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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0 月的第一
個工作天，下了竹北高
鐵站，驅車前往香山牛
埔南路的一家觀光工廠，
沿途彎彎曲曲人車稀少，
多是一些矮層的民房透
天，司機卻熟門熟路循
著羊腸小徑載我們抵達。
迎接我們的是一道平常不過的工廠鐵門，鐵門旁邊的磁
磚牆壁上掛著觀光工廠的招牌。這就是在地人家喻戶曉
的『春池玻璃觀光工廠』，如同我們印象中的胼手胝足
白手起家的傳統工廠，原汁原味的轉型成觀光工廠，就
這樣超過一甲子歲月的工廠見證著台灣的經濟起飛，也
裝載著新竹玻璃產業的潮起潮落的歲月。1960 年代，世
界看見台灣的第一印象是玻璃工藝品的外銷量第一，春
池玻璃走過 1980 年的石油危機，面對 1987 年的玻璃產
業大量外移，如何靠著回收廢玻璃的再造價值，將大家
口中的夕陽產業轉換成日不落的循環經濟產業？

春池玻璃
玻光蕩漾  世界看見台灣的第一印象

B-4

簡單的四個字， 『循環經濟』有人用一輩子實現。

— 取自 蔡英文走訪春池玻璃 2016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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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玻璃的再利用率」
曾被瑞士洛桑管理學院評估
為國家競爭指標之一，原因
在於玻璃的回收難度最高，
必須去除玻璃瓶上的膠膜，
再分類分色回收，後續過
程繁瑣耗時，回收價格也不
好，一公斤只有幾毛錢，所
以學院認定一但玻璃回收做
得好，其他貴金屬等原物料
回收就不是問題。 

身為最大的玻璃回收
廠，春池玻璃一年的回收量約 10 萬公噸，約占台灣回收
玻璃的 7 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基管會表示，
一個 600 毫升重約 480 公克的廢玻璃容器，若經過回收
再加入 50% 原生料製成的玻璃瓶，可減碳 0.4 公斤，也
因此春池的回收量可減碳 16.6 萬公噸，若以 26 公頃的
大安森林公園一年可吸收 370 公噸的二氧化碳，即相當
450 座的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減碳量。

回收量
減碳

16.6萬
公噸

450座
大安森林公園一年的減碳量

=



107年度中小企業節
能成果案例彙編 41

節能新趨勢‧創造綠色轉機

不過，隨著春池玻璃的規模日益擴大，所接收的玻
璃種類也越來越多，數量更呈倍數上升，因此面臨的風
險即是去庫存化風險。董事長吳春池表示，十多年前市
場上容器玻璃的需求大減，但回收端不能拒絕接受容器
玻璃，當時面臨了極大庫存壓力，因此就在 1999 年將廢
棄玻璃研發成綠色建築材料「亮彩琉璃」。亮彩琉璃的
做法即是將回收各式廢玻璃經過人工分類、分色及去雜
質等程序後，再利用機械磨碎及玻璃窯爐熔燒等製程，
把具有傷害性的破碎玻璃鋒利面，全數熔合成無傷害性、
高強度的圓面粒子，顆粒粒徑從 1.5釐米至 12釐米不等，
由於顏色、顆粒的多樣，加上產品具有良好的折光率，
鑲貼在表面可產生閃光效果，讓建築物光彩奪目，尤其
夜晚視覺效果更加金碧輝煌，對於商業空間，休閒遊樂
園，無障礙坡道，泳池周邊的造景拼圖、拼花組合等，
都可創造出迷人的特色。

亮彩琉璃的代表作品中，讓世界看見台灣的第一印
象，即是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 A7 候機室的廣幅「台灣

百嶽圖』，因為玻璃折
射及反光效果，進而產
生 3D立體視覺體 驗，不
同顏色亮彩琉璃的層次
堆疊，更顯台灣玉山山
脈的峰巒雄偉，煞是好
看。

台灣百嶽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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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時期踏入玻璃產業的創辦人吳春池董事長，在
全球化及大環境經濟的影響之下，歷經玻璃產業輝煌期、
也比一般人加倍努力面對產業蕭條期，亮彩琉璃的研發
及應用的成功經驗，更堅定吳董事長心中環保整合、綠
色經濟轉型的節能減碳思想。因此 2007 年大手筆斥資將
傳統燒瓦斯及重油的八卦窯爐，改成全電式的玻璃窯爐，
力求產品到產線都以節能減碳為要旨。

2012 年春池玻璃再次面臨面板玻璃的去庫存危機，
從小跟著父親吳春池做回收，在玻璃堆中長大的二代吳
庭安（現任春池玻璃董事長特助一職），當時 2006 年在
成功大學念資源工程時，即以光電玻璃研發出防火隔音
磚，歷經劍橋工業 / 管理雙碩士的留學，以及台積電工
作經驗的洗禮，回到家中接班已經是 2013 年了，原本想
法因應趨勢傾向高科技材料的研發，最後轉為嘗試使用
家中回收的面板玻璃砂作為開發原料，調整配方耗時耗
資終於得以同年問市，命名為「安心輕質節能磚」。在
筆者參觀時，工作人員使用 600℃高溫的噴槍燃燒輕質
節能磚的中心數分鐘，我們將手貼放至節能磚的另一側，
面對熊熊火焰試驗來勢洶洶，另一側的手卻毫無感覺溫
度的上升，接著把震耳欲聾的藍牙音箱放置輕質節能磚
堆疊成的四方形中，也完全可以阻隔藍芽音響聲音。

600℃
高溫

手貼
毫無感覺

安心輕質節能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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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免佩服可防火兩小時以上、隔音，隔熱、環保，
無毒的特性，尤其整體材料及施工成本與紅磚相當，重
量卻只有紅磚的五分之一，減輕施工的負擔，在現今安
全環保意識抬頭的狀態下，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綠色建築
材料。2015 年起開始外銷，產品及施工工法均符合新加
坡綠建築產品之相關要求。

春池玻璃的兩次化危機為商機，兩代經營者不約而
同以研發、創新來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挑戰。以改變應
萬變，也因此從國際大廠康寧全球眾多的供應商中脫盈
而出，2014 年更獲頒康寧的「世界環保獎」殊榮，是全
球唯一獲獎廠商，讓世界再次看見台灣真實力。

安心輕質節能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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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春池玻璃業務量的提升，各廠區用電量不免步
步高升，尤其夏季用電成本較高，春池玻璃於 2015 年開
始接受節能減碳各項輔導，在 2015 年先進行空壓設備節
能改善，2016 年在追求傳統產業智慧轉型以及整合環保
資源、附加價值的趨勢下，春池玻璃參加中小企業節能
減碳輔導，由外部專家進行觀光工廠之節能輔導，包括：
展示區照明節能的改善，淘汰高耗能燈泡，改用 LED 照
明設備；廠內兩座高耗能窯爐進行節能改善，提升生產
效率；2018 年更進一步針對全廠能源進行全面管理，該
計畫有四個亮點，第一是全廠建置能源管理系統，第二
是該企業具有產業標竿的特色，且可以以大帶小方式協
助業者整合其上下游供應商，增加供應鏈的國際競爭優
勢。第三連結相關產業公協會，以聯合產業公會協會的
策略提升產業面的綠
色永續能量。第四是
產業綠色人才的養
成，養成內容包括節
能管理、減碳技術、
氣候變遷，碳足跡、
水足跡等領域。2018
年春池玻璃著重在回
收物料的庫存資訊、
電表、瓦斯等能源數
據管理資訊化，並規
劃能源監控系統。

104年

25%

申請節能減碳輔導相較於104年
已下降約25%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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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池玻璃目前亦著手玻璃產業及環保教育理念的紮
根，除了產學合作由在校學生與工廠老師傅合作創作外，
更即將在 2019 年由新竹市政府及文化部支持下將春池玻
璃觀光工廠升等成地方文化館，打造成地方文化空間，
成為藝術、人文、應用學習、觀光，創意，生活美學的
溝通平台。地方文化館以『專業、在地、永續』為中心
定位，春池玻璃除了認真在玻璃回收持續提高廢玻璃的
附加價值外，對於文化傳承也一直不遺餘力。工廠內一
位 14 歲入行目前已經 71 歲的老師傅鄭建平先生，吳董
事長不惜重資也要保存這位傳統工藝人才，只為了讓玻
璃手工藝文化的得以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傳統回收管道分類不確實時，容易使回收成本升
高，春池玻璃下一階段，規劃突破困境，改變消費者行
為模式，建立創新回收模式，邁向下一里程碑。

對春池玻璃而言，如何反過來由消費者面對生
產者，將環保回收呈現另一種效率跟雙贏？

無人資源自動回收站（簡稱 ARM）便在吳庭
安的努力下，在新竹的全聯通路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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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可以 24 小時於回收機台投入 4 大資源回收
物，掃描瓶身條碼，透過「Seed U」APP 再掃描螢幕 QR 
CODE，手機便可儲存寶石點數，以兌換商品，換到的
可能是日常用品衛生紙，也可能是巷口的一杯咖啡、珍
珠奶茶，甚至是一碗拉麵。讓回收變好玩，也可帶動異
業經濟，開創循環經濟新契機。

傳統供應鏈的模式終將隨著環境與資源耗竭，而與
產品一同邁向墳墓。循環經濟是國家發展重要的項目，
不論在農業，工業，服務業都必須從源頭考慮綠色設計，
讓材料不斷循環使用，春池玻璃有許多創新的作法，力
求將回收的廢玻璃竭盡所能 100% 的循環利用，打造從
搖籃到搖籃的永續經營。

無人資源自動回收站（簡稱 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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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春池計畫〉

接下來，會讓世界看到台灣的第一印象不斷 Wow 
Wow 的驚嘆聲會是春池玻璃以文創精神所產生的〈W 春
池計畫〉， 2018 年 8 月春池玻璃以老師傅的口吹玻璃吸
管、經典的 143 啤酒玻璃杯線上集資，5 個小時就火熱
達標，春池玻璃以這兩個美麗的日常用品作為起點，認
為只要越多人使用，越多人響應，就能落實回收廢玻璃
的循環，對待自然環境就是最溫柔的付出！

另位參與 W 春池計畫的重要創作者，為台灣首位獲
評米其林二星餐廳創辦人「江振誠」，設計的整組器皿
由回收玻璃再製，底座的橡木底盤取自退役的橡木酒桶，
持續讓回收與創造共生共存，讓回收玻璃有更多永續性
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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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棄無法再被
使用的玻璃物料

產品

玻璃廢棄材經人工
分類,分色後進入磨碎

及窯爐熔燒
等回收製程

依廢棄材特性,
研發可循環

使用的玻璃環保
綠建材

將新回收材
產品推廣至
國際通路

計畫與政府和相關業者
合作,透過網路架構加強

回收效率的系統

提供新材料給各品牌
製造商製作多元化商品

升級玻璃回收的
再開發系統
（Up-Cycle）

為了推廣再生玻璃的應用，春池推動更多異業的連
結，在藝術方面，參與忠泰美術館 ( Jut Art Museum) 的開
館首展《HOME 2025：想家計畫》，與自然洋行建築團
隊曾志偉老師，進行想像未來之家的跨界合作。還有由
藝術家聶永真設計的「蘇富比戰後亞洲藝術」全球限量
藏家專冊，運用玻璃「有機」意象特性，訴說著戰後藝
術的蓬勃發展，把台灣回收玻璃的環境社會價值提升到
國際等級的拍賣會，綠色永續循環的精神透過藝術讓觀
察者去沈澱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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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池玻璃董事長吳春池在訪談中語氣堅定的告訴我
們這句話。言談多有謙虛，眼神卻是堅毅，是那份對玻
璃產業熱愛堅毅的心。春池玻璃目前跨足工業原料、科
技建材，文化藝術與觀光工廠。從現在開始，當你拋棄
用完的玻璃空瓶之後，可能不再有丟棄垃圾般嫌棄的心
情，你會知道你的廢玻璃空瓶即將去哪？你可能對它有
些想像，甚至是有點期待，因為透過春池玻璃可以有更
多創新的可能，對這片土地最溫柔的方式，就是讓今日
的用品，變成明日的資源。把循環經濟做到極致，世界
看見台灣的第一印象，就是「美好」！ 

「善心做善事，堅持做對的事情，

                            不以利益作為出發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