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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根據農業統計資料顯示，國內菇農大規模投入栽培，大量的太空包應運而生，

廢棄菇包的數量在 2022 年為 153,349 公噸，其主要材料為木屑、米糠、玉米穗

軸、稻殼或棉子殼等，目前的處理方式多以堆肥處理。在臺灣，由於既有廢棄菇

包廠商的處理量能不足等原因，使廢棄菇包的處理成本持續上漲，從過去以面積

計價轉為以重量計價，造成菇農成本負擔。 

而在近年循環經濟的趨勢下，廢棄菇包剩餘介質以及提高利用價值一直是菇

類產業的重要課題（如李裕娟等，2020；薛佑光、張勝智，2019）。國內外學者

持續在研究相關的再利用技術，包括用於肥料、除臭、生質燃料、貓砂、皮革等。 

本研究透過廢棄菇包的產業人才調查，重新梳理廢棄菇包產業鏈發展的結構，

分析廢棄菇包的廠商現況與廢棄菇包處理技術，以盤點廢棄菇包處理的未來發展

趨勢與所需人才。並實際了解廢棄菇包業者現況、邀請產官學各界代表交流，提

供產業選才、育才、用才等建議，期能健全廢棄菇包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 

 

貳、 廢棄菇包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 

一、 產業背景 

菇類列管於農業部農糧署作物生產組蔬菜花卉科，可分為草生性及木生性兩

大類，其栽培方法可分為四類：稻草堆肥栽培、段木栽培、木屑太空包栽培及木

屑瓶裝栽培。其中，菇類太空包可依其栽培設施細分為三類：傳統菇舍栽培、簡

易環控栽培及全環控栽培（石信德，2022 年 7 月 29 日）。110 年農業統計年報

（表 1）顯示，2021 年臺灣菇類總產量為 42,186 公噸，其中以金針菇、香菇、洋

菇等最為重要。 

表 1 臺灣菇類產量（單位：公噸）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金針菇 21,536.52 20,858.29 23,427.98 

香菇 5,664.88 4,699.62 4,223.54 

洋菇 5,053.52 4,571.33 4,546.88 

木耳 2,159.19 2,409.67 2,318.87 

草菇 859.47 933.22 773.6 

蠔菇 217.22 512.72 50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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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白木耳 21.1 20.92 14.27 

其他菇類 6,224.91 6,366.32 7,682.59 

合計 40,372.08 43,497.56 42,186.45 

（資料來源：農業部，2023） 

 

臺灣農業廢棄物排放量統計資料（表 2）顯示，廢棄菇包的處理方式主要包

括堆肥、育苗栽培介質、飼料、作物覆蓋及廢棄物清運等數種方式，其總處理量

於 2022 年達 153,349 公噸。 

表 2 臺灣廢棄菇包處理現況分析 

（資料來源：農業部，2023） 

菇類太空包之栽培材料分為主料（木屑）及輔料（農業資源物，例如米糠、

麥麩、粉頭、玉米粉、大豆粉等），其處置方法大致如下：先分離生物性資材（木

屑介質等）及非生物性資材（塑膠袋及塑膠套環等），繼而進行乾燥處理及回收

再利用。對於生物性資材，目前國內以集中回收並再製成有機質堆肥為大宗，通

過將有機質堆肥回歸土壤重複利用，不僅可改善農田地力，亦可改進農糧產品品

質；同時，生物性資材也可再製成栽培介質、燃料或作為生質能源之原料等再利

用用途。而非生物性資材廢棄物則經整理後交由回收業者清運，可將廢棄塑膠製

成塑膠粒再次循環利用（大愛電視，2021 年 4 月 24 日）。 

單位：公噸 

年 總計 
作物栽培

覆蓋 

育苗栽培

介質 
堆肥 

飼料或飼料

原料 
廢棄物清運 

2012 191,000 0 0 191,000 0 0 

2013 105,308 0 0 105,308 0 0 

2014 224,400 0 0 224,400 0 0 

2015 225,912 0 0 225,912 0 0 

2016 178,202 0 0 178,202 0 0 

2017 124,142 0 0 124,142 0 0 

2018 155,873 0 0 155,873 0 0 

2019 142,935 0 0 142,935 0 0 

2020 156,487 0 0 156,487 0 0 

2021 175,975 0 0 175,975 0 0 

2022 153,349 0 0 153,34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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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菇包產業鏈整理如下： 

 

 

 

 

 

 

 

 

 

 

 

 

 

 

 

圖 1 廢棄菇包產業鏈系統圖（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製作） 

礙於現行法規對於堆肥場的設立有嚴格的規範，菇農不能將廢棄菇包就地轉

化為堆肥以創造二次經濟效益，而必須再送往肥料場。因為運送及處理費用使農

民生產成本大幅增加，也會導致菇農使用意願降低。水分多的菇包在分離過程中

會造成分離失敗，需要先加入乾料混合，同樣造成處理成本上升；因普遍菇農丟

棄廢棄包時，未先進行垃圾分類，也使業者的處理成本增加，最終導致菇農需要

負擔更高的處理費用（大愛電視，2021 年 4 月 24 日）。 

二、 產業發展趨勢 

根據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於 2022 年 4 月發表的報告，2020 年全球菇類

市場規模（消費量）為 1,435 萬噸，2021 年至 2028 年的年平均成長率（CAGR）

為 6.74%，2028 年將達到 2,405 萬噸。 

平均而言，每生產 1 公斤新鮮菇類約需要 5 公斤廢棄菇包（Atallah 等人，

2021）；因此，2020 年全球菇類市場約產生 7,175 萬噸菇包廢棄物，並預計 2028

年將達 1.2 億噸廢棄量。 

全球菇類市場主要影響因素包含（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2022）： 

菌種製造業者 

(高階無菌操作 

技術-母種/原種) 

菌種生產販售 

菌種檢定保存 

國外菌種引進 

太空包 

製造業者 

(低階無菌

操作技術-

栽培種) 

栽培業者 

(栽培管理技術) 

傳統菇舍栽培 

簡易環控栽培 

全環控栽培 

廢棄菇包 

處理業者 

通路業者/ 

消費者 

資材業者 

(木屑、

稻桿及其

它替代性

材料) 

菇產品 

廢棄菇包 

回收廢棄菇包 

栽培業者/清運業者 

處理業者 應用業者 

(肥料業者、 

塑膠業者等) 

衍生應用產品 

(有機質堆肥等) 
生物性資材 

（木屑介質等） 

非生物性資材 

（塑膠袋、 

塑膠套環等） 

分解 

加工 

出售 

乾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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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OVID-19 影響：由於疫情導致全球各國出現封鎖社區等現象，在這期間，

餐飲服務產業之銷售額急劇下降，也同時導致菇類生產業者的收入下降 50-

80%。但是因為菇類富有營養價值的特性及消費者對植物性食品的興趣增加，

在餐飲業逐漸恢復正常運作與消費者愈加習慣使用電商平台後，菇類市場規

模會獲得增長。 

2. 促進因素： 

(1) 智能自動化技術投資：過往在菇類生產過程中，人力成本占其生產成本三分

之一，因而驅使製造商投資於智能自動化技術，既提高產量，也大幅降低生

產成本，進而促進菇類產業發展。 

(2) 消費者對健康意識與對菇類營養價值的認識提高：消費者對於健康（低脂肪、

低膽固醇等）與富含營養的食品需求不斷增長，加之素食人口增加，預計將

推動菇類產品的市場增長。 

3. 抑制因素 

(1) 高昂生產成本：菇類生產容易受濕度、溫度、光照等因素影響，因此增加菇

類生產者的生產成本以保護高質量與產量。 

報告同時指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食用蕈生產國之一，其人均消費量也高

於任何其他國家。在 2020 年，亞太地區（包括中國、印度、日本、澳洲等）的

菇類市場規模為 1,150 萬噸，占全球菇類市場的 80%；而日本、印度等亞洲國家

之消費量也正以顯著速度增長，此現象歸因於產量及進口量的增長（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2022）。 

三、 應用情形及其衍生產品案例 

以下為國內應用廢棄菇包內容物之案例： 

1. 蔬菜及花草用栽培介質土：內含廢棄菇包內容物製成的緩效供肥介質，通過

與進口泥炭土按比例混和後種植，可達產量不變但成本減少之效益（林怡均，

2021 年 08 月 19 日）。 

2. 新型農業栽培資材「太空介質」：通過回收廢棄菇包之廢料並加入菇包菌或

木黴菌，可製成循環農業用的再生肥料，幫助改善土壤品質、保護植物根系

發育、加快廢枝條分解、在旱期保濕、寒冷時保暖、預防根瘤線蟲及提高禽

畜抗病力等（中央通訊社，2022 年 4 月 27 日）。 

3. 天然除臭劑：廢棄菇包之內容物可供蚯蚓食用，經其腸道處理後排出的蚯蚓

糞可用於種植、養殖及飼料添加，形成農業循環。或作為雞糞墊料，形成天

然除臭劑，減少雞舍的難聞氣味；亦可分解雞糞，減少農民清糞頻率繼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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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人力成本（公民新聞，2022 年 5 月 1 日）。 

4. 再生貓砂：農業部農業藥物試驗所（2021 年 3 月 16 日）利用菇類培植廢棄

包中的栽培基質，研發製成「再生貓砂」，具可分解及材質天然的特性，使

用後也可再作為堆肥使用。 

5. 生質燃料：工業技術研究院與處理業者、能源公司合作，將菇類培植廢棄包

一次性開發為生質顆粒燃料，用作烘乾其他廢棄包或再製為生物炭。其中，

單次栽培菇包（杏鮑菇、金針菇等）是最佳的生質能源原料。但回收廢棄包

之剩餘介質需先進行乾燥與造粒，繼而再利用自然進氣方式來燒製生物炭，

其處理成本較高，也消耗較多能源。前端也需要花費大量成本作研究，包括

每一種材質與用途及其分別最適用的溫度與時間（蔡杏枚、李宜映，2019 年

12 月）。 

綜上所述，廢棄菇包經處理業者分解處理後，可流向下遊業者，包括肥料業

者、塑膠業者、栽培業者、禽畜業者與消費者等作再利用用途。 

國外業者除使用菇包作為肥料再利用外，有業者研究並開發菇類真菌皮革

（黃培陞，2016 年 11 月 16 日；Ellen Rosen, 2022）。 

美國舊金山新創公司 MycoWorks 將栽培菇類用的基質（即廢棄菇包）長出

的真菌加工製成皮革，既可以達到與動物皮革相同的質量和性能，同時取代動物

皮革及發泡材質，包括塑料、聚氨酯或聚氯乙烯（PVC）等；剩餘未使用到的廢

料則可再轉賣給農場，製成肥料以繼續循環使用。 

通過在生產菇類的過程中精準操控其組織密度，可以避免菇類真菌皮革尺寸

變形的問題；也可以藉此符合不同的吸水性需求。其材質天生具有抗菌性，可作

為益生菌，製成鞋履後，消費者無需再對其使用對抗異味的化學藥劑。隨著菇類

生長及加工環境的不同，也可能生產出不同的皮革外貌，例如鱷魚皮，甚或是動

物性皮革無法做出的質感。通過定制材料也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規格與需求，不

僅是特定的紋理，也可以添加其他纖維。 

相比起動物皮革，真菌皮革的生長時間更短、耗費更少資源、產生更少二氧

化碳，並且最重要的是價格更低。MycoWorks 的客戶包括了不少大牌公司，例如

時尚品牌 Hermès、法國時尚精品家具品牌 Ligne Roset、通用汽車期下投資機構

GM Ventures 等。美國生物公司 Bolt Threads 也同樣使用香菇生長底部的菌絲體，

即廢棄菇包中的內容物製成皮革及手提包，並持續擴大生產（Karma Cheung，

2021 年 3 月 12 日）。由以上案例均可見廢棄菇包之多用途開發及市場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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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調查方法與對象 

一、 調查方法 

本研究藉由問卷、訪談以研析廢棄菇包產業用人單位之人才應用現況及未來

需求，並瞭解廢棄菇包產業處理現況等資訊。由於廢棄菇包處理涵蓋跨領域產業，

如：廢棄菇包清運與處理業者、廢棄菇包材料應用業者如肥料廠與飼料廠等。考

量調查對象之差異性，規劃以現地訪談標竿業者為主要，並輔以電話訪談以提升

本次調查結果的代表性。 

二、 調查對象 

根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之查詢結果，截至 2023 年

7 月，回收菇類培植廢棄包再利用業者資料共 66 筆：分別為彰化縣 16 家、雲林

縣 14 家、臺中市 9 家、屏東縣 9 家、嘉義縣 4 家、桃園市 3 家、南投縣 3 家、

臺南市 3 家、苗栗縣 1 家、嘉義市 1 家、高雄市 1 家、花蓮縣 1 家、金門縣 1

家；再利用用途包括再生能源之原料、有機質肥料之原料、栽培介質之原料、燃

料；最大月再利用量共達每月 23,971 公噸。另外亦有未有登記但自行處理菇包

的 6 家菇類產銷班共 72 家業者。 

（一） 現地訪談 

本研究依各業者最大月再利用量排序，以前三大標竿業者為本次人才調查之

主要訪談對象，並依地緣便利性邀請附近業者為訪談對象。本研究以各業者之最

大月再利用量計算其市場占有率，現地訪談 6 家業者合計之市場佔有率為 51.44%，

最大月再利用量為每月 12,330 公噸。 

表 3 廢棄菇包處理業者名單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機構地址 
最大月再利用

量(公噸/月) 

廢棄物

來源 

再利用 

用途 

市場 

占有率 

超吉有限

公司 
陳進耘 

臺中市新社

區中和街二

段 143 號 

4,800 

菇類培

植廢棄

包，含

菇類培

植廢棄

包之塑

膠包裝

再生能源

之原料、

有機質肥

料之原

料、栽培

介質之原

料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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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負責人 機構地址 
最大月再利用

量(公噸/月) 

廢棄物

來源 

再利用 

用途 

市場 

占有率 

坤松企業

社 
王坤松 

臺中市新社

區中興里中

興嶺 169 之

3 號 

3,000 

（農業

部） 栽培介質

之原料 
12.52% 

富澤農場 鄭豪榤 

彰化縣埔心

鄉成功路 97

號對面號 

2,030 
栽培介質

之原料 
8.47% 

蔡上民農

產行 
蔡上民 

彰化縣大村

鄉大崙村大

崙一巷建 25

號 

2,000 

再生能源

之原料、

栽培介質

之原料 

8.34% 

保證責任

台中縣中

興合作農

場 

林玉臨 

臺中市新社

區中和里龍

安 23 之 1

號 

400 
栽培介質

之原料 
1.67% 

瓔茂企業

有限公司 
王志銘 

臺中市新社

區協中街八

五巷一一號 

100 
再生能源

之原料 
0.42% 

（資料來源：環境部資源循環署，2023 年 7 月） 

（二） 電話訪談 

為擴大本研究結果的代表性，針對已實地訪談 6 家以外的 66 家業者，本研

究透過電話訪談 47 家業者，19 家業者拒絕受訪或無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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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廢棄菇包處理現況 

一、 廢棄菇包處理量能 

本研究藉由現地訪談與電話訪談共收集 53 家業者資料，其中共 29 家有實際

處理廢棄菇包業務，其餘 24 家則無處理。 

29 家有實際處理廢棄菇包的業者中，18 家業者同時處理廢棄菇包，並將處

理完畢的廢棄菇包原料加工製成肥料（62.1%）。1 家業者同時處理廢棄菇包，並

將處理完畢的廢棄菇包原料加工製成燃料（3.4%）。10 家業者只負責菇包處理之

業務，並將處理完畢的廢棄菇包原料向外轉售予肥料業者（34.5%）。 

其餘 24 家無處理廢棄菇包的業者中，19 家業者為購買廢棄菇包原料之肥料

業者，並無直接處理廢棄菇包（79.2%）。3 家業者同為肥料業者，但已停止使用

廢棄菇包原料（12.5%）。1 家業者為肥料業者，但已停業（4.2%）。另有 1 家為

燃料業者，目前已停止使用回收菇包原料作為燃料原料（4.2%）。 

 

 

圖 2 廢棄菇包業者處理現況（N=53） 

實際處

理廢棄

菇包

55%

無處理

廢棄菇

包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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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無處理廢棄菇包業者（N=24） 

 

圖 4 實際處理廢棄菇包業者（N=29） 

 

以下統計臺灣各縣市廢棄菇包實際處理量能，主要以南投縣為大宗，其次為

臺中市、彰化縣。其中，南投縣 6 位業者中，3 位為菇類產銷班處理場，未有登

記於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但實際有自行處理菇包。這類業者的再利用量數據

為過往調查所得，導致與目前實際處理量有異。 

而臺中及彰化兩個地區的實際總處理量小於最大總再利用量，其分別可能原

因如下： 

1. 臺中地區 

由於回收之廢棄菇包所含的水分量不固定，造成額外處理成本，因此部份臺

中再利用業者已暫停處理廢棄菇包的業務。另外，由於業者普遍面臨缺工問題，

使廠內設備未能全數運轉，導致實際處理量相較申報量低。 

2. 彰化地區 

彰化業者同樣由於缺工問題，導致部份機器停置，因此實際處理量遠小於最

大總再利用量。另外，彰化地區登記之再利用業者名單中，有部分業者實際業務

為肥料生產，本身並無直接處理廢棄菇包回收業務。  

79%

13%

4%4%

購買原料並再製肥料

停止使用菇包原枓之肥料業者

停業之肥料業者

停止使用菇包原枓之燃料業者

62%
3%

35%

再製肥料

再製燃料

轉售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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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臺灣各縣市廢棄菇包處理量能分析（N=53） 

縣市 業者數量 

業者申報之 

最大再利用量

（公噸/年） 

實際總處理量

（公噸/年） 

產能利用率 

（實際處理量/最大

再利用量*100%） 

南投縣 6 42,696 133,050 311.62% 

臺中市 6 106,320 89,100  83.8% 

彰化縣 14 86,760 40,712 46.92% 

屏東縣 7 29,958 15,480 51.67% 

雲林縣 9 34,693 11,150 32.14% 

桃園市 3 6,840 6,300 92.11% 

臺南市 2 3,000 3,000 100% 

嘉義縣 4 4,969 1,211 24.37% 

高雄市 1 600 業者無實際處理廢棄菇包 

金門縣 1 120 業者無實際處理廢棄菇包 

備註：無受訪業者之縣市從略 

 

據目前統計資料，53 家受訪業者申報之最大總處理量為每年 315,957 公噸；

其中，實際處理廢棄菇包並提供完整處理量能資訊的業者共 27 家，其原申報之

最大再利用量為每年 254,485 公噸，經訪談統計之實際總處理量能為每年 298,803

公噸。 

表 5 臺灣廢棄菇包處理量能分析 

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 

（農業部，2023） 
153,349 公噸/年 

回收菇類培植廢棄包再利用業者最大再利用量 

（包含未有登記但自行處理菇包的 6 家菇類產銷

班）（環境部資源循環署，2023） 

354,048 公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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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家受訪業者申報之最大總處理量 315,957 公噸/年 

27 家實際處理廢棄菇包並提供處理量能資訊的業

者：實際總處理量 
298,803 公噸/年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 產業營運概況 

綜合現地訪談及電話訪談結果，以下就處理業者的廢棄菇包處理概況作分析

討論，並主要就臺中市及彰化縣現況分別作比較說明。 

（一） 菇包種類 

臺中新社區主要為種植香菇，其菇包水分較多，導致處理成本較高，高峰期

為每年 6 至 12 月。彰化縣的主要菇種則是環控栽培類，包括杏鮑菇、秀珍菇、

鮑魚菇、金針菇等。這些菇種的太空包含有較少的水分，因此處理成本相對較低，

高峰期為冬天 9 月至隔年 3 月。 

（二） 回收方式 

臺中新社的廢棄菇包處理分為清運業者及處理業者兩個部份，先由清運業者

（又稱「小蜜蜂」）前往菇舍回收，繼而載往處理業者。清運業者與處理業者間

有簽約或以口頭約定方式，相熟菇農也會直接將菇包自行送往處理業者處。彰化

處理業者則通常會攜帶輸送帶等相關設備前往菇舍進行收集，若為固定客源，則

直接把輸送帶放置在菇舍。由於運輸成本的考量，客源多以附近菇農為主，亦有

雲林及南投菇農。 

（三） 處理費用 

在新社地區，處理費用原本是以每分地計算，但因水分過多而改為秤重計算。

其中，中興農場仍以每分地$15,000 收費，換算其處理費用為每公斤$0.375。業者

表示，中興農場並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因此費用相對其他業者較低。另外兩家

現地受訪的業者則考量運輸成本，以每公斤$0.5 至$0.55 秤重收費。其中，坤松

企業社全數交由清運業者回收、未有菇農自行載到處理場，超吉有限公司則扣除

清運成本後、收取每公斤$0.45 處理費。金德堆肥場同樣位於新社地區，以每公

斤＄0.8 收取處理費用。 

彰化業者的處理費用則通常以每顆廢棄菇包計價，每顆菇包重量約 0.6 至 1

公斤，換算其處理費用為每公斤$0.3 至$0.5。考量運輸及人力成本，因此距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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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則費用更高。若菇農自行載到處理場，則僅收取處理費每公斤$0.05 至$0.17。 

由此可見，新社與彰化的處理費用相差甚遠，主要原因是新社的香菇菇包含

有較多的水分，業者需要花費較高的成本進行乾燥處理。此外，在訪談中也發現

各家處理業者的價格差異不大。 

另外從電話訪談中發現，由於菇農大部份集中於中部地區（例如臺中與彰化），

導致距離中部較遠的菇包處理業者（例如屏東）需要支付較高的運輸成本，連帶

反映在菇包處理費用上。 

（四） 處理與出售方式 

業者回收廢棄菇包後，首先分解其內容物及塑膠袋。根據一輛 17 噸的夾車

（約 2 至 3 噸的塑膠袋）計算，新社業者需支付每車$8,000 予塑膠業者，彰化業

者則以每車$3,000 售予塑膠業者。 

廢棄菇包的內容物通常經堆置翻動的方式自然乾燥。新社地區的中興農場及

坤松企業社將處理後的木屑直接製成肥料後進行銷售，客戶包括農會、肥料經銷

商、自耕農等。而彰化地區的業者則將經過處理的木屑以出售或贈予的方式提供

給肥料業者等應用業者使用。 

其中，新社的超吉有限公司依菇包含水量將其分為三個處理區塊：單次性菇

包、多次性菇包與不良率菇包。單次性菇包，例如杏鮑菇等，由於其含水量較低

且含有較多的纖維和木質素，非常適合製成木質顆粒（生質燃料）並進行再利用。

超吉會將這類單次性菇包進行分解處理並烘乾至水分 15 至 20%的程度，以製成

具有較高熱質的木質顆粒。這種生質燃料具有廣泛的應用範圍和彈性，可以直接

用作燃料或轉化為其他形式的能源。然而，由於烘乾成本過高且生質燃料的產量

有限，超吉公司並未直接銷售生質燃料，而是利用它來繼續烘乾其他的廢棄菇包，

實現完整的循環利用。每燃燒 1 公斤生質燃料，可以烘乾約 7 至 8 公斤的菇包木

屑。多次性菇包是超吉公司處理的主要類型，主要是指香菇菇包。超吉自行研發

了烘乾機器與技術，根據客戶的需求（主要是肥料業者），將含水量為 80 至 90%

的廢棄菇包木屑烘乾至不同的含水量，最低可以達到 20%。再根據不同的含水量

定價並進行銷售。至於不良率廢棄菇包，超吉將其分解後再製成新的黑木耳太空

包出售給菇農使用。由於黑木耳太空包的菌種較為特殊，所以其他菇類無法使用

這種再製太空包。 

而彰化地區有一家業者採用混合 40%全新木屑和 60%回收木屑的方式製成

秀珍菇太空包，這種方式由菇農研發並已實施了 4 至 5 年。相較於全新的太空

包，再製太空包的價格較為低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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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廢棄菇包業者主要困難 

（一） 處理場地難以取得 

業者反映難以尋求菇包處理場地，臺灣有許多土地都被劃為農業用地，申請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審核程序繁雜且用時較長；而工業用地則租金昂

貴，業者難以負擔。亦有業者反映有遇到廠商申請土地使用權後，實際用於蓋於

太陽能板而非廢棄估包處理場，因此真正有土地需求的菇包處理業者反而無地可

用，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可以加強核實菇包申請廠商的真實性。 

（二） 處理成本高昂 

菇包處理業者的成本結構中，機械設備成本占其大宗。由於菇包高鹼度特性，

對機械消耗嚴重；並且相關設備售價昂貴，不少業者表示頗有負擔。由於機械設

備用電量較大，電力也是菇包處理業者的高成本支出。業者希望政府單位可以針

對購買菇包處理設備及用電給予相關補助，以此舒緩業者成本壓力。 

除此之外，數家業者亦有反映，近年清運業者收取的回收廢棄菇包價格偏高

且持續漲價，同樣導致處理業者的成本增加。 

（三） 人力資源不足 

由於菇包處理過程中容易產生難聞氣味與粉塵，業者普遍有遇到勞動力欠缺

的問題，導致廠內部份機器因此停置，也因此部份業者的實際處理量能無法達到

申報之最大利用量。 

（四） 處理流程 

廢棄菇包因水分含量較高，需先花時間堆置曬乾或使用機器烘乾，除增加業

者處理成本外，實際出產率也較低。加之回收的廢棄菇包含水量不均，在製程時

業者不好控制，需耗費較高乾燥成本與人力成本。 

由於香菇含水量較其他菇類為高，因此乾燥技術是臺中新社區的處理業者最

大的困難。業者反映希望政府單位可以針對乾燥的機械設備提供購買補助；亦有

業者提出希望可以加強菇農宣導，在生產期間，特別是末端步驟中，儘量控制水

分，以利於後續處理。 

（五） 法律限制 

業者反映在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及執業證照時，法規流程較為

複雜及需繳交大量文件，審核時間達一年以上。希望可以簡化相關申請程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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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為由單個政府單位獨立處理。 

在再製肥料方面，由於禽畜糞堆肥要求以禽畜糞為主原料（50%以上），受到

此肥料成份的限制，業者若收不到足夠的禽畜廢棄物，就無法協助消化菇包處理

的需求。業者希望可以調整肥料配比、增加菇包內容物的占比，讓業者可以處理

更多廢棄菇包並加工為肥料。另外，在菇包處理及肥料製作的法律議題上，環保

局與農業局的法規時有牴觸，業者希望未來政府單位可以統一對外標準，以避免

造成業者的疑惑與困擾。 

（六） 商品銷售 

有機質肥料在淡季時難以銷售，亦有業者反映農友對有機質肥料認可度低，

希望政府加強推廣有機質肥料的益處、提高農友購買補助（特別是針對以菇包為

原料製成的肥料），以此促進有機質肥料銷售。 

（七） 其他 

不同地區的業者均有反映，農友會把菇包交予違法的處理業者，其後續之處

理與棄置方式並不合法，菇農也未如實報告菇包數量。業者希望政府可管制菇農

事業廢業物之去向，例如在菇寮申請建制時，要求其有簽約之合法清運業者或處

理業者。若菇農、清運業者、處理業者皆有互相簽約，並要求每一業者如實上報

菇包數量、回收數量、處理數量；如此便可完整追蹤菇包去向與處理量，也避免

出現廢棄菇包被隨意丟棄、造成汙染及資源浪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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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人才需求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根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之查詢結果，依各業

者最大月再利用量排序，以前三大標竿業者為本次人才調查之主要對象，並依地

緣便利性邀請附近業者，現地訪談共 6 家業者。以各業者之最大月再利用量計

算，共計占有市場之 51.44%，表示本研究樣本確具代表性。以下分別說明業者

營運概況、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產業展望等詳細資訊。 

一、 營運概況 

（一） 基本資料 

6 家受訪業者中，2 家位於彰化縣、4 家位於臺中市新社區。2 家彰化業者為

清運及處理廢棄菇包、2 家臺中業者處理廢棄菇包並加工為肥料及培養土、另外

2 家臺中業者則處理廢棄菇包並加工為生質燃料。由此顯示兩個地區業者營運模

式之差異性，彰化業者之業務範圍包含從菇寮清運及菇包之處理，臺中業者則主

要為菇包處理及其後期加工。6 家受訪業者每年總實際處理量能為 115,300 公噸。 

（二） 成立年份 

保證責任台中縣中興合作農場為最早成立之受訪業者，於 1993 年經政府輔

導建廠，至今已 30 年，相關設備亦均有補助。其次為坤松企業社，成立於 1998

年，至今已 25 年，初始僅從事蕈類生產，因面臨廢棄菇包處理問題而投身處理

及加工。而後因察覺市場需求，其他業者亦陸續自 2003 年開始投入，成立年數

分別為 1 家 20 年、2 家 10 年。瓔茂企業有限公司則為成立僅 1 年之業者，因有

相熟廠商需求而投入產業，前期在申請程序即費時超過一年，目前尚在調整營運

模式，因此未提供詳細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資訊。 

表 6 受訪業者成立年數（N=6） 

公司成立年數 低於 10 年 10 至 19 年 20 至 29 年 30 年以上 

家數 1 2 2 1 

占比 17% 33% 33% 17% 

二、 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 

瓔茂企業有限公司共有 7 至 8 位全職員工，惟因成立一年，尚在調整營運模

式，亦未提供詳細資訊。以下分析其餘 5 家提供完整人才資訊之受訪業者，並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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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其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現況： 

（三） 人力結構 

4 家受訪業者現有全職員工 5 至 6 人（80%），其中 3 家業者由 1 人擔任行

政或管理職位、其餘員工為現場操作或清運人員，另外 1 家業者則未有明確分配

工作類別。而坤松企業社因業務涵蓋生產、處理及加工，包含外籍勞工共有 15

位全職員工，但未說明具體分工情形。 

表 7 受訪業者員工人數（N=6） 

全職員工人數 5 至 6 人 15 人 

家數 4 1 

占比 80% 20% 

（四） 人力現況 

4 家業者（80%）表示目前人力足夠應付營運所需，其大部份是採用堆置翻

動的方式自然乾燥。而超吉有限公司則依菇包含水量作區分處理，並使用燃料輔

助烘乾，場域內設有多台大型機器。超吉的負責人表示目前人力欠缺，並且導致

部份機器停置，至少需要 10 位員工才能滿足各基本處理環節之正常運作。 

（五） 職能需求 

彰化廢棄菇包業者為提供清運及處理業務，因此業者要求員工必須持有大貨

車執照。另一家彰化的蔡上民農產行則為親人共同經營，因此並未提出對員工之

職能需求。而臺中業者普遍在招聘時要求具備相關操作證照或熟悉機械操作，例

如堆高機操作等，部份亦要求持有大貨車駕照。即便未將相關證照及技能列為必

備，亦會作為招聘之加分項。 

（六） 主要人才招募管道： 

5 家業者以不同管道招聘所需之人才，其中以網路人力銀行（25%）及親友

介紹（25%）居多。業者進一步說明，若有親友介紹會優先錄取。其他管道則包

括 Facebook 粉絲專頁（17%）、就業服務中心（17%）及報章刊登（8%），蔡上民

農產行則全部為親人共同經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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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受訪業者人才招募管道（N=6） 

管道 
網路人力

銀行 

Facebook

粉絲專頁 

就業服務

中心 
報章刊登 親友介紹 親人 

次數 3 2 2 1 3 1 

占比 25% 17% 17% 8% 25% 8% 

 

三、 未來產業發展與趨勢 

對於未來三年產業的預估成長率，6 家受訪業者中的 5 家（83%）均抱持平

態度、預估成長率為 0%，另根據根據過去十年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歷史數據

（102-111 年），預估未來的平均成長率為 4%，以下彙整受訪業者對於未來產業

發展趨勢之評估依據： 

（一） 產業方面 

業者表示近年菇類價格不高及溫室效應影響氣候環境，菇產量會相應下降，

因此廢棄菇包數量預計不會有增幅。在有限的市場規模下，原本已有穩定客源的

處理業者占較大的優勢，亦增加了其他想要投入產業的業者之困難。同時，投入

處理或加工廢棄菇包的門檻較高，例如設備與場地建置費用高昂、申請流程不易

等。另一方面，目前臺灣廢棄菇包的應用主要是加工為肥料及培養土，其消費客

源固定、被接受程度有待擴展，業者表示即便菇類產量上升，對再製廢棄菇包產

品的需求也不會增加。 

（二） 人才方面 

臺灣近年面臨嚴峻缺工問題，廢棄菇包產業也不例外。在人才供給不足或下

降的情況下，也對業者招聘造成困難。加之菇包處理過程會產生難聞氣味與粉塵，

環境與勞動條件辛苦讓年輕人卻步。 

然而從受訪業者的經營概況來統計，大部份業者（80%）採用堆置翻動的方

式自然乾燥，此方法需要的人力程度較低，因此目前人力足夠應付營運所需。而

超吉有限公司依菇包含水量作區分處理，並使用燃料輔助烘乾，便需要較多人力

操控場域內的多台大型機器。超吉也是唯一表示人才供給不足的業者，即便開出

月薪$50,000 仍招聘不到需要的人才，處理量已達公司可負荷的極限。 

（三） 營運方面 

上述提及廢棄菇包處理過程會產生難聞氣味與粉塵，業者表示因此而時常收



 

19 

 

到投訴。另外因為需要較大的場域作堆置，也會面臨場地尋求不易、堆置過多廢

棄物而違反法規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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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現地訪談業者名單（N=6） 

機構名稱 負責人 
機構 

地址 

成立

年份 
營運性質 

現有職員

工人數 
人力現況 職能需求 

主要人才

招募管道 
人才欠缺主因 

產業景氣

預估 

超吉有限

公司 
陳進耘 

臺中市 

新社區 
2013 

 處理業者 

 應用業者

（生質燃

料） 

全職 6 人： 

 5 人現場

操作 

 1 人行政 

欠缺：部份機

器因此停置，

至少需要 10

位員工才能

滿足各處理

環節基本運

作 

 需完成服役 

 具大貨車駕照佳 

 熟悉推土機、山

貓、怪手佳 

 場內操作需具備

機器運作技能或

證照；場與場間，

例如在移送物料

時，則需具備相

關駕照 

 網路人力

銀行 

 Facebook

粉絲專頁 

 親友介紹

（數量較

少） 

 人才供給不足 

 環境與勞動條件

辛苦：菇包處理

過程中產生難聞

氣味與粉塵 

 月薪$50,000、月

休四日，仍招聘

不到需要的人才 

 樂觀，主

要原因為

成熟之乾

燥技術 

 其他處理

業者陷入

營運問題 

坤松企業

社 
王坤松 

臺中市 

新社區 
1998 

 蕈類生產

業者 

 處理業者 

 應用業者

（肥料、

培養土） 

全職 15 人 

勉強足夠、有

聘用外籍勞

工 

招聘時無職能要

求，若持有堆高機

操作證照優先取

錄 

 網路人力

銀行 

 就業服務

中心 

 親友介紹

（優先錄

取） 

 人才供給不足 

 勞動條件辛苦 

 特別是年輕勞動

力不願投入 

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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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負責人 
機構 

地址 

成立

年份 
營運性質 

現有職員

工人數 
人力現況 職能需求 

主要人才

招募管道 
人才欠缺主因 

產業景氣

預估 

保證責任

台中縣中

興合作農

場 

林玉臨 
臺中市 

新社區 
1993 

 處理業者 

 應用業者

（肥料、

培養土） 

全職 5 人： 

 4 人現場

操作 

 1 人行政 

足夠、主要採

機械化 

 持有相關操作證

照 

 持有駕照 

 網路人力

銀行 

 就業服務

中心 

 勞動條件辛苦 

 人才供給不足 

 持平 

 溫室效應

影響香菇

產量（下

降），因而

廢棄菇包

也會下降 

瓔茂企業

有限公司 
王志銘 

臺中市 

新社區 
2022 

 處理業者 

 應用業者

（生質燃

料） 

全職 7-8 人 成立一年、尚在調整營運模式 持平 

富澤農場 鄭豪榤 
彰化縣 

埔心鄉 
2013 

 清運業者 

 處理業者 

全職 5 人： 

 4 人清運 

 1 人管理 

足夠 持有大貨車執照 

 報章刊登 

 Facebook

粉絲專頁 

 親友/同學

介紹 

人才供給下降 

 持平 

 即便菇產

量上升，

需求不會

變 

蔡上民農

產行 
蔡上民 

彰化縣 

大村鄉 
2003 

 清運業者 

 處理業者 
全職 5 人 足夠 - 親人 - 持平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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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人才供給調查結果分析 

本研究產業人力調查主要聚焦於「現場操作人員」一職務，包括「推土機及

有關設備操作員」及「吊車／起重機及有關設備操作員」。由訪談結果可發現，

多數業者對於相關職務並無最低教育程度及工作經驗之規範，並且多數業者均採

取「網路人力銀行/報章刊登」、「親友/同學介紹」方式徵才，少數業者亦採用「就

業服務中心」、「社群媒體（例如 Facebook 粉絲專頁）」等方式。由於地方性的報

章刊登、親友/同學介紹等方式皆難以取得相關調查資料，本次調查以「104 人力

銀行」為對象，調查相關職缺之投入人數與性質。 

本研究於 104 人力銀行企業後臺以前述二種職務為篩選條件。若不設任何附

加條件，可搜尋到 7,320 筆資料。 

其次，由於多數 104 人力銀行的使用者，於創建履歷之後，即便已有任職，

未必會刪除履歷；本研究進一步設定履歷更新日條件為「三個月內」（111 年 2 月

11 日至 5 月 11 日），以符合實際求職現況。若限 3 個月內更新過履歷，可搜尋

到 842 筆資料。 

再者，由於訪談業者皆反映職務的吸引力較低，故以鄰近地區求職者為主要

對象；根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回收菇類培植

廢棄包再利用業者共 66 家，業者所在縣市以彰化縣（24.24%）、雲林縣（21.21%）、

屏東縣（13.64%）及臺中市（13.64%）為主。故進一步設定篩選條件「就職地區

為臺中、彰化、雲林、屏東」者，履歷筆數總筆數為 2,307 筆，3 個月內更新履

歷者為 293 筆。 

表 10 「現場操作人員」履歷件數 

  
推土機及

有關設備

操作員 

吊車/起重

機及有關設

備操作員 

「推土機及有關設

備操作員」或 

「吊車/起重機及有

關設備操作員」 

關鍵字搜尋 
不限履歷更新時間 2,950 5,269 7,320 

3 個月內更新 320 624 842 

希望工作地

點為中、彰、

雲、屏 

不限履歷更新時間 982 1,617 2,307 

3 個月內更新 109 218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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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廢棄菇包產業策略與建議 

根據前述調查結果，本研究於 112 年 8 月 18 日辦理專家座談會，邀請產官

學各界代表，交流廢棄菇包產業現況與業者常見困難、產業發展具體實務策略，

與建議資源配套等。 

表 11 專家座談會出席名單 

 單位 職稱 姓名 

1 農業部農糧署蔬菜及種苗產業組 副組長 徐惠瑩 

2 農業部農糧署蔬菜及種苗產業組 專員 林姲岑 

3 農業部農糧署蔬菜及種苗產業組 林煥章 視察 

4 農業部農糧署農業資源組 技士 黃崇瑜 

5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股長 陸夢賢 

6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約用人員 陳家佑 

7 農業部農業試驗所 副研究員 呂昀陞 

8 台灣菇類發展協會 榮譽理事長 陳宗明 

9 台灣菇類發展協會 理事 呂順榮 

10 萬生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特助 黃文賢 

11 萬生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高專 黄文凱 

12 超吉有限公司 廠長 王世任 

13 坤松企業社 董事長 王坤松 

14 蔡上民農產行 負責人 蔡上民 

 

彙整會議內容如下： 

一、 廢棄菇包產業營運現況 

（一） 相關申請規範：因廢棄菇包為廢棄物，所以再利用機構的登記與許可之

主管機關為環境保護局，而設施與合法性為農業局。目前主要申請流程可分

為兩個類別： 

1. 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處理場地若為農業用地，則業者僅需取

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並向環境保護局申請即可。

但其建蔽率與高度皆有限制；菇包處理業者在實際機器操作與車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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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易產生困難，亦不利於空氣流通。 

2.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另一做法是在申請興辦事業核准後，申請變

更編定；業者需要取得建造執照、環境影響評估，再依各業者經營模式

申請。此方式較農業用地申請過程更冗長、成本更高，但長遠來說可以

更加有效利用及營運。 

（二） 處理場地之取得：臺中新社大部份地主為國有財產署，但因會降低土地

價值等原因，業者較難以農業用地作申請。所以在取得土地的方式上，建議

未來政府可以協助業者與國有財產署溝通。 

（三） 機器設備成本：機械成本較高且有上漲趨勢，業者自行負擔之壓力大。

早期政府有提供機械設備補助予產銷班及合作社，業者若單純以個人農民身

份申請補助，相對較難取得補助，建議業者改以產銷班或農業生產合作社身

份申請。 

（四） 人才現況：廢棄菇包處理業者普遍面臨人才欠缺困難，因此有業者轉為

招聘外籍勞工，但需符合工作地點與聘僱許可函一致等相關規定。 

（五） 處理流程：臺中市政府農業局邀請菇農與研究單位辦理觀摩會、生產技

術栽培管理講習會，並請專家輔導香菇產銷班與生產業者改進生產技術、降

低菇包含水量，長遠來說有效幫助降低處理成本。 

（六） 未來趨勢：菇類近年價格較不理想，大部份香菇業者都面臨虧損狀況，

其他菇類亦同。因此廢棄菇包處理數量預計在 2 至 3 年內都不會有增幅。 

 

二、 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一） 目前廢棄菇包處理大部份仍以堆肥為主，包含直接加工或是轉售原料。

其中以金針菇及杏鮑菇的營養較高，因此其應用數量較高、較受歡迎。然而，

近年有機肥銷量及使用量較低，業者逐漸停止生產或停止使用廢棄菇包為原

料。專家建議業者漸少採用堆肥方式，轉為加工成品質較好的介質。但目前

廢棄菇包的去化問題比加值更為重要。 

（二） 加工為生質能源：杏鮑菇及金針菇菇包較有相關潛力，香菇因為水分過

高、熱質不足等原因，其效能較低。因此若考慮成本，香菇菇包不適合加工

為生質能源。 

 

三、 透過示範案例計畫以加強去化與未來執行 

（一） 有鑑目前廢棄菇包產業現況，萬生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一直在思考如

何讓供應可以迎合需求。如果廢棄菇包可以就地在農場內透過氣化爐簡單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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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造粒後即可使用發電機為農場提供所需電力；另外其蒸氣也可作為新菇

包的滅菌使用。如此在農場內達到循環及使用，既可解決去化問題，也可增

加其附加價值。 

（二） 專家建議未來與業者例如萬生科技合作，辦理汽電共生示範計畫。邀請

相關專家參與，通過溝通菇包特性及訂定相關標準，由專家建議所需之設備

與實際執行模式；有助於未來實際推動之相關管理配套。 

 

四、 透過跨部會合作以強化推動綜效 

（一） 由於目前廢棄菇包產業遇到諸多法規限制，建議對廢棄菇包產業作明確

定位，通過跨部會/單位會議等方式共同討論與解決。 

（二） 農業部已設有資源永續利用司，期待未來再利用與農業生產結合，各單

位也可以有適當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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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結論 

本研究首先透過現地拜訪與電話訪談調查廢棄菇包產業發展現況，包括業者

處理現況、營運之主要困難、人力結構與需求樣態等。其次，由於訪談結果發現

業者多採取網路人力銀行方式徵才，本研究採國內主要人力銀行之一「104 人力

銀行」數據庫，調查人才供給之樣態。最後，透過專家座談會邀請產官學各界代

表，交流廢棄菇包產業現況與業者常見困難、產業發展具體實務策略等。期以提

升相應資源配套，促進產業升級。 

一、 產業趨勢 

全球菇類市場規模自2021年至 2028年預估年平均成長率（CAGR）為 6.74%，

2028 年將達到 2,405 萬噸。以每生產 1 公斤新鮮菇類約需要 5 公斤廢棄菇包計

算，預計 2028 年將達 1.2 億噸廢棄量。主要成長因素包含：菇類產業智能自動

化技術應用、消費者對健康意識與對菇類營養價值的認識提高等。然而在臺灣，

菇類近年價格較不理想，大部份香菇業者都面臨虧損狀況，其他菇類亦同。因此

臺灣的廢棄菇包數量預計在 2 至 3 年內都不會有增幅。 

另一方面，廢棄菇包作為農業廢棄物，其處理與再利用面臨諸多挑戰，包括

技術限制、經濟效益、法律規範等。對於菇農而言，日漸趨增的處理費用是成本

的負擔；對於處理業者而言，建置與處理成本高昂、處理技術限制、法規流程的

繁瑣亦是困擾；對於應用業者而言，消費者對加工產品（例如有機質肥料）認可

度低，商品銷售窒礙難行。 

二、 處理端 

本研究根據環境部資源循環署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之查詢結果，以回收

菇類培植廢棄包再利用業者資料共 66 家為主要調查對象，並納入未有登記但自

行處理菇包的 6 家菇類產銷班。透過現地拜訪及電話訪談此 72 家業者，並收集

共 53 家業者的資料。 

受訪業者中共 27 家實際處理廢棄菇包並提供處理量能資訊，其實際總處理

量為每年 298,803 公噸，超過臺灣廢棄菇包之總排放量 153,349 公噸（2022 年統

計資料）。處理業者之地區分佈主要以南投縣為大宗，其次為臺中市、彰化縣。 

在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方面，大部份受訪業者現有全職員工5至6人（80%），

主要由 1 人擔任行政或管理職位、其餘員工為現場操作或清運人員。大部份業者

表示目前人力足夠應付營運所需（80%），以及對未來產業發展抱持平態度、預估

成長率為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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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應用端 

在有實際處理廢棄菇包的業者中，超過半數業者將處理完畢的廢棄菇包原料

加工製成肥料（62.1%），其餘則向外轉售予肥料業者（34.5%）及加工製成燃料

（3.4%）。然而業者反映農友對有機質肥料認可度低，在淡季時更難以銷售。至

於將廢棄菇包加工製成燃料，則因為菇包水分高的性質，需要烘乾技術的支持，

但成本較高且生質燃料的產量有限。 

四、 策略建議 

（一） 協助業者建置 

由於廢棄菇包的內容物通常採堆置翻動的方式自然乾燥，業者便需要較大的

空間，因此反映難以尋求菇包處理場地。而在菇包處理業者的成本結構中，機械

設備成本占其大宗，且售價昂貴。因菇包高鹼度特性，對機械的嚴重消耗，更是

加劇業者負擔。相對應的，機械設備用電量較大，電力也是高成本支出之一。因

此在建置方面，建議針對購買菇包處理設備及用電給予經濟激勵措施，以此舒緩

業者成本壓力。而臺中新社為香菇重要產地，其大部份地主為國有財產署，建議

政府可以協助業者與國有財產署溝通，在取得土地的方式上得到共識。 

（二） 培育生產與處理技術 

由於廢棄菇包的含水量特質，業者在回收後需要先作前置乾燥處理，才能進

一步作加工應用，因此乾燥技術是影響業者處理效能的關鍵因素。本研究訪問的

業者中，大部份是採用堆置翻動的方式自然乾燥，不但需要較大的場地面積，亦

需要付出時間成本。而有業者是先使用含水量較低的單次性菇包製成生質燃料，

再以此燃料繼續烘乾其他廢棄菇包。不但降低場地與時間成本，亦能加快處理效

能、實現完整的循環利用。建議由政府單位邀請專家輔導栽培業者精進生產技術、

降低菇包含水量，以及輔導處理業者精進處理技術，長遠幫助降低處理程序與成

本。 

（三） 辦理示範案例 

近年社會愈加重視永續與循環的理念，業者提出在農場內達到循環及使用的

概念，既可解決廢棄菇包之去化問題，亦在這過程中增加其附加價值、減低對環

境帶來的衝擊。建議未來與專家、業者合作辦理示範案例，建立一套實際可行的

執行模式，並推動相關管理配套，達到最大化處理廢棄菇包剩餘介質以及提高利

用價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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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發會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113-115 年重點產業人才供需調查及推估結果填報表 

產業別：菇類培植廢棄包再利用 

調查執行單位：農業部農糧署 

表 1  產業調查範疇及趨勢 

產業調查

範疇 

(1) 行業標準分類代碼（4碼）： 

無害廢棄物清除業（E3811）、無害廢棄物處理業（E3821）。 

(2) 調查範疇相關說明： 

菇類培植廢棄包再利用產業涵蓋處理端、應用端等多元領域。本次調查以處理端為主，擴及相關應用業者為輔（例如：肥

料製造業（C1830）等），釐清菇類培植廢棄包再利用產業人才及技術需求之樣貌。 

產業發展

趨勢 

1. 根據 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於2022年4月發表的報告，2020年全球菇類市場規模（消費量）為1,435萬噸，2021年至2028

年的年平均成長率（CAGR）為6.74%，2028年將達到2,405萬噸（Fortune Business Insights, 2022）。 

2. 市場成長的推動主因包括： 

(1) 智能自動化技術投資：過往在菇類生產過程中，人力成本占其生產成本三分之一，因而驅使製造商投資於智能自動化

技術，既提高產量，也大幅降低生產成本，進而促進菇類產業發展。 

(2) 消費者對健康意識與對菇類營養價值的認識提高：消費者對於健康（低脂肪、低膽固醇等）與富含營養的食品需求不

斷增長，加之素食人口增加，預計將推動菇類產品的市場增長。 

3. 本次調查也顯示下列因素將影響國內廢棄菇包再利用產業發展： 

(1) 投入廢棄菇包處理的成本較高（包括設備與場地建置等），增加業者之投入門檻。 

(2) 環境與勞動條件辛苦，導致部份業者人才資源不足。 

(3) 農友對有機質肥料認可度低，影響商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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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3-115 年專業人才供需量化分析 

單位：人 

推

估

調

查

結

果 

景氣 

情勢 

113年 114年 115年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新增供給 總就業人數 

樂觀 37 

- 

120 39 

- 

125 40 

- 

130 

持平 3 86 4 90 3 93 

保守 -31 52 -32 54 -33 57 

景氣 

定義 

(1) 樂觀=根據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預估113-115年成長率均為45%。 

(2) 持平=根據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預估113-115年成長率均為4%。 

(3) 保守=根據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預估113-115年成長率均為-37%。 

當前人

才供需現況 
表示人才充裕之廠商百分比：80%；表示人才不足之廠商百分比：20% 

說明： 

1. 景氣定義：根據過去十年臺灣廢棄菇包總處理量歷史數據（102-111年）1，以各年度平均之4%成長率作為未來三年（113-115年）的持平情

境。並以各年度平均預測的正負一個標準差（41%）為樂觀、保守情境，即樂觀情境之未來三年成長率為4%+41%=45%、保守情境之未來三年

成長率為4%-41%=-37%。 

年 總處理量 % 

2012 191,000  

2013 105,308 -44.9% 



 

III 

 

年 總處理量 % 

2014 224,400 113.1% 

2015 225,912 0.7% 

2016 178,202 -21.1% 

2017 124,142 -30.3% 

2018 155,873 25.6% 

2019 142,935 -8.3% 

2020 156,487 9.5% 

2021 175,975 12.5% 

2022 153,349 -12.9% 

平均值 4% 

標準差 41% 

2. 總就業人數、新增需求：本研究首先以受訪業者作為基準推估總就業人數，回收率＝受訪業者之最大月再利用量/總最大月再利用量

=12,330/23,971＝51.44%，本次6家業者，總員工人數為43人，112年推估總就業人數為43/51.44%＝83人。 

(1) 以成長率（持平）4%、（樂觀）45%、（保守）-37%計算，本年度（112年）之廢棄菇包總處理量為（持平）159,483公噸、（樂觀）222,356

公噸、（保守）96,610公噸。再依次推算未來三年（113-115年）三情境下之總處理量。 

年 
持平情境 樂觀情境 保守情境 

總處理量 % 總處理量 % 總處理量 % 

111 153,349  153,349  153,349  

112 153,349*(1+4%)=159,483 4% 153,349*(1+45%)=222,356 45% 153,349*(1-37%)=96,610 -37% 

113 159,483*(1+4%)=165,862 4% 159,483*(1+45%)=231,250 45% 159,483*(1-37%)=100,474 -37% 

114 165,862*(1+4%)=172,497 4% 165,862*(1+45%)=240,500 45% 165,862*(1-37%)=104,493 -37% 

115 172,497*(1+4%)=179,397 4% 172,497*(1+45%)=250,121 45% 172,497*(1-37%)=108,673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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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本年度（112年）之總就業人數83人計算，員工人均年處理量為（持平）159,483/83=1,921公噸、（樂觀）222,356/83=2,679公噸、（保

守）96,610/83=1,164公噸。再依次推算未來三年（113-115年）三情境下之總就業人數及新增需求。囿於機器作業量能，擬以持平

情境下員工人均年處理量為計算基礎【1594823(112年持平情境總處理量)/83(112年推估總就業人數)=1921】。 

年 
持平情境 樂觀情境 保守情境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總就業人數 新增需求 

113 165,862/1,921=86 86-83=3 23,1250/1,921=120 120-83=37 100,474/1,921=52 52-83=-31 

114 172,497/1,921=90 90-86=4 240,500/1,921=125 125-86=39 104,493/1,921=54 54-86=-32 

115 179,397/1,921=93 93-90=3 250,121/1,921=130 130-90=40 108,673/1,921=57 57-90=-33 

3. 新增供給：本調查聚焦於業者人才需求度高的「現場操作人員」一職務，包括「推土機及有關設備操作員」及「吊車／起重機及有關設備操作

員」，並透過104人力銀行企業後臺以前述二種職務為關鍵字，調查近三個月更新（112/2/11-112/5/14）2且「希望工作地點為中、彰、雲、屏

（業者主要所在縣市）」之總數為293人。以此為基期，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勞動力每年成長0.2%」之推估3，預估113-115年新增供給人數分

別為293*0.2%=0人（總人數293人）、293*0.2%=0人（總人數293人）、293*0.2%=0人（總人數293人）。 

 

參考資料： 

1、農業部（2023）。綠色國民所得帳農業固體廢棄物歷年表。https://agrstat.moa.gov.tw/sdweb/public/common/Download.aspx。 

2、由於人力銀行不會刪減過往履歷紀錄，設定「近三個月更新」此篩選條件以確保為有效求職者。 

3、產業人力供需資訊網（2023）。2030 年整體人力需求推估。https://theme.ndc.gov.tw/manpower/Content_List.aspx?n=85BEFE8D2EC9630F。 

https://agrstat.moa.gov.tw/sdweb/public/common/Download.aspx
https://theme.ndc.gov.tw/manpower/Content_List.aspx?n=85BEFE8D2EC963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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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3-115年專業人才質性需求調查表 

所欠缺之專業人才

職類 

 

人才需求條件 招募情形 

人才欠

缺之主

要原因 

有無

職能

基準

(級別) 

工作內容簡述 

最低教育程度 

學類 能力需求 

最低工作年資 

招募

難易 

海外
攬才
需求 

高中 
以下 

大專 碩士 博士 
無經 
驗可 

具工作經驗 

2年 
以下 

2-5年 
5年 
以上 

100313 農業及林

業設備操作員 

 

從事設備之操

作工作 
V 

   08111 農作物生

產細學類 

08199 其他農業
細學類 

05199 其他生命

科學細學類 

負責任之良好工作
態度，部份亦要求
持有大貨車駕照。 

V    困難 無 

❹勞動

條件不

佳 

－ 

110304  吊車、起

重機操作員 

110305  推土機、

怪手操作員 

操作吊車、起重

機、推土機或怪

手等。 

V 

   07151 機械工程

細學類 

07191工業工程

細學類 

具備相關操作證照
或熟悉機械操作。 

V    困難 無 

❹勞動

條件不

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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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人才供需重要議題及因應對策 

人才問題 因應對策 是否涉及跨部會權責 

廢棄菇包處理過程會產生難聞氣味與粉塵，環境與勞動條

件辛苦讓年輕人卻步。 

1. 改善工作環境與配套 

(1) 建議雇主提供裝備及服裝，例如連身工作

服、鞋子、口罩及手套等。 

(2) 工作場所提供洗浴設備。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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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人才需求調查問卷 

廢棄菇包產業人才供需問卷調查 

 

先進您好： 

近年國內菇農大規模投入栽培，產生大量廢棄菇包；消費市場對循環農業關注程度提高、農業廢棄物議題受到關注。因環保法規等因素，菇農

無法自行以就地堆肥方式處理這些菇類培植廢棄包，菇包處理業者應運而生。由於既有廢棄菇包廠商的處理量能不足，使得廢棄菇包的處理成本持

續拉高，從過去以面積計價轉為以每公斤計價；運送及處理費用使農民生產成本大幅增加。 

為解決前述問題，農業部農糧署（簡稱農糧署）委託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簡稱本學會)辦理「廢棄菇包產業人才供需問卷調查」，通

過調查廢棄菇包產業人才供需趨勢，研擬產業人才培育策略，促進農產業升級。本調查以「廢棄菇包處理業者」及「廢棄菇包應用業者」為對象，

調查人才需求樣態，作為研擬廢棄菇包產業人才缺口因應對策，及規劃產業設備需求與政策配套之參考依據。 

由於貴單位是經農糧署推薦之主要受訪企業，貴單位的意見將成為決策單位人才規劃、培訓與政策補助的重要參考依據。本問卷填寫約需 10~20

分鐘，敬請 貴單位最高主管或指派專人（負責經營或熟悉貴單位營運者）協助進行問卷填答，以協助政府掌握我國廢棄菇包產業之現況與趨勢。本

學會將於調查完成後，寄贈本次人才供需問卷調查成果報告予完整填答單位。在此由衷感謝貴單位的支持與協助。 

貴單位所提供各項問卷答案，僅作為總體統計分析與政策規劃之用，原始資料及填答情形絕不提供稅務單位或對外公開，敬請安心填答，謝謝！ 

 

台灣農業科技資源運籌管理學會 

李翎竹 秘書長 

黃靖嵐 副研究員 

鄧翠怡 助理研究員(聯絡人) 

地址：104 臺北市中山北路三段28號3樓 

TEL: (02)2585-177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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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單位基本資料 

單位名稱：  單位負責人：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職稱： 

單位地址： 

電話： 電子郵件(E-mail)： 

二、貴單位目前經營概況 

問項 請依實際的狀況填寫 

貴單位成立時間 於西元______年成立 

現有職員工人數 (1)正職員工______人  (2)兼職員工______人 

單位性質 □回收處理業者  □栽培業者  □肥料業者  □禽畜業者  □塑膠業者  □其他：__＿＿____ 

貴單位主要業務 

(可複選) 

□農業廢棄物回收處理（□回收廢棄菇包  □不回收廢棄菇包） 

□肥料製作（□原料來源包含廢棄菇包  □原料來源不包含廢棄菇包） 

□植物栽培（□肥料來源包含廢棄菇包  □肥料來源不包含廢棄菇包） 

□禽畜飼養（□肥料來源包含廢棄菇包  □肥料來源不包含廢棄菇包） 

□提供再生能源（□原料來源包含廢棄菇包  □原料來源不包含廢棄菇包） 

□其他：____________ 

廢棄菇包相關業務佔貴單位業

務之比例 

____________ % 

貴單位近 3 年平均年度 

總營業額 (單位：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下  □1,001-3,000 萬元  □3,001-5,000 萬元  □5,001-6,000 萬元  □6,001 萬元-8,000 萬元 

□8,001 萬元-1 億元  □1 億元-2 億元  □2 億元-3 億元  □3 億元-4 億元  □4 億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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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項 請依實際的狀況填寫 

貴單位回收廢棄菇包後之處理

與應用方式 (可複選) 

□回收處理後出售予應用業者（□栽培業者  □肥料業者  □禽畜業者  □塑膠業者  □其他：__＿＿____） 

□回收處理後再製為肥料（□蔬菜與花草用栽培介質土  □禽畜飼養用肥料  □其他：____________） 

□回收處理後再製為再生塑膠顆粒 

□回收處理後再製為生質能源原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處

理

業

者 

貴單位回收之廢棄菇包平均

總量及其來源 

(1)近一年平均回收廢棄菇包____________公噸/年 

(2)菇包來源：□菇農  □其他：____________ 

貴單位目前回收廢棄菇包之

處理費用、趨勢與定價策略 

(1)回收菇包處理費用：□付費  □收費  新臺幣_________元/公噸 

(2)預計一年內此回收價格會 □上漲  □維持不變  □下降 

(3)定價策略：__＿＿______＿＿____ 

應

用

業

者 

貴單位廢棄菇包原料之採購

成本及其趨勢 

(1)菇包原料採購成本：新臺幣_________元/公噸 

(2)預計一年內此採購成本會 □上漲  □維持不變  □下降 

廢棄菇包相關收入佔貴單位

總收入之比例 

____________ % 

貴單位出售廢棄菇包相關品項

之定價與其策略 

(1)定價 (可複選)： 

□原料（請說明：_________）新臺幣_________元  □成品（請說明：_________）新臺幣_________元 

(2)定價策略：__＿＿______＿＿____ 

貴公司主要成本結構 

(單位：新臺幣) 

(1)固定成本（管理成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機器設備、運輸設備、什項設備、折舊成本、研發成本等）： 

新臺幣_________元 

(2)變動成本（原料成本等）：新臺幣_________元 

(3)營業收入_________元  其他收入（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元 

備註：處理業者(僅處理及分解菇包/處理分解後再製)、應用業者(未進行處理分解，僅自處理業者處獲取原料並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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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貴單位人力結構與人才需求調查（含學歷與經歷要求、職能特質） 

說明：著重在菇包相關工作之職員；若無該項職務，請寫「0」；若一人身兼多職務，請納入所從事之主要職務。 

人才欠缺主因：①新興職務②在職人員素質不符③流動率高④勞動條件辛苦⑤人才供給不足⑥薪資較不具誘因⑦其他（請說明原因） 

 

工作 

職務 

 

職務內容 

目前從

業人數 

1.全職

__人 

2.兼職

__人 

年齡分佈 

1.20 以內 

2.21-30 

3.31-40 

4.41-50 

5.51-60 

6.60 以上 

(歲, 複選) 

人才供需

情形 

1.充裕 

2.均衡 

3.不足(尚

須人數__) 

最低教

育程度 

1.高中

以下 

2.大專 

3.碩士 

4.博士 

主要科系 

1.工程/機械 

2.商管/資訊 

3.食品科學 

4.動物科學 

5.其他(請說

明) 

(複選) 

最低工作

年資 

1.無經驗可 

2.2 年以內 

3.2-5 年 

4.5 年以上 

職能 

需求 

1.基本

能力 

2.證照 

3.其他

(請說明) 

薪資 

等級 

1.22-30K 

2.31-35K 

3.36-45K 

4.45-55K 

5.55K 以

上 

招募 

難易 

1.容易 

2.普通 

3.困難 

人才欠缺 

主因 

請參考上述

說明，填寫

①～⑦ 

(複選) 

主要

工作

環境 

1.室

內 

2.室

外 

現場

操作/

生產

管理 

(1)現場機械設

備操作與維護 

(2)負責運送與

裝卸商品及貨物

(3)制定生產計

畫與排程，進行

產銷協調並評估

人力、機器設備、

零件原物料等生

產需求 

(4)執行採購作

業流程與供應商

管理、倉庫進出

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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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務 

 

職務內容 

目前從

業人數 

1.全職

__人 

2.兼職

__人 

年齡分佈 

1.20 以內 

2.21-30 

3.31-40 

4.41-50 

5.51-60 

6.60 以上 

(歲, 複選) 

人才供需

情形 

1.充裕 

2.均衡 

3.不足(尚

須人數__) 

最低教

育程度 

1.高中

以下 

2.大專 

3.碩士 

4.博士 

主要科系 

1.工程/機械 

2.商管/資訊 

3.食品科學 

4.動物科學 

5.其他(請說

明) 

(複選) 

最低工作

年資 

1.無經驗可 

2.2 年以內 

3.2-5 年 

4.5 年以上 

職能 

需求 

1.基本

能力 

2.證照 

3.其他

(請說明) 

薪資 

等級 

1.22-30K 

2.31-35K 

3.36-45K 

4.45-55K 

5.55K 以

上 

招募 

難易 

1.容易 

2.普通 

3.困難 

人才欠缺 

主因 

請參考上述

說明，填寫

①～⑦ 

(複選) 

主要

工作

環境 

1.室

內 

2.室

外 

品質

監控/

技術

研發 

(1)執行各項品

質監控與檢驗分

析工作、控制或

維持品質與成本 

(2)協助專案與

產品研發 

(3)動物營養管

理，包括規劃與

監督飼料營養配

方作業、觀測與

紀錄進食狀況、

品質食譜 /健康

指導研究與撰寫

等 

           

行政/

會計 

(1)行政業務或

文書資料處理及

歸檔等 

(2)編製財務記

錄、會計交易紀

錄、成本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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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職務 

 

職務內容 

目前從

業人數 

1.全職

__人 

2.兼職

__人 

年齡分佈 

1.20 以內 

2.21-30 

3.31-40 

4.41-50 

5.51-60 

6.60 以上 

(歲, 複選) 

人才供需

情形 

1.充裕 

2.均衡 

3.不足(尚

須人數__) 

最低教

育程度 

1.高中

以下 

2.大專 

3.碩士 

4.博士 

主要科系 

1.工程/機械 

2.商管/資訊 

3.食品科學 

4.動物科學 

5.其他(請說

明) 

(複選) 

最低工作

年資 

1.無經驗可 

2.2 年以內 

3.2-5 年 

4.5 年以上 

職能 

需求 

1.基本

能力 

2.證照 

3.其他

(請說明) 

薪資 

等級 

1.22-30K 

2.31-35K 

3.36-45K 

4.45-55K 

5.55K 以

上 

招募 

難易 

1.容易 

2.普通 

3.困難 

人才欠缺 

主因 

請參考上述

說明，填寫

①～⑦ 

(複選) 

主要

工作

環境 

1.室

內 

2.室

外 

業務/

銷售 

負責市場開發與

產品銷售、帳款

回收與客訴處

理、同業及產業

情報收集、市場

策略執行等 

           

其他 

請說明： 

__＿＿______＿

＿____________ 

           

貴單位是否有海外攬才

需求 

□有（請說明職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 

□目前暫無相關規劃 

貴單位是否提供員工訓

練與在職教育 

□新人訓練  □專業能力訓練  □團隊訓練  □管理訓練  □跨領域培訓 

平均每位員工之訓練成本：_________元 

訓練目的及需求：__＿＿______＿＿____ 

針對各職務之人才培育

建議 

□相關科系增加跨領域知識教育     □相關科系增加專業技術課程     □相關科系增加場域實作訓練 

□鼓勵學生在校期間取得相關證照   □政府輔導與補助二度就業者投入廢棄物回收產業  

□政府輔導與補助從業人員在職教育 

□其他：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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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廢棄菇包人才培育現況與建議 

整體而言，貴單位人才主要來源？ 

(可複選) 

□網路人力銀行/報章刊登  □校園徵才  □業界挖角  □單位網站  □親友/同學介紹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貴單位希望藉由外部課程提高貴單位

人才哪些能力？ (可複選) 

□強化業務相關之操作/研發等知識與技術  □強化相關跨領域知識  □提升產業趨勢認知 

□提升新技術導入能力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承前題，預計會選派參與受訓的同仁 

(可複選) 

□基層作業人員  □中、低階幹部  □高階主管  □經營者  □其他：_______________ 

貴單位期望人才培育的訓練方式 

(可複選) 

□示範場域觀摩  □實體學習課程  □數位學習課程  □企業客製化課程  □學研單位開設專業課程   

□讀書會□其他：_______________ 

貴單位希望外部機構(政府/學研單位)

未來可以辦理哪些主題培訓，提高貴

單位人才的選育用留？ (可複選) 
□ 廢棄菇包產業與趨勢 

□菇類栽培方法與管理 

□廢棄菇包處理技術與應用 

□國內相關政策與法規 

□廢棄菇包國際發展現況與趨勢 

其他（請列舉說明）： 

＿＿＿＿＿＿＿＿＿＿ 

＿＿＿＿＿＿＿＿＿＿ 

□ 機械設備 

□職業證照訓練與考試 

□機械設備實務操作、維護與保養管理 

□風險評估技術與概念 

□ 廢棄物處理 

□廢棄物處置概論與技術 

□廢棄物資源化與再利用技術 

□廢棄物產源特性及減廢 

□廢棄物採樣檢測及特性分析 

□ 供應鏈管理 

□供應鏈整合策略 

□物料控制與倉儲管理 

□物流規劃與管理 

□風險管理與採購技巧 

□產銷協調與生產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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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單位希望政府可提出哪些政策，以

提升廢棄菇包之專業人才數量和素

質？ (可複選) 

□政府單位提供企業相關政策優惠        □政府協助企業延攬海外人才 

□政府提供產學研合作之管道與獎勵機制  □政府舉辦產學研間的交流活動           

□政府舉辦跨領域人才培訓班            □產業人才投資方案 

其他（請列舉說明）： 

＿＿＿＿＿＿＿＿＿＿ 

＿＿＿＿＿＿＿＿＿＿ 

五、未來產業景氣預估  

請您根據您的經驗與判斷填答以下問題： 

產業景氣影響因子 112 年 說明 

級距尺度說明 
請填寫以下數字：-3,-2,-1,0,1,2,3 

(-3 為最高負影響、-2 次之；3 為最高正影響) 

範例：國內社會趨勢（如高齡少子化缺乏勞動力） -2 廢棄物處理需求增加，難以招到足額人員 

以「+」

表示正影

響，「-」

表負影

響，若不

為景氣主

要影響因

子則可不

填 

市場：對於廢棄菇包與循環農業的關注程度提高   

市場：因處理量能有限導致菇包處理需求與價格□季節性 □持續性飆升   

產業：投入廢棄菇包處理門檻較高，例如設備與建置等費用高昂   

產業：廢棄菇包經處理後可再利用為多種用途   

產業：廢棄菇包衍生產品之效益得到大量實證支持   

產業：廢棄菇包再製（如生質燃料）之處理成本與消耗能源較高   

產業：國內機械設備等產業競爭力（如生產效能與穩定性）落後於國外   

政策：農業部輔導設置菇類培植廢棄包處理場   

政策：農業部補助購置分離機、粉碎機、塑膠熱熔機等相關再生設備   

政策：投入廢棄菇包處理之申請困難與法規流程冗長   

其他（請列舉）：＿＿＿＿＿＿＿＿＿＿   

相較於 109-111 年，未來三年產業景氣預估 □保守 □持平 □樂觀 

未來三年預估菇包處理相關之營業額成長率(正/負成長比率) 

相較於 109-111 年平均，預估可成長正/負多少百分比(%)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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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貴單位針對未來廢棄菇包產業的人才培育提出建言，以提供有關政府制訂人才政策的參考 

                                                                                                                                   

                                                                                                                                   

                                                                                                                                   

                                                                                                                                   

                                                                                                                                   

七、請貴單位針對未來廢棄菇包產業的設備需求與政策配套等其他方面提出建言 

                                                                                                                                   

                                                                                                                                   

                                                                                                                                   

                                                                                                                                   

                                                                                                                                   

 

 

 

問卷結束，感謝您的回答！                                                               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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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訪談紀錄 

 

時間：112 年 4 月 12 日 

地點：富澤農場（彰化縣埔心鄉成功路 97 號對面號） 

受訪者：鄭豪榤、黃宥程 

訪談人：李翎竹秘書長、鄧翠怡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一）業務現況 

1.成立至今約十年，現有全職員工 5 人。主要業務為回收並處理廢棄菇包。 

2.成本結構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目前土地為其中一位員工所擁有）、

機械設備（包括挖土機、脫袋分離機、4-5 台輸送帶、鏟裝機、舉斗貨車等）、機

械相關維護與折舊費用。 

（二）廢棄菇包業務 

1.員工 5 人一同攜帶輸送帶等設備到菇農處回收菇包，對象以附近菇農為主，多

為環控栽培類，依路程及菇包數量定價。 

2.處理費用為$0.3-0.5/顆，含運費；每顆菇包約 1 公斤，即每公斤之回收處理費

用為$0.3 至$0.5。若菇農自行載往，則僅收取處理費每顆$0.05。 

3.菇包回收高峰期為冬天（10 至 3 月），每天約回收 5 萬顆菇包；夏天為回收淡

季，回收量為其一半。未詳細計算菇包處理量，僅為大約估算值。 

4.回收之菇包主要為杏鮑菇、秀珍菇、鮑魚菇、金針菇。 

5.回收菇包後分解外包裝（通常為塑膠袋）及其內容物（通常為木屑），後續出售

予下遊應用業者（包括栽培業者、肥料業者、禽畜業者、塑膠業者等）。出售品

項包括菇土（木屑內容物）及塑膠袋。菇土售價以體積計算，每立方米$50 至$200，

依出售數量及路程定價。塑膠袋因較不受塑膠業者青睞，售價為一車$3000。出

售均以叫車方式送出，非自行送運。 

6.新社香菇菇包水分太多導致回收情況不理想，因此處理費用趨漲。彰化主要為

環控栽培，無水分過多問題，回收費用較穩定。 

 

二、人力結構 

（一）人力現況 

1.全職員工共 5 人，其中 1 人負責主要管理，清運及現場操作則 5 人共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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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工作環境為室內（菇寮大部份為室內）。 

（二）人才招聘 

1.招聘主要管道為報章刊登及親友介紹。 

2.要求員工需有大貨車執照，薪資為日薪$1400、無奬金。 

3.新人提供在職訓練，主要為駕駛及搬運工作，1 天可上手。 

（三）人才欠缺主因 

1.少子化缺乏勞動力導致人才供給下降。 

 

三、產業趨勢 

（一）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1.輔導業者回收處理後再應用：例如木屑可做成有機肥料（需求大、價格低），但

因需要「肥料登記證明」而受阻（不易申請）。 

2.塑膠袋回收問題：回收業者不再回收造粒，塑膠袋僅能以低價售出。 

（二）政策配套需求 

1.機械設備成本高昂，無政府補助。 

 

 

 

 

時間：112 年 4 月 12 日 

地點：彰化縣大村鄉大崙村大崙一巷建 25 號 

受訪者：蔡上民 

訪談人：李翎竹秘書長、鄧翠怡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一）業務現況 

1.成立至今約 20 年，員工 5 人皆為親人。主要業務為回收並處理廢棄菇包。年

度營業額 800 萬元。 

2.大宗成本為機械設備，包括 3 怪手、2 推土機、2 山貓、30 多台輸送帶、脫袋

機等。 

（二）廢棄菇包業務 

1.客源較為固定，主要為雲林及南投的環控栽培類菇農。直接把輸送帶放置於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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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處，不用每次回收時攜帶，但設備成本高昂。 

2.菇包回收高峰期為 9 至 3 月，每月回收 1 千至 2 千噸菇包；其餘月份為淡季，

則視菇產量而定，因此難以計算其回收量。 

3.回收之菇包主要為杏鮑菇、秀珍菇、鮑魚菇及金針菇。 

4.若菇農處回收之費用為$0.3-0.35/顆，含運費，因此若距離愈遠則費用愈高；每

顆菇包約 0.6 公斤，因此折算其回收費用為每公斤約$0.5。若菇農自行載往，則

僅收處理費每公斤$0.1，主要為考量運費及人力成本。 

5.回收菇包後分解外包裝及內容物並贈送予肥料業者，為義務性質，只收取運費。

塑膠袋則以一車（17 噸）$3000 售予塑膠業者。 

6.40%菇土可混合 60%新木屑再製成秀珍菇太空包，相較全新之太空包，其價格

較低。全新太空包約$3.5/公斤，再製太空包則為每車$5000，約為 1 至 2 萬包；

此技術由菇農研發，目前已實施 4 至 5 年。 

 

二、人力結構 

（一）人力現況 

1.目前 5 人足夠，主要工作環境為室內。 

 

三、產業趨勢 

（一）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1.應採用一貫化作業（製包、種菇、廢棄處理）、有機肥應用不受農民歡迎，應加

強推廣成效。 

（二）產業景氣預估 

1.對產業景氣持「持平」態度。 

（三）政策配套需求 

1.機械設備成本高昂且無政府補助：農機設備、硬體生財器具（例如山貓）應與

其他產業一樣均等補助。 

2.土地容積問題：受「農地使用法」限制，農地只能堆積 6 成，希望可以放寛並

增加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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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 年 4 月 18 日 

地點：保證責任台中縣中興合作農場（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龍安 23 之 1 號） 

受訪者：林玉臨理事主席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張簡亞健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一）業務現況 

1.成立至今約 30 年，本廠為共同運銷，目前訪查地點為處理廢棄菇包及製造肥

料。建廠時經政府輔導，相關設備有補助。 

2.現有全職員工 5-6 人，主要業務為回收廢棄菇包、菇包再利用並製造肥料、培

養土。 

3.成本結構主要為人力成本、土地成本、機械設備（拆袋機、怪手、鏟車等）及

相關維護、運輸設備等。 

4.數月前有收到農業部補助協會通知有貨車補助，但幾小時後就截止，未申請到。 

（二）廢棄菇包業務 

1.菇包主要來源為香菇農，回收方式為到菇農處回收，運到廠內後先分離塑膠袋

及內容物，並以堆置方式乾燥。因設備原因，菇農未自行載往。 

2.高峰期為 6 至 11 月，每天回收十萬包，每包約 1 公斤。其餘月份為淡季，則

其回收量不好計算。回收之菇包主要為香菇。 

3.回收費用為每分地一萬五千元，約 4 萬顆菇包。因為是輔導廠，不以營利為主

要目的，未來預計維持目前處理價格。 

4.菇包處理後，木屑再製為肥料與培養土，每包 25 公斤，售價為$100 至$110，

含運費，視路程遠近決定售價。 

5.肥料及培養土售出穩定, 但售予農會及肥料經銷商僅固定利潤 

6.農業部有補助農民到廠購買肥料，例如一包肥料$100，農民購買後可向政府申

請$50 補助 

 

二、人力結構 

（一）人力現況 

1.目前 1 人主要負責行政相關事務，約 4 至 5 人負責現場操作、銷售等職務，視

當下工作任務繁重互相調整與協助。 

2.因主要採機械化操作，目前人力足夠營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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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員工需具備相關機械操作證照及駕照，主要工作環境為室內。通常由網路人力

銀行及就業服務中心招聘。 

（二）人才欠缺主因 

1.人才供給不足、勞動條件辛苦（味道為主因）。 

 

三、產業趨勢 

（一）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1.相較液態肥料，菇包製成之有機肥料較不受青睞，期望政府可協助推廣菇包肥

料之益處。 

（二）產業景氣預估 

1.對產業景氣持「持平」態度，特別是目前溫室效應影響香菇產量（下降），因而

廢棄菇包數量也會下降。 

（三）政策配套需求 

1.機械設備維護成本高昂。 

2.電費上漲等，近年支出成本大幅上升。 

 

 

 

 

時間：112 年 4 月 18 日 

地點：坤松企業社（臺中市新社區中興里中興嶺 169 之 31 號） 

受訪者：王坤松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張簡亞健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一）業務現況 

1.成立至今約 25 年，全職員工約為 15 人，包含營業部、銷售部、蕈類種植部門、

廢棄菇包回收部門及肥料&培養土製造部門。 

2.主要業務為自產香菇（坤松農業行）、回收處理廢棄菇包（坤松企業社）、製造

肥料與培養土（松宝肥料公司），也與不同平台合作（例如：長榮空廚、全聯等）

銷售蕈類食材；廢棄菇包部門在總業務中佔比相對較少。 

3.成本結構主要為機械設備，包括拆袋機、怪手、鏟車、攪拌機及分裝機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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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維修費用高昂。 

（二）廢棄菇包業務 

1.每日回收約 60 噸廢棄菇包，全部由清運業者自菇農處回收並送達坤松，未直

接前往菇農處回收，也無菇農自行運送。回收處理費用為每公斤$0.5（含運費）。

定價考量為其主要成本（包括柴油等）。 

2.回收處理之菇類包括香菇、金針菇、杏鮑菇及木耳類。 

3.大部份為固定客戶，包括台灣肥料等，也有其他小農。供應穩定，即便有新業

者加入，對公司之影響不大。 

4.未區分高峰期與淡季，每年總回收量約三萬噸。 

5.再製肥料售價為$90 至$110，以每包 20 公斤計算；再製培養土售價為$240 至

$300，以每包 20 公斤計算。 

 

二、人力結構 

（一）人力現況 

1.目前人力結構勉強足夠，有聘用外籍勞工。 

2.主要工作環境為室內。 

（二）人才招聘 

1.招聘時無職能要求，但有堆高機操作證照優先取錄。招聘主要來源包括網路人

力銀行、就業服務中心、親友介紹等，其中親友介紹將優先錄取。 

（三）人才欠缺主因 

1.人才欠缺主因為人才供給不足、勞動條件辛苦，特別是年輕勞動力不願投入此

市場。 

 

三、產業趨勢 

（一）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1.農糧署培養土補助門檻太高，例如重金屬含量等，坤松的再製培養土為全台灣

唯一獲得此補助的廠商。 

（二）產業景氣預估 

1.對產業景氣持「持平」態度。明白日益嚴重的廢棄菇包問題，也曾受邀與不同

政府單位訪談，但不信任政府機關解決問題的決心。 

（三）政策配套需求 

1.機械成本高昂，特別是其維護費用，若有政府補助可減輕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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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 年 4 月 18 日 

地點：超吉有限公司（臺中市新社區中和街二段 143 號） 

受訪者：陳進耘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張簡亞健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一）業務現況 

1.成立至今約十年。現有全職員工約 6 人。主要業務為廢棄菇包處理與再利用。 

2.成本結構主要為機械設備與運輸設備。因菇包鹼度較高，對機械消耗嚴重。機

械設備包括：塑膠袋與木屑分離機、顆粒燃燒機、滾筒式烘乾機、造粒機、冷卻

系統、不良率太空包處理分離機、堆高機、挖土機等。運輸設備則為 6 噸與 6 噸

半的貨車。 

（二）廢棄菇包業務 

1.與清運業者簽約，清運業者前往菇農處回收廢棄菇包並送至超吉；也有菇農直

接自行送菇包到超吉；超吉未自行清運。清運業者轉運之回收費用為 1公噸$550，

不可包含棉花；若由菇農自行清運之費用為每公斤 0.45 元。 

2.原處理費用以每分地計算，但因水分過多而改為以每公噸計算。 

3.高峰期為 6 至 12 月，每天可處理 150 噸廢棄菇包；其餘月份則僅回收數十噸。

回收廢棄菇包後，依菇包含水量分為三個處理區塊：(1)單次性菇包（例如杏鮑菇）；

(2)多次性菇包（主要為香菇）；(3)不良率廢棄菇包。 

4.廢棄菇包木屑顆粒剛好適合再利用並製成肥料，但尤其是香菇菇包水分偏多，

因此需要先烘乾方可進一步再利用。 

5.多次性廢棄菇包：超吉自行研發烘乾機器與技術，可將水分 80-90%的廢棄菇包

木屑依消費者（肥料業者）需求烘乾至不同的含水量，包括 50%、45%、20%等，

並依此水分量定價出售。40%水分菇包價格為每公斤 1.5 至 1.7 元，20%水分菇

包價格為每公斤 3.1 至 3.3 元。若採自然翻堆方式，其水分則最多僅能乾至 40%。 

6.客戶（肥料業者）包括福壽、燕子牌等。 

7.單次性廢棄菇包：因其水分較低、纖維質與木質數較多，非常適合造粒並再利

用為生質燃料。超吉處理此類單次菇包並烘乾至水分 15 至 20%，以製成木質顆

粒（生質燃料）。較好之生質燃料之密度為大於或等於 1，方可保留較高之熱質。

其使用範圍廣泛，使用彈性大，可依需求直接做為燃料或轉化成其他形式。 

8.但因烘乾成本太高，且產出之生質燃料數量有限，超吉未將其直接出售，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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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用此生質燃料來繼續烘乾其餘廢棄菇包（使用顆粒燃燒機），達到完整循環

使用。每燃燒 1 公斤生質燃料，可烘乾 7 至 8 公斤的菇包木屑。 

9.不良率廢棄菇包：分解後可再製為新太空包，並售予黑木耳菇農。因黑木耳之

太空包特殊菌種原因，方可使用此再製太空包；其他菇類不適用。 

10.塑膠袋分離後以 17 噸夾車（約 2 至 3 噸塑膠袋）交由塑膠業者回收加工，費

用為$8000（支付予塑膠業者）。 

（三）組織特色 

1.父親為菇農，因察覺廢棄菇包問題而投身行業。 

2.花費約十年時間研發烘乾技術及機器，並整合不同機器之優、特點，設計與開

發新機器。 

3.擁有專利：(1)烘乾之處理方式、(2)機器滾筒構造。 

 

二、人力結構 

（一）人力現況 

1.目前員工共 6 人，1 人主要負責行政業務，其餘 5 人為現場操作。 

2.目前勞動力欠缺，部份機器因此停置，至少需要十位員工才能滿足各處理環節

基本運作。 

（二）人才招聘 

1.人才招聘管道：網路人才銀行、Facebook 粉絲專頁，亦有親友或同學介紹，但

較少。 

2.人才招聘要求：需服完兵役；具大貨車駕照佳；熟悉推土機、山貓、怪手佳。 

3.場內操作需具備機器運作技能或證照；場與場間，例如在移送物料時，則需具

備相關駕照。另因部份機器為自行研發的專利設備，因此將於入職後提供操作訓

練。 

4.月薪$50,000、月休四日，但招聘不到需要的人才。 

（三）人才欠缺主因 

1.人才供給不足。 

2.環境與勞動條件辛苦：菇包處理過程中產生難聞氣味與粉塵。 

 

三、產業趨勢 

（一）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1.因花費十年時間與大量研發成本，擁有成熟的烘乾技術，處理之木屑也頗受業

者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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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廢棄菇包處理涉及過多法令，包括農業局、環保局、都發局等；又因新社地區

特性，涉及水務局與軍方（高度與通訊有所限制），其流程與手續繁瑣。 

3.因難聞味道等，很常接收到投訴。 

（二）產業景氣預估 

1.對未來產業景氣持樂觀態度，主要原因為成熟之乾燥技術。 

2.其他處理業者陷入營運問題（包括因堆置過多廢棄物、公安意外等原因被勒令

停業），其菇農或清運業者轉向超吉洽詢處理。但超吉無法負荷太大量之處理需

求而拒絕。 

（三）政策配套需求 

1.建立追蹤體系：目前菇農會把菇包交予違法處理業者，其後續之處理與棄置方

式並不合法；菇農也未如實報告菇包數量。希望可管制菇農事業廢業物之去向，

例如在菇寮申請建制時，要求其有簽約之合法清運業者或處理業者。若菇農、清

運業者、處理業者、回收業者皆互相簽約並要求每一業者如實上報菇包數量、回

收數量、處理數量，則可完整追蹤菇包去向與處理量。 

2.菇農宣導：因新社香菇菇包之水分量為最大之處理問題，希望可向菇農宣導在

生產期間，特別是末端步驟中，儘量控制水分，以便於後續處理。 

3.機械補助：因處理業者的成本結構中，機械成本佔其大宗，且由於菇包特性，

對機械之消耗較大；若政府可提供相關補助，可舒緩業者大量成本。但以超吉為

例，其機械包含自行研發設計之機器，故需再商討補助辦法。 

 

四、其他 

1.申請廢棄菇包回收之證照流程繁瑣且耗時，若有業者欲加入此行業，歡迎向陳

老闆請教。 

2.目前超吉的廢棄菇包處理量已達最高負荷的極限，即便有新加入業者，對公司

的影響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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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 年 4 月 18 日 

地點：瓔茂企業有限公司（臺中市新社區協中街八五巷一一號） 

受訪者：王志銘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張簡亞健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一）業務現況 

1.成立於 2022 年，因有廠商需求而投入產業。前期申請程序用時超過一年，主因

為相關政府單位對申請流程不熟悉。 

2.全職員工 7 至 8 人，主要業務為應用菇包木屑製成生質燃料，並從事臺中市養

工處行道樹回收作業、廢棄稻稈與纖維農業廢棄物回收作業。 

3.成本結構主要為機械設備與人力成本。 

（二）廢棄菇包業務 

1.處理方式：不定期向處理業者購入已分解之菇包內容物（有需要才購入），並加

入木材、塑膠製成生質燃料。購入價格為$500/公噸，由處理業者定價。 

2.生質燃料顆粒以公噸出售，密度為 0.6 至 0.7，長度為 8cm。此長度為機器固定

產出尺寸，其它家的燃料也有 10cm 等其他尺寸，需要考量運送成本與鍋爐輸入

尺寸。 

 

二、產業趨勢 

（一）廢棄菇包去化問題 

1.烘乾技術不成熟、研發成本高昂：需從 70-80%水份降至 40%(肥料用)、20%(燃

料用)，即便有需求但供應不穩定。 

2.菇包產業有區域性問題：新社土地不好找，且位於水源保護區，較多地方受限。

但新社普遍對菇味道較可接受，若搬到別的區域，其跨區運費高昂。 

（二）產業景氣預估 

1.對未來產業景氣持「持平」態度。 

（三）政策配套需求 

1.希望政府能針對末端產業提供補助：例如補助消費者向業者購買燃料；提升消

費者購買菇包應用產品的動力，並刺激業者處理與再利用的動力。 

2.因生質燃料並非通用於所有鍋爐，降低消費者使用意願（新機器需花費十億），

政府或可補助鍋爐更換，以刺激市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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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2 年 6 月 1 日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會議室 

受訪者：劉啟葦（森沐農場／躼腳香菇農場） 

訪談人：李翎竹秘書長、鄧翠怡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經營概況 

1.成立至今約三十年，目前為第二代。 

2.菇舍面積 1.2 公頃，僅栽培香菇。 

3.現有正職員工兩人，聘請臨時工 4 至 6 人。 

4.每一太空包生產 300 公克香菇，約 50 萬個太空包，一年生產 15 噸香菇。 

 

二、目前廢棄菇包處理 

1.新太空包內容物為 1.5 公斤，產菇後內容物剩餘 600 克至 1 公斤，由此估算廢

棄物為 30 噸。 

2.廢棄菇包處理費用：10 年前每分地$6,000 至$8,000，大約 3 年前每分地$15,000

至$18,000，現在改為秤重後每分地$25,000 至$30,000。其中每分地約為 45,000 顆

太空包。 

3.在菇類生產末端步驟控制水分是可行做法，但菇包水分高是太空包內容物之特

性，無法由菇農控制。 

4.廢棄菇包處理方式：清運業者（又稱「小蜜蜂」）前往回收，繼而載往處理業者；

未與清運業者簽約，因合作多年，僅以口頭約定與通知。 

 

三、投入廢棄菇包處理 

（一）投入動機 

1.想要投入廢棄菇包處理的主要原因是估算過有利潤。向菇農回收菇包收取一次

費用、處理完成的木屑也帶來一次營收；應用業者包括肥料業者（例如福壽）、

畜禽業者（製成飼料）、生質燃料業者（汽電共生燃料棒）等。 

2.新社的菇竂很集中，廢棄量大；目前處理業者的阻礙主要是因為環保議題，包

括菇包的味道、廢水問題等，以及高峰時期廢棄量太大難以應付。劉先生的菇寮

探用立體栽培，全年生產並穩定供貨，可紓解廢棄量太大而無法應付的情況。因

租用國產署的土地為農牧用地，可直接處理污水，未受廢水問題限制。 

（二）前期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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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估總投資成本為 3 千萬至 4 千萬，每月處理量為 3,000 公噸，約四年可以回

收成本；其中以廠房建置成本占比最大，包括設備機械等。已有向國產署租到

7,000 坪土地，接續為建廠及購買設備。廠房為開放式、無牆面、主要需要遮雨

設施（高度約十米，供大車迴轉）；設備機械包括 35 噸拖車、脫離機、輸送帶、

地磅等。 

2.申請建置之法規流程不是太困難，目前用菇類栽培場作申請，建蔽率是 60%。 

3.機械等相關補助需要用農民團體做生產才可以申請。 

（三）經營方式 

1.主要處理方式：以堆置翻動的自然乾燥方式，因此計劃需要租用更多土地堆置。

乾燥後依客戶需求客製化不同水分的菇土，目前已接洽的客戶包括大成（墊料與

肥料）與福壽（肥料），收購之訂金穩定。 

（四）人力管理 

1.預估場域只需要兩個人，包括一位司機、一位堆高機操作人員。計畫聘用外勞，

薪水為每月六萬，需具備堆高機駕照。 

2.員工不難找，只要不怕髒與味道即可。 

 

四、其他 

1.新社平均處理費用為一公斤$0.55，清運業者處理成本約為每公斤$0.25（每台車

4,000 包、每分地十台車可載完）。 

2.埔里菇包處理費用為每顆$0.4，回收完成後會把場域清理乾淨；新社則不會清

理場地。埔里每鄉鎮設一個處理場，為農糧署輔導產銷班設置。 

3.台中新社九龍農場也有意加入處理廢棄菇包。 

4.新社主要問題為業者太少：中興合作農場只有處理 400 公噸，且與河川區有土

地糾紛，被勒令停業；剩下兩家因為沒有競爭，所以一同把價格抬高。 

 

 

 

 

時間：112 年 6 月 1 日 

地點：電話訪談 

受訪者：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應用毒理組李悅怡副研究員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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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發情形 

1.相關計畫持續約 2-3 年，109 年已截止。李副研究員在研發菇類剩餘資材時，

著手研發把菇包內容物製成貓砂。 

2.菇包需先經過前處理才可進一步製成貓砂。做法為直接向業者購買已乾燥好的

菇土（售價約為每公斤$2-3），其水分含量愈乾愈好，至少需在 14%以下。 

3.研發需突破的困難點主要是菇包的乾燥技術，因其水分太多，製成貓砂後不利

於吸水，降低消費者使用意慾。乾燥技術需考量到電費、燃料費等，成本較高。 

4.研發時目標為取代礦物砂，但在成本上無法突破。 

5.計畫期間提供飼主試用，回饋結果表示對再生貓砂接受度高，但仍需考量其性

價比。 

 

二、成本評估 

1.在研究時期，再生貓砂之成本較高，主要有二個原因： 

(1)研發時均採用食品級安全材料（例如黃豆粉等）；並且為直接向業者購買已處

理好之材料（例如已乾燥好之菇土等），其金額較高； 

(2)材料均為少量實驗購買需自付運費； 

2.再生貓砂成本約為每公斤$21，售價則視廠商之目標客群及定位。 

3.相較於礦物砂貓砂，菇包再生貓砂之成本一定較高，但可以解決「礦物砂貓砂」

無法分解或焚化而造成的環境問題。若與「豆腐砂貓砂」比較則成本相若或較低。 

 

三、貓砂特性 

1.再生貓砂成份包含：菇包內容物、豆類蛋白質粉及米糠等。其中菇包內容物之

比例通常為 20%，最高只能到 50%；主要使用金針菇及杏鮑菇。因菇包性質不吸

水，所以無法完全僅採用菇包內容物生產；有考慮使用香菇菇土，但因其顏色太

深影響外觀而棄用。 

2.因菇包內容物之顏色較深，再製貓砂後主要有兩個方面會影響飼主使用意慾： 

(1)成色：顏色較深不利於觀察排泄是否有異樣，且較不美觀； 

(2)氣味：使用愈高比例之菇包內容物會產生愈重的氣味。 

3.再生貓砂的競品包括礦物砂貓砂、豆腐砂貓砂等。 

4.再生貓砂的優勢：可分解及材質天然、吸水性較佳、可進入呼吸道之粉塵量較

少、可分解、不會讓貓咪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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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術移轉 

1.110 年已公告技術移轉受理申請，並接到不少諮詢，大部份為新創公司。 

2.目前未有廠商實際將產品上市，主要考量因素包括：成本及技轉金額較高等，

尤其是需要投資設廠及相關設備。 

 

五、其他 

1.若以菇包去化來討論：因再生貓砂使用之菇土比例很少，成本亦不低，除非大

量使用並生產才可緩解去化問題。 

2.不論何種應用方式，廢棄菇包主要還是考量其乾燥技術是否可以處理大量菇包；

而電費、燃料費用等均是其成本上漲的不穩定因素。 

3.藥毒所之前另由謝玉貞博士研究廢棄菇包再製栽培介質，現在藥毒所均未進行

菇包相關研究。 

 

 

備註： 

技術轉移公告：https://www.tactri.gov.tw/Item/Detail/公告本所「再生凝結式貓砂噸

級產製配方及品 

授權年限為 5 年；授權金為 110 萬元、權利金為銷售總額 3.0%。 

 

 

 

 

時間：112 年 6 月 16 日 

地點：電話訪談 

受訪者：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廢棄物管理科曾技士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1.曾技士職掌臺中廢棄菇包處理業者的審查。審查流程為：(1)由農業局農地利用

管理科審批「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2)向台中環保局申請建置。

對於已核發「容許使用同意書」之業者，曾技士原則上給予通過。因此在台中環

保局這一流程上花費的時間相對較短。 

2.臺中目前合法之廢棄菇包處理業者共 9 間、其中新社共 5 間，相關名單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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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 https://rms.epa.gov.tw/RMS/。 

3.清運業者可由農民、處理業者等擔任，持有「公民營清除處理許可證」即可辦

理。 

4.農業局與農會於每年廢棄菇包處理高峰期（通常為 7 至 10 月）向業者統計需

求，並設立廢棄菇包暫置場所，主要為提供業者場地作堆放。 

 

 

 

 

時間：112 年 6 月 16 日 

地點：電話訪談 

受訪者：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農資部梁先生 

訪談人：鄧翠怡助理研究員 

記錄：鄧翠怡 

 

一、原料端 

1.應用廢棄菇包木屑製作肥料。採購方式為向處理業者購入已處理好的菇土，主

要為臺中新社的業者。選擇廠商時會特別要求業者需為合法登記。 

2.菇土採購價格為每公斤$2 至$3（已包含運費），通常由業者送往肥料廠。因考

量運輸設備（例如車輛），較少自行前往載送；若自行載送價格會稍低，但相差

不大。此採購價格近年愈來愈貴，預期未來也會持續上漲。 

3.未特別指定應用什麼種類的菇土，原料菇土包括香菇、杏鮑菇、金針菇等，主

要考量取得的方便性。 

4.每種類肥料使用的菇土比例皆不同，主要視其用途而定，最多可使用 100%菇

土製作肥料。 

5.每種類肥料所需要的菇土水分含量不同，有些要求 40%以下，有些則不限制。 

6.選擇菇土作為肥料原料的主要原因為農業剩餘資材循環利用，菇土優勢是其採

購成本較低。 

 

二、銷售端 

1.以菇土製作的肥料品項之銷售價格，相較未使用菇土的肥料價格稍低。 

2.對於以菇土製作的肥料，有農民認為會容易造成農田生菌等問題，導致其購買

意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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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較其他肥料業者，福壽的菇土肥料加入了微生物，是其主要優勢。 

 

三、其他 

1.肥料推廣方面：希望可以宣導資源再利用（使用菇土製作的肥料並不會有例如

生菌等問題），以及補助購買肥料等方式，提高農民使用意願。也可以通過示範

觀摩，向農民展示使用菇土肥料不會對農田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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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電話訪談紀錄 

一、 實際處理廢棄菇包的業者（29 家）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桃

園

市 

益農農

業社 
500 

應用業者（肥

料） 

 低峰期（7-9

月）：少於 500

公噸/月 

 高峰期（10-6

月）：高於 500

公噸/月 

 平均每月約 500

公噸 

變動

量低 

一車 20 噸

9000 元 

回收處理

（分解）

後製為肥

料並出售 

翻堆、發

酵為主 

 受法律的肥料

配比規定，能

在肥料中加入

的菇包量有

限，因此就不

能收更多菇包

來處理 

 從外部收回來

的菇包非常潮

濕且濕度不平

均，在製程時

會不好控制濕

度能都一致 

 提升

廢棄

菇包

處理

量，

並且

用菇

包製

作出

更多

的肥

料 

 希望政府能為菇包

多設立一個肥料品

項，專門為菇包而

立，且拉高肥料中

的菇包占比，這樣

公司就能收入更多

菇包，生產菇包肥

料 

 希望農業廢棄物的

營運許可證可以拿

掉公噸限制 

桃

園

市 

宏昇畜

牧場 
10 

應用業者（肥

料） 

 高峰期：（3-4

月）50 公噸/

月、（1-2 月）

平均 無法透漏 肥料 

使用乾燥

機先降低

菇包水分 

菇包一直漲價，

不確定是運費或

是菇包漲 

- 
希望政府政策可以抑

制菇包的持續漲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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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25-30 公噸/月 

 平均 25~30 公噸

/月 

臺

中

市 

王坤松 3,000 

 蕈類生產業

者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培

養土） 

 三萬噸/年 

 沒有高峰期與淡

季之分 

- 

 0.5 元/公斤

（含運費） 

 定價考量為

其主要成本

（包括柴油

等） 

處理後製

成肥料與

培養土後

售出 

- - - - 

臺

中

市 

保證責

任台中

縣中興

合作農

場 

400 

 本廠(臺中

市新社區協

成里中興街

158 之 1 號)

為共同運銷 

 訪查地點為

處理廢菇包

及製造肥料 

（經政府輔

 高峰期（6-11

月）：十萬包/天 

 淡季：回收量不

定，不好計算 

- 

 15,000 元/

一分地（約

4 萬顆菇

包，每顆約

1 公斤） 

回收處理

（分解）

後製為肥

料並出售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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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導）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臺

中

市 

金德堆

肥場實

業有限

公司 

36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高峰期（5-9

月）：60 公噸/月 

 淡季（1-4 月）：

沒有廢棄菇包 

變動

量低 

 處理費用：

800 元/公噸 

 回收處

理後製

成木

屑、肥

料、栽

培介質

等品項

並出售 

添加微生

物（葡萄

桿菌、木

黴菌

等），可

以加速微

生物分解 

 量愈來愈大 

 法令限制（要

回收定量的禽

畜廢棄物才能

收定量的菇

包） 

希望公

司可以

幫助到

淨零排

放 

 希望增加農民購買

以菇包為原料製成

的肥料的補助 

臺

中

市 

瓔茂企

業有限

公司 

100 

 處理業者

（僅烘乾） 

 應用業者

（燃料） 

固定 400 公噸/月 固定 
1000~1500 元

/公噸 
燃料 烘乾 

菇包本身含水量

高達 70%以上 

目前沒

有（剛

開業一

年多還

在摸索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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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臺

中

市 

陳進耘 4,800 

 父親為菇

農，為解決

菇包處理問

題而決定投

身產業並自

主研發相關

技術 

 回收處理業

者 

 高峰期（6-12

月）：150 噸/天 

 其餘月份：數十

噸 

- 

 由簽約之清

運業者轉運

之價格：

0.55 元/公

斤 

 菇農自行清

運價格：約

0.45 元/公

斤 

 原處理費用

以每分地計

算，但因水

分過多而改

為以每公噸

計算 

 單次性

菇包

（例如

杏鮑

菇）：造

粒並再

利用為

生質燃

料，利

用此生

質燃料

來繼續

烘乾其

餘廢棄

菇包

（使用

顆粒燃

燒機） 

 多次性

 花費約

十年時

間研發

烘乾技

術及機

器，並

整合不

同機器

之優、

特點，

設計與

開發新

機器 

 擁有專

利：(1)

烘乾之

處理方

式、(2)

機器滾

- - 

 建立追蹤體系：目

前菇農會把菇包交

予違法處理業者，

其後續之處理與棄

置方式並不合法；

菇農也未如實報告

菇包數量。希望可

管制菇農事業廢業

物之去向，例如在

菇寮申請建制時，

要求其有簽約之合

法清運業者或處理

業者，則可完整追

蹤菇包去向與處理

量 

 菇農宣導：因新社

香菇菇包之水分量

為最大之處理問

題，希望可向菇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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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菇包

（主要

為香

菇）：烘

乾至不

同水分

量的菇

土並出

售 

 不良率

廢棄菇

包：分

解後再

製為新

黑木耳

太空包 

筒構

造。 

宣導在生產期間，

特別是末端步驟

中，儘量控制水

分，以便於後續處

理 

 機械補助：因處理

業者的成本結構

中，機械成本佔其

大宗，且由於菇包

特性，對機械之消

耗較大；若政府可

提供相關補助，可

舒緩業者大量成

本。但以超吉為

例，其機械包含自

行研發設計之機

器，故需再商討補

助辦法。 

南 德林農 500  蕈類生產業  取得證照開始營 -  免費 肥料 加木黴菌 設備很貴 - 政府須輔導菇農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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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投

縣 

業資材

行 

者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業一年多而已 

 高峰期為 8~12

月 

 運費 1 元/

公斤 

促進菇包

分解 

何處理廢棄菇包，幫

菇農媒合合適的廢棄

菇包處理管道，或是

贊助廢棄菇包的處理

費用 

南

投

縣 

凃氏牧

場 
278 

應用業者（肥

料） 

 要看當月的禽畜

糞便購買量 

 多的時候一個月

可處理約 60 噸 

 少的時候一個月

大概只有 15-30

噸 

 處理量能無固

定，受政府政

策、肥料銷量影

響(比如某年政

府補助化學肥

料，該公司生產

的肥料銷量就受

增加 

(這

幾年

有在

推有

機肥

的補

助） 

20 噸 5000 元 製造肥料 先曬乾 - - 

 希望肥料的重金屬

銅鋅檢核標準可以

放寬 

 政府可以多給農民

有機肥的補助，促

進農民購買有機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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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影響變少) 

南

投

縣 

有限責

任南投

縣國姓

菌類資

材生產

合作社 

80 回收處理業者 22,500 公噸/年 - 

支付菇農每

包$0.8 回收

費用（含運

費) 

 主要出

售給養

菌場再

製菇包 

 出售價

格：

$1.1-1.2/

公斤 

- 

84 年開始經農業

部輔導至今，沒

有什麼困難 

- - 

南

投

縣 

埔里鎮

東埔菇

類廢包

處理場 

2,083 回收處理業者 25,000 公噸/年 - 

 香菇包處理

費$0.3/公

斤、其他菇

包處理費

$0.2/包 

 若前往菇寮

回收則另收

取清理費

（視運費及

人工定價） 

處理後的

廢木屑送

有需要的

人、僅收

拖車裝車

費$100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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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南

投

縣 

魚池鄉

菇類產

銷班第

4 班廢

棄太空

包處理

場 

58 回收處理業者 68,000 公噸/年 - 

 採使用者付

費原則：處

理費用為

$0.5-0.52/包

（含清運費

用）、需另

加割包處理

費用$0.1/

包，因此共

為$0.6-0.62/

包 

 割包處理費

用是由業者

先向菇農收

取，後續再

支付給割包

業者（主要

為分解棉花

的部份） 

 廢棄菇

包的木

屑免費

贈予魚

池附近

農場、

福壽等

肥料場 

 不良率

黑包：

粉碎分

敵後提

供給雜

菇菇

農，收

費$1.1/

公斤 

 塑膠袋

以每車

- 

 棉花處理：棉

花不可以直接

以一般垃圾丟

棄，需支付高

額成本請其他

業者處理 

 場內主要依靠

賺取黑包的差

價來營運，在

處理廢菇包這

方面並無營利

且成本很高 

 近年因疫情、

遊客減少等原

因，香菇行情

很差、產量也

因而降低許多 

- 

希望未來政府可提

供補助或教授技

術，讓處理業者可

以一體作業（從處

理木屑到加工） 



 

XL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賣給塑

膠業者

（時

價） 

南

投

縣 

竹山鎮

菇類產

銷班第

1 班廢

棄太空

包處理

場 

33 回收處理業者 16,800 公噸/年 - 

 菇農自行載

往：$0.15/

包 

 業者去載：

$0.35/包，

考量運費、

人工 

 主要出

售給有

機肥廠 

 出售價

格：

$1500/35

噸 

- 

採自然乾燥法，

因此需要較大的

場地。尤其香菇

水分較高，需要

放 2-3 個月。 

- - 

彰

化

縣 

全自然

農業生

物科技

股份有

限公司 

1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平均 平均 

一個太空

包，約幾百

公斤(業者表

示不知道確

切數字)，兩

百多元 

肥料 
菇包先粉

碎均勻 

 法規很麻煩 

 要繳的東西很

多又很雜 

- 

 希望政策不要太繁

雜 

 媒合菇農和處理窗

口 

彰

化

鄭豪榤-

菇類培
2,030 回收處理業者 

 高峰期（10-3

月）：50 噸/天 
- 

 到菇寮載：

$0.3-0.5/顆

 回收處

理(分解)
- - - 

機械設備成本高昂，

無政府補助。 



 

XLI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縣 植廢棄

包處理

場 

 淡季（夏天）：

25 噸/天 

（主要考量

運費）， 每

顆約 1 公斤 

 菇農自行載

往：僅收處

理費$0.05/

顆 

後出售

予應用

業者(栽

培業

者、肥

料業

者、禽

畜業

者、塑

膠業者

等) 

彰

化

縣 

蔡侑龍-

菇類培

植廢棄

包處理

場（蔡

上民農

產行） 

2,000 回收處理業者 

 高峰期（9-3

月）：1,000-

2,000 噸/月 

 淡季：回收量不

定，視菇產量因

此難以計算 

- 

 到附近菇寮

回收的費用

為$0.3-0.35/

顆，若距離

更遠則費用

更高，每顆

約 0.6 公斤 

 菇農自行載

 回收處

理(分解)

後提供

應用業

者（肥

料業者

等） 

- - - - 



 

XLII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往：僅收處

理費$0.1/顆

（考量運費

及人力成

本） 

彰

化

縣 

漢寶農

畜產企

業股份

有限公

司漢寶

牧場二

場 

660 回收處理業者 

 高峰期（9-12

月）：800 噸/月 

 淡季（6-7 月）：

500 噸/月 

- 

 生菇包（未

發酵）：

4,000 元/20

噸 

 熟菇包(已

經發酵完

成)：7,000

元/20 噸 

 回收處

理(分解)

後提供

應用業

者（肥

料業者

等） 

加入豬

糞、菌一

起發酵成

肥料原料 

淡季肥料的需求

量變少，客戶不

足 

希望提

升肥料

的銷售

量。 

 希望對購買豬糞添

加的肥料新增補助 

 收菇包的費用希望

可以獲得補助，光

淡季這些成本就有

二十幾萬 

彰

化

縣 

謝忠元

菇類培

植廢棄

包處理

場 

450 

回收處理業者

（以袖珍菇、

白精靈為主） 

 淡季（5-10

月）：300 噸/月 

 高峰期（12-2

月）：400 噸/ 月 

今年

比較

少

（疫

情造

成吃

不方便透漏 

回收處理

(分解)後

提供應用

業者(肥料

業者等) 

- 

 缺工，產出率

只有 40% 

 土地不夠 

未來規

劃自行

建立肥

料生產

線 

 希望增加機器的購

買補助 

 由於收購菇包含水

率不穩定影響成

本，希望政府可以

對香菇業者提出控



 

XLIII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火鍋

人數

變

少） 

制含水率的規定 

彰

化

縣 

綠元寶

實業社 
100 

 回收處理業

者（有跟清

運業者合

作、也有自

己去跟菇農

收購） 

 應用業者

（肥料） 

（不確定） - - 肥料 - 

 希望環保局制

訂政策前先和

農業部協商 

 希望農業部可

以協助爭取一

些電力補貼 

 希望生質能的

法規可以更明

確，也希望可

以由農業部專

門負責，讓綠

電執業申請可

以更快 

希望綠

電可以

得到更

多補助 

 環保署跟農業部的

法規有所牴觸 

 受限於法規，只能

處理申請量的菇包 

 環保局申請處理執

照程序繁瑣且時間

長，希望由農業部

獨立處理 

雲

林

玖育生

化科技
434.1 

 回收處理業

者 

 高峰期（8-4

月）：1000 噸/月 

逐年

變多 

 一公斤菇包

0.5 元以內

 回收處

理（分
翻堆發酵 

 場地不好找：

土地都被農地

希望找

到好的

設備購買可以給予補

助 



 

XLIV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縣 有限公

司 

 應用業者

（肥料） 

 淡季（5-7 月）：

500 噸/月 

（無分濕度

計價） 

 運費（業者

到產銷班處

理場載菇

包）：運輸

車來回一趟

六千，一次

可載 20 噸

的菇包 

解）後

製造為

肥料並

出售 

 肥料 25

公斤一

包 120

元出售 

劃走了，工業

用地也太貴 

 希望政府可以

主動幫忙媒合

廢棄菇包處理

廠需要的土地 

 申請用地的證

照審核程序繁

雜又過慢 

場地，

增設第

二個廢

棄菇包

處理

場、加

大處理

量 

雲

林

縣 

子茂堆

肥場 
105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不確定） - - - - - - - 

雲

林

縣 

保證責

任雲林

縣豐榮

合作農

場 

50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高峰期（10-2

月）：100 噸/月 

 淡季（3-9 月）：

50 噸/月 

變動

量低 
7000 元/12 噸 

回收處理

（分解）

後製造為

肥料並出

售 

加入微生

物、翻堆

發酵 

場地不好找 

規劃更

多肥料

生產

線，因

為想生

目前暫時沒有想到 



 

XLV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產更多

元的肥

料種類

以應付

多元的

市場需

求 

嘉

義

縣 

保證責

任嘉義

縣東石

合作農

場 

20 

 蕈類生產業

者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很平均 
很平

均 
（待確認） 肥料 

加入微生

物、翻堆

發酵 

 需要設備的補

助 

 缺工 

 加大

肥料

生產

線 

 加蓋

廢棄

菇包

處理

場 

 購買

更多

自動

- 



 

XLVI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化的

機器 

臺

南

市 

嘉宸環

保科技

有限公

司 

20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介

質土） 

250 噸/月 
變動

量低 

 一趟車

（18~20

噸）收取集

中場約

12000 至

15000 元 

 一趟車來回

成本

8000，等於

一車約賺

4000 至

7000 元 

肥料、介

質土 
烘乾 

 設備太貴 

 廠區申請證照

要由政府輔導

申請，不然政

策太繁雜，申

請都要一年以

上 

 廠區的場地位

置希望由政府

協助規劃，不

然設廠在民

間，菇包在烘

乾時有酸味性

遭到抗議 

希望可

以烘乾

菇包後

裝成國

外藥的

規格，

直接出

口外銷 

去載農民的菇包希望

運費由政府補助 

屏

東

縣 

長虹堆

肥場 
30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550 公噸/月 
變動

量低 

 清運費用受

距離影響無

固定數值 

回收處理

(分解)後

製造為肥

翻堆、發

酵為主 

 場地設置成本

高 

 設備成本高 

增設廢

棄菇包

處理

 希望政府會增加對

廢棄菇包處理廠商

的補助，比如補助



 

XLVII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肥料）  處理費用：

約 2-2.5 元/

公斤 

 肥料售價：

約$4/公斤 

料並出售  菇包集中在中

部，但公司在

屏東，因此運

輸成本高 

場、加

大處理

量 

機器的購買以降低

成本 

 希望可以核實菇包

申請廠商的真實性

（有些廠商申請土

地使用權後蓋太陽

能板） 

屏

東

縣 

大武山

蛋雞畜

牧場 

375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40 公噸/月 
變動

量低 

10000 元/20

噸 

回收處理

(分解)後

製造為肥

料並出售 

曬乾 

 菇包單價偏高 

 菇包濕度太高 

 希望政府可以

媒合菇包業者

和再利用業者 

- 

希望針對烘乾菇包的

器材，政府可以提供

購買的補助 

屏

東

縣 

金峰生

物科技

有限公

司 

60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會依照肥料銷售

情況而有處理量

能的不同，平均

約 100 噸/月 

變動

量低 
1 元/公斤 肥料 

使用發酵

機 

清除運輸成本負

擔比較重 

 機器

再自

動化 

 加大

處理

產能 

 輔導購買脫包處理

設備 

 輔導處理再利用業

者端技術面，例如

與專家學者之互動 

 覺得政府應從源頭

管理，多支持脫包



 

XLVIII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業者 

屏

東

縣 

屏東縣

南州地

區農會

堆肥場 

400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過去曾從事

菇包處理十

幾年，有一

條龍的廢棄

菇包處理機

器，但目前

因南部無菇

包來源，已

暫停菇包處

理業務 

有營運時：600 噸

/月 

逐年

增加 

一公斤四毛

錢 

回收處理

( 分解 ) 後

製造為肥

料並出售 

全交給一

條龍機器

操作 

南部沒有菇包來

源（因為南部的

菇包都交給不合

法的清運業者，

導致合法的菇包

處理場反而收不

到菇包） 

- 

希望政府為菇農設立

申報系統，要求菇農

詳細記錄廢棄菇包的

去向，避免廢棄菇包

被隨意丟棄，造成汙

染及資源浪費 

屏

東

縣 

東糖能

源服務

股份有

限公司 

61.5 

 回收處理業

者 

 應用業者

（肥料） 

視客戶的合作情

況與需求 

今年

三月

剛開

業，

5000 元/22 噸

（含菇農送

到工廠的運

費） 

肥料 

 加入微

生物、

翻堆發

酵 

 發酵過程會產

生高濃度異

味，需要加裝

控制空氣污染

 蓋 第

二 個

處 理

場 

 希望農糧署推廣相

關設備的補助 

 推廣有機質肥料的

好處 



 

XLIX 

 

縣

市

別 

機構名

稱 

最大月

再利用

量（公

噸/月） 

營運情況 處理量能 

處理

量之

變化 

處理費用 
主要去化

管道 

特殊技術

或方法 

主要挑戰和困

難、解決方法 

未來計

劃或目

標 

政策建議 

尚未

知 

 肥料還

會混入

藻沙 

的設備，希望

政府可以補助

這一塊 

 希望政府也可

協助宣導這些

異味對身體無

害 

 增 加

肥 料

品項 

 希望可以加強肥料

廠和產銷班之媒合 



 

L 

 

二、 無處理廢棄菇包的業者（24 家） 

縣市別 機構名稱 
最大月再利用量 

（公噸/月） 
營運情況 備註 

桃園市 順豐堆肥場 6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0.5~0.6 元/公斤 
 

臺中市 
富耕精製肥料股份有限公

司 
2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大貨車一車 17 噸、6000-7000 元 
 

臺南市 欣農農牧企業社 5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43 立方米、7000 塊 
 

彰化縣 新麗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肥料廠，目前肥料原料不會使用廢棄菇包所製之原料，也

沒有在進行與廢氣菇包相關之業務 
 

彰化縣 
田酪股份有限公司-田樂

堆肥場 
450  製造肥料（收購廢棄菇包製成的原料的肥料廠）  

彰化縣 
福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田

中堆肥場 
25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 

南投的處理場、17 噸、8000 元 

彰化的處理場、20 噸、3000 元    

台中的處理場、17 噸、8000 元 

 

彰化縣 金大堆肥共同處理場 2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20 噸、6000 元 
 

彰化縣 成昌堆肥共同處理場 2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600~800 公斤、150~2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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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機構名稱 
最大月再利用量 

（公噸/月） 
營運情況 備註 

彰化縣 田酪股份有限公司 2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大貨車一車、5000 元 
 

彰化縣 明星佳農有限公司 150 
 製造肥料  

 買原料價格：1 元/公斤 
 

彰化縣 
福茂生物科技事業有限公

司 
3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20 噸、5500 元 
 

雲林縣 
龍璞綠能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405 

 已經不再購買菇包來製造燃料 

 購買原料價格：一車 10 噸左右、5000 元 

不再購買菇包來製造燃料的原因： 

 缺工 

 農業部認定菇包是燃料，但經濟

部認為菇包是輔助性燃料，而燃

料製造規定燃料比例要大於輔助

性燃料，各部門與各會對於菇包

相關法律說法與解釋不統一，讓

業者感到為難不知如何是好 

雲林縣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虎

尾有機肥場 
27 虎尾場已停業  

雲林縣 宏存堆肥場股份有限公司 2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一立方公尺原料、150~200 元 

（因原料有乾濕差別，因此是算體積不秤重） 

 

雲林縣 田金企業社 1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一台貨櫃車、大概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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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機構名稱 
最大月再利用量 

（公噸/月） 
營運情況 備註 

雲林縣 
保證責任台灣省事業廢棄

物處理設備利用合作社 
100 

 購買原料並再製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500 元/噸 
 

雲林縣 
保證責任雲林縣油車合作

農場有機肥料廠 
20  購買原料並再製肥料  

嘉義縣 聯勝堆肥場 40 

 製造肥料 

 但目前沒在使用任何廢棄菇包相關的產品（廢棄菇包含水

比太高，也含有重金屬，用於肥料製程要控制水分、去除

重金屬會比較麻煩） 

 

嘉義縣 嘉義縣農會堆肥場 20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廢棄菇包本身免費 
 

嘉義縣 田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4.12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20 噸、7000 塊 
 

高雄市 
麗園農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50 

 製造肥料 

 但目前沒在使用任何廢棄菇包相關的產品（廢棄菇包含水

比太高，用於肥料製程控制水分會比較麻煩） 

 

屏東縣 格林堆肥場 610 製造肥料（收購廢棄菇包製成的原料的肥料廠）  

屏東縣 鑫育農堆肥場 15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一台車大概一萬 
 

金門縣 天山農業肥料有限公司 10 
 製造肥料 

 購買原料價格：3.5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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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拒絕受訪或無法聯繫（19 家） 

縣市別 機構名稱 
最大月再利用量

（公噸/月） 
廢棄物來源 再利用用途 

臺南市 崇容實業 6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臺中市 正懋園藝行 0.83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臺中市 長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589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再生能源之原料 

臺中市 普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彰化縣 創裕有機有限公司芳苑廠 5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彰化縣 綠元寶實業社 10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彰化縣 萬益生技有限公司-林義淵堆肥場 9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嘉義市 長岡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16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雲林縣 金億陽開發有限公司 5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雲林縣 弘裕農產加工廠 5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雲林縣 保證責任雲林縣四湖有機肥生產合作社 58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雲林縣 青山綠水實業有限公司 5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雲林縣 建興農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3.5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苗栗縣 穩盛農藝科技有限公司苑裡廠 1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屏東縣 大舜堆肥場 75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屏東縣 飛台農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花蓮縣 有限責任花蓮縣花東有機農產加工生產合作社 5 菇類培植廢棄包，含菇類培植廢棄包之塑膠包裝(農業部) 有機質肥料之原料 

南投縣 水里鄉菇類產銷班第 1 班廢棄太空包處理場 667 
菇類產銷班，未有登記於資源再利用管理資訊系統 

嘉義縣 中埔鄉豐展有機肥料場 1,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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