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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因應客運量增加及配合未來將完成的第三航廈等相關建設，目前

本公司的焚化廠及東側污水處理廠，恐面臨處理量不及之問題。為了

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品質以及滿足未來需求，必須持續向前精進，採取

積極的措施。  

本公司焚化廠自 92 年完工至今已超過 20 年使用年限，許多設備

已經無法再使用，因此推動新世代焚化爐勢在必行。將透過此次向先

進國家的焚化設施取經，以設計出符合未來需求的焚化爐，確保有害

廢棄物能夠被妥善收集和處理，提升整體運作效能。  

此外，桃園機場飛機航班產生的水肥、廚餘以及污水處理廠產出

的廢棄污泥，是豐富的有機廢棄物資源，包含大量的有機物質。計劃

將這些有機廢棄物混合並通過厭氧發酵產生甲烷，這不僅可以減少廢

棄物處理成本，還能獲得甲烷氣體作為能源收益。該厭氧處理技術已

在先進國家實施多年並帶來顯著成效。目前本公司污水處理廠採用好

氧處理，借鑒日本在焚化爐和污水處理方面的先進技術和成功經驗，

特別專注於如何提高處理效率、減少環境污染，以及實現廢棄物資源

化利用。 

通過本次參訪，引進先進技術和設施，提升本公司廢棄物處理能

力和效率，以應對不斷增長的客運量, 和即將完成的第三航廈帶來的挑

戰，確保能持續提供高品質的服務並創造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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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行程說明 

日期 星期 時間 行程摘要 

113/11/25 一 

09:30~13:30 桃園至日本 

13:30~15:30 成田機場 

15:30~17:00 成田機場至新宿 

113/11/26 二 

08:00~10:00 旅館至崎玉焚化廠 

10:00~12:00 崎玉焚化廠參訪 

13:00~15:00 SEKINE 沼氣發電廠參訪 

16:00~18:00 厭氧發電廠至旅館 

113/11/27 三 
08:00~10:00 旅館至武藏野焚化廠 

10:00~12:00 武藏野焚化廠參訪 

13:00~15:00 武藏野焚化廠至旅館 

113/11/28 四 

08:00~10:00 旅館至大田清掃工廠 

10:00~12:00 大田清掃工廠參訪 

13:00~15:00 大田清掃工廠至旅館 

113/11/29 五 
08:00~17:00 旅館至成田機場 

17:00~ 日本至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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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簡介說明 

1.崎玉焚化廠 

崎玉焚化廠位於日本埼玉縣，於 2016 年完工，並且每日處理 90

噸的廢棄物，包括塑膠、木頭、紙張和污泥等。該廠的設計發電量為

680 千瓦。焚化廠配備了先進的廢氣處理系統，以有效減少對環境的

污染。廠內還設有焚化爐控制室，確保焚化過程的安全與效率。崎玉

焚化廠的設立，不僅大幅改善了當地的垃圾處理能力，還有效地促進

了能源回收利用。 

崎玉焚化廠的興建廠商為三菱重工，在焚化處理廢棄物領域具

有 369 個實績廠(日本 283 個、海外 83 個)，在台灣具有 7 座大型都市

焚化爐，2021 年 Tuas 焚化廠發電效率可達 29.8%(台灣舊都市焚化爐

約 20~23%)，因此本次將了解該廠發電設施，以因應新世代焚化爐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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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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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KINE 沼氣發電廠 

SEKINE 沼氣發電廠位於日本埼玉縣，已於 2021 年啟動運轉。

該發電廠每日處理 15 噸的廚餘及農業廢棄物，包括廚餘、過期食品

和牛糞等。 

SEKINE 沼氣發電廠的設計發電量為 350 千瓦，除了處理廢棄物

和產生電能外，該發電廠還具備完善的環保措施，確保運營過程中對

周圍環境的影響降至最低。發電廠內設有先進的沼氣收集和處理系

統，將廢氣轉化為可再生能源，同時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此外，該

設施還提供教育參觀活動，向公眾展示沼氣發電的運作原理及其對環

境保護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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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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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武藏野焚化廠 

武藏野焚化廠位於武藏野市中心，市公所正對面。該廠於 2014

年 5 月動工，2017 年 3 月完工，由現有操作維護廠商營運至 2036 年。

這座焚化廠每日處理 120 噸家戶垃圾，設有兩個各 60 噸的焚化爐，

煙囪高度為 59 公尺。 

武藏野焚化廠的設計靈感來自於武藏野特有的雜木林，廠房外

牆以格狀瓦片裝飾並進行牆面綠化，巧妙地與周邊街道及地景融合。

廠房周圍沒有圍牆，而是以廣場和草坪連結社區，形成 24 小時開放

的空間。此外，傾卸平台設置於地下，地面高度限制在 15 公尺以內，

有效降低了壓迫感。這座焚化廠在 2017 年榮獲 Good Design Award，

展示了其卓越的設計和社會功能的結合。  

此廠的興建營運廠商為荏原公司，在焚化處理廢棄物領域具有

400 個實績廠，目前日本正在營運廠約 70 座，本次參訪廠是與在地融

合且與民互利示範廠，焚化爐不只是處理廢棄物地方，更是一個環教

中心，教導里民及兒童正確資源再利用，從物質循環到能量循環，每

份資源都不可以浪費，因此本次將了解該廠如何與在地融合且與民互

利，以因應新世代焚化爐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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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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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田清掃工廠 

大田清掃工廠位於東京都，2014 年完工，該廠每日處理 600 噸

家戶垃圾，設有兩個各 300 噸的焚化爐，煙囪高度為 46.8 公尺，場地

面積約為 92,000 平方公尺，其設計發電量為 22,800 千瓦。 

大田清掃工廠不僅具備先進的垃圾處理技術，還致力於降低對

環境的影響，廠房設有先進的空氣過濾系統，以確保排放的廢氣達到

環保標準。此外，廠區內還設有綠化帶和環保展示區，向公眾展示廢

棄物處理過程和環保知識，增強民眾的環保意識。  

此廠的營運是由東京 23 區清掃一部事務組(東京都市政府)負

責，屬於政府單位轄管，其中，操作維護人員亦是政府人員，另因鄰

近羽田機場，故受到禁建線規定限制建築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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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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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參訪說明 

     1.崎玉焚化廠 

崎玉位於日本關東平原北部，是關東地區的重要城市之一。這

座城市融合了現代化的便利設施與傳統文化的魅力，擁有許多歷史遺

跡和自然景觀。崎玉的居民以勤勞、創新著稱，他們在保護環境和推

動經濟發展方面展現了極高的責任感和熱情。  

崎玉焚化廠不僅具備先進的廢棄物處理技術，而且在環保和能

源效率方面有卓越的貢獻。該廠每日處理量高達 90 公噸，保障了工

業廢棄物的有效處理，這些廢棄物包括木頭、塑膠、汙泥和醫療廢棄

物。透過焚化過程中產生的熱能轉換為電力，該廠的發電設置容量達

680kw，雖然目前的發電效率為 4.2%，但完全能滿足廠內的用電需

求。本次參訪崎玉焚化爐製程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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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參訪中，我們了解到該廠正積極進行技術改造，計劃將

蒸氣條件從原本的壓力 1.5 MPa 及溫度 200℃，提升至壓力 3 MPa 及

溫度 300℃。這一改變將大幅提高發電效率，從 4.2%提升至 15%，實

現最佳經濟循環理念，為邁向綠色機場邁出重要一步。這一技術改造

不僅代表了該廠在技術上的不斷進步，更是對環境保護和資源有效利

用的堅定承諾。 

崎玉焚化廠展現了環保與能源利用的雙重價值，通過技術創新

和製程改進，該廠能有效減少工業廢棄物對環境的影響，同時提高能

源利用效率，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讓我們看到了在現代工業

中，環保和經濟效益可以達到完美結合，並為未來的綠色發展樹立了

標杆。 

 

實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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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廠簡報說明及討論 

 

               討論焚化爐床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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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窯 

 

二次燃燒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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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灰輸送機 

 
袋式集塵器及加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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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機組 

 

               參訪後交流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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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EKINE 沼氣發電廠 

SEKINE 位於日本的郊區，以其豐富的農業資源和傳統的農村生

活方式而聞名。當地居民主要從事農業和畜牧業，這為 SEKINE 沼氣

發電廠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該地區氣候溫和，四季分明，適合多種

作物的生長，並且擁有悠久的文化歷史和濃厚的社區氛圍。  

本次參訪 SEKINE 沼氣發電廠處理量為 15 公噸/天，主要處理

廚餘、過期食品及牛糞，並利用厭氧消化後甲烷氣產生電力，其發電

設置容量約 350 kw(發電效率約 30%)，可供上電網販售。 

當天廚餘進流儲槽正進行維修，詢問結果是儲槽地坪破裂，進

行補強處理，判斷是基礎工作不紮實，廠區位於農地地質承載力不

足，可能未做地質改良，導致基礎破裂，停機修繕。 

厭氧槽容積達 2,800 立方公尺，依設計慣例停留時間以 30 天計，

每日進料量可達 90 噸的有機廢棄物。惟目前只進料量僅 15 噸，未達

到設計量，推估其後續好氧處理系統容量太小，為達放流水標準只有

降低處理量來因應。 

現場牛糞推積如山，可能是因為上述原因無法快速去化，另有

增設快速好氧推肥機來製作有機肥，每日可處理 4 噸牛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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沼氣發電機每日可產出 8,000 度綠電，賣給電力公司每度電 39

日幣(約台幣 7.8 元)，略高於台電躉售費率 7 元。據負責人現場告知，

其年營業額約一億日元，獲利 3,000 萬元，可見在此廠進料量遠低於

設計值的情況下，營運仍可獲利，可見厭氧發酵產沼氣發電在日本是

經濟可持續性的產業。 

經過此次參訪，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SEKINE 沼氣發電廠雖然

面臨基礎設施問題和未達設計進料量等挑戰，但其依然能夠保持穩定

的發電和盈利能力。該廠主要透過處理廚餘、過期食品及牛糞，利用

厭氧消化後的甲烷氣產生電力，並以略高於台電躉售費率的價格賣給

電力公司，每日可產出 8,000 度綠電。在現有條件下，該廠年營業額

約一億日元，獲利達 3,000 萬元。 

SEKINE 沼氣發電廠的成功運營證明了沼氣發電在日本具有可

持續的經濟潛力。即使在進料量未達設計值的情況下，運營仍能盈

利，顯示出厭氧發酵產生沼氣發電的經濟效益。此外，該廠也正在探

索將沼渣製成有機肥的可能性，以進一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未來，

其他類似設施也可以借鑒其經驗，提升發電效益及資源再利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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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系統圖 

 

厭氧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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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堆肥設備 

 

交流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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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積廠區之牛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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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藏野焚化廠 

武藏野市位於日本東京都的西邊，是一個充滿綠意的城市區

域，擁有豐富的自然景觀和悠久的歷史。該地區以其美麗的公園和開

放空間而聞名，為居民和訪客提供了舒適宜人的生活和休閒環境。 

本次參訪武藏野焚化爐製程流程如下圖所示，該廠設計處理量

為 120 公噸/天(60 公噸/天, 2 條爐線)，主要處理家戶廢棄物，利用熱

能產生電力回饋鄰里，亦可提供熱能，其發電設置容量約 2650 kw，

佔地面積約 17,000 m2(建築面積約 3,700 m2（廠房），興建費用 103 億

7 千萬日圓 (32 億 6 千萬台幣，2013 年匯率 0.315)；營運費用:101 億

1 百萬日圓(20 年，31 億 8 百萬台幣，匯率同上)。 

 

製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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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藏野焚化廠位於這個充滿自然風情的地區，充分利用其優越

的地理位置，不僅處理家戶廢棄物，並利用焚化過程中產生的熱能進

行電力生產，回饋鄰里社區。焚化廠的規劃與設計融合了環境保護和

社區和諧的理念，無圍牆的設計和周邊廣場、草坪的連結，讓廠房成

為社區的一部分。 

開發商經過 12 年與里民密切溝通與討論後，採用與環境共榮共

生理念規劃外觀及全廠設計無圍牆，在外觀設計上，焚化廠重視與周

圍環境的融合。廠房周遭以廣場、草坪連結社區，形成 24 小時開放

空間，傾卸平台地下化，地面高度限制在 15 公尺內，降低壓迫感，

外觀牆面綠化，與格狀瓦片共同營造雜木林意象，還兼具降溫節能作

用，如下圖。這樣一座焚化廠，不僅在處理廢棄物方面表現卓越，同

時也成為當地社區的綠色標杆，展示環保與社區共存的最佳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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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公園及公共設施(體育館、棒球場等)位置圖 

 

建築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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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電子看板(發電量資訊) 

 

戶外電子看板(焚燒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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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電子看板(污染排放資訊) 

 

焚化廠及附近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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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廠說明及討論 

 

地下儲坑(深度之刻度是以刻劃於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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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圖(白色突出物為煙囪) 

 

煙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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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選機(設備外為透明玻璃牆，並搭以設備圖片及解說) 

 

發電資訊(有餘電會給附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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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室介紹 

 

廠區內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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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用水為雨水回收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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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大田清掃工廠 

大田清掃工廠位於日本東京都大田區，這個區域是東京 23 區之

一，位於東京南邊，鄰近羽田機場。大田區以其多樣化的居民結構和

豐富的文化遺產著稱，這裡有許多工業區以及住宅區。大田區同時也

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除了羽田機場外，還有多條鐵路和高速公路

經過這裡。 

本次參訪大田清掃工廠為公營操作，且東京 23 區皆為其負責處

理，各區可互相調配及支援操作，本廠設計為雙爐，總處理量約為 600

公噸/天(300 公噸/天，2 條爐線)，主要處理家戶廢棄物，爐型為

Stoker，汽電共生產電量約 22,800 kw/hr，目前產生電力回饋供應里鄰

中小學，製程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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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東京 23 區清掃一部事務組合進行導覽，該廠興建費用約 187

億 9 千 7 百萬元，經討論東京各焚化爐之煙囪皆高於本廠，因鄰近機

場具有禁限建規定，在防止垃圾儲坑異味擴散三大重點包含了垃圾車

進場及儲坑外傾斜門兩道防護，垃圾車進場前的空氣氣簾，以及負壓

方式處理，飛灰集塵袋使用期限約 3 至 6 年，共有 960 組，這些集塵

袋在運行中起到了關鍵作用，有效地收集並處理燃燒過程中產生的飛

灰。  

大田清掃工廠的運作不僅依賴其現代化設備和技術，還包括嚴

格的管理和維護計劃。廠內的工作人員定期檢查和更換飛灰集塵袋，

以確保其高效運行，並且廠區內的空氣質量監控系統不斷運行，確保

廢氣排放符合環保標準。此外，該工廠還設有專門的教育中心，向公

眾開放，提供有關垃圾分類和資源回收的教育，提升社會對環保的意

識。  

 

實廠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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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圖 

 

鍋爐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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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囪 

 

中控室介紹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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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控室 

 

垃圾傾倒區 



37 
 

 

垃圾儲坑 

 

爐床燃燒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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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心得及建議 

本次考察處理事業廢棄物之焚化廠，與家戶廢棄物之焚化廠，其分別屬

於民營及公營，從中看到在一開始設計時，必須全盤考量，最重要的是預計

燃燒之廢棄物參數或化學性質，而不是用既有想法或目前現況去設計，而未

預想未來趨勢，往往這樣設計理念之下，在數年後將出現維護不易或處理效

率低等缺點。  

下表為本公司四號焚化爐與此次考察之焚化爐之爐床整理 

項目 四號焚化廠 崎玉焚化廠 武藏野焚化廠 大田清掃工廠 

爐床形式 

旋轉窯 

旋轉窯 

+機械爐床

(stoker) 

機械爐床

(stoker) 

機械爐床

(stoker) 

    

 

在此次參訪中，我們觀察到日本對於廢棄物分類的嚴格管理，確保不可

燃類廢棄物(如金屬、玻璃等)不會進入焚化爐，這不僅保護了設備，還促進

了循環經濟的實現。這種做法非常值得借鑒，我們應該在機場廢棄物分類作

業中，落實這一點，以確保後續處理製程的順暢運轉。  

此外，日本焚化廠在建置前，花了大量時間與附近居民溝通，這一點也

值得我們學習。在未來的新焚化廠規劃中，可以聘請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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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採用與環境共榮共生的理念，規劃外觀及全廠設計無圍牆，廠房周遭以

廣場、草坪連結社區，形成 24 小時開放空間，期望能獲得附近居民的贊同，

和平進行後續建造工程。  

綜合上述說明，針對現行及新建焚化爐短、中、長期建議規劃，目前初

步規畫約須 8~10 年才完成新焚化廠興建(含可行性評估、環評…等)，首先

在短期規劃為舊廠營運方面，須針對舊廠各設備進行盤點設備堪用狀況，及

早進行汰舊換新(如熱交換器、緊急柴油發電機…等)，已確保相關設施運轉

效率，在中期規劃與顧問公司展開新廠設計討論(如須預估未來廢棄物參

數、使用生質柴油燃燒機…等)及辦理環評，長期規劃發包可靠廠商進行興

建作業，確保工程能如質如期完成，以因應第三航廈持續成長運客量所產生

廢棄物，可妥善處理。 

沼氣發電廠方面，其主要使用廚餘、過期食品及牛糞進行厭氧消化後產

生甲烷發電，將廢棄物轉化為能源，這一點值得我們借鑒。目前本公司污水

處理廠產生的污泥，是送入焚化爐焚燒，這不僅增加了焚化爐的操作難度，

還降低了資源循環的使用價值。建議我們可以考慮引入厭氧消化技術，將污

泥轉化為能源，實現資源循環利用。  

另外，成田機場公共設施以簡約且方便施工的方式達到需求功能，這一

點也非常值得我們參考。 成田機場的設計不僅僅是簡約與實用，其布局還充

分考慮了乘客的流動性和便利性。機場內部設置了清晰的標識，使得旅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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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輕鬆找到所需的服務設施。此外，成田機場的公共設施設計理念還體現在

對環境的保護上。機場採用了多項環保措施，包括雨水收集系統、太陽能發

電設施和廢棄物分類處理站，這些設施不僅減少了機場運營對環境的影響，

還提高了資源的利用效率。這些環保設施的設計，不僅是對自然環境的尊

重，也是對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承諾。該國的公共建設多為實用、簡潔、低維

護且具有高度設計感，這些特點可以作為我們未來建設項目的指導原則。 

桃園機場公司作為機場運作的管理者，維護飛航安全為應盡的職責與本

份，提供國內外旅客乾淨舒適的出入境體驗，更是本公司重視的價值，本公

司以最高標準維護桃園機場的環境整潔，以及廢棄物管理服務，維持機場清

運車隊與焚化廠的良好運作，確保機場內垃圾不落地與妥善處理，維護國家

門面的整潔美觀，期許所有出入境旅客對桃園機場留下美好印象，並推動機

場資源循環、低碳以及環境永續的理念與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