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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壹、 考察目的： 

 

  基層行政單位日常推行之各項服務，除須充分滿足基層民眾行政業務服務需求

之外，亦同時肩負政策及政令宣導之重要任務，以直轄市之區公所定位而言，有

限的行政人員編制，於受理民政、兵役、社會福利、經建工程、全民健保、民眾

爭訟調解等一般繁雜服務事項之餘，在政策及政令宣導上，經常必須面臨力有未

逮之窘境，尤其於經常性業務繁冗之際，基層人員受限於法定權責及經費之限縮

性，往往無法針對地區性或重大性主題，暫時拋開手邊經辦業務，規劃進行國外

觀摩考察行程，以致自身蝸居的智慧象牙塔漸趨狹隘，因此，如何讓行政人員及

基層里長，藉由出國考察機會，培養出具備寬闊多元面向之視野，實有其積極且

正面之必要性。   

  隨著世界各國對地球資源有限性及為避免因人類肆無忌憚且不知不覺侵蝕身處

環境，其所可能帶來可怕惡果認知的提昇，國人已經對環保工作的推動建立起一

定的共識，尤其為讓環保各項相關環節的執行與推動工作，能獲得普世價值的認

同，近年來大家對於環保工作執行之良窳及成效，一直保持高度的關切。 

環保政策於規劃擬定之後，其得否獲得民眾支持與是否達成所設定的成功值，

實繫於宣導教育的落實推動，就以每天為數可觀的家戶垃圾來說，為達垃圾減量

及資源利用再生之環保效益，進而降低垃圾對地球的負面衝擊，有效建立大眾珍

惜地球有限資源觀念及確實配合環保策略之執行，是當今解決環保問題成功與否

的重要關鍵。 

在現今垃圾焚化廠建造使用之前，設若不預先規劃一段時間進行全民宣導教

育，則逐步推動的各項環保做法，其執行成效必將大打折扣，故此，自區公所以

至里辦公處的區里基層單位，在近年來國內相繼推動進程性的環保政策中，之所

以能獲致一定執行成果，針對全體民眾宣導教育所發揮的定位功能，可謂最為彰

顯。 

臺北市自 89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的垃圾費隨袋徵收時，即使一般民眾對之前隨水

費征收垃圾處理費未盡公平深有同感，但因本市創先實施的強制隨袋徵收方式，

必須事先購買垃圾袋及隱含垃圾分類回收強制性，於推行初期勢必造成紊亂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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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民眾配合意願之落差，環保局預期可能發生此一情況，即於推動此項開創性政

策半年前，積極透過區公所同仁及各里辦公處里長、里幹事、鄰長、義工等進行

深入性及全面性的家戶宣導，於實施之初，本區 7 萬多戶（25 多萬人）經由先前

相關單位的大力宣導，一般市民對此項重大變革已有較為清晰的認識，因此在實

施起步的時間點，大都能配合此項垃圾費徵收的新做法，不僅少有爭議發生，區

里民眾亦少有因未能配合使用專用垃圾袋而受罰情況，由此就可看出，政策推動

成功與否，區里單位人力之投入並配合進行務實性相關宣導作為，實居於關鍵性

重要地位。 

本市垃圾費隨袋徵收之初，曾有許多民眾對垃圾處理費徵收何以須如此大費周

章提出質疑，但當區里人員經過不厭其煩且持續性說明之後，民眾逐漸了解隨袋

徵收所具有的－公平合理性及環保效益前瞻性有了正確認識，並隨之就此一做法

給予充分支持與配合，對於整體基層區里人員的深厚影響力及協助推行環保相關

工作的辛勞奉獻，在行政服務不同層級架構的功勞簿上，實應記上重要的一筆。 

以區里人員此一正面效益性作為觀之，基於地球生命之傳續不輟，環保工作之

推動自也是不能一日間斷，因此，如何強化並厚植區里人員之環保知能，並增進

國際環境保護認知能見度，民政局及文山區公所，適時舉辦此次日本相關環保考

察活動，對於本市區里未來環保工作之執行及教育宣導之推動，具有多元化之積

極意義。 

 

貳、 考察過程： 

 

  區公所自七月起即積極策畫區政人員及里長出國考察事宜，由於此次出國考察

係首次辦理，故各項規劃及辦理過程環節皆無前例可循，惟在主辦課-民政課課長

張美珍及承辦人姚宜華、協助辦理人員黃怡仁及朱碧卿同仁共同齊心努力下，依

據民政局辦理基層行政人員及里長出國計畫，從行程規劃、辦理里長溝通說明會、

依政府採購法辦理公開上網招標、考察行程說明會及實際進行赴日考察活動等，

都能在最短時間中先後順利達成，是本市此項考察活動各區最先完成者。 

  在此次本區 5 天考察行程中，為能依據民政局所訂計畫，充分達成既定目標，

全體參與策辦同仁，在區長李美麗指示下，事前經過多次的內部推演，並就預定

考察設定主題，呈請外交部及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提供必要協助及進行協調安排

事宜，讓這次環保考察活動得以順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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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長所率領之 37 位「文山區基層行政人員及里長出國考察團」，於 9 月 5 日出

團赴日進行考察前，全體團

員對於目前與民眾最切身相

關的環保考察活動，都充滿

了高度的期待，尤其此次選

定安排之日本東京都江東區

有明垃圾焚化廠，因其與本

區木柵垃圾焚化廠同為垃圾

處理焚化設施，基層人員及

里長對於區內焚化場設施及處理垃圾方式等相關資訊，已有較為清晰之概念，此

次若能藉由參訪江東區之垃圾焚化廠過程，深入了解日方與我國焚化處理垃圾及

環保宣導作法異同處，作為本區甚至台北市日後垃圾及環保問題之改進參考，應

能有正面性之實質助益。 

【廠區影片解說】 

  由於透過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的協助與安排，考察團

於蒞臨江東區垃圾焚化場參

訪時，受到場方熱情接待與

解說服務，從而在全程實地

考察過程中，讓觀摩見習之

旅獲致豐碩的成果。 

  

 

 

位處東京江東區的有明清

掃工場，於 1994 年 7 月完

工，1995 年 12 月營運，設

施處理規模為 400 噸/日

（200/噸×2 爐），基地面積為

24000 平方公尺，建築樓地

板面積為 11600 平方公尺，

煙囪高度為 140 公尺，就焚

 3【江東區有明清掃工廠外觀】 

【廠區導覽人員與翻譯】 



化場外觀觀察，建物本身並不顯得特別宏偉，雖其場區位居車水馬龍之市區，但

因綠化及環境維護得宜，不僅與周邊市容空間無格格不入情況，亦無任何令居民

感受到一絲ㄧ毫的噪音與異味的現象，就連參訪團進行場內參觀及經過停放的垃

圾車時，也無身在垃圾處理場區的異樣感覺，由於東京都各區都有屬於各自獨立

設置的垃圾處理場，各區居民家戶所製造產生的垃圾，不必較為遠程的收集與運

送，可大大減少清運過程交通耗費、空氣污染及沿途路徑污染問題，這也是臺北

市 12 個行政區僅有 3 座（內湖、北投、木柵）焚化場及一座垃圾掩埋場需跨區處

理垃圾的不同。 

  東京總人口數約為 844 萬人，江東區人口數約為 41 萬人，較之文山區 26 萬多

人口為多，而其區域幅員中，有屬於區域自身之垃圾處理場，讓垃圾處理具有較

高的效益性。 

  在參訪過程中，經由有明垃圾處理場場方代表詳實解說後，讓全體團員對於該

垃圾處理場的處理運作及環保效益有進一步了解。 

  場方代表指出，垃圾處理場將家戶可燃垃圾運回或經由管路回收焚燒後，經由

1200 度以上高溫焚燒所餘灰燼體積，僅為原垃圾量的 40 分之 1，如以 40 公升的

桶子盛裝垃圾為例，燒卻之後的垃圾灰燼容積為 1000cc 盒裝牛乳的量，除了可充

分達成垃圾減量效益之外，這些經過固化流程處理的灰燼，尚能進行再利用，在

實際運用上，一次資材可使用於道路柏油舖設及配管土質改良等，而在二次製品

方面，則可經壓製成歩道鋪面等，一般廢棄物在收集焚燒及再利用之後，使資源

得以循環再生，而不致造成地球的負面衝擊，是該焚化場設置的最高目標。 

而讓此次參訪團最感興趣的是利用管路回收垃圾的「垃圾管路收集系統」，此

一尚未見之於國內垃圾焚化場的設施，是極為先進的垃圾收集做法，所謂垃圾管

路收集系統，係以鋪設於地下共同管溝

之管路方式，利用空氣壓力，將垃圾經

由管路吸送至有明垃圾處理場進行後續

處理，此項新穎管路垃圾收集設施，相

似於吸塵器的使用原理，垃圾處理場相

似於吸塵器主體，輸送管路即為吸塵器

集塵管，而使用者之廢棄物投入口就形

同集塵管的管口。 

 

 4【鋪設地下之垃圾輸送管(上圖)、垃圾收集口（下頁圖）】 



目前當地利用垃圾管收集系統的範

圍，為臨海副都心全區域及臨海副都心

設有垃圾投入口的大廈，這些設有垃圾

收集系統的區域，將廢棄物投入管路

後，垃圾經由吸集輸送到處理場進行焚

化處理，廢棄物利用此一密閉式垃圾管

路收集系統之程序為： 

  1、廢棄物先集中於投入口下方之儲放

處。 

2、開啟已設定之程式，再打開吸氣開關

啟動送風機，同時將空氣送入輸送管道。 

3、將集中垃圾處控制門打開，垃圾即隨同管路中之空氣，輸送到垃圾場之分離

機處。 

4、利用分離機將管路輸送之空氣及垃圾分離後，再將垃圾運離處理，而輸送垃

圾之空氣經由過濾除塵後，再經過冷卻器將高溫空氣冷卻至常溫狀態，除臭

器則去除惡臭異味，再經由排氣管由煙囪排放。 

  將垃圾收集技術專業再次提升的管路收集垃圾系統，使廢 

棄物處理流程的環境管理維護層面有效衍展強化，再度讓我 

們對日本在環保工作不斷追求躍升目標的用心留下深刻印 

象，尤其該國在設置各地垃圾處理場時，都十分謹慎嚴謹針 

對場區之防止公害、防止惡臭、防止噪音震動及污水預防、 

建築外觀考量等，進行深入評估與設計，使得環保科技具備 

宏觀的前瞻性，爲有限的垃圾問題創造出多元面向價值。 

 

叁、考察心得 

     

    在都會人口密集情況下，垃圾處理成為現今各國必須積極面對的問題，而透

過城際間針對環保設施及垃圾處理現況之觀摩與交流，對於日後處理相關問題之

整體性強化與提升確有必要，尤其在物質文明及消費導向的生活環境中，廢棄物

之產生較之以往何止萬百倍於往昔，於此當口，各國政府若非擬定並推動確實可

行之環保政策，勢將造成嚴重之環保問題，並可能衝擊整個地球及後代子孫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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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環境，這是各國政府及每位地球子民必須嚴肅思考、面對的重要主題。 

  在開發國家政府間，對於環保垃圾問題，大抵經由持續性教育宣導並獲得民眾

支持下，已經奠定了一定的良性架構基礎，而從此次赴日觀摩參訪團於參觀垃圾

處理場說明會中，多位里長所提問題，諸如：垃圾處理市民是否需付費？、垃圾

焚化後灰渣如何再利用、由灰渣再利用產製之鋪磚透水性如何等，就實際情況言，

就日方垃圾場說明及里長所提問題加以比對，不難發現，在日本國內及我國有關

垃圾處理方式及作法，基本方向已趨近於一致，所不同者，僅在於執行細部及延

伸作為之差異，故垃圾處理及其相關環保政策之推動與執行，焚化處理方式是現

今的的主流趨勢，在未來時間裡，配合環保科技的研究與提升，垃圾處理方式的

再次更張，進而讓垃圾處理精進作為較之目前更具前瞻性與效益性，仍是可能且

值得期待的。 

  84 年 3 月 28 日正式營運的木柵垃圾焚化廠，至今營運時間已 10 年有餘，在建

廠之初，由於地方民眾未能充分了解焚化廠設置的必要性及其對環保所具的長遠

重要性，也曾經受到一定程度的質疑，惟在經過與社區民眾充分溝通說明及焚化

場設備環保高標準機制的建立下，終能長年保持順利運轉狀態。 

  據此觀之，都會中環保相關設施之設置，為了有效減緩執行層面之衝擊與阻力，

與地區民眾充分溝通與教育宣導，是最重要且不可忽視的過程，東京都眾多垃圾

焚化廠能夠順利運作，於各地分別設置建廠之初，並非沒有歷經相同的陣痛期，

在許多訴諸民意的紛擾中，他們以建廠設備達到最高品質要求做為保證與承諾的

堅實基礎，終究得以獲得民眾的充分信任，使都會垃圾處理問題不再成為政府與

民眾的爭執夢懨，本市在三座焚化廠先後建廠時，由於市府及環保局進行完整規

劃及進行緊密周詳溝通說明，直至完成設廠建置及實際運作過程，亦少有重大抗

爭事件發生，這就可較為完整的看出，宣導教育與設備品質是得否獲得民眾信賴

與支持的關鍵所在。 

  日本東京都 23 區都能各自單獨設置區域性垃圾處理場，若以國內民眾對相關垃

圾設施設置的想法來說，台北市要達到如東京都區區都有垃圾處理場區的目標（姑

且不論處理容量是否足敷需求問題），勢必是超高難度的艱鉅任務；由於本區里長

處此多元化社會中，對於如何扮演地方意見領袖及增進民眾福祉、協助推動各項

政策面向上，已具備了高度的認知素養，肩負著多元服務使命的里長們，能夠經

由首次跨國環保考察行程的參與，充分就兩地垃圾處理方式，進行深入性的了解，

對於里長未來基層服務及環保相關工作的配合推展，必能發揮深遠影響，尤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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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里每年必須配合執行木柵垃圾焚化廠回饋經費，各里里長對此項經費得之不

易及區民的重要意義深有了解，以致每一年度回饋經費各里分配額度確定之後，

都能審慎而適切的加以配合執行，藉以達成回饋受益於全體區民的預期目標，而

此一焚化廠實質回饋區民作法，若與東京都相較，即使有些許不同，但其實際以

民眾需求考量及追求環保提升的目標幾無二致，這也是此行的另一收穫。 

  東京都有關垃圾處理費用也類似我國向市民徵收的作法，只是徵收方式有所不

同，台北市早期隨水費徵收垃圾處理費的方式，由於實施一段時間之後，有著「使

用水量多寡不一定與垃圾產生量成正比」的聲音出現，市政府基於體察民意及落

實垃圾減量的考慮，幾經審慎評估及周密規劃，毅然自 89 年 7 月起創全國之先實

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在此項政策實施前，經過環保單位、區公所及各里辦公處進

行綿密宣導，實施初期雖呈現短暫紊亂現象，卻仍很快消除民眾適應上的疑慮，

並且全力配合此項環保新政策的實施，使隨袋徵收首創之環保重要政策於獲致成

功起步之後，兼而廣獲收費公平、垃圾減量及資源回收量大幅增加之高度效能，

根據最新統計資料顯示，自本市推行垃圾費隨袋徵收至今，垃圾減量已達 57％，

預估至 95 年年底垃圾減量更將達到 60％以上，由此數據就足以印證本市推行垃圾

費隨袋徵收的可觀成果，而由於垃圾減量後相對兼具增加資源回收量、提高垃圾

掩埋場使用年限及減緩焚化場的新設等多重效益，此一政策的成功例證，讓國內

環保推動的努力成果獲得最有力的堅實支撐基礎。 

  從日本觀摩參訪所獲致之資訊及我國漸次推動多項環保政策成效加以驗證，環

保政策之推動過程中，存在著許多不確定因素，事前的周密評估規劃及後續堅定

的執行信念是確保最後成功的不二法門。 

 

肆、建議 

 

就都會型態相似於本市的日本東京垃圾處理部份，東京都「垃圾管收集系統」

的推動具有減少垃圾集運過程噪音、空氣、污水污染及減卻交通衝擊、方便市民

不定時垃圾投置等諸多好處，在住家及公司行號密集的都會環境中，經由共同管

溝的逐步成行，進而以佈設管路收集一般性廢棄物，是未來推動多元垃圾處理方

式可以思考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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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位於都會中

心的有明清

掃工廠 

 

清掃工廠區

道路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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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參訪團仔細

聆聽廠方說

明簡報 

 

場方進行簡

報說明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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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由旅行社代表協助

進行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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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外界參考之宣導說

明摺頁(一)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外界參考之宣導說

明摺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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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外界參考之宣導說

明摺頁(三)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外界參考之宣導說

明摺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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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外界參考之宣導說

明摺頁(五)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外界參考之宣導說

明摺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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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垃圾場建物

結構立體剖

面模型 

 

垃圾處理後

再生各類生

活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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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垃圾焚化處理操作

及監測控制室 

 

垃圾處理廠電腦化

指揮監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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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垃圾處理廠區內區

域說明標示牌(一) 

 

 

 

 

垃圾處理廠區內區

域說明標示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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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垃圾處理廠區內區

域說明標示牌(三) 

 

垃圾處理廠區內區

域說明標示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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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說明 

有明清掃工廠井然

潔淨的廠區道路 

 

有明清掃工廠提供

各界參訪見習的專

設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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