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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會議旨在了解各國農工業部門(Agro-industry Sector)之循環經濟案

例，學習各國減少、回收與再利用廢棄物技術實踐可持續農業。隨著人口增加，

在原有的線性經濟思維下，自然資源不斷開採使用逐漸匱乏，而大量廢棄物去化

需要耗費的能源與土地使環境逐漸不堪負荷。循環經濟的概念主軸為藉由重新設

計材料、產品、製程及商業模式，減少、再利用及回收廢棄物，重新賦予廢棄物

之價值，除了減少自然資源利用．也能減緩氣候變遷與實現聯合國「2030 永續

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在農業方面，氣候變遷

導致的極端氣候亦帶來重大的影響，循環農業的發展越顯重要。在會議中各國分

享了農工業部門實踐循環經濟的策略、目標與技術，如肥料、飼料、能源、材料

等，臺灣由畜產試驗所黃振芳所長分享臺灣循環農業思維以及在農、林、漁、畜

部門中成功案例。本次會議有助於國內循環農業計畫構思與架構參考，建立農業

循 環 區 域 發 展 落 腳 點 ， 加 速 臺 灣 農 業 循 環 經 濟 相 關 產 業 的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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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本次會議旨在了解各國農工業部門(Agro-industry Sector)之循環經濟案

例，學習各國減少、回收與再利用廢棄物技術實踐可持續農業，有助於國內循

環農業計畫構思與架構參考，建立農業循環區域發展落腳點，加速臺灣農業循

環經濟相關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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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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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2021 年 10 月 12 日-2021 年 10 月 14 日 

 

(一) 小組討論發表  

報告時間：10月 12日 16:30-17:30 

以臺灣畜牧業之循環農業模式案例進行說明，在養豬過程會產生廢水以及

沼氣，養豬廢水中含有植物生長所需養分，可做為農作物的肥料，這些農作物

可做為食物、生物技術產品、生質能源甚至是飼料，飼料再餵養豬隻形成資源

循環。沼氣的部份，據研究，每頭豬每日可產生 0.1 噸的沼氣，每 0.7 噸沼氣能

轉換產生 1 度電，這樣的再生能源可出售給電力公司，也能作為畜舍保溫。這

樣的循環模式，有效的將資源再利用，大大減低碳排放，無論是廢水處理、化

肥使用以及電力生產，也幫助周邊農村的發展。 

 

三、 心得 

  本次研討會發表內容摘要如下，可做為我國推動循環農業的參考： 

(一)、 目前正面臨除了人口增加的資源逐漸耗盡問題，還有氣候變遷帶來的

嚴重影響，例如乾旱、洪水、熱浪等極端氣候發生機率增加；海平面

上升以及生物多樣性降低等。循環經濟與淨零排放是重要的策略，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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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避免排放以及回收排放。循環經濟內含社會、經濟與生物圈，

並與 SDGs 項目相對應，概念包含綠色經濟、績效、自然資本主義、

產業生態與共生、搖籃到搖籃、再生設計等。在 BS：8001 文件中針

對線性經濟與循環經濟的差異進行說明，提供企業實踐循環經濟重要

的資訊。 

(二)、 為實現淨零排放，可以藉由高品質能源利用建設、靈活的零碳移動(運

輸)、零碳排的循環商品、充足的乾淨能源、穩定的自然生態系統逐步

實現。在農業部門的行動中，農業應以目標為導向、應審視農業的

“特殊性”依照環境和氣候投入更多的研究和創新支持，並將農民納

入氣候行動，全力協助以及提供公共設施。 

(三)、 依糧食組織統計每年約有 1/3 的食物被丟棄，IPCC 統計 2010-2016 年

間全球在糧食損失和浪費上的溫室氣體排放占人為排放的 8-10%。根

據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的說法，根據當前的農業實踐與食物消

費趨勢，每在食品上花費 1 美元，就會產生 2 美元的環境、健康和經

濟的成本。若能導入循環經濟，使用影響較小、多樣化、升級循環的

成分和再生產生的食品，將大大的減少浪費並且符合 SGDs 中 3 項目

標，據估計在 2030 年將食物浪費減少 50%就有可能減少 1.4 億噸二氧

化碳。 

(四)、 歐洲環境署於循環經濟模式的概念，原則上可以適用於各種自然資

源，包括生物和非生物材料、水和土地。而生態設計、維修、再利

用、翻新、再製造、產品共享、預防廢棄物、廢棄物回收在循環經濟

中都很重要。在系統中除了以命令與控制的方法將環境品質控制在依

定的標準內，還能以市場機制方法，例如徵收污染費用、提供環境補

貼、減排設備補貼、污染減排補貼、汙染交易許可證等，刺激市場減

少污染，朝向自然經濟發展。 

(五)、 在農業循環經濟中，轉換生物質成為有用的產品，如燃料、能源、化

學品、熱等。臺灣在 2019-2020 年推動了新台幣 8 億元的產業投資，

加強農、林、畜、水產資源剩於資材再利用，轉換為飼料、再生材

料、肥料、能源等，共創造了 40 項技術、產業投資 50.4 百萬、再利

用量 33.5 萬噸，相當於減少 20.8 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六)、 馬來西亞循環農業的例子，棕櫚油工業除了將果仁製程棕櫚油外，外

殼能做為工廠鍋爐燃料，棕櫚油廠廢水可做為有機肥料或轉換為生質

能源，棕梠樹修剪的葉片以及空果串能作為有機肥料，樹幹能作為家

具原料。在水稻種植部分，包含精準水稻種植操作、稻田生態工程、

稻稈降解方式與可持續的水管理皆是我們可以參考借鏡的策略。 

(七)、 循環經濟具有社會、經濟、環境意義，目標是打破經濟增長與自然資

源利用之間的聯繫，使全球經濟福祉不等於環境破壞。其中，由於全

球人口持續增加，糧食浪費的問題已成為關注的重點，其涉及大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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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自然資源的壓力，如何在保持營養的同時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產

和消費過程中的浪費，是我們需要努力的方向。根據研究，如果能將

糧食浪費減少 1/4，就能養活 8.7 億飢餓人口。而食物的浪費主要發生

在供應鏈後期階段－零售和終端消費者，可能因為食物質量或安全原

則，使未被售出或來不及食用的糧食被浪費。 

(八)、 會議中提出的循環農業案例分析，學習到最佳的實踐策略包含(1)減少

快時尚和塑料的消費；(2)明智的消費，選擇可持續、可回收、對環境

影響低的產品；(3)系統性變革政策，如鼓勵回收以及再利用政策，對

使用原始材料的產品提高稅收，使用回收材料製造的產品降低稅收；

(4)投資建設回收的基礎設施，以確保回收材料的供應；(5)線性經濟商

業模式應加收管理處置服務費；(6)不斷以創新思維創造可持續性的商

業模式。 

 

四、建議 

(一) 可參考馬來西亞水稻種植的循環農業操作方式，包括 

1. 建立農場信息管理系統 

2. 利用無人機(UAV)觀測農田平整度、播種率與作物外觀，以調整養

分管理 

3. 病蟲害預警系統 (Early Warning System, EWS) 

4. 稻田生態工程 

5. 稻稈降解方式 

6. 可持續的水管理 

(二) 臺灣在循環農業中針對農業廢棄物已有相當好的成果，但在糧食浪費

方面尚無進一步的規劃，可以參考國外相關案例，擬定相關策略。 

(三) 除了實踐循環經濟，更重要的是模式中物質流平衡，以避免更多的排

放或是供過於求的情形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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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會議照片 

 

圖 1.畜試所黃振芳所長報告臺灣循環農業成果 

 

圖 2.馬來西亞農業研究和發展研究所(MARDI)Dr. Hairazi Rahim 說明材料平

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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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參與小組討論的會議截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