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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摘要 

    依據歐盟 112 年 1 月 3 日所發「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ICP-

AGIR EU-Asia Final Conference)邀請函，閉幕會議於 112年 4月 2日

至 4 月 4 日於韓國仁川舉行，全程以英語發表與進行會議程序，邀請各

配對城市於會議中發表雙方合作計畫。另外本次同時獲邀與韓國光州、希

臘雅典出席空氣品質座談會，發表主題為：「臺中市政府應用 AI 科技於

空氣污染控制─機車污染 AI辨識系統(AI recognition system)」，以爐

邊談話(Fire side chat)方式進行並與主持人、與會人員 QA互動，分享

最佳實踐案例，互相學習空污治理經驗。 

 

   另為提升垃圾處理量能，臺中市政府除規劃焚化廠汰舊換新外，為垃

圾去化尋找新出路，也積極朝多元處理方式推動廢棄物轉製成燃料，將推

動廢棄物資源化、燃料化，規劃廢棄物製作成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d fuel，簡稱 SRF），可提供為工業替代燃料使用，熱值約為煙

煤的五分之四，單位重量二氧化碳排放係數約為煙煤的四分之一，本次於

112年4月5日參訪釜山生活廢棄物燃料化發電廠(以下簡稱Busan E&E)，

透過了解該廠 SRF 所需的來源種類與製程設備，並分享推動設廠的經驗

與相關環保作為，作為臺中市邁向循環再利用的多元化垃圾處理方式之

參考，除實現轉廢為能的循環經濟，減少燃煤使用、降低排碳量，更有助

於空氣品質的改善。 

 

  

韓國仁川「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大

合照 

空氣品質座談會發表─臺中市機車污染

AI車牌辨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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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釜山 Busan E&E  Busan E&E垃圾分選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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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名單及行程表 

 

出國人員名單 

項次 單位 職稱 姓名 

1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主任秘書 江明山 

2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隊長 邱雅琳 

總計 2員 

 

 

 

行程表 

日期 星期 
起迄 

地點 
行程 備註 

112年 4月 2日 日 
桃園機場- 

韓國仁川機場 

搭乘班機 

(去程) 
 

112年 4月 3日 一 仁川 參加會議 
 

 

112年 4月 4日 二 仁川-首爾 參訪 
 

 

112年 4月 5日 三 首爾-釜山 參訪 
 

 

112年 4月 6日 四 
韓國仁川機場-

桃園機場 

搭乘班機 

(回程) 
 

合計 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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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緣起與目的 

    臺中市是臺灣最宜居的城市之一，不僅擁有自然美景和宜人氣候，也

是同時擁有海港與空港的直轄市，具有過去百年歷史所承襲的文化氛圍，

也有不斷創新產能的中部科學園區，優質文化生活中樞及新興科技走廊

國際都會，讓臺中充滿了豐富而躍動的活力。臺灣環境保護聯盟 2020年

針對全國 22縣市進行「2019永續環境施政」評比，臺中在「能源轉型及

氣候變遷」、「公害防制及公共設施」、「國土規劃及生態保育」、「環境管理」

及「整體綜合評比」5項指標全獲 A級優良，代表著臺中致力於推動永續

綠能與節能減碳、友善環境的成果。 

    然而隨著全球氣候變遷日益嚴重及現有能源正加速耗竭，環境永續

及資源循環是世界先進國家的重要議題，「地球只有一個，美麗的臺中也

只有一個」，臺中市於 111年 4月 22日公布「臺中市 2050淨零碳排路徑」

報告，以「無碳無憂」（Carbon Free Trouble Free）為願景主軸，以「清

淨空氣、碳排歸零」為本，2050 淨零碳排絕對不只是口號，而是每一分

每一秒都需要努力的目標，從垃圾減量、資源回收再利用到循環經濟，達

到節能、環保、永續，打造優質空品、乾淨無虞、友善環境的臺中市。 

    臺中市於 111 年初獲選參與歐盟主辦的「國際城市夥伴計畫」 

(International City Partnership)，並與義大利普拉托市(Prato)配對

為夥伴城市，該計畫以綠色循環經濟為主題(Action for Green and 

Inclusive Recovery)，希望透過會議對談、實地互訪及經驗學習等提升

雙方在相關領域之施政成效；過去 2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臺中市與

普拉托市(Prato)以「空氣品質」及「資源循環」議題，透過視訊進行 7

次線上會議，111年底疫情趨緩後，112年 2月至 3月間雙方城市透過互

相組團參訪，並以廢棄物循環(紡織回收)及營建工地綠圍籬(城市綠化)

為參訪主軸，更進一步深化交流，期許雙方城市在空氣品質及循環經濟共

同努力，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相信未來與普拉托市能有更多合作交流，深

化城市友誼關係。 

為垃圾去化尋找新出路、轉廢為能！臺中市政府環保局將推動廢棄

物資源化、燃料化，規劃廢棄物製作成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y 

Fuel, 簡稱 SRF)，透過參訪 Busan E&E，尋求循環再利用的多元處理方

式，作為未來臺中市焚化爐汰舊換新規劃之參考，結合 2050 淨零碳排，

朝轉型為再生能源發電廠規劃，汰舊換新後可降低空污排放、改善空品，

達成資源永續循環、減緩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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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國考察，即在學習寶貴的經驗，透過參加國際會議與參訪先進

環保設施，進行經驗分享、深化交流，與世界接軌、串聯，效法他人之長

處，改進自己之不足，並吸取特色及優點，作為訂定市容環境及垃圾處理

相關環境保護政策之參考。 

 

  

  

國際城市夥伴計畫─臺中市與普拉托市視訊會議與參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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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過程 

一、參加仁川「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ICP-AGIR EU-Asia Final 

Conference)(邀請函、活動議程及簡報內容如附件 1-3) 

(一)發表城市最佳實踐及雙方合作計畫 

    112 年 4 月 3 日由各配對夥伴城市共同發表城市最佳實踐及雙方合

作計畫，臺中市發表人為環境保護局邱雅琳隊長(Ya-Lin, Chiu)，義大利

普拉托市(Prato)發表人為 Paolo Guarnieri，臺中市的最佳實踐在於回

收與再利用二手衣物(紡織品之)作法與管道，並舉兩個科技應用實例，一

是大愛感恩科技(DA.AI Technology company)秉持惜福愛物的精神，每

年回收 6 千萬支寶特瓶，利用回收寶特瓶開發出各式環保紡織品，二是

隆順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Long-Shun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company)也發展舊衣再利用技術，將舊衣製成固體再生燃料，讓舊衣去化，

不僅對環境友善，又能達到永續循環經濟的效益。此外，更以「城市綠化

─營建工地植生牆」(Green fence)做為分享主題，不僅淨化空氣、綠化

市容，讓各夥伴城市看見臺中的美，打破大眾對營建工地的刻板印象，工

地完工後植栽可以分送給周邊居民，讓綠意得以生生不息。 

    再分享到合作計畫，包含(一)結合雙方城市最佳實踐範例，共同開發

一個循環經濟（回收紡織品）的桌遊遊戲，以普拉托市(Prato)的紡織回

收及臺中的的寶特瓶回收元素做為遊戲主題，可作為寓教於樂的環境教

育工具；(二)為讓普拉托市(Prato)了解污泥再利用的成效，臺中市分享

中科污水處理場污泥再利用的數據資料及處理技術，透過經驗分享與技

術交流，讓雙方城市在防治水污染的作法上能共同成長、進步；(三)雙方

城市自去年透過多次線上會議討論與今年實地交流參訪，持續推動合作

關係與經驗交流，並逐步推動拓展不同面向政策領域交流，並研議朝向簽

署城市 MOU合作備忘錄、締結姐妹城市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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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品質座談會─「臺中市政府應用 AI科技於空氣污染控制─機車

污染 AI辨識系統(AI recognition system)」 

    本次閉幕會議臺中市獲邀與韓國光州、希臘雅典出席空氣品質座談

會，以爐邊談話(Fire side chat)方式進行並與主持人、與會人員 QA互

動，一個城市以一張投影片、5 分鐘內說明，臺中市以機車污染 AI 辨識

系統(AI recognition system)為主題，為讓更多夥伴城市短時間內了解

該系統的特色，開頭就點出了臺中的機車數量，就宛如馬路上的移動式煙

囪，影響區域空氣品質深鉅，帶入車牌影像自動辨識系統結合人工智慧

(AI)自動判煙技術，管制高污染車輛排污情形，更積極結合臺中市機車排

氣定檢，減少移動式污染源之問題。 

    該系統特殊之處在於臺灣過去機車排煙，多是被動受理民眾檢舉，機

車污染 AI辨識系統能夠主動學習、偵測與追蹤機車污染源，為協助更多

國家、城市解決類似問題，除了於本閉幕式與各夥伴城市分享、交流，該

系統具高機動性、可快速複製移植到其他地區，臺中市也樂於推廣到其他

  

  

臺中市與普拉托市(Prato)發表共同發表城市最佳實踐及雙方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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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城市，協助改善空氣污染的問題，該系統可說是人工智慧(AI)科技

應用最佳實踐，並榮獲 2022 Smart 50 Awards─全球 50大智慧城市科技

應用項目殊榮，也宣示了臺中多面向解決城市空氣污染問題之決心並已

發展成為進步的智慧城市。 

 

  

臺中市獲邀與韓國光州、希臘雅典出席空氣品質座談會 

二、參訪釜山生活廢棄物燃料化發電廠(Busan E&E)(廠區 DM如附件 4) 

    為推動循環經濟、解決能源供應問題，世界上先進國家近幾年也正推

動將一般家庭、商業或工業廢棄物中之廢塑料、紙張、紙板、廢橡膠和木

材等不易進行物質再利用之有機性成份，透過一些前處理程序(例如，破

碎、分選、乾燥、壓縮)、均質化及後端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減少空氣中粉

塵及臭味)，最終轉製為 SRF，熱值約為煙煤的五分之四，單位重量二氧

化碳排放係數約為煙煤的四分之一，可應用於供應熱能或生產蒸汽、發電

等形式提供能源，有助於節能減碳。 

    4月 5日搭乘韓國高速鐵道(Korea Train eXpress，簡稱 KTX)，從

首爾搭到釜山，再轉乘計程車抵達位在生谷掩埋場專區內的 Busan E&E，

該專區於 1996 年 4 年開始啟用，預計使用到 2031 年 12 月，耗資 3,638

億韓元以分階段開發之方式進行興建，為釜山現有 5 座營運中之掩埋場

最大的場址，由政府提供土地，透過招商的方式整合各項廢棄物處理設

施，並完成掩埋場沼氣回收、沼氣發電、廢塑料（含塑膠袋）資源化處理，

廚餘能源化處理等等，最終產衍生性燃料、電力、生質柴油、下水道專用

污水管等再生產品，其中 Busan E&E 是韓國第一座具有綜合燃料轉換和

發電設施的 SRF發電廠，透過燃料化的過程，推動垃圾減量與循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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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次 參 訪 過 程 Busan E&E 除 運 用 影 片  ( 連 結 網 址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S28GoYBjeo)與模型簡報說明廠區

設置規劃及營運現況，更實際到垃圾分選廠區參觀，於參訪過程中與廠區

人員進行問答與意見交換，並分享雙方城市垃圾去化及設施維護管理經

驗。 

 

Busan E&E廠區現況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參訪 Busan E&E生活廢棄物燃料化問答集 

1 問：當初建廠時的民意支持狀況？或推動時困境？有無回饋設

施？ 

答：該廠位於資源循環專區內，於初期規劃時已通過環境評估，

興建設廠時無太多鄰近居民反對，於專區入口有一電子告示牌即

時顯示廠內污染物監測數據可供查看，該 SRF 廠為專區內最後完

工之廠區，回饋設施於初期設置時已設立，包含小型足球場及多

功能公園。 

2 問：焚化廠及 SRF 廠建設經費？維修保養頻率？需多少操作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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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經費總計 2,456 億韓元。分類廠部分每天停止操作 2 小時進

行維修，維修期間出動人員巡檢維修，恢復運作時設備則採全自

動化，以維護操作安全，而發電廠部分則每年有 40天進行歲修，

有 4組操作人員，每組 7人，總計 28人，區分兩班輪值。 

3 問：SRF來源為一般家戶垃圾或為工廠事業的廢棄物？ 

答：來源為釜山市 16個地區中 8個地區的家戶垃圾，另 8個地區

則由 2 座焚化廠負責去化垃圾，原先規劃該 SRF 廠完成後，另 2

座焚化爐可停掉其中 1爐，但後來並未進行，推估可能原因為 SRF

垃圾處理量不如預期，且因有 SRF 設備及製程致使營運成本較傳

統焚化爐高，所以另 2座焚化爐仍持續運作。 

4 問：從垃圾收集到

製成 SRF 再送進

專燒爐之流程為

何？ 

答：(1)家戶垃圾

進廠後，經粗破

碎、細篩選、風力

選別、磁選(挑出

金屬類)等程序，

將金屬與不可燃

垃圾篩除後即可

作為 SRF 燃燒發

電使用，其中塑膠

袋雖因重量輕會

被篩除，但仍會被

送進去再次篩分；

(2)原理是透過破

碎、篩分讓燃燒更

有效率，而非特地

把熱值高的挑出

來製成 SRF；(3)以

上從抓斗車抓起垃圾、破碎、篩選分類到製成 SRF 之流程約 5 分

鐘，此流程時間可做為設廠所需空間之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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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SRF成品規格要求為何(熱值、型態)？ 

答：沒有所謂 SRF 成品規格要求，家戶垃圾進廠後製成之 SRF 熱

值約為 3,500-3,800kcal/kg。 

6 問：SRF 廠是全天運轉或批次生產模式？所產生 SRF 料僅供應專

燒爐使用或有無外運供料？料倉存放量的安全容量？ 

答：  

答：SRF 廠有 3 條線運轉，惟每天有 2 小時維修停止運作時間(3

條運轉線同時停止，以確保維修作業安全)。目前無外運之供料。

安全存量計有 3天的燃燒量。 

7 問：製成 SRF程序中，所產生相關篩下物(可燃物、不可燃物、金

屬等)及有機物等各物值之組成比率為何？後續處理為何？ 

答：家戶垃圾經破碎、篩分後約 70-80%製成 SRF，不可燃物則送

往鄰近山坡地之掩埋場掩埋。 

8 問：分選過程如何克服(一般家戶)垃圾處理時產生的臭味？ 

答：家戶有廚餘回收，進廠後廠區無負壓設計，因此操作空間、

參訪走道或廠區周界仍有異味問題，惟廠區座落位置於 Busan E&E

專區，周邊戶數少於 100戶且距離較遠，尚無居民陳情抗議問題。 

9 問：污染防治項目及標準值與設廠的防制重點(如臭味、污水)？ 

答：污水統一由園區內污水處理設備處理，另無特殊的臭味抑制

設備(無負壓除臭)。 

10 問：興建 SRF廠需要多少用地？  

答：Busan E&E 全區約為 6 公頃，其中 SRF 前分類區與 SRF 料倉

合計約整體面積一半以上，燃燒發電區、控制中心與辦公室所佔

比例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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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Busan E&E SRF廠垃圾粗破碎、細篩分等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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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 

一、強化夥伴合作、提升國際能見度 

    本次歐盟推行的「國際城市夥伴計畫」（International City 

Partnership, ICP-AGIR），包含歐盟及亞洲各 6個城市，台灣有臺中市

及桃園市 2個城市參與，透過夥伴城市配對合作，針對綠能發展、空污治

理、循環經濟、永續發展等方面互相交流經驗及作法，透過計畫中各種交

流互動及參訪學習更可擴展城市治理面向及提升國際能見度。 

  

  

韓國仁川「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會議現場 

    位於義大利中部的普拉托市(Prato)是米蘭時尚產業的生產重鎮，19

世紀接受了大量移民，1980 年末開始有華人移民，大部份的紡織、成衣

廠老闆為華人，這裡也是華人眾多的城市之一，作為臺中市的夥伴城市，

臺中市政府規劃舉辦工作坊會議，主軸以雙方城市之「紡織品回收」及

「營建工地植生牆」做為分享主題，透過雙方的城市治理成果與產業界經

驗做分享並交流對話，經由此交流探討並邁向實踐作法，以共同攜手共創

城市永續繁榮發展。 



16 

 

    閉幕式會議可說是該計畫之集大成之成果展，不僅呈現出臺中市的

最佳實踐範例、與夥伴城市的合作成果及空污治理亮點，讓更多國際城市

看見臺中、認識臺中甚至是肯定臺中，而其他夥伴城市的合作成果及政策

亮點，都可以作為我們持續努力、成長進步的方向，同一面向不同切入觀

點，或是不同主題間相同的政策概念，都可以作為彼此觀摩、交流學習的

典範，透過實質合作，縱使無邦交關係，臺灣的國際地位也能從城市外交

累積實力、站穩腳步，這是本次參與閉幕式會議最大的體認。 

二、垃圾去化、循環經濟─化劣勢為優勢 

垃圾去化與焚化爐汰舊換新一直是臺中市近年重要的環保政策議題，

此次參訪即在了解 Busan E&E 收運垃圾經破袋、分選、篩分等過程製成

之固體再生燃料(SRF)，包含釜山廢棄物管理及處理規劃，環保設施營運

管理、資源回收再利用的技術以及鄰避環境維護與管理，為臺中市環保政

策激發更具創新的思維，並透過科技化及智慧化，助於後續推動廢棄物回

收再利用及垃圾處理技術之業務推展。 

    此外，就源頭減量部分，韓國在 1995年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第一

年全國垃圾減量達 34%，資源回收物增加 40%，以首爾為例，一般家戶垃

圾只能在晚間指定時間放在指定地方，雖然會有垃圾落地的問題，尚須努

力加強政策宣導，然而好處是不像臺灣民眾需要固定時間等待垃圾車，且

清潔隊員與民眾接觸較少，收運勤務相對單純許多，只要收運點位規劃妥

善，人員車輛編制自然也比較簡單，更可將運作能量集中於市容維護。釜

山市民亦須購買專門的垃圾袋(重量制塑膠袋，종량제 봉투），垃圾隨袋

徵收作業方式原則與首爾相同，臺中市現行採隨水費徵收與垃圾車沿街

(定點)收運方式，如能勤與民眾溝通宣導、漸進式分區推動隨袋徵收，讓

民眾理解隨袋徵收的可行性及便利性，對於臺中市垃圾減量必然會有顯

著成效。 

    從釜山市到 Busan E&E 可看出垃圾減量及循環經濟，前後端的政策

搭配十分重要，垃圾去化應從用地規劃、專區設置、鄰避管理等根本做起，

更有利於推動 SRF發電再利用，垃圾收運則透過隨袋徵收，以價制量、培

養民眾垃圾分類好習慣，透過漸進溝通、取得共識讓民眾了解隨袋徵收的

好處，垃圾收費不是多付錢，反而更省荷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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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垃圾採「隨袋徵收」方式，可於垃圾袋購物機買各種垃圾袋，垃圾裝袋後可

落地並由清潔隊收運 

三、全民參與、迎接盛會 

本次至韓國參與會議及參訪期間適逢釜山市爭取主辦 2030世界博覽

會，包含從仁川機場、首爾車站、釜山高鐵站到各處公共設施與大街小巷

都有類似「2030 釜山世博」、「2030 釜山歡迎您」、「釜山準備好了」

等視覺標示與宣傳，釜山市以全民運動形塑美麗的海洋都市爭取申辦成

功。據了解釜山申辦世博的主軸除了海洋都市以外，還包含環保氫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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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中的自然人文生活及元宇宙等，另外不只是政府，企業財團、影視名流

及當地民眾都展現一股熱情，期待讓其他國家了解釜山市民有多渴望

2030 年能舉行世界博覽會。據報導南韓盼能透過舉辦釜山世博，成為全

球樞紐國，若是能申辦成功，預期能帶來約 1.4兆台幣的經濟效益。這種

民眾同心參與迎接盛會的感覺，好像 112年 3月間臺中市舉辦 2023世界

棒球經典賽，這種全民參與的城市凝聚力，透過賽事讓世界看見臺中，還

有全場 2 萬人同心吶喊、令人印象深刻的應援方式，同樣令人內心激

動……我的城市、我驕傲! 

四、持續精進英文能力、隨時做好準備 

    參加國際會議除了具備專業素養及本職學能，語言才是最基本也最

重要的，從簡報發表、餐會交流到人際互動，全都需要英文交流，本次參

加仁川「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夥伴城市從韓國當地、新加坡、歐

洲各國共同與會，還伴隨著各地的口音，每天聽、說、讀、寫都是英文，

作為與世界各國接軌交流最重要的工具─英文，不僅要能日常社交對話，

更要符合國際會議的主題，以英文宣揚臺中市最佳實踐範例及空污治理

亮點，環保相關詞彙在此場合更顯得重要，參加國際會議確實能促使公務

員加強英文溝通及簡報發布技巧，然而平時更應主動提升英文能力、參加

政府機關英文訓練與國際禮儀課程，以及把握會晤外賓機會、增進國際會

議臨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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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建議 

一、「國際城市夥伴計畫」─深化交流、擴展面向 

    從本次「國際城市夥伴計畫」及閉幕會議中可得知，除了與義大利普

拉托市(Prato)雙方城市最佳實踐範例，就紡織品再利用、污水處理場污

泥再利用等面向深化交流，並共同研發環境教育主題之桌遊遊戲，未來可

延伸到更多環保議題，例如資源回收再利用、空污防制等，更可拓展至不

同政策領域，如文化、社福、教育、觀光、建設等面向持續交流、締結姐

妹市，藉由雙方的城市治理經驗及推展成果，透過此計畫深化交流並邁向

實踐作法，以共創城市永續繁榮發展。 

    此外，本次閉幕式會議成員來自韓國當地、新加坡、歐洲各國，彼此

都能互相交流、成長學習，未來也可配對更多城市、交流更多主題，從「國

際城市夥伴計畫」延伸，並積極尋求有意與臺中市締結實質合作協議的城

市，持續維持及加強各國際城市實質交流外，並派員赴國外參加各種國際

會議及活動、爭取舉辦大型國際會議及活動，以擴大國際視野、增加國際

能見度，提升臺中市國際地位。 

二、焚化廠用地規劃及營運轉型─從「鄰避」邁向「迎臂」 

    Busan E&E專區 SRF廠營運方式是採 BTO(Build-Transfer-Operate)，

即由民間機構投資興建完成後，政府取得所有權(無償或有償)，並由該民

間機構營運；營運期間屆滿後，營運權歸還政府。Busan E&E SRF廠為韓

國第一座 SRF 廠，獲中央經費支持，減少設廠初期地方政府龐大財政負

擔，在資金方面 BTO可結合 BT 與 OT 的優點，政府不一定要償付所有

工程款，未償還的部分，可由營運期間的收入來支付，換句話說，政府不

但不必完全償付公共建設所需資金，還可將該建設的投資風險轉移到民

間機構來承擔，而該 SRF 廠去化廢棄物是以一般家戶生活垃圾為主，不

包含事業廢棄物，且 Busan E&E 專區規劃時即座落於釜山郊區，遠離人

口密集之地，鄰近村落戶數少於 100戶，用地空間足夠為各廠區使用。 

    臺中市的焚化廠受限於用地條件及空間不足，且周遭因都市快速發

展、人口速增，導致鄰避現象愈趨明顯，現有營運模式受限 BOT(Build-

Operate-Transfer)，除收受各區清潔隊清運之一般家戶生活垃圾，亦須

接收事業廢棄物，文山、后里焚化廠已營運超過 20年，烏日焚化廠廠齡

也將近 20 年，三座廠區亟需透過汰舊換新規劃轉型為再生能源發電廠，

例如后里焚化廠以改建營運轉移(ROT)方式辦理后里廠空氣污染防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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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及相關設施整體改善，並參考 Busan E&E，以專區方式通盤規劃，焚化

廠營運保有彈性，創造政府、民間雙贏方式，轉型為結合再生能源的迎臂

設施，融入自然景觀、人文特色甚至是歷史文化，焚化廠不再只是焚化廠，

而是多功能的環境教育場所。 

    此外，縱使臺中市焚化廠受限於用地空間，無法擴大廠區範圍，亦可

提升處理品質及空污防制著手，再者，2050 淨零碳排已成為全球共同努

力目標，是臺中市重要政策藍圖之一，未來在焚化爐汰舊換新招商條件

中，要求投資廠商將相關概念融入，亦可參考目前歐盟最佳可行技術標準

(BAT-AELs)，及國內改建或興建中的焚化爐中最嚴格的空污排放標準，有

效降低空氣污染物排放，並導入最新技術，達成資源永續循環、淨零碳排

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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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ICP-AGIR EU-Asia Final 

Conference)─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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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ICP-AGIR EU-Asia Final 

Conference)─活動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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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國際城市夥伴計畫」閉幕式(ICP-AGIR EU-Asia Final 

Conference)─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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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釜山生活廢棄物燃料化發電廠(Busan E&E)廠區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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