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環境科技打造臺灣高值產業
      永續環境應用領域

永
續環境，簡而言之，就是環境的永續、產業的永

續、健康的永續，」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開門見山

的指出，臺灣能源、材料絕大多數靠進口，土地也很有限，

廢棄物不能光靠焚燒與掩埋，在這樣複雜的環境下把永續做

好，是很有挑戰的一件事。工研院「2030技術策略與藍

圖」中的「永續環境」應用領域，要運用創新技術，

結合資訊科技產業優勢，朝「循環經濟」、「智慧製

造」、「綠能系統與環境科技」方向發展，促成永

續創新的高值化產業。

以製造業利基　

打造循環經濟品牌

「永續環境對臺灣來說，不是選項，而是必然

的路，」彭裕民分析，以人口而論，臺灣對節能減

碳的貢獻或許不多，但每年外銷大量的消費性及電

子產品、紡品成衣、鞋類，「如果我們將所有的電

子產品、衣服、鞋子做成100%全回收，並賦予這

類環保產品很高的品質與價值，我們對全球的節能

減碳貢獻就非常大！」

撰文／趙心寧、王珮華

2020年全球頻創史上高溫，中國大陸、印度、日本豪雨成災，疫情與極端氣候相繼

侵襲地球，著實讓人心驚。站在阻止氣候變遷的最後轉折點上，工研院「2030技術

策略與藍圖」，提出未來10年「永續環境」應用領域的技術發展重點，在追求科技

與經濟發展的同時，也能兼顧與大自然共存共榮的平衡。

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指出，臺灣透過全球供應鏈可以將循環經濟的概念

擴散到全世界，從而影響消費端，建立起循環經濟的技術與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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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臺灣製造業在全球的影響力，推動

循環經濟將是一個很好的利基。彭裕民認為，

即使是推動循環經濟不遺餘力的歐洲、日本，

都沒有像臺灣一樣完整的製造供應鏈優勢，臺

灣透過全球供應鏈可以將循環經濟的概念擴散

到全世界，從而影響消費端，建立起循環經濟

的技術與品牌，正是臺灣的機會。

另一個角度來看，隨著永續環境意識的抬

頭，歐美廢棄物管理與碳足跡等環境法規日趨

嚴格；國際品牌大廠或為樹立品牌形象、或為

配合環境法規，也從供應鏈管理著手，審視供

應商友善環境的表現，臺灣業者如果不及早接

軌國際、超前國際，未來打國際盃的難度會愈

來愈高。

智慧製造促客製化量產　

綠能科技由需求切入

「智慧製造領域，也是永續環境的一

環，」彭裕民解釋，將智慧科技加入製造，

可達到節能、減廢、甚至有機會打造接近無

人製造全回收的場景。從設計端、材料供應

到到產品生產、後端運籌、回收再利用，都

可以做到對準需求、彈性應對，不僅可減少

不必要的設備投資，更有機會切入「客製化

量產」。彭裕民說，過去臺灣走的是標準化

量產，導入智慧製造後，可以在品質、數量

上更細緻精準的配合客戶需求，走向高品

質、高單價的市場。

在綠能系統與環境科技領域，彭裕民看得

更遠。他認為，2030年，綠能產業將脫離單純

的生產者思維，風機與太陽能面板採全回收思

維設計，以更高的格局來切入市場，透過與環

境搭配的設計，滿足客戶需求。以太陽光電為

例，因應屋頂型太陽能系統的普及，太陽能板

可設計為兼顧美觀、隔熱與發電的屋頂建材，

待服役期滿，材料全回收再製為更高效率的太

陽能板，「從使用者角度出發，找出市場需

求，就可以擺脫拚大量、低價的紅海競爭，這

樣我們的產業、環境、生活品質、甚至年輕人

的收入都會變好，」彭裕民說。

技術法規相輔相成　

工研院扮轉型促動者

政策與法規，在永續環境應用領域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臺灣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更需

關注國際環保法規與趨勢。「技術與法規是相

輔相成的，」彭裕民說，政府訂定前瞻法規，

配合國際，甚至引領國際，可促進技術加速普

及，進一步帶動新興產業。

舉例來說，政府規定工業用水優先採用

再生水，但再生水價格高昂，只有少數企業能

負擔，作為產業技術研發者，工研院投入水處

理技術，降低處理成本，讓多數企業都能負擔

得起，同時也將技術轉移到業界，帶動水處理

產業興起。「技術沒有突破，法規就不敢跑太

快，工研院的任務，就是要不斷突破，讓法規

放膽向前，進而推進產業、領先世界。」

「一個好的公司，好的產業，無論外在

環境怎麼變，都會找到自己的路，甚至還能帶

著供應鏈往前走，」彭裕民以巨大機械（捷安

特）、台積電兩家標竿廠商為例，在本業做到

全球第一，在永續環境的努力，也名列前茅，

即便在疫情陰影下都還能逆勢而上。彭裕民認

為，「臺灣產業需要這樣的轉型，而工研院就

是轉型節點上的促動者。」

彭裕民希望，2030年永續環境最終的目

標，就是做到以臺灣為最佳實踐場域，把臺灣

的空氣、水、環境與廢棄物都處理好，「屆時

全世界都會尊敬我們，臺灣不再是低成本的代

工生產，而是靠品牌價值立足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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