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國物質流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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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生
產

81

出口 79

人為
存量NAS

進口 250

年度:107

單位:百萬噸

隱藏流 隱藏流

循環利用量 74

DMI

DMC

經濟活動

環境系統
隱藏流

空污: 1.3 (溫室氣體:279*)

水污: 0.013

掩埋量:1.2

DPO

282

DPO :國內空水廢等污染排放
DMC:國內物質消費

DMI:直接物質消耗
NAS: 淨增加存量

總
物
質
需
求

空氣
水石化 161

非金屬 99

金屬 43

生物質 22



計量

管理去化

循環利用/高值化

循環經濟之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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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量、產業分佈、歷年趨勢

煤灰

資料庫



進口
14百萬噸

直接
再利用

(土方交換+可
再利用物料)

11.5百萬噸

營建剩餘土石方

國內生產
79百萬噸

國內需求
48.3

41.7

砂石
(8.4+69)百萬噸

水泥
(2.1+10)百萬噸

石材
0.89百萬噸

石灰
3.9百萬噸 混凝土

90百萬噸

55百萬噸

間接
再利用

(填土+砂石
廠+其他)

34.4百萬噸

填埋+暫屯
10百萬噸

再生粒料

無機污泥
1.1百萬噸

循環物料潛力

(燃煤飛灰+底灰) /

煤灰混合材
5百萬噸

電弧爐石
1.5百萬噸

脫硫碴
0.4百萬噸

瀝青混凝土刨除料
8百萬噸

轉爐石
1.6百萬噸

年份：107年

國內營建業物質流概況-非金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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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化再生粒料
0.8百萬噸



填地材料
<1百萬噸

再生粒料
潛力

1.6百萬噸(轉爐石)

2百萬噸(無機污泥)

再生燃料
潛力

4百萬噸(農業廢棄物)

2百萬噸(廚餘)

0.1百萬噸(廢輪胎)

循環物料

燃料：109百萬噸
公共

民間

材料：19百萬噸營建

需求

燃料、粒料供需與去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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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窯生料

汽電共生
13百萬噸煤
2百萬噸廢

0.8百萬噸 (申請中)

焚化爐
6百萬噸

瀝青混凝土
12百萬噸

CLSM
3.7百萬噸

水泥熟料
10百萬噸

混凝土90百
萬噸

5百萬噸(煤灰)

刨除料
8百萬噸

0.3百萬噸(還原碴)

1.2百萬噸(氧化碴)

0.4百萬噸(脫硫石)

0.2百萬噸(耐火材)

可調節之

最終存匯
(Final Sink)

台北港、大林蒲、
50km2人造島

掩埋場(人工礦場)
0.6百萬噸

粒料2百萬噸(<日本4.76百萬噸)
燃料0.13百萬噸

0.3百萬噸(有機污泥)

0.2百萬噸(廢塑膠混合物)

熱裂解
發展中

WtE

0.7百萬噸(焚化再生粒料)

去化最佳政策、空污改善、減碳、民眾溝通

SRF



再利用市場示意圖

再利用者
負價值轉正
價值(材料)

廢棄
資源物

瑕疵再
利用者

粒料、燃料、材料

PV玻璃循環

煤灰、爐石、污泥、底渣、玻璃
化學品、塑膠、橡膠、生質物、…

焚
化

掩
埋



循環物料驗證與媒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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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資源稀缺
非法棄置
環保抗爭
去化受阻
技術落後

對策

願景

大宗資源物料運用
第三公正機構監督
循環物料資訊公開

資源循環利用
減少環境衝擊
獲得民眾信賴
新創循環產業
產業生產順利
創造材料價值
國土新生再造

透明化、即時控管



環境安全性檢查與查驗機制

參考國外運作
機制

確保產品規格
與使用環保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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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循環材

料認證媒合

基金會

讓民眾與環團放心

物料以合理安全方式

使用/去化

推廣實績

場域應用

材料銀行

智慧化IoT

應用產業

• 認驗證制度規劃
• 規劃監督機制與IoT搭配
• 規劃區塊鏈資訊揭露

• 將大量循環物料由社會問題轉化為工程與
建築材料，大幅提高我國資源生產力指標

• 逐年填海造陸，形成新的國土開發百年大
計，進行能資源整合，提升產業競爭力

• 透過盤點與需求逐步將其他有機/無機物
料納入平台服務範圍

• 推廣以循環材料為主之材料銀行商業模式
• 協助循環材料管理之智慧化IoT應用技術

產業化，逐步推廣至其他領域

• 建置認驗證體系協助大
宗無機物資源化應用

• 建立循環經濟環境教育
場域與民眾溝通，減少
疑慮並建立循環共識

循環材料認證與應用平台
與循環經濟環教場域

衍生新材料產業及
智慧化管理資訊產業

智慧型監督與
資訊揭露機制

短期 中期 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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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材料驗證與媒合平台之發展



平台的角色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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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透明、智慧化

11

行控中心資訊透明化

燃料汽電共生廠

粒料安全填地

水泥生料水泥廠

管制站

區塊鏈

產源循環物料

雲端整合
AI與區塊鏈

雲端記錄 即時展示 數據統計 智慧判別

 產源管理
- 扣合企業CSR，協助企業進
行物料自主管理

- 強化追蹤再利用物料供應鏈

 媒合物料
- 整合既有物質流資料庫
- 物有所歸、讓資源物料充分
循環

 驗證品質
- 提昇物料價值
- 讓民眾安心環境安全
- 資訊透明讓自由市場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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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透明化

資訊系統流程

起點：
xxxxxx廠

物聯網
車機系統

行控中心系統
(物流單、物流
軌跡、影像傳輸)

地磅影像-物流單產生

出廠車機影像

AI即時辨識

終點卸料：
瀝青廠

API介接

運送時事件影像
舉斗、防塵網

出貨單

公司核准出
貨

此階段材料檢驗
結果已符合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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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透明化

行控中心網頁

物流資訊(近三日，歷史物流，事件查詢)

功能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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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控中心網頁-單一物流路徑與事件

即時、透明化

車輛資訊

事件影像資訊

事件發生AI辨識貨斗，
並標記影像回傳

物流單產生

蓋防塵網出廠

卸料後離場

終點:瑞榮瀝青
股份有限公司

起點:利昌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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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間進化的智慧

empty net rise slag other blur

訓練資料 367 54 110 156 217 355

測試資料 97 20 29 38 52 79

• 使用遷移學習和卷積神經網絡進行實驗

• (9月) Accuracy = 144/156 = 92.31%

• (10月) Accuracy = 312/315 = 99.05%

蓋防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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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品質符合工程與環境要求

料源產出點至實際運用場域實車測試-現場照片

出貨抽檢採樣

收料抽檢採樣

物料運送過程跟車

物料使用過程縮時紀錄



不可更改之特性-建立社會信任
與區塊鏈進行資料正確性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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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合作業流程
(1)無機污泥資源化：問題發掘

料源面：

天然黏土
輿論壓力
開採量漸少

無機污泥
D-0902個案申請
耗時、效益低

水庫淤泥
土資場統一先收
轉運費用高

燃料面：替代燃料

鍋爐標準加嚴
禁燒燃煤

環境意識、CSR

成本高
鍋爐、空污設備、
貯存環境調整

風險高
替代燃料為小廠
長期供應仍不穩

北部水庫淤泥黏性高
適製磚、不適當土資

27,284噸
佔比約2.6%

黏土建築材料
製造業

52,659噸
佔比約32%

產源與再利用行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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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技術 市場 衝擊

公司、政府
契約、採購
行政效率…

專家角色
技術盤點…

供需調查
共生模式
基本數據
最適化…

環境
社會
經濟…

(2)無機污泥資源化：深度媒合工作坊規劃

標的：石門水庫淤泥+RDF

利害關係人規劃：
• 政府：工業局(磚瓦廠)、水利署北區水資源局(石門水庫)或營建署(土資場)

• 產業：磚瓦廠/同業公會(磚瓦業)、營建剩餘土石方公會(土資業)、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RDF)、台灣永續綠營建聯盟(再生建材)、臺灣營建研究院(再生粒料)...等。

• 跨域專家：工研院團隊

工作坊設計：
議程：破冰資訊強化激盪討論收斂解法下一步行動

架構：

媒合作業流程



進行相關亮點及技術的成果影片製作

社會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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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源

瀝
青
廠

應
用
場
域

行控中心和區塊鏈等系統平台整體功能簡介

AI辨識 瀝青再生技術IoT與區塊鏈

…其他亮點

…其他技術



透明溝通 創新循環
敬請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