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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邦公司自創建以來已逾200餘年，其

於工安與環保方面之努力全球有目共睹。而

台灣杜邦公司秉持了杜邦總公司永續經營的

理念來耕耘台灣這塊土地，「安全、衛生、

環保」一直是杜邦公司的核心文化之一。因

此台灣杜邦公司自民國79年建廠以來，即積

極從事資源化技術之研發，終於成功的研發

出「人工粒料－觀音石」之產品，年產生量

約10萬公噸，再利用於各項道路基底層材

料中，典型的案例為財團法人車輛測試研究

中心測試道路之基底層材料，即為杜邦公司

「人工粒料－觀音石」之產品。

     推廣初期，台灣因資源化產品相關之研

究及應用標準尚未普及，致人工粒料－觀音

石的資源化工作相較於已具備相關資源化再

利用經驗之世界先進國家，在運作上更加艱

辛。有鑑於此，為了企業之永續經營，並

使人工粒料－觀音石能完全資源化推廣及

行銷，杜邦公司自民國92年7月起就委託本

會，協助進行人工粒料－觀音石資源化再利

用、潛在市場通路及產品加值化與市場競爭

力提升等之推動，以及再生資源、環境保護

環境資源中心 蘇茂豐

暨工業安全衛生顧問服務等，同時為了追求

企業永續經營及確保人工粒料－觀音石之品

質，亦持續不斷與中央大學進行一系列的密

切合作，以提升人工粒料－觀音石之材料品

質及多元化應用。

     砂石為營建業、公共工程或公路建設等

各項土木施工必須之基本原料，隨著國內經

濟發展與各項公共工程之陸續推動，砂石原

料短缺問題已逐漸浮現。人工粒料－觀音石

因屬於砂石之替代原料，如能針對人工粒料

－觀音石建立相關法源依據及再生利用途徑

與推廣應用層面研擬等相關策略，將有助於

市場之開拓與商機之掌握。且對人工粒料－

觀音石之產製與行銷，除以符合相關法規標

準為前提外，亦可積極尋求產品或材料之國

家認證，以加強人工粒料－觀音石之綠色產

品形象，增加使用者信心。

     因此擬定相關再利用評估及應用推廣研

究計畫，執行迄今已近四年，茲將成果說明

如下:

1. 鈦鐵礦氯化爐碴(人工粒料－觀音石)於93

年1月16日經濟部經工字第09304600660號

推動工業廢棄物資源化之

經驗談－以杜邦公司為例

台灣杜邦股份有限公司觀音廠 白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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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成為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另

透過專案計畫之推動執行，亦協助杜邦公

司提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施

工綱要規範第02722章「級配料基層」與

第02726章「級配料底層」修正草案，並

於92年12月2日將鈦鐵礦氯化爐碴(人工粒

料－觀音石)納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之

施工規範中，使得人工粒料－觀音石應用

推廣之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更形完備。

2. 人工粒料－觀音石之工程應用廣泛，為進

一步評估相關應用途徑之市場需求與推廣

策略，針對人工粒料－觀音石再生利用途

徑與推廣應用層面研擬行銷策略，以掌握

市場商機。其成果概述如下：

(1) 以水泥產量移動平均法作為我國砂石

需求量推估之依據，推估台灣地區未

來砂石需求量約在6 ,300~6 ,600萬立方

公尺之間，年需求平均量約6 , 4 0 0萬

立方公尺，其中公共工程砂石需求量

約2 , 6 0 0萬立方公尺，占總需求量之

40%；民間工程砂石需求量約為2 ,300

萬立方公尺，占總需求量之36%；道

路工程砂石需求量約為8 5 1萬立方公

尺，占總需求量之13%。

(2) 人工粒料－觀音石再生利用主要用途

之需求調查結果如下：

 營建工程填土年平均需求量約475萬

立方公尺。

 無筋混凝土粒料（消波塊、道路緣

石與水溝蓋板、人行步道磚）之年

需求量合計約16萬立方公尺，其中

以消波塊之需求量約11萬立方公尺

為大宗，其次則為人行步道磚之2 .8

萬立方公尺。

控制性低強度材料（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s, SLSM）砂石需求

量約322萬立方公尺。

 地質改良材料之砂石需求量約147萬

立方公尺。

(3) 產品之推廣應採多角化經營方式，以

擴大市場面，惟仍應集中於主力市場

之經營，以求事半功倍，同時降低營

運風險。經由本專案計畫針對人工粒

料－觀音石再生利用主要用途之需求

調查結果顯示，砂石需求還是以道路

工程粒料之潛在市場最大，此亦為杜

邦公司人工粒料－觀音石目前之主要

行銷通路；而CLSM為未來管線回填之

趨勢，其潛在砂石需求亦可達300萬立

方公尺以上。

(4) 經本專案計畫研究SWOT分析結果顯

示，人工粒料－觀音石在水泥混凝土

方面相關應用層面較廣，粒料之再膠

結特性可減少使用者之水泥用量。目

前以CLSM為推廣應用方向較為有利，

因CLSM相關規範較為明確，且市場需

求較為穩定。

(5) 人工粒料－觀音石可以無筋混凝土作

為第二推廣應用方向，本專案計畫推

估之潛在市場需求量雖然有限，但消

波塊、步道磚、道路緣石等僅是無筋

混凝土產品中之一部分，實際需求量

應該更高，且使用者使用人工粒料－

觀音石之有利因素較高，故其應用推

廣之利基較佳。

(6) 地質改良應用市場如位於桃園縣內，

則人工粒料－觀音石具有運距較短之

優勢，可在不影響前述兩項應用途徑

下，列為次要推廣應用方向。

(7) 相關資料蒐集及先期評估結果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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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粒料－觀音石提出再生綠建材與

第二、第三類環保標章之申請，可有

效提升資源化產品之綠色形象，加強

客戶之使用意願與信心。 9 5年度建

議並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同意修正再

生綠建材『碎石級配料』之相關試驗

項目，並將於96年度提送相關試驗檢

測後，再行提出「綠建材標章」之申

請，以擴大市場應用領域，建立優質

產品形象。

3. 協助杜邦公司撰寫「95年度事業廢棄物與

再生資源清理及資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

優良獎」申請書及提出申請，並於95年9

月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評選為回收再利用

績效優良獎項「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組」

之優等獎，藉以擴大宣傳杜邦公司再生資

源減量回收再利用績效。

     有了以上推動之成果，建立了人工粒料

－觀音石相關品質及施工應用規範，增加

了其市場通路，並藉由市場調查及SWOT分

析，能夠確實掌握相關訊息，且大大提升杜

邦公司人工粒料－觀音石之競爭力，並藉由

獲得行政院環保署之回收再利用績效優良獎

項，可以提升公司之環保形象，以擴大市場

應用領域。因此針對人工粒料－觀音石之產

製與行銷，除以符合相關法規標準為前提

外，亦應積極尋求產品或材料之國家認證，

以加強人工粒料－觀音石之綠色產品形象，

增加使用者信心。有鑑於此，將持續協助杜

邦公司推動人工粒料－觀音石再生資源之產

品加值化之行銷與市場競爭力工作，並進行

相關之應用研究，協助取得綠色產品之相關

驗證或標章，以創造資源永續利用之契機，

更符合杜邦公司之環保理念。並期望透過此

資源化再利用推動之經驗，與同仁分享，以

彰顯資源回收利用之實質效益，以及與業界

互動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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