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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從70年代起，台灣經濟產業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改善，但自然生態及環境品質不但未隨之提昇，反而日益遭受破壞，也使

得環境污染負荷日益嚴重。尤其是彰化縣地狹人稠，環境負荷也較其他縣市嚴重。因此本研究藉歷年來彰化縣公害陳情之

統計數據作為環境品質指標，結合問卷調查了解，彰化縣民對環境現況的感受與認知，與改善環境所願意付出的改善成本

，之間的因果關係，進而了解彰化縣民眾對環境品質的要求與想得到的環境品質，與為達到所要的環境品質，政府的環境

保護管制政策其執行成效的支付成本將會是如何？ 環境因素具有公共財特性而無市場價格，本研究利用條件評估法

（CVM），以問卷方式來直接評估消費者對環境品質改善或避免環境繼續惡化，所願意支付的最大金額，最後得到消費

者心目中對環境品質的評價。不僅可以了解彰化縣環境保護管制執行成效，也能提供相關政府單位作為往後的施政參考。 

經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彰化縣民眾普遍認為水污染最為嚴重，其次是廢棄物污染、空氣污染，最後是噪音污染。最願意付

出改善的項目，仍以水污染排第一位，其次是廢棄物、空氣及噪音。女性普遍認為污染較嚴重，而男性較願意付出成本來

改善污染。學歷越高認為污染越嚴重，也較願意付出成本來改善污染。中年民眾認為污染較嚴重，而青少年較願意付出成

本來改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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