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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隨著環境變遷與資源消耗，環境與資源管理議題逐漸備受重視，故企業組

織在進行產品設計與生產製造時，均需考量能資源使用與再利用情形，強調產品

綠色設計、能源使用產品之環境友善化設計、危害物質限用等，以健全環境商品

的發展及環境宣告，提昇企業永續競爭力，使商品競爭力增加與減少污染，並妥

善管理資源的配置。 

本次出國係參與「EcoBalance 2012-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Balance (2012 年第 10 屆生態平衡國際研討會)」，於大會中進行海報發表，其

論文題目為「Assess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Industrial Symbiosis – The Case in 

Southern Taiwan (整合工業區能源效率之評估-以南臺灣工業區為例)」。 

本論文中，介紹臺灣地區對於能資源之利用率，強調能資源效率情形，並

藉由南臺灣工業園區之案例，說明實際推動現況。因此，透過現場和與會學員進

行廣泛討論與交換意見下，獲得許多不同觀點及想法，有助於後續相關研究支持

續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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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近年來，隨著全球環境變遷與資源消耗，環境與資源管理議題日益

受到各界重視，故企業組織在進行產品設計與生產製造時，均需考量諸多

國際規範，如：產品綠色設計、能源使用產品之對環境友善設計、危害物

質限制指令之限制與要求等，以健全環境商品的發展及環境宣告，提昇企

業永續競爭力，使商品競爭力增加與減少污染，並妥善管理資源的配置。 

本次出國之目的係參與「EcoBalance 2012-Th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Balance (2012 年第 10 屆生態平衡國際研討會)」，經大會

摘要評核、全文審核等過程，予以進行撰寫論文。經大會確認，本次論文

題目為「Assess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Industrial Symbiosis – The Case 

in Southern Taiwan (整合工業區能源效率之評估-以南臺灣工業區為例)」之

海報發表。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Balance (生態平衡國際研討

會)」係由 The Institute of Life Cycle Assessment, Japan (iLCAj/日本生命週

期評估學會)策劃籌辦，於 1994 年在日本筑波市舉辦首屆大會以來，每兩

年舉辦一次，前 7 屆均在筑波舉辦，第 8 及 9 屆於東京舉辦；今年在橫濱

市舉辦第 10 屆大會，由日本 Keio University(慶應義塾大學)主辦，主題是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for Sustainable Society(永續社會之挑戰與解決

之道)」。 

透過本次論文之發表，除介紹臺灣地區在工業生態園區之實際做

法，說明整體能資源再利用之現況，並透過現場和與會學員進行廣泛討論

與交換意見下，獲得許多不同觀點及想法，有助於後續相關研究支持續發

展方向。 

 

二、 過程 

本屆生態平衡國際研討會會議於 2012 年 11 月 20 日至 11 月 23 日在

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位於神奈川縣橫濱市日吉校區協生館二樓舉辦(主場地

A：藤原洋紀念廳、場地 B：第一多目標教室、場地 C：第二多目標教室、

場地 D：第三多目標教室以及海報發表場地：活動大廳)。11 月 20 日主係

大會歡迎晚會，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3 日則為正式大會期間；大會期間除

邀請全球各地講者進行專題演講、各場次論文口頭發表外，並於 11 月 22

日下午舉辦研究成果海報發表活動。行政院環境保護署環檢所阮國棟所長

亦受邀於 11 月 21 日場地 B(第一多目標教室)進行專題演講，講題是：「事

業與工業廢水之磷回收技術：臺灣的觀點」，在 11 月 20 日大會歡迎晚會

上，學生亦與阮所長暢談相關議題、並交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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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諸大會提供資料共有 139 篇口頭發表論文、近 200 篇海報發表研

究成果或論文。 

口頭發表論文區分 Special sessions(專題研討)與 General sessions(一

般研討)，茲分述如下； 

【Special sessions(專題研討)】 

S1: Sustainability Index and Case Study(永續指標與案例研討) 

S2: Recent Progress in Material Flow Analysis and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物質流分析和可持續資源管理的最新進展) 

S3: Renewable Ener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再生能源之永續進展) 

S4: Water Footprint(水足跡) 

S5: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food toward globalizing Asia(邁向全球化亞

洲的可持續農業和糧食) 

S6: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ccounting(環境管理分析) 

S7: Sustainable Nutrient Management(永續資源管理) 

S8: Materials technology for resource sustainability(永續資源之材料技術) 

【General sessions(一般研討)】 

G1: Input-output analysis(輸入輸出分析) 

G2: Impact assessment, risk assessment and interpretation(影響評估、風險評

估和解釋) 

G3: Footprint methodology(足跡方法學) 

G4: Sustainable Management(永續管理) 

G5: Design and management for the environment(環境設計與管理) 

G6: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LCA database(國際合作與生命週期評估

資料庫) 

G7: Sociology,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社會、心理和教育) 

G8: New challenges in management of supply chain(供應鏈管理之最新變化) 

G9: Waste management and recycling(廢棄物管理與再循環) 

大會開幕式除由大會主席 Ikaga 簡介籌辦過程、生命週期評估大師級

教授 Inaba 介紹大會歷史沿革，並安排兩場開幕演講；邀請日本內閣辦公室

特別顧問Dr. Hiroto Izumi、日產汽車公司Mr. Youichi Kishimoto，分就"Future 

City Initiative"及"The Future Created by EV Comes in view-EV Marketplace 

Acceptance and its Future Prospects as Social System"為題進行演說。 

本次學生海報發表之論文題目：「Assessment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Industrial Symbiosis – The Case in Southern Taiwan (整合工業區能源效率之

評估-以南臺灣工業區為例)」，在場除與國際知名學者交流心得外，全體參

與大會人員數百人均蒞臨會場，與發表者熱烈討論及交換意見。 

大會在 11 月 23 日傍晚於主場地 A(藤原洋紀念廳)舉行閉幕式，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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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兩年後再聚首，會後並有大會貼心舉辦之自費兩天一夜 city tour 行程，

讓參與大會的學者專家得以一飽橫濱港灣美麗風光及享受在地美食。 

 

三、 心得及建議 

學生參與本次會議，主軸為論文海報發表，其過程圓滿順利。本次大

會會議地點選在較屬郊區的橫濱舉辦，但交通時間而言尚稱便利，卻可欣

賞與東京不一樣的郊區風光，也對日本政府在落實公共工程品質及大學教

育的努力，有更深一層的體驗。 

此外，本所此行計有李育明教授、博士研究生(3 名)及碩士在職研究

生(5 名)共 9 人一同與會，無論是入選口頭發表或海報發表之文章數，與國

內其他大學(如：臺灣大學、成功大學、聯合大學或景文科大等)或國際機關

單位相比，皆屬本次大會之最，日本與國內學者於大會期間不止一次探究

及詢問本所團隊此一情形，實屬難得與倍感光榮，也為我校在國際及亞太

地區進行了一次極佳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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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次會議相關照片 

 

開幕會議 海報發表 

 

 

海報發表 李育明老師研究群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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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討會相關資料 

(一) 大會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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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會時程及地點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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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會議程(11/21-11/23 三天議程，11/20 之歡迎晚會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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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所李育明老師擔任日本生命週期評估學會之國際諮詢理事會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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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所李育明老師擔任足跡方法論場次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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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海報發表場次(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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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論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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