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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回收觀念，落實循環再利用

本期電子報前往嘉南藥理大學環境資

源管理系。(李茗家攝)

 

環境資源管理系林健榮副教授自喻為

「全臺灣最有味道的老師之一」。(李

茗家攝)

 

●撰文/李茗家

剛歡度50週年的嘉南藥理大學，創立於民國55年，原名為「私

立嘉南藥學專科學校」，多年來逐步成長，歷經升格改制，於

103年正式更名為「嘉南藥理大學」，並設有藥理、民生、人

文暨資訊應用、環境永續、休閒暨健康管理等5大學院。本期

電子報前往環境永續學院，邀訪環境資源管理系林健榮副教授

及楊英賢副教授，為我們分享有關廢棄物資源回收的看法。

整合個人專長，成功研發再利用技術

環境資源管理系（以下簡稱環管系）現有15位專業師資，專長

涵蓋環境資源、科學或管理相關領域，並聘請多位來自產業界

或學術界，具豐富教學與實務經驗的兼任教授，以加強專業職

能與實用技術。「本系目前的研究量能，依照每年產學合作的

情況，可說是處於學校的中前段班。」本次受訪的林健榮老師

表示，環管系的產學合作計畫自101年至103年期間，分別為64
件、57件、69件，總金額分別為新臺幣1,400萬、1,100萬、

1,800萬。

林健榮老師指出，這些產學合作計畫裡面，亦涵蓋廢棄物再利

用領域，「我們協助許多事業機構，讓他們在資源再利用之

前，能夠瞭解廢棄物的組成特性。」比如說，為提高廢潤滑油

的再利用效率，除針對其自身特性進行分析外，亦探討脫硫技

術以及增加燃燒效率，「研究過程中借重盧明俊和萬孟瑋兩位

老師的專業，完成實廠化技術研發，並達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10%的成效，成功地吸引業者投資設廠的意願。」

全臺灣最有味道的老師之一

長期投入廢棄物研究領域的林健榮老師，談到如何與廢棄物結

下不解之緣，「當初選填大學志願時，依照男生讀理工、女生

讀文法商的想法，從電機、機械、土木、化工等較為熱門的科

系，依序往下挑選工程相關科系。」後來放榜結果出爐，出乎

意料地進入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在當時環境觀念尚未普

及的階段，很少人了解環境工程學系。」

林健榮老師表示，求學階段剛好遇到張祖恩教授回國授課，

「一開始接觸的課題，就是協助嘉義市建立垃圾物理組成與化

學特性之基本資料供未來設置焚化廠之設計依據，並前往設置

於八掌溪畔的掩埋場進行垃圾採樣。」因此，林老師開玩笑地

表示，自78年開始探討廢棄物相關議題如垃圾採樣分析及再利

用等，「超過30年在垃圾堆打滾的經驗，可說是全臺灣最有味

道的老師之一。」

改變自我的習慣，才能更進一步

前陣子華爾街日報曾報導臺灣的資源回收成效，可以媲美奧地

利、德國及南韓等國家，甚至高於美國的35%。其實，臺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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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工作，歸功於大家的努力，才能展現出傲人的成績。

「若是從統計數據來看，像是整體的資源回收率，看起來已經

達到不錯的成果。」但是，林老師認為，若深入去探討垃圾堆

的組成成分，資源分類回收工作仍是有待努力。

「觀察全國民眾分類回收的觀念，發現可能有停滯的現象。」

林老師表示，具有資源分類回收觀念並願意落實於生活中的民

眾，其成果已經發揮出來，而配合度較低的民眾，如何讓他們

也加入行列，是值得持續深思的地方。另外，回收再利用產品

的品質，無法有效地提升，亦是一大問題。「這部分可能受到

設備分類技術不足，未能與時俱進，再加上人工分類，使得成

本增加，環環相扣之下，影響產品品質而造成去化管道無法暢

通。」林老師談到，或許可以考慮引進國外的技術，此外，環

保署現階段積極推動的應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或研究發展

的計畫，創造產官學研交流平台，亦是個不錯的作法。

透過源頭管理，才能更進一步

回顧多年來投入廢棄物領域的種種事蹟，林老師認為這是一段

苦盡甘來的歷程，且自身的觀念也會隨之改變。現在，林老師

不僅身體力行做環保之外，也常常會跟學生分享一個觀點，就

是看到廢棄物不要只想著如何清理，而是轉向思考如何回收，

使其回到製程或環境。「有時候碰到以前指導的學生，出社會

後回來請教廢棄物應該如何處理。」而林老師總是跟他們說，

透過源頭管理的觀念，自初始階段改變操作條件、製程改善、

原物料調整等，使廢棄物不再進入墳墓而是搖籃，才能創造循

環型經濟社會。

 

－回收很好，但一開始就不要用更好。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資源管理系 林健榮副教授

 

從生命週期角度看待

資源回收

「生命週期評估扮演兩

個重要的角色，一為評

估我們的產品、系統、

服務等活動所帶來的環

境衝擊；二為如何從搖

籃到墳墓的過程中，改

善這些已知的環境衝

擊。」嘉南藥理大學環

境資源管理系楊英賢老

師一開場直接切入生命

週期評估的重要性。正

因為世代的轉換，環境

問題解決的概念也隨之

改變，像是管末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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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資源管理系楊英賢副教授的專長

為產品綠色設計及碳足跡等領域。(李

茗家攝)

工業減廢回收、清潔生

產等階段，演進為綠色

生產、綠色設計、生態

化設計等階段，進而邁

向綠色消費及永續發

展。因此，如今的資源

回收，需要加入一些新

的元素，才能激盪出新

的火花。

「我們生活環境所面臨

的問題，一部份主要來

自廢棄物，其中有些物

質不容易回收再利

用。」楊老師表示，若

是等到末端才要處理，

可說是一大挑戰，不僅

處理成本增加，且再生

產品的經濟效益可能不

高。「我們應該從產品

設計、材料、製造、使

用及廢棄等階段，做一

個預防性設計，將末端

面臨的問題如回收、去

化等，從設計端改善及

解決。」而這也是楊老

師一直以來投入的研究

理念及目標。

塑膠及橡膠物質是楊老

師主要的研究對象，

「因為塑(橡)膠是我們

時常接觸的物品，希望

能夠透過生命週期評估

的方式，思考出新的解

決方式。」

或許我們現在的作法可

能仍有待改善，但是卻

必須存在，「因為我們

不可能一步登天，直接

邁向零廢棄的時代。」

楊老師表示，為解決這

些廢棄物，建議可以朝

向三大階段進行規劃：

初期應建立系統性思

考，以強化環境資訊的

揭露，讓社會大眾加以

重視，進而了解廢棄物

去化管道的問題；至於

中期，則可以引進及改

良現有技術，強化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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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面向，並透過業者

自我改變，於產品端重

新設計及減少使用；最

後長期來看，政府研擬

出相關法規，以引導材

料使用及產品設計的走

向。

－以生命週期思考再

設計，可解決環境大

部分的問題。

嘉南藥理大學環境資

源管理系 楊英賢副教

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