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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	本論文研究對象為廢棄混凝土與紅磚所製成之再生材料，且藉由文獻歸納及問卷調查，評選再生材料於公共工程可能之應用項目、及建立再生材料可行性之評估因素，後續則針對各因素特性，透過相關學者、業者之訪談、問卷調查與國內相關統計資料整理，探討營建廢棄物於公共工程再利用之可行性。


經由本論文調查、分析結果顯示：再生材料於政策法令方面，目前皆尚未完善；於技術品質方面，以CW再生材料用途最為廣泛；於經濟效益方面，允許價差為0％時，道路基層、填海造陸及植草磚等三項為經濟可行之方案；於潛在市場方面市場接受度以路基為最高，其次為基層、路堤，而潛在市場規模以路基、路堤之使用量最大；而於生態環境方面，每年可消耗廢棄混凝土塊與紅磚數量為680.2萬公噸、可減少450.5萬方之土資場容量；亦能取代5.4％天然砂石使用量。故綜而言之，拆除廢棄物之再利用可謂益多於弊。而目前再生材料立即可應用於填海造陸工程；而再生材料短期可推動之工程項目為基層、路基、路堤，與填海造陸等工程。此外，再生材料長期推動之應用項目道路基層為一長期推動之理想應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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