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dnesday, 22 October 2025

10:00 - 11:00 國際與談 1
從廢棄物到系統轉型：亞洲視角下的循環經濟國家路徑圖

面對氣候危機與資源挑戰，循環經濟正逐漸成為各國政策發展的核心戰略。本場對談聚焦探討不同國家，特別是亞太地區的「循環經濟路徑圖」規劃經驗，探討如何從以廢
棄物管理與回收為主的思維，走向涵蓋設計、製造、消費、再利用的系統轉型，以及如何因應各國不同的產業與文化，發展具有在地適應性的循環策略。台灣也將介紹最新
的《循環經濟路徑圖》初稿，廣邀國際夥伴對接經驗與回饋意見。

講者 

村上進亮

東京大学大学院工学系
中央環境審議會「循環型社會部」部會長

彭啟明 
環境部部長

11:00 - 12:00 國際與談 2
從藍圖到行動：推動循環治理，打造循環合作

要讓循環經濟不只是願景，而是成為實質推動永續成長的主流經濟模式，治理架構的設計至關重要。本場對談以「循環三部曲」為核心——從企業治理的內部轉型、國家治

理的政策引導，到國際治理的規則對接與合作平台，深入探討如何建立支撐循環經濟行動的制度條件與跨層級連結機制。說明如何讓「好主意」成為「好生意」，讓循環真正
成為經濟。

講者 

Freek VAN EIJK
荷蘭循環熱點執行長

12:00 - 13:30 午餐 午餐 午餐

13:30 - 15:00 農業與食物 高科技與電子產品 建築與營建

展現台灣如何善用在地資源，結合紡織、設備、科技等多
元產業，持續推進高價值全利用。

台灣電子業供應鏈完整，有能力和品牌合作，重新設計
易循環的產品。更從材料到製造發展許多封閉循環的模
式，建立具有韌性的供應網絡。

面對都市更新與產業發展的高度需求，企業逐步推動無

機資源（如鋼鐵、水泥、混凝土...）的永續生產與使用，兼
顧資源需求與減排目標。

15:30 - 17:00 紡織 能源與關鍵物料 塑膠與包裝

台灣有各種類型的再生材料技術，加上多元回收系統與
分選技術，有能力發展循環商業模式，從「瓶到衣」邁向
「衣到衣」。

各國正同時面臨材料穩定供應與能源產品退役處理的挑
戰。透過「可回收設計」與「關鍵原料循環再生」，提升產
品可拆解性與關鍵物料回收率，推動永續能源產品的全
循環體系建構。

因應塑膠公約4大戰略目標(減少與替代、產品設計確保

回收性、再利用塑膠、管理現有污染)，展現臺灣塑膠循

環產業鏈的創新，從材料選擇到商業模式，與跨產業及
創新技術之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