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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日韓三方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是一個運行多年且成功及有效的模

式，於會議召開前，各國互相討論該年度有興趣或正遭遇問題之議題，取得共識之後

再訂定召開主題及議程，本次議題為廢棄物管理政策的發展、廢棄物管理系統現況及

過去6年變化等，透過本次交流可針對單一議題深入探討，並了解各國所面對的問題

挑戰及因應方式，亦可了解失敗及成功經驗作為借鏡。 

參訪位於川崎市的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該廠主要進行冷氣、冰箱、洗衣

機、電視機及PET塑膠回收工廠，廢家電拆解分為人工拆解和機器破碎分選，先以人

工拆解分離金屬及回收冷媒，藉以提升回收利用價值及降低二次污染，最後再破碎分

選出各類金屬及塑膠。PET回收廠原料向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容器包裝回收協會(The Ja-

pan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Recycling Association,簡稱JCPRA)採購，經破碎、分選、清

洗、脫水、乾燥等工序，生產出再生PET片，後續再這些PET片將轉化為紡織品、塑

膠粒或其他成型產品。 

近年日韓積極導入AI技術及新型電子科技（如無人機等），運用系統所蒐集之大

數據與外部連結之衛星影像資訊，進行非法廢棄物監控模式之建立，以及以服務為導

向之AI客戶服務功能，來提升整體廢棄物管理、稽查及客服技術支援之量能，值得我

國繼續朝此國際趨勢前進。 

  



3 
 

目    錄 

摘要 ......................................................................................................................... 2 

壹、 目的 ............................................................................................................... 7 

貳、 過程 ............................................................................................................... 8 

參、 心得與建議 ................................................................................................ 31 

肆、 聯繫窗口 .................................................................................................... 33 

 

  



4 
 

圖  目  錄 

圖 1、日本交流單位網站-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8 

圖 2、韓國交流單位網站-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9 

圖 3、三國交流會議地點位置圖(JW Center) ..........................................................................10 

圖 4、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合照.................................................11 

圖 5、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1 ......................................12 

圖 6、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2 ......................................12 

圖 7、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3 ......................................13 

圖 8、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4 ......................................13 

圖 9、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5 ......................................14 

圖 10、日本第五次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概述(1/2) ................................................................16 

圖 11、日本第五次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概述(2/2) ................................................................17 

圖 12、日本塑膠資源循環法(1/2) ............................................................................................17 

圖 13、日本塑膠資源循環法(2/2) ............................................................................................18 

圖 14、韓國廢棄管理法規演進 ...............................................................................................21 

圖 15、Allbaro 系統概述(1/2) ...................................................................................................23 

圖 16、Allbaro 系統概述(2/2) ...................................................................................................23 

圖 17、Srien 系統概述(1/3) .......................................................................................................24 

圖 18、Srien 系統概述(2/3) .......................................................................................................24 

圖 19、Srien 系統概述(3/3) .......................................................................................................25 

圖 20、韓國以無人機追蹤非法棄置場址 ...............................................................................26 

圖 21、生成式 AI 輔助客服功能 .............................................................................................26 

圖 22、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簡介 .............................................................................28 

圖 23、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回收物質組成介紹 .....................................................28 

圖 24、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運作狀況(1/2) ..............................................................29 



5 
 

圖 25、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運作狀況(2/2) ..............................................................29 

圖 26、日本回收塑膠運用於食品容器案例(住宿飯店) ........................................................30 

  



6 
 

表  目  錄 

表 1、與會成員與職稱 ...............................................................................................................9 

表 2、2024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2024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議程 ............................10 

表 3、本次會議與會人員名冊 .................................................................................................33 

  



7 
 

壹、 目的 

我國自1997年成立廢棄物管制中心，以電子化申報管理達成廢棄物跨地區移動的

流向追蹤，2000年，擴大編組建立專責單位，整體成果為世界各國所學習的對象，世

界各國亦多次向我國拜訪請益，其中以日本、韓國，因同樣屬於亞洲鄰國，因此參訪

次數最多。近幾年來，日本與韓國急起直追其電子化管理進度與成果已經與我國接近，

部分機制與作為亦值得我國參考學習。因此於2012年起，臺、日、韓三國協定每年召

開一次技術交流會議，持續保持友好關係以交換意見、互相學習各管理優點。辦理的

方式每年輪流由一個國家主辦，2013年由日本主辦、2014年由臺灣主辦、2015年由韓

國主辦並完成第一次三國輪辦循環，每年皆有非常具體的管理經驗交流，自2016年起

為第二次循環，再次回到日本舉行，2017年由臺灣主辦，本屆三國會議則輪由韓國舉

行，由韓國環境協會（K-eco）擔任主辦，也是第二輪會議的最後一年。 

今年輪由日本主辦，於會議召開前，各國互相討論該年度有興趣或正遭遇問題之

議題，取得共識之後再訂定召開主題及議程，今年度議題為廢棄物管理政策的發展、

廢棄物管理系統現況及過去6年變化等。 

  



8 
 

貳、 過程 

一、 會議出席單位介紹 

1. 日本與會單位介紹- 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公益財團法

人日本產業廢棄物處理振興協會。 

為非官方的法人機構，負責推動日本產業廢棄物e化管理作業，其法

人最初成立時由環境省主責。該單位所發展維護的e化系統需付費使用，

故來使用其系統的事業或TSDF亦為其會員。 

 

圖 1、日本交流單位網站-The Japan Industrial Waste Information Center 

 

2. 韓國與會單位介紹-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KECO) 韓國環境協會 

為韓國環保部的附屬法人單位，KECO扮演著全球環境服務提供者的

角色，服務的範圍包括氣候、空氣、水、土壤、廢棄物、回收、環境健康，

並且支援相關環境工程。來參訪者為其廢棄物管理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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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韓國交流單位網站- Korea Environment Corporation 

 

3. 臺灣與會人員 

本次出席會議成員由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曾志評科長、鄧丕信技正及幕

僚單位環資國際有限公司代表。與會成員與單位如表1所示。 

 

表 1、與會成員與職稱 

單位 人員 職稱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曾志評 科長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鄧丕信 技正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黃義芳 董事長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倪雅惠 總經理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 陳緯豪 經理 

 

二、 會議地點及議程 

本次會議行程自113年9月5日至9月6日，共計2天，議程與內容重點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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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會議地點為公益財團法人日本產業廢棄物處理振興協會會議室位置如

圖3，整體會議議程概要列於表2。 

 

圖 3、三國交流會議地點位置圖(JW Center) 

 

表 2、2024年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2024 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議程 

第一天 9月5日(四) , 2024 

時間 內容 講者 

9:30~ 報到 

10:00~10:30 開幕致詞 (三方代表) Seki Soichiro (日本 JW 中心) 

曾志評科長 (臺灣環境部) 
Kim,Soon-Ok (韓國 K-eco) 

10:30-11:00 (主題一) 日本過去5年廢棄物管理政策

的發展 

Ms. Izumi Sasaki  

(日本 JW 中心) 

11:10-11:40 (主題一) 臺灣過去5年廢棄物管理政

策的發展 

曾志評 科長 

(臺灣環境部) 

11:50-12:20 (主題一) 韓國過去5年廢棄物管理政策

的發展 

Ms. Han Hye-young 

(韓國 K-eco) 

12:20-13:50 午餐 

13:50-14:20 (主題二) 日本廢棄物管理系統現況及

過去5年變化 

Mr. Hiroshi Sato 

(日本 JW 中心) 

14:30-15:00 (主題二) 臺灣廢棄物管理系統現況及

過去5年變化 

倪雅惠 

(臺灣環資國際) 

15:00~15:20 交流時間  

15:20-15:50 (主題二) 韓國廢棄物管理系統現況及

過去5年變化 

Ms. Kim Da-young  

(韓國 K-eco) 

16:00-16:10 2025年三國會議辦理方式討論 

16:10-16:20 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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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餐敘 

第二天 9月6日 (五) , 2024 

時間 內容 講者 

9:10-12:00 參訪行程 

J&T 環境株式會社 
J&T 講者 

12:00-13:00 午餐  

 

三、 會議情形 

有別於過去辦理國際會議方式，常為多項議題，無法深入討論，臺日韓

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為一個不同形式的交流方式，茲將本

次成果與心得彙整如下，交流情形照片列於圖4~圖9。 

 

圖 4、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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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1 

 

圖 6、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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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3 

 

圖 8、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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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 交流情形5 

 

今年會議主辦方日本有鑑於三國會議中斷數年，規劃交流近6年各國廢

棄物管理政策的變化及系統精進的項目與方式，這是一個宏觀且多面向的討

論議題，近年來正值我國環保部門組織改造及促進資源循環政策的推動，很

感謝JW-Center提出如此重要的議題，讓我們能銜接各國在這中斷聯繫5年間

制度及管理方式的演進，讓我們能夠藉此機會，掌握及探討近年的管理變

革，也能夠更深入了解各國的資訊管理系統。茲將本次成果彙整如下： 

（一） 日本推動循環經濟策略 

日本近6年廢棄物管理政策的發展，重點在於推動循環經濟的轉型以及

實現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透過相關法律的訂定，及物料的循環研究，期望

可提升資源回收及廢棄物管理的作為。 

1. 日本第五次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概述： 

於令和6年8月（2024年8月），日本發布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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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將循環經濟納入國家戰略，該計畫係依照「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

本法」所制定，目的在推動資源循環並減少環境負擔，建立永續的循環

型社會。隨著全球資源需求增加與國際局勢緊張，日本面臨資源供應與

需求保障的挑戰，因此推動循環經濟成為應對世界局勢變化及環境問題

的關鍵。 

(1) 策略與重點方針 

計畫提出向循環經濟轉型，包括資源減量、再使用、回收與可再

生能源的應用。日本將以創新技術推動資源效率提升，並透過產品生

命週期管理減少廢棄物。計畫也強調地區循環系統的建立，促進地方

經濟活化和高品質生活，並應對人口老齡化及資源保障問題。 

(2) 國際協作與政策創新 

日本在國際上推動循環經濟合作，尤其重視與東南亞國家及G7的

資源循環政策協作。日本同時加強對企業在資源循環及供應鏈中人權

與環境盡職調查的要求，確保全球價值鏈的持續性與可靠性。 

(3) 未來展望 

通過計畫的實施，日本致力於建構資源有效利用、低環境負荷的

社會體系，促進經濟增長和高生活品質，並逐步達成2050年碳中和目

標。 



16 
 

 

圖 10、日本第五次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概述(1/2) 

 

2. 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的目標： 

(1) 訂定2030年的目標為減少使用25%的一次性塑膠，並將回收塑膠使用

量增加1倍、推動使用永續航空燃料(SAF)，占日本航空燃料之10%、

金屬回收量增加1倍，以及推動建築材料的拆解及回收，並提高建築

物壽命。 

(2) 研究及推動廢棄物回收，針對畜牧糞便採用厭氧發酵轉廢為能、廢棄

食品採用發酵產生飼料及沼氣、廢食用油做為生質柴油，以及運用厭

氧發酵處理污泥，及回收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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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日本第五次循環型社會基本計畫概述(2/2) 

(3) 頒布新的循環法令，包含塑膠資源循環法(The Plastic Resource Circula-

tion Act, 2022.08)，以3R+Renewable策略，減少、重複使用和回收塑膠，

推動日本國內塑膠資源的循環再利用。以及訂定促進資源循環回收法

案(Law on Advancement of Recycling Businesses, for Promotion of Resource 

Recycling ,2024.05)，提升資源回收業水準及強化競爭力。 

 

圖 12、日本塑膠資源循環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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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日本塑膠資源循環法(2/2) 

 

（二） 韓國推動循環經濟策略與管理方法 

1. （循環經濟促進法(Enforcement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Promotion Act) 

韓國過去幾年的廢棄棄物管理政策，以源頭減量及提升再利用或

能源回收，作為推動資源循環的策略，新政策預計於2025年1月1日推

動，主要為訂定綠色設計及源頭減量規範，規定生產者及進口商促進

產品循環或維修，以延長物品使用壽命；以及於廢棄物產生後，以最

大限度循環再利用，並訂定擴大特殊循環經濟稅收專戶，於廢棄物處

理費用及處理設施營運收益徵收，說明如下： 

(1) 循環使用評估制度 

I. 此制度設立的目的是對產品的可循環性進行全面評估，以促進生產

者在產品全生命周期內重視資源的有效使用。 

II. 評估標準： 

A. 循環材料使用：產品需儘可能使用可循環利用的原材料或環保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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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材料，以減少對自然資源的依賴。 

B. 耐用性和修復性：產品應具備較高的耐用性和易於修復的特性，

以延長使用壽命，降低資源消耗。 

C. 全生命周期的循環性：從生產到分配、消費、到最後的處置階

段，產品應具備高循環使用的可能性。 

D. 碳排放影響：需考量整個過程中的碳排放量，以減少對氣候的負

面影響。 

E. 評估週期：韓國環境部決定將循環使用評估的週期從原本的3年

延長至5年，以便企業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改進。 

(2) 循環資源認定制度 

I. 鼓勵資源回收，通過認定特定資源為「循環資源」，這些資源將不

再被視為廢棄物，從而簡化處理流程。 

II. 認定標準： 

A. 無害性：循環資源須符合無害性標準，確保在再利用過程中不對

環境和健康構成危害。 

B. 高附加價值：資源必須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支持在工業或其他

領域的高效利用。 

III. 認證流程：經環境部長批准後，這些循環資源將獲得認定，企業可

以依法進行再利用，減少監管限制和相關成本。 

(3) 循環資源品質認證制度 

I. 透過品質認證制度，提升消費者對使用循環資源產品的信心，並鼓

勵企業採用符合標準的再生材料。 

II. 認證標準： 

A. 其他物質含量：循環資源中的其他物質含量須符合一定標準，以

確保資源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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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危險物質含量：嚴格限制危險物質含量，確保產品安全性。 

C. 再生材料標準：根據不同的再生材料，設立專門的質量要求，例

如金屬、塑膠和紙類等不同類型的資源，都需符合特定的標準。 

III. 標識制度：獲得品質認證的循環資源可標示為“使用循環資源的產

品”，便於消費者辨識並選擇環保產品。 

(4) 新技術/服務的管制豁免 

I. 此制度旨在推動創新循環經濟領域，特別針對新技術與新服務的應

用。 

II. 管制豁免制度：在循環經濟創新技術應用的過程中，允許企業在特

定條件下獲得管制豁免，這將加速新技術的落地和試點營運。例

如，企業可在此制度下測試新型資源回收技術或服務模式，並在法

律規範內嘗試不同的商業模式。 

III. 政策支持：通過此制度，韓國政府希望降低新技術的進入門檻，鼓

勵企業投入循環經濟創新。 

(5) 近期政策進展 

I. 執行細則修訂：2024年8月，韓國環境部進一步修訂了施行細則，

以加強產品全生命周期的循環使用，並制定相關指標計算方式。前

述指標包含資源回收率、循環材料使用率等，便於評估企業在循環

經濟中的實際成效。 

II. 下位階法規草案：為了全面推動「循環經濟促進法」，韓國環境部

發布了5項下位階法規草案，詳細規定了循環資源的認證程序、危

險物質的控制標準等，以利企業更易於遵循法規。 

(6) 未來展望 

I. 強化循環經濟目標：韓國將進一步推動政策創新，以實現資源循

環效率的提升和可持續發展。透過新技術的推廣、制度的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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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意識的提高，讓韓國在循環經濟領域成為全球領先國家。 

II. 推廣綠色消費：規劃透過標識、品質認證等機制，鼓勵消費者選

擇使用再生資源的產品，藉以形成市場需求，推動循環經濟的長

期發展。 

 

 

圖 14、韓國廢棄管理法規演進 

 

（三） 韓國廢棄物管理資訊系統發展 

1. 廢棄物管理系統(Allbaro) 

韓國自自2007年起發展廢棄物管理系統(Allbaro)，目前列管對象約

為430,000家，如同我國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透過網路管

理事業廢棄物清運過程，並於2020年擴大列管廢棄物處理者及回收者，

利用無線射頻辨識(RFID)管理醫療廢棄物之清理流程，早期Allbaro僅運

用電子聯單管理廢棄物，2022年起導入即時追蹤系統（GPS設備、處理

廠CCTV及重量監測）。此外運用該系統，韓國依循巴塞爾公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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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規範廢棄物進行廢棄物進出口管理措施，除了進出口管理巴塞

爾公約規範之88項有害廢棄物，亦加強管理許可清單以外之26項廢棄

物，相關功能如下所述。 

(1) 廢棄物清運流向資訊管理 

A. 全程追蹤：廢棄物從產源到最終處理的每個步驟均需上傳至Allbaro

系統。系統要求產源、清除者和處理者需連線申報廢棄物的即時流

向資訊，並通過RFID技術來遞送過程，以確保透明化。 

B. 即時管理：事業廢棄物的清運過程，可透過行動應用程式進行監控，

提供即時更新和追蹤，有助於預防非法棄置行為。 

(2) 廢棄物處理證書的電子化 

A. 電子聯單與妥善處理文件：系統取代了傳統紙本申報的流程，事業

在廢棄物產生或處理時逕行向系統報告，並自動生成相關文件。 

B. 管制作業：所有的文件均記錄於系統中，方便環保機關即時查核。 

(3) 輸出入申報管理 

A. 連線申報：輸出入廢棄物之公司可在系統上申報進出口申報，簡化

了繁瑣的手續。申報資料上傳後由環境部進行審核。 

B. 減少企業負擔：線上申報功能節省企業前往行政機構辦理的流程，

有效減少了時間與人力成本。 

(4) 統計數據分析 

A. 數據分析與政策制定：大數據分析，有助於韓國內廢棄物管理的統

計分析，幫助政府了解廢棄物產生及處理的現狀，從而制定更精準

的廢棄物管理政策。 

B. 違法行為分析：系統自動分析各種廢棄物數據，並對異常情況提出

警示，有效提高對廢棄物非法行為的監控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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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Allbaro 系統概述(1/2) 

 

 

圖 16、Allbaro 系統概述(2/2) 

2. 即時監控系統(Srien) 

韓國於2022年推動即時廢棄物監控管理，如同我國管理機制，由

產源Allbaro系統申報聯單，清除者車輛安裝GPS設備，處理者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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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監控（包含進場、過磅及貯存區），確保廢棄物的運輸和處理過

程完全透明化。 

 

圖 17、Srien 系統概述(1/3) 

 

 

圖 18、Srien 系統概述(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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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Srien 系統概述(3/3) 

 

3. 韓國非法棄置監控方法 

近年來人工智慧及無人機的普及，利用相關技術建立非法廢棄物

監控系統，運用大數據（包含聯單及貯存短漏申報、清運軌跡異常與

疑似違規者）分析建置廢棄物異常檢測模型；以及透過衛星影像輔以

無人機，進行空中監控非法棄置活動，提升整體查核效率（7小時縮短

為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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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韓國以無人機追蹤非法棄置場址 

4. 運用生成式AI輔助客服 

韓國的廢棄物諮詢團隊共計12名客服人員，每年服務250,000通諮

詢電話，為了解決人力短缺問題，韓國導入AI模型進行廢棄物管理客

服支援，運用生成式AI，提供107種申報及法律問題類型之諮詢服務，

以提升每年服務43萬客戶（25萬通電話/年）之回復效率。 

 

圖 21、生成式 AI 輔助客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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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參訪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本次日方安排參訪位於川崎市的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該

廠主要進行冷氣、冰箱、洗衣機、電視機及PET塑膠回收工廠。 

該廠廢家電拆解分為人工拆解和機器破碎分選，先以人工拆解分

離金屬及回收冷媒，藉以提升回收利用價值及降低二次污染，最後再

破碎分選出各類金屬及塑膠。該廠特別以機械手臂導入辨別式AI，協

助分類不同廠牌之廢家電，加速人工拆解作業流程。 

依據其提供之數據顯示，2023年該廠回收之冷氣再資源化率為99%，

再商品化率94%；液晶螢幕再資源化率為90%，再商品化率90%；冰箱

再資源化率為98%，再商品化率77%；洗衣機再資源化率為95%，再商

品化率92%。註1 

PET回收廠與臺灣回收流程相似，原料向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容器包

裝回收協會(The Japan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Recycling Association,簡稱

JCPRA)採購，經破碎、分選、清洗、脫水、乾燥等工序，生產出再生

PET片。後續再這些PET片將轉化為紡織品、塑膠粒或其他成型產品。 

日本目前法令允許回收塑膠可用於食品包裝材料，如雞蛋盒或食

物盤等等，於市面上亦有大量使用回收塑膠製程之食物托盤及食物餐

盤。延伸搜尋資料得知，日本PET 瓶回收委員會(The Council for PET 

Bottle Recycling)推動，廢棄寶特瓶於2030年可100%有效利用，且期望於

2030年實現寶特瓶B to B使用再生塑膠的比率提升至50%。 

 

                                                      

1 再資源化率：回收資源的百分比。 

再商品化率：回收處理廢家電，轉移至可用零件或原料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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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簡介 

 

圖 23、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回收物質組成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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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運作狀況(1/2) 

 

圖 25、JFE Urban Recycle Corporation 運作狀況(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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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日本回收塑膠運用於食品容器案例(住宿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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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與建議 

（一） 韓國近年積極導入AI技術及新型電子科技（如無人機等），運用系統所蒐

集之大數據與外部連結之衛星影像資訊，進行非法廢棄物監控模式之建

立，以及以服務為導向之AI客戶服務功能，來提升整體廢棄物管理、稽查

及客服技術支援之量能，於現今人力缺乏，且智慧化蓬勃發展的時代，

可作為借鏡，積極發展我國廢棄物管理、服務智慧化工具，本署亦正推

動廢棄物申報及相關證明文件電子化、導入運用生成式AI輔助客服等工作，

藉由與韓國交流過程瞭解辦理情形，值得本署後續推動規劃參考。 

（二） 日本於2024年8月發布第五次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計畫，將循環經濟

納入國家戰略，推動資源循環並減少環境負擔，建立永續的循環型社會，

環境部成立資源循環署亦朝推動資源循環方向前進，計畫策略與重點方

針內容值得本署作為參考。 

（三） 韓國過去幾年的廢棄棄物管理政策，以源頭減量及提升再利用或能源回

收，作為推動資源循環的策略，主要為訂定綠色設計及源頭減量規範，

規定生產者及進口商促進產品循環或維修，以延長物品使用壽命，與我

國管理政策方向相似，訂定內容值得本署作為參考。 

（四） 本次參訪日本PET回收廠與臺灣回收流程相似，日本目前法令允許回收塑

膠可用於食品包裝材料，如雞蛋盒或食物盤等等，本次住宿飯店亦有提

供100%回收PET製成之食物盤及托盤，顯見當地業者及民眾亦可接受使用

再生塑膠產品，可作為塑膠回收推動參考。 

（五） 有別於其他國際會議辦理方式，通常為多項議題同時進行討論，其討論

深度有限，且無法深入了解各自內涵。而臺日韓三國交流會議(Tripartite 

Network Meeting)是一個運行多年且成功及有效的模式，於會議召開前，各

國互相討論該年度有興趣或正遭遇問題之議題，取得共識之後再訂定召

開主題及議程，此種作業模式可針對單一議題深入探討，並了解各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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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的問題挑戰及因應方式，亦可了解失敗及成功經驗作為借鏡，建議

持續進行交流深化，維持友誼交流讓亞洲三國之廢棄物管理繼續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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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聯繫窗口 

茲將本次參訪的聯繫窗口與資料彙整於表3。 

表 3、本次會議與會人員名冊 

代表 姓名 單位及職稱 

臺灣 
曾志評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科長 

鄧丕信 
環境部資源循環署/技正 

黃義芳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 

倪雅惠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總經理 

陳緯豪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經理 

日本 
Seki, Soichiro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President 

Junso, Miyahara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Managing 

Director 

Kasai, Satoshi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Executive 

Director 

Sato, Hiroshi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Executive 

Director 

Suga, Hiroko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Secretary General 

Tsurushima, Toru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Director 

Hamada, Yoshihisa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Duputy Director 

Sasaki, Motoki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Chief 

Yamamoto, Chiaki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Assistant Chief 

Miyazaki, Naotaka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Assistant Chief 

Nakanishi, Atsumi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Staff 

Sasaki, Izumi 
日本公益財團法人-產業廢棄物處理

振興協會 JW Center/ St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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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 姓名 單位及職稱 

韓國 
Kim,Soon-ok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Director 

Han, Haeng-seok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General Manager 

Han, Hye-young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Duputy 

General Manager 

Lee, Seong-han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Assistant Manager 

Kim, Da-young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Assistant Manager 

Byun, Yu-jeong 韓國環境協會 K-eco/ Staff 

Kim, Ho-june Interpr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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