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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於 2000 年成立集合最新科技與即時監控系統之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

以電子化申報管理制度，落實國內廢棄物的流向追蹤。多年來亦持續精進管制策

略並導入新興技術。近年來，日本與韓國亦成立專責單位負責廢棄物之流向追蹤

與監控。2013年更由日本發起由臺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Taiwan EPA)、日本 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JW Center)與韓國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KEco)三國的廢棄物電子化管理單位，每年召開一次

技術交流會議，保持友好關係並透過意見交換、互相學習管理優點。 

    今年度交流會議輪由韓國主辦，討論重點除「電子化管理發展情形」外，更

深入討論「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制度」與「廢棄物代碼之運用管理機制」等議

題，重要成果摘述如下： 

1、 韓國及日本電子化管理發展情形 

    韓國法令規範強制特定事業須進行網路申報作業（與我國相似）。統

計韓國目前列管應申報廢棄物之事業共計 38 萬家，每年約產生 1,100 萬

筆聯單。日本現階段列管的業者約 19 萬家，仍可自由選擇紙本或網路申

報。目前網路申報家數已超過 53%，每年約有 2,600萬筆聯單。 

2、 韓國及日本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現況 

    韓國針對逐年成長 3%的廢棄物訂定 4R&1S 政策(Reduce, Reuse, 

Recycling, Recovery and Safe Disposal)，將再利用率提升至 84.4%，

創造每年 1,700 億韓圜的商機，並同步將掩埋率從 2014 年的 53.4%降低

到 9.3%。此外，韓國亦快速發展有機廢棄物能源化政策，已規劃建置 8

座 RDF廠，目前已完成建置的釜山 RDF廠可將每日 900公噸的廢棄物，作

為 500公噸的 RDF進行發電。 

    日本針對一般廢棄物（如手機、容器、裝潢修繕廢棄物等）之再利用

情形進行報告。日本自 2000年推動「循環社會基本法」以來，在近 20年

來消費型社會的改變下，仍持續維持廢棄物的減量與回收，顯見日本執行

廢棄物再利用成效之卓越。 

3、 韓國及日本之廢棄物代碼管理制 

    韓國的廢棄物代碼分為三大類：有害廢棄物、非有害事業廢棄物、家

戶廢棄物。再依廢棄物特性細分（與我國相同）共有 6碼，總計共有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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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代碼，其中有害廢棄物共 96 個、非有害事業廢棄物共 165 個、家戶廢

棄物共 26個。日本的廢棄物代碼制度已實施超過 20年，但從未經歷檢討

修正，僅新增少數代碼。 

    本次交流會議後，深刻感受日本與韓國已急起直追，積極建置其電子化管理

之法制作業及其相關管理制度，成效顯著，部分機制與作為亦值得我國參考學習。

未來將持續深化三國關係持續國際合作，並強化各項 E化技術之應用與開發，精

進我國之廢棄物管理策略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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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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化申報管理追蹤廢棄物跨地區

之移動流向。2000 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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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日本與韓國急起直追其電子

化管理進度，相關執行成果已與我國接近，部分機制與作為亦值得我國參考學習。

因此於 2012 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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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透過意見交換學習三方管理優點。辦理的方式為每年輪由一個國家

主辦，2013 年由日本主辦，並以日本、臺灣及韓國之順序輪流辦理，每年皆有

非常具體的管理經驗交流。本屆（2018 年）三國會議輪由韓國舉行，由韓國環

境協會（K-eco）擔任主辦。日本及韓國之主辦單位簡介說明如下： 

一、日本交流單位-財團法人日本產業廢棄物處理振興協會(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JW Center) 

    JW Center 致力於促進人居環境的保護和公眾健康，以及通過各種廢

棄物管理活動協助各行業良性發展，如電子申報聯單管理、教育和培訓、

科研、國際合作、感染性廢棄物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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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W Center係由政府出資成立法人，雖仍由政府補助其部分營運經費，

但逐年遞減，故該法人需自行籌措營運經費。其經費來源包括事業使用電

子聯單繳交之費用，以及受輔導會員之會費等。在臺日韓三國中，僅日本

尚未強制國內事業使用事業廢棄物管制聯單。因此，日本積極向其他兩國

學習，期能提高日本的電子聯單使用率，亦使其自主籌措之財源更穩定。 

 

圖 1 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網站(www.jwnet.or.j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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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韓國交流單位-韓國環境協會(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KECO)  

    KECO 為韓國環保部的附屬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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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的角色，但因 KE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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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CO之中心目標為促進韓國的環保發展，降低產業發展對環境的污染，

改善環境，最終達到資源循環利用和因應氣候變化等目標，近年來更致力

於促使國內溫室氣體減排計畫有效運行，其服務範圍非常廣泛，幾乎完全

涵蓋了所有環境與資源的永續議題。其中 KECO目前所建立與廢棄物有關之

技術與策略包括：將廢棄物轉化為能源設施之經營政策研究、廢棄物減量

化及回收利用研究、環境友善之廢棄物處理技術研究、強化國內廢棄物管

理和運作等，相關研究成果均值得我國學習及效仿。 

 

圖 2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網站(www.keco.or.kr/en/main/index.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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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會議過程及內容 

一、會議出席人員 

    本次參訪團成員由本署廢棄物管理處李易書技正兼組長與行政幕僚

單位環資國際有限公司代表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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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廢棄物管理處 
李易書 技正兼組長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黃義芳 總經理 

倪雅惠 副總經理 

洪榮勳 顧問 

二、會議行程 

    本次行程自 107年 5月 23日至 107年 5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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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行程與內容概

要如下表所述： 

日期 工作內容概要 

5月 23 日 

（星期三） 
搭機前往韓國（濟州島） 

5月 24 日 

（星期四） 
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 

5月 25 日 

（星期五） 

1、 參訪豬糞尿廢水處理中心 

2、 參訪住宅區大型資源回收中心 

5月 26 日 

（星期六） 
搭機返回臺灣 

 

 

 

 

 

圖 3 三國交流會議地點位置圖(韓國 Oceansuites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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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 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2018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議程 

第一天 5 月 24日(星期四) 

時間 內容 講者 

09:00-09:30 報到 

09:30-09:40 開幕致詞 (韓國) 
Park, Eung-Ryeol 

(韓國 K-eco) 

09:40-09:50 祝詞發表(日本及臺灣) 
日本 JW中心及 

臺灣環保署 

09:50-10:00 與會者介紹 
Park, Dong-Gu 

(韓國 K-eco) 

10:00-10:30 
(主題一) 

韓國廢棄物再利用政策 

Choi, Seung-Hwan 

(韓國 K-eco) 

10:30-11:00 
(主題一) 

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 

Miyazaki, Naotaka 

(日本 JW中心) 

11:00-11:30 
(主題一) 

臺灣廢棄物再利用政策 

李易書 組長 

(臺灣環保署) 

11:30-13:00 午餐 

13:00-13:30 
(主題二) 

日本廢棄物管理系統及廢棄物代碼 

Yamamoto, Chiaki 

(日本 JW中心) 

13:30-14:00 
(主題二) 

臺灣廢棄物管理系統及廢棄物代碼 

倪雅惠 

(臺灣環資國際) 

14:00-14:30 
(主題二) 

韓國廢棄物管理系統及廢棄物代碼 

Oh, Gil-Jong 

(韓國 NIER) 

14:30-14:50 下午茶/休息時間 

14:50-15:20 
(主題三) 

家畜糞便電子化管理系統 

Song, Keun-sun 

(韓國 K-eco) 

15:20-17:00 綜合討論 

第二天 5 月 25日 (星期五) 

時間 內容 講者 

09:30-12:00 行程參訪：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 
Song, Keun-sun 

(韓國 K-eco) 

12:00-13:00 午餐 

13:00-15:00 行程參訪：濟州資源回收站 
Song, Keun-sun 

(韓國 K-e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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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議成果及心得 

    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的舉辦模式，有別

於一般研討會的形式，而採用特定議題深入討論的方式進行。今年討論重點

除「電子化管理發展情形」外，更深入討論「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制度」

與「廢棄物代碼之運用管理機制」等議題。茲將本次成果與心得彙整如後。 

 

圖 4 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大合照 

 

 

圖 5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開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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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開幕式-臺灣致祝詞 

 

 

 

圖 7 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臺灣再利用政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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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深化三國關係及國際合作 

    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為深入瞭解及討

論各國在電子化管理之成效與困境，在會議前由三國針對該年度需要討論

的議題先進行討論，取得共識後決定會議議程。本年度為第6年交流會議，

歷年交流會議重點說明如下： 

(1) 2013年：各國初步介紹各單位之特色與各國管理制度。 

(2) 2014 年：日本期望針對最終掩埋面臨容量極限的問題，瞭解各國現

況與未來政策。 

(3) 2015年：韓國面對 MERS嚴峻考驗，故針對醫療廢棄物的管理進行分

享。 

(4) 2016 年日本因為曾經歷 311 海嘯事件，國內頓時產生龐大的災難後

的廢棄物，特別是建築廢棄物，因此特別安排災難後產出廢棄物的未

來洞見的議題分享。 

(5) 2017 年：臺灣順應世界新趨勢，與循環經濟論壇共同舉辦，並針對

國內目前重要的再利用去化管道及管理系統提出討論，並邀請各國分

享資源循環及再利用管理經驗。 

    今年度 2018 年度之討論重點，除「電子化管理發展情形」外，更深

入討論「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管理制度」與「廢棄物代碼之運用管理機制」

等議題，延續 2017 年循環經濟與再利用議題，深入討論，並期望透過持

續且定期的交流會議，逐步深化三國之合作關係，朝向健全廢棄物管理制

度之方向邁進。 

2.日本及韓國廢棄物電子化管理現況統計 

    韓國制度與我國相同，為強制性的要求事業進行申報及管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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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單數量因列管家數及經濟發

展亦逐年成長，2015年使用者共 38萬，每年產生 1,100萬筆聯單（近二

年度無提供更新資料）。我國使用者約為 4.2 萬，每年聯單數量約 200 萬

筆（我國單一聯單可以申報數種廢棄物，日本及韓國每筆聯單僅可申報一

項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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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與臺、韓制度差異較大，由業者自主選擇是否加入申報制度，並

可自由選擇使用紙本或使用電子聯單，但皆須付費。2015年僅約 38%的業

者使用電子聯單，於 2017 年終於超過 53%，累計至 2017 年共計有 19 萬

使用者，每年約產生 2,600萬筆聯單。 

    綜觀三國電子化管理發展的現況，臺、韓兩國因強制的申報制度，在

管理上有較佳的效能，系統功能與服務也持續精進，並結合最新科技（如

FTIR等技術）持續發展。而日本因採自主選擇，成效提升較緩慢。 

 

 

 

 

 

 

 

 

 

 

 

 

 

 

 

圖 8  日本電子化聯單申報系統應用現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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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日本電子化聯單申報系統應用現況(2/3) 

 

 

 
圖 10  日本電子化聯單申報系統應用現況(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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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韓國及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 

(1)韓國再利用現況與發展 

    韓國廢棄物產生數量逐年成長約 3%，為追求零廢棄與減碳的目標，

訂定4R&1S政策(Reduce、Reuse、Recycling、Recovery及Safe Disposal)。

過去韓國曾開發再利用媒合系統，採用系統自動媒合方式，且完全免費，

應用後再利用率上升 5%，每年創造 1,700億韓元的商機。 

    韓國以 1994 年為基準，分析統計 20 年間處理成效的改善。相較於

1994 年，韓國的處理及再利用率由 42.7%提升到 84.4%、掩埋由 53.4%降

低到 9.3%、焚化由 4.1%提升到 6%（但總焚化垃圾量降低）。而韓國的廢

棄物處理政策，也逐漸修正為使用者付費之制度。例如從均一價改為按照

廢棄物體積徵收費用，塑膠袋或不易清理的對於拋棄者課稅。另外，韓國

因應再生能源之風潮，也於國內設置多座將廢棄物轉換為 RDF 燃料棒進行

燃燒之生質能源廠，並同步透過資源循環法之立法，期許能有經濟成長、

環保永續及社會和諧三贏的未來。 

 

 

圖 11 韓國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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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韓國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2/5) 

 

 

 

 
圖 13  韓國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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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韓國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4/5) 

 

  

 

圖 15  韓國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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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再利用現況與發展 

日本今年針對廢棄物再利用管理之議題，主要內容為民生用品等應回

收廢棄物之再利用發展現況。日本的事業廢棄物 2005年產出量達到最高峰，

為 4億 2千萬噸，一般廢棄物於 2000年產出量達到最高峰，約 5千 4百萬

噸。日本隨 2000 年推動「循環社會基本法」的實施，統計至 2015 年為止，

事業廢棄物產出為 3億 9千萬噸，一般廢棄物為 4千 5百萬噸。在近 10年

消費型社會的改變下，日本的廢棄物數量反而呈現減量趨勢，顯示其減量

政策推動十分成功，亦為戮力執行資源循環永續利用之國家。 

 

 

 
圖 16  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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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2/5) 

 

 

 

圖 18  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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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4/5) 

 

 

 
圖 20  日本廢棄物再利用政策(Recycling Policy)現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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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三國廢棄物電子化廢棄物代碼管理架構比較分析 

    我國的廢棄物代碼其源起為參考美國系統的有害廢棄物分類原則，及

日本系統的一般廢棄物分類。因此，在一般廢棄物的分類代碼有類似架構，

然我國在歷經多次修法與實務需要，後新增 E類混合五金廢料、G類再生

資源、S類土壤離場廢棄物及 H類一般廢棄物等，且各類代碼因應管理需

要逐漸擴增，甚至因應未來資源循環的應用，需要分到更細緻的分類。 

    日本先把所有廢棄物分為 20 種大分類，廢紙、廢木材、家畜糞便、

汙泥、廢油、廢煤灰…等，然後在此大分類中再細分至細項，其結構類似

我國廢棄物代碼之 D類一般廢棄物代碼。日本的有害廢棄物代碼僅分為五

大類，包括廢油、廢酸、廢鹼、感染性事業廢棄物、其他特殊有害廢棄物

等。日本表示，其廢棄物代碼已經實施超過 20年，但從未經歷檢討修正，

僅新增少數代碼，未來將持續檢討修正，以利後續管理。 

    韓國的廢棄物代碼先分為三大類：有害廢棄物、非有害事業廢棄物、

家戶廢棄物。然後再依照廢棄物特性分細類，與我國相同，代碼亦為 6碼。

3-4 碼為次分類、5-6 碼為細類，總計共有 287 個代碼。其中有害廢棄物

共 96個、非有害事業廢棄物共 165個、家戶廢棄物共 26個。若以目前廢

棄物分類的細緻度與統計應用性而言，我國目前應用狀況較三國領先。 

 

 

圖 21  日本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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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日本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2/5) 

 

 

圖 23  日本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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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日本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4/5) 

 

 

 

圖 25  日本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5/5) 



19 

 

 
圖 26  韓國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1/3) 

 

 

 
圖 27  韓國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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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韓國廢棄物代碼分類與架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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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韓國「豬糞尿水肥車追蹤管制系統」成果展示 

    韓國 2012 年之前，家畜糞便傾倒海洋情形嚴重，故於 2012 年規定家

畜糞須於陸地處理，且須控管家畜糞便的棄置、處理及運輸方式。在有效

管理及妥善處理之下，家畜糞便有相當多的益處，如促進環保農業、農產

品的發展。然而，若管控不當，可能會造成周邊環境之水源、土壤或是地

下水等汙染。在眾多家畜之中，以豬糞數量多、重量重(high dense)且最

難自然分解，在管理上極具挑戰。韓國自 2017 年 1 月 1 號開始，規定水

肥清運業者須使用「LSNS (LiveStock Night Soil Electronic Transfer 

Management System)家畜糞尿電子化管理系統」，由政府管控水肥運送情

形，更於 2018 年 1月進一步規範產生家畜糞尿之畜牧場也須使用 LSNS。 

    目前韓國有關家畜糞便之排放、運送以及處理等數據資料，均整合匯

入 LSNS，牧場業者 (Emission)、運送業者 (Transport)以及處理者

(Disposal)在 3天內須登錄資料，然而各階段業者可能串通假造數據資料。

為解決此問題，修法進一步規定運送業者須在車上加裝 GPS、重量感測器

及攝影機追蹤家畜糞便流向。藉由安裝在水肥車上的重量感應器，追蹤管

制豬糞尿水在運送過程的重量變化情形。重量增加時，地圖自動顯示，表

示水肥已填裝上車；水肥車的重量減少時，能知道水肥傾倒的確切地點，

判斷是否為非法棄置，藉此達到追蹤管理的目標。韓國表示，此系統導入

後，合法家畜水肥處理場的水肥收受量已經成長 30%，足見其成效。 

 

圖 29  韓國豬糞尿水肥車追蹤管制系統管理現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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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0  韓國豬糞尿水肥車追蹤管制系統管理現況(2/5) 

 

 

 

圖 31  韓國豬糞尿水肥車追蹤管制系統管理現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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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韓國豬糞尿水肥車追蹤管制系統管理現況(4/5) 

 

 

 

圖 33  韓國豬糞尿水肥車追蹤管制系統管理現況(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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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訪行程 

1.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Jejusi Livestock Night Soil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y) 

    本次韓國安排參訪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以利與會人員進一步現場瞭

解會議中所提到有關韓國在家畜糞便的管理情形，並操作 LSNS 系統展示牧

場業者、運送業者以及處理業者之資料登錄情形，及 GPS、重量感測器與攝

影機安裝情形(請參考圖 34-圖 43)。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處理後可達放流

水的品質標準列於表 3，目前可以達到的水質皆遠高於法令標準值。 

 

 

圖 34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參訪 

 

 

表 3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處理後可達放流水的品質標準 

項目 
BOD 

(mg/L) 

COD Mn 

(mg/L) 

SS 

(mg/L) 

T-N 

(mg/L) 

T-P 

(mg/L) 
大腸菌 

法令標準 27,000 22,000 27,000 4,500 1,000 - 

可處理到的

水質 
80 以下 50以下 15以下 20以下 80以下 1500以下 

 



25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 2002年開始建置，2005年啟用，其初期運轉量為

200噸/日，目前已經成長到 400噸/日。政府為鼓勵設置家畜糞便處理廠，

在初期每處理 1噸，政府補助 31,000韓元，目前已減至 9,000 韓元。其處

理程序類似一般的廢水處理設施，分不同階段，第一階段為物理處理篩除

無用的雜質；第二階段為厭氧消化大約 10天的時間，此階段會產出大量的

甲烷，但因當初建廠初期並無甲烷收集發電之想法，所以並無完整之收集

與應用，未來有機會將進行調整。 

    另該廠每批次家畜糞便處理的生命週期約為 35天，處理後的水質良好，

無明顯臭味，且水質十分清澈，相關水質檢驗亦都遠超過法令要求的水準。

整體模式確實規劃妥善，且妥善解決原任意棄置的問題。 

 

 

圖 35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簡報說明處理廠運作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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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 監控中心 

 

 

 

圖 37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水肥傾洩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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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場內處理設施 

 

 

圖 39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場內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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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0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水質處理情形 

 

 

圖 41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水肥清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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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水肥清運車 GPS安裝情形 

 

 

圖 43 濟州家畜糞便處理廠-水肥清運車重量感測器安裝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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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持續深化三國關係並持續國際合作： 

    臺日韓三國因地理環境、人口分布及民族性的不同，各自發展其廢

棄物電子化管理的制度，並透過三國交流會議，持續精進並吸取成功經

驗。明年 2019 年預計再由日本主辦，期待第 7年交流會議可持續深化友

誼，讓臺日韓三國繼續向前邁進。 

二、強化各項 E化技術之應用與開發： 

    本次會議韓國所展示的豬糞尿追蹤系統，顯見該國近年來網路與電

子科技進步的快速。透過導入最新的設備及軟體，同時達到重量追蹤與

衛星定位的功能，十分值得我國效仿學習。 

三、使用者付費的廢棄物管理制度： 

    本次韓國安排參訪一般廢棄物回收站的運作現況，顯示韓國已落實

全國隨袋徵收與資源強制分類的制度，更連廚餘都納入隨袋徵收的對象，

達到垃圾減量的目的。而我國目前僅臺北市及新北市實施垃圾隨袋徵收，

建議應思考全國實施之可行性，加速達成循環零廢棄物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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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公務出國期間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 

一、 出國計畫名稱：107年第六屆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 

二、 出國人員：環保署廢棄物管理處 李技正兼組長易書 

三、 出國日期：民國 107年 5月 23日～5月 26日 

外賓姓名 單位及職稱 國別 專長領域 
會晤 

日期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我方接洽者

姓名職稱 
交流內容 備註 

Seki, 

Soichiro 

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產業廢棄物處

理振興協會 JW 

Center/ 

President 

日本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5/24~25

2018 

(+81)3-5275-7

111 
seki@jwnet.or.jp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Kasai, 

Satoshi 

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產業廢棄物處

理振興協會 JW 

Center/ 

Director-Genera

l 

日本 
business 

promotion 

5/24~25

2018 
03-5275-7113 kasai@jwnet.or.jp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Tsurushima, 

Toru 

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產業廢棄物處

理振興協會 JW 

日本 
business 

promotion 

5/24~25

2018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mailto:seki@jwnet.or.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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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er/  

Head 

及成果 

Miyazaki, 

Naotaka 

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產業廢棄物處

理振興協會 JW 

Center/ 

Assistant Chief 

日本 
business 

promotion 

5/24~25

2018 

(+81)3-5275-7

111 

miyazaki@jwnet.or.j

p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Yamamoto, 

Chiaki 

日本公益財團法

人-產業廢棄物處

理振興協會 JW 

Center/ 

Assistant Chief 

日本 
international 

studies 

5/24~25

2018 

(+81)3-5275-7

111 

yamamoto@jwnet.or.j

p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Park, 

Eung-Ryeol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Executive 

Director 

韓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24~25

2018 

(+82)32-590-4

100 

parker1004@keco.or.

kr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Park, Dong-Gu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Team Manager 
韓國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5/24~25

2018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Choi, 

Seung-Hwan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韓國 

computer 

science and 

5/24~25

2018 

(+82)32-590-4

264 
salt@keco.or.kr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mailto:miyazaki@jwnet.or.jp
mailto:miyazaki@jwnet.or.jp
mailto:parker1004@keco.or.kr
mailto:parker1004@keco.or.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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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r engineering 兼組長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Kim, Jun-Ho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Manager 
韓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24~25

2018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Park, Hye-Rim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Manager 
韓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24~25

2018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Song, 

Keun-Sun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General Manager 
韓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24~25

2018 
032.590.4281 sks@keco.or.kr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電子聯單管

理、廢棄物

管理策略以

及成果 

 

Koh, Dae-ik 

Jeju Special 

Self-Governing 

Province/  

Manager 

韓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5/24~25

2018 

+82(64)728-31

50 
di2251@naver.com 

李易書/  

廢管處技正

兼組長 

一般廢棄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