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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對象為國內砂石業(陸砂、海砂)與營建廢棄物回收業(回收砂)，藉由環境績效指標(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icators)與生命週期評估(Life Cycle Assessment，LCA)比較砂石業與營建廢棄物回收業之間的生產差異，其中包含開採、

分類、清洗、破碎與運輸過程，鑑別造成環境衝擊較大的生產系統。 砂石業與營建廢棄物回收砂石業的環境衝擊因素主要

為空氣污染(含溫室氣體)、水污染與資源(含水與能源)耗竭。針對三個不同生產系統(陸砂、海砂與回收砂)進行分析與比較

。環境績效指標僅能比較單位砂石生產量的污染量、資源消耗量與成本支出。陸砂運輸油耗量高，海砂清洗用水量多，回

收砂破碎用電量大為三個系統的差異所在，但仍難以決定環境衝擊較小的系統。 藉由生命週期評估軟體Simapro的eco

indicator 99模式，試圖追溯三個系統生產全過程的環境衝擊終點，並進行主觀的綜合評價，可知營建廢棄物回收業為環境

衝擊最小的砂石生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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