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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處理與循環再利用 

一、 廢棄物管理 

台橡在產品設計與研發階段，即考量產品全生命週期終了後的廢棄情況，因此持

續投入知識及技術，開發可增加回收率的發泡材料與其他相關產品，積極減少產

品應用端廢棄之後對於環境所產生的相關衝擊。 

台橡於廠內透過製程條件優化，精準調控用料投入降低廢棄物產生，亦積極推動副產品於廠內循

環利用；於廠外也與價值鏈上下游及異業合作，擴大廢棄物廠外利用， 將廢棄物轉化為有價資

源，拓展二次原物料市場(secondary raw materials)，實踐循環經濟理念。 

對於目前因技術瓶頸尚無法避免的廢棄物，台橡秉持著對於環境的關心與責任，

妥善謹慎地管控各廠區之事業廢棄物與一般廢棄物，切實依據各廠區所在國家與

地區的相關環保法令規定，以高標準進行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台橡嚴格自我要

求，導入 ISO 14001: 2015 環境管理系統，並再次取得證書有效至 2024 年 2 月

5 日，依其基本原則與架構，制定廢棄物管理規劃、管理目標，並且定期監督與

分析廢棄物管理之成效。 

台橡的主要生產活動，是將石化初級原料( 包含乙烯、丙烯、丁二烯、苯乙烯) 進

行聚合、氫化、合成，生產出橡膠原料與化學原料；在進行加工與聚合的過程中，

為了增進產品效能而加入有機化合物之添加劑，因此製程產生廢橡膠、廢液、污

泥與廢油等廢棄物。 

主要之事業廢棄物來自於生產過程使用之原物料或添加劑無法於廠內循環利用，

則產出廢液( 化學品) 及生產設備清理後產出之廢橡膠。兩項大宗廢棄物主要以

委外焚化方式處理，而焚化過程中空氣污染物之排放將產生空氣污染與環境衝

擊。 

台橡集團所產生的廢棄物均委由合格的清除處理業者進行處理，為確保業者依法

妥善處置廢棄物，台橡針對廢棄物清除處理廠商進行查核與稽核。台橡高雄廠每

年定期針對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污泥及廢潤滑油等特定廢棄物之廠商進行稽

核，確保業者皆依法處理；岡山廠則不定期進行跟車追蹤；申華化學針對運輸車

輛的抵達與駛離時間進行追蹤；子公司南通實業與台橡宇部除了對處理業者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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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審核外，亦要求處理業者定期回傳處置紀錄，年末則會對處理業者進行評

鑑，作為隔年度協力廠商選擇之參考依據。上海實業與 TSRC (Vietnam) 

Company Limited 依循當地法規，要求廢棄物清除處理廠商透過網路申報追蹤

廢棄物處理流向或提供合格證明，以確保廢棄物妥善處理。 

     對於目前因技術瓶頸尚無法避免的廢棄物，台橡秉持著對於環境的責任，謹慎

地管控各廠區之廢棄物，切實依據各廠區所在國家與地區的相關環保法令規定，

以高標準進行廢棄物的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台橡參照ISO 14001: 2015 環境

管理系統的基本原則與架構，制定廢棄物管理規劃、管理目標，並且定期監督與

分析廢棄物管理之成效。 

 

    台橡每年追蹤廢棄物重量以及每單位產品的廢棄物產生量，以檢視台橡廢棄物管

理之成效。台橡2022 年擴大廢棄物數據統計範疇，過往統計一般事業廢棄物數

據時，僅包含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而2022 年加入下腳膠、廢包裝材料、廢鋼

材電機等可回收一般事業廢棄物，故一般事業廢棄物總量大幅增加。2022 年台

橡一般事業廢棄物( 含一般垃圾與回收類) 總重量為3,260 公噸，較2021 年增加

25.78%。有害事業廢棄物部分，2022 年有害事業廢棄物總重量為2,144.63 公

噸，相較2021 年增加14.50%，主因高雄廠部分製程循環溶劑因品質考量不再循

環使用，改委由廢棄物廠商清除處理，以及南通實業因非常態之汙水池及部分桶

槽底部清理而增加有害廢棄物重量。整體而言，台橡2022 年單位產品廢棄物量

為10.01 噸/ 每千噸產品產量，相較2021 年增加26%，未來我們將採取源頭減

量分類及資源回收再利用等措施，持續強化廢棄物相關管理措施。 

 

    台橡集團2022年廢棄物管理，依SASB績效指標於永續報告書揭露，並委託安侯

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按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佈確信準則公報

3000 號「非屬歷史性財務資訊查核或核閱之確信案件」( 係參考國際確信準則

ISAE 3000 Revised 訂定 ) 進行SASB指標之有限確信 (Limited As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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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集團廢棄物重量  

 
 

三、 循環再利用 
台橡針對廢棄物管理持續推動源頭減量，包含廠內副產品與資源再利用、廢棄物

資源化等措施，力求廢棄物減量，落實循環經濟之理念。而對於廢棄物清除處理

廠商遴選與清除處理流向皆有建置有管理及稽核機制，以確保廢棄物妥善處理。

各項措施與成果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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