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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線到迴圈　推動循環經濟
梁書瑜 文  

今年⼀⽉份聯合國在達沃斯論壇提出警告：去年（2018）全世界的電⼦廢棄物跟
廢電器總量達到5000萬噸，超過了⼈類歷年來所製造的商⽤⾶機重量總和。以⼿
機為例，在這個快時尚、快消費的時代，⽤不到兩三年便更換⼀⽀的情況屢⾒不
鮮，但結果是——我們的地球正被這樣的「垃圾海嘯」侵蝕。

現在家家⼾⼾的電器產品、隨⾝攜帶的⼿機、筆電在結束產品⽣命週期
後，只有約20％被循環利⽤，其餘⼤部分都進了垃圾掩埋場。（圖片來源
／Pixabay）

環保意識　催⽣循環經濟
進入後⼯業化階段後，隨著近年來環保意識⾼漲，為了維護我們的⽣態體系，國
際間已簽署多個環境保護公約（例如：華盛頓公約、⽣物多樣性公約）。⽽這股
綠⾊風潮也吹向產業界，試圖以有別於過往的商業模式來綠化消費⾏為，達到經
濟和環境保護的平衡。

循環經濟講求物質的重複利⽤，在⼀個迴圈中將⼀個產品的結束透過⼈為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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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講求物質的重複利⽤，在⼀個迴圈中將⼀個產品的結束透過⼈為的⽅式
導入另⼀個循環中，開啟新的產品週期。不僅⼤幅降低廢棄物的產⽣，資源能夠
多次利⽤的概念也減輕了環境承受⼈類活動所⾯臨的壓⼒，使其得到有效的保
護。

荷蘭　推動循環經濟的先驅
荷蘭境內有三分之⼀的⼟地位居海平⾯之下，⻑期為了⼟地與⼤⾃然抗衡的結
果，似乎讓荷蘭比其他國家更早意識到保護環境的重要性，並早⼀步將循環經濟
納入國家未來發展⽅針。

荷蘭政府部⾨下的環境與基礎建設委員會、社會與經濟委員會先於2015年分別從
公部⾨和⺠間的⾓度出發，評估於業界提倡循環經濟的結果，包括可能的正⾯效
益、負⾯衝擊、國⺠⽣活品質，以及政策的調整和制訂。並且在隔年發表了將於
2050年轉型為循環經濟體的全國性政策⽅案，正式啟動跨部會的合作，訂立經濟
結構轉型三階段：線性經濟、再利⽤經濟和最後的循環經濟。不過考量到不同原
物料的轉型進程，這三種模式會在過渡期同時存在。

荷蘭政府認為要達到循環經濟前，必須先經過線性經濟和再利⽤經濟的階
段。（圖片來源／梁書瑜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在上述的⽅案中，荷蘭政府透過調整法律規範、與業者簽訂綠⾊協議，同時與學
術界合作研發新的商業模式並提供資⾦，有系統的讓國內經濟結構轉型，朝「永
續發展」的⽬標前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荷蘭也將循環經濟往外推廣，例如：
和英國、法國、法蘭德斯地區簽訂「殘餘廢棄物交易協議」期望透過國際合作的
⽅式來讓各國對於廢棄物的定義和相關處理規範能夠統⼀，以利後續出⼝利⽤和
處理。

綜觀上述，荷蘭政府在推⾏循環經濟的布局上具全盤性的考量，除了政府內部最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N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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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上述，荷蘭政府在推⾏循環經濟的布局上具全盤性的考量，除了政府內部最
基本的跨部會合作，也結合企業界、學術界、⺠間組織的⼒量，更嘗試在國際間
扮演統籌的⾓⾊，試圖讓已存在於消費者、製造商間根深柢固的線性商業模式
（⽣產–消費–丟棄）⾛入歷史。

追隨國際　台灣邁向循環經濟社會
和荷蘭類似，台灣也是⼀個⾃然資源極度依賴國外進⼝的國家，根據經濟部能源
局的調查顯⽰，台灣的能源進⼝率⾼達98.04％，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提⾼能源
使⽤效率使台灣不易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影響就顯得格外重要。

2016年我國政府提出「五加⼆產業創新計畫」將循環經濟列入其中⼀環，積極推
動產業轉型，並於107年度起由環保署領導「資源回收再利⽤推動計畫」初步將
推動策略分成：⽣產⾯、消費⾯、回收⾯、循環⾯，並選定塑膠、⾦屬、營建廢
棄物及廚餘4⼤類作為優先推動項⽬，加強永續物料管理的可能性。另外，我國也
於國家發展計劃中規劃「全國循環專區試點暨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預定於⺠
國116年底在⾼雄的⼤林蒲興建⼀座完全的循環經濟園區。

我國擬定之廢棄物管理循環經濟化⽰意圖。（圖片來源／⾏政院）

不過由於我國在循環經濟的發展上起步較晚，推⾏的時間亦不⻑，在很多政策都
是第⼀次規劃、第⼀次推⾏的情況下，不免有些地⽅缺乏有效的資源整合，法規
的建置也還有待完善，其真正能帶來的實質效益亦需要時間的檢驗。另外，因為
很多政策都需透過國家⼒量來執⾏，如何有效的傳達、執⾏政策背後理念讓⺠眾
信服亦是⼀⼤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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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環保署官員針對⺠眾對於限塑政策的疑問所做的具爭議性回答
在當時引發不⼩的討論聲浪。（圖片來源／截圖⾃網路溫度計）

多層次視⾓理論　看永續創新
荷蘭籍學者Frank Geels曾指出轉型是透過「體制」、「利基創新」、「社會技術
地景」三⾯向在時間的催化下做有效的融合，被視為「多層次視⾓理論」。⾸先
「體制」指的是產業、文化、政策等因⼦所組成的既有社會技術體系，「利基創
新」是新點⼦所誘發的新技術、新商業模式等等，最後的「社會技術地景」則是
⼈⼝趨勢、政治和經濟；當現存的社會地景發⽣變動，將會連帶影響既有體制的
發展，最後觸動利基創新的開關，進⽽達到整個社會轉型的⽬的。

多層次視⾓理論圖。（圖片來源／截圖⾃《轉給你看: 開啟臺灣能源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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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層次視⾓理論圖。（圖片來源／截圖⾃《轉給你看: 開啟臺灣能源轉
型》）

因應全球資源⽇漸枯竭、環境失衡等問題，我們的社會地景開始鬆動，以循環經
濟取代線性經濟已是⼀股不可逆的趨勢。回歸到循環經濟的本質是以創新的商業
模式讓現有資源價值最⼤化，當動⽤政府的⼒量去促成經濟產業轉型時，必須⼀
併考量到現有法律規範的調整、是否提供市場⾜夠的誘因（相關財稅政策、優惠
⽅案的制定）、以及⼀個整合的循環經濟平台來讓政府、企業、⺠間三者間的資
訊能夠做最有效的流動，也就是上述三⾯向間的相輔相成。

荷蘭於2015年夏天正式展開由政府、研究機構、企業及非政府組織共同參與、規
劃的「循環經濟熱點」計畫，此計畫有點類似⼀個⼤型腦⼒激盪、互相交流展⽰
成員間現有運⽤到循環經濟概念的產品、服務或專案，與此同時也像⼀個試驗
場，計畫內成員共同研發新的讓原物料、天然資源可重複利⽤的⽅法或商業模
式，⼀同尋找循環經濟的未來發展性。

⽽台灣正式推⾏循環經濟不過才兩、三年的時間，⾄今還未有⼀個明顯的發展主
調，但透過借鏡他國的經驗，將會⼀步⼀步慢慢梳理出在產業轉型上的⽬標與願
景，同時應加強培養⺠眾的循環經濟思維，畢竟端出再好的⽜⾁也要⼤眾願意買
單才⾏。

循環經濟試著將⼈類從施⾏許久的線性經濟泥淖中拉出來，它需要多久的時間才
會發展成熟仍是未知數。但在這條通往永續的道路上，可以確知的是，每個⼈都
無法置⾝事外。

      

 記者 梁書瑜

編輯 呂奕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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