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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子瑜  攝/蘇昱瑄

「我一直都覺得我的手應該做一點什麼事」
謝雅敏學姊為成大資源工程系創立第一屆的學生（原為礦業及石油工程學系），在大三時就對石油

工程相關領域持有極大的興趣，但當時從事鑽井、開礦、採礦……等現場工作的人員仍以男性為主，除
了幕後及行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有女性的身影出現的。「我一直都覺得我的手應該做一點什麼事。」
追求真實感的謝雅敏，並不希望自己的未來單單投入於紙上做設計，在了解到石油組並沒辦法實現自己
的夢想後，仍然希望能憑藉自己的雙手做些什麼。於是雅敏學姊決定進入蔡敏行教授所帶領的的實驗
室，因而開啟她與循環經濟的緣分。 

學經歷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學士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碩士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博士
成大永續所
成亞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大勇無懼的永續資源推手 謝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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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蔡教授的帶領下，雅敏學姊一路從碩班念到博士畢業，也在博班畢業後成為大學助理教授，與
當時在成大永續所擔任研究員的陳偉聖教授組成團隊，一同執行科專計畫。就在四年前，雅敏學姊的
研究團隊注意到產業界中的廢矽泥問題，於是花了約兩年時間開發了廢矽泥回收再利用的技術，也以
此技術創立了「成亞資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將原本單純的技術研發，以公司的型態正式進入業界
實際地去解決問題。

「思維跳脫」
一般傳統廢棄物回收業者，都是以公噸計價收購

將廢棄物回收之後，再以掩埋、焚燒等方式處理。可
雅敏學姊的研究團隊並不那麼做，僅管他們所面對的
廢棄物中有許多可再利用的成分與資源，透過高單價
化回收即可有所獲利，但他們所秉持的理念跳脫了傳
統的思維，不以賺錢為目的，而是站在廢棄物產生端
的公司角度，以達到「100%資源再利用」為目標，
建議廠商從源頭開始控管並利用廢棄物中的資源效
益。為了達到上述目的，首先需了解廢棄物中所含可
用資源的價值，評估這批廢棄物未來的市場導向，為
它們找到出口與定位後，再依此目標建議廠商在符合
製造成本的前提下，適當地調整製程以滿足資源回收
再利用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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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廢矽泥的回收再利用就是很好的一個例

子，面對生產太陽能板所產生的切削廢液、以及
抽取切削廢液中可用再生油後產生的廢矽泥，成
亞團隊的做法是先確定這批廢料中所含有可再利
用的資源類型與價值，同時尋找能接收此廢料的
市場端。這時他們找上了煉鋼廠，建議他們改用
廢矽泥所製造的矽錠來取代需仰賴進口的矽鐵，
透過不斷的解說、推廣，再加上技術的改良，終
於憑藉價格、效益以及品質上等優勢，成功說服
煉鋼廠去接納並使用回收矽錠這個新材料，建立
起太陽能產業與煉鋼廠之間的橋樑。同時為了確
保料源能穩定提供給煉鋼廠，雅敏學姊的團隊由
被動的接受委託、收費去處理廢矽泥，轉為主動
向廢棄物產生端收購廢料源。此一作法會使得廢
棄物產生端開始重視原先視為麻煩的廢矽泥，願
意朝廢料產生的源頭進行改良，使廢料變得更容
易再利用，這便是資源循環的重要精神。

「挫折」
「怎麼做都做不來，那才叫挫折，但在業界沒有

做不來這件事情，只有現在還做不到。」雅敏學姊
說到。「面對挫折要看智慧，當你了解到問題所在，
並且分析現階段的狀況，認知到僅僅是現階段還無法
做到，這並不叫挫折」。由於循環經濟這個產業目前
仍是剛開始發展的一塊處女地，還不曾遇到過兵臨城
下、不得不退一步的處境，雅敏學姊相信，只要運用
智慧，一定能為遭遇到的問題找到解決方法。從談話
中能充分感受到學姊思維裡的高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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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敏學姊說到，「在資源系求學階段中所獲得的背景知識，包含礦物學所教的晶格及晶系、粉體
的特性或粒徑大小、在實驗室中所學到的金屬性質的分析和化驗，循環經濟相關的濕法冶金……等，
老師教的一定要會，要讓這些在課堂間所累積的知識，成為自己身為資源系畢業的學生基本具備的專
業，而未來這些專業將會成為溝通上的一大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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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教的要學，老師沒教的也要學。」

除此之外，雅敏學姊更強調到「溝
通」的重要性，要學著溝通、學著去縮減
溝通之間的距離，錯誤的溝通可能會導致
錯誤的談判結果。一場可能原先不可能成
功的合作，藉由好的溝通，便有可能達到
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成大畢業的學生，
未來都很有可能成為主管，所以溝通能力
上，在大學時就應該逐漸被培養起來。在
進行業務報告時，不論自身背景知識豐富
與寡，都要先搞清楚聆聽的對象，以對方
能理解的方法去闡述、說明，如此一來才
能稱得上是一場正確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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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經濟」
雅敏學姊的團隊在2017年開始將循環經濟轉向半導體產業，為高科技廠進行體檢，分析廠商擁有

的資源與其產生的廢棄物之間的價值，再以資源有效再生的角度向公司建議對於資源循環效益更好的
產線改善方法，一方面減少處理工業廢棄物的支出，同時也使廢棄物中的資源能夠以最經濟的方法再
一次地被回用，達到循環經濟的—零廢棄—的目標，形成一雙贏的局面。

天災人禍、環境變遷以及資源耗竭等等因素，使得原物料的價格不斷地產生變化，若能將生產過
程中的有效資源，循環控制在很短的路徑範圍內，就能確保未來所製造的產品原物料成本不會與現今
差異過大，如此便能控制未來產品的價格在一定的範圍內，這也就是所謂的永續供應。而與永續供應
搭配的便是循環經濟，也因此循環經濟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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