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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為考察研究韓國環境稽察業辦理情形及「綠色新政」推動之經

驗，特於民國 100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5 日期間辦理「韓國環保稽察業務及綠色新政

推廣經驗」訓練考察課程，其間透過拜訪韓國環境部、首爾市清淨環境本部、首爾市綠

地管理局、蔚山市環保局、釜山市環保局、首爾蘭芝島垃圾掩埋場、龍淵污水處理廠、

生谷掩埋場、釜山市廢棄物能資源整合專區、韓國區域供熱公司及 SBK 等單位，就廢

棄物能源化、區域能源整合、有機廢棄物處理及相關環保稽查事務之推動與辦理經驗進

行充份之交流與討論，其成果不僅有助於促進雙方之情誼，亦對韓國現今之發展情勢及

優點有了更深層之了解，對於各團員智識成長亦多有收獲。 

於 6 天 5 夜之參訪考察行程結束後，綜合本次參訪考察所得對我國政策推廣及相關

業務之辦理，對於韓國於推動「綠色新政」及「綠色成長」政策目標下推動有關廢棄物

能源化及區域能源整合之施政方向與努力成果，獲得十分深刻之體驗，其中對於韓國於

辦理有機廢棄物（廚餘）能源化設施之興建、整合廢棄物設施及區域能源整合工作之推

動，以及適度引進民間技術及資金以政策協助促成相關設施之設立經驗，實有其長處值

得我國借鏡。另針對其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獨創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藉由融合政府之

行政機關及賦予司法、警察職權（具有司法官性質可簽發搜索及下令逮捕現行犯）之作

為，亦留下了極為深刻之印象。 

而依考察所得，提出我國應於八里消化槽活化案之推動思考納入廚餘等有機廢棄物

進行共消化；以及設立類似蘭芝島區域能源整合或釜山廢棄物能資源整合專區，透過區

域能源資源整合方式以提升廢棄物能源化之效益等之具體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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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的 

環保署環境督察總隊為考察研究韓國環境稽察業辦理情形及「綠色新政」

推動之經驗，特辦理「韓國環保稽察業務及綠色新政推廣經驗」訓練考察課程，

於 100 年 10 月 31 日由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督察大隊大隊長蕭清郎擔任團長，

環保署督察總隊科長、北區、中區及南區督察大隊等團員一行 6 人參與，進行國

際實務訓練交流。 

我國近來致力於推廣溫室氣體減量及環境永續發展之政策，將生質能源及

資源有效循環利用列為重要政策目標，透過本次考察得與韓國政府相關部門進行

交流，藉以了解該國於政策研擬、廢棄物再利用及稽察業務等相關工作推動經驗

，考察研習的主軸包含：韓國「綠色新政」推動經驗、環保稽察業務辦理情形、

廢棄物能源化之發展、龍淵污水處理廠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案之推動歷程等等，

考察的對象包含：韓國環境部、首爾市清淨環境本部、首爾市綠地管理局、釜山

市環保局及相關環保與區域能源整合供應中心相關設施操作營運之單位等等，合

計 15 個機關及團體以及 9 處環保設施。 

此外，本次考察業務在外交部及經濟部駐韓國代表處、中興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以及韓國各機關及單位的熱心協助下，使我方參訪團員們可在有限的

時間下，充份與韓方就相關廢棄物能源化及稽察業務之辦理經驗進行充份之交流

，成果極為豐碩，可為未來我國辦理相關業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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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程 

日期 行程 

抵達首爾 

10/31 韓國政府組織及制度研習 

交流對象： 駐韓代表處首爾辦事處經濟組 

韓國環境保護稽察事務及綠色新政推動經驗 

交流對象： 韓國環境部 

11/1 

首爾市環保稽察業務辦理經驗 

交流對象： 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 

11/2 

蘭芝島掩埋場沼氣再利用與地區暖氣供應設施推動經驗 

交流對象： 首爾市世界杯公園管理中心、首爾市綠地管理局、蘭芝

島掩埋場、韓國區域熱能供應會社 

11/3 
龍淵污水處理廠有機廚餘及生質能再利用專案之經驗 

交流對象： 蔚山市環保局、SBF 公司 

釜山市廢棄物能源化設施興建計畫及稽察業務經驗 

交流對象： 釜山市環境綠地局 

11/4 生谷廢棄物處理專區(RDF 廠興建廠址) 

參訪對象： 生谷掩埋場、垃圾燃料化事業(RDF)、釜山 LFG 發電設

施、生谷廢塑料乳化事業、廚餘厭氧消化設施、廢棄物

資源回收中心 

11/5 返回臺灣 

 2



考察成果 

一、韓國「綠色新政」推動經驗 

南韓政府自 2009 年開始，仿效歐美等先進國家從環境及能源領域構思發動

所謂的「Green New Deal 政策」，推動以 4 年為期，總預算 50 兆韓元之「Green 

New Deal 政策」，並以綠色公共建設、低碳與高效率的產業技術，以及生態綠色

生活等三大部門，計 9 項核心計畫與 27 項相關計畫，為未來環境與資源整合之

重大施政目標，其中涉及環境領域的部份主軸設定在推展生物質能源化、建立生

質能物質生產基礎，以及垃圾掩埋場再開發等範疇，其成效已逐漸浮現，各項廢

棄物能源化設施陸續在韓國展開興建，並投入營運中，相關經驗足供我國借鏡。

依此，本考察團於 11/1 日上午拜會韓國環境部，並由環境部資源循環局－資源

循環政策科金代理科長接待，並說明有關韓國綠色新政之內容及環境部於推動綠

色成長經驗及政策演變過程。 

(一) 韓國「綠色新政」概述 

韓國「綠色新政」的推動主軸同樣為藉由綠色經濟（Green Economic）

與新政（New Deal）的共同推動，激發潛在的成長動力，輔以相關政府部門

的投資帶動社會的發展，使其能夠獲致創造就業機會等具體成果，探究「綠

色新政」的政策核心，其主要的目的及作為如下： 

1. 在低碳、環保、節約資源等綠色成長策略上，融合創造就業政策，構成

「綠色新政事業」。 

2. 按部門別有系統地整合目前重複又方向不夠明確的綠色事業，並為實現

綠色經濟與保護地球環境而善加誘導，擴大政策效果。 

3. 有效分擔責任，分別透過 1.成立綠色成長委員會及企劃團，負責政策方

 3



向與策略之設定及評估；2.透過企劃財政部，調整部會間之重複事業、

運用財政調整與支援體系，設定相關事業間優先順位；3.協調各部會，

負責發掘綠色新政事業及執行已獲篩選之事業，讓政策得以實際運作、

執行。 

除前述作為外，在韓國版「綠色新政」下，政府部門將資源放在可以促

進產業結構邁向綠色經濟及能夠促進綠色成長與創造就業機會之事業，其中

包含了：1.建構資源節約型經濟之工作，諸如節能、資源再利用及開發潔淨

能源等；2.提供便利舒適生活環境及提高生活品質之工作，諸如建構綠色交

通網、供應乾淨飲用水等；3.為地球將來及下一代安全之先期的、預防性之

工作，諸如節能減碳、確保水資源等，以及 4.因應未來與提高能源效率所須

之工作，諸如建構產業與資訊基礎設施、加速技術研發等。 

(三) 韓國綠色新政推動計畫 

在既定政策與方針下，韓國政府制訂以 3 大主辦部門、9 大核心計畫及

27 項子計畫，為實質推動促進產業結構邁向綠色經濟及能夠促進綠色成長之

具體措施，如表 1 所示，而其中可歸屬環境部主導之計畫內容概如下： 

1.普及綠色車輛及潔淨能源 

(1) 擴大普及綠色車輛及潔淨能源 ，由 2009 年的 3 萬輛環保車擴大至

2012 年 6 萬 8,100 輛。 

(2) 生質酒精（E5）與生質柴油 ETBE（ethyl-tertio-butyl-ether）之示範

普及。 

2. 擴大資源再利用 

(1) 設置 20 處固態廢棄物衍生燃料（RDF）設施、23 處生質能沼氣化設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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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擴充、補實 27 處垃圾掩埋場及 42 處焚燒設施餘熱回收。 

(3) 按全國 10 大生活圈，連結「環境、能源 TOWN」建設，長期性擴大

太陽能、生質能源化設施。 

(4) 推動草本系、海洋系等生質能源化。 

(5) 開發及整頓掩埋場，使用屆滿之掩埋場並再開發作為房屋建地及產

業用地等。 

表 1  韓國「綠色新政」下各項核心計畫及子項計畫列表 

主辦部門 核心計畫 子項計畫 

活化四大河川  
●推動整治災害危險地區 ●打造潔淨韓國 

●辦理水岸地區綠化  

建設綠色交通網  
●建置轉乘設施 ●幹線快速巴士體系 

●自行車道（包括快速公路） 

綠色公共

建設  

建置國家空間資訊

整合體系  

●建物能源整合管理系統 ●促進活用電子文書 

●活化道路基礎地下設施  

興建降低雨水流失

設施及中小水庫  

●進軍海外水資源產業 ●海水淡化技術 

●下水道處理水再利用  

開發綠色車輛及潔

淨能源 

●開發綠色車輛獨立技術能力 ●擴大普及生質酒精車輛 

●普及生質酒精（E5）之示範 

低碳及高

效率的產

業技術  

支援廢棄物之回收

再利用  

●推展生物質能源化 ●建立生物質生產基礎 

●垃圾掩埋場再開發  

推動造林  
●災害預防、毀損山林之復元 ●開發森林生物質 

●興建農漁村主題公園  

興建綠色房屋及綠

色學校  

●推動公設施共改用 LED 照明 ●建立綠色 IT 技術測試平台 

●培育綠色房屋博士  

生態綠色

生活  

營造生態 

河川等  

●推動建物屋頂、牆面綠化 ●興建生態道路 

●推動廢校作為文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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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韓國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 

依據金代理科長之說明，韓國環境部於推動「綠色新政」之前，環保管

理中有關廢棄物管理的政策早已逐漸由「安全處理」轉為「資源循環再利

用」，其中 1980 年代之前主要的訴求為「安全的處理」，避免未經處理的廢

棄物污染環境、1990 至 2000 期間則以「回收再利用」為主要的訴求，至 2000

年後則改變為「資源永續循環利用」，如圖 1 所示。 

 

圖 1  韓國環境政策演變的歷程 

近年來，配合「綠色新政」的推動，相關政策的推動方向並未進行大幅

度更改，但透過整合及核心價值的檢討下，完成以推動綠色成長之資源循環

再利用為核心目標。在該目標下，整合 4 大關連計畫，並藉由推動高效率生

產、輸送及消費的作為下，減少廢棄物的產生；透過廢棄物能源化的推廣，

將廢棄物物質轉化為可利用的能源；不適合能源化的廢棄物亦透過生產者責

任制及物質循環的方式強化資源回收的比例；最終利用先進技術的推廣，提

高廢棄物資源化的價值及再利用性，進而將回收再利用的物質投入高效能的

生產或回歸自然環境中進行循環，以推進綠色成長目標的實踐，其有關計畫

的推動方式及循環機制如圖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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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韓國推動綠色成長相關計畫的關連性 

(五) 韓國未來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方針  

韓國政府在既定政策及目標之施政已臻落實之際，為了進一步提升資源

永續循環的目標，再一次檢討修訂未來的施政方向，並擬訂「第一階段國家

廢棄物資源循環核心計畫」（2011~2015 年）。以往施政著重在各部門依照分

工獨自辦理，該核心計畫改採統合一致性之作為，藉以結合各部會的資源充

分進行縱向與橫向之聯繫。未來，韓國政府將致力於設定國家級目標，透過

目標的設定統整各相關部門共同合作，同時導入 Upcycling(廢棄物升值再造)

的概念，加速促成循環型社會之實現，有關「第一階段國家廢棄物資源循環

核心計畫」的範圍、期程、目標、任務及措施，概如圖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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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韓國政府未來廢棄物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之發展方向 

 

二、韓國稽查業務辦理情形 

在推動廢棄物資源化下有關廢棄物稽查事務之推動與辦理方式，以及韓國

在執行相關環境保全與防制環保犯罪的經驗，亦為本次重點了解的項目，其中為

利相關考察業務的執行，於參訪期間先行拜會我國駐韓代表處(10/31)，針對韓國

中央政府與地方間之權責及分工關係進行初步之了解：同時另於 11/1(下午)及

11/4(上午)分別拜會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及釜山環境綠地局，透過訪問交流的方

式，充份與韓方就環境保全及環保稽查業務之辦理經驗進行交流與對談。 

(一) 韓國環境污染源之稽(檢)查及管理機制 

韓國現行環保稽查業務的辦理方式，大體上與我國現所採行的方式相

近，惟在稽查體制及管理機制上略有不同，探究韓國於環境污染源之稽(檢)

查及管理體系及機制，主要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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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中央與地方稽查管理體系（以首爾市為例） 

從體制上來看，韓國有關環境保全政策的制訂與協調事宜為中央主管機

關(即韓國環境部)負責，實際的執行單位則為地方政府，而中央政策與地方

事務辦理的協調窗口，則由中央於地方成立之環境辦公室綜合，其主要的特

色如下： 

1. 稽查事務由中央負責法令及之政策制訂事宜。 

2. 有害廢棄物之管制及處理行為由中央統籌核可。 

3. 中央於地方另設置管理辦公室，協調相關事務。 

4. 涉及 4 大河川之水質管理、檢驗及污染防治由中央設立之專屬流域環境

辦公室負責。 

5. 地方負責有害事廢外之污染源管制、檢驗及監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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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方環保稽查經驗交流 

透過與首爾市清淨環境本部及釜山市環境綠地局的實際交流，進一步了

解韓國於辦理相關稽查業務上的分工與合作方式。 

1. 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 

與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的考察與交流業務於 100 年 11 月 1 日下午

2 時至 4 時舉行，由首爾市政廳環境清新本部(首爾市環境保護局)氣候環

境科金科長(Hyon-Sik Kim)、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 安進(Jin An)檢察官、

生活環境科彥(Jae-Han Yem)科長、大氣污染科車科長(Yun-Kee Cha)、大

氣國際協助科周 (Yung-Soo Cho) 科長等接見及參與座談，相關交流經

驗如下： 

(1) 行政組織架構及與中央政府彼此間行政層級（制度）關係 

該部(局)與中央之環境部(Intention of Ministry of Environment)並

不直接有相互隸屬職權，而係由中央政府之環境部制訂環保政策及法

(律)規，首爾市政廳(包括其他地方政府)依據中央政策及發布之法律，

除依據中央政策及發布之法律執法外，再依據地方自治權責，制訂該

市之單行自制法規規定，並據以執行環保各項業務，惟針對重大之環

境汙染事件及特殊污染物質（含大氣污染、污水排放等物質），中央

之環境部將視情況介入指揮及督導。 

而依該市實際執行環境保全及環保稽查事務的分工及方式如圖

5，其主要的特色如下： 

A. 由政府委託法人及相關機構進行污染源之定期及不定期檢驗稽查

事務。 

B. 大型事業及表現良好之事業推動自主檢查及申報制度。 

C. 結合民間環保團體共同進行環境保全事務之監督及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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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環保稽查事務之分工及職責(以首爾市為例) 

(2) 韓國首都（市）之環保單位與地方政府之環保單位於行政組織之異

同： 

韓國首都（市）之環保業務單位係為首爾市政廳「清新環境本部」

權責，各地方政府之環境保護單位則設置亦有不同，例如韓國釜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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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廳之環保業務，置於該市「環境綠地局」管轄，即該國環保業務單

位，係依各個地方政府依地方自治權責，設立於各市政廳之下屬單位

中。 

(3) 首爾市政廳清新環境本部違反環保稽查管制及執法實務特色 

首爾市政廳清新環境本部(以下簡稱該部)對於該市工商事業與

一般民眾之違反環保稽查管制及執法實務，其中有關空氣污染（氣候

環境品質）部分為主要查核之重點，該部除與中央環境部合作監控區

域空氣品質外，並執行地方公私場所空氣污染物監查管制。 

稽查事務，其作業係依執行手冊及三種方式進行，包含：行政機

關依職權監督管制污染物質排放、污染物質排放情形由事業定期自行

檢測，並提檢測報告送交備查、民間環保團體(專家)協助監控污染紀

錄不良廠商等等，特色如下： 

A.行政機關依職權監督管制污染物質排放 

該部行使對業者稽查作為，係組織（該部內對空、水、廢等

各業務部門）聯合稽查小組，作一次性稽查。而行政機關稽查時則

以 2 種方式進行查核，一為定期檢查：依事業規模大小、依事業種

類（行業別）、事業違反案件次數多寡、有無獲得優良品牌商譽等

紀錄，每年進行 2-4 次定期查核。另一為不定期抽查：針對有不良

違規紀錄事業、有可能違規業者進行隨時抽查，聯合稽查小組並亦

視季節（雪、雨季）不同、人力情形隨時調整稽查頻率。 

B.事業定期自行檢測，並提檢測報告送交備查 

業者視其所屬行業別，依規定採取自行檢測及查核，並將檢

測報告及查核結果送交該部備查，如該事業 2 年內無違反環保相關

法規業者，則可免除定期檢查。 

C.民間環保團體(專家)協助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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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住民（當地居民）、環保團體、學者專家、檢測機構及政府

單位共同組成「民間官方協同監測團體」，共同監控污染事業可能

違規情形，以上所需使用環境監測污染相關設備（設施）則由政府

提供。 

(4) 首爾市環境保全及稽查事務之重點方向 

中央與地方之分工來看，涉及河川流域（共分四大流域廳，如漢

江廳等）水質污染管制事務，以及中央政府指定特定污染物質(如有害

事業廢棄物)，將由中央政府（環境部）主導進行調查，其他部分則由

地方政府執行，而首爾市有關環境保全及稽查事務之執行主要係由生

活環境科執行，按首爾市以往之經驗回饋，其主要的管制的重點如下： 

 大型污染企業遷離首爾市區 

 環保重點業務在空污防制-共設 1000 多監測點 

 玻璃/電鍍/染整/印刷等為重點稽查行業 

 廢棄物稽查重點包括營建廢棄物及醫療廢棄物 

 一般性污染源交給各區公所辦理 

 市內污水妥善處理率近 100%(除少數墓地未處理外) 

 近年陳情重點在噪音及惡臭—成立聯合取締小組 

 2006 年起陳情案件漸增—70%為施工噪音污染 

 增購移動監測設備 

 營建工程實施 24 小時監測連線(2011 年起) 

 惡臭過去由中央管制—目前已轉由地方檢測 

 2011 年惡臭陳情案件辦 550 件—主要污染源(餐飲及洗衣業)另訂管

制標準 

針對前述的管制重點於噪音、臭味及廢棄物非法棄置案件等等的

辦理經驗及情形，如下： 

A.噪音管制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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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部針對噪音及惡臭組織聯合取締小組，並列為重點工作之

一，因為自 2006 年起迄今，該部接獲 3 萬 3 千多件投訴案件，鑒

於噪音案件 70%係因為施工源產生，今年起即採取施工現場與該部

設置即時監控系統，效果極佳，預定擴大辦理監控範圍。 

B.惡臭部份 

過去惡臭案件係由中央政府主管，目前已由地方政府主辦，

事業業者均能自我管制，效果顯著，2011 年迄今 550 件投訴案件，

污染源 90%為事業廠商及日常生活事業（一般小商家），經由行政

勸導、行政管制已有效改善，另針對餐飲業及洗衣店產生惡臭之特

殊行業，將制定特別標準回應。 

C.廢棄物棄置案件稽查情形 

一般廢棄物（家戶產生）已採專用垃圾袋（隨袋徵收），事業

及商家則委由清潔公司清除至垃圾處理廠（場）計量收費，由於韓

國民族性格守法性高，甚少有非法棄置違規情形，過去 10 年由於

都市更新時，亦曾產生任意棄置建築廢棄物情形，後經由特殊之醫

療廢棄物、建築廢棄物單行法規制訂管制後，業者須申報產源、清

除、處理過程，建築廢棄物幾乎無此類案件發生。 

(5) 首爾市特創之「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 

除前述稽查管制之重點外，為因應特殊污染事件，或因應社會民

眾觀感強烈事件之處置需求，首爾市特別成立了「特別環境司法檢察

官」之單位，該職位於韓國尚屬首創，其他地方政府尚無該職位之設

置，其特色如下： 

A.首爾市「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之組織。 

首爾市所創立之「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係融合政府之行政

機關、司法機關、警察機關職所付與職權（具有司法官性質可簽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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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及下令逮捕現行犯）而設置，首爾市政廳清新環境本部 2008

年設置 2 科(2 組)主管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事物，並於 25 個行政區

均設置一名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配屬 2 名警力以資執行保護、排

除障礙及逮捕任務，亦可隨時請求其他警力支援），對違規（犯罪）

情形依法偵查及提起訴訟。 

B.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工作範圍 

辦理工作範圍包括：一般食品衛生、環境保護、青少年保護、

原產地標示等，處理 25 區之區公所受理民眾投訴，今年共計受理

1300 多件案件報案，其中有關環境事件部分共計 149 件。 

C.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工作區域 

除首爾市外另含仁川市、京畿道，將首爾市 25 行政區每區內

村里再依東西南北分四個區塊分別執行監測。 

D.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工作重點 

 空氣污染部分： 為大氣污染防治，於首爾市全市設置 1000 個

監視點，監控落塵量（懸浮微粒）。 

 調查水質： 含括鍍金業、玻璃業、染整業、印刷業等 4 大

行業之污水排放水質情形。 

 廢棄物： 主要為建築廢棄物及醫療事業廢棄物（一般商

業及事業廢棄物則由 25 區區公所辦理），在廢

棄物處理方面，因為有正確的制度，事業之廢

棄物產出、清運、處理均有完整規劃，事業主

依循法規辦理。 

 環境管理方面：在 1970 年制 1980 年間，環保法規係採單一法

規（環境保護法），1980 年以後依主管性質分

類，如建築廢棄物法、大氣污染法等等，使管

理更為精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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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該檢察官未來發展 

有鑑於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之執行成效良好，類似特別環境

司法檢察官設置於首爾市未來將將延伸至 32 各行政部門辦理，並

逐步擴大其稽查的範圍及對象。 

2. 釜山市環境綠地局 

於 11 月 4 日上午至釜山市環境綠地局展開拜會考察的行程，當日

的參訪考察行程，由釜山市的金榮煥局長親自接待，並與本考察團員就

有關環境政策、環境保全事務等進行經驗的交流，後由該局環境保全課

宋永柱課長與我方考察團員就環境保全及稽察事務之對談，按宋課長的

說明，該市於環境保全及稽察事務的辦理特色如下： 

(1) 組織架構 

釜山市環境綠地局設有 6 個科、27 個係（相當我國的股)及 3 個

事業所，統合管理釜山市之環保業務。 

(2) 環境監督 

對於產生空氣及水污染等之大型業者，設有連線監測設施，並由

釜山市政府及環境管理公團等有關單位負責管理監測數據。 

(3) 稽查方式 

由市政府、區、郡政府人員及民間團體人員 1 名（必要時包括司

法警察官）等組成稽查隊執行稽查，以保障稽查之公正性及正確性，

其稽查頻率，依據中央環境部規定，每季至少需稽查 1 次，每年 4 次，

以保障稽查之公正性及正確性。 

(4) 稽查作為 

依釜山市辦理相關稽查事務之經驗分享，該市於環境保全及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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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之辦理經驗及特色如下： 

A. 事業機構如因排放空氣及水污染而被釜山市 16 個區、郡等政府列

為紅色等級之企業，則由區、郡政府人員相互配合稽查，以督促

業者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B. 另於梅雨季節及假日稽查人力不足時，會依現況進行特別稽查（包

括司法警察官）。 

C. 釜山市環境綠地局對於污染行為超過其轄管時，會與中央單位共

同實施聯合稽查。 

D. 依韓國環境關聯法規定，事業對於污染物應處理至符合排放標準

方可排放，對於業者排放污染物超過排放標準時，由釜山市政府

責令業者改善至排放標準。 

E. 釜山市之環保犯罪型態屬任意排放廢水之行為，並依水生態系統

及水質保護等相關法令進行查處；刑事處罰為拘束（罰款）、行政

處罰為禁止營運及對污染處理費用進行課稅，相關協助單位為釜

山市特別司法警察科及區、郡政府之環境衛生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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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韓國廢棄物能源化之發展 

韓國為世界前 10 大能源消耗者，其中 97%的能源使用仰賴進口，因此如何

減少能源之耗用及提升自主能源供應為其政府一貫之施政策略及方向。韓國於

2006 年統計，其境內再生能源佔主要能源供應的 2.24%，韓國政府依推動低碳綠

色成長之核心政策及計畫目標，設定於 2050 年提高再生能源之佔比至 20%，其

中鑑於廢棄物能源化產出再生能源之成本約為使用太陽能所需成本之 10%，亦僅

為使用風力發電所需成本之 66%，另考量廢棄物能源化之作為亦對減少溫室氣體

的排放有極為顯著之功效，其中甲烷氣應具有約 21 倍二氧化碳之溫室氣體潛

勢，而推動有機物能源化除可減少甲烷氣排放外，亦為極具可再利用可行性之新

能源，而未來推動廢棄物能源化設施 RDF、沼氣回收再利用及有機廢棄物（廚

餘）能源化等等，已為韓國現正積極推動之政策方向，並有具體之設施陸續興建

中或投入營運。 

按此，韓國於廢棄物能源化之發展及區域冷熱供應之現況，亦為本次考察

之重點，而主要訪問的對象則包含首爾市蘭芝島掩埋場復育工程、韓國區域冷熱

供應公司，以及釜山廢棄物資源化專區與其 RDF 興建計畫，相關成果如下說明： 

(一) 蘭芝島掩埋場活化及沼氣再利用 

蘭芝島掩埋場活化參訪行程的安排，由首爾市綠地管理區負責接待，如

圖 6，並指派專任課長協助解說該場址的歷史沿革及開發過程，蘭芝島於正

式填埋垃圾之前，曾是一座以盛長蘭花及靈芝而聞名、四季繁花盛開，以及

各種候鳥棲息的美麗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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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首爾市綠地管理局 

1.蘭芝島掩埋場之歷史沿革 

唯自 1978 年 3 月開始當蘭芝島堤岸工程完工後，適逢首爾市廢棄

物處理緊迫的時期，當時首爾市的廢棄物處理設施不足以解決該市日常

產出之廢棄物，依此，便將蘭芝島轉成廢棄物掩埋的場址，爾後的 15

年期間，蘭芝島總共填埋了近 9,200 萬公噸的廢棄物，形成了 94 公尺、

98 公尺高的兩座大山，成了世界最高的垃圾山，原來蘭芝鳥秀麗的風景

已不復存在，而且因為廢棄物的關係，使蒼蠅、灰塵和惡臭多了起來，

當時的蘭芝島有了新的別號，叫三多島。 

蘭芝島的總面積約為 270 公頃，因為早期轉作掩埋場時並未施作完

善的污染防制設施，因此隨著日益增多的之廢棄物，伴隨而來的空氣污

染、惡臭及水污染成了首爾市無法承受之痛苦，因此，蘭芝島進行整治

之呼聲便因應而生，其中，韓國爭取到於首爾舉辦 2002 年第 17 屆世界

盃足球賽，為一個主要的轉機，而蘭芝島的整治也因為與該賽事結合而

付諸實現。 

2.蘭芝島掩埋場之整治與復育 

蘭芝島掩埋場整治復育的工程於 1994 年著手規劃，並於 1996 年起

 19



至 2001 年 8 月，歷時 6 年完成了頂層加蓋不透水布及覆土(如圖 7)、施

作總長度約 6,017 公尺之連續鋼板椿(如圖 8)及設施 31 處滲出水收滲出

水抽取井之滲出水整治工程、進行坡面穩定工程(如圖 9)，以及沼氣收集

工程等等相關整治之工程(如圖 10)。 

 
圖 7  頂部覆土工程 

 
圖 8  坡面穩定工程 

  
圖 9  沼氣收集井及輸送管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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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出水抽取設施 

坡面進行穩定化處理 沼氣收集設施 

利用連續鋼板打入

地下阻絕地下水層 

圖 10  蘭芝島整治工程示意模型 

完成污染整治及坡面穩定化處理之後，透過場內 31 座滲出水抽取

井，每日可抽取約 1,500 公噸垃圾滲出水，並送至區內之滲出水廠進行

處置，首先解決掩埋場滲出水污染環境水質之問題。 

至於主要 2 座掩埋區(垃圾山)內每年仍有因有機質腐熟後造成之沉

降問題，2010 年蘭芝島掩埋場平均下沉 1 公分，下沉最嚴重的地方達到

30 公分，因此完成整治後之場址之復育及再利用，主要仍以公園設施為

主。首爾市當區針對該場址投入相關公園化的復育建設，於 2002 年 5

月 1 日正式開放，其中包含了世界盃公園位於首爾世界盃競技場附近，

由和平公園、蘭芝川公園、蘭芝漢江公園、藍天公園及彩霞公園等 5 座

大型公園所共同組成，總面積高達 105 萬坪佔地廣闊，吸引許多民眾喜

愛在傍晚時分來到這裡溜冰或散步休憩，如圖 11，各復育公園的概況如

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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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蘭芝島掩埋場復育區域分佈圖 

(1) 和平公園 

距離首爾世界盃競技場最近的公園，內有池塘、庭院、兒童遊樂

設施和樹叢等，常被作為野餐場地及室外學習場，也是展示館及首爾

市綠地管理局所在地，綠地管理局下方仍有 18 公尺高的垃圾。 

(2) 蘭芝川公園 

蘭芝川公園是在藍天公園下蘭芝川附近開發的公園。佔地 8.9 萬

坪的土地上曾經是垃圾污水橫流，現在已整頓恢復成清澈河流的新面

貌。主要設施有露天公演場及各種運動器材等。 

(3) 蘭芝漢江公園 

蘭芝漢江公園位於漢江邊，主要設施有露營場、足球場、籃球場、

草地廣場、水上休閒運動設施及自然生態濕地等。 

(4) 藍天公園 

藍天公園是世界盃公園 5 個組成公園中地理位置最高的，曾經遍

地都是垃圾，如今卻成為擁有 22 個觀景台的青山。除首爾市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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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客用肉眼即可直接觀賞南山、北漢山和冠嶽山景色，頂層種芒草，

於本次考察期間，適逢首爾市於該場址舉辦芒草季，故遊客眾多。此

外這裡還設有 5 台風力發電機，如圖 12，爲整個公園及公園管理事務

處提供充足的電力，目前下方仍掩埋約 100 公尺高之垃圾。 

 

圖 12  位於藍天公園之風力發電機 

(5) 彩霞公園 

由 10 萬 3 千坪的垃圾掩埋地重建構而成，以往曾建設有 9 個洞

的大衆高爾夫球場，但考量讓一般民眾亦能使用，現已收回高爾夫球

場之經營權並開放成一般性之公園，該區域頂層鋪設草坪，使遊客可

以輕鬆趟在草地上欣賞漢江夜景及美麗晚霞，目前下方仍掩埋約 100

公尺高之垃圾。 

3.蘭芝島掩埋場沼氣開發與利用 

蘭芝島掩埋場迄今已復育 18 年，當初於封閉掩埋場時即考慮到沼

氣收集再利用之問題，故環場以每 120 米所間隔設置共 106 處之沼氣收

集管，沼氣收集量最高達 167 m3/分，收集管線之總長度高達 14 公里長，

如圖 13。目前每日仍可抽出約 50,000 立方公尺沼氣，沼氣約有 40%之

甲烷成分，沼氣之使用由政府與民間公司簽訂長期供應契約(自 2002 年

起，為期 30 年)，藉由出售沼氣，每年可讓政府獲得約 10 億韓元（約新

臺幣 2,900 萬元）之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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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蘭芝島掩埋場所抽出之沼氣，甲烷濃度下降至 35%，據首爾市

綠地管理局估計至少還有 10 年時間可抽出沼氣再利用。 

 

圖 13  沼氣收集井(中間區域)與滲出水收集井(外圍)分佈圖 

(二)蘭芝島區域冷熱供應中心 

蘭芝島沼氣利用另一項的特色是與臨近焚化廠進行能源之整合，由

韓國區域供熱公司（Korea District Heating Corporation, KDHC）設置能源

整合中心，透過收購蘭芝島掩埋場產出之沼氣及臨近焚化廠所產生之蒸

汽，用以產生冷熱能(如圖 14)，並提供予臨近公共建設或住宅使用。有

鑑於該模式與我國現正推行之區域能源整合之概念相仿，因此韓國區域

供熱公司的經營模式及發展沿革，亦排入本次考察之行程。 

 
圖 14  蘭芝島掩埋場開發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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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區域供熱公司位於蘭芝島掩埋場區域內所設置之能源整合設

施，如圖 15。透過首爾市綠地管理局的協助，由該公司派駐當地設施營

運操作課的課長協助解說及接待事宜。 

據表示，該公司設立於 1985 年，而於 1992 年轉換成公共法人，先

行推動推動大邱水原、清州地區之供熱事業，另於 1997 年根據公共部門

改善政策，出售安養、富川分公司，於 2005 年通過區域供熱事業得多角

化經營加速成長，2008 年則於華城東灘、坡州交河、城南板橋新都市建

立大中型熱電站，成為韓國首屈一指之能源供應公司，就該公司設置的

目標，於 2015 年預計完成全韓國約 200 萬戶區域冷熱能供應，屆時預計

可達成每 2 兆 5 千億韓元（約新臺幣 725 億元）之營業收入。 

 
圖 15  位於蘭芝島旁之韓國區域供熱公司 

韓國區域供熱公司於蘭芝島之區域冷熱供應投資始於 1999 年，設施建置

於藍天公園及彩霞公園中間焚化爐(如圖 16)後方。該設施於 2001 年正式啟

用，首先抽取蘭芝島掩埋場沼氣使用，藉以提供熱源給鄰近社區住戶及政府

機關設施使用，另 2005 年，開始向焚化爐收購蒸氣及熱水進行供熱，並加

設吸收式冷凍機將熱能轉換成冰水，以冷熱電三聯供的方式進行區域能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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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至 2010 年 12 月止，該公司冷熱供應的範圍已達 152 棟公寓大樓約 1

萬戶之住家，現階段供應人數仍在增加中。 

 
圖 16  蘭芝島掩埋場區內之大型垃圾焚化爐 

進一步了解，該公司向臨近焚化廠買之熱源有兩種，其一是經發電後抽

取溫度約 200℃之廢熱蒸氣，其次為廢熱回收後所產製約 100℃之溫水，按

該公司燃料來源之比例為掩埋場收集之沼氣與焚化爐的廢熱之比例約 5Gcal

及 35Gcal（1：7），系統概圖如圖 17。 

 

 

垃圾焚化爐熱能 

區域冷熱供

應中心 

供冷(107G卡/年)

供熱(908G卡/年)

供電(4561Mwh/

66,000戶 

152棟 
復育公園沼氣

(50,000CMD) 

圖 17  冷熱供應系統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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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施之興建模式，為韓國區域供熱公司向政府租用土地，自行投資興

建能源整合及轉換之設施，有關政府與其在管路供應介面之劃分，以該公司

與焚化廠周界所劃設之責任分界點為主，其中掩埋場沼氣抽取管路之興建由

政府機關負責，並由該公司自分界點設置沼氣管路併入該公司所設置的純化

設備中。 

該公司用收購來的沼氣及廢熱，產生電力、熱水及冰水並向外供應，其

中熱水及冰水之供應管路由廠商負責，販售電、熱能及冷能之價格由政府公

訂，統計 2010 年整年，該設施售出約 4,561Mwh 電力、908Gcal 熱能，以及

107Gcal 之冷能，為該公司帶來約 794 億韓元(約新臺幣 23 億元)之收入，而

按該公司所提供的評估資料顯示，此一採區域整合供熱、供冷之模式較使用

傳統能源(火力發電)約能提高 2 倍能源效率。 

(三) 釜山市廢棄物能資源處理專區 

11 月 4 日拜會釜山市環境綠地局之行程，除於上午與該局環境保全課宋

永柱課長就兩國辦理環境保全及稽察事務的經驗進行交流外，於當日下午，

亦透過該局之安排實際參訪釜山市政府於生谷掩埋場區域內所建設之廢棄

物能資源處理專區。該專區由政府提供土地，透過招商的方式整合各項廢棄

物處理設施，並完成掩埋場沼氣回收、沼氣發電、廢塑料（含塑膠袋）資源

化處理，廚餘能源化處理等等，最終產衍生性燃料、電力、生質柴油、下水

道專用污水管等再生產品，各項設施之分佈情形如圖 18，簡介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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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釜山市廢棄物能資源處理專區設施分布概圖 

1.生谷掩埋場沼氣回收 

生谷掩埋場於 1996 年 4 年開始啟用，預計使用到 2031 年 12 月，

該場址由釜山市政府預計投資 3,638 億韓元以分階段開發之方式進行興

建，為釜山市現有 5 座營運中之掩埋場最大的場址，總佔地面積約 74.8

公頃，設計填埋量可達 2,449.4 萬公噸，其中第一期開發的場址容積已使

用完畢，現址並完成沼氣回收之開發。第二期的場址於 2006 年開始使

用，預計於 2013 年 7 月使用完畢。 

早期生谷掩埋場並未施作沼氣回收之設施，掩埋區內收集之沼氣以

沼氣管配置點火器的方式進行處置，而於 2001 年時，由 SeoHee 建設公

司投資 95 億韓元，協助完成沼氣的開發與再利用，現完成約 2.7 公頃掩

埋區域的沼氣開發及收集設施興建，收集的沼氣以發電的方式再利用，

相關設施於 2007 年 1 月開始產生電力，每小時約可產生 5MW 之電力。 

2.廚餘厭氧發酵設施 

於生谷掩埋場沼氣回收工程設施的沼氣發電機設施旁，另一個由

SeoHee建設公司以BTO模式(經營權 20 年)，投資興建的厭氧消化設施亦

於 2005 年 1 月 14 日投入運轉，該設施面積約 3,636M2，協助釜山市政

府處理廚餘等有機廢棄物，其所產生的沼氣可供 2 台沼氣發電機發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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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每小時發電量最高可達 2MW，併同原先抽取自生谷掩埋場沼氣發

電的容量，使該區沼氣發電量可達每小時 7MW，如圖 19。 

 
圖 19  生谷掩埋場內之沼氣發電系統概圖 

3.廢塑料乳化事業(廢塑料袋熱裂解廠) 

由 SS Oil Chemical 公司投資興建的釜山市廢塑料乳化事業，主要

係以熱裂解的方式處理釜山市所收運的廢塑料袋，該設施之容量可達 60

噸(15 噸×4 座)，現每日可處理 40 噸廢塑膠袋，並產製 18 噸生質柴油及

衍生燃料。其製程概如圖 20 所示。 

 

圖 20  釜山市廢塑料乳化事業製程概圖 

該設施於 2007 年 2 月興建完成，並於 2008 年 12 月完成試運轉，

於 2009 年 10 月正式啟動投產，預估每年可銷售之生質柴油可為該公司

帶來 45 億韓元之收入（按現行收購價 700 韓元/公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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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資源分類回收廠 

於生谷掩埋場廢棄物能資源處理專區內，尚有一座資源分類回收

廠，該廠除協助分選及處理釜山市回收之資源物外，對於其中篩分所得

廢塑料另於廠內進行破碎造粒及熱融塑形之處理，熱融後之廢塑料再製

為下水道專用管，該設施之系統概如圖 21 所示。 

 

 
圖 21 釜山市生谷掩埋場內資源分類回收廠 

5.釜山 RDF 廠 BTO 興建計畫概要 

基於推展廢棄物能源及延長最終處理場(掩埋場)之使用年限，釜山

市政於 2010 年開始推動 RDF 廠的興建計畫，該計畫為興建一每日運轉

16 小時可處理 900 公噸含機械分選之 RDF 設施，以及一座以 RDF 為燃

料每小時可產生約 25MW 電力之電廠，相關計畫內容如表 2： 

表 2  釜山市 RDF 廠興建計畫內容 

Project Name  •Busan MSW RDF & Power Plant  

Site Location  •‘Busan environment Resources Park’Gangseo-Gu Saenggok-Dong, Busan, Korea  

Plant Area  •97,330.92m2 (RDF Plant : 66,490.92m2, Power Plant : 30,840m2) 

RDF Plant  
• Process : Mechanical Pretreatment  
• Capacity (MSW) : 900T/D (16hrs operation per day) 
• RDF Type : Fluff RDF 

Plants  

Power Plant  

• Capacity 
• Boiler   
• Turbine  
• Condenser  

: 500T/D (24hr operation) 
: Circulating Fluidized Bed Boiler 
(CFBC)  
: Condensing Turbine (25MW)  
: Air Cooled Condenser (ACC) 

ProjectExecution • Private Investment : BTO (Build Transfer Operate) 

Period  • 30 months (including 4 Months for Commiss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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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為該廠完工後的示意圖，依規劃，其設施包含了廢物接收及

儲存設施、RDF 工廠(含機械分選設施)，RDF 儲存設施及包裝儲存場、

RDF 燃料鍋爐、發電設施及廢氣處理系統等等單元，整體系統概如圖 23

所示。 

 

圖 22  完工後的 RDF 廠示意圖 

 

 

圖 23  規劃興建的 RDF 設施內容及系統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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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山市 RDF 廠興建計畫，係依照韓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以政府與民間合資興建的方式執行，其中興建經費由中央提撥 964 億韓

元(45.2%)、釜山市提列 253 億韓元(11.9%)、民間出資 916 億韓元

(42.9%)；Kookmin 銀行為債務擔保銀行；民間投資者 POSCO 及 Taeyoung 

E&C 負責興建，並成立一家 Busan Enerfarm 特許公司，負責未來之操作

及維護工作，其中廠商擁有 15 年之經營權，各相關關係人之架構如圖

24 所示。 

 

圖 24  釜山市 RDF 廠興建計畫各相關單位之關係圖 

 

工營運後，釜山市評估該廠投投入營運後所能獲得的環

益如下： 

延長生谷掩埋 11 年之使用年限。 

(2) 公噸待處理之廢木材，尋求一較高價值之能源化處

取代焚化處理。 

每年可削減 25 萬噸二氧化碳的排放。

(4) 將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的比例從原先的 42.8%提升至 60%。 

按該設施完

境效

(1) 場

將原來每日近 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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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油價時代可替代原油的使用量：約 1 億噸重油。 

(6) 約可產生 50 座風力發電機每年的發電量。 

四、龍淵厭氧消化設施 

由 SBK(Scandinavian Biogas Korea)投資興建的廚餘與有機污泥共消化設施

為本次赴韓研習的主要目的之一，該設施位於韓國蔚山廣域市南區 Hwangseong

洞東 600-4 龍淵工業區污水處理廠內，如圖 25。 

 

圖 25  龍淵污水處理廠地理位置概圖 

本次行程於 11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實際前往蔚山市龍淵污水處理廠參訪，

並由蔚山市政府環境資源科盧(Ryu, Jong-Nam)助理科長、SBK 金大榮理事及

Haks Jun 廠長負責接待，相關考察成果如下說明： 

(一)設施概述及沿革 

龍淵污水處理廠(如圖 26)位於人口約 100 萬人之工業城市(蔚山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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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處理該市所產生之生活廢污水、掩埋場垃圾滲出水及廚餘廢水等。主要

處理設施有攔污柵、沉砂池、初沉池、生物反應槽、二沉池、污泥濃縮、蛋

形消化槽、帶濾式脫水機等設施。 

 

圖 26  龍淵污水處理廠廠區照片 

蔚山市政府於 2006 年面臨廚餘等有機廢棄物處理問題(韓國新法規規定

自 2012 年起海洋傾棄行為將被視為違法)，為尋找可行之解決方案，當同年

10 月 SBK 公司向蔚山市政府提出龍淵污水處理廠改善方案，蔚山市政府即

刻於 2006 年 10 月至 2007 年 8 月針對 SBK 公司所提出方案進行評估並加以

核定。 

該投資案，於 2007 年 10 月由蔚山市政府正式核定並與SBK簽訂合約，

透過BTO模式於同年 10 月正式開始，由SBF公司投資增加處理設備包括廚餘

前處理工廠、改善 2 座容量 7,000m3蛋形消化槽攪拌方式及製程，擴充接受

該區域廚餘等有機廢棄物，2007 年 11 月至 2010 年 04 月完成改善工程及試

運轉、2010 年 08 月正式營運生產沼氣、2011 年 03 月取得操作許可、2011

年 6 月正式接收蔚山市廚餘進行處理，相關設施改建之歷史沿革如圖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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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龍淵污水處理廠厭氧消化設施改建沿革 

(二)製程及技術概述 

SBK 於龍淵污水處理廠厭氧消化設施之處理方式，主要採中溫(37℃)消

化方式處理，其處理流程及相關設施如圖 28 及圖 29 所示，主要的料源包含

龍淵污水處理廠初級沉澱池經濃縮後之污泥 (DS 4%)，與蔚山市政府收集並

經前處理後之廚餘(180 噸/日，DS 6%)，運轉時依各料源有機值成份設定比

例加以混合並送入厭氧消化槽進行消化反應，其中廚餘前處理所產生之餘水

則回流於廚餘工廠，消化後沼渣(污泥)則送至脫水設備脫水後加以焚化。 

經厭氧消化每年產生約 980 萬m3的沼氣，再經沼氣純化去除水分及H2S

後送至儲氣槽貯存，最終透過管線輸送至附近SK化工廠，用來替代石油當成

加熱的燃料使用，以有效回收能源，僅替代石油燃料這一項，每年就為蔚山

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11,700 噸，有效達成減碳之效益。 

按前述說明，經 SBK 公司改善後之厭氧消化設施，增設廚餘前處理設

備、沼氣純化設備及改善龍淵污水廠之製程，其效益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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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龍淵污水廠製程改善後之效益 

項目 改善前 改善後

處理量
(CMD) 600 m3/day 550 m3/day

有機負荷
(Organic load)

16
(ton VS/day)

33
(ton VS/day)

消化率
(%) 30-35% 68%

沼氣產生量
(Yield biogas)

8,000
(～5,000Nm3/day)

29,000
(～26,500Nm3/day)

甲烷含量
(CH4%) 61.5% 60.5%

 

 

 

廢污水 攔污柵及沉
砂池 初沉池 生物處理單

元 二沉池 放流

污泥濃縮

廚餘工廠 厭氧消
化

沼氣純化

廢水處理

污泥脫水機

廚餘

廚餘
廢水

殘渣

高濃度甲烷氣

 
圖 28  廚餘厭氧消化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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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進料坑 廚餘進料坑(每車5噸直接到入)

蛋形消化槽(7000m3/槽) 蛋形消化槽(7000m3/槽)x2顆  

沼渣污泥餅送焚化

緩衝槽

熱水鍋爐

沼氣緩衝槽  

圖 29  厭氧消化槽及相關回收設施 

(三)蔚山市政府與 SBK 公司合作模式 

針對龍淵污水廠製程改善後納入廚餘厭氧共消化之成效，不僅有效協助

蔚山市政府解決該市廚餘於禁止海抛後之處理問題，同時藉由民間公司的投

資，大幅提升龍淵污水廠於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後可生成之能源(甲烷)量，

可謂一成功之案例。按此，與我國現有八里污水處理廠有類似之背景及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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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所以 SBK 與蔚山市政府合作之模式，亦極具參考之價值，因此除就

技術面與韓方進行交流外，另與蔚山市政府環境資源科就該案政府與民間公

司之合作模式及辦理情形進行了解，歸納其辦理之特色如下： 

1. 龍淵污水廠案採行的辦理模式 

(1) 該案採取韓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BTO 模式辦理(類似我國

BOT)，並於民間公司主動提案，交付政府審查核可後進行推動。 

(2) 該案於 2006 年 11 月時由 SBK 主動提出興建計畫，而蔚山市政府經

過 10 個月的評估後，於 2007 年 10 月正式與 SBK 簽約興建合約。 

(3) 該案之辦理由 SBK 出資約 210 億韓元(約台幣 6 億元)，政府則提供

土地由廠商租用。 

(4) 該案件為韓國類似案件的首案，基於改善經費政府無需出資，且廠

商承諾可協助處理其產出之廚餘問題，於蔚山市政府認為機會難

得，故並未對該案進行公告，而採經審議廠商所提計畫符合政府利

益後，逕行辦理。 

(5) 按簽約內容，SBK 擁有 15 年營運之權利，而廚餘則由政府保證提供。 

2. 蔚山市政府與 SBK 公司之權利義務 

(1) 蔚山市政府提供五行政區廚餘 180 噸/日之保證量 。 

(2) 廚餘處理費由蔚山市政府支付 60,000 韓元/噸(約新臺台幣 1,700

元)，每年之處理費用具物調機制。 

(3) 龍淵污水處理廠(污水量為八里污水處理廠三分之一)負責提供污水

處理後之污泥(由 SBK 公司依與廚餘混合比例取所需污泥量)及處理

厭氧消化後之出流污泥。 

(4) 2010 年 08 月產生之沼氣經純化後售予隔壁 SK 化學公司使用，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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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送管線為現成，故 SBK 僅負責接管提供。 

(5) 沼氣(或甲烷氣)售價韓國政府未規定，亦無相關補貼政策，由 SBK

公司與購氣單位進行售價之議定。  

最終經與蔚山市環保局進一步洽詢所得，SBK 公司於龍淵污水處理廠之

BTO 案於韓國為首創且具為相關成功之典型案例，而韓國境內目前按此案例

續辦的，就有 16 個相似之廚餘生質能源案件正在興建中，其中 SBK 公司亦

參與其中 2 個案件的投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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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本次參訪考察行程，基於事前的妥適規劃及連絡得宜下，充份與韓國中央

與地方政府及相關單位進行討論與經驗交流，其成果不僅有助於促進雙方之情誼

，亦對韓國現今之發展情勢及優點有了更深層之了解，對於各團員智識之見長亦

多有收獲，綜合本次參訪考察所得對我國政策推廣及相關業務之辦理，提出相關

之心得與建議： 

一、考察心得 

(一)綠色新政中有關廢棄物能源化之施政方向及作為 

探究韓國於推動「綠色新政」及「綠色成長」政策目標下所推動有關廢

棄物能源化及區域能源整合之施政方向，與我國近來致力於推廣溫室氣體減

量及環境永續發展之政策方向雷同，而其成功之經驗及成效足供我國借鏡者

如下： 

1. 有機廢棄物（廚餘）能源化設施之興建 

韓國政府依推動低碳綠色成長之核心政策及計畫目標，設定於 2050

年提高再生能源之佔比至 20%，其中鑑於廢棄物能源化產出再生能源之

成本約為使用太陽能所需成本之 10%，亦僅為使用風力發電所需成本之

66%，因此，未來廢棄物能源化為該國之主要目標及推動方向，其中有

機廢棄物(包含廚餘)能源化設施興建亦為成功經驗(現仍有 16 處設施正

積極興建中)。 

2. 整合掩埋場及廢棄物能源化設施以提升經濟效益 

如同我國廢棄物處理之經驗，早期被視為最終處置場之掩埋設施，

於韓國大力推動廢棄物能源化作為下，多處之掩埋場逐漸轉變成為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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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之都市礦山。伴隨著復育工程、環境綠美化、污染防治及沼氣收集再

利用等等作為，使得早先為人所垢病之掩埋場也能成為市政府之資源，

其中於本次參訪之首爾市蘭芝島掩埋場及釜山市生谷掩埋場，更是相關

案例的具體實踐。 

值得一提的是，該兩處設施為使廢棄物能源化的具體效益更進一步

擴大，已不單純的追求將掩埋場沼氣進行開發再利用，而是儘可能與其

他的廢棄物能源化設施進行整合，例如蘭芝島掩埋場與臨近焚化廠進行

整合，以及生谷掩埋場與區內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設施之整合等等，其

相關經驗值得參採。 

3. 適度引進民間技術及資金，以政策協助促成相關設施之設立 

現今韓國政府為節省支出及整合各政府部門之相關事務，除加速進

行組織再造與重整外，亦積極辦理政府部門人事精簡，而在此情況下，

為確保相關政策的落實與推動，部分原先由政府負責之事項，改以適度

導入民間公司的人力、技術與資金，使得各項建設及施政得以實現並獲

致更佳之成效。 

從韓國區域冷熱及能源整合供應之發展、蔚山市龍淵污水廠有機廢

棄物厭氧消化設施之改善、釜山市廢棄物能資源處理專區等等案例之成

功經驗，驗證該種方式之可行性。 

(二)推動並整合區域廢棄物能資源處理 

本次考察參訪設施及蒐集資料之研析成果，於廢棄物能源化技術之發展

現況，我國現有技術並未落後韓國，但韓國設定再生能源發展目標，並設定

以推動廢棄物能源化為主要對策、推動並整合多元化能源供應單位，以區域

為範圍，推動冷熱電三聯供之發展，以及建立區域型廢棄物能資源整合專

區，以集中管理方式提升實質效益之經驗，卻令人感觸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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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首爾市蘭芝島掩埋場與區內焚化廠和韓國區域冷熱供應中心，以沼

氣、廢熱整合產製電能、冷能及熱能並以三聯供方式，促成與臨近公共建築

及住宅進行能源整合供應；另蔚山市龍淵污水廠產製沼氣直接以燃料方式供

應臨近 SK 化學工廠取代發電之作法；及釜山市生谷掩埋場將掩埋場沼氣與

區內有機廢棄物厭氧消化設施產製沼氣集中發電等等之作為，均表現出整合

性之能源使用規劃較單一設施具有較高之效益。 

(三)韓國稽查業務之特色 

探究韓國稽查業務之辦理，於本質上同我國現有採行方式相近，其成效

按本考察團隊於考察期間就韓國整體區域環境及街道之整潔度來看，我國現

有推動成效並不遜色，甚至以主觀認知判斷，我國應優於韓國。然就考察其

中央、地方稽查業務辦理之情形，其轉變及經驗仍有其特色具參考價值，如

下： 

1. 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於執行稽查業務時，採取組織聯合稽查小組，作一

次性稽查。此點，類似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各區環境督察大隊目前採取「

整合性深度稽查」方式，惟篩選稽查對象方式以事業違反案件次數多寡

、有無獲得優良品牌商譽等紀錄，針對有不良違規紀錄事業、有可能違

規業者進行隨時抽查，聯合稽查小組並亦視季節（雪、雨季）、人力隨時

調整等活動式，可提供我國環保稽查實務之參考。 

2. 首爾市環境清新本部設置特別環境司法檢察官，融合政府之行政機關及

賦予司法、警察職權（具有司法官性質可簽發搜索及下令逮捕現行犯）

而設置，檢察官（配屬 2 名警力以資執行保護、排除障礙及逮捕，亦可

隨時請求其他警力支援）對違規（犯罪）情形依法偵查及提起訴訟；目

前本署環境督察總隊各區大隊結合檢（檢察署）警（環警隊）環（環保

署及地方環保局）三單位聯合打擊環保犯罪，均極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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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民眾感受強烈之惡臭及噪音污染事件(特別是於都市人口密集之住宅

區內)，首爾市採取施工現場設置即時監控系統，效果極佳，值得我國參

考。 

(四)其他可供借鏡處 

韓國於推動廢棄物(含廚餘)減量之辦理，以及推動清淨節能車輛使用等

作法，極具特色，亦值得我們參考，其作法如下： 

1. 廚餘收費處理並結合民間推動廚餘減量，多數餐飲業者僅提供單一或少

樣餐點供選擇，可避免備料及浪費；首爾市針對廚餘等廢棄物亦採專用

垃圾袋（隨袋徵收），並宣導民眾減少廚餘產生，「吃多少煮（點）多少

，吃不完，請打包」，藉以達成其廚餘再減量之作法，值得借鏡。 

2. 限制一次性使用產品，例如：統一餐具（如筷子及湯匙），此次參訪行程

中發現韓國(首爾、釜山、蔚山)的餐廳，所使用餐具均為不鏽鋼製筷子

、湯匙、鋼碗及磁碗，超市內泡(碗)麵亦不附贈竹筷，厲行不使用免洗

碗（竹）筷，可減少物料之浪費，令人印象深刻。 

3. 積極推動氫氣車及油電混合車輛之使用，機關及主要風景區廣設充電站

及使用電動車；同時於主要風景區內，除遊覽車外限制私家車(包含計程

車亦僅開放給具護照等外國人士方可搭乘進入)進入等之作法，極具特色

。 

二、建議事項 

本次韓國考察所得之成果及心得，綜合我國現有欲推動之相關措施及作

為，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事項： 

(一)八里消化槽活化案之推動 

依韓國經驗，併同廚餘等高有機值之廢棄物與污水處理廠產出之有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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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泥，以厭氣共消化之技術實際驗證可行，而相關共消化之技術依現況，於

我國推動並無太大之技術障礙，然應考量如何有效推動，並使其成效得以擴

大，應為現階段主要之考量，故針對本案之推動提供下列幾點建議： 

1. 依韓國廚餘回收發酵沼氣廠經驗，我國除目前養豬及堆肥方式之外，應

考量將廚餘納入八里消化槽活化案中，採廚餘與有機污泥共消化之方式

，提升廢棄物產製能源之比例，以提升能源化之效益。 

2. 參考蔚山市經驗，應協調並鼓勵民間業者投資興建，同時又以民間提案

政府審議之方式應可有效提升技術可行性及具體成效。 

3. 就區域能源整合之概念，未來八里消化槽活化案如參採以廚餘與有機污

泥共消化並產製沼氣之方式，於沼氣的再利用上，除可先行使用八里污

水廠內既有發電設施進行發電外，亦可思考將臨近臺北商港納入整合，

以能源(燃料)整合之方式進行規劃，提供能源使用之效率。 

(二)廢棄物能資源化處理中心 

依目前廢棄物能資源化技術成熟，我國除現有焚化及掩埋處理方式外，

應朝能源化方向推動相關處理設施，包括厭氣發酵/熱裂解/RDF 等，例如：

依釜山市經驗，未來廢棄物處理應結合掩埋場/焚化爐/分類回收廠/廚餘沼氣

處理廠/廢塑膠回收處廠/發電設施/滲出水處理廠等多項設施，整合成為一區

域廢棄物能資源處理中心，而相關設施推動應鼓勵民間機構投資興建營運以

節省政府支出並提高運作效能。 

另依首爾市蘭芝島掩埋場之區域能資源整合經驗，就廢棄物能源化後之

使用方式，除單純用以發電外，亦應考量多元化能源再利用及供應，例如冷

能及熱能，政府應考量開放相關企業經營多元化之能源供應產業，並由政府

制定統一能源販售價格，獎勵民間投入設施興建，以促成其實踐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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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問行程記錄照片(1/4) 
韓國環境部參訪行程 

 
與韓國環境部交流兩國環保政策沿革 致贈訪問紀念品 

首爾市環境清淨本部參訪行程 

 
與首爾市環境清淨本部交流訪問 致贈訪問紀念品 

首爾市綠地事務局、蘭芝島掩埋場、韓國區域供熱公司參訪行程 

 
首爾市綠地事務局訪問 蘭芝島掩埋場復育工程參訪 

 
蘭芝島沼氣抽取設施參訪 蘭芝島沼氣輸送設施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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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問行程記錄照片(2/4) 

 
首爾市蘭芝川垃圾焚化廠 蘭芝島區域能源整合模型 

致贈首爾市綠地管理局紀念品 韓國區域供熱公司參訪 

蔚山市環保局、龍淵污水處理廠參訪行程 

 
致贈蔚山市環保局參訪紀念品 參訪及接待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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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問行程記錄照片(3/4) 

 
龍淵污水處理設施參訪 聽取 SBK 簡報厭氧消化設施 

 
與蔚山市環保局交流 廚餘處理設施參訪 

釜山市環保局、生谷區域廢棄物能資源處理專區參訪行程 

 
生谷掩埋場沼氣回收設施參訪 沼氣發電設施參訪 

 
致贈釜山市環保局紀念品 廚餘處理設施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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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訪問行程記錄照片(4/4) 

 
與釜山市環保局交流稽查事務經驗 拜會釜山市環保局局長並致贈禮品 

 
廢塑料乳化設施參訪 釜山資源回收中心參訪 

 
RDF 廠模型 廢塑料再製造粒現況 

 
RDF 興建工程參訪 生質柴油裂解設施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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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韓國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 

一、韓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概述 

韓國於 1994 年 8 月制訂「引進民間資金參與社會公共建設投資法」，1998

年 12 月 31 日大幅修正後定名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Act on Private  

Paticipation in Infrastructure）。 

較於我國，韓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方式大致上分為 BOT、BTO、BOO、

BTL 四大類，亦包含政府自行規劃與民間提案兩種方式，而可以適用的公共建

設類別，共計 15 種類型 44 種公共設施(詳下表)： 

 

二、韓國政府促進民間參與投資之實質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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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政府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並提高民間投資之意願，設定各種推動

之機制以形成誘因，其相對應的措施包含： 

(一) 租稅獎勵與促進措施 

(二) 設置信用保證基金（Korea Infrastructure Credit Guarantee Fund）、 

(三) 設置基礎建設開發基金（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Fund） 

(四) 整合各主管機關之審核與許可，同時針對整體計畫之進行涉有不法情事時

訂有相關罰則 

三、租稅獎勵與促進措施 

政府提供財政援助，視個案而定約為總計畫金額之 30%-50%最低營收保證

（Minimum Revenue Guarantee, MRG）稅賦減免，包含： 

(一)土地取得之稅賦 

(二)免徵營業稅 

(三)基礎建設開發基金之利息收入採分離課稅 

(四)提供 15 年或更長期間按 15%計算之稅率  

(五)特殊情況終止契約之政府收買機制等 

四、信用保證基金（KICGF） 

信用保證基金(Korea Infrastructure Credit Guarantee Fund)，簡稱 KICGF，係

依據韓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30 條至第 40 條規定設立，其演進歷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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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 年:依據引進民間資金參與社會公共建設投資法案。 

 1998 年:制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後，依該法之規定該基金係交由依韓

國信用保證法所設立之韓國信保基金（KODIT） 負責管理。 

 2003 年:開始進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之營運資金融資保證與再融資

保證業務。 

 2005 年:開始進行過渡性融資保證業務。 

KICGF 資金來源，可概分如下： 

 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其他民間單位之撥款 

 保證費收入、基金運用及孳息收入 

 向其他金融機構或基金之借款 

KICGF 資金有關擔保額度之特色如下： 

 整體擔保金額之上限不得高於基金總額的 20 倍。 

 貸款人擔保額度上限為 1,000 億韓圜，如有特殊狀況可以調高至 2,000

億韓圜 

 KICGF 向貸款人所收取之保證費費率約在 02%-1.3%。 

五、基礎建設開發基金（IFF） 

依據韓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41 條至 44 條規定設立基礎建設開發基金

(Infrastructure Facilities Fund)，以下簡稱 IFF，其特色如下： 

 韓國允許不同的公共建設可以在經過主管機關的審核後發行基礎建設

開發基金，該基金應以封閉型基金的方式發行可以配息，於符合證期

局之審核後將可上市。 

 基金的用途包含購買民間機構為參與公共建設所發行之債券、提供民間

機構參與公共建設所需之貸款，購買民間機構（以 BTO 或 BTL 方式參

與公共建設者）之股份。這部份類似於我國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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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政協助與罰則 

(一)行政協助 

依據韓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17 條規定，主辦機關選出最優申請

案件申請人後，由最優申請案件申請人擬定細部規劃資料，交付主辦機關審

核，審核時主辦機關須向與該計畫有關之各主管機關徵求意見，並於 30 日

內提出意見，如未提出，則視同同意該規劃案件。 

主辦機關於核可後必須將該資料公告，而公告之同時亦代表該細部規劃

資料同時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許可或核准，民間機構卽得依此進行興建。 

(二)罰則 

依據韓國「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17 條規定針對民間機構以不法方式

取得最優申請人地位、通過投資執行計畫書或細部設計，或未取得投資執行

計畫書或細部設計之許可而開始興建者，將處以 3 年以下徒刑或 3,000 萬韓

圜以下之罰鍰，而這些罰則包含行為人與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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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02011. 102011. 102011. 10Sound Material-Cycle Society / 3R / Circular Economy Seminar

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Current SituationsI.I.I.I. 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Overview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Key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II.II.II.II.III.III.III.III.

0305
文字方塊
3.1韓國環境部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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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vironmental Crisis 5-20% decline in global GDP per annum with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likely to cause the 2nd Great Depression) 50% increase in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by 2030 1/3 reduction in fresh water supply per capita in 25 yearsMinable Reserves of Natural Resources(Petroleum: 40Y, Natural gas: 58Y, Copper: 28Y) Stern ReviewUN, Water Developmnet Report IEAWorld ResourceInstitute Shortage of agricultural waterExhaus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Water Shortage Problem Increasing GHG emissions Increase of Energy Consumption
2

Natural Condition•Total area of South Korea is 99,646km2 (2,072m2/person)» Landfill is fundamentally limitedSocial Condition•High population density(486person/km2)•Service-centered industrial structure(service 73%, mining 19%, agri. & fishery 8%)» Excessive production of municipal waste(480kg/km2·day)Economic Condition•New town construction, city redevelopment, heavy chemical industry growth, etc» Excessive produc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172,110ton/day)» Difficulty in management of environment



3
As of 2008, KOR’s waste volume was 370thousand ton/day. Since 2001, it has beengradually increasing, but the ratio of recyclinghas been on the gradual rise, too.

3

Municipal Municipal Municipal Municipal WasteWasteWasteWaste14%14%14%14% Industrial Industrial Industrial Industrial WasteWasteWasteWaste34%34%34%34%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WasteWasteWasteWaste50%50%50%50%Specified Specified Specified Specified WasteWasteWasteWaste2%2%2%2% 20092009200920090000100,000100,000100,000100,000200,000200,000200,000200,000300,000300,000300,000300,000400,000400,000400,000400,000 '96'96'96'96 '97'97'97'97 '98'98'98'98 '99'99'99'99 '00'00'00'00 '01'01'01'01 '02'02'02'02 '03'03'03'03 '04'04'04'04 '05'05'05'05 '06'06'06'06 '07'07'07'07 '08'08'08'08 '09'09'09'09Waste Generation (ton/day)Waste Generation (ton/day)Waste Generation (ton/day)Waste Generation (ton/day)Municipal WasteMunicipal WasteMunicipal WasteMunicipal Waste Industrial WasteIndustrial WasteIndustrial WasteIndustrial Waste 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 Specified WasteSpecified WasteSpecified WasteSpecified Waste TotalTotalTotalTotal
4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96'96'96'96 '97'97'97'97 '98'98'98'98 '99'99'99'99 '00'00'00'00 '01'01'01'01 '02'02'02'02 '03'03'03'03 '04'04'04'04 '05'05'05'05 '06'06'06'06 '07'07'07'07 '08'08'08'08 '09'09'09'09Waste Waste Waste Waste Disposal (ton/day)Disposal (ton/day)Disposal (ton/day)Disposal (ton/day)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 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 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 Marine dumpingMarine dumpingMarine dumpingMarine dumping OtherOtherOtherOther 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82%82%82%82%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11%11%11%11% IncineratioIncineratioIncineratioIncinerationnnn5%5%5%5% Marine Marine Marine Marine dumpingdumpingdumpingdumping2%2%2%2%20092009200920090%20%40%60%80%100% '04 '05 '06 '07 '08 '09Municipal WasteMunicipal WasteMunicipal WasteMunicipal WasteRecycling Landfill Incineration '04 '05 '06 '07 '08 '09Industrial WasteIndustrial WasteIndustrial WasteIndustrial WasteRecycling LandfillIncineration Marine dumping '04 '05 '06 '07 '08 '09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Construction WasteRecycling LandfillIncineration Marine dumping '04 '05 '06 '07 '08 '09Specified WasteSpecified WasteSpecified WasteSpecified WasteRecycling LandfillIncineration Marine dumpingOther



4

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Safe Treatment(1980s)(1980s) 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1990s ~ early 2000s) (1990s ~ early 2000s) 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Resource Recirculation(middle ‘00s)(middle ‘00s)
� Waste Control Act(’86) �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saving and recycling of resources (’92)

� Act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movement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94)
� Promotion of installation of waste disposal facilities and assistance, etc. act (’95)
� Act on the promotion of 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 (’03)

� Installation of basic facilitiesWaste management policy has improved from the concept of safe treatment toward the resourcerecircul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mporal situation change
� Act on resource recycling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and vehicles (’08)

� 1st & 2nd Waste management master plan
� 1st ~ 3rd Resource recycling master plan � Waste management master plan (modified)

� 4th Resource recycling master plan
� WtE master plan (‘08)
� Metal recycling plan (‘09)

� Waste charge system(‘92)
� Complementary segregated collection (‘94)
� Restriction on disposable products (‘94)
�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 (‘95)
�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ystem (‘02)
� Allbaro System(‘02)
� Compulsory Use of Recycled Aggregates(‘04) � Restriction on direct-landfill of food waste (‘05)

� Eco-assurance system of E-waste (‘08)
5Paradigm Shift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
6

GreenGreenGreenGreenGrowthGrowthGrowthGrowthReduceReduceReduceReduce ReuseReuseReuseReuse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AdequateAdequateAdequateAdequateTreatmentTreatmentTreatmentTreatmentReduceReduceReduceReduce ReuseReuseReuseReuse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



5
ReduceReduceReuseReuseRecycleRecycleEnergy RecoveryEnergy RecoverySafe TreatmentZeroWasteZeroWaste CO2ReductionCO2ReductionReduce → Reuse → Recycle → RecoveryCO2 emission reduction and ‘Zero     Waste’ by converting 3R to 4R EnergyEnvironmentEconomyEnvironmentA new paradigm covering energy and employment along with economy and the environment Employ4R Policy & 4E Goal Economy

71.1.1.1.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2.2.2.2.Fee system for food wasteFee system for food wasteFee system for food wasteFee system for food waste3.3.3.3.Food waste reductionFood waste reductionFood waste reductionFood waste reduction4.4.4.4.Regulate packaging material & Regulate packaging material & Regulate packaging material & Regulate packaging material & methodsmethodsmethodsmethods5.5.5.5.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n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on restriction of disposable itemsrestriction of disposable itemsrestriction of disposable itemsrestriction of disposable items6.6.6.6.Waste charge systemWaste charge systemWaste charge systemWaste charge system7.7.7.7.Business waste minimization systemBusiness waste minimization systemBusiness waste minimization systemBusiness waste minimization system8.8.8.8.Deposition of guaranty money on Deposition of guaranty money on Deposition of guaranty money on Deposition of guaranty money on empty vesselempty vesselempty vesselempty vessel9.9.9.9.Refill of used packageRefill of used packageRefill of used packageRefill of used package10.10.10.10.Extended producer Extended producer Extended producer 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 systemresponsibility(EPR) systemresponsibility(EPR) systemresponsibility(EPR) system11.11.11.11.EcoEcoEcoEco----assurance systemassurance systemassurance systemassurance system12.12.12.12.Food waste recyclingFood waste recyclingFood waste recyclingFood waste recycling13.13.13.13.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Construction waste recycling14.14.14.14.Waste to energy(Waste to energy(Waste to energy(Waste to energy(WtEWtEWtEWtE) and biomass) and biomass) and biomass) and biomass15.15.15.15.Financial support for recycl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cycl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cycling Financial support for recycling 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16.16.16.16.LocalLocalLocalLocal----based Resource Recirculation based Resource Recirculation based Resource Recirculation based Resource Recirculation Specialized ComplexSpecialized ComplexSpecialized ComplexSpecialized Complex17.17.17.17.Expanding Expanding Expanding Expanding WtEWtEWtEWtE facilitiesfacilitiesfacilitiesfacilities18.18.18.18.Clean energy parks in the Clean energy parks in the Clean energy parks in the Clean energy park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as a global brandmetropolitan area as a global brandmetropolitan area as a global brandmetropolitan area as a global brand19.19.19.19.Waste manifest(ALLBARO) systemWaste manifest(ALLBARO) systemWaste manifest(ALLBARO) systemWaste manifest(ALLBARO) system20.20.20.20.Waste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Waste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Waste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Waste import and export management21.21.21.21.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Hazardous waste management22.22.22.22.Medical waste managementMedical waste managementMedical waste managementMedical waste management23.23.23.23.Neglected waste managementNeglected waste managementNeglected waste managementNeglected waste management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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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lowdown the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by the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Significant transition of waste disposal structure from Landfill into Recycling-------- 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Recycle 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82.3%(municipal 59.8%) of waste generated, world--------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class recycling rate(OECD 11111111stststststststst))))))))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Composition of stable treatment foundation-------- 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Integrated waste information system(AllbaroAllbaroAllbaroAllbaroAllbaroAllbaroAllbaroAllbaro system)system)system)system)system)system)system)system)-------- 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Expansion of public treatment facilities(725 units)units)units)units)units)units)units)units)Slowdown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and improve recycling rate Slowdown increasing rate of waste generation and improve recycling rate by the steady enforcement of 4R policy and expanding the facilitiesby the steady enforcement of 4R policy and expanding the facilities‘0 0 ‘0 99 0 %90 %90 %90 %157157157157 298298298298‘0 0 ‘0 99 0 %90 %90 %90 %157157157157 298298298298 ‘0 3 ‘0 81 9%19%19%19%52525252 42424242‘00 ‘0 9‘0 3 ‘0 81 9%19%19%19%52525252 42424242‘0 3 ‘0 81 9%19%19%19%‘0 3 ‘0 81 9%19%19%19%52525252 42424242‘00 ‘0 9 ‘0 3 ‘081 8%1 8%1 8%1 8%17171717 20202020‘0 0 ‘09‘0 3 ‘08‘0 3 ‘081 8%1 8%1 8%1 8%17171717 20202020‘0 0 ‘09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Recycling 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 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IncinerationAchievement

9Future WorksFuture WorksFuture WorksFuture Works•Macroscopic approach for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nation resource Macroscopic approach for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nation resource Macroscopic approach for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nation resource Macroscopic approach for efficiency assessment of nation resource recirculation recirculation recirculation recirculation - (micro) reduction and recycling ratio → (macro) resource recirculation ratio, productivity, etcIndexIndexIndexIndexIndexIndexIndexIndex •Quantitative growth Quantitative growth Quantitative growth Quantitative growth → → → → Higher value added qualitative management systemHigher value added qualitative management systemHigher value added qualitative management systemHigher value added qualitative management system- 발생량이 증가하고 있는 음식물·사업장·건설폐기물 감량정책 강화- 제품 재질구조 개선(전과정 관리) 및 희유금속 회수 등 가치상향형 재활용 활성화4R Policy4R Policy4R Policy4R Policy4R Policy4R Policy4R Policy4R Policy •Efficient and superior investment for the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Efficient and superior investment for the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Efficient and superior investment for the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Efficient and superior investment for the waste treatment facilities- 처리시설 최적화(광역화·연계처리 등), 에너지화 및 수명연장 투자소요 동시FacilitieFacilitieFacilitieFacilitieFacilitieFacilitieFacilitieFacilitiessssssss •Nurturing resource recirculation industry as a national growth powerNurturing resource recirculation industry as a national growth powerNurturing resource recirculation industry as a national growth powerNurturing resource recirculation industry as a national growth power- 폐자원의 효율적 이용 및 자원순환사업 경쟁력 제고를 위한 폐자원순환망 구축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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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1 Volume Based Waste Fee SystemFee system for MSW since 1995
Impose disposal cost in proportion to the quantity of discharged waste

- The sales of standard plastic garbage bags are used for collection/disposal costs

MSW is reduced 26%, Recyclable waste collected is doubled from 1994 to 2007Fee system for food waste from 2011
The shift of policy focus: food waste treatment food waste reduction

Chip, Sticker, RFID are attached to collection bins and fees are charged in proportion to  
the waste volume or collection frequency

11Reduction and Recycling of Packaging and Plastic Waste
Regulate packaging material & methods 

- Packaging should account for 10~35% of the total space and be 

limited to less than twice

- Manufacturer, importer, sailor of 23 items(Processed food, etc.)

- PVC packaging is banned

- Compulsory reduction for plastic packaging in order of year 

Restriction on disposable products

- Ban on the use and free distribution of 18 item in  120 business sites

including disposable cups, plates, containers, bags, etc. 

Waste charge system on plastic products

- Collected about $ 500 million(1992~2009)

- Voluntary agreement with MoE on the recycling of 18 items※ PE pipe, PVC pipe, agricultural film, electrical wire, etc.

- 100K recycled, $ 80M economic effect, and 111K CO₂reduction(2009)

Policy 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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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se of Vessel, Furniture, Building Materials, and Packaging
Deposition of guaranty money on empty vessel

- Extra charge for vessel is imposed, and refunded after the empty 
vessel is returned

- Vessels of liquor and beverage(different charge according to volume)

- Over 95% of return rate, 80% of reuse rate of empty vessel

- $ 600 million of benefit from the common use of vessel

Support used furniture with local gov. and recycling center

- Poor or old citizen in city, district, and county. 

Provide used building materials to remodeling house

- Pilot project in Seoul, Incheon, Kyeonggi

Policy 3
13Extended Product Responsibility(EPR)

Initiated in 2000 and enforced in 2003

Achievements

- (Items) Packaging(Paper, Glass, Iron, Aluminum, Plastic)

and Products(Battery, Tire, Lubricating oil, Fluorescent lamp)

- (Outcome) 9,356K ton recycled(2001~2008)

- (Recycling Rate) about 46% increase

- (Economic benefit) about USD 3 billionEco-Assurance System“Act on the Recycling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ic Equipment and Vehicles” enforced 
as of Jan. 2008

- (Items) Electronic Products(Refrigerator, Washer, TV, etc.), Vehicles(cars, vans, trucks)

- (Manufacturing stage) restrict the use of hazardous materials, manufacture recycling-friendly 

products and provide recycling information

- (Disposal state) comply with the recycling target ratios and methods and report the results※ Recycling result as of 2008 : 2.3kg/capita(WEEE), 82.5%(vehicle)

Policy 4Policy 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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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nforce the measures for metal scrap recycling 
Promote the recycling of metal scrapCollection System

Regular collection and campaign for scrap cell phones

Collection council among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Mar.2010)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Roadmap for recycling technology 
development (June 2010)
Coordination with the globally-renowned 
businesses and R&D activitiesImprovement of recycling system

Expand the coverage of EPR & increase mandatory 
recycling target
Treat scrap vehicles in an efficient manner

Support for relevant industry
Increase loans for scrap metal recycling
industry ($ 8M)

Continuously increase local government-run
recycling selection facilities 

Recycling TV Cathode-ray Tubes

Voluntary agreement with manufactures and recyclers(Mar.2010)- Set recycling rate, develop glass recycling tech. and improve efficiency
of scrap TV sets collection (The end of analogue broadcasting in ’12 w ill result in a huge

number of scrap TV sets)

Policy 6
15Local-based Resource Recirculation Specialized Complex (RRSC) 

RRSC establishmentBuilding Infrastructure for recirculation of waste resources
Establish the waste resource recircul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by 2012

Launch local-based RR support centers (2011, Jeon-ju City)

Establish demand-supply system of waste resources in local communities

RRSC Plan from 2010 to 2013- (Dang-yang City) Cooperation with cement industry,

garlic farmers and livestock breeders by 2013- (Jeon-ju City) Establishment of RRSC of scrap home appliances

by 2012

Set up the national master plan for RRSC(2010)

Policy 7
16



10

WtE and Biomass 
About WtE

Convert combustible waste(paper, vinyl, plastic, wood, etc.), organic waste(food, sewage 
sludge, etc.), remaining heat f/r incineration, landfill gas, etc. to energy

Create energy from waste source & bring immediate outcome at low cost 
(Production cost – 10% of solar PV, 66% of wind power)

Reasonable tool for fossil fuel substitution &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GWP of methane is 21 times that of CO₂)(%)(%)(%)(%)33336666999912121212 2007200720072007 2013201320132013 2020202020202020 2030203020302030National Target for Renewable Energy Use

Policy 8
17

Energy production from WtE and biomass

- Substitute 820M barrel of crude oil by 2020

GHG emissions reduction effectGreen job creation effect

Expected Effects 2013201320132013 2020202020202020YearYearYearYearCO2 emissions cut(thou t CO2) 9,160 44,8202013201320132013 2020202020202020YearYearYearYear 143 330Job creation(thou persons)Policy 8 WtE and Biomas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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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9 Sustainable Landfill Building Project 기대효과
19

About Business of Building Sustainable Landfill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Sustainable Landfill Landfill Landfill Landfill Landfill Landfill Landfill Landfill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Building 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Project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developdevelopdevelopdevelop ReutilizReutilization ation 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Landfillstabilizationstabilizationstabilizationstabilization Energy Energy generatongeneratonfrom waste from waste Useful Useful exploit of exploit of territory territory LandfiillLandfiillLandfiillLandfiillLandfiillLandfiillLandfiillLandfiillreusabilityreusabilityreusabilityreusabilityreusabilityreusabilityreusabilityreusabilityBegin 3 model-landfiis (Asan,Yecheon,Andong)from 2009 to 2013 Sustainable Landfill Building Plan for 122 landfillsfrom 2014 to 2020 
Expected EffectsExtending life of landfills and solv ing problem of developing new landfills( securing of new landfills of 15,534 thousands ㎡㎡㎡㎡)Economic values by building and using landfills in sustainable wayEnergy generation from buried waste and reutilization through effectrepair of landfill( 26 trillion won economic value by replacing petroleum)  Environmental stabilization by repairing insanitary landfillClean Energy Parks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as a global brandEstablish 4 Parks under the themes of waste resource, forces of nature,  biomass &     environment� cultureWith WtE process which streamlines the establishment and operatio  of landfill facilities , 50% or more can be savedGrow the towns as a globally renowned green areas * Establish ‘Global Green Tourist Complex’ in parallel with Clean Energy Park * Develop global, environmental &  energy tourist spots in association with Kangwha-do‘ecological' mudflatAttract 9.44m tourists (aprx. 470thou foreign visitors) & make ₩165.8b profits GI waterwayGI waterwayGI waterwayGI waterway Env̀ tal Env̀ tal Env̀ tal Env̀ tal Research Research Research Research ComplexComplexComplexComplexCheongra FEZCheongra FEZCheongra FEZCheongra FEZIncheon Int̀ l Incheon Int̀ l Incheon Int̀ l Incheon Int̀ l AirportAirportAirportAirport Songdo FEZSongdo FEZSongdo FEZSongdo FEZ Global Green Global Green Global Green Global Green Tourist ComplexTourist ComplexTourist ComplexTourist ComplexGreen Energy Special ZoneGreen Energy Special ZoneGreen Energy Special ZoneGreen Energy Special ZoneKangwhaKangwhaKangwhaKangwha----do ecological mudflatdo ecological mudflatdo ecological mudflatdo ecological mudflat Environmental , Environmental , Environmental , Environmental , Enegy TownEnegy TownEnegy TownEnegy TownSudokwon Env t , Enegy TownSudokwon Env t , Enegy TownSudokwon Env t , Enegy TownSudokwon Env t , Enegy TownGlobal Green Tourist ComplexGlobal Green Tourist ComplexGlobal Green Tourist ComplexGlobal Green Tourist Complex EcolEcolEcolEcologyogyogyogy EnerEnerEnerEnergygygygyEnv̀Env̀Env̀Env̀taltaltaltalInt̀ l  BrandInt̀ l  BrandInt̀ l  BrandInt̀ l  Brand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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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R&D for securing globally advanced technologiesDevelo p WtE technologies & nurture profess ionalsLay the foundation for domestic demand through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nter neighboring countries’ marketsNurture professional talent with practical skillsEstablish clean energy professional grad schools & continuously produce      professional talent partnering with industries

22

(Position) 5-year statutory plan on resource recirculation policy 

- Action plan to achieving green growth 5-year plan & low carbon green growth

- Including middle and long term plan on resource recirculation such as partially recycling, WtE

and biomass

(Role) Guideline for pan-governmental resource recirculation enforcement

- Vision : constructon of low carbon resource recirculation society

- Goals : composition of waste upcycling foundation

Position and Role

The 1st National Resource Recirculation Master Plan(2011~2015)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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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st National Resource Recirculation Master Plan(2011~2015)ScopeScopeScopeScopeScopeScopeScopeScopePeriodPeriodPeriodPeriodPeriodPeriodPeriodPeriodGoalGoalGoalGoalGoalGoalGoalGoalTasksTasksTasksTasksTasksTasksTasksTasksMeasureMeasureMeasureMeasureMeasureMeasureMeasureMeasure Limited to MOE affairs (passive, exclusive)2008 ~ 2012 (5 years)· Analysis limited to perspective of resourceproductivity and resource recirculation rate· Management of recycling rate by parts and items· Quantitative management (Recycling)Quantitative management (Recycling)Quantitative management (Recycling)Quantitative management (Recycling)· Major tasks : purchasing eco products, nurturing industry· Recycling plan by parts(EPR, packaging, specified wastes, food, etc)· Reinforcement of supporting system(R&D, statistics, survey, etc)· Annual action plan Extended to ministries concerned (active, integrated)2011 ~ 2015 (5 years)· Set up the national goals on resource recirculationrate and end landfill· Management of resource recirculation indexes byparts and items· Qualitative management (Qualitative management (Qualitative management (Qualitative management (UpcyclingUpcyclingUpcyclingUpcycling))))· Converting into resource recirculation society· Actualization of value raising 4R· Establishment of integrated waste treatment infra.· Higher value-added R&D and industry nurturing· Preparation of basement to estimate and fulfill the resource recirculation· Assessment of fulfillment : Annual action plan, biannual execution of national resource recirculation assessment
Waste Management is a shortcut 

to Green Growth

Waste Management is a shortcut 

to Green GrowthCrossing the ChasmBringing about the changeOpening all the possibilitiesWhether to take smart action faster than othersWill decide the winnerNot the one you go, if you choose But the one you must go And we’ve already embarked on the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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