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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文摘要 本研究採用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針對生活廚餘回收再利用方案，建立決策模型，並輔以

德菲法(Delphi Method)，凝聚相關專家共識(Consensus)，尋求最佳解決方案(Preferred Alternative)。 建立的決策模型為層級

架構。為達成生活廚餘回收再利用最佳化的目標(Goal)，進行四個方案(養豬、堆肥、乾燥飼料及厭氣醱酵回收生質能源)的

評選排序。其中評估因素(或稱準則Criteria)有五，即行政可行性、技術可行性、市場通路、成本效益及環境衝擊，其下另

有評估準則(或稱次準則Subcriteria)) 11項。 本研究以根據AHP設計的軟體Expert Choice為工具，藉由12位相關專家的參與

，決定評估因素與評估準則的權重，並就四個方案針對每項準則進行評分，最後方案即可排序(Ranking)。本研究所採用評

估準則權重較大者依序為二次污染、技術成熟度、再利用利潤。在四個生活廚餘回收再利用方案中，以厭氣醱酵回收生質

能源為最佳方案，其他依序為養豬、乾燥飼料、堆肥。

關鍵詞 : 廚餘、養豬、乾燥飼料、堆肥、厭氣醱酵回收生質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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