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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擴⼤紡織品回收 : 化廢為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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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每⼈每年產⽣的紡織廢料超過 15 公⽄，⼤多來⾃消費者丟棄的服裝及家⽤紡織品，約占廢
料總體的 85%。無論是在歐洲境內還是境外，多數廢料將送⾄焚燒或進入垃圾掩埋場，這對環
境帶來許多負⾯影響。不過，在不久的將來，新的永續產業會接⼆連三地出現，並賦予廢料新價
值。

解決廢料問題的⽅式有許多，包括減少⽣產過剩、過度消費、延⻑產品壽命，以及設計提升循環
性的產品。纖維⾄纖維（fiber-to-fiber）回收是最永續且可擴展的⽅法之⼀，其⽬的就是將紡織
廢料轉化，製成服裝或其他紡織產品。⽬前純棉的機械式回收技術已建立，其他如聚酯纖維的化
學回收技術亦已進⾏密集的研發，技術⼀旦成熟，估計 70% 的紡織廢料可進⾏纖維⾄纖維的回
收利⽤，剩下的 30% 則將需要採以開環（open-loop）回收或其他解決⽅案，例如：透過熱化學
回收⽣產合成氣（syngas）1。然⽽，由於規模化仍⾯臨許多障礙需克服，如今僅不到 1% 的紡
織廢料以纖維⾄纖維⽅式回收。

收集、分類及預處理限制了纖維⾄纖維回收的紡織廢料數量，⽬前平均收集率為 30% ⾄ 35%，
⽽未分類的廢料中，很⼤⼀部分是出⼝⾄歐洲以外地區。此外，⼤多數纖維⾄纖維回收技術對纖
維成分與純度皆有嚴格要求，舉例來說，回收⽜仔褲時必須去除拉鍊及鈕扣這道預處理，⽽先
進、準確及⾃動化的纖維分揀及預處理技術尚未開發出來。為了充分發揮纖維⾄纖維回收技術，
必須進⼀步擴⼤混紡成分分離的能⼒、降低成本並提⾼產出品質，這些技術瓶頸阻礙了循環紡織
品經濟的規模化。分析指出，若克服了上述障礙，⾄ 2030 年，纖維⾄纖維的回收利⽤可能達到
紡織品廢料總量的 18% ⾄ 26%，如表 1 所⽰。
 
1 合成氣（syngas）主要由⼀氧化碳、氫氣和⼆氧化碳組成。是⼀種以天然氣、煤炭或碳氫化合物為原料，經與⽔蒸氣產⽣重組反應或與氧氣發⽣部份氧

化反應等⽅法製成。⼯業上多⽤天然氣(甲烷)與⽔蒸氣經重組反應製造。⽔煤氣可視為合成氣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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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準情境（base-case scenario）係指歐盟27國及瑞⼠50%的消費後家⽤紡織品廢物被收集的情況，⾼於⽬前的30%~35%。

3 有利情境（upside case）是指歐盟27國及瑞⼠80%的消費後家⽤紡織品廢物被收集的情況。

 
⾄ 2030 年，包括整個價值鏈，紡織品的收集、分類與回收，估計將花費 60 億⾄ 70 億歐元的資
本⽀出及投資。分析顯⽰，⼀旦該⾏業成熟並擴⼤，便可能成為⼀個獨立且可獲利的⾏業，並帶
來 15 億⾄ 22 億歐元的利潤。紡織品回收價值鏈可因此推出多款新穎且具價值的原材料，讓歐
洲的企業能⽣產更多的服裝，創造更多的價值。

除了直接的經濟效益外，擴⼤歐洲紡織品回收還可帶來⼀些環境及社會效益。例如，可創造
15,000 個新的⼯作機會，⽽且⼆氧化碳排放量可減少約 400 萬噸，相當於⼀個冰島⼤⼩國家的
排放。分析顯⽰，⾄ 2030 年，該⾏業的年度整體影響總額可能達到 35 億⾄ 45 億歐元。
 
為了抓住這個機會 合作與創新將是關鍵

找出阻礙規模的瓶頸相當重要，需相關利益者⼤膽且迅速採取⾏動，否則歐洲的紡織品回收規模
無法在 2023 年前達到⼀定的狀態。本刊整理了成功的五個主要因素如下：

● 「關鍵規模」— 紡織品回收價值鏈無法⼩規模運作，整個價值鏈需為纖維⾄纖維回收技術提供
⾜夠原料，才能進入⼤規模運作。因此，該⾏業必須設定⼤膽的⽬標並將其實現。

● 「真正的合作」— 未來多項挑戰最好以⾼度協作的⽅式來解決。價值鏈上的商業領袖、投資者
及公共機構的主事者應聚在⼀起，共同參與經營，以克服障礙。

● 「轉型資⾦」— 雖然分析指出，紡織品回收⾏業⼀旦成熟與規模化，即可以實現獲利，但短期
內仍需轉型資⾦的投入。此類資⾦的例⼦包括企業回收補貼（可能的⽣產者責任延伸 EPR 4資
⾦）及綠⾊溢價（可能由品牌和消費者分擔）。
 

● 「投資」— 價值鏈中許多環節必須從頭建立，這需要⼤量的資本⽀出，才有⾜夠的經濟價值來
彌補可能承擔的風險。

● 「公共部⾨的推動」— 公共部⾨機構的領導者必須協助推動紡織品回收。措施包括提⾼收集
率、限制未分類紡織廢料的出⼝、刺激需求、建立統⼀框架以提升循環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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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的纖維⾄纖維回收可將廢料轉化為具價值物品，解決廢料問題。紡織業可開始擴⼤收集、
分類及了解閉環回收所需的基礎設施。此篇報導確定了未來紡織品循環利⽤的各項關鍵機遇，並
強調如何這次抓住機遇所需的⼼態及⾏動。此外，希望這份資料能成為業者進⼀步研究和合作的
基礎，以建立更完善的紡織品回收。
 
4 ⽣產者責任延伸（EPR）：通過使產品製造者對產品的整個⽣命周期，特別是對產品的回收、循環和最終處置負責，來實現環境保護、降低產品對環境

的負⾯影響的⽬標。這⼀概念明確了產品被消費後，在廢物回收、循環利⽤和最終處置環節中的責任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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