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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土壤，地下水修復和挖掘國際會議匯集多種領域科學家、研究人員和學者，就土

壤、地下水修復和開挖與其他多種領域的專業知識進行經驗和研究成果交流，透過跨

學科平台模式展示和討論最近的創新、趨勢和關注事項，以及在土壤，地下水修復和

挖掘領域遇到的實際挑戰和解決方案。 

結合本次本署發表之原台金場址污染土地再利用案例，及德國魯爾區過往煤礦及

鋼鐵工業發展與後續成功轉型開發歷程，故選定相關場址進行現地考察，作為後續我

國政策與法規之度修正之參採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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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目的 

土壤，地下水修復和挖掘國際會議匯集多種領域科學家、研究人員和學者，

就土壤、地下水修復和開挖與其他多種領域的專業知識進行經驗和研究成果交流，

透過跨學科平台模式展示和討論最近的創新、趨勢和關注事項，以及在土壤，地

下水修復和挖掘領域遇到的實際挑戰和解決方案，藉由本次彙整「105 年污染土

地再利用場址規劃與制度管理計畫」計畫成果，以我國污染土地再利用示範案例，

發表主題為「A Case Study of Brownfield Revitalization in Taiwan」，投稿本次研討會

並進行口頭發表。 

參訪的案例皆是隨著工業發展而興盛的地區，是當時地方居民所仰賴的經濟

來源與生活重心，但在缺乏環保意識的時空背景下，工業發展對環境造成嚴重的

衝擊，使得自然資源浩劫也遺留大片的污染土地。借鏡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與關

稅同盟礦區過去工業對土地與生活環境的影響，將永續發展納入開發考量，成功

讓經濟與環保達到平衡，並使人民得以長久居住在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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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行程摘述 

日期 工作內容概要 

5/19（日） 去程 

5/20（一） 抵達德國 

5/21（二） 參加第 21 屆土壤、地下水修復和開挖國際會議第 1 天海報發表。 

5/22（三） 參加第 21 屆土壤、地下水修復和開挖國際會議第 2 天會議。 

5/23（四） 前往杜伊斯堡實地考察（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杜伊斯堡內港） 

5/24（五） 前往埃森實地考察（關稅同盟煤礦工業建築群、魯爾博物館） 

5/25（六） 回程 

5/26（日） 抵達臺灣 

 

 

 

 

三、 參訪成員 

 

項次 姓名 性別 單位及職稱 

1 許位嘉 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土污基管會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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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過程及行程成果 

（一）參加第 21 屆土壤、地下水修復和開挖國際會議（21th InternationalConference on 

Soil,Groundwater Remediationand Excavation）： 

世界科學、工程與技術學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ASET）是一個開放的科學研究組織，致力於提升科學、工程與

技術的發展，擁有國際標準名稱識別（ISO 27729）、虛擬國際權威檔（VIAF 

ID:134726554）與國際線上圖書館電腦中心（OCLC 碼:711803673）。學院宗旨

為支持、促進、保存、擴展與傳播科學、技術、藝術與人文等學術領域，同時

開啟多元創新與研究的發展。 

其中土壤及地下水整治國際研討會旨在匯集各個先進國家的學術科學家、

研究人員和研究學者，就土壤及地下水整治領域進行交流和分享他們的經驗與

研究成果。此外，研討會提供研究人員、從業人員和教育工作者一個重要的跨

學科平台，展示創新、趨勢和關注議題來進行交流，以及在土壤及地下水整治

領域遇到的實際挑戰和解決方案。 

本次會議內容廣泛且豐富，口頭發表共分成四場次進行，另外還有許多以

數位展示之研究成果，相關議題包含應用鉑含浸鎂鋁複合層氫氧化物處理氰化

物廢水、評析植生復育去除土壤砷污染之成效、硫化檸烯多硫化物管柱過濾器

在污染廢水中去除汞之研究、評析植物根過濾去除砷污染於綜合廢水與天然水

之成效、應用聚多巴胺改良 ZSM-5 沸石去除綜合廢水汞污染之成效、應用 Salix 

schwerinii 萃取土壤銅與鎳污染之成效、四種柳樹受石灰與木灰改質之土壤鋅污

染提取效益評估與生長變化，以及永續管理技術-Jordan 廢水處理廠提升能源效

益之案例探討等，主要為土壤及廢水處理技術之研究，以下簡述幾篇內容：  

1. 評析植生復育去除土壤砷污染之成效 

土壤砷污染對人類的健康具有嚴重的影響，其具有生物累積性且可透過

食物鏈轉移。在厄瓜多爾 Tungurahua 省火山山腳種植的馬鈴薯中可發現，

砷濃度達 0.0423 mg/kg，由於厄瓜多爾的砷污染主要來自於採礦活動，採金

過程會產生有毒的含汞尾礦，在 Azuay 省，採礦活動造成土壤砷濃度達到

2,500 mg / kg~6,420 mg / kg，而在 Tungurahua 省，由於火山爆發造成砷濃度

為 6.9 mg / kg~198.7 mg / kg。面對砷污染的問題，目前研究主要以植生復育

技術整治 Azuay 省和 Tungurahua 省的土壤，並建立砷在土壤-植物系統的萃

取方法。該方法包括兩種植物，其在 60 μMAs 的合成溶液中具有最佳的除

砷能力，以及較低的死亡率與抗水耕性，因此選定早熟禾屬和大車前草，

因為其砷去除率高達 55%和 67%，死亡率分別為 9%和 8%。每種植物中的砷

濃度取 10 mL 等分試樣後使用電感耦合等離子體-發射光譜法（ICP-OES）設

備進行分析。並使用毛細管法將合成溶液調配 13 mg/kg 和 15 mg/kg 的砷污

染土壤。後續使用兩種植物進行7週的試驗，評估土壤中砷濃度的減少情形。

為測量土壤-植物系統中砷濃度的變化，使用 Rhizo 和 Wenzel 砷提取方法，

並使用 ICP-OES（optima 8000 Pekin Elmer）進行分析。實驗結果顯示，Azu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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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土壤試驗中，初始砷濃度為 13 mg/kg，在使用早熟禾屬和大車前草 7 週後，

濃度分別達到 11.49 mg/kg 和 11.04 mg/kg，而初始砷濃度為 15 mg/kg，在處

理後濃度分別達到 11.79 mg/kg 和 11.10 mg/kg；Tungurahua 省土壤試驗中，

初始砷濃度為 13 mg/kg，在使用早熟禾屬和大車前草 7 週後，濃度分別達到

11.56 mg/kg 和 12.16 mg/kg，而初始砷濃度為 15 mg/kg，在處理後濃度分別達

到 11.97 和 12.27 mg/kg。 

2. 硫化檸烯多硫化物管柱過濾器在污染廢水中去除汞之研究 

在厄瓜多爾礦業發展對當地水源產生重大的影響，為改善此類污染問題，

混汞法為常見的應用方法。由於汞為神經毒性物質，即使在低濃度下仍會

對人體健康造成影響，因此本研究採用具汞去除能力之聚合物-硫化檸烯多

硫化物（Sulfur-Limonene Polysulfide, SLP）製備含有 SLP 包覆的顆粒介質，

應用於實驗室規模的柱型過濾系統。從初步的結果可得知，使用長 20 cm 與

直徑 5 cm 的管柱，在 119 m/day 的平均孔隙流速下，可達到二價汞 85%的去

除率。此外，在洗脫管柱時，發現二價汞被永久吸附在 SLP 包覆的顆粒上，

而使用未包覆顆粒的管柱，則發現二價汞可於固相逆流。由於現階段研究

的執行重點為最佳化 SLP 的合成，以及多孔介質中包附膜的聚合物含量，

期能改善二價汞的去除效果，並延長管柱過濾器的使用壽命。 

3. 四種柳樹受石灰與木灰改質之土壤鋅污染提取效益評估與生長變化 

土壤重金屬（如銅、鋅、鎳）污染是全世界重要的環境問題之一，鋅是

植物生長中的重要元素，但過量濃度可能對植物生存造成影響，受重金屬

污染的土壤也可能對人類健康造成危害。由於柳樹林對於降低土壤中金屬

毒性濃度，以及恢復污染場址的生態系統，具有良好的潛力，因此研究擇

定柳樹進行實驗，在溫室試驗中測試從芬蘭礦區採集的鋅污染土壤，並利

用4種柳樹品種進行鋅污染吸收，以及觀測植物生長，評估植物提取的效率。

其中連續萃取技術和電感耦合等離子質譜儀（ICP-MS）用於量測可萃取的

金屬。整個實驗過程中，柳樹對嚴重污染的土壤表現出極佳的抗性，吸收

總平均鋅濃度範圍為 776 mg/kg ~ 1,823 mg/kg。所有品種的鋅污染平均吸收

百分比範圍為 97%~223%。添加石灰和木灰對大多數品種的植物生長和鋅的

吸收百分比則有正面影響，實驗結果顯示，柳樹品種具有積累和吸收大量

鋅污染的潛力，可應用於污染土壤的生態恢復；因此，利用柳樹進行植物

萃取和產生生物能源，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4. 永續管理技術-Jordan 廢水處理廠提升能源效益之案例探討 

為改善 Jordan 的城市污染系統，提高污水處理廠的能源效率，進而降低

電力消耗所產生的費用，因此選擇 Jordan 城市內三個污水處理廠作為調查

的案例。此三處污水處理廠被選定的原因為其處理能力和尺寸都接近平均

值；此外，這些設施近期皆有進行能源評估。透過此案例研究，成功提高

污水處理廠的能源使用效率。透過本案例研究，可以透過操作效能的最佳

化、鑑別與消除缺陷、適當管理可顯著提高能效。技術性永續管理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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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且相對可以提高能源效率，並符合所有法律面和技術面要求，將

處理流程最佳化，以及提高工作安全性和方便的工作條件。本研究後續會

評估將此方法納入其他區域和產業，將適用約旦條件的技術性永續管理概

念可以擴展到 Jordan 所有地區的其他污水處理廠，也可以擴展到其他產業，

包括水處理、配水、廢水網絡、海水淡化或化學工業。 

5. 成果發表 

本次發表內容為介紹國內褐地場址活化制度與案例應用，因我國地狹人

稠而土地資源有限，因此期能透過褐地活化制度加速場址污染改善與恢復

土地利用價值。分享案例為受到礦業污染之場址，因當地自然環境豐富，

人文歷史遺跡保留完整，因此富有獨特景緻吸引許多觀光人潮，然觀光資

源因污染土地而發展受限，為活化土地資源與解決環境污染問題，同時藉

以推動國內污染土地活化政策，故選定案例場址進行土地再利用規劃。 

場址活化策略應用土地適宜性分析與風險地圖建置，進而擬定風險管理

措施與土地再利用空間規劃。其中土地適宜性分析係蒐集環境現況因子（環

境敏感區位、生態資源、土地使用情形、污染情形、文化景觀等），以評估

場址合適發展之區域；風險地圖建置則進行場址污染調查工作，以調查結

果進行風險評估並繪製場址健康風險分布圖，使規劃者得掌握標的污染物

與影響受體。案例場址以土地適宜性分析劃定四塊發展地區，分別為優先

發展、一般發展、條件發展與限制發展，結合風險地圖呈現場址西南側與

東側有較高風險之結果，以及採取「全區土地不開發」之生態保育方案，

規劃再利用方案為 A 區公共設施、B 區入口意象、C 區視覺景觀、D 區既有

建築保存、E 區十三層遺址及 F 區廢煙道遺址。另搭配風險管理措施，分別

為持續污染改善、暴露途徑阻絕與行政管理，適當開放空間使民眾進入參

觀，除可達到再利用活化之目的，對人體及環境健康影響亦降至最低。發

表照片與研討會現場情況如圖 1 所示，參加證書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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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討會現場情況與發表過程照片 

 

 

圖 2. 研討會參加證書 

（三）訪問德國魯爾工業區污染土地再利用場址： 

本次參訪行程安排兩天在杜伊斯堡與埃森地區之參訪行程，分別在 5 月

23 日參觀位在杜伊斯堡之 Landschaftspark Duisburg-Nord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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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Duisburg Inner Harbour 杜伊斯堡內港，5 月 24 日則是參訪 Zeche Zollverein 關

稅同盟礦區以及參加魯爾博物館之導覽。 

1.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位於德國杜伊斯堡區內，為著名的埃姆舍公園之一，

面積達 2.3 平方公里，當地工業發展於 1899 年，當時 Friedrich Thyssen 公司

在當地建起第一個礦井，1905 年成立煉焦廠，並帶動大量的鋼鐵生產，直

至 1959 年礦井關閉，1977 年煉焦廠也隨之關閉，並於 1980 年拆除，因此

A. G. Tyssen 鋼鐵廠也於 1985 年廢棄，當時已生產 3700 萬噸的生鐵，帶動

過去輝煌的經濟發展，然而也留下嚴重污染問題，土壤中含有大量的砷與

氰化物，此外也影響一旁的埃姆舍河與其支流，由於埃姆舍河流經整個工

業區，無數工業廢水排入其中，形成長達 400 公里的污染帶，影響當地的生

活品質，同時周邊的生態也因為大量污染造成生物稀少。當時整個礦區為

Friedrich Thyssen 公司的資產，直至1989年轉交給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政府，

由於全區的廠房與設施規模龐大，考量拆除重建成本、污染整治成本，以

及管理費用都是巨額的支出，最終北杜伊斯堡政府決定將工廠改造為公園，

使其成為埃姆舍公園的一部分（圖 3.），並於 1990 年起開始規劃設計，直至

1994 年逐步開放公園給民眾使用。 

 

圖 3. 埃姆舍公園與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位置示意圖 

 

在 1989 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政府透過房地產基金買下鋼鐵廠，並成

立開發公司，由於當地具有歷史發展的記憶，以及地方團體將部份工業設

施視為紀念碑，因此杜伊斯堡市將此地劃為公園用地，保留這些設施，包

含建築、礦渣堆、煙囪、鼓風爐、鐵路、橋梁、沉澱池、起重機等，期望

能重新定義用途與延伸功能，以及作為教育之場地。對於當地的土壤污染

處理，高污染地區採用離場處理，其他低污染部分則是將污染物燒結深埋

後再用新土覆蓋。 

此地發展被納入國際建築展埃姆舍公園計畫的綠色框架主題中，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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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舉辦國際設計競賽，1991 年公布競賽結果，遴選 PeterLatz 事務所「後

工業景觀」的設計規劃。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的特色是保存工業文化的價

值，作為工業發展的歷史痕跡見證，全區設計使用保留的各種工業設施，

提供參觀導覽、服務中心、餐飲、運動、集會、表演、休閒、娛樂等多項

功能。廠區各個地方皆有掛上解說牌，介紹過去設施生產流程與運作方式

等，提供教育的意義，廠內的煤氣儲罐則改建為人工潛水中心，提供遊客

使用，原本作為儲存煤礦跟焦碳的倉庫擇改造為攀岩、兒童設施與展覽等

綜合活動場所，而原為動力中心的大型建築，用來辦理大型國際展覽、會

議、音樂會等公共活動，參訪當天即有 Red Bull 公司在此辦理活動，一旁的

配電站則作為旅客服務中心與餐廳使用，並開放 5 號高爐給遊客攀爬，可到

最高 70 公尺處觀賞景觀公園全景；此外，舊辦公大樓也改造為青年旅舍提

供給遊客使用。場址參訪情形詳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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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動力中心-大型公共活動   (B) 煤氣儲罐-人工潛水中心 

 

(C) 高爐製程介紹     (D) 5 號高爐-瞭望台 

  

(E) 沉澱池      (F) 冷卻塔 

圖 4. 北杜伊斯堡景觀公園參觀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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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杜伊斯堡內港： 

杜伊斯堡內港為德國境內最大的內河港，也是世界第一大的內河港，

於 12 世紀出現，然 13 世紀時因萊茵河改道，偏離此處大約 1200 英里而

逐漸沒落，直至 17 世紀因位處歐洲工業發展重心的魯爾區，且運河技術

引進而興起，從萊茵河向東延伸，聯繫起杜伊斯堡內港。其位在魯爾河與

萊茵河匯流處（詳圖 5. ），全長約 25 公里，過去貨物吞吐量年平均達 6,000

萬噸，過去為德國工業革命進口許多動力材料與產品，然隨經濟結構的變

遷，港口相關產業紛紛遷移倒閉，原熱絡的碼頭、船隻與倉庫也隨之消失，

成為一片荒廢且飽受污染的土地。直至 1989 到 1999 年間，北萊茵威斯特

法倫州政府將此地納入國際建築展埃姆舍公園計畫的一部分，透過 1991

年的競賽徵選改造構想，決定將文化與休閒空間融入，提供當地住宅、辦

公室、輕型工業、水上設施與文化設施等功能，並優先發展基礎公共設施，

將港口改建成適宜居住、有工作機會與觀光的地方，吸引民眾進駐，接著

將河岸兩側種植植栽與鋪設人行道，以及闢建運河與設計住宅公寓，打造

成能觀賞河岸風光的社區花園，逐步將杜伊斯堡內港區轉型與城市融合，

同時也成為歐洲重要的工業遺址一部分。 

圖 5. 杜伊斯堡內港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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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杜伊斯堡內港已然改造成繁榮的住商區，河岸兩側有許多的餐

廳和咖啡廳，提供遊客享用餐飲之時也可觀賞河岸風光與船隻進出，沿岸

為人行步道與自行車道，並架設多個解說牌，介紹各項設施設計的理念與

歷史，一旁還有公園、留存中世紀防禦城牆的古蹟以及博物館，詳細記錄

杜伊斯堡內港的歷史與發展進程，此外也提供水上活動與觀光導覽的船隻，

周邊有多達 700 間融合現代設計的住宅公寓以及商辦大樓，為此地提供

4,000 多個就業機會。場址參訪情形詳圖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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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港口周邊景點介紹    (B) 河岸船隻與商辦大樓 

  

(C) 港口歷史解說牌         (D) 兒童公園 

  

(E) 河岸旁住宅公寓      (F) 歷史博物館 

圖 6. 杜伊斯堡內港參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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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關稅同盟礦區 

關稅同盟礦區（Zeche Zollverein）位於埃森北部（詳圖 7. ），當時為

生產鋼鐵因此需要煉焦，而此地擁有豐富的煤礦，因此第一座礦坑於 1847

年誕生，並於 1851 至 1986 年 12 月 23 日期間進行數十年的礦產活動，到

1890 年此地已成為德國產礦量最高的地方。1932 年 XII 豎井啟用，每日可

開採多達 12,000 噸的煤礦，在當時提供超過 5,000 名的工作機會，XII 豎

井也成為當地代表性的象徵；1959 至 1961 年焦化廠成立，成為當時最現

代化的工廠之一，每日可將 10,000 噸的煤生產出 7,500 噸的焦炭，提供鋼

鐵業使用。直至 1980 年因煤礦產量驟減，營利不足以支撐工廠的運作，

因此在 1983 年魯爾煤礦公司（Ruhrkolegesellschaft, RAG）決定要關閉。關

閉後RAG 公司原要將此地拆除，然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政府持反對意見，

最終在 1989 年決定以資產收購機構（Landesentwicklungsgesellschaft, LEG）

向 RAG 公司買下關稅同盟礦區，將 XII 豎井公告為遺址，並與埃森政府

共組管理公司（Bauhutte Zeche Zollvererin Schacht XII Gmbh）負責此處的規

劃與發展，經過國際建築展十多年的改造，在 1998 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

州政府與埃森政府成立了關稅同盟基金會，負責管理此處的營運。在 2001

年煤礦廠及焦化廠，以及 I、II、VIII 豎井與 XII 豎井，被聯合國列為世界

遺產之一。整個關稅同盟礦區可分成三個部分，A 區為 XII 豎井、魯爾博

物館與紅點設計博物館的位置；B 區為 I、II、VIII 豎井的位置，年代最為

久遠，平時不對外開放；C 區則為煉焦廠。 

圖 7. 關稅同盟礦區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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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魯爾博物館是從選礦廠改建而成，收藏大量的地質、考古、工業

和歷史等文物與影像記錄，充分展現採礦業的辛勞，內部規劃以高度區分

（詳圖 8. ），0 m 與最高的 24 m 為主要的展示空間，6 m、12 m 與 17 m

則為三處不同的展覽場地，其中 6 m 處主要為展示歷史文物，17 m 則是

以聲光效果展示過往設施的使用，12 m 處則展示常態與不定期特展，另

頂樓為 45 m，可一覽關稅同盟礦區景觀。此次的導覽人員為當地居民，

主要帶領我們沿著煤炭生產過程參觀選礦廠與 XII 豎井，說明過去礦工辛

苦的工作生活，以及介紹礦區的興起與衰敗。起初源自於工業革命需要鋼

鐵，隨著煉焦製程與蒸汽引擎的發展，擁有豐富煤礦的魯爾地區隨著礦業

發展人口成長了 35 倍，在一次世界大戰後 4 間大型企業成立煤礦公司，

調查此處的煤礦存量並計畫開發，直到 1986 年此處的煤礦被開採完。在

當時許多居民都在此當礦工，然而生活空間十分擁擠，二十四小時都要待

命輪班，居住環境不佳且空氣品質差。此外，也介紹各項煤礦煉焦與生產

鋼鐵的製程與設施，以及說明煤炭的生產造成大量的廢礦，而此處可看到

的山丘地形大多非自然生成，而是在重新改造這個地方時，將廢棄的堆置

物透過適當的處置與覆蓋而生成。當初決定發展成歷史文物保留，希望能

讓世人記住過去的歷史，也謹記工業發展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後續回復所需

要花費的成本；然而在決定保存廠區的維護與營運上，面臨經費來源不足

的挑戰，因此魯爾博物館設計成可提供展覽、研討會、導覽、講座、電影

等活動使用的場地，彌補部分維運所需的經費支出，另外也透過社會大眾

與歐盟的贊助，才得以維運這個地區。雖然不如工業生產可獲得巨額的經

濟效益，但重要的是透過文化保存與國際認證，成功凝聚當地居民跨時代

的情感與對當地的認同，也讓德國魯爾地區以不同的姿態重新躍上國際舞

台。場址參訪情形詳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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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魯爾博物館空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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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關稅同盟礦區立體展示圖             (B) 煉焦廠 

  

  (C) 魯爾博物館     (D) 關稅同盟礦區俯瞰 

  
(E) 導覽過程-工具展示     (F) XII 豎井 

圖 9. 關稅同盟礦區參訪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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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心得與建議 

本次國際會議共計發表百餘篇研究成果，涵蓋領域之廣度及深度甚大，同時，

透過本署共同投稿之褐地再利用研究成果發表，讓我國相關土壤及下水整治成果

能夠有機會更直接進行國際交流。 

污染土地再利用之情形於歐美先進國家業已深刻體認這個關鍵議題，因此對

於受污染的土地已不再單純的污染整治，而是基於土地的永續利用與價值再造，

結合整體土壤與地下水污染問題，透過工程技術、風險管理手段，配合政策與行

政措施，逐步恢復污染土地之價值，相關措施對於我國受限於國土面積與人口密

度因素，更應積極對於受污染土地思考如何重新找回價值，使國土得以獲得保全，

並建立土地的再循環程序。 

參照魯爾工業區曾經是德國，也是世界重要的工業區之一，當年以採煤、鋼

鐵、化學、機械製造等重工業為核心，形成部門結構複雜、內部聯繫密切、高度

集中的地區工業綜合體，伴隨後續再利用成果贏得「歐洲文化首都 2010」獎項，

更是首次以「區域」而非單一城市作為獲選單位，魯爾區現今已擁有 100 座音樂

廳、200 座博物館、120 家劇院、100 個文化中心、250 個節慶、19 所大學、1,000

個工業紀念碑，象徵著魯爾區告別高度污染煤鋼的舊時代，走向知識社會時代的

國際大都會的重要標誌。 

承前述，透過：1. 改善維護既有建築物與舊空間再利用，2. 漸進式恢復生

態，並防止未開發土地繼續開發，3. 在公園裡創造就業機會，並使居民投入等

三大方式，造就原關稅同盟礦區於 2001 年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成功經驗，

對於我國過往同以礦業、鋼鐵業時代遺留下之污染場址類型，後續如何成功改善

並再造土地價值，均將進一步納入未來法規制度設計內容，提升我國污染土地再

利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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