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源回收再利用法 
中華民國 91年 7月 3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100133700號令公布全文三十一條 

中華民國 98年 1月 21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10901號令修正公布第六條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

收再利用，減輕環境負荷，建立資源永續利用之社會，特制

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再生資源：指原效用減失之物質，具經濟及回收

再利用技術可行性，並依本法公告或核准再使用

或再生利用者。 

二、回收再利用：指再生資源再使用或再生利用之行

為。 

三、再使用：指未改變原物質形態，將再生資源直接

重複使用或經過適當程序恢復原功用或部分功用

後使用之行為。 

四、再生利用：指改變原物質形態或與其他物質結合，

供作為材料、燃料、肥料、飼料、填料、土壤改

良等用途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

用途，使再生資源產生功用之行為。 

五、事業：指凡從事生產、製造、運輸、販賣、教育、

研究、訓練、工程施工及服務活動之公司、行號、

機構、非法人團體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六、再生產品：指以一定比例以上之再生資源為原料

所製成之產品。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辦理再生資源回收

再利用之政策制定、查核、宣導、訓練、輔導、評鑑及研究

相關事宜；必要時，並得委託或委辦相關機關或機構辦理。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要指定專責單位或人

員辦理前項所定相關工作；必要時，並得委託或委辦相關機

關或機構辦理。 

第  五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設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負責審議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所擬有關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重大政策、措施、有關源頭管

理章各條公告指定事項與執行及運作之協調、評估等事宜。 

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署長擔

任；委員任期二年，由相關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

團體代表組成。其中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

委員會人數二分之一。委員會委員、其配偶及直系血親於其

任期中及該任期屆滿後三年內，應迴避其任期中所審核之再

生資源回收再利用相關產業之執行及運作事宜。 

委員會之組織規程由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擬定，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發布之。 

第 六 條  為達成資源永續利用，在可行之技術及經濟為基礎

下，對於物質之使用，應優先考量減少產生廢棄物，失去

原效用後應依序考量再使用，其次物質再生利用，能源回

收及妥善處理。但經生命週期考量，可得最佳整體環境效

益之廢棄物利用方式者，不在此限。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權責制定

有關減少資源消耗，抑制廢棄物產生，及促進資源回收再利

用之政策及法令，並付諸施行。 

第  八  條   地方主管機關及地方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前條中

央機關訂定之規定辦理外，有責任對於減少資源消耗，抑制

廢棄物產生，及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依照政府之權責分工，

就其轄區內制定相符之政策，並付諸施行。 

第  九  條   事業於進行事業活動時，應循下列原則，以減少資源之

消耗，抑制廢棄物之產生，及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 

一、選用清潔生產技術。 



二、對於原料之使用，應採取減少廢棄物產生之必要措

施。 

三、原材料失去原效用後，應自行回收再利用，或供回

收再利用，無法回收再利用者應負責妥善處理。 

四、從事物品、容器之製造、販賣之事業，有責任提昇

產品耐用年限，及落實修繕服務，以抑制該物品、

容器成為廢棄物，並且應朝促使該產品利於回收再

利用之方向進行產品之研發、設計，及標示材質種

類。 

第  十  條    國民有其責任義務依循減少資源之消耗，抑制廢棄物

之產生，及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之原則，儘可能延長用品之

使用期限，配合使用再生製品及分類回收再生資源，藉此抑

制製品成為廢棄物，並適當回收循環利用製品及再生資源。 

 

第  二  章    源頭管理 

第 十一 條    事業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後，應自指定期限起，

遵行經指定之下列事項： 

一、回收再生資源之種類及回收方式。 

二、產品標示使用之材質及再生資源比例。 

三、產品標示分類回收標誌。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項。 

前項事業之業別、指定期限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由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輸入業者輸入與第一項業別生產製造之效能相同或

相似之產品，於販賣時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 十二 條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輔導事業回收再利用再生資源。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並得視產業發展狀況公告指

定產品、營建工程、或事業別及其規模於研發、設計、製造、

生產、銷售或工程施工等階段，應遵行經指定之下列事項： 



一、使用易於分解、拆解或回收再利用之材質、規格

或設計。 

二、使用一定比例或數量之再生資源。 

三、使用可重複填充之容器。 

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事項。 

前項公告指定之產品或營建工程、業別、材質、規格、

一定比例或數量及其實施方式等，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三 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指定公私場所限制或禁止使用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物品、包裝或容器。 

前項物品、包裝或容器之材質、規格、限制或禁止使

用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四 條    為減少廢棄物產生，減輕環境負荷，產品之生產及銷

售，應避免過度包裝，中央主管機關得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公告指定事業自指定期限起，限制其經指定產品之包

裝空間比例、層數、使用材質之種類及數量。 

輸入業者輸入前項指定產品或與其效能相同或相似之產

品，於販賣時應符合前項規定。 

第  三  章    運作管理 

第 十五 條    得再使用之再生資源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再生資源再使用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使

用規範、紀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使用用途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定之。 

得再生利用之再生資源項目，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公告之。 

再生資源再生利用之清運、貯存方法、設施規範、再

生利用規範、紀錄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再生利用用途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未經公告為再生資源項目者，事業得檢具再使用、再

生利用計畫，分別向中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為再生資源項目。 

前項再使用、再生利用計畫書格式及內容，分別由中

央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六 條    再生資源、再生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無國家標準

者，得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商中央主管機關公告其標

準。 

再生資源、再生產品不符合前項標準者，不適用本法

第四章輔導獎勵措施之規定。 

第 十七 條    為有效回收再利用國內再生資源，中央主管機關得會

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或禁止再生資源之輸入或輸

出。 

前項再生資源之輸入或輸出之限制、禁止及其管理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 十八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事業，應依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之格式、項目、內容、頻率，以網路傳輸方式，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報其再生資源之產出、貯存、清運、再使用、再

生利用、輸入、輸出、過境或轉口情形。但經中央主管機關

同意者，得以網路傳輸以外之方式申報。 

第 十九 條    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

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 

再生資源無法再使用、再生利用時，應依廢棄物清理

法規定清除、處理。 

第 二十 條    依廢棄物清理法公告之應回收廢棄物，且屬本法公告

之再生資源者，其回收、貯存及回收清除處理費用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依廢棄物清理法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

派員攜帶證明文件，進入事業或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營



運、工作或營業場所，檢查並要求提供有關資料。 

對於前項檢查及要求，相關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

絕。 

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委託專業機構單獨進

行第一項檢查前，應將委託事項及依據公告之，並通知受檢

場所。 

第  四  章    輔導獎勵措施 

第二十二條    為促進資源回收再利用，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

事業或機構、軍事機關之採購，應優先採購政府認可之環境

保護產品、本國境內產生之再生資源或以一定比例以上再生

資源為原料製成之再生產品。 

前項應優先採購之環境保護產品、再生資源或再生產

品應含再生資源之一定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

定之。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自行或委託專業

機構或事業，辦理再生技術及再生資源、再生產品、環境保

護產品相關之教育推廣及銷售促進活動。 

第二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實際再使用、再生利用技術產生之

效益，自行或委託、委辦相關機關或機構定期辦理再使用、

再生利用技術開發優良及實際再使用、再生利用績優選拔，

並給與獎勵；其獎金、獎助及表揚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從事資源回收再利用之事業，其投資於回收再利用之

研究、設施、機具、設備等之費用，應予財稅減免，其財稅

投資抵減項目、額度及相關應遵行事項，由中央財稅主管機

關會同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四條    為促進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引進高級再生資源回收

再利用技術及人才，激勵國內環保產業技術之研究創新與發

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各地區再生資源事業

之土地需求，規劃設置環保科技或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專用



區。 

前項專用區及環保科技或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之用

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者，主管機關得擬具可行性規劃報告，

會同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變更；涉及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者，主管機關應依區域計畫

法及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變更。 

前項專用區及用地依法變更編定完成後，屬公有土地

者，得辦理撥用或出租予興辦人，不受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之限制。 

第二項專用區及用地，如不為環保科技或再生資源回

收再利用之用途者，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通知土

地主管機關終止租約，並通知都市計畫、區域計畫主管機關

將土地回復原編定或變更為其他適當之編定。 

工業區規劃開發時，主管機關得依該地區興辦再生資

源回收再利用之土地需求，要求工業區開發單位應預留再生

資源回收再利用用地。 

第  五  章    罰則 

第二十五條    依第十五條及第十八條規定有申報或記錄義務者，明

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

記載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二十六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

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經通知限期補正或

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情節重

大者，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工或停業處分；必要時，

予以歇業處分： 

一、製造業或輸入業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指定應遵行

事項之一或第二項公告事項者。 

二、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所定之物品、包

裝、容器與其材質、規格及限制或禁止使用方式



者。 

三、製造業或輸入業違反第十四條規定包裝產品者。 

四、違反依第十五條第二項或第四項所定之管理辦法

者。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一項所定限制或

禁止再生資源輸入或輸出之規定者。 

六、違反第十八條申報規定者。 

七、規避、妨礙或拒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依第二十一條所為之檢查或要求者。 

事業不遵行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處分者，當地主管

機關得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轉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予以歇業

處分。 

第二十七條   前條所稱情節重大，係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違反本法同一規定，一年內經二次限期改善，仍繼

續違反本法規定者。 

二、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再生資源，嚴重污染環境者。 

三、申請、申報及記錄之文件虛偽不實者。 

四、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第二十八條   依本法所處之罰鍰，經限期繳納，屆期仍不繳納者，

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二十九條   依本法應執行之取締、蒐證、移送等事項，由主管機

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罰外，由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  六  章    附則 

第 三十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法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