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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112年10月19日



1

報告
大綱

現行政策內容01

國際趨勢02

本次通盤檢討內容說明03

04 通檢後政策的改變



2

01
現行政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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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砂石供應結構現況與挑戰

南砂北運

砂石進口

南部地區
砂石供需情形

供給需求<

北部地區
砂石供需情形

供給需求>

中部地區
砂石供需情形

供給需求≈

東部地區
砂石供需情形

供給需求<

東砂北運

我國主要砂石供應來源：

河川疏濬 (約70%)

營建剩餘土石方(約20%)

進口與其他(約10%)

自莫拉克颱風帶來大量砂石

近年中下游疏濬量已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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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砂石供應政策之必要性

有限性 (再生速度緩慢)

不均性 (分布位置不均)

砂石資源有限且分布不均

為戰略性資源，須訂定上位政策

UNEP (砂與永續：避免
危機的10項策略建議)

淨零碳排戰略

配合國際趨勢，檢討管理策略

1 加強砂石管理為國際趨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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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砂石開發政策更迭

大量開發 逐步管理 減碳永續 邁向淨零

• 經濟快速發展
• 優先供應開發需求
• 不重視產業監管

戰後
-

民國80年代中期

民國80年代中期
-

民國90年代末期

民國100年代
-

民國110年代

民國110年代-

• 導入環境保護概念
• 限制河川砂石開採

河道破壞嚴重 永續發展潮流

• 推動多元有序供應

淨零國家戰略

• 納入資源循環
• 貢獻淨零碳排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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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及國家政策分析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砂石為戰略資源
 應減少砂石使用、補償

生態損失
 整合策略法律框架等

 不依賴進口砂石
 嚴禁海砂進口
 推動陸上砂石採取專區

 設定「民生及戰備產業」
推動策略為「推動砂石自主」

 推動循環經濟、原料替代
 推動淨零碳排與碳匯抵減

(110-113國家發展策略)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推動方案)

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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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趨勢及國家政策分析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砂與永續：避免危機的10項
策略建議」(2022)

砂石穩定供應推動方案
整併「砂石開發供應方案」及「砂石
長期穩定供應策略」
1. 落實砂石需求評估
2. 建立砂石資源多元有序供應
3. 健全砂石供需調節機制
4. 規劃砂石供需緊急應變措施
5. 開放砂石供需資訊

1. 認知砂石為策略性資源

2. 在地觀點公正轉型

3. 循環經濟轉型

4. 整合政策與法律框架

5. 礦權及許可制度

6. 地圖繪製、監測和報告

7. 最佳實踐與國家標準

8. 減少天然砂石，使用替
代材料及再生利用

9. 盡責採購供應鏈

10. 復原補償生態系統

我國

• 皆重視促進砂石資源的永續管理及發展
• 法規制度，監測及需求評估、再生料源
等方面，與聯合國建議方向大致相同

• 國家標準、公正轉型、盡責採購、
生態補償等方面須持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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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國際趨勢



9

主要國家砂石供應政策案例

內部資源調度為主 推動再生骨材
(營建剩餘土石方、

工業副產物)

推動陸砂採取 進口砂石
及再生骨材

日本韓國荷蘭英國美國中國大陸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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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供應以陸砂為主，
再生骨材越趨重要

英國砂石供應結構日本砂石供應結構

 早期以河砂為主，因環保政策轉為多元開發
 近年以機製砂(碎石母岩)為主

↑2017↑1989

機製砂石

河川砂石

山坡砂石

陸域砂石
(農地砂石)

海域砂石

其他砂石
(人工骨材、
爐渣、進口)

再生骨材

天然砂石
(陸域及
海域砂石)

機製砂石

 陸域砂石開採量逐年降低
 再生骨材占比逐漸提高

陸砂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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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國家骨材來源

骨材

天然砂石

再生骨材

陸地砂石

海域砂石

河川砂石

陸地/農地/森林砂石

坡地/山地砂石

營建剩餘土石方
營建混合物
B-5(廢磚瓦混凝土)

工業副產物

碎石母岩/機製砂石

僅河川疏濬砂石

目前無相關案場

目前無相關案場

目前無相關案場

進入砂石供應體系

特定用途、集中管理

各國砂石來源 我國供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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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通盤檢討內容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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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石供應政策檢討方向

疏濬砂石

營建剩餘土石方

再生骨材

陸上砂石採取

進口砂石

砂石供應多元化

 設定需求情境及料源使用目標區間

 配合市場機制調度區域化料源供應

多元供應

因應有序

(納入碳排量檢討)

建立跨部會調度小組

跨部會協力推動

 調度各砂石料源

 推動再生骨材應用

整合營建砂石產業鏈

納入公民參與

利害關係人對話平台

公開政策成形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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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9年砂石供需情境及對策

• 需分散河川疏濬負擔，
降低不確定性

• 配合淨零碳排趨勢，
需降低碳排放量

• 現況供應結構可滿足

• 配合淨零碳排趨勢，
需降低碳排放量

• 現況供應結構將不足

• 除進口，需增加其它料源

• 供應鏈碳排放量攀升

遭
遇
課
題

對
策

供給需求 >

砂石需求量
大幅成長 供給需求 ≈

砂石需求量
維持穩定 供給需求 <

砂石需求量
持續降低

分散常態砂石來源 強化資源循環 因應備援砂石

降低疏濬砂石供應量、
增加其他料源供應占比

提升營建產業資源
內循環利用比例

啟用非常態料源供應
(如庫存、區域間調度、
陸上砂石採取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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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土石採取專區

因應河川疏濬量、資源循環量不足情境，啟動陸上土石採取專區規劃
降低河川疏濬與進口砂石供應比例，提升穩定性分散供應壓力

If

優先啟動：
庫存砂石、進口砂石、區域間砂石調度

河川疏濬供應量可能漸減

S
o
lu
tio
n

強調環境保護、生態補償

針對開採區規劃碳匯作為，提出
碳抵換專案

啟動陸上土石採取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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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上土石採取專區 (續)

砂石
開採
階段

附加
效益
開發
階段

分期分區開採 生態保育及補償

溫室氣體減量暨抵換專案

轉換交通運具 植樹造林 疏伐

國產林木 環境教育

導入再生能源 新市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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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通檢後政策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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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行政策差異

疏濬砂石

營建剩餘
土石方

再生
骨材

陸上
砂石採取

進口
砂石

料源供應多元化

有序因應供需情境 納入國內外趨勢觀點

納入聯合國
加強砂石管理相關建議

納入砂石
供應鏈淨零碳排議題

納入政府
近年國家發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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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行政策差異

維持現況方案

• 疏濬砂石為主、
營建剩餘土石方為輔

• 降低進口砂石占比

• 不改變現行作為

穩健方案

• 納入再生骨材供應
(增加100萬噸供應量)

積極方案

• 納入再生骨材供應
(增加200萬噸供應量)

• 考量陸上砂石採取

多元供應
因應有序

常態供應：多元料源、不依賴進口

常態供應不足時：

• 啟動庫存、區域間調度、中上游疏濬、
陸上砂石採取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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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效益

確保砂石供應穩定無虞

創造砂石循環效益

降低天然資源開採壓力

確保符合淨零碳排趨勢

降低砂石進口情形

砂石開發供應政策評估說明書
第一次通盤檢討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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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懇請賜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