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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計畫相

關 
1.是       2. 否 

國別 1.國內        2. 國外 

能源業務 

1.能源政策(包含政策工具及碳交易、碳稅等)         2.石油及瓦斯 

3.電力及煤碳(包含電力供應、輸配、煤炭、核能等)   4.新及再生能源 

5.節約能源(包含工業、住商、運輸等部門)           6.其他 

能源領域 

1.能源總體政策與法規   2.能源安全   3.能源供需   4.能源環境      

5.能源價格    6.能源經濟     7.能源科技    8.能源產業    

9.能源措施    10.能源推廣    11.能源統計   12.國際合作 

決策知識

類別 

1.建言 (策略、政策、措施、法規)  

2.評析(先進技術或方法、策略、政策、措施、法規) 

3.標竿及統計數據：技術或方法、產業、市場等趨勢分析 

4.其他： 

重點摘述 

咖啡作為僅次於石油的第二大交易商品，全球每年產生的咖啡渣約 763

萬公噸，以往將咖啡渣直接掩埋，卻會衍生環境污染與土壤負擔問題。英

國 Bio-bean 收集全英國 10%的咖啡渣，每年處理 5 萬噸咖啡渣轉化為生質

燃料使用。咖啡渣含有大量有機化合物，Bok et al.研究將其熱裂解，發現

咖啡渣比一般木質纖維可產生更高的熱值，但因咖啡渣之高含水率，須耗

能乾燥脫水，導致降低能源效益。Yang et al.將濕咖啡渣以水熱液化技術轉

化為生質油，解決須乾燥耗能問題，有效提高咖啡渣附加價值。臺灣咖啡

渣數量較少，但若能結合其他食品廢棄物如：榨油後的豆粕、釀酒後的酒

糟，轉化為生質燃料，提升食品廢棄物之附加價值，除解決廢棄物去化問

題，更創造多元再生能源。 

詳細說明 

  咖啡是全球僅次於石油第二大宗的交易商品，在全球的不同角落，每

天都有數以萬計的人飲用咖啡。全球主要的咖啡消費地區和國家為歐盟、

美國和巴西，2015/16 年度，歐盟的咖啡消費量為 265 萬噸，占全球咖啡消

費總量的 29%；美國的咖啡消費量為 151 萬噸，占全球咖啡消費總量的



17%；巴西的咖啡消費量為 123 萬噸，占全球咖啡消費總量的 13% [1]。咖

啡渣是來自於咖啡工藝的附屬品，在沖泡完咖啡後通常將咖啡渣視為廢棄

物，以一杯咖啡平均使用約 10克咖啡粉，而殘留下來的咖啡渣量約為 7～

9 克不等，估計全球每年約可製造 763 萬公噸的咖啡殘渣。廢棄的咖啡渣

通常會將其掩埋未能有效再利用，因此便會衍生出一連串的環境汙染以及

負擔問題 [2]。面對龐大的咖啡渣量，若能有效的回收再利用，便能提升

咖啡渣的附加價值[3]。 

  一般回收咖啡渣的工廠會將回收的咖啡渣進行再利用，例如：應用在

堆肥、防蟲除臭、製成香菇生長所需太空包，製備成活性碳、咖啡紗、燃

料磚及燃料顆粒等。英國是咖啡使用量極大的國家，每天大約喝掉 7 千萬

杯咖啡，以往都直接將咖啡渣與一般垃圾進行掩埋。英國 Bio-bean 公司從

一杯隔夜咖啡中浮有一層油而受啟發，開始著手於咖啡渣再利用的工作，

轉化咖啡渣為生質燃料顆粒，並將此技術商業化，目前英國每 10杯咖啡中

就有 1杯是由該公司處理。Bio-bean 公司集結倫敦地區約 1000 家販售咖啡

的業者與英國全國約 3 萬個咖啡渣回收點，透過完善的回收咖啡渣機制，

每年可轉換約 5 萬噸咖啡渣成為生質燃料顆粒或燃料磚，並將這些生質燃

料再賣回原來的咖啡店做為燃料使用，形成完整的循環經濟，比起原本生

產、使用、丟棄的過程更為永續環保[4]。 

  廢咖啡渣含有大量有機化合物（脂肪酸、木質素、纖維素、半纖維素

和其他多醣），可視為一種生質能源原料[5]。目前已經有相關研究顯示：

咖啡渣可藉由熱化學轉換產出生質能源，Bok et al.研究指出將咖啡渣烘乾

後，藉由快速熱裂解透過流體化床系統轉化成生質能源，咖啡渣在 400-600 

°C 無氧的環境下進行熱裂解反應。由咖啡渣所得之生質油的熱值較一般木

質纖維的生質原料還高[6]，但為克服咖啡渣的高含水率，必須耗能在原料

脫水程序上，故在能源的轉換效率上會降低成效。Yang et al.使用咖啡殘渣

當作生質原料進行水熱液化轉換之研究，找出適合咖啡渣最佳的水熱液化

轉換條件(產出 47.3%的生質油，熱值為 31.0 MJ/kg) [7]。證明咖啡殘渣藉

由水熱液化轉化技術，可提升咖啡殘渣之附加價值。 

  受全球化的影響，各式咖啡連鎖店在臺灣街頭林立，便利性的消費習

慣深入一般民眾生活，而咖啡也經由此一管道進入臺灣底層消費者，幾乎



人手一杯咖啡蔚為時尚。2016 年台灣咖啡豆（生豆和熟豆）進口量約為 3

萬噸，每年約可製造 2.5 萬噸的咖啡殘渣[3]。目前大部分的咖啡渣仍藉由

掩埋處理，如此一來便會衍生出一連串的環境汙染問題。面對大量的咖啡

渣量，若能有效的回收再利用，便能提升咖啡渣的附加價值。比起國外，

台灣的咖啡渣料源供應作為生質物原料的量，不足夠應付大規模發展下咖

啡渣作為生質燃料所需的量，故可再尋找類似的食品廢棄物作為應用，如

大豆榨油後的豆粕、製酒後的酒糟，皆可比照像咖啡渣回收再利用一樣，

作為生質物原料應用。未來如能廣泛回收食品廢棄物進行熱化學轉換產製

生質能源，將具有提升食品廢棄物之附加價值，亦能有效解決廢棄物掩埋

問題，更能創造出更多再生能源。若能有效集中收運使用後的咖啡殘渣，

並將咖啡殘渣充分利用熱化學轉換技術轉化成生質燃料，除能解決食品廢

棄物之堆棄問題，亦可提升生質燃料的供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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