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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全世界人口成長及工業快速發展所造成對環境衝擊的重大影響，國內瀝青混凝土業於環境管理現況之發展幾乎都是屬

於管末處理，其大多包含了事業廢棄物資源化及廢棄物回收再利用，而環境保護已成為企業永續發展重要之課題。在廢棄

物處理必須能符合經濟成本以及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成為世界潮流的雙重考量之下，瀝青混凝土業對於環境保護之策略包

括對於事業廢棄物之處理措施及開發對環境衝擊較低之新製程或事業廢棄物資源化再利用之再生材料兩個方向。提昇企業

競爭力一直是各產業相繼努力的目標，就營建產業而言，除了提昇工程技術、經營管理方式可以增加競爭力外，ISO

14001的國際驗證推展及應用，為提昇永續競爭力的方法。 本論文研究之目的為針對現今台灣營造業經常使用的三種瀝青

混凝土拌合廠之生產程序與製造流程，並以實際案例套用至生命週期評估(LCA)軟體（SimaPro 5.0）進行產品環境衝擊評

估，並藉由廠商推動環境管理及ISO 14001之現況問卷分析，與上述LCA分析結果相互比對，以暸解國內瀝青混凝土製造

業之環境管理改善重點，並做為選擇不同瀝青產品環保性之參考。 由研究結果得知瀝青混凝土產品對於環境衝擊程度排名

依序為：再生瀝青混凝土>常溫瀝青混凝土>熱拌瀝青混凝土，即再生瀝青混凝土對環境衝擊指數最大，此係因再生瀝青

混凝土生產時，必須添加刨除設備及再生瀝青混凝土之間接加熱系統，需消耗更多能量，故站在能量使用的角度而言，使

用再生瀝青混凝土最不環保，雖然其具有資源再生之優點。由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國內瀝青業者推動或未來可能執行ISO

14001環境管理系統之關鍵因素為，全體員工具有建立環境管理系統之共識與支持、政策的強烈要求及高階主管的承諾與

支持。以五點量表法平均值計算得知，瀝青廠現今環境管理問題，以廢棄物污染題組之廠區外圍居民的抗議難以處理/處

置，可能為瀝青廠面臨最大問題(3.38分)。其他污染依序排列為：電力消耗污染(3.22分)≧噪音污染(3.22分)＞毒化物污

染(2.97分)＞空氣污染(2.88分)＞水污染(2.66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2.56分)≧廢棄物污染(2.56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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