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亂倒了，然後呢？
從媒體視角看政府環境執法作為



《天下》過去做了什麼

高達八成的事業廢棄物再利用率，讓《紐時》盛讚台灣「垃圾

變黃金」。

但帳面上的輝煌數字，竟是長達13年的騙局。2002年，政府
大開廢棄物「再利用」大門，卻成為廢棄物處理商的「漏洞商

機」。

他們左手收受高科技業的廢棄物，右手隨意棄置。下游廠商亂

倒污泥，遍及全台13條大小河川，為什麼台積電等高科技大
廠都無能為力？



羊毛出在羊身上。假若期待食品加

工業者妥善處理廢棄物，勢必要投

入更高成本購置設備與建立機制。

彰檢認為，如果消費者願意接受付

出較高的價格，敦促食品業者把事

情做好，對於企業、環境、消費者

是三贏。環保署也該協助輔導再利

用業者，改善升級除臭設備。



但台灣沒有做到，現在到底有多

少個科學園區，㇐時答不上來，

只有南科蓋了自己的事業廢棄物

處理廠，其餘付之闕如。

科技園區都不願意為自己產生的

廢棄物負責任了，如何期望別人

為你的廢棄物負責？說到底，科

技業者廢棄物被亂丟，並不是那

麼冤枉。



彰檢透過國稅局查核發現，這3家

處理廠為了向主管機關交代污泥去

向，除製作假發票捏造製程原料來

源，更與運輸業者、不法砂石場業

者勾結，將廢棄物非法堆置、掩埋

在位處偏遠的預拌混凝土廠、砂石

場，並共同偽造產品去向證明，向

主管機關不實申報，藉以規避稽查

。



合法的砂石車從工地進到土資場轉一

圈，同一車的土再出場，行蹤從此成

謎，也沒人管，「土尾」永遠質量平

衡。

營建署在2019年修改了12年未動的

「營建剩餘土石方處理方案」，把後

端管理納入規範，但處理方案只是「

政策指導原則」，沒有法律位階，要

等待地方政府擬定法規，才能強制將

後端納管。



我們好像一直在處理同樣的問題，有一樣的結論

彰化檢察官王銘仁直言，在台灣廢棄物再利用的根本問題，就是事業廢棄物不斷增

加，但再利用的管道並沒有變多，尤其碰到再利用價值低的廢棄物，到市場上更加

沒去處。

蔡振球說，這漏洞要補起來，「廢棄物清理法」只管到廢棄物進廠，變成產品就不

管了，「政府應該啟動一個機制，這些事業廢棄物拿去做什麼？如果做出來沒人用

、沒有地方去，那主管機構要認真想，這是真的再利用，還是假的再利用。該取消

就取消，別迷信再利用率的高低。

只要廢棄物法令不健全，亂丟的事情會一直出現，環保署、檢察官、調查局疲於奔

命，壞人愈來愈聰明，永遠抓不完。



我們的看法

● 任何新政令都可能造成廢棄物處理的蝴蝶效應
Eg: 廢木屑

● 地方檢警環調聯合出動防堵之後，中央跨部會如何意識到系
統問題並即時亡羊補牢？

● 權責問題：中央及地方資料統合有斷點之外，跨縣市、跨部
會也多有斷點

● 各單位如何看待媒體的角色？作為轉譯者，媒體可以如何與
各單位深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