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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零、挪移、再抉擇 

一、 前言 

兩年前，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斗大的標題寫著：「台灣：世界

級的垃圾處理天才」；去年，英國一個專職於輔佐企業達到環境友善

的顧問公司（EUNOMIA）分析結果指出：台灣的資源回收效率高居世

界第二，僅次於德國；今年，關鍵評論（TheNewsLens）特別報導了

台灣的垃圾減量成果宛如奇蹟，再再顯示台灣處理廢棄物的能力優於

許多已開發國家：除了努力降低垃圾量，還致力提升垃圾堆中廢棄物

的再利用價值。從報導的內容回到日常的觀察，即便對於全球環境變

遷的議題可能感到陌生，台灣民眾對於隨手進行垃圾分類幾乎已經是

反射動作，無論是在學校、公務機關、交通運輸或居家社區，我們都

已習慣為手上這個即將丟棄的產品挑選它的最終去處：一般垃圾桶、

或資源回收桶。然而，我們處心積慮推廣多年的廢棄物回收再利用，

巨觀而言，僅是治標不治本。 

事實上，透過資源回收重新使用廢棄物中的可利用部分，是奠基

於「線性經濟」的思考模式。然而，全球的經濟已逐漸轉向「循環經

濟」的運作發展模式，打破舊有的思維，不再只是思考一個產品的「臨

終」可以有多少剩餘價值再利用，而是在一個產品的「生育」與「成

長」階段，透過各式創意的合作與設計，讓此一產品的生產過程及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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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歷程中的價值達到最大化，藉此達到環境永續的目標。換句話說，

一個產品從原料、製作、販賣、使用到丟棄，商人思考的不應只有產

品利潤，消費者選擇的標準亦不應只是產品價格，而應將產品生命週

期各階段的環境成本納入考量，從根本解決垃圾過量與環境汙染問

題。 

然而，循環經濟固然美好，但是當我們陎對短視近利的商人與政

策制定者，當我們早已習慣低價競爭與享受生活的便利性，要從線性

經濟轉換至循環經濟，仍需要突破重重阻礙。值得留意的是，如同本

書作者黃育徵所言：「沒有一個國家，比台灣更迫切需要採行循環再

生的經濟發展思維。」。 

二、 摘要 

（一） 循環經濟模式 

從國家經濟的發展困境切入，作者首先強調台灣因高度仰賴進口

能源與原物料，以「避害」的角度出發，應停止單向、一次性的消費，

應以能夠將汙染與廢棄物轉換為資源的循環經濟取而代之，一來避免

環境被持續地污染破壞，二來降低對於進口能源的依賴；接著，作者

從「趨利」的角度闡述台灣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如何透過循環經濟模式

解套，包含消費端以「使用」取代「擁有」，製造端從「製造」延伸

到「服務」，產業界從「獨善其身」到「相互依存」，徹底改變企業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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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提升國際競爭力。不論從「避害」或「趨利」的角度，經濟發展

模式的轉型刻不容緩。 

作者將經濟發展的時間軸拉長，將眼光放遠，看見全球資源的有

限，以及有限能源被持續消耗的驚人速度，尤其是目前各項工業必須

使用到的稀有金屬，將在下一個世紀耗竭，因此進一步深刻反思線性

經濟模式所形成的「使用後丟棄」的消費習慣：丟棄的越快、產品的

需求越高、製造的數量越多、經濟的發展越蓬勃。換言之，丟棄一個

產品，代表的是另一個產品被製造出來的機會，而藉由大量的製造，

滾動整個生產鏈內的供需交易，產出利潤，創造出漂亮的數值，證明

國家的經濟持續成長。在此一思維之下，身為一位企業領導者，為了

追求營利的最大化，理所當然地會朝向提高產品汰換率的方向進行產

品的研發與製造，只要專注於如何販賣更大量的產品，就能保證取得

更成功的獲利。這就是線性經濟的本質，亦是最嚴重的問題核心。 

在一昧地衝高交易量的同時，企業忽略了自己所身處的環境持續

地在付出無法想像的鉅額代價，企業好似與環境、與社區、與社會隔

離，自成一個封閉的系統，僅計算內部成本，漠視外部成本。外部成

本包含自然環境中的原料開採、製造過程中的廢氣排放與汙染、勞動

者的工作條件等，這些是不會出現在公司財務報表上的項目，卻是真

切且深刻的日常生活，更甚者，此一成本並非單一企業能夠負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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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需由這片土地以及生活於此的所有人一起買單。若要重新將企業與

環境社區連結起來，線性經濟的思維必須改變，由循環經濟取而代

之。 

循環經濟，是一套仿效大自然運轉的循環生態思維。在大自然裡，

多元的物種各取所需，生產者提供物質與能量，消費者使用並維繫，

後由分解者轉化死亡的消費者為營養物質，重新供給生產者使用。也

就是說，原始的生態系中，並沒有「廢棄物」的存在。這是循環經濟

的原型，清楚說明了其核心思維：聚焦於資源，一個讓資源在各階段

皆可回復、可再生的經濟和產業系統。 

（二） 實際案例說明 

具體而言，循環經濟思維的實踐，在於「打造新的消費習慣：以

使用取代擁有」，以及「生產者的責任不應止於商品售出」。簡單而言，

身為一位消費者，我們習慣於透過購買行為去擁有一個產品，不論是

一件牛仔褲、一臺咖啡機或一輛汽車，然實際上，我們真正需要的並

非是產品本身，而是產品的「使用權」。而身為生產者，對產品的責

任應延續至售後，甚至確保產品生命週期的最後處置也被妥善安排。

多數友善環境的企業已經留意到產品生命週期結束後的回收再利用，

然而，循環經濟思維的實踐，不僅止於資源回收。過往的資源回收屬

於「降級回收」，產品或材料的經濟價值在一層層的回收處理後被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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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雖延緩了產品被丟棄的時間，卻無益於減少產品製程中資源的消

耗。循環經濟思維的實踐，在於透過進階回收、產品設計與生命材料

科學等，讓原物料得以回到供應鏈的循環中。 

作者於書籍中收錄了企業、產業、區域、國家如何將循環經濟模

式設定為發展藍圖的實際案例，如：營建業的「建材銀行」創新商業

模式，建商與營造商以租用建材代替採購建材，待建築物使用壽命結

束拆除時，由供應商回收建材再利用。建築物本身儼然是一間妥適存

放著建材的銀行；農業的「全豬利用」畜牧方式，將豬舍的排泄物作

為農地肥料以及沼氣能源，豬血製成血清，豬腸製成手術縫線，連豬

隻躺在豬舍地上的餘熱也被回收到系統中重新利用；紡織業的「牛仔

褲租用方案」，讓消費者在租用一年後，得以選擇留下它、換新褲子

續租或歸還並取得抵用卷；運輸業的「汽車業陏命」，從汽車設計到

製造、使用、回收，盡可能使用再生材料，積極管理二手零件的追蹤

與維修。 

三、 心得啟示 

（一） 觀念扭轉與視角轉換 

「循環經濟」一書的作者從國家整體經濟發展的高度進行論述，

書中具體呼籲政府應針對相關法令、財稅政策、產業區升級、研發與

投資平台等向度進行長遠的規劃，並進一步以行動創造改陏，歸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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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發。此乃身為一市井小民的我難以想像、也難以有所共鳴的。

一來因我的工作領域在基礎教育端，與能源產業或製造業有著遙遠的

距離；二來因我的專業在人文心理，與書中提及的生命材料科學相去

甚遠，缺乏投身其中的基本知識。再者，平民百姓如我，與國家整體

經濟發展的直接連結極為薄弱，不論是創新商業模式的政策制定、法

規的修正、各項產品製造過程中的資源回復與回收，皆難以觸及。簡

言之，在快速翻閱完此本書後，我的感想僅有一個：循環經濟是商人

的事、是政府的事、是專業人士的事，於我何干？ 

所幸，那只是我的第一個想法。回想當初驅使我挑選此本書籍閱

讀的動機，乃出自於對環境保護、永續經營理念的認同與喜愛，平時

亦會關切特定非營利組織正在投入的環保議題及友善土地的運動。每

個組織都在各自關注的議題上耕耘，如慈心基金會致力推廣減塑與友

善土地的農耕、綠色和平組織致力於監控海洋漁業對生態的汙染、慈

濟基金會致力於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推廣等，奠基於平時的接觸，累積

了對環境議題的敏銳度，也因此，被「循環經濟」一書吸引，期待能

夠從中獲取更多的知識或啟發。 

回想起閱讀此書的初衷後，再一次細細閱讀，我確實從中習得了

知識性的資訊，同時，也在各國的事例中，拓展了我看待「環境議題」

的視野。其中，最為顛覆我過往思維的，莫過於「生產者的責任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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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於產品售出」的視角挪移。如果生產者仍將售出的產品視為其資產，

在他必須負擔維修、保養以及廢棄回收等責任的假設之下，生產者自

然會為了降低售後服務的成本，設計更為耐用、持久且容易回收再利

用的產品。若從我的經驗談起，已經不只一次聽長輩們提起，耐用的

家電已經越來越少，過往一台電扇可以從年輕吹到老，現在的電扇雖

便宜，卻非常容易故障，維修的空間有限，壞了只能再買一台。這是

商人獲利的手段，同時亦是資源一再被濫用及錯置的原因。雖「保固

期」的售後服務逐漸被視為多數產品出售時的基本設定，產品廠商看

似非常有誠意為其產品的功能運作負起責任，然保固期結束後，廠商

對此產品的責任船過水無痕，將產品的相關零件、耗材與軟體交付給

對產品構造最不熟悉的消費者，在產品失去功能後，無所適從，只有

丟向垃圾廠一途，完全切斷了產品的部分原料可以被放回生產鏈中再

次使用的可能性。我沒有機會接觸到產品的製程，亦不可能說服廠商

轉換視角，我能做的，是回到日常的生活經驗中，以消費者的身分實

踐。 

（二） 成為有知有覺的消費者 

適逢家中換季大掃除，我抱著兩台已經無法正常運作的無線網路

分享器，習慣性等著資源回收車靠近後，要以快狠準的速度與準度交

給清潔人員，正計算著車子靠近的距離以及走過街的最佳時機時，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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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想起，我要擺脫這兩件「垃圾」，除了直接丟到資源回收車之外，

是否有其他更符合循環經濟理念的作法？一時之間雖沒能想出一個

漂亮的答案，還是決定先將這兩件「垃圾」帶回家，再致電詢問當初

購買的商場，是否有無線網路分享器的專門回收據點，得到的答案令

人沮喪：就當作一般垃圾丟棄就好。我進一步想，零售商或許無暇理

會，但製造商應該就能夠回應，於是前往製造商的網頁搜尋可能的回

收據點，搜尋結果顯示，此一品牌在環境類別的社會責任上，仍停留

在多數企業所處的階段：節能減碳、原料安全無毒，至於已售出的商

品，製造商並沒有進行系統性處置的設計。最終，這兩件垃圾依舊是

上了資源回收車，後續的發展不得而知。 

另一段的實踐經驗，則相對鼓舞人心。在書中提及的「以使用代

替擁有」，與前陣子興起的「共享經濟」風潮有異曲同工之處。共享

經濟模式，是將閒置的資源重新拉回消費市場中，並將資源閒置的低

成本直接回饋給消費者，而消費者在使用資源的同時，重新賦予閒置

資源應有的價值，彼此互利互惠。消費者毋須購買並擁有，相反地，

消費者以更少的價格，卻得到相等的服務或產品功能。Airbnb 即是

以共享經濟的思維出發，提供一個網路平台，讓所有人能夠將自家的

閒置房間以單日為單位出租給需要的旅客。一般而言，出租的價格會

優於飯店旅館或民宿，且亦是另一個機會與在地居民互動，瞭解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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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與文化。我的實踐即是在家族安排旅遊時，強力推薦透過此一平

台進行住宿的訂房與安排，而居住的經驗也讓家人非常滿意。 

另一個改變消費文化的實踐，則是在家人經營的餐酒館內。餐酒

館老闆觀察多數用餐客人在選購紅酒時，幾乎都無法在單一次的用餐

時段內享用完畢，剩餘的酒會變成廚餘被倒掉，造成食材的浪費。或

許對多數餐館而言，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結果，毋須多想，甚至對消

費者而言，亦不痛不癢，然而，若將葡萄栽種及酒品釀造過程中使用

的水、電、運輸、包裝等成本放入計算，白白浪費的不僅僅是那兩杯

不到的酒水，而是整個製造過程中使用掉的自然資源。有了這樣的念

頭，他借用共享經濟的理念，設計另一種消費模式：客人可以一次點

半瓶酒，僅需負擔原價的二分之一；剩餘的半瓶酒，則以半價的再九

折，賣給下一位客人。此一消費模式逐漸被接受，剩餘的半瓶不僅沒

有滯銷，甚至發現客人非常樂於與不同桌的陌生人共享自己點的另外

半瓶酒！ 

四、 結語 

整個社會的城鄉結構變化、物質生活的快速提升、市場競爭的不

可避免以及媒體炒作的消費文化，提供了一個溫床讓消費行為成為一

種以揮霍為目的的假性高尚，過多的低價商品促銷、過量的 CP 值比

較、過快的汰舊換新，讓身為消費者的我們在花錢的當下，單就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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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消費與否的決定因素。循環經濟或許必須透過國家、區域、政府、

專業人士等一步步緩慢地從上而下建構出來，不過，消費端是否也可

以試著從下而上去影響和提醒企業品牌，並以消費行為實際去支持那

些已經在做對的事情的企業？我想，答案是肯定的。當我們的每一個

消費行為都是依據循環經濟的理念進行判斷與抉擇時，這股力量應足

夠強大到讓企業不得不開始留意：妥適地讓廢棄物轉為可再回復的資

源，對企業與環境而言，都是一個永續的雙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