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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經濟快速發展及國民所得的提高，使國人對居住環境品質及環保意識大幅提升。因此，政府同時亦成立各級環保單位

，以維護環境品質，包括空氣、噪音、水質、廢棄物與環境衛生等。近年來雖然各環保單位已積極投入環境品質的維護，

但因民眾似乎無法感受其成效，故本研究針對環保單位進行績效評估，以瞭解臺灣各縣市環保經營績效。 過去於台灣整體

環境績效評估之相關研究非常的少，最多也僅是針對單一公害項目進行評估，因此本研究統整所有公害項目並利用模糊多

目標資料包絡分析法，評估91-94年間國內23縣市環保單位污染管制績效。透過CCR模式及BCC模式求解生產效率、技術

效率與規模效率，藉由視窗分析進行多期效率值比較，俾作為未來提昇環保單位經營績效之努力方向。 透過模糊多目標資

料包絡分析法分析後，將各環保單位績效進行排序，結果發現整體效率最佳者除臺中市外均屬於每萬人口所獲得資源較不

充足的縣市，例如新竹縣、彰化縣、雲林縣及嘉義縣。74.5％效率不佳源於技術無效率，因此環保單位必須找出更佳的管

理方式並持續不斷地改進，以協助相對效率表現較差的縣市。本研究以一組共同權重同時求解所有縣市之效率值，較傳統

資料包絡分析法模式更具有效性及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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