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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業循環利用

臺灣地區每年消耗木材約達600萬立方公

尺，其接續產生的廢棄木材(包括廢木質家具)

約達200萬立方公尺，木材是一種省能源、可

再生、可回收、可再利用、低公害之生物環保

材料，也是一種炭源儲藏庫，循環經濟永續利

用是一個重要的方向，其中涉及包括樹種、品

質、類別、項目、經濟性或模式等不同，循環

利用有不同面向待陸續探究及發展。

包括體積龐大之建築木料、廢棄家具、

修剪庭院之樹枝等廢棄物，這些廢棄物多屬

可再使用或再生利用資源，除了部分進入焚

化處理或掩埋處置外，仍有任意棄置影響環

境衛生現象情事發生，以「源頭減量及資源回

收」為考量優先，如何規劃廢木料(如家具)修

繕再使用與回收再利用，將再生資源產品進

入消費市場持續使用，促進延長木質材料生

命週期、減輕環境負荷、及減少焚化處理或掩

埋處置之廢棄物數量，為推動一般廢棄物「資

源化」永續利用與「多元化」妥善處理之重要

課題。本文將介紹舊木料回收再利用的現況，

為了與產業市場鏈結，並以木再生工作室為

例，說明舊木料應用及研發產品示範。

木質再生綠建材

木質廢棄物管理主要以「修護再使

用」、「回收再利用」、「減容無害處理」依

次處理，以期達到永續資源利用之目標，「再

生綠建材」是指利用回收材料，經過再製程

序，所製造之建材產品，並符合廢棄物減量

舊木料回收再應用―以木再生工作室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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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e)、再利用(Reuse)及再循環(Recycle)等

3R原則而製成之建築用材料。建築物內部裝

潢、地板、天花板、踢腳板、隔間板、門及各

種木質家具等，以使用廢棄木材或製造過程

的木質邊料或殘材為主要製造材料。

廢木料再利用方法

廢木料再利用方法由不同樹種、尺寸大

小、品質、特殊工藝性等加以分類應用，通

常視廢料大小及目標產物的高低價值優先應

用，例如實木利用或短小料再膠合成大料使

用，有物理直接利用，包括土壤覆蓋、填充

物、包裝材料、吸收用等，物理機械加工，包

括粒片板、石膏板、水泥製品、過濾用材、軟

木應用等，燃料利用，包括原型燃料、炭化燃

料等，纖維利用，包括木材切片、紙漿、纖維

板等，化學處理利用，包括炭化物、醋液、萃

取物等，生物化學利用，包括堆肥、土壤改良

劑、飼料、菇類、蚯蚓肥應用等。

廢木料再利用問題

木質廢棄物再利用的問題，包括尺寸、

樹種、品質等皆沒有規格化而需要加以分

類；木料需再處理較耗工時，人工成本較

高；存在木質廢棄物搬運成本；混雜非木質

物質，例如油漆、膠料、金屬物質、保存藥

劑等汙染，須加以排除處理；木質廢料再生

的加工及產品研發技術(例如木質家具修繕技

術及設計規劃)；木質廢料燃料用污染排除技

術；木質廢料產品市場的需求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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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木料新生命

舊木料因為經過長時間與環境的使用，

主要是木料乾燥很久，相較於新料，其質

地、木性較為穩定，變形率較低，目前舊材

的來源有來自回收舊木家具系統，但大部分

多來自舊房舍的拆除，木構建築的樑柱、門

窗、門斗、壁板、地板、櫥櫃等都是可以回收

再利用的，舊材回收後須經過清洗、拔釘、

去漆、打磨等步驟，再依產品項目使用需求

加以分類儲存，較大的可作為樑柱木使用，

其次為家具類，較小的可經過裁切成為木地

板、木藝品等，或經過膠合指接後成為大面

積的板材，可使用於桌面或櫥櫃，甚至有工

藝性價值較高的窗扇、門片會完整保留修

繕，待日後有機會使用於適當的建築空間，

目前回收的木料樹種以檜木為多，價值也較

高，約占七成以上，因為檜木在臺灣已全面

禁伐，來源多須從舊材回收、漂流木等。

使用舊材花費較高的是工資(時)，材料本

身費用則相對便宜，除非是大尺寸的舊料，

尤其是物以稀為貴，為了盡量保存舊材珍貴

的原樣貌、質樸及故事性，會盡量減少舊材

處理時間及程序，使用舊材要從材料本身的

條件來考量設計(產品)，舊材不以「材料」為

定位，而要以舊料的精神(原樣、記憶、文化

或故事)作為設計的主題。

舊料文創產品

木再生工作室主要是以檜木舊料回收生

產各種產品的工廠，原本以各種檜木桶(如泡

澡桶、米桶等)為主要產品，在非旺季時以其

他木產品搭配，包括各式工藝品、流行小飾

品、客製化品、生活用品等，因此，檜木舊

料尺寸先製成木桶用尺寸備用，具工藝性價

值的材料備用，包括製作聚寶盆工藝品(風倒

木)，老街觀光用小飾品研發，客製品包括泡

洗溫泉用椅子、木盆子等，剩餘沒有汙染的

小材料，待一定量後製作筷子及枕頭木珠等

使用，為了增加工廠產值，也陸續多元化發

展並開發新產品。殘料運用也提供建議類似

由林試所林產研發小木屋製作等小飾物來增

加產品項目。

由於社會脈動轉變，工廠為了生存發

展，產業也陸續因應經營，本次透過產研交

流合作，可使產品逐漸升級改變，提升產業

競爭力，提供林產技術資訊，瞭解市場銷售

趨勢，客製化生產小量產品，促進國內林產

業發展。該工廠將檜木舊料先行分類處理，

裁製規格尺寸備用，以便後續產品細製品木

圖1 檜木舊料粗製品。 圖2 泡溫泉用檜木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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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克服，廢木料應用可開發出多的木質複合

產品，如能訂定一套標準、或鼓勵措施等，

將有助於產業與市場間的交易和有效的利用

這些資源。

如何將原料、生產、產品、市場鏈結，

並運用在商業發展模式是一項重要的挑戰，

歸納七種商業模式，如有產品共享、產品服

務化、修復及翻新、再製造、副產品及產業

共生、再生料替代原生料、資源再生與回復

等，或者是採納五種商業模式，包括循環供

應、資源回收、產品生命延續、共享平臺、

產品及服務等，林業循環發展如何結合商業

模式應用，將是未來繼續努力的方向。

組件使用(圖1)，舉例說明生產客製化產品做

為觀光溫泉業者使用的檜木泡溫泉用椅子(圖

2)，最早開始工廠是以製作不同檜木桶為主體

的產業，例如研發製作檜木置物桶(圖3)，後

續也研發動手動腦用的檜木積木組盒(圖4)，

並接受訂單研發觀光紀念用低價位小飾品，

例如球棒型檜木筆及木精油吊飾(圖5)。以上

透過合作生產，可作為提供後端林產技術諮

詢及平臺資訊擴充的基礎。

木再生工作室經營管理特色可歸納，1.以

使用具有香氣的檜木舊木為主體，提供市場

特定族群愛好者。2.天然檜木材料不易取得，

木材性質穩定，而如漂流木新料不穩定，舊

木餘料則盡量使用。3.有鎖定主要產品發展，

並進行規格化尺寸備料。4.具有既有通路或市

場管道。5.結合休閒文化紀念產品之研發。

循環經濟模式應用

舊木料再利用是林業循環中的一部分

(環)，可以減少原木使用量維護生態環境，使

再生木製品開發市場應用，回收資源透過環

境教育宣傳，建立回收品牌(或履歷制度)提升

價值，回收廢木料的來源有很多，在樹種、

品質、尺寸、種類、乾燥、和汙染程度也不

盡相同，因此，有許多技術上和經濟上必須

圖3 置物檜木桶。 圖4 積木檜木組盒。

圖5 球棒型檜木筆及木精油吊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