者選擇，筆者選擇

單 日 行 程 ， 為 參 訪 富 士 全 錄 生 態 製 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Fuji Xerox Eco-

Manufacturing,Thailand)，及塔塔鋼鐵泰國公司(TATA STEEL ,THAILAND)，前者為日

本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於泰國建立的整合式回收據點，針對亞太地區 9 個銷售國

家（澳大利亞、菲律賓、香港、印度、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及泰國）

進行自家產品逆回收，將回收回來的產品拆解為 70 種類，將零件個別處理後進行資

源化再利用；後者為印度最大的塔塔鋼鐵公司，於 2005 年出資約 60 億盧比收購泰

國千禧鋼公司 40%股份，主要生產圓鋼和螺紋鋼，是泰國最大的長材生產廠商，產

能約 50 萬噸/年，主要製程為單一電爐製程。茲簡單說明如下： 

（一）富士全錄生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Fuji Xerox Eco- Manufacturing, Thailand) 

日本富士全錄股份有限公司為善盡社會責任及環境保育，推廣一資源循環系

統，以「使用過的產品不是垃圾，是寶貴的資源」為宗旨，建立一套封閉的循環系

統。 

於 2004 年在泰國設立資源回收整合基地「富士全錄生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針對亞太地區 9 個銷售國家(澳大利亞、菲律賓、香港、印度、韓國、馬來西亞、

紐西蘭、新加坡及泰國)進行自家產品逆回收，將回收回來的產品分解為 70 種類

(如圖)，將零件個別處理後進行資源化再利用，目標為 100%回收自家產品，近年

回收率皆達 95%以上。若有泰國當地無法處理之有害物質零件，將送回日本原廠

處理，並建立追蹤系統避免非法棄置。 

2006 年 5 月起，陸續向市場推出 DocuCentre C2100 等系列型號，主要為再利

用零件組成之環保產品，大幅減低產品原料量級碳排放量。 

富士公司為此資源循環系統訂立了基本方針及四大原則 

1.國際資源循環系統基本方針： 

A.作為生產商，直接管理各工廠營運，確保零風險 

B.通過整合，保證資源化後之品質。 

C.在各國家及地區降低環境影響 

2.四大原則則是： 

A.生產商負責產品回收，並避免非法棄置 

B.不進口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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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造成進口國家環境衝擊 

D.為進口國帶來利益 

本次參訪該公司由總裁 Katsunari Matsui 親自接待，於簡報後實地參觀工廠流程。 

 

 
 
 
 
 
 
 
 

從各地回收的印表機 

 

 

 

 

 

 

 

 

 

 

零件分類拆解 

圖 4 技術參訪-富士全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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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運回日本本部處理之零件 
 
 
 
 
 
 

廠區內的生活廢棄物資源回收設施 

 

 

 

 

 

 

 

 

 

 

 

取得 ISO14001,ISO9001,OHSAS18001 及 BSI 等認證 

圖 4 技術參訪-富士全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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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塔塔鋼鐵泰國公司(TATA STEEL ,THAILAND) 

泰國鋼鐵工業簡況 

泰國鋼鐵工業的發展歷程異於其它國家，最初先發展下游產業，即生產鋼筋、鋼管

等成品的加工廠；隨後才出現中游產業，即使用電爐生產的中小型煉鋼廠，包括使

用煉鋼爐的鋼筋廠和熱軋捲廠家；後期則多投資設立鋼鐵成品廠，生產鍍錫鋼板、

鍍鋁鋅鋼板等。因此，泰國鋼鐵工業局限於對廢鋼的回收再生產，致使工廠雖眾

多，但產業鏈不齊全，所以高度依賴進口原料、半成品和成品。 

2005 年塔塔鋼鐵公司出資約 60 億盧比收購了泰國千禧鋼公司 40%股份，並更

名為塔塔鋼鐵泰國公司，主要生產圓鋼和螺紋鋼，是泰國最大的長材生產廠商，產

能約 50 萬噸/年。 

塔塔鋼鐵泰國公司主要製程為電爐製程，主要原料為廢鋼，本次參訪該公司

由經理（Section Manager-Quality Control）Subordin Na Nonggai 接待，因廠區較大，

於簡報後搭乘遊覽車實地參觀工廠流程。 

 

 

 

 

 

 

 
 
 
 
 
 
 
 

塔塔鋼鐵泰國公司生產流程圖 

圖 5 技術參訪-塔塔鋼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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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 

一、 本研討會自西元 1991 年起已歷經 24 年，係東亞地區最重要之廢棄物及資源

再生之國際會議。該會議於在臺灣召開時，本署均為協辦單位，故各屆大會

召開時，本署亦參與組團，與多位國內學者專家、業者等一同前往與會，了

解學術領域之專業知識及資源再生方面之技術。前往蒐集資料，以提供相關

處室參考。經觀察本屆會議較著重於資源化技術及其實務應用的發表與討論，

相較於前幾屆，關於區域資源整合及相關法令規章的探討較少，但本次大會

各國間學術交流與意見熱絡，維持本會議之一定規模，過程順利。 

二、 本次會議共邀請了臺灣、中國、日本、韓國及泰國之專家學者及產業代表等，

共計 300 多人參與。雖人數較上屆略少，但收錄之論文突破歷屆紀錄，相信

未來本會議之規模將會逐屆漸增。本屆會議在論文印製之部分，以資源永續

的理念，將會議之論文全文資料存放於隨身碟，減少紙本資料之印製，十分

環保且便利。 

三、 技術參訪行程中於日本富士全錄生態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見識日本企業嚴謹

及服務至上的精神，良好的自家產品回收機制，而讓消費者能夠認同及購買

以再利用零件組成的「新產品」，儘管目前環保意識抬頭，但必須有良好的產

品的品質，才能讓消費者以環境永續的理由購買。泰國塔塔鋼鐵公司為單一

電爐製成，相關副產物處理方式與台灣鋼鐵業大同小異，於 2015 年亦已達成

零掩埋目標，唯電爐渣並未分類成氧化及還原渣，直接以電爐渣方式作為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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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建議 

一、 泰國加入本會議，確實使本會議參與的國籍增加，影響力也擴大到東南亞地

區。另據與泰國工業局人員及學界交流過程中瞭解，泰國主要仍著重於工業

廢棄物的處理及提高再利用量，而民生廢棄物仍以掩埋為主，處理廠家規模

不大，因應逐漸增多的廢棄物，對回收處理確有需求，特別是有害物質去除

及高價資源回收技術的部分，以及對民眾教育及法規制度的建立；此情形與

本會於其他管道取得之資訊方向一致，建議泰國可做為產業赴外投資之重要

標的國家。 

二、 參訪過程中，韓國另組團訪視泰國韓資企業，僅參加大會上午富士公司之行

程，但遊覽車失誤，先前往下午之行程，以致原訂時間大為延誤，而韓國與

泰國主辦單位亦發生嚴重爭執。檢討原因為未做預勘，工作人員未及時發現

司機車行方向錯誤。而會議過程中，亦多有可改進事項，泰國主辦單位於承

辦大型國際會議之經驗仍待累積加強。而韓國另安排行程一事，可看出其對

於產學合作培力東協市場開發之企圖心。本會可加強鏈結學界與產業培力之

工作，以厚植資源回收技術實力。 

三、 於大型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對該國之研究量能展現有一定助益，本會或可擇

取一定規模之國際研討會，補助相關公告應回收廢棄物之研究主題或論文赴

外發表，除可拓展研究人員視野，提高其研發之廣度與深度外，亦能增加臺

灣國際能見度，展現做為資源回收領先國家之研發實力與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