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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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日本、中國大陸養殖菇類皆利用太空包栽培方式，所產生之廢

棄太空包因產量眾多，回收工序繁複，處置耗費空間、時間，且處理量不

足，廢棄太空包並未充分利用，若能研發回收且有效利用之方法，妥善處

理廢棄太空包問題，將能減少生產成本，提升能源運用。廢棄太空包若作

為堆肥，因肥分不足需添加禽畜糞，但仍需耗費空間、時間發酵，並產生

異味。日本年產 30 萬噸廢棄太空包，以低成本乾燥機轉製為固態生質燃

料，作為生質能源燃燒，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燃燒後灰分可作為肥料增加

產業效益。臺灣年產 20萬噸廢棄太空包，換算約可產出 12萬噸固態生質

燃料，減少約 10.7萬噸二氧化碳排放。 

詳細說明 

菇類養殖近幾十年來太空包栽培方法日漸興盛，取代傳統段木栽培，

廢棄太空包耗費空間、時間去化，工序繁複，須切除菇頭，人工拆除塑膠

袋內棉絮，最後產生之大量木屑，因含水率太高無法焚燒，須至少三個月

才能自然去化。臺中市政府農業局與臺中市新社區中和里共同推動農業廢

棄物回收再利用[1]，回收處理禽畜糞、香菇廢棄太空包，因廢棄太空包基



質肥分較少，將之調合禽畜糞翻堆發酵作為堆肥，但仍有耗費空間、時間，

並產生異味等問題。 

 
圖 1 回收菇類廢棄包混以木屑及堆肥化[1] 

新社地區每年約產 20萬包廢棄太空包，但只能去化 3萬包，目前廢棄

太空包處理價格翻漲 3倍，2018年為每公頃 15萬元，處理費年年攀升[2]，

代處理業者需有足夠的空間堆置，接單意願越來越低，處理量不足，成為

菇類產業發展隱憂[3]。 

日本年產 30萬噸廢棄太空包，因環境與異味問題，無法將全部廢棄太

空包作為堆肥，因此上野村蘑菇中心發展回收廢棄太空包轉製為固態生質

燃料之技術[4]，提供業者自身燃料使用，降低化石燃料的使用，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另外，新潟大學將燃燒後的灰分利用作為水稻肥料，體積小、

重量輕方便配送[5]。 

上野村蘑菇中心以廢棄太空包轉製生質燃料之流程[4]，如圖 2、圖 3

所示，經粉碎、乾燥、封裝完成生質燃料製程。廢棄太空包統一集中運輸

至破碎粉碎機，粉碎後投入貯存槽，貯存槽經由管道運輸至乾燥機，乾燥

機將生質燃料乾燥至 10%，經由軟性投入機將生質燃料排料於軟質容器

袋，其中投入、乾燥、排料皆為自動化設備。 

 

圖 2 廢棄太空包轉製生質燃料流程[4] 



 
圖 3 廢棄太空包轉製生質燃料設備[4] 

廢棄太空包基質平均含水率約為 55%，乾燥後含水率降為約 10%。開

發低成本氣流式熱風乾燥機，與傳統型乾燥機相比可節能 50%以上。生質

燃料生產成本為日幣 3.5 元/kg(約臺幣 1 元/kg)，每日可處理約 2,520 個廢

棄太空包約 3.5噸 6.7m
3，轉製為生質燃料約 2噸 10m

3，每日可減少 1,867kg

的二氧化碳排放。 

臺灣每年產出約 20 萬噸廢棄太空包[6]，若以此設備生產固態生質燃

料，每年約可生產 12萬噸，減少 10.7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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