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優先執行縣市之評選

黃卿爾、曾清枝 李康文

E-mail: 9417945@mail.dyu.edu.tw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建立垃圾費隨袋徵收 制度執行縣市評選模式，藉由文獻探討、我國永續發展指標

、專家 學者之訪談及腦力激盪法，建立評估準則及層級架構，由實例分析 透過專家學者的群體方式取得評估準則及評選

方案間相對優先權 種值，以選擇最佳方案之排序作為分析比較之評選方法，針對7 個 評選縣市（基隆市、新竹市、台中縣

、台中市、嘉義市、台南市、 彰化縣）進行優先執行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之縣市評選。 應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HP)建立四

層評估層級架構，第一層為 目標層，本研究目的係評選優先執行垃圾費隨袋徵收縣市；第二層 為影響因素層級，評估將

縣市選擇因素分為環境因素、社會因素、 經濟因素、制度因素等四個層面：第三層面為評估準則層，依據各 項評估因素

列出對縣市選擇造成影響屬性要項，為決定縣市優劣所 根據的標準環境因素（戴奧辛排放、廢棄物減量、環境衛生、環境

負荷）、社會因素（生活品質、環境痛苦指數、民意支持度、教育 程度）、經濟因素（生產所得、垃圾清理成本、垃圾清

理費、環保 經費比例）、制度因素（府會關係、環保部門執行人力負荷、首長 政策執行力、清運機具設備負荷），；第

四層為評選方案層7 個評 選縣市。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優先執行縣市以台南市、台中市、新竹市 等都會型縣市為優先執

行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之縣市。整體權重值 重要性排序，以社會因素(29%)及經濟因素(28%)為優先，制度因素 （22.6%）

及環境因素（20%）次之。在各項評估因素中以民意支 持度（37.7%）、垃圾清理費（33.7%）為評選重要權重因素。在

各 評估準則之敏感度分析方面，在權重值增減20%下，對評選方案均 無重大影響，顯示四項評估因素在執行本項評選工

作時縣穩定度 高，對改變決策改變之影響力低。 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實施為我國未來廢棄物管理之重要執行 政策，建議

決策單位選擇執行縣市應先以都會型縣市為主要執行對 象，然後再逐步推廣到其他非都會型之縣市，在推動各項政策過程

中應特別重視民意支持度及垃圾清理費費率兩項課題，可能對垃圾 費隨袋徵收制度產生之影響。

關鍵詞 : 垃圾費隨袋徵收、分析層級程序法（AHP）、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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