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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鑑於蒙特婁議定書對於氟氯烴（HCFCs）物質逐步減量，國內目前尚無廠

商建立冷媒回收再制運作機制，且國內供應商近年提出自國外專案輸入再生冷媒

（HCFCs）之需求，為了解國外冷媒回收再精緻流向、運作及管理機制，爰規劃

本次考察行程，與當地冷媒回收廠商及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交流。另因應蒙

特婁議定書 2016 年通過吉佳利修正案且於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據以管

制 HFCs 消費量，新加坡自西元 2024 年逐步減量 HFCs，預計 2045 年達成 80%

減量，本部亦刻正著手建立相關管制措施，爰本次考察亦與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交

換 HFCs 管制經驗，以利 HFCs 管制措施更臻完善，同步保護臭氧層並解決氣候

變遷問題。 

本次考察行程及討論重點包括： 

（一） 冷媒來源及流向管理：新加坡環境局規範冷媒回收業者應取得毒性廢棄

物收集(Toxic Industrial Waste Collector, TIWC)及一般廢棄物處理(General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GWDF)許可，以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管制冷媒之

回收、儲存、分類、處理等，但自冷凍空調或乾燥機等設備回收之冷媒，

若屬於破壞臭氧層物質或具有溫暖化潛勢值大於 15 者，則需以有毒事業

廢棄物管理法規管理。 

（二） 冷媒回收人員訓練：對於冷媒回收、處理之執行，新加坡環境局與淡馬

賜理工學院（學術單位）合作辦理訓練，規範從業人員皆需經受訓取得

證照，始可執行設備維修、冷媒回收、處理等業務。 

（三） 冷媒回收端執行作法：新加坡國內之冷媒回收主要來源為冷卻主機，其

次為空調設備冷媒，回收冷媒主要由新加坡冷媒供應商 A-GAS 公司進行

純化產製再生冷媒出口或供國內使用，於回收純化過程以分餾方式進行

純化，並設置冷媒檢驗室確認純化後冷媒品質，此外，回收項目亦包含

高 GWP 值 F-gas（例如 SF6、海龍或 FM-200 等），以提升回收冷媒

收益以推動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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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冷媒回收純化稽核管理：新加坡環境局針對冷媒回收，要求廠商應針對

回收端收集、棄置、處理應作成紀錄以供稽核，對於違反規定者將暫停

或撤銷廠商 TIWC 許可證。 

（五） 氫氟碳化物管理制度：新加坡管理 HFCs，自西元 2019 年開始核配作業，

核配量 70%供給進口廠商，20%核配量供應新的參與廠商，10%核配量為

國家保留量，新加坡環境局與經濟部、建設局合作提供水冷式冰水機替

代冷媒誘因，並於 2022 年 10 月限制高 GWP 冷媒使用，針對進口冷媒

GWP 超過 15 的冷媒，需支付碳稅。 

本次考察掌握新加坡對於回收冷媒之流向管理、人員訓練、許可制度及設

施已有運作機制，對於回收純化冷媒之輸入，可參考新加坡對於冷媒流向之管理

方式，要求輸入廠商檢附相關資料，以確認冷媒來源。另對於高 GWP 物質之替

代及減量，可訂定階段管制目標，並導入低 GWP 物質及技術，結合經濟誘因推

動我國高 GWP 物質替代，以促進國內再生冷媒使用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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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聯合國召集會員國訂定蒙特婁議定書，從源頭管制消費量（生產量加進口量

減出口量），目前各締約國已陸續將蒙特婁列管化學物質之消費量逐步削減為零。

為降低源頭生產量，聯合國鼓勵列管化學物質之回收、純化、再精製使用，且回

收再生的列管化學物質之生產與進口，無須納入蒙特婁列管化學物質消費量計

算，即回收純化之列管化學物質不受原生蒙特婁列管化學物質核配量上限所管制。 

我國自 109 年起，氟氯烴（HCFCs）核配量上限已削減至國家基準量的 0.5%，

我國輸入原生氟氯烴亦受到核配量上限，使得使用廠商及供應廠商反映需求量短

缺，尤其以漁船冷凍冷藏設備維修補填之需求為主要來源，因此近年國內進口廠

商屢屢申請自國外進口回收再精製之冷媒進口。經統計，自 109 年起已累積 64 公

噸回收再精製之冷媒輸入我國已供應漁業冷凍設備維修需求，其中自新加坡輸入

佔 47 公噸。 

環境部對於回收再精緻冷媒之輸入，目前係由專家學者針對廠商提供之相關

佐證資料進行審核。因漁船冷凍冷藏設備轉換冷媒替代品之時程較慢，因此國內

尚有進口再生冷媒之需求。為能進一步掌握國外再生冷媒流向管理流程與機制，

與蒐集新加坡推動再生冷媒經驗，爰規劃此次考察行程。 

另自西元 2016 年蒙特婁議定書會員國通過吉佳利修正案，新增納管氫氟碳化

物（簡稱 HFCs, Hydrofluorocarbon）削減，我國亦配合國際公約，研擬相關管制

措施，爰本次考察與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溝通討論 HFCs 的管制資訊，期能精進我

國後續審核再生冷媒管理規範。此外，針對港口收受設施，也希望蒐集鄰近國家

之管理方式，以作為我國精進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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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考察行程 

    本次考察由環境部大氣環境司薦任技士林冠銘、高級環境技術師簡大詠、財

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楊斐喬經理（表一），共計 3 人赴派新加坡考察，考察期

間自 112 年 8 月 14 日至 8 月 16 日，考察行程規劃如表二。 

表一、本次考察成員 

單位 職稱 姓名 

環境部大氣環境司 薦任技士 林冠銘 

高級環境技術師 簡大詠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

研究院 

經理 楊斐喬 

表二、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訪視單位 

6/26 

 

去程   

考察： 

1. 冷媒回收、純化人員訓練機制。 

2.冷媒回收端，實際運作機制及檢測管理

機制。 

1. 冷媒回收訓練機構: 

Integrative Built Environment 

Centre (IBEC) 

2. 冷凍空調設備回收廠: 

Cheng Hwa Trading Pte Ltd 

6/27  考察： 

1. 冷媒回收純化流通管理機制及現況作

法。 

2. 港口收受設施管理。 

3. 氫氟烴（HFCs）管理做法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NEA 

考察 

1. 冷媒回收純化廠商冷媒回收再利用

管理執行方式。 

2. 冷媒回收純化技術考察。 

3. 純化冷媒檢驗品管機制 

1.回收冷媒供應商：新加坡A-gas公司 

2.冷媒檢測單位：LIE KU PTE LTD 

6/28  整理考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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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行程 訪視單位 

返程  

參、考察重點 

一、考察目的： 

為掌握新加坡回收冷媒之管理程序與新加坡政府針對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

物質之管理規範，爰前往新加坡與冷媒回收廠商及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交流，

並蒐集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尾端管理作法及 HFCs 管理方式，以作為我國

管制冷媒回收流向之參考，避免列管化學物質排放，強化再利用機制，降低源頭

生產需求。 

二、考察內容： 

（一）新加坡淡馬錫理工學院  (Temasek Polytechnic (TP) 的 Integrative Built 

Environment Centre (IBEC))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於 2021 年與淡馬錫理工學院  Temasek 

Polytechnic (TP)合作辦理「冰水主機冷媒處理操作課程（chiller refrigerant 

handling）」，協助冷凍空調設備產業人員執行水冷式冰水機之冷媒填充、維

修、移除等程序時之操作流程訓練，另新加坡於 2021 年訂定環境保護管理

修訂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Amendment) Bill），針

對降低溫室氣體（包括冰水機的 HFCs）已訂定目標與管制規定。依前述規

定，2022 年 10 月起執行安裝、維修、拆除水冷 式冰水機作業時，應聘用

一名具有冰水機冷媒操作證照之人員。 

本項訓練課程為期 2 天，主要針對冷水機冷媒處理過程進行認證，以

培養是冷水機組專業技術人員，課程包含水冷式冷水機組安裝、維護和拆

除過程中冷媒處理的理論和實踐課程。課程重點是避免冷媒洩漏，以減少

溫室氣體排放。本課程規劃內容，是與 VEMAC Services Pte Ltd（A-GAS 新

加坡公司）等相關冷媒回收行業共同協議製定，並與淡馬錫理工學院 

Temasek Polytechnic (TP) 合作，於該學院的 Integrative Built Environment 

Centre (IBEC)中心授課，授課人員為 TP 的教授與產業界具操作冷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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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經驗的人。該認證機制藉由實際的冰水機與冷媒回收設備等，讓訓練

的人可以實際操作，且訓練人員上課時數需達 75%，並通過評估考試後方

能取得證書，取得證書者之有效期為２年。課程每月舉辦２次，每堂課限 15 

人，且報名上課人員需已在冷凍空調設備維修業界執行工作超過３年，課

程費用約 700 美金，新加坡公民可使用政府補助免費修課或在職訓練等優

惠取得認證，於新加坡境內大約有 350 家為冷水機提供服務的公司和 900

名冷水機技術人員，因此該課程可維持穩定開課，維持技術能源專業能力，

並可協助技術人員符合法規規定。 

本次考察展示訓練中心上課操作的冰水機與冷媒回收設施(圖 1)。現場

由業界講師 Mr. Toby Ong 講解，講師表示新加坡政府雖未強制要求填充之

冷媒的品質須符合 AHRI-700 的規定，但操作者須符合新加坡政府要求應聘

有具訓練證書的技術人員，且針對回收設備有品質規範。 

新加坡政府要求出口之冷媒，其申請出口的公司須由符合證照與管理

規範的公司執行冷媒回收作業業務的公司，以確保該公司符合新加坡規範

定期申報冷媒來源與流向（應有紀錄及上傳申報)，符合新加坡規範之冷媒

回收設施、廠內應有具操作證照的技術人員等。 

 

 

新加坡淡馬錫理工學院 IBEC IBEC 訓練實體操作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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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EC 訓練實體操作設備 IBEC 訓練實體操作設備 

  
IBEC 訓練實體操作設備 IBEC 訓練環境 

圖 1、新加坡淡馬錫理工學院 IBEC 現場訪視照片 

2. 冷凍空調設備冷媒回收廠商 Cheng Hwa Trading Pte Ltd 

新加坡政府對於冷凍空調設備回收並無強制性的規範，在新加坡境內

冷凍設備維修商針對冷凍空調設備以收購回收方式處理，其中冷媒供應商

A-GAS 公司與新加坡國內冷媒回收廠:增華公司合作收取冷媒，冷媒回收會

依冷媒種類藉由附加設施集中於鋼瓶，依據不同種類冷媒進行回收後，再

依據設備上的銘牌顯示的冷媒種類(圖 2)，指示現場操作人員進行回收至特

定鋼瓶，冷媒回收程序系先將液態冷媒回收，再進行氣態冷媒抽出。若沒

有銘牌，則依據經驗或拆開看壓縮機上顯示的冷媒種類。新加坡因多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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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住宅設備更換頻率較高，因此常有冷凍空調設備之回收來源，現場有

看到多數回收空調屬於 5 年內的空調設備，所回收的設備使用冷媒以 

R-410A 與 R-22 為主。若家電生產廠商能明確標示冷媒種類，可利於後端

的回收處理。  

目前新加坡國人使用冷氣機以分離式冷氣為主，也有許多導入 VRV

（中央空調設備），如近年新加坡許多用貨櫃作為辦公室，需要安裝冷氣機 

VRV。為因應未來冷媒回收需求，增華公司也持續更新設備、更換廠房，

設置抽風設備，以因應新冷媒 R-32 回收。雖然新加坡政府沒有企業責任回

收制度，但回收廠商認為新加坡未來有於冷媒回收仍有市場規模，因此新

加坡仍有冷媒回收廠商投入空調設備回收工作。新加坡是拆解空調需由消

費者直接付費給拆解工人。 

新加坡 A-GAS 公司為能取得冷媒，因此與當地執行回收的增華公司

合作，協助其建置冷媒回收作業，向該公司收購回收冷媒。回收的壓縮機

可能會運往其他開發中國家再利用，其在利用過程須遵循巴賽爾公約。 

 

 

 

增華公司回收之空調 增華公司回收之空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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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華公司回收之空調(R-410A 冷媒) 增華公司現場回收冷媒作業 

圖 2、冷媒回收廠現場訪視照片 

3.新加坡國家環境局（NEA,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 

新加坡永續發展與環境部（MSE, 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統籌管理新加坡的永續發展及環境議題，原名為新加坡環境

與水源部（1972 年建立）。新加坡永續發展與環境部 MSE 分為 2 個部門，

包括：國家環境局（NEA, National Environment Agency）和公用事業局。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於 2002 年成立，其內部單位包括環境保護部、

公共衛生部、新加坡氣象局、政策/企業/技術部、內部稽核部、法規部等。 

其中環境保護部包括清潔環境處 (Clean Environment Group, CEG)、基礎與

工程處(Infrastructure and Engineering Group)、資源與永續處(Resource and 

Sustainability Group)。此外，清潔環境處 CEG 中又包括開發控制與證照科

(Development Control and Licensing Division, DCLD)、 環境監測與模擬科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Modelling Division, EMMD)、污染控制第一分

科(Pollution Control 1 Division)、污染控制第二分科(Pollution Control 2 

Division)。 

本次參與討論會議的單位為新加坡方主要是清潔環境處 CEG，污染控

制第一分科之化學管理組(Chemical Control and Management Department) 的

有害物質室 (Hazardous Substances Branch)，參與人員包括:Ms. Leny Nguee 

(Deputy Principal Engineer)、Ms. Felicia Lim(Deputy Principal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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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r)，以及有毒事業廢棄物室 (Toxic Industrial Waste Branch)的 Mr. Lee 

Chin Chian (Senior Engineer)，以及資源與永續處(Resource and Sustainability 

Group)職員 Mr. Xiangbin Zhang 與 Ms. Kai Lin Foo (Executive Engineer/ 

Waste Regulation/Waste Management Division)(圖 3)。 

本次訪視過程，新加坡 NEA 分享其管理回收冷媒作法與 HFCs 核配 

情形。本部則分享我國因應蒙特婁議定書之國內管理法規與管制成果，並

交流冷媒回收管理規範及後續 HFCs 管理規劃等內容。 

 

（由左至右為環境部考察人員林冠銘、簡大詠、工研院楊斐喬、新加坡 NEA 

代表 Ms. Leny Nguee、Ms. Felicia Lim、Mr. Lee Chin Chian、Mr. Xiangbin 

Zhang 及 Ms. Kai Lin Foo） 

圖 3、環境部考察人員與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合影 

(1) 再精緻冷媒管理做法 

依環境部與新加坡國家環境局討論蒐集該國管制規定，目前新加

坡針對廢冷媒（spent refrigerant）回收、處理相關法規及規定包括： 

A. 有毒事業廢棄物處理法規：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的環境公眾健康之有毒事業廢棄物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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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Toxic Industrial Wastes) Regulations 

( 簡 稱 “EPH(TIW)”Regs)）規定，自空調機、乾燥機、冷凍冷藏

設備及水冷式冰水機等移出或回收之廢冷媒，若是破壞臭氧層物質

或具有溫暖化潛勢值 GWP 大於 15，將被歸類於有毒事業廢棄物

（TIW, Toxic Industrial Wastes)。因此，收集、處理及廢棄管理時，

需由具備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核發有毒事業廢棄物收集證書（toxic 

industrial waste collector (TIWC) licence）之業者辦理。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要求具許可證照的 TIWCs 業者應每月定期

提報收集與處理有毒事業廢棄物之表單。但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並不

會對外公布相關數據資料，僅作為其內部研擬相關管理政策之參

考。  

B. 一般廢棄物處理法規：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訂定環境公眾健康之一般廢棄物廢棄法規

（Environmental Public Health (General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Regulations 2017）規定， 要求未被歸類於 TIW 的廢冷媒，仍應由

具備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核發一般廢棄物收集證書 General Waste 

Collector (GWC) Licence）的業者辦理收集與運送廢冷媒，並送至

具備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核發一般廢棄物廢棄處理設施證書

（General Waste Disposal Facility (GWDF) licence）之業者辦理廢冷

媒的加工作業。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要求具許可證照的 GWDFs 業者，應每年進

行 2 次定期提報收集與處理一般廢棄物之表單，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蒐集相關資料後亦不會對外公布相關數據資料，僅作為其內部研擬

相關管理政策之參考。 

C.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流程管理方式：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定期檢視查核有毒事業廢棄物收集 TIWC 

廠商是否依規定辦理相關收集、處理作業，檢查內容包括廢棄物收

集、處理及廢棄之相關紀錄；針對既有廢棄物處理設施進行物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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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運轉檢查）；現場採樣做樣本分析以檢視設施性能。此外，

若有民眾檢舉，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也會前往進行檢查。 

經查違法行為時，業者將面臨撤銷 TIWC 許可、停業、罰款，

甚至被移送司法程序。另外針對屬於一般廢棄物的廢冷媒處理業

者，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也會檢視與查核業者是否遵循法規，同樣若

有民眾檢舉時，也會前往稽核，而業者或違法，也會面臨撤銷許可

執照、停業、罰款，甚至被起訴進入司法程序。 

D. 新加坡再精製冷媒的管理： 

新加坡政府要求進口再精製冷媒的業者需出具該冷媒符合美國 

AHRI700 標準之檢驗報告證明，始得辦理進口與在其國內銷售等

作業。但若取得 TIWC 的業者要收集與再精製廢冷媒時，新加坡國

家環境局仍將確認業者具備適當的處理設施，確保廢冷媒的收集與

執行再精製作業會依據工業相關標準，始可於市場再利用。  

綜整新加坡國家環境局對於廢冷媒回收之管理，相關業者於收

集、處理冷媒，需依冷媒種類取得 TIWC 及 GWC 證照，對於收集、

處理設施 GWDF 亦將進行查核，經查有不實或未依規定之情形，新加

坡國家環境局可撤銷 TIWC 及 GWC 或要求相關業者停業、罰款等，

對於回收再精緻冷媒要求應檢具 AHRI700 認證之檢驗報告，始可進口

或再國內銷售(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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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新加坡國家環境局針對廢冷媒管制機制 

 

(2) 新加坡對於冷媒回收之港口收受設施管理： 

為防止船舶污染，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IMO 於 1978 年通過防止

船舶污染的國際公約 MARPOL（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新加坡是 MARPOL 公

約的締約方，因此本次考察亦針對港口收受冷媒設施，與新加坡國家

環境局討論該國管制作法，依據 MARPOL 規範 11，新加坡需提供由

船隻（vessels）產出之廢棄物之適當收受處理方式（adequate port 

reception facilities for the disposal of wastes），再依據產出之廢棄物類

型，由船隻業者透過當地代理商安排具許可資格之業者收集與處理廢

棄物，如：有毒廢棄物應由 TIWC 業者處理。 

經了解新加坡針對船舶產生廢冷媒之管理機制與我國管理機制相

似，皆要求船舶產出之廢棄物後，需藉由港口收受設施收集後，再送

往具處理能力之業者處理。 

(3)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與環境部交流內容與提問： 

A. 臺灣工業製程含殘留冷媒之包裝容器是否可進口到台灣？ 

本次出訪針對我國現行蒙特婁列管化學物質管制規定，與新加

坡國家環境局交流，依據「蒙特婁議定書列管化學物質管理辦法」

規定，蒙特婁議定書列管之破壞臭氧層化學物質（包括原生、回收、

回用及再精製型態之化合物或濃度達百分之零點一以上之混合物）

禁止輸入，如進口人有學術用途或國防使用需求，須向環境部提出

申請輸入者，始得為之。另外，針對蒙特婁列管化學物質規定，環

境部「氟氯烴消費量管理辦法」、「溴化甲烷管理辦法」也要求輸入

者需取得許可始得辦理進口及使用。 

前述針對蒙特婁列管化學物質規定未針對容器進行管制，但是

如果相關容器有殘留之情形，仍為禁止進口，或經環境部確認符合

特定用途，可申請輸入，經核准後才可進口，另實務上冷媒排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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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容器，是否可放行輸入，係由海關人員判定，如果含有蒙特婁

列管化學物質未取得許可，仍屬於違法輸入，會要求進口人退運或

銷毀。 

B. 臺灣進口或銷售再精製冷媒是否有業界標準或官方標準？ 

目前環境部針對進口再精製冷媒輸入審查，會參考核配制度精

神，確認進口人用途及申請前半年使用實績，並針對冷媒來源要求

檢附佐證資料，  並參考新加坡管制規定，要求需提供符合 

AHRI700 標準的檢測報告，據以審核，但在業界部分，因目前輸

入再精緻冷媒主要提供漁業維修設備使用，目前市場供給並不普

及，所以目前市場無銷售標準，使用者可依需求選擇購買原生冷媒

或在精緻冷媒。  

(4) 新加坡因應蒙特婁議定書的 HFCs 管理  

新加坡依循蒙特婁議定書的 Article 5 HFCs 削減時程，自 2024 年

開始凍結、2029 年削減 10%再依階段削減。新加坡自 2019 年即開始

展開每年的核配制度，以 70%、20%、10%等分別核配予： 

既有進口廠商（Incumbent users）可獲得 70%核配量，新增的進口

廠商與需要額外核配量的廠商（ New entrants / incumbent users that 

require extra quota）分配 20%核配量，國家保留量（Reserve buffer）為

核配量 10%，國家核配量主要提供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依國家需求

分配。 

對於 HFCs 削減及替代，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經濟發展局

（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 ）及營建署（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uthority, BCA）於 2020 年共同公告鼓勵業者即早採用低 

GWP 值冷媒之水冷式冰水機，並提供補助誘因。藉由提供 2 年補助方

案，加速設備汰換，並已於 2022 年 10 月 1 日截止補助，隨即以強

制性法規要求新的冷凍空調 RAC 設備禁止使用高 GWP 值冷媒。 

在新加坡，HFC-23、HFC-32、HFC-41 是作為電子業矽晶圓電漿

蝕刻製程之蝕刻氣體，僅約占新加坡消費量的 1.6%，目前核配量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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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因應。但是全球目前各國有不同的管理方法，如：美國與歐盟將半導

體製程之 HFCs 需求使用已優先豁免，日本則視為原料用途，將完全使

用於製程的數量視為被豁免的對象，澳洲則未將半導體用途納入豁免。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本次與環境部交流，我方亦對於 HFCs 作

法分享台灣的作法，我國規劃於今(112)年 HFCs 管理辦法草案，並規劃

自 2024 年開始核配 HFCs 進口量及使用量，另外，為保障使用廠商取

得 HFCs 的權益，乃以優先核配予使用廠商的模式，依據使用廠商的歷

史執行實績計算核配量，使用廠商可依其核配量自行進口或委託供應廠

商進口的方式取得 HFCs。 

因蒙特婁議定書尚未明確將電子業製程使用 HFCs 納入豁免項

目，因此環境部規劃將半導體用途的核配量納入國家消費量中核配之。

後續再持續蒐集各國推動方式，持續討論研議是否於蒙特婁議定書中納

入豁免審核。 

4. 新加坡 A-GAS 公司 

A-GAS 公司是新加坡再精緻冷媒主要供應廠商，該公司為 1993 年於

英國成立的公司，A-GAS 公司全球有超過 70 個據點，橫跨五大洲共 14 個

國家，於全球買賣冷凍空調冷媒與消防滅火設備，目前已於全球提供冷媒

供應、生命週期管理及產品供應與服務。該公司藉由回收、再精製及再利

用程序，回收冷媒與海龍，並進一步再利用或銷毀冷媒，避免其逸散至環

境中而破壞臭氧層。 

A-GAS 新加坡公司是係將 1978 年成立的當地冷凍空調設備維修與冷

媒及消防滅火藥劑回收公司，於 2019 年被納入 A-GAS 企業，該公司具有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核發處理廢冷媒的許可證照（TIWC 及 GWC）。該

公司業務包括冷凍空調設備維修與零件供應服務、冷媒回收與再精製服務、 

供應回收冷媒與冷媒檢測業務。經訪視該公司回收冷媒存放場所，現場也

發現回收 SF6 與滅火劑 FM200 等氣體。原本即有冷媒回收再精製的技術，

藉由精進回收技術與設備，以提升其冷媒回收再利用的業務。該公司於新

加坡廠房已建置冷媒檢測儀器，可進行冷媒檢測。A-GAS 新加坡公司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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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的品保品管，在新加坡自己成立符合 AHRI 認可的實驗室，目前還未

取得認證證書，目前相關回收再精緻冷媒仍係送第三方檢測機構。A-GAS 

也曾在香港、臺灣評估建立冷媒回收再精製業務的可行性，但影響因子包

括國家的強制回收與使用之相關法規、國家消費量管制規範、市場冷媒的

價格等。另，國家要求設備維修之相關回收規範包括強制維修回收紀錄、

操作人員證照制度等也會影響冷媒回收再利用的推動業務，亦須考量回收

冷媒依巴賽爾公約運至新加坡 A-GAS 公司再精製後於國內外販售之因素。  

對於回收冷媒管理，A-GAS 新加坡公司將冷媒依種類分區存放，現場

檢驗設備初步確認再精緻產品品質，檢驗頻率係以批次擇採集 1 組樣品進

行確認，如果初步檢驗不符合規定，將進行調整後抽樣至符合規定，才會

送第三方檢驗單位進行檢驗，另，對於回收冷媒管理，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也會不定期進行查核，我方訪視 A-GAS 新加坡公司，新加坡國家環境局亦

派員了解現場管理狀況，對於不符規定部分要求改善。 

 

圖 5 與 A-GAS 新加坡公司代表合影(右邊第五 Mr. Ridzuan Chong、右邊第

二與第三位為 A-GAS 新加坡主管 Mr. Toby Ong 與 Mr. Terry 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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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及建議 

一、蒐集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管制回收冷媒管制制度。 

新加坡針對廢冷媒回收係以廢棄物專法管制，從回收來源紀錄、處理紀錄掌

握廢冷媒流向，管理做法包括一般廢棄物處理設施管制冷媒之回收、儲存、分類、

處理等，另對於特定冷媒回收需額外取得有毒廢棄物處理許可證，如：屬於破壞

臭氧層物質或具有溫暖化潛勢值大於 15 者，回收與處理等流程中之處理單位，

皆須具備可處理有毒事業廢棄物許可資格之單位處理。 

對於冷凍空調或乾燥機等設備回收之冷媒，並無強制回收規範，亦無賦予販

售之企業回收責任，爰目前係由業者自行評估市場需求，投入市場收購廢冷媒回

收，又因新加坡主要以租屋為主，廢冷媒汰換供應量可支持國內產業建立冷媒回

收市場。倘我國未來如有再精緻冷媒市場，可結合我國回收機制，配合市場需求，

加速冷媒回收及再精緻管理。 

二、掌握國際間 HFCs 管理機制及半導體豁免核配條件。 

蒙特婁議定書會員國陸續遵循吉佳利修正案消費量上限規範，辦理核配作

業，其中新加坡遵循 Article 5 HFCs 削減時程，新加坡國家環境局 NEA 自 2019

年開始推動核配作業，以 70%、20%、10%之比例分別核配予既有具核配資格廠

商(進口廠商)、新參加廠商與既有廠商額外需求量、國家保留量，目前已開始執

行核配作業，針對冰水主機等設備使用 HFCs 於管制措施實施前，結合經濟發展

機關、建設主管機關共同推動補助措施加速 HFCs 汰換，並針對 GWP15 以上的

HFCs 課徵碳稅，減少 HFCs 使用，並配合 HFCs 回收再經精緻，減少生產及進口。 

新加坡針對電子業使用 HFCs 需求量約僅有消費量僅占 1.6%，目前納入核

配機制內進行核配，並自 2022 年即公告禁止新的冰水機使用高 GWP 值冷媒。 

對於 HFCs 管制，結合部會共同藉由經濟工具，提升汰換冷凍空調設備誘

因，有助於加速設備汰換及替代品導入。 

三、考察回收冷媒純化技術及檢測作法。 

本次考察新加坡回收冷媒管理，針對冷媒回收、處理端之操作人員已建立完

整技術人員訓練機制，並藉由完整紀錄掌握廢冷媒流向，相關操作人員定期回訓

可確保從業人員掌握最新技術發展資訊，對於冷媒回收場所，新加坡有完整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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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類、純化及檢驗的做法，倘未來我國有再精緻冷媒之需求，可參考新加坡

管理技術確保再精緻冷媒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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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 

附錄一、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簡報 

附錄二、A-GAS 公司新加坡簡報 

附錄三、本次考察接洽人員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