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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長期以來各國政府常將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視為公共服務的一 種，儘管目前在垃圾清運事務上，先進國家都已採用收費制度

，但 在垃圾費的收取數額上並未完全反映實際清除處理成本。以台灣地 區為例，目前一般民眾所繳交之垃圾清除處理費

僅佔實際清除處理 成本的30%左右，目前的垃圾費收費現況非但不符合現代隨量徵收 的公平原則，對於抑制垃圾量的成

長亦無助益，對民眾而言亦無感 受到污染處理之成本壓力。 在環保署積極推動「污染者付費/使用者付費」的政策觀念下

， 最新修訂之廢棄物清理法要求各地方政府必須以反映實際成本之 基準收取垃圾清除處理費。目前多數國家之生活垃圾

清除處理費， 並未有國家是以100%反映成本由民眾來全額負擔，多數政府仍然 以稅收補助部份之清除處理費用。若採結

構費率將垃圾清除處理費 用區分為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同時亦適度區隔清運階段與處理階 段的成本，如此不只可更清

楚地將清理成本表現於費率之中，並可 促進清潔隊之工作效率。本研究以其他國家的案例作為參考，並且 以民意調查

與AHP 專家決策分析所得結果來進行結構費率試算之 調整依據，預期可提供未來徵收費率調整之參考 。 本研究首先針對

一般民眾進行電話問卷訪談，調查結果顯示 ㄧ般民眾對垃圾費清除處理費成本的意見為：65%的受訪者願意接 受目前之

費率（約為每戶每月105 元），有23%的受訪者願意接受 每戶每月負擔200 元、12%的受訪者願意接受每戶每月負擔250 元

、9%的受訪者願意接受每戶每月負擔300 元。在本研究中對垃 圾費率調整在以調漲為趨勢之前提下，推估民意接受度

在30%至 40%之間所對應之垃圾費金額即可視為可調漲之合理範圍（從歷年 各類政府規費或類似費用調漲之經驗來看，雖

然在新費率推行初 期，民眾並不會完全支持費率調漲，但屆時行政機關可透過全面的 溝通宣導計畫以及立法程序逐步提

高民眾之接受度。），即介於每 戶每月所負擔之垃圾費為157.5 至184.3 元。 同時還針對專家學者及決策官員進行AHP 專

家問卷分析，決 策架構之考量因子包括環保技術（資源回收率與清運工作負荷）、 經濟性（垃圾費收入與加速民營化）

、環境公平/正義（提昇環保意 識與落實污染者付費原則）及政治/政策（廢棄物政策與民選首長 的政治考慮），分析結

果顯示專家決策群認為民眾應該負擔垃圾清 除處理成本之79%（方案A 依現況不調整之權重值為0.281、方案 B100%反映

成本之權重值則為0.713），各項決策考量因子之權重 為：環保技術0.113、經濟性0.331、環境公平/正義0.301 與政治/ 政

策0.254，由此可知在專家決策機制下，經濟性與環境公平/正義 兩項因子為垃圾費收取時的主要考量因子。 目前許多國家

的基礎建設（例如天然氣費用、民營電廠售電 費用、下水道費用等）服務設施多以轉向使用者付費為趨勢，以結 構費率

方式來收取服務費用除能切合使用者付費原則外並可更清 楚地查核不同成本項目的合理性。本研究在試算垃圾清除處理費

率 時根據結構費率之原則將垃圾清除處理成本區分為固定成本與變 動成本兩項，以各種比例進行試算，得出這兩種成本

項目民眾應合 理負擔的範圍，藉此得知在固定成本與變動成本兩個項目反映比例 的最佳化範圍（例如固定成本30%，變

動成本100%；固定成本 60%，變動成本70%；固定成本80%，變動成本60%；固定成本 100%，變動成本50%等不同範圍

，但其加總後之垃圾費總和均介 於157.5 至184.3 元的合理區間）。未來不同縣市可依據其地方特殊 條件，調整前述兩項

成本之反映比例，逐步進行垃圾清除處理費的 改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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