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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 

第 20次會議紀錄 

時間：112 年 3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分 

地點：本會第 1會議室 

主席：吳主任委員澤成  紀錄：池祐頤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附件 1) 

壹、 會議緣由： 

本會於 106年 7月邀集環保署、經濟部、內政部、交通

部成立「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跨部會推動小組(以下簡

稱推動小組)」，適材適所推動再生粒料運用於公共工程，

推動小組會議採定期按季召開，並視議題需要專案召開。 

本次會議為按季召開之例行性會議，除就各項再生粒料

去化議題進行追蹤討論外，為協助苗栗縣政府 112年度焚化

底渣處理合約順利決標，另追蹤內政部督導權責機關盤點各

地方政府設立收容處理場所之量能是否充足，及查察管理機

制有無落實執行之辦理情形，爰召開本次會議。 

貳、 報告事項(簡報資料，如附件2)： 

一、 前次(第 19 次)推動小組會議結論後續辦理情形及再生粒料

整體推動情形。(工程會簡報) 

二、 苗栗縣 112 年度焚化底渣處理合約招標遭遇問題及解決方

法。(苗栗縣政府簡報) 

三、 盤點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量能及強化查察管理機制。(內政

部簡報) 

參、 會議結論： 

一、 報告事項一「前次(第19次)推動小組會議結論後續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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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再生粒料整體推動情形」，請依本會管考建議(如附件2， 

P.2~P.7)及以下結論辦理： 

(一) 請經濟部督促中鋼公司預為規劃轉爐石長期去化策略：

中鋼公司產生之轉爐石目前主要倚賴台北港協助去化

(130~220萬公噸/年)，對於未來台北港填築量能額滿(預估

121年)後之去處，中鋼公司應負起事業單位責任自力去

化，不宜全倚賴政府協助，爰請經濟部督促中鋼公司依

建廠時之事業計畫，未雨綢繆及早規劃轉爐石長期去化

策略。 

(二) 請交通部督促中華電信公司，比照台電公司主動於工程

契約增列應優先使用當地產出焚化再生粒料之規定：台

電公司前述作為值得肯定與感謝，請交通部要求中華電

信公司比照辦理，並於下次推動小組會議提出辦理情

形。至於自來水管線經會中釐清因使用金屬管線，與焚

化再生粒料中氯離子接觸，有鏽蝕風險，造成污染飲用

水疑慮，因此不強制使用。 

(三) 請經濟部建立泥餅用藥之管理及抽查機制：有關砂石碎

解廠產出之泥餅，感謝環保署訂定「砂石場廢水處理設

施產出物品質及管理規範」，將符合用藥標準之泥餅規

範為營建剩餘土石方再利用，解決泥餅長期以來去化的

問題。後續為使泥餅用藥確實依前開規範落實處理，請

經濟部應建立整體管理及抽查機制，明確規定中央主管

機關、地方機關及業者之權責，並據以執行，以確保品

質。 

(四) 請環保署就去化有困難之縣市，研議調度港區填築容量

協助去化：目前各縣市焚化再生粒料大多利用陸域工程

去化，鑒於環保署為加速推動港區工程發展及促進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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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料穩定循環利用，已報院核定「推動再生粒料應用於

港區填築工程綱要計畫」，爰請環保署針對去化有困難

之縣市，研議調度港區填築容量協助地方政府去化。另

有關前述綱要計畫各港區之執行情形，後續回歸由環保

署進行管控。 

二、 報告事項二「苗栗縣112年度焚化底渣處理合約招標遭遇問

題及解決方法」，請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 建議苗栗縣政府修正契約委辦內容，將再生粒料去化改

由縣府負責辦理：焚化再生粒料為民眾生活垃圾處理後

所產生，地方政府本應負起最終去化責任，將去化責任

透過契約轉嫁給廠商處理，於權責及履約實務上均不可

行。建議苗栗縣政府重新檢討委辦內容，廠商僅負責將

垃圾焚化底渣製成再生粒料及運送至縣府媒合或指定的

地點等配合工作，再生粒料之去化則由縣府負責，以提

升廠商投標意願。 

(二) 請環保署協助苗栗縣政府，建立去化管道及執行策略：

請環保署協助縣府建立去化管道及執行策略，例如可參

考其他縣市優良作法(包括管制路證核發、跨局處推動平

台、研發摻配比例等)，以協助苗栗縣政府順利去化焚化

再生粒料。 

三、 報告事項三「盤點營建剩餘土石方收容量能及強化查察管

理機制」，請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 請內政部透過建管法規，加強民間建案產出土方管理：

營建剩餘土石方依產源區分為公共工程及民間建案，其

中公共工程有監造單位及三級品管機制，可有效防止非

法棄置；至於民間建案因無相關管控機制，加上建案業

者常將不同分類營建剩餘土石方混雜外運，增加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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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導致非法棄置案件叢生。因此，請內政部應從

建管法規著手，要求民間建案從源頭出土端即須將土石

方妥善分類方可外運，並加強工地現地稽查，才能杜絕

非法棄置問題。 

(二) 請內政部輔導各縣市設立填埋型土資場，以滿足當地工

程所需：依工程實務運作經驗，填埋型土資場才是根本

解決土石方非法棄置問題之關鍵，惟依內政部簡報顯

示，目前仍有諸多縣市未設立填埋型土資場或收容量能

不足，請內政部輔導相關縣市政府規劃設立，以確保能

滿足當地工程產出土石方之需求。 

(三) 請內政部就盤點76處潛在可填築海岸區位，主動媒合地

方政府及目的事業單位，加速推動開發：台灣四面環海，

同時面臨可用土地不足，但營建剩餘土石方卻無處可去

的問題。爰此，已請內政部盤點全國海岸線潛在可填築

區位計76處，共3萬3,676公頃，前述填築區位開發時，不

僅可收納大量營建剩餘土石方及再生粒料，亦可增加新

生地提供建設發展。為加速發揮前述效益，請內政部主

動媒合地方政府及各目的事業單位，並予以協助。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各單位發言紀要：略 

陸、 散會：下午5時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