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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部地區自開始推動垃圾焚化政策起至九十三年底止已有台 中縣（市）、彰化縣等四座大型垃圾焚化廠，產生之灰渣目前

均採 掩埋處理，已造成環境隱憂，灰渣中之「底渣」量多，危害性低為 減少掩埋場負荷及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得藉適當

前處理再回收其 內之金屬物質及矽酸鹽殘渣作為替代骨材。 本研究利用「分析層級程序法」（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AHP）建立評估層級架構，進行專家學者問卷及矩陣演算 求出中部地區焚化灰渣集中再利用廠場址優選方案；另

財務問題一 直為民間參予公共建設時，投資者與主辦機關雙方重要的決策因 素，本研究一併進行財務可行性評估，設定

假設參數、估算投資計 畫成本及收益，試算投資效益分析〔投資效益淨現值（NPV）、內 部報酬率（IRR）、折現後回

收年限（DPB）〕、融資可行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等作為民間參予投資者與主辦機關雙方重要的參考。 綜合評估結果顯

示灰渣再利用處理廠之設置須重視對環境所 造成之衝擊影響，台中市南屯區在水文、地質地形、土地利用及取 得、工程

成本、生態環境及環境現況上均佔優勢，為優選設置中部 灰渣再利用處理廠之區域；而財務評估方面當營運收入變動時將

明 確影響計畫之可行性及廠商之投資意願，故於計畫執行中必需考量 採取跨區域合作以降低委託處理成本，並保證委託

處理年限及最低 交付處理噸數，以降低投資者風險，增加民間投資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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