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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一、依據 

我國廢棄物管理之方向，過往 20 年來改變甚鉅，自行政院

92 年 12 月 4 日核定「垃圾處理方案之檢討與展望」，我國參照

先進國家經驗，以「源頭減量、資源回收」兩大主軸，配合資源

永續觀點，提倡以綠色生產、綠色消費、源頭減量、資源回收、

再使用及再生利用等方式，將資源有效循環利用，起步邁向「垃

圾全回收、零廢棄」目標。為落實前述方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以下簡稱本署）階段性推動以下計畫：92 至 95 年「挑戰 2008：

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綠色產業－資源再生利用計畫」、93 至 95

年「垃圾全分類零廢棄群組三年行動計畫」、96 至 101 年「一般

廢棄物資源循環推動計畫」、102 至 106 年「資源永續循環利用

推動計畫」及 107 至 111 年「一般廢棄物減量及資源循環推動計

畫」，已完成各階段性目標。 

近 10 年來隨著全球趨勢與發展，各國持續檢討人類過往「線

性經濟」之發展模式，「循環經濟」之理念逐漸於國際成形。109

年 5 月 20 日，蔡英文總統於就職演說也提到：「…在產業發展

方面，我們更要抓住時機，在 5+2 產業創新的既有基礎上，打造

「六大核心戰略產業」，讓台灣成為未來全球經濟的關鍵力

量。…」，循環經濟即為「5+2 產業創新」重點政策之一，如何

以資源循環為核心理念，串聯建構從動脈產業（製造與消費）到

靜脈產業（資源回收再利用），進一步促進我國邁向循環經濟，

為現階段政府之重要任務。 

我國為建立資源永續利用之社會，於 91 年便訂定「資源回

收再利用法」（下稱資再法），據以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

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減輕環境負荷。本署依資再法第

5 條設立「再生資源回收再利用促進委員會」，負責審議主管機

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擬資源循環重大政策、措施等各類公

告指定事項與執行運作之協調、評估，並制定「資源回收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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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計畫」作為委員會推動依據。 

而於 106 年時，本署進一步核定「資源回收再利用推動計畫

(107-109 年)」，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共同推動資源循環，包括

生產、消費、廢棄物管理及二次料市場等四大面向 12 項推動策

略，93 項推動措施。並於同年報院核定辦理「一般廢棄物減量

及資源循環推動計畫（107-111 年）」，逐步將過往廢棄物清理之

作法，調整為減量、回收與資源循環並重。而為推動廢棄物管理

精進策略，本署於 110 年 7 月 16 日向行政院報告廢棄物處理及

去化，奉示推動可燃廢棄物轉廢為能、有機廢棄物生質能源化及

無機廢棄物永續資源利用海域工程三項重大政策，由院長親自

督導辦理。三大政策執行策略為可燃廢棄物燃料化轉廢為能生

成再生能源、有機廢棄物共同循環利用產製生質能源、無機廢棄

物開發永續資源利用的海域工程填海造地。另於 110 年 12 月 30

日由行政院秘書長主持之「事業廢棄物處理研商」會議，本署奉

示統籌處理設施量能規劃及推動事宜，經濟部及科技部儘速釋

出園區土地，並輔導產源做好減量、分類、清理工作。針對市場

上規模不足、需特殊技術處理之有害廢棄物、需特別關注或新興

廢棄物，由本署推動設置相關處理設施。 

綜合上述理念與沿革，展望 112 至 116 年，本署持續以達成

「零廢棄」及建構「資源永續循環社會」為目標，推動各項源頭

減量與循環再生工作，邁向循環型生產與生活方式，爰續研擬

「減量回收及資源循環推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冀以增進

生產者與消費者參與資源整合與廢棄物管理，賡續落實增加資

源循環與二次料經濟效益，以提高資源有效永續循環利用，提升

國家整體綠色競爭力，持續邁向資源全循環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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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本計畫主要目標係以物料資源角度，完整盤點廢棄資源、推動

能資源化及建立媒合管道，且強化可再利用資源管理，確保品質及

掌握流向，使再利用產品適材適所。精進廢棄物源頭減量及資源回

收，強化一次用產品減量及分類回收措施，推行循環採購以節約自

然資源，同時，解決石綿、水肥、廢木料等物質清理量能之問題，

促使達成資源全循環零廢棄，本計畫分為「物料資源循環計畫」、

「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及「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

計畫」共 3 項子計畫。 

一、目標說明 

（一）建構廢棄物管理及處理轉變為資源循環之體系 

（二）精進源頭減量並推行循環採購以節約自然資源 

（三）解決石綿、水肥、廢木料等物質清理量能問題 

物料資源
循環計畫

源頭減量及
循環採購計畫

具挑戰及須關注
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建構廢棄物
管理及處理
轉變為資源
循環之體系

精進源頭減
量並推行循
環採購以節
約自然資源

解決石綿、
水肥、廢木
料等物質清
理量能問題

 

圖 2.1-1  本計畫各項子計畫及目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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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達成目標之限制 

「物料資源循環計畫」、「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及「具

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等各項工作，皆需仰賴政府、

產業及全民共同推動及配合辦理，亦須中央各部會及各地方政

府相互合作分工，共同推動各物料資源循環、強化廢棄物源頭減

量、推行循環採購、持續推動分類回收與資源利用相關工作，相

關角色缺一不可。然而，資源循環相關政策推動過程，為使經濟

與人民生活衝擊最小化，產業如何獲得誘因願意投資、全民如何

將環保成為習慣，均為重要課題。舉例來說，政府於推動再生料

之使用比例提升之際，便受到原物料與再生料價格限制、用途競

合等現實條件，此在自由民主之臺灣為資源循環全面推廣之限

制。 

三、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各工作項目之分年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詳表 2.3-1 所

示，茲就各績效指標分述如下： 

（一）計畫主要績效指標 

在推動計畫相關工作後，可促進廢棄物轉廢為能利用，

提高資源循環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浪費及廢棄物產生，使資

源有效循環利用。 

本項指標以「資源循環減碳效益」、「資源生產力」、「一

次用產品減量數」及「石綿清除處理量」為主要績效指標，

各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分別述敘如下： 

1. 資源循環減碳效益 

為因應國際間討論度逐年上升之碳中和議題，我國近

年亦將政策減碳效益視為重要績效。本署氣候變遷辦公室

每年針對部門計算全國溫室氣體減量等相關數據，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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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針對相關推動議題與物料之策略，個別假設計算情境與

條件，設計本計畫之年度減碳效益，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

73.52 萬公噸、113 年 92.52 萬公噸、114 年 112.53 萬公

噸、115 年 131.54 萬公噸，及 116 年 149.54 萬公噸。 

2. 資源生產力 

資源生產力(Resource Productivity)為衡量每單位物質

消費量所得之生產總值之指標，計算方式為當年度國內生

產總額（Gross National Product，簡稱 GDP，以新臺幣為

單 位 ） 除 以 國 內 物 質 消 費 量 (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簡稱 DMC，以公斤為單位)。其中，本指標

內 GDP 採用實質 GDP，以減少通貨膨脹對數值之影響，

呈現我國實質經濟表現；而 DMC 方面，其定義為我國「進

口物質量」與「國內所有開採並使用之物質量」加總後，

扣除出口之物質量。資源生產力對一個經濟體來說，具備

評估資源使用效率之涵義，例如具產品高值化技術者，可

製造較高經濟價值之產品，進而提升資源生產力指標；而

以物質使用而論，越能使用再生料者，可降低 DMC（降

低進口物質、國內開採並使用之物質量），亦可提升資源

生產力數值。經統計，我國 109 年資源生產力數值為 76.97

元/公斤，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 90.44 元/公斤，113 年 92.97

元/公斤，114 年 95.48 元/公斤，115 年 98.06 元/公斤，及

116 年 100.71 元/公斤。 

3. 一次用產品減量數 

推動「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各項工作可強化廢

棄物源頭減量，並強化分類回收，以「一次用產品減量數」

為績效指標，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至 116 年一次用產品使

用量每年減少 2,500 萬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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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綿清除處理量 

推動本項績效指標定義為石綿清除處理量，以 109 年

石綿清理費用每億元約 2,000 公噸為基準計算，目標值分

別為 112 年 0.2 萬公噸、113 年 0.4 萬公噸、114 年 0.6 萬

公噸、115 年 1 萬公噸及 116 年 1 萬公噸。 

（二）計畫各項推動副指標 

另針對特定重點工作，則訂定「建立生物質自主及區域

型循環示範場」、「塑膠再生料使用量」、「製作 SRF 之廢棄物

使用量」及「無機循環利用量」等推動副指標，各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及目標值分別述敘如下： 

1. 建立生物質自主及區域型循環示範場 3 場次 

為逐步提升我國生物質區域型循環，本計畫預計於

113 年、114 年及 116 年，各建立 1 場次自主及區域型循

環示範模式。 

2. 塑膠再生料使用量 

推廣塑膠再生料使用，逐步提升業者製程使用塑膠再

生料數量。以 109年塑膠再生料使用量 5.5萬公噸為基準，

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 11 萬公噸、113 年 13 萬公噸、114

年 15 萬公噸、115 年 17 萬公噸及 116 年 19 萬公噸。 

3. 製作 SRF 之廢棄物使用量 

推動有機廢棄物能源化循環，拓展有機廢棄物進行能

源化再利用使用，促使其在完善技術管理、品質規範及環

境安全下，製作成具價值之固體再生燃料，提供鍋爐、專

用電廠及水泥窯取代煤炭使用。以 109 年廢棄物使用數量

35 萬公噸為基準，預估未來廢棄物使用量分別為 1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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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萬公噸、113 年 50 萬公噸、114 年 53 萬公噸、115 年

55 萬公噸及 116 年 57 萬公噸。 

4. 無機循環利用量 

推動無機再生粒料資源循環，在工程可行、環境安心

及管理嚴謹下，適材適所應用於陸域及海域用途(含港區

造地工程)。選定國內 4 項主要無機再生粒料來源焚化底

渣、氧化碴、還原碴及轉爐石，以 109 年再利用量 316 萬

公噸為基準，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 359 萬公噸、113 年 363

萬公噸、114 年 367 萬公噸、115 年 371 萬公噸及 116 年

375 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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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績效指標年度目標值 

項目 績效指標 
現況 各年度目標值 

總計 
109 112 113 114 115 116 

(一)物料資源

循環計畫 

(二)源頭減量

及循環採購

計畫 

(三)具挑戰及

須關注廢棄

物清除處理

計畫 

資源循環減碳效益(萬公噸)1、2 46.51 73.52 92.52 112.53 131.54 149.54 559.65 

資源生產力 3（元/公斤） 76.97 90.44 92.97 95.48 98.06 100.71 - 

一次用產品減量數(萬個) 1,488 2,500 2,500 2,500 2,500 2,500 12,500 

石綿清除處理量(萬公噸) - 0.2 0.4 0.6 1.0 1.0 3.2 

備註： 

1. 資源循環減碳效益以二氧化碳當量計算。 

2. 各項目資源循環減碳效益計算方式如下： 

 有機物質資源循環 

(1) 生物質：依 IPCC 減碳計算方法，生物質燃料之淨 CO2排放，在能源部門被視為 0，本計畫採保守估計，此部分忽略不計。 

(2) 塑膠： 

每年減碳增長量(69.12+34.56)/6=17.28 公噸 

A.回收減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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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8 年歐盟報告顯示，回收 1 公噸廢塑膠可減少 2 公噸 CO2e 排放 

b.國內現階段塑膠使用量為 270 萬公噸，回收率為 50%，推估 2030 年回收率 70%；查國內塑膠包裝占總塑膠之量約為

25.6% 

c.估算 2025 年和 2030 年因回收而得到的減碳量為：2025 年 270 萬公噸×25.6%×50%×2 公噸 CO2e=69.12 萬公噸 

B.減量減碳： 

a.2018 年歐盟報告顯示，回收 1 公噸廢塑膠可減少 2 公噸 CO2e 排放 

b.規劃 2025 年減量 25%的目標和 2030 年減少 35%的目標 

c.估算減量 2025 年：270 萬公噸×25.6%×25%×2 噸 CO2e=34.56 萬公噸 

(3) 固體再生燃料（SRF）： 

A. 國際上定義生質物之碳排放係數為零，而適燃性廢棄物製成 SRF 中含有許多非生質物之物質(如塑膠、橡膠等)，在計算

SRF 燃料之實際碳排放係數時，需考量其生質物比例。 

B. SRF 取代化石燃料之減碳效益是同步計算燃料之碳排放量(非生質物部分)及化石燃料之取代率。鍋爐能源效率為計算化石

燃料之取代率必須計算之參數。 

C. 以 109 年廢棄物使用數量 35 萬公噸為基準，預估未來廢棄物使用量分別為 112 年 47 萬公噸、113 年 50 萬公噸、114 年 53

萬公噸、115 年 55 萬公噸及 116 年 57 萬公噸，進行計算。 

(4) 化學品溶劑：忽略不計。 

 無機再生粒料資源循環： 

(1) 選定國內 4 項主要無機再生粒料來源焚化底渣、氧化碴、還原碴及轉爐石，以 109 年再利用量 316 萬公噸為基準，分年目標

值分別為 112 年 359 萬公噸、113 年 363 萬公噸、114 年 367 萬公噸、115 年 371 萬公噸及 116 年 375 萬公噸。 

(2) 經比重換算，以 109 年再利用量 122 萬方為基準，分年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 137 萬方、113 年 139 萬方、114 年 140 萬方、

115 年 142 萬方及 116 年 143 萬方。 

(3) 由於各類無機再生粒料之減碳效益略有不同，參考桃園市工務局及中鋼公司減碳效益相關資料，各項目分別計算減碳效益乘

上當年度再利用目標值後，可得總減碳效益，以 109 年總減碳效益 5,141 公噸 CO2-e 為基準，分年目標值分別為 112 年 5,182

公噸 CO2e、113 年 5,243 公噸 CO2e、114 年 5,304 公噸 CO2e、115 年 5,364 公噸 CO2e 及 116 年 5,425 公噸 CO2e。 

3. 資源生產力所運用之「實質 GDP」除以「DMC（進口物質數量+國內所有開採並使用之物質-出口物質數量）」之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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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執行策略及方法 

一、主要工作項目 

本計畫主要為完整盤點廢棄資源、推動能資源化及建立媒

合管道，且強化可再利用資源管理，確保品質及掌握資源物質

流向，使再利用產品適材適所，推動資源永續循環。 

而為因應國際環保趨勢，邁向淨零碳排時代，且配合國家

發展方針、各界需求以及民眾關心議題，須持續推動並精進源

頭減量等工作，另亦須掌握新型態商業模式，鼓勵各界推動循

環採購商業模式，協助消費模式轉型，延長產品生命週期，促

進資源永續循環，以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 

此外，對於石綿、水肥、廢木料等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

清理相關工作，提供地方經費以促進地方配合推動之意願，協

助地方盤點及妥善清理石綿、水肥、廢木料等物質，以解決清

理量能之問題。 

綜整前述項目如圖 3.1-1，本計畫規劃 3 項旗艦計畫： 

（一）物料資源循環計畫 

（二）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 

（三）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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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計
畫

物料資源循環計畫

源頭減量及循環採
購計畫

具挑戰及須關注廢
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生物質

重點項目

有機化學物質

無機再生粒料

化學品

強化一次用產品
減量及限塑

循環採購引領
綠色消費

石綿建材廢棄物
清除處理

設置水肥處理設施

促參方式設置廢木
料處理設施

 

圖 3.1-1  本計畫主要工作項目執行架構 

二、執行策略與步驟（方法） 

本計畫主要係以物料資源角度，建立資料庫進行整體盤點，

找出關鍵項目、分流應用，辦理示範計畫，建立標準規範、流

程與查驗制度及辦理檢測抽驗。精進廢棄物源頭減量及資源回

收，強化一次用產品減量及分類回收措施，推行循環採購以節

約自然資源，並建立資源物質流向追蹤系統整合模式，同時，

解決石綿、水肥、廢木料等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理量能之

問題。 

推動資源循環為國家應長期持續推動之工作，本計畫整體

推動策略說明如下，分期（年）執行策略詳表 3.2-1 所示： 

1. 健全物料基線資料，推動產品綠色設計，提高生產流程能

資源效率。 

2. 延長產品壽命，推動循環採購，並引領綠色消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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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強化物料與廢棄物分流，建立數位化工具應用，完善物料

循環體系。 

4. 優化再生產品循環規範，建立誘因促進產業創新，加強溝

通與教育。 

表 3.2-1  分期（年）執行策略 

子計畫 執行策略 重點措施 112 113 114 115 116 

物料資

源循環

計畫 

1. 促進生物質資源

循環及能源化 

 建構生物質資料庫 ● ● ● ● ● 

 建立生物質循環示範模式及推廣 ● ● ● ● ● 

 訂定品質規範及指引 ● ● ● ● ● 

 補助地方建置區域型生物質循環

機制 ● ● ● ● ● 

2. 促進有機化學物

質(塑膠)資源循環

及能源化 

 推動替代材質使用 ● ● ● ● ● 

 升設備與技術，建置體系加強回

收 ● ● ● ● ● 

 完善管理機制，推動循環再生 ● ● ● ● ● 

 建立固體再生燃料管理及驗證制

度 ● ● ● ● ● 

 推動固體再生燃料製造與使用，

及衍生灰渣循環利用 ● ● ● ● ● 

 補助地方執行固體再生燃料

(SRF)驗證及品管工作 ● ● ● ● ● 

3. 促進無機再生粒

料資源循環 

 建立無機粒料標準規範及流程，

提升環境與工程品質 ● ● ● ● ● 

 適材料適所分流應用 ● ● ● ● ● 

 強化無機粒料應用管理機制，輔

導及鼓勵使用無機粒料 ● ● ● ● ● 

 推動營建資源循環，精進營建廢

棄物分類與再利用 ● ● ● ● ● 

 補助地方辦理無機再生粒料資源

循環 ● ● ● ● ● 

4. 促進化學品資源

循環 

 推動事業分流回收 ● ● ● ● ● 

 評估建立再生化學品品質標準 ● ● ● ● ● 

 推廣產業使用再生化學品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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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計畫 執行策略 重點措施 112 113 114 115 116 

源頭減

量及循

環採購

計畫 

1.強化一次用產品減

量及限塑 

 定期調查一次用產品使用量 ● ● ● ● ● 

 滾動檢討一次用產品減量相關法

令規定 ● ● ● ● ● 

 推動減塑新生活 ● ● ● ● ● 

2.循環採購引領綠色

消費 

 營造循環採購市場機制 ● ● ● ● ● 

 建立循環商業模式 ● ● ● ● ● 

 引領綠色消費文化 ● ● ● ● ● 

3. 補助地方推動廢棄

物源頭減量及強化

分類回收措施 

 補助地方推動一次用產品減量 ● ● ● ● ● 

 垃圾強制分類及垃圾減量稽查 ● ● ● ● ● 

 促進垃圾減量規劃評估(垃圾費

檢討及隨袋徵收) ● ● ● ● ● 

具挑戰

及須關

注廢棄

物清除

處理計

畫 

1.石綿建材廢棄物清

除及處理 

 利用系統分析管理，橫向聯繫環

保建管單位 ● ● ● ● ● 

 研析含石綿建材拆除後廢棄物可

行處理方式 ● ● ● ● ● 

 補助家戶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

理，引導流向妥處 ● ● ● ● ● 

2.設置水肥處理設施 

 盤點潛力合適地點，協助縣市增

(設)建水肥處理設施 ● ● ● ● ● 

 盤點既有水肥處理設施量能，提

升既有設施功能 ● ● ● ● ● 

3.設置廢木料中間處

理設施 
 以促參方式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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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期程與資源需求 

一、計畫期程 

自 112 年至 116 年，共計 5 年。 

二、所需資源說明 

本計畫由公共建設經費、本署基金(環境教育基金、土壤及

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及地方配合款共同執

行，公共建設經費需求 3,146,000 千元，本署基金需求 343,000

千元及地方配合款 492,750 千元，5 年總經費 3,981,750 千元，3

項子計畫執行經費與占比如表 4.2-1 所示，各工作項目經費編列

情形如表 4.2-2 至表 4.2-3 所示，各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如下： 

表 4.2-1  3 項子計畫執行經費與占比 

 

 

  

公共建設經費 本署基金 地方配合款 小計 占總經費比率(%)

物料資源循環計畫 975,000 107,000 75,000 1,157,000 29%

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 475,000 196,000 75,000 746,000 19%

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1,696,000 40,000 342,750 2,078,750 52%

合計(千元) 3,146,000 343,000 492,750 3,981,750 -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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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物料資源循環計畫 

物料資源循環計畫，共需 1,157,000 千元，其中，公共建

設經費 975,000 千元，本署基金 107,000 千元，地方配合款

75,000 千元，各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如下： 

1. 促進生物質資源循環及能源化，共需 112,000 千元，由公

共建設經費編列 100,000 千元，本署基金編列 12,000 千

元。 

2. 促進有機化學物質（塑膠）資源循環及能源化，共需

287,500 千元，由公共建設經費編列 250,000 千元，本署

基金編列 37,500 千元。 

3. 促進無機再生粒料資源循環，共需 320,000 千元，由公共

建設經費編列 275,000 千元，本署基金編列 45,000 千元。 

4. 促進化學品資源循環，共需 62,500 千元，由公共建設經

費編列 50,000 千元，本署基金編列 12,500 千元。 

5. 補助地方推動物料資源循環，共需 375,000 千元，由公共

建設經費編列 300,000 千元，地方配合款編列 75,000 千

元，其他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 

（二）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 

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共需 746,000 千元。其中，公

共建設經費 475,000 千元，本署基金 196,000 千元，地方配合

款 75,000 千元，各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如下： 

1. 推動強化一次用產品減量及限塑，共需 100,000 千元，由

公共建設經費編列 100,000 千元。 

2. 推動循環採購引領綠色消費，共需 271,000 千元，由公共

建設經費編列 75,000 千元，本署基金編列 196,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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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補助地方推動廢棄物源頭減量及強化分類回收措施，共需

375,000 千元，由公共建設經費編列 300,000 千元，地方

配合款編列 75,000 千元，其他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 

（三）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共需 2,078,750 千

元。其中，公共建設經費 1,696,000 千元，本署基金 40,000 千

元，地方配合款 342,750 千元，各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如下： 

1. 推動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共需 65,000 千元，由公

共建設經費編列 25,000千元，本署基金編列 40,000千元。 

2. 補助家戶石綿建材廢棄物清除處理，共需 1,600,000千元，

由公共建設經費編列 1,280,000 千元，地方配合款編列

320,000 千元，其他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 

3. 補助地方設置水肥處理設施，共需 113,750 千元，由公共

建設經費編列 91,000千元，地方配合款編列 22,750千元，

其他不足部分由地方政府自籌。 

4. 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共需 300,000 千元，由公共建設經

費編列 300,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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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112 至 116 年中央與地方經費需求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本署自辦 補助地方執行 合計 本署自辦 補助地方執行 合計 本署自辦 補助地方執行 合計 本署自辦 補助地方執行 合計 本署自辦 補助地方執行 合計 本署自辦 補助地方執行 合計

環教基金 5,000 0 5,000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1,000 0 1,000

土污基金 33,000 0 33,000 6,600 0 6,600 6,600 0 6,600 6,600 0 6,600 6,600 0 6,600 6,600 0 6,600

回收基金 69,000 0 69,000 13,800 0 13,800 13,800 0 13,800 13,800 0 13,800 13,800 0 13,800 13,800 0 13,800

小計 107,000 0 107,000 21,400 0 21,400 21,400 0 21,400 21,400 0 21,400 21,400 0 21,400 21,400 0 21,400

公共建設

預算
675,000 300,000 97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小計 675,000 300,000 97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135,000 60,000 195,000

0 75,000 7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782,000 375,000 1,157,000 156,400 75,000 231,400 156,400 75,000 231,400 156,400 75,000 231,400 156,400 75,000 231,400 156,400 75,000 231,400

環教基金 114,500 0 114,500 22,900 0 22,900 22,900 0 22,900 22,900 0 22,900 22,900 0 22,900 22,900 0 22,900

土污基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回收基金 81,500 0 81,500 16,300 0 16,300 16,300 0 16,300 16,300 0 16,300 16,300 0 16,300 16,300 0 16,300

小計 196,000 0 196,000 39,200 0 39,200 39,200 0 39,200 39,200 0 39,200 39,200 0 39,200 39,200 0 39,200

公共建設

預算
175,000 300,000 47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小計 175,000 300,000 47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35,000 60,000 95,000

0 75,000 7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0 15,000 15,000

371,000 375,000 746,000 74,200 75,000 149,200 74,200 75,000 149,200 74,200 75,000 149,200 74,200 75,000 149,200 74,200 75,000 149,200

環教基金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土污基金 25,000 0 25,000 5,000 0 5,000 5,000 0 5,000 5,000 0 5,000 5,000 0 5,000 5,000 0 5,000

回收基金 15,000 0 15,000 3,000 0 3,000 3,000 0 3,000 3,000 0 3,000 3,000 0 3,000 3,000 0 3,000

小計 40,000 0 40,000 8,000 0 8,000 8,000 0 8,000 8,000 0 8,000 8,000 0 8,000 8,000 0 8,000

公共建設

預算
325,000 1,371,000 1,696,000 65,000 98,200 163,200 65,000 178,200 243,200 65,000 258,200 323,200 65,000 418,200 483,200 65,000 418,200 483,200

小計 325,000 1,371,000 1,696,000 65,000 98,200 163,200 65,000 178,200 243,200 65,000 258,200 323,200 65,000 418,200 483,200 65,000 418,200 483,200

0 342,750 342,750 0 24,550 24,550 0 44,550 44,550 0 64,550 64,550 0 104,550 104,550 0 104,550 104,550

365,000 1,713,750 2,078,750 73,000 122,750 195,750 73,000 222,750 295,750 73,000 322,750 395,750 73,000 522,750 595,750 73,000 522,750 595,750

環教基金 119,500 0 119,500 23,900 0 23,900 23,900 0 23,900 23,900 0 23,900 23,900 0 23,900 23,900 0 23,900

土污基金 58,000 0 58,000 11,600 0 11,600 11,600 0 11,600 11,600 0 11,600 11,600 0 11,600 11,600 0 11,600

回收基金 165,500 0 165,500 33,100 0 33,100 33,100 0 33,100 33,100 0 33,100 33,100 0 33,100 33,100 0 33,100

小計 343,000 0 343,000 68,600 0 68,600 68,600 0 68,600 68,600 0 68,600 68,600 0 68,600 68,600 0 68,600

公共建設

預算
1,175,000 1,971,000 3,146,000 235,000 218,200 453,200 235,000 298,200 533,200 235,000 378,200 613,200 235,000 538,200 773,200 235,000 538,200 773,200

小計 1,175,000 1,971,000 3,146,000 235,000 218,200 453,200 235,000 298,200 533,200 235,000 378,200 613,200 235,000 538,200 773,200 235,000 538,200 773,200

0 492,750 492,750 0 54,550 54,550 0 74,550 74,550 0 94,550 94,550 0 134,550 134,550 0 134,550 134,550

1,518,000 2,463,750 3,981,750 303,600 272,750 576,350 303,600 372,750 676,350 303,600 472,750 776,350 303,600 672,750 976,350 303,600 672,750 976,350

113年

中央

基金

公務預算

計畫 經費別
112年112-116年總經費

合計

物料資

源循環

計畫

源頭減

量及循

環採購

計畫

中央

基金

公務預算

地方配合款

合計

114年 115年 116年

總計

中央

基金

公務預算

地方配合款

合計

具挑戰

及須關

注廢棄

物清除

處理計

畫

中央

基金

公務預算

地方配合款

合計

地方配合款

112 至 116 年度經費額度各基金視收支財務情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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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112 至 116 年分年中央總預算編列總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促進生物

質資源循

環及能源

化

112,000 0 112,000 22,400 0 22,400 22,400 0 22,400 22,400 0 22,400 22,400 0 22,400 22,400 0 22,400

2.促進有機

化學物質

（塑膠）

資源循環

及能源化

287,500 0 287,500 57,500 0 57,500 57,500 0 57,500 57,500 0 57,500 57,500 0 57,500 57,500 0 57,500

3.促進無機

再生粒料

資源循環

320,000 0 320,000 64,000 0 64,000 64,000 0 64,000 64,000 0 64,000 64,000 0 64,000 64,000 0 64,000

4.促進化學

品資源循

環

62,500 0 62,500 12,500 0 12,500 12,500 0 12,500 12,500 0 12,500 12,500 0 12,500 12,500 0 12,500

5.補助地方

推動物料

循環

300,000 0 30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合計 1,082,000 0 1,082,000 216,400 0 216,400 216,400 0 216,400 216,400 0 216,400 216,400 0 216,400 216,400 0 216,400

比例 100%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1.強化一次

用產品減

量及限塑

100,000 0 100,000 20,000 0 20,000 20,000 0 20,000 20,000 0 20,000 20,000 0 20,000 20,000 0 20,000

2.循環採購

引領綠色

消費

271,000 0 271,000 54,200 0 54,200 54,200 0 54,200 54,200 0 54,200 54,200 0 54,200 54,200 0 54,200

3.補助地方

推動廢棄

物源頭減

量及強化

分類回收

措施

300,000 0 30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合計 671,000 0 671,000 134,200 0 134,200 134,200 0 134,200 134,200 0 134,200 134,200 0 134,200 134,200 0 134,200

比例 100%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100% 0% -

1.石綿建材

廢棄物清

除處理

65,000 0 65,000 13,000 0 13,000 13,000 0 13,000 13,000 0 13,000 13,000 0 13,000 13,000 0 13,000

2.補助家戶

石綿建材

廢棄物清

除處理

1,280,000 0 1,280,000 80,000 0 80,000 160,000 0 160,000 240,000 0 240,000 400,000 0 400,000 400,000 0 400,000

3.補助地方

設置水肥

處理設施

0 91,000 91,000 0 18,200 18,200 0 18,200 18,200 0 18,200 18,200 0 18,200 18,200 0 18,200 18,200

4.設置廢木

料處理設

施

0 300,000 30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0 60,000 60,000

合計 1,345,000 391,000 1,736,000 93,000 78,200 171,200 173,000 78,200 251,200 253,000 78,200 331,200 413,000 78,200 491,200 413,000 78,200 491,200

比例 77% 23% - 54% 46% - 69% 31% - 76% 24% - 84% 16% - 84% 16% -

總計 3,098,000 391,000 3,489,000 443,600 78,200 521,800 523,600 78,200 601,800 603,600 78,200 681,800 763,600 78,200 841,800 763,600 78,200 841,800

比例 88.8% 11.2% - 85.0% 15.0% - 87.0% 13.0% - 88.5% 11.5% - 90.7% 9.3% - 90.7% 9.3% -

(一)物

料資源

循環推

動計畫

(二)源

頭減量

及循環

採購計

畫

(三)具

挑戰及

須關注

廢棄物

清除處

理計畫

工作

項目
細項

總經費(千元) 分年經費需求數(千元)

112-116 112 113 114 115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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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
額度配合情形 

（一）中央總預算經費 

中央總預算 5 年總經費 3,489,000 千元，公共建設經費需

求 3,146,000 千元，本署基金需求 343,000 千元。 

（二）中央總預算分年經費 

1. 112 年度：為 521,800 千元，其中經常門 443,600 千元，資

本門為 78,200 千元。 

2. 113 年度：為 601,800 千元，其中經常門 523,600 千元，資

本門為 78,200 千元。 

3. 114 年度：為 681,800 千元，其中經常門 603,600 千元，資

本門為 78,200 千元。 

4. 115 年度：為 841,800 千元，其中經常門 763,600 千元，資

本門為 78,200 千元。 

5. 116 年度：為 841,800 千元，其中經常門 763,600 千元，資

本門為 78,200 千元。 

（三）中央總預算經費經資比 

中央總預算 5 年總經費 3,489,000 千元，其中經常門經費

為 3,098,000 千元，資本門經費為 391,000 千元，經資比約為

88.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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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果及影響 

本計畫參考行政院國發會「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

務計畫作業手冊」，進行經濟效益評估，結果如下： 

一、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經濟效益評估係以社會觀點，透過經濟分析方法，預估計畫

之經濟成本與效益，以確定計畫妥適性及提高公部門資源使用

效率，並使有限資源達到最適配置。 

由於經濟評估係分析計畫對整體社會之影響，著眼於資源

的消耗與效益的創造，其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部分與財務評估

有所差異。 

（一） 評估基礎年 

本計畫之評估基礎年為民國 112 年。(評估基礎年係設定

一基本年期，將計畫各項之經濟成本與效益以設定之評估基

礎年幣值為基準推估計算，並配合折現率折算為基礎年的價

值。) 

（二） 評估期間 

本計畫期程為 5 年(112 年至 116 年)，考量計畫內容包含

推動資源循環體系等工作需一定期程進行評估，故本計畫之

評估期間為民國 112 年至民國 131 年，共計 20 年。 

（三） 折現率 

本計畫參考 109 及 110 年度中央政府標售 20 年期公債，

加權平均得標利率介於 0.383%~0.754%之間，平均為 0.538%，

故設定折現率為 0.538%。 

（四） 物價上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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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率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及其年增率，100 年至 110 年物價上漲率平均為 0.97%計算。 

二、經濟成本 

（一） 直接成本 

本計畫預算支出經費：將計畫各項工作之建設、執行費

用列為成本，5 年所需成本共計 3,981,750 千元。 

（二） 社會（外部）成本 

本計畫各工作執行項目均不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範應

辦環評之開發規模，故於施工過程無大型機具產生噪音、空

氣污染或交通妨礙等情形，污染削減設施對周圍環境衝擊影

響甚微，可忽略不計。 

三、經濟效益 

（一） 直接效益 

估算本計畫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可獲得廢木料處理費

（2,500 元/公噸）及產製 SRF（200 元/公噸）收入，若以 112

年設廠、113 年運作且每年處理 24 萬公噸廢木料、產製 21.6

萬公噸 SRF，並扣除廢木料設施設備維護成本、操作成本、

管銷成本、衍生廢棄物處理費用以及設備攤提成本（僅攤提

7 年）後，前 7 年成本為 5.54 億元，第 8 年起成本為 5.14 億

元。因此，可估算廢木料設施淨收入為 0.892 億元（前 7 年），

第 8 年起為 1.292 億元。 

（二） 社會（外部）效益 

1. 資源循環減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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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本計畫各項工作後，可得資源循環減碳效益，如表

2.3-1 所示，扣除目前減碳效益現況後，112 年至 116 年減

碳當量分別為：27 萬公噸、46 萬公噸、66 萬公噸、85 萬公

噸及 103 萬公噸。 

另為研議因應氣候變遷，109 年 7 月本署與英國在台辦

事處共同合作，委由國際知名氣候政策研究智庫－倫敦政
經學院格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針對我國

溫室氣體減量政策及碳定價制度設計研議，前開「臺灣碳定
價之選項」（Carbon pricing options for Taiwan）報告建議，

我國碳定價徵稅可由低級別 10 美元/公噸開始（以 2020 年

底匯率（1:28）換算，相當於新臺幣 280 元/公噸），並持續
增加徵收水平，以滿足巴黎協定下國際氣候目標。若以每公

噸 280 元估算，可推估 112 年至 116 年資源循環減碳效益

直接效益，分別約為：0.76 億元、1.29 億元、1.85 億元、
2.38 億元及 2.88 億元。另計畫期程結束後之評估期間，均

以最後一年度之循環減碳效益進行估算。 

2. 塑膠再生料使用效益 

塑膠種類眾多，以 PE 塑膠為例，目前原生料價位約 24

元/公斤，若具有藍天使等認證之 PE 再生料，價格可高達
50 元/公斤，比原生料更有價值，因歐盟要求大廠於塑膠製

品必須摻配 25％再生料，促使再生料價值提升，故使用塑

膠再生料為未來發展趨勢，並非以節省成本為主要目的。 

此外，使用非認證之 PE 塑膠再生料，市場價格通常較

原生料低 5 元/公斤，若依本計畫塑膠再生料使用量之推動

副指標，扣除目前塑膠再生料使用量後計算，則可推估 112

年至 116 年節省效益分別為 2.75 億元、3.75 億元、4.75 億

元、5.75 億元及 6.75 億元。另計畫期程結束後之評估期間，

均以最後一年度之塑膠再生料使用量效益進行估算。 

3. 廢棄物燃料化發電效益 

參考經濟部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30 日預告之「中
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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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附表二內容，再生能源類別為廢棄物，分類屬一般及一

般事業廢棄物且其裝置容量級距為 1 瓩以上時，躉購費率

為 3.9482 元/度，而廢棄物發電年運轉維護費則為 21,857 元

/瓩。 

若依本計畫製作 SRF 廢棄物使用量之副指標，扣除目

前 SRF 使用現況及廢棄物發電年運轉維護費後計算，則可
推估 112 年 SRF 發電效益為-0.89 億元，而 113 年至 116 年

皆為 3.06 億元。另計畫期程結束後之評估期間，均以最後

一年度之 SRF 發電效益進行估算。 

此外，推動資源循環可活絡廢棄物清除、處理及回收產

業，增加動靜脈產業產值，亦可建立四大物質循環再利用體

系，提升產業創新加值技術，透過資源循環鏈結，讓臺灣與

國際接軌，並促進國內外產業供應鏈展開合作等社會效益，

惟其涉及範圍廣泛，難以直接估算效益。 

（三） 不可量化之經濟效益 

1. 梳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生物質再利用，繁瑣規範與條件

限制，建構廢棄生物質再利用品質標準，降低產業應用疑

慮，提升生物質處理業者投資意願，媒合相關產業依特性

需求摻配使用或再製成高值化產品，建立具我國示範性多

元循環模式，打造生物質循環產業發展與市場競爭力，完

成輔導 27 家企業投入生物質資源循環。 

2. 減少農業產生露天燃燒或任意堆置，進而造成空氣污染排

放與公安消防疑慮。 

3. 石綿相關的癌症發展潛伏期長，通常其死亡率曲線遵循石

綿消耗曲線向後平移約 30 至 40 年，臺灣石綿消耗量在

1980 年代中期達高峰，石綿致癌之死亡率曲線預估於

2020 年至 2030 年間達高峰，若能儘早將存在於民眾生活

中之石綿妥善處置，除可減少後續因疾病造成之醫療資源

及全民健康保險的支出及社會成本，也可在石綿相關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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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關注前，讓民眾感受政府對保護環境及維護國民健康之

決心。 

四、經濟效益評估結果 

（一） 經濟淨現值(NPV)：228 億 7,298 萬元 

（二） 經濟益本比(B/C)：6.17 

（三） 經濟內部報酬率(IRR)：101.04% 

由結果得知，以經濟淨現值大於 0、經濟益本比大於 1、經

濟內部報酬率大於折現率 0.538%之情況，本計畫符合經濟效益。

鑑於國際先進國家，已普遍將循環經濟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

重要策略，藉由本計畫之推動，可助於推動資源循環，建構循

環型社會，對社會、生態環境均有正向助益。本計畫經濟效益

評估計算內容詳表 5.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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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1  經濟效益評估表 

 

單位：新臺幣億元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005 1.011 1.016 1.022 1.027 1.033 1.038 1.044 1.049 1.055 1.061 1.067 1.072 1.078 1.084 1.090 1.096 1.101 1.107 1.113

1.010 1.019 1.029 1.039 1.049 1.060 1.070 1.080 1.091 1.101 1.112 1.123 1.134 1.145 1.156 1.167 1.178 1.190 1.201 1.213

5.7635 6.7635 7.7635 9.7635 9.763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直接

效益

廢木料設施收

入(淨收入)
0.000 0.892 0.892 0.892 0.892 0.892 0.892 0.8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1.292

資源循環減碳

效益
0.760 1.290 1.850 2.3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2.880

塑膠再生料使

用效益
2.750 3.750 4.750 5.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6.750

SRF發電效益 -0.89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3.060

2.620 8.992 10.552 12.082 13.582 13.582 13.582 13.5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3.144 2.229 2.789 2.319 3.819 13.582 13.582 13.5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13.982

-3.157 2.248 2.825 2.359 3.901 13.936 13.996 14.056 14.532 14.595 14.657 14.720 14.783 14.847 14.911 14.975 15.039 15.104 15.169 15.234

5.733 6.691 7.640 9.556 9.505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2.606 8.896 10.384 11.825 13.222 13.152 13.081 13.011 13.323 13.252 13.181 13.110 13.040 12.970 12.901 12.832 12.763 12.695 12.627 12.559

(1+i)^t  (I)

項目/年度

折現率(i) 0.538%

物價上漲率(k) 0.970%

(1+k)^t  (K)

投入經費  (Ct)

經濟

效益
外部

效益

合計  (Rt)

內部報酬率  (IRR) 101.04%

228.7289

益本比

投入現值 C

效益現值 B

ΣB/ΣC 6.17

淨現值

Rt-Ct  (M)

(M)*(K)/(I)

N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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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計畫 

經整合本計畫各項工作項目，並參考行政院經建會「公共建

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進行財務計畫評估。

評估結果如下。 

一、基本假設與參數設定 

（一） 評估基礎年：112 年 

（二） 評估期間：民國 112 年至民國 131 年，共計 20 年。 

（三） 物價上漲率：物價上漲率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

消費者物價指數及其年增率，100 年至 110 年物價上

漲率平均為 0.97%計算。 

（四） 地價上漲率：未設定。 

（五） 折舊、攤提與重置：本計畫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之工

作項目，已估列相關營運成本及設備攤提費用，並進

行現金流量分析。 

（六） 利息支出：無。 

（七） 淨現值之折現率：本計畫參考 109 及 110 年度中央政

府標售 20 年期公債，加權平均得標利率介於

0.383%~0.754%之間，平均為 0.538%，故設定折現率

為 0.538%。 

二、成本項目 

本計畫總經費為新臺幣 39 億 8,175 萬元，成本如下： 

（一） 物料資源循環計畫：共需 11 億 5,700 萬元。 

（二） 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共需 7 億 4,600 萬元。 



27 

（三） 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共需 20 億

7,875 萬元。 

三、收入項目 

估算本計畫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可獲得廢木料處理費

（2,500 元/公噸）及產製 SRF（200 元/公噸）收入，若以 112

年設廠、113 年運作且每年處理 24 萬公噸廢木料、產製 21.6

萬公噸 SRF，並扣除廢木料設施設備維護成本、操作成本、

管銷成本、衍生廢棄物處理費用以及設備攤提成本（僅攤提

7 年）後，前 7 年成本為 5.54 億元，第 8 年起成本為 5.14 億

元。因此，可估算廢木料設施淨收入為 0.892 億元（前 7 年），

第 8 年起為 1.292 億元。 

四、現金流量分析 

現金流量分析為瞭解本計畫評估年期中，各年度之現金流

入與流出情形，與提供本計畫各項財務分析，包括：自償率、淨

現值、內部報酬率、獲利指數、折現後回收年期、益本比等，所

需之基本財務分析數據。 

本計畫依據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

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加以計算，本計畫現金流量分析區

間為民國 112 年至民國 131 年，共計 20 年，計算結果如表 6.4-

1 所示。 

此外，因本計畫實質收入項目僅有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時，

所獲得之廢木料處理費及產製 SRF 收入，為事實評估現金流量

資訊，茲就子計畫「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項下，

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之工作項目經費（民國 112 年至 116 年，每

年 6,000 萬元，共計 3 億元），個別計算現金流量分析，計算結

果如表 6.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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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1  現金流量分析表(全計畫)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年度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合計

假設1(年利率) i -

假設2(物價上漲率) k -

(1+i)^t  (I) 1.0054     1.0108     1.0162     1.0217     1.0272     1.0327     1.0383     1.0439     1.0495     1.0551     1.0608     1.0665     1.0722     1.0780     1.0838     1.0896     1.0955     1.1014     1.1073     1.1133     -

(1+k)^t  (K) 1.0097     1.0195     1.0294     1.0394     1.0495     1.0596     1.0699     1.0803     1.0908     1.1013     1.1120     1.1228     1.1337     1.1447     1.1558     1.1670     1.1783     1.1898     1.2013     1.2130     -

壹、投入經費 -

一、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2.3140 2.3140 2.3140 2.3140 2.314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二、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 1.4920 1.4920 1.4920 1.4920 1.492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三、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1.9575 2.9575 3.9575 5.9575 5.957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四、投入經費合計 A 5.7635 6.7635 7.7635 9.7635 9.763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五、投入經費(當年幣值)  B=A*K 5.8194 6.8953 7.9916 10.1479 10.246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六、經費現值 C=B/I 5.7883 6.8217 7.8640 9.9324 9.975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40.3815

貳、預估收入 -

一、廢木料設施收入(淨收入) 0.000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

二、預估收入經費合計D 0.000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

三、預估收入經費(當年幣值)  E=D*K 0.0000 0.9094 0.9182 0.9271 0.9361 0.9452 0.9544 0.9636 1.4093 1.4229 1.4367 1.4507 1.4647 1.4790 1.4933 1.5078 1.5224 1.5372 1.5521 1.5671 -

四、預估收入經費現值 F=E/I 0.0000 0.8997 0.9035 0.9074 0.9113 0.9152 0.9192 0.9231 1.3428 1.3486 1.3544 1.3602 1.3661 1.3719 1.3778 1.3837 1.3897 1.3957 1.4017 1.4077 22.8798

參、現金流量分析 -

一、年現金流量 -5.7635 -5.8715 -6.8715 -8.8715 -8.8715 0.8920 0.8920 0.8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

二、年現金流量淨現值 -5.7883 -5.9221 -6.9605 -9.0250 -9.0637 0.9152 0.9192 0.9231 1.3428 1.3486 1.3544 1.3602 1.3661 1.3719 1.3778 1.3837 1.3897 1.3957 1.4017 1.4077 -

三、累計現金流量 -5.7635 -11.6350 -18.5065 -27.3780 -36.2495 -35.3575 -34.4655 -33.5735 -32.2815 -30.9895 -29.6975 -28.4055 -27.1135 -25.8215 -24.5295 -23.2375 -21.9455 -20.6535 -19.3615 -18.0695 -

四、累計淨現金流量現值 -5.7883 -11.7103 -18.6708 -27.6958 -36.7595 -35.8443 -34.9251 -34.0019 -32.6591 -31.3105 -29.9561 -28.5959 -27.2298 -25.8579 -24.4801 -23.0963 -21.7066 -20.3110 -18.9093 -17.5016 -

56.7%自償率

0.538%

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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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2  現金流量分析表(僅計算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年度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合計

假設1(年利率) i -

假設2(物價上漲率) k -

(1+i)^t  (I) 1.0054   1.0108   1.0162   1.0217   1.0272   1.0327   1.0383   1.0439   1.0495   1.0551   1.0608   1.0665   1.0722    1.0780    1.0838    1.0896    1.0955    1.1014    1.1073    1.1133    -

(1+k)^t  (K) 1.0097   1.0195   1.0294   1.0394   1.0495   1.0596   1.0699   1.0803   1.0908   1.1013   1.1120   1.1228   1.1337    1.1447    1.1558    1.1670    1.1783    1.1898    1.2013    1.2130    -

壹、投入經費 -

一、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僅設置廢木料設施經費)
0.6000 0.6000 0.6000 0.6000 0.6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二、投入經費合計 A 0.6000 0.6000 0.6000 0.6000 0.6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三、投入經費(當年幣值)  B=A*K 0.6058 0.6117 0.6176 0.6236 0.6297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四、經費現值 C=B/I 0.6026 0.6052 0.6078 0.6104 0.613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0389

貳、預估收入 -

一、廢木料設施收入(淨收入) 0.000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

二、預估收入經費合計D 0.000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0.8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

三、預估收入經費(當年幣值)  E=D*K 0.0000 0.9094 0.9182 0.9271 0.9361 0.9452 0.9544 0.9636 1.4093 1.4229 1.4367 1.4507 1.4647 1.4790 1.4933 1.5078 1.5224 1.5372 1.5521 1.5671 -

四、預估收入經費現值 F=E/I 0.0000 0.8997 0.9035 0.9074 0.9113 0.9152 0.9192 0.9231 1.3428 1.3486 1.3544 1.3602 1.3661 1.3719 1.3778 1.3837 1.3897 1.3957 1.4017 1.4077 22.8798

參、現金流量分析 -

一、年現金流量 -0.6000 0.2920 0.2920 0.2920 0.2920 0.8920 0.8920 0.8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1.2920 -

二、年現金流量淨現值 -0.6026 0.2945 0.2958 0.2971 0.2983 0.9152 0.9192 0.9231 1.3428 1.3486 1.3544 1.3602 1.3661 1.3719 1.3778 1.3837 1.3897 1.3957 1.4017 1.4077 -

三、累計現金流量 -0.6000 -0.3080 -0.0160 0.2760 0.5680 1.4600 2.3520 3.2440 4.5360 5.8280 7.1200 8.4120 9.7040 10.9960 12.2880 13.5800 14.8720 16.1640 17.4560 18.7480 -

四、累計淨現金流量現值 -0.6026 -0.3081 -0.0123 0.2848 0.5831 1.4983 2.4175 3.3406 4.6835 6.0321 7.3865 8.7467 10.1128 11.4847 12.8625 14.2463 15.6359 17.0316 18.4333 19.8410 -

752.9%自償率

0.538%

0.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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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3  現金流量分析表(扣除具自償性質項目) 

 

單位：新臺幣億元 

  

項目/年度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合計

假設1(年利率) i -

假設2(物價上漲率) k -

(1+i)^t  (I) 1.0054     1.0108     1.0162     1.0217     1.0272     1.0327     1.0383     1.0439     1.0495     1.0551     1.0608     1.0665     1.0722     1.0780     1.0838     1.0896     1.0955     1.1014     1.1073     1.1133     -

(1+k)^t  (K) 1.0097     1.0195     1.0294     1.0394     1.0495     1.0596     1.0699     1.0803     1.0908     1.1013     1.1120     1.1228     1.1337     1.1447     1.1558     1.1670     1.1783     1.1898     1.2013     1.2130     -

壹、投入經費 -

一、資源循環推動計畫 2.3140 2.3140 2.3140 2.3140 2.314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二、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計畫 1.4920 1.4920 1.4920 1.4920 1.492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三、具挑戰及須關注廢棄物清除處理計畫 1.3575 2.3575 3.3575 5.3575 5.357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四、投入經費合計 A 5.1635 6.1635 7.1635 9.1635 9.163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五、投入經費(當年幣值)  B=A*K 5.2136 6.2837 7.3740 9.5243 9.616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六、經費現值 C=B/I 5.1857 6.2166 7.2562 9.3220 9.362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37.3426

貳、預估收入 0

參、現金流量分析 -

一、年現金流量 -5.1635 -6.1635 -7.1635 -9.1635 -9.1635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二、年現金流量淨現值 -5.1857 -6.2166 -7.2562 -9.3220 -9.362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

三、累計現金流量 -5.1635 -11.3270 -18.4905 -27.6540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36.8175 -

四、累計淨現金流量現值 -5.1857 -11.4023 -18.6585 -27.9805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37.3426 -

≤  0自償率

0.538%

0.970%

無實質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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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自償率分析 

（一） 直接費用收入 

本計畫多屬非收入量化之環境效益，實質收入項

目僅有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所獲得之廢木料處理費

及產製 SRF 收入。 

（二） 自償率與計畫具自償性質項目之分析 

本計畫具自償性質之工作項目僅有「設置廢木料

處理設施」，為洞悉相關工作對於整體自償率之影響，

本計畫分別針對全計畫、僅計算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

經費，及扣除具自償性質項目等情境，計算個別自償

率。 

1. 自償率(全計畫經費)：56.7%。(表 6.4-1) 

2. 自償率(僅計算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經費)：752.9%。

(表 6.4-2) 

3. 自償率(扣除具自償性質項目)：小於等於 0。(表 6.4-3) 

（三） 自償率分析小結 

全計畫經費自償率為 56.7%小於 1，顯示本計畫

未具完全自償；若僅計算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經費，

自償率則為 752.9%大於 1，顯示該工作項目具完全自

償能力，所投入之建設成本可完全由淨營運收入回收；

如計畫扣除具自償性項目（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則

自償率小於等於 0。因廢木料廠規劃以促參方式辦理

前開工作，考量促參方式採民間機構營運，須具備吸

引民間投資之誘因，惟為確保廢木料處理設施執行效

益及順利推動，本計畫經費仍以包含具自償性質之廢

木料廠之費用進行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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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財源籌措計畫 

（一） 本計畫 112 年至 116 年總經費需求，共計 5 年總經費

39 億 8,175 萬元。公共建設經費 31 億 4,600 萬元、本

署基金配合 3 億 4,300 萬元，地方配合款 4 億 9,275 萬

元。 

（二） 本計畫對地方政府補助比率等級，參採「中央對直轄

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作業注意事項」分為 5 級；實

際補助比率依本計畫辦理。 

（三） 計畫執行期間依據地方政府推動與配合情形，加以檢

討調整補助比率及計畫補助項目。 

（四） 本計畫各工作項目推動，多屬非收入量化之環境效益，

較無法透過推動成果效益產生財源。 

七、財務效益分析 

本計畫累積淨現值及獲利指數均呈現不具財務效益或無法

計算之結果。依此結果顯示，本計畫對民間企業無經濟誘因，應

由公部門進行投資。然如考量社會之經濟成本效益，且若僅計算

依促參法設置廢木料處理設施經費，其自償率大於 1，顯示對民

間企業具經濟誘因，因此相關工項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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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則 

一、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資源循環與廢棄物減量回收相關工作之推動，需建立相關

配套措施，並由中央機關、地方政府及全民共同參與。若無相關

配套措施，恐造成資源浪費及環境衝擊，相關工作所需經費仍須

仰賴中央社會發展計畫支持，目前並無其他替選方案。 

二、風險管理 

為將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融入日常作業與決策運作，本計

畫參考國家發展委員會 109 年 9 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風險

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手冊」，依相關法令及業務需求管理其風險

或危機，以降低災害之可能及後果，達成施政目標。 

（一） 辨識風險 

為完成本計畫風險管理作業，並利於後續步驟中簡易呈

現所發掘之計畫風險項目，本計畫綜析各類具體影響本計畫

執行之潛在風險，歸類建立計畫風險類別及其代碼如表 7.2-1

所示。 

表 7.2-1  計畫風險類別代碼表 

代碼 計畫風險類別 

A 計畫規劃 

B 撥款及結餘款繳回 

C 執行與管控 

分析本計畫之前期計畫執行情況，並廣泛與資深及業務

熟稔之同仁集體思考及討論，辨識出各項潛在影響本計畫目

標、期程及經費達成之風險項目，據以研析其發生之可能情

境、現有風險對策及可能影響層面，並綜整如表 7.2-2，以降

低災害之可能及後果，達成施政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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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2  計畫風險情境、對策及可能影響層面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影響

層面 

A1：計畫各工作項

目事前未務實進行

可行性評估 

計畫事前未務實進行可行

性、效益性及執行期程評

估，規劃時未掌握相關限

制條件，致實際執行困難

或地方其他機關配合狀況

不佳。 

應事前確實蒐集及掌握相

關限制條件，並辦理可行

性等相關評估。 

期程 

經費 

A2：計畫各工作項

目事前未充分評估

實際需求及執行量

能 

計畫事前未充分評估實際

需求及執行量能，或仍須

協調相關機關取得執行共

識，致延誤執行。 

應先行研析實際需求及執

行量能，並完成整體規劃

及分項計畫之構想與基本

設計。 

期程 

經費 

B1 未按實際進度

及經費需求撥款 

主辦機關以核定或發包後

一次撥款，或按季撥款方

式辦理，並未掌握各補助

項目預定重要關鍵查核點

及實際執行情形，致執行

不力的項目仍持續取得補

助。 

實際撥款時，應先查明各

地方政府受補助計畫之實

際執行進度、經費支用情

形，覈實撥付。 

經費 

C1 主辦機關督導

管制工作未落實 

主辦機關未辦理計畫事項

追蹤管考工作，或對於受

補助單位提出之執行進度

未詳實查核，平時亦未確

實督導，未能有效控管計

畫執行。 

發生補助項目因納入地方

預算、經費核銷或剩餘款

繳回延誤等困難落後時，

即要求各地方政府時提出

改進作法，並持續進行追

蹤。 

期程 

經費 

C2 中央部會未配

合本計畫予以協助 

部分計畫工作項目，需中

央各部會共同推動，部分

部會未予以協助。 

視計畫執行情形，邀集相

關部會，滾動檢討計畫推

動成效及協助事項。 

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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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評估風險 

1. 分析風險 

為具體篩選出重要風險，本計畫參酌歷年計畫執

行實際情況，並依計畫期程，設定風險發生之可能年

限，綜整建立「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表 7.2-

3)及「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表 7.2-4)。 

表 7.2-3  計畫風險可能性評量標準表 

等級(L) 可能性 詳細描述 

3 非常可能 6 年內大部分的情況下發生 

2 可能 6 年內有些情況下會發生 

1 不太可能 6 年內只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 

表 7.2-4  計畫風險影響程度評量標準表 

等級(I) 影響程度 期程 目標 經費 

3 嚴重 期程延長3年(含)以上 目標未達成 ≥30% 經費增加 ≥30% 

2 中度 
期程延長 1 年(含)以

上，未達 3 年 

目標未達成 10% ~ 

30% 

經費增加 10% ~ 

30% 

1 輕微 期程延長未達 1 年 目標未達成<10% 經費增加<10% 

本計畫就所辨識之各項風險，依據前述 2 種評量

標準表及其現有風險對策，分析各項風險發生之可能

性及影響程度，客觀評定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

如「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表 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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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5  計畫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一覽表 

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L)x(I) 
可能

性(L) 

影響

程度

(I) 

A1：計畫

各工作項

目事前未

務實進行

可行性評

估 

計畫事前未

務實進行可

行性、效益

性及執行期

程評估，規

劃時未掌握

相關限制條

件，致實際

執行困難或

地方其他機

關配合狀況

不佳。 

應事前確實蒐集及掌

握相關限制條件，並

辦理可行性等相關評

估。 

期程 

經費 

1 1 1 

A2：計畫

各工作項

目事前未

充分評估

實際需求

及執行量

能 

計畫事前未

充分評估實

際需求及執

行量能，或

仍須協調相

關機關取得

執行共識，

致延誤執

行。 

應先行研析實際需求

及執行量能，並完成

整體規劃及分項計畫

之構想與基本設計。 

期程 

經費 

1 2 2 

B1 未按實

際進度及

經費需求

撥款 

主辦機關以

核定或發包

後一次撥

款，或按季

撥款方式辦

理，並未掌

握各補助項

目預定重要

關鍵查核點

及實際執行

情形，致執

行不力的項

目仍持續取

得補助。 

實際撥款時，應先查

明各地方政府受補助

計畫之實際執行進

度、經費支用情形，

覈實撥付。 

經費 2 1 2 

C1 主辦機

關督導管

制工作未

主辦機關未

辦理計畫事

項追蹤管考

發生補助項目因納入

地方預算、經費核銷

或剩餘款繳回延誤等

期程 

經費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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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項目 風險情境 現有風險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險等級 現有 

風險值

(R)=(L)x(I) 
可能

性(L) 

影響

程度

(I) 

落實 工作，或對

於受補助單

位提出之執

行進度未詳

實查核，平

時亦未確實

督導，未能

有效控管計

畫執行。 

困難落後時，即要求

各地方政府時提出改

進作法，並持續進行

追蹤。 

C2 中央部

會未配合

本計畫予

以協助 

部分計畫工

作項目，需

中央各部會

共同推動，

部分部會未

予以協助。 

視計畫執行情形，邀

集相關部會，滾動檢

討計畫推動成效及協

助事項。 

期程 3 1 3 

2. 評量風險 

本計畫依據前述 2 種評量標準表，並決定以風險

值 R=2 以下之低度風險為風險容忍度，超過此限度之

風險，均予以處理(如圖 7.2-1)。 

嚴重
(3)

R = 3

中度風險
R = 6

高度風險
R = 9

極度風險

中度
(2)

R = 2

低度風險
R = 4

中度風險
R = 6

高度風險

輕微
(1)

R = 1

低度風險
R = 2

低度風險
R = 3

中度風險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R=9)：需立即需立即採取處理行動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高度風險(R=6)：需研擬對策消除或降低其風險。 

中度風險(R=3~4)：仍需進行控管活動降低其風險。 

低度風險(R=1~2)：不需執行特定活動降低其風險。 

圖 7.2-1  計畫風險判斷基準及其風險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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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進一步篩選出重要風險項目，本計畫將所辨

識各項風險之現有風險等級及風險值，與計畫風險判

斷基準比較，建立計畫現有風險圖像，其中「C2：中

央部會未配合本計畫予以協助」為中度風險，「A1：

計畫各工作項目事前未務實進行可行性評估」、「A2：

計畫各工作項目事前未充分評估實際需求及執行量

能」、「B1：未按實際進度及經費需求撥款」及「C1：

主辦機關督導管制工作未落實」為低度風險，計畫現

有風險圖像如圖 7.2-2。 

嚴重
(3)

中度風險
-

高度風險
-

極度風險
-

中度
(2)

低度風險
A2

中度風險
-

高度風險
-

輕微
(1)

低度風險
A1、C1

低度風險
B1

中度風險
C2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0 項(0%) 

高度風險：0 項(0%) 

中度風險：1 項(20%) 

低度風險：4 項(80%) 

圖 7.2-2  計畫現有風險圖像 

（三） 處理風險 

為減少風險對本計畫之負面影響，本計畫依據過去執行

經驗，評估各項風險對策之可行性、成本及利益後，針對風

險項目擬具最適風險對策，重新評定其風險等級及風險值(如

表 7.2-6 計畫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再與風險判斷基準比

較，進而建立計畫殘餘風險圖像如圖 7.2-3。 

原屬中度風險之「C2：中央部會未配合本計畫予以協助」，

未來經加強各部會或地方政府等相關單位溝通及協調後，風

險等級將可降為低度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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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6  計畫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 

風險 

項目 

風險 

情境 

現有風險

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

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x

(I) 

新增風險 

對策 

殘餘風

險等級 

殘餘 

風險

值

(R)=

(L)x

(I) 

可

能

性

(L) 

影

響

程

度

(I) 

可

能

性

(L) 

影

響

程

度

(I) 

A1：計

畫各工

作項目

事前未

務實進

行可行

性評估 

計畫事前

未務實進

行可行

性、效益

性及執行

期程評

估，規劃

時未掌握

相關限制

條件，致

實際執行

困難或地

方其他機

關配合狀

況不佳。 

應事前確

實蒐集及

掌握相關

限制條

件，並辦

理可行性

等相關評

估。 

期程 

經費 

1 1 1 無 1 1 1 

A2：計

畫各工

作項目

事前未

充分評

估實際

需求及

執行量

能 

計畫事前

未充分評

估實際需

求及執行

量能，或

仍須協調

相關機關

取得執行

共識，致

延誤執

行。 

應先行研

析實際需

求及執行

量能，並

完成整體

規劃及分

項計畫之

構想與基

本設計。 

期程 

經費 

1 2 2 無 1 2 2 

B1 未

按實際

進度及

經費需

求撥款 

主辦機關

以核定或

發包後一

次撥款，

或按季撥

款方式辦

理，並未

掌握各補

助項目預

定重要關

實際撥款

時，應先

查明各地

方政府受

補助計畫

之實際執

行進度、

經費支用

情形，覈

實撥付。 

經費 2 1 2 無 2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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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項目 

風險 

情境 

現有風險

對策 

可能

影響

層面 

現有風

險等級 

現有 

風險

值

(R)=

(L)x

(I) 

新增風險 

對策 

殘餘風

險等級 

殘餘 

風險

值

(R)=

(L)x

(I) 

可

能

性

(L) 

影

響

程

度

(I) 

可

能

性

(L) 

影

響

程

度

(I) 

鍵查核點

及實際執

行情形，

致執行不

力的項目

仍持續取

得補助。 

C1 主

辦機關

督導管

制工作

未落實 

主辦機關

未辦理計

畫事項追

蹤管考工

作，或對

於受補助

單位提出

之執行進

度未詳實

查核，平

時亦未確

實督導，

未能有效

控管計畫

執行。 

發生補助

項目因納

入地方預

算、經費

核銷或剩

餘款繳回

延誤等困

難落後

時，即要

求各地方

政府時提

出改進作

法，並持

續進行追

蹤。 

期程 

經費 

1 1 1 無 1 1 1 

C2 中

央部會

未配合

本計畫

予以協

助 

部分計畫

工作項

目，需中

央各部會

共同推

動，部分

部會未予

以協助。 

視計畫執

行情形，

邀集相關

部會，滾

動檢討計

畫推動成

效及協助

事項。 

期程 3 1 3 加強各部會

或地方政府

等相關單位

溝通及協調 

2 1 1 

 

  



41 

嚴重
(3)

中度風險
-

高度風險
-

極度風險
-

中度
(2)

低度風險
A2

中度風險
-

高度風險
-

輕微
(1)

低度風險
A1、C1

低度風險
B1、C2

中度風險
-

影響程度
可能性

不太可能
(1)

可能
(2)

非常可能
(3)

 
極度風險：0 項(0%) 

高度風險：0 項(0%) 

中度風險：0 項(0%) 

低度風險：5 項(100%) 

圖 7.2-3  計畫剩餘風險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