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第 102次委員會議議程 

111年 5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確認第 101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101次委員會議意見及   

辦理情形說明） 

四、報告案：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0年度決算報告 

（報告人：第 4組 陳麗玲） 

五、討論案：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2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報告人：第 4組 陳麗玲） 

（二）111年度「逾執行時效之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 

（報告人：第 3組 連奕偉組長）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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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第 101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0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00 分

地點：本署 5 樓會議室

主席：張召集人子敬                                                     紀錄：吳宜甄

出席人員：王進益  林宏嶽  胡祖舜  張志毓  潘正芬       

          陳惠琳  戴華山  蘇裕惠  沈志修  謝炳輝

                    林玉珮（吳碧霜代） 游建華（黃琮逢代）

          陳盈蓉（耿蕙玲代） 陳佩利（曾志雄代）  

請假人員：何舜琴  張四立  柳宗言  柳雅斐  劉錦龍    

                    陳𡡶如           

列席人員：鍾美娟    方敬勛  王耀晟  魏文宜  趙國芬

          翁文穎  連奕偉  李志怡  翁瑞豪  曹芝寧

          陳麗玲  廖保雲  劉妍玉   

一、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確認第 100 次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100 次委員會議意見及辦

理情形說明）：無修正，確定。

四、報告案：

（一）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0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1.委員意見

(1)蘇委員裕惠

①書面資料第 23 頁，附表二、110 年(截至 10 月底)銀行

存款明細表，請問活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分配規劃邏

輯？

②書面資料第 24 頁，附表三、非營業基金 110 年(截至

10 月底)預算執行分析表，非營業基金的基金用途前

10 個月僅分配全年度預算的 44%，建議未來逐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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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移至第三季，避免年底工作量過重，不利帳務處

理與資金運用。

(2)戴委員華山

短絀材質① ，宜分析原因，並提出未來建議作法。

廢資訊電子電器亦短絀，宜深入了解原因。②

節餘較多之材質，如廢車達③ 79 億 5,563萬 2,000元，

宜規劃未來之用途，以提升循環效益，如列管「高熱

值處理中心」之執行進度等。

(3)林委員宏嶽

   報告案一註銷呆帳之被執行人，建議可瞭解其未能執行

之原因，並做為未來執行業務之參考。

        2.承辦單位說明

(1)銀行存款的分配邏輯，係每半年都會與會計室一同檢討，

訪查銀行的當時利率，再評估考量將存款存放於哪一

間銀行。

(2)為妥善回收清除處理及有效解決面臨問題，故檢討修正

有關電子電器中電冰箱及洗衣機定義內容。 電冰箱：①

鑒於單一冷凍或冷藏之冰箱已普遍使用於家戶中，考量

未來清除處理需要，將單一冷凍或冷藏之冰箱或冰櫃納

入。 洗衣機：鑒於大容量② 15~25公斤已成為市場主流

產品，考量未來清除處理及便民需要予以納入。

        3.主席裁示：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二）資源回收效益分析報告

        1.委員意見

     (1)張委員志毓

①請基管會依據報告案 2「資源回收效益分析報告」及

報告案 3「資源回收減碳效益分析及後續規劃」，對

全國工業總會相關業者做說明，因應各企業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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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如何因應及

切入。

因應海洋廢棄物的開發應用，各企業需要做② ESG（環

境保護、社會責任、公司治理），所以請環保署基管

會擴大推動海洋淨灘活動。

(2)王委員進益

   現階段一般事業廢棄物(ASR)需進到焚化爐，但各地方

的保護意識抬高，造成處理業者與回收業者的處理量受

到降載，若未事先妥善規劃，恐未來會產生較大民怨，

建議可事先邀集地方環保局討論研商。

           (3)戴委員華山

①資源回收產業亦應推動 EPR（延伸生產者責任），自

行處理自己的廢棄物，建議運用政策工具及基金餘額，

妥予規劃、推動。

②可整體考量材質之解編及新增公告，如加上家電及舊

衣服等。

③建議推動回收處理業之「安全文化評估」，以降低相

關之安全風險。

④Mn（錳）列為有害物質之依據為何？

(4)林委員宏嶽

① P.31綠色國民所得帳之廢棄物主要參考廢棄物處理成

本，其是否有低估？（採計年度），建議可反應實際

之場址開發成本或更新市場價格計算之（其他污染物

亦同），另請說明環境效益之區間差距之假設。（另

僅就產生污染，對避免之原物料衝擊亦可說明）

② P.33初階資收人員，建議可根據區域特性/需求進行

評估，以利進行相關協助，例如市區可能為小型回收

商/小蜜蜂，但鄉村則多為弱勢/拾荒者，其如何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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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清潔隊體系結合後密切關切，另可就高值化應用

金額做為指標。

(5)陳委員佩利（曾志雄代）

  請教有關回收效益評估，針對國內來源再生料之再製品

109 年產值達 2,756 億新臺幣，但其問卷對象為何？完整

性夠不夠？產值對不對？

   2.承辦單位說明

   (1)本署於本(110)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資源循環辦公室」

與「氣候變遷辦公室」。資源循環辦公室將以「資源

循環最大化，廢棄處理最小化」為目標，穩健邁向資

源全循環，給未來的臺灣一個有效運用資源且減少廢

棄物的全循環願景。氣候變遷辦公室則以「全球思考，

在地行動」的態度，開啟落實「淨零轉型」，與世界

一起減緩氣候變遷問題。

(2)張委員所提擴大推動海洋淨灘活動，本署預定於本(110)

年 12 月底辦理「110 年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授證

暨成果發表會」，授證完成申請標章之企業，傳遞海

洋廢棄物對環境的危害，並推廣海洋廢棄物循環利用

之成果。

(3)王委員所提之問題，已有邀集地方環保局一同討論研商，

並研擬因應解決措施。

(4)關於初階資收人員，如弱勢/拾荒者，本署仍持續提供

必要之協助，推動資源回收關懷計畫。111 年將持續協

助每月最高新臺幣 5,000元的補助，並推動微型保險。

(5)國內來源再生料之再製品 109 年產值達 2,756 億元新臺

幣，其問卷對象為公告應回收廢棄物的處理廠。2,756

億元為以國內的再生料再製品的產值，不限在公告應回

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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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主席裁示：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三）資源回收減碳效益分析及後續規劃

    1.委員意見

     (1)林委員玉珮（吳碧霜代）

       從環工思維到循環經濟，是一個思維的轉型與作法改變，

也是回應 2050淨零碳排的重要路徑。回收轉型的過程就

是讓環保回收議題更貼近民眾，讓民眾願意去理解溝通

討論，才能讓民眾更有感。有以下建議作法：

       ①可以從破除民眾對回收的迷思與謠言下手，結合

YouTuber或 Podcast 進行報導與引發社會討論，或環

保署進行影片的製作，讓民眾可以更能了解目前回收

事業前端生產到後端回收環環相扣的的狀況，轉化民

眾對回收與環境影響的理解，進而改變消費行為與生

活模式。 

②目前綠色就業分析多著重在環境回收工程的部分，但

未來會有許多新產業的形成，是循環經濟的前端討論

與行動設計的引領，也是綠色就業的一環。這些產業

的促成，需要透過打破業務界線，讓不同領域的相互

刺激；社區合作，結合社區治理，讓環保行動與社區

營造結合；結合共享概念等方法的結合。 

更多的社會溝通與社會設計也是一個路徑，透過讓各③

樣產品生產、設計與使用的各種利害關係人，以循環

經濟為前提，進行直接的溝通與對話，了解產品產出

到回收面臨的難題，為循環經濟面臨困難的環節解套，

也是新的解決路徑與創新新產業開展的過程。

        ④從各縣市政府增設的回收項目，可以成為一個開展循

環經濟的可能性，讓各地的在地智慧展現。就像台北

市增設了一個獎盃項目，如果希望這些項目可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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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加更多回收的可能性，可以溯源到獎盃設計開始

去思考，讓產品更能回收，材質更能分解，具自然媒

材的。這樣的檢核思考，回推到設計的源頭，成為各

縣市的一個新命題，帶出各縣市政府更多創意思考設

計與社會溝通的可能性。

          (2)戴委員華山

       減碳效益宜考慮「輸入」的貢獻，亦即 input 之排碳應包

括在內。

     (3)陳委員惠琳

       非常鼓勵基管會開始做環境、社會的效益估算。幾點具

體建議如下：

        減碳效益估算需用相對數字去評估效益，例如① ：一台

筆電的碳排放對比資源回收的減碳效益。 

資源循環路徑，必須認真考量翻新② ，再製造的循環路

徑，重新設計基金費率及收支方式。

為達淨零排放，製造量及資源開採量需大幅下降，基③

金需思考A.如製造量大減，基金收入也將大減，該如

何重新設計？B.如何運用生產者延伸責任機制去促成

製造量減少，讓製造業轉型服務業？

        可利用④ 「生生有平板」政策，去開啟整個評估及重新

設計費率的試驗計畫。

        需將更多數據導入碳足跡資料庫，協助各中小企業及⑤

消費者做更好的決策。

(4)林委員宏嶽

① P.37 執行機關之條件不一，未能回收往往與運距、回

收量與區域產業特性有關，或可鼓勵共同/標售方式。

② P.40 建議減碳相關之引用資料，可提供業者做為製程

改善、原料/能源選擇之依據，擴大減碳成效，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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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相關業者於回收處理過程中，選擇較友善之回收處

理方式，另回收物料是否可推廣如 PCR 之回收料認

證，並做為業者減碳之努力。

③WtE（Waste-to-Energy，廢棄物轉製能源）所產生之

SRF減碳效益高，宜儘速推動。

           (5)陳委員佩利（曾志雄代）

        本局輔導產業協助去化廢棄物（如水泥業協助使用垃圾

成為燃料，再生能源發電廠使用 SRF當燃料...等）。

    2.承辦單位說明

(1)環保的概念的確需要民眾於日常生活習慣中做改變。本

署近期亦針對「行政機關、學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

包裝飲用水作業指引」，製作宣傳影片。以政府機關

率先實施起帶頭作用，並納入學校將環保觀念向下扎

根之目標，向行政機關及學校單位之人員，宣導該指

引之實施範圍及方式。

(2)感謝陳委員的建議，會先從減少一次性容器使用、材質

單一化及物品生命週期等相關議題著手。

    3.主席裁示：洽悉，委員意見請納參。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下午 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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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 

第 101 次委員會議意見及辦理情形說明 
  第 101次委員會議日期：110年 12月 7日 

 

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報告案 1：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0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報告 

蘇委員

裕惠 

1.書面資料第 23頁，附表二、110年(截

至 10月底)銀行存款明細表，請問活

期存款與定期存款的分配規劃邏

輯？ 

非營業基金部分，係由國庫集中支付，

國庫僅同意 10 億元存放定期存款孳

息，其餘則放在活期存款供調度之用。 

信託基金部分，活期存款除保留銀行收

支保管契約酬勞規定及補貼費撥款資金

需求外，其餘剩餘資金均依收益性及安

全性考量存放在各大公民營行庫定期存

款，增加孳息。 

2.書面資料第 24 頁，附表三、非營業

基金 110 年(截至 10 月底)預算執行

分析表，非營業基金的基金用途前

10 個月僅分配全年度預算的 44%，

建議未來逐步將工作移至第三季，避

免年底工作量過重，不利帳務處理與

資金運用。 

各項計畫執行係配合年度預算，計畫期

程多執行至年底，年度中並依執行進度

完成後辦理撥款，後續將提早規劃發包

及管控執行進度。 

戴委員

華山 

1.短絀材質，宜分析原因，並提出未來

建議作法。 

農藥：由於 110 年營業量較去年營業量

有所下滑，以致收入有減少產生短絀情

形，目前農藥尚有累計餘額，後續將持

續觀察農藥收支情形。 

資訊物品：110 年資訊物品類，受疫情

影響，多以居家辦公及遠距教學為主，

因此可攜式電腦、個人電腦類及其週邊

產品回收量較預期增加，尤其以廢顯示

器及廢筆記型電腦更為顯注，其中廢顯

示器因增加機械處理系統，使得處理量

增加，補貼費支出大增，為當年度該基

金帳戶短絀主因。 

輪胎：主要係因國內廢輪胎再利用市場

需求量增加，回收處理量增加，致支出

較預期為高。 

2.廢資訊電子電器亦短絀，宜深入了解

原因。 

3.節餘較多之材質，如廢車達 79 億

5,563 萬 2,000 元，宜規劃未來之用

1.廢車基金累績結餘較多係因車輛生命

週期長（汽車 17年、機車 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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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途，以提升循環效益，如列管「高熱

值處理中心」之執行進度等。 

2.已經規劃建置高熱值利用廠補貼費率

案，目前完成政策報告，提送費率審

議委員會審議中。 

林委員

宏嶽 

報告案一註銷呆帳之被執行人，建議

可瞭解其未能執行之原因，並做為未

來執行業務之參考。 

行政執行署未能執行完畢之原因係因義

務人已無可供執行之財產或執行無實益

所致；本署除依「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

理會辦理移送行政執行作業程序」定期

查調義務人之財產外，亦積極與各執行

分署聯繫各案執行進度，以確保本署債

權受清償。 

報告案 2：資源回收效益分析報告 

張委員

志毓 

1.請基管會依據報告案 2「資源回收效

益分析報告」及報告案 3「資源回收

減碳效益分析及後續規劃」，對全國

工業總會相關業者做說明，因應各企

業在做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如何因應及切入。 

報告案 2「資源回收效益分析報告」： 

隨著各界對 ESG議題的關注，國內企業

可經由資訊揭露著手；按照「上市公司

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作業辦

法」及「上櫃公司編製與申報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書作業辦法」等，符合規範的

條件者，例如：資本額達 50 億元以上

（2023年降至 20億元），每年需編製永

續報告書，國內強制須編製約 315 家

（2019 年數據），自願編製約 203 家

（2019 年數據）；國內企業目前在編製

永續報告書多參考 GRI準則，因此，國

內企業投入 ESG，可按照 GRI準則列示

項目，逐一檢視、盤點自己企業現況，

並以質化、量化方式陳述，作為基礎，

並訂定相關改善目標，作為後續年度檢

討調整的依據。 

報告案 3「資源回收減碳效益分析及後

續規劃」： 

本項「資源回收減碳效益分析及後續規

劃」報告，係就本會資源回收項目及數

量初步分析減碳效益。針對全國工業總

會各企業因應及切入減碳作為等，如有

辦理說明之需求，本署可配合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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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2.因應海洋廢棄物的開發應用，各企業

需要做 ESG（環境保護、社會責任、

公司治理），所以請環保署基管會擴

大推動海洋淨灘活動。 

本會推動海洋廢棄物循環利用，自 109

年結合地方機關、淨灘單位或海岸清理

單位與企業辦理示範計畫，110 年輔導

企業申請海洋廢棄物循環產品標章，已

有具體績效；111 年持續推動，本會將

配合督察總隊推動淨灘活動並藉由本會

海洋廢棄物相關宣導會議，同時向企業

推廣宣導海洋廢棄物之循環利用，藉此

協助企業推動環境保護、善盡社會責任。 

王委員

進益 

現階段一般事業廢棄物(ASR)需進到

焚化爐，但各地方的保護意識抬高，

造成處理業者與回收業者的處理量受

到降載，若未事先妥善規劃，恐未來

會產生較大民怨，建議可事先邀集地

方環保局討論研商。 

針對 ASR進到焚化爐處理一事，本署的

政策為自 112年起逐年減少ASR進焚化

爐量三分之一，至 114 年完全退出。今

年是輔導期，本會已經跟各縣市環保局

及處理業多次開會研商，並規劃短中長

期因應方案，包括製成 SRF暫存、媒合

非焚化爐去化、補貼興建熱能利用廠等。 

戴委員

華山 

1.資源回收產業亦應推動 EPR（延伸

生產者責任），自行處理自己的廢棄

物，建議運用政策工具及基金餘額，

妥予規劃、推動。 

有關資源回收產業自主推動 EPR 一

事，本會將持續規劃相關作法，如擇定

關注項目，並提供獎勵措施（經濟誘

因），以推動業者自主回收；後續亦將視

執行成效，進而研擬相關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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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 意見 辦理情形 

2.可整體考量材質之解編及新增公

告，如加上家電及舊衣服等。 

家電： 

1.因應市場產品型式愈趨多樣，為妥善

回收清除處理，已檢討現行電冰箱、

洗衣機等責任業者定義範圍，將家用

單一冷藏或冷凍的冰箱及冷凍櫃，及

超過 15 公斤而 25 公斤以下的洗衣機

納入列管範圍，已於 111 年 3 月 1 日

生效實施。 

2.小家電納入公告應回收廢棄物評估，

因種類項目多，民眾難以區分回收和

不回收，涉及製造輸入和販賣業者

廣，且影響回收處理端實務執行情

形，衝擊影響甚大。惟持續關注回收

管道去化及最終處理業者再利用情

形，並已納入「廢小家電以機械處理

系統回收處理試驗及評估計畫」進行

相關調查及研議工作。 

舊衣類： 

1.業者回收舊衣主要目的為挑選堪用衣

物作為二次使用，其次為降級使用（擦

拭布或填充材），最後剩餘部分委託燃

料化或焚化。統計 110 年舊衣回收量

約 7.6萬公噸，其中作為二手衣物量約

3.7 萬公噸、次級用料量約 1.1 萬公

噸、燃料化或焚化量約 2.8萬公噸。 

2.為促進舊衣全面資源循環再生及能源

化利用，已規劃透過生產面（環保化

設計）、使用面（綠色消費）、回收面

（清潔回收、多元回收管道、材質鑑

別技術開發）、處理面（循環再生技術

開發、媒合含舊衣 SRF 產品去化）加

強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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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議推動回收處理業之「安全文化評

估」，以降低相關之安全風險。 

回收處理業工作場所應屬於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辦法第 2條附表一規範之：從事

廢棄物清除、處理之工作場所。 

為避免回收處理業從業人員發生職業災

害，降低發生工安事故的風險，其關鍵

在於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的落實。 

於同法第 12-1條訂定雇主應依其事業

單位之規模、性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計畫，要求各級主管及負責指揮、

監督之有關人員執行。 

因此，透過以上具體措施可強化回收處

理業安全衛生管理，降低相關之安全風

險，且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0至 49條亦

訂有相關罰則，以保障從業人員有安全

化的作業環境。 

另本署每年辦理 4場次回收處理業從業

人員教育訓練，內容除環保法規及系統

操作外，並邀請消防安全、職安衛及性

別平等專家講授，以強化其消防與職安

及性平知能。 

4.Mn（錳）列為有害物質之依據為何？ 此處係指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或對人體

造成危害的重金屬。 

林委員

宏嶽 

1.P.31 綠色國民所得帳之廢棄物主要

參考廢棄物處理成本，其是否有低

估？（採計年度），建議可反應實際

之場址開發成本或更新市場價格計

算之（其他污染物亦同），另請說明

環境效益之區間差距之假設。（另僅

就產生污染，對避免之原物料衝擊亦

可說明） 

感謝委員建議，廢棄物處理成本參考綠

色國民所得帳係因其為政府公開資訊，

具有公正性與可驗證性，未來將參考委

員意見，補充實際業者之廢棄物處理費

用，以作為相互比較之基準。另有關環

境效益之區間，主要來自於所引用不同

來源之單位環境效益貨幣化價值差異所

致，後續將會補充差異之原因，以利分

析結果之解讀。 

2.P.33初階資收人員，建議可根據區域

特性/需求進行評估，以利進行相關

協助，例如市區可能為小型回收商/

小蜜蜂，但鄉村則多為弱勢 /拾荒

者，其如何與宗教/清潔隊體系結合

後密切關切，另可就高值化應用金額

做為指標。 

關於基層資收人員，如弱勢/拾荒者，本

署仍持續提供必要之協助，推動資源回

收關懷計畫。111 年將持續協助每月最

高新臺幣 5,000 元的補助，並推動微型

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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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

佩利(曾

志雄代) 

請教有關回收效益評估，針對國內來

源再生料之再製品 109年產值達 2,756

億新臺幣，但其問卷對象為何？完整

性夠不夠？產值對不對？ 

國內來源再生料之再製品 109 年產值達

2,756億元新臺幣，其問卷對象為公告應

回收廢棄物的處理廠。2,756億元為以國

內的再生料再製品的產值，不限在公告

應回收項目。 

報告案 3：資源回收減碳效益分析及後續規劃 

林委員

玉珮(吳

碧霜代) 

從環工思維到循環經濟，是一個思維

的轉型與作法改變，也是回應 2050淨

零碳排的重要路徑。回收轉型的過程

就是讓環保回收議題更貼近民眾，讓

民眾願意去理解溝通討論，才能讓民

眾更有感。有以下建議作法： 

1.可以從破除民眾對回收的迷思與謠

言下手，結合 YouTuber 或 Podcast

進行報導與引發社會討論，或環保署

進行影片的製作，讓民眾可以更能了

解目前回收事業前端生產到後端回

收環環相扣的的狀況，轉化民眾對回

收與環境影響的理解，進而改變消費

行為與生活模式。 

為加深民眾對回收之認知與印象，本會

已運用多元宣傳方式與管道，如辦理實

體推廣活動、透過網路、廣播、平面媒

體宣傳，同時亦結合網紅拍攝影片於

youtube播放、製作圖卡於 fb、line等社

群媒體宣傳，以提高宣傳之廣度與力

度。後續將思考增加其他宣傳管道，如

結合 Podcast 或持續與地方機關、企業

合作加強推廣，進而讓回收乃至循環經

濟觀念融入民眾日常生活中。 

2.目前綠色就業分析多著重在環境回

收工程的部分，但未來會有許多新產

業的形成，是循環經濟的前端討論與

行動設計的引領，也是綠色就業的一

環。這些產業的促成，需要透過打破

業務界線，讓不同領域的相互刺激；

社區合作，結合社區治理，讓環保行

動與社區營造結合；結合共享概念等

方法的結合。 

觀察國際間探討的綠色就業，範疇已不

限於環境回收等靜脈產業、由基管會執

掌之業務範圍，而是已擴大至製造業等

動態產業，且隨著近年各國宣示淨零，

勢必衍生更多新興產業及職務；因此，

將思考增加與學校，以及社區的互動，

營造更多有利於綠色就業的環境。 

3.更多的社會溝通與社會設計也是一

個路徑，透過讓各樣產品生產、設計

與使用的各種利害關係人，以循環經

濟為前提，進行直接的溝通與對話，

了解產品產出到回收面臨的難題，為

循環經濟面臨困難的環節解套，也是

新的解決路徑與創新新產業開展的

過程。 

感謝委員建議，循環經濟涉及產品整個

生命週期（從產品設計、製造、使用，

到廢棄等），後續將持續與各階段利害關

係人進行溝通與對話，以瞭解各階段轉

型為循環經濟的困難與挑戰，並尋求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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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從各縣市政府增設的回收項目，可以

成為一個開展循環經濟的可能性，讓

各地的在地智慧展現。就像台北市增

設了一個獎盃項目，如果希望這些項

目可以減少和增加更多回收的可能

性，可以溯源到獎盃設計開始去思

考，讓產品更能回收，材質更能分

解，具自然媒材的。這樣的檢核思

考，回推到設計的源頭，成為各縣市

的一個新命題，帶出各縣市政府更多

創意思考設計與社會溝通的可能性。 

考量整體資源回收循環利用應從前端設

計、源頭減量做起，本會已於 109 年 7

月 9 日修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應

回收廢棄物回收處理創新及研究發展計

畫執行要點」，將產品之源頭減量及環境

化設計納入補助事項；後續亦將持續以

源頭減量、資源回收為目標，續推動各

項政策與措施。 

戴委員

華山 

減碳效益宜考慮「輸入」的貢獻，亦

即 input之排碳應包括在內。 

感謝委員提示意見，後續會納入並依照

減碳計算相關指引及規範辦理。 

陳委員

惠琳 

非常鼓勵基管會開始做環境、社會的

效益估算。幾點具體建議如下： 

1.減碳效益估算需用相對數字去評估

效益，例如：一台筆電的碳排放對比

資源回收的減碳效益。  

感謝委員鼓勵肯定。未來減碳效益的呈

現，將參酌依相對數字對比呈現，力求

更淺顯易懂。 

2.資源循環路徑，必須認真考量翻新，

再製造的循環路徑，重新設計基金費

率及收支方式。 

將納入綠色費率及分級補貼參考辦理。 

3.為達淨零排放，製造量及資源開採量

需大幅下降，基金需思考 A.如製造

量大減，基金收入也將大減，該如何

重新設計？B.如何運用生產者延伸

責任機制去促成製造量減少，讓製造

業轉型服務業？ 

為達淨零排放，源頭減量措施造成基金

收入減少，同時回收量減少，支出也會

減少。本會將鼓勵朝向綠色生產之服務

轉型。 

4.可利用「生生有平板」政策，去開啟

整個評估及重新設計費率的試驗計

畫。 

委員意見納各材質費率設計參考。 

5.需將更多數據導入碳足跡資料庫，協

助各中小企業及消費者做更好的決

策。 

碳足跡數據將滾動檢討，導入必要且充

足之資訊，並予以揭露。 

林委員

宏嶽 

1.P.37執行機關之條件不一，未能回收

往往與運距、回收量與區域產業特性

有關，或可鼓勵共同/標售方式。 

鑑於各執行機關資源回收變賣之條件不

一，本署有關注各執行機關資源回收去

化管道問題，近年來已有鼓勵各執行機

關結合轄內各鄉鎮市區公所進行共同標

售，提高廠商收購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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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40建議減碳相關之引用資料，可提

供業者做為製程改善、原料/能源選

擇之依據，擴大減碳成效，或提供相

關業者於回收處理過程中，選擇較友

善之回收處理方式，另回收物料是否

可推廣如 PCR 之回收料認證，並做

為業者減碳之努力。 

感謝委員提示意見，未來訂定相關減碳

方法及效益等相關引用資料，將提供業

者做為製程改善、原料/能源選擇之參

考。 

3.WtE（Waste-to-Energy，廢棄物轉製

能源）所產生之 SRF 減碳效益高，

宜儘速推動。 

目前廢棄物轉製能源減碳效益係本署氣

候變遷辦公室業務範疇，該室已於 111

年 2月 25日召開「以固體再生燃料(SRF)

替代化石燃料在鍋爐及燃燒裝置產生熱

能」減量方法認可申請專案小組第 2次

審查會議。 

陳委員

佩利(曾

志雄代) 

本局輔導產業協助去化廢棄物（如水

泥業協助使用垃圾成為燃料，再生能

源發電廠使用 SRF當燃料...等）。 

感謝經濟部工業局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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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 1：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0年度決算報告 

說  明： 

一、信託基金收支情形報告：（詳表一） 

(一) 收入部分：110年度實際收入數新臺幣（下同）80億 7,494萬元，

較預算數 62億 0,794萬 4千元，增加 18億 6,699萬 6千元，執

行率為 130.07%。主要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居家辦公及遠距

教學情形普遍，宅經濟蓬勃發展，紙餐具等容器、可攜式電腦類

品營業量較預期成長，且因應財政部「中古汽機車報廢或出口換

購新車減徵退還新車貨物稅辦法」政策，因此民眾汰舊換新致車

輛營業量較預期成長，另居家辦公且今夏高溫，及節能家電貨物

稅減徵措施，電冰箱、冷氣機及電風扇等營業量較預期成長，以

上因素致回收清除處理費收入較預算數增加。 

(二) 支出部分：110年度實際支出數 68億 1,066萬元，較預算數 56

億 2,975萬 6千元，增加 11億 8,090萬 4千元，執行率為 120.98%。

主要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居家辦公及遠距教學情形普遍，宅

經濟蓬勃發展，紙餐具等容器、可攜式電腦類品、冷氣機、電冰

箱、個人電腦產品等消費者加速汰舊換新，致回收量及補貼費支

出較預算數增加。 

(三) 賸餘部分：110年度收支相抵賸餘 12億 6,428萬元，歷年累積餘

額截至 110年 12月底止為 160億 8,416萬 6千元（其中業者短漏

報應收未收款項約 4億 2,810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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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銀行存款明細：（詳表二） 

110年 12月底信託基金七個帳戶，活期存款部分共計 36億 3,644

萬 4千元，定期存款部分共計 120億 2,140萬元，合計總存款數

為 156億 5,784萬 4千元（其中年底應撥未撥非營業基金部分金

額 178萬 5千元，已於 111年 1月完成撥付）。 

二、非營業基金來源及用途情形報告：（詳表三） 

(一) 來源部分：110年實際收入數 21億 4,585萬 1千元，較預算數 17

億 7,544萬 1千元，增加 3億 7,041萬元，執行率為 120.86%。 

(二) 用途部分：110年實際支出數 23億 5,345萬 6千元，較預算數 24

億 4,242萬元，減少 8,896萬 4千元，執行率為 96.36%。 

(三) 賸餘部分：110年度收支相抵短絀 2億 0,760萬 5千元，歷年累

積餘額數截至 110年 12月底止為 23億 0,184萬 7千元（其中業

者短漏報應收未收款項 1億 0,377萬 7千元）。 

(四) 銀行存款明細：（詳表二） 

110年 12月底非營業基金活期存款部分共計 9億 7,847萬 5千元，

定期存款部分共計 10億元，合計總存款數為 19億 7,847萬 5千

元（包含各項補助已預付費用等 2億 1,959萬 5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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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1：資源回收管理基金 112 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 

說  明： 

一、為推動資源回收、垃圾減量之基金設立目標，依本署公告費率，

編列 112 年度回收清除處理費收入預算共計新臺幣（下同）95

億 0,384 萬 7 千元（詳表 1），較 111 年度增加 8 億 0,522 萬 9

千元，主要係電子電器（第 3 階段）及照明光源材質調高收費，

及預估容器、車輛及資訊等材質營業量成長，致整體收入增加。 

二、 112 年各帳戶收入維持以 8：2 之比例分列信託基金及非營業基

金，其中廢機動車輛、塑膠容器（PET、PP 及 PE）為 7：3，

挹注非營業基金以支應補助執行機關逐年汰舊換新符合第 6 期

排放標準資源回收車及資源回收貯存場優化及細分類場設置等

工作。另容器類（紙容器、鋁箔包、其他紙容器及植物纖維容

器等）4 項、電視機及印表機因財務需要比例調整為 9:1。 

三、112 年度施政重點 

為達成「建立循環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推動廢棄物質資源化」

施政目標，規劃辦理以下重點工作： 

(一)宣傳資源回收觀念，鼓勵全民參與 

1、 0800 民眾免付費專線服務。 

2、 新增 LINE 客服，強化智能服務平台。 

3、 整合行銷資源，加速推動生活轉型政策。 

4、 拓展資源回收綠色產業國內外商機。 

(二)加強責任業者管理與查核，提升稽徵效能 

1、 推動小量責任業者查定課費 2.0。 

2、 加強紙餐具等易逃漏材質分類分級之查核頻率。 

3、 提升短漏欠費催收速度，確保基金債權。 

(三)提升受補貼機構自主管理能力與效能，精進稽核認證作業品

質。 

1、 稽核認證作業數位化。 

2、 分群複數決標廣納優質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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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源循環」認證制度轉型。 

(四)深化夥伴關係，健全循環經濟再生圈 

1、 興建（優化）資源回收分類廠（貯存場）。 

2、 加強地方合作鏈結，優化資收場工程查核。 

3、 促進產學合作，增加資源回收創新研發動能。 

4、 輔導新建熱能利用廠 ASR 能源回收。 

5、 辦理回收處理業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 

(五)活絡運用基金，拓展資源回收體系 

1、 以分段分級精進補貼，活用基金促進高值化。 

2、 訂定差別補貼費率，由級距式改為線性式，提高誘因。 

3、 媒合衍生廢棄物最適去化管道。 

4、 智慧政府廢車回收一站通多元化便民服務。 

5、 掌握市場動態，暢通多元處理管道。 

四、112 年度績效衡量指標 

關鍵策略

目標 

關鍵績效

指標 
衡量標準 

112 年度 

目標值 

建立循環

型的生產

與生活方

式，推動

廢棄物質

資源化 

一般廢棄

物回收率 

(資源垃圾回收量+廚餘回

收量)/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100% 

62% 

公告應回

收廢物品

及容器回

收量 

公告應回收廢物品及容器

回收量 

156.5 萬公

噸 

優化或興

建資源回

收貯存場 

完成優化或興建工程計畫

審查及核定 

20 案 

五、信託基金預算編列說明 

（一）收入：112 年度信託基金預計收入 74 億 2,454 萬 8 千元，

與 111 年度比較，增加 5 億 1,454 萬 2 千元（詳表 1），主

要係電子電器（第 3 階段）及照明光源材質調高收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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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估容器、車輛及資訊等材質營業量成長，致收入增加。 

（二）支出：112 年度回收清除處理補貼費預算編列計 65 億 8,515

萬元，較 111 年度增加 4 億 0,271 萬 2 千元（詳表 1），主

要係預估容器、家電及資訊等材質回收量成長，及乾電

池、車輛及照明光源補貼費調整等，致支出增加。 

（三）賸餘：112 年度預計賸餘 8 億 3,939 萬 8 千元，滾存基金。 

六、非營業基金預算編列說明 

（一）收入：112 年度預計編列收入 21 億 4,374 萬 2 千元，較 111

年增加 3 億 1,513 萬 1 千元（詳表 1），主要係因塑膠容器

（PET、PP 及 PE）收入分配比例由 111 年 8:2 調整為 112

年 7：3（增加 10%），電子電器（第 3 階段）及照明光源

材質調高收費，及預估車輛、鉛蓄電池、資訊等材質營業

量成長，致收入增加。 

（二）支出：112 年度預計編列支出 26 億 3,308 萬 2 千元，較 111

年增加 1 億 7,529 萬元。計畫重點說明如下： 

1.資源回收之宣傳與溝通業務 

 編列 3,140 萬元（占總支出 1.19%），預算編列額度與 111 年度

相同。112 年度業務重點，辦理 0800 民眾免付費專線服務，新

增 LINE 客服，強化智能服務平台，整合行銷資源，宣傳減少

使用免洗餐具，加速推動生活轉型。業務內容包含： 

(1)0800 民眾免付費服務專線 800 萬元（詳表 2）。 

(2)補助民間辦理資源回收相關活動 500 萬元。 

(3)辦理促進資源回收制度、技術交流與合作等相關活動，以公

告應回收廢棄物回收再利用為主題，進行全國性的宣傳活

動，及辦理展示、研討、觀摩會等，向民眾傳遞資源回收概

念，促進資源回收產業商機；活化資源回收國際資訊交流，

將台灣資源回收成果向國際發聲等宣傳廣告費用 1,780 萬

元。 

(4)各項計畫會議郵資、印刷、出席審查、差旅及誤餐費等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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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 

2.責任業者之繳費查核業務 

編列 1 億 3,719 萬元（占總支出 5.21%），較 111 年度增加 500

萬元，主要係預估新增公告列管項目責任業者家數增加，致本

項經費增加。112 年度業務重點，推動小量責任業者查定課費

2.0 及加強紙餐具等易逃漏材質分類分級之查核頻率等。業務

內容包含： 

(1)辦理責任業者查定課費 2.0 暨營業量申報輔導管理，委託專

業機構（會計事務所等）現場（書面）查核，維護公平合理

之繳費機制，並委請律師辦理資源回收各項法務協助等 5 項

委辦計畫，共 1 億 3,550 萬元（詳表 2）。 

(2)獎勵民眾檢舉責任業者逃漏回收清除處理費及受補貼機構

不當領取補貼費等獎勵金 100 萬元。 

(3)各項計畫會議郵資、印刷、出席審查、差旅及誤餐費等 69

萬元。 

3.應回收廢棄物之稽核認證業務 

編列 2 億 5,070 萬元（占總支出 9.50%），較 111 年度增加 2,130

萬元，主要係為規劃新增公告項目之稽核認證作業，及物價波

動薪資調整等因素，致本項經費增加。112 年度業務重點，除

確保認證作業「質」與「量」外，將加強稽核認證作業數位化，

並推動分群複數決標廣納優質廠商參與等。業務內容包含： 

(1)委託稽核認證團體執行 7 項公告應回收項目稽核認證計畫，

以確保回收量及處理量之正確性，共 2 億 4,930 萬元（詳表

2）。 

(2)各項計畫會議郵資、印刷、出席審查、差旅及誤餐費等 77

萬元。 

4.補助及獎勵回收清除處理暨再生利用 

編列 18 億 1,228 萬 7 千元（占總支出 68.83%），較 111 年度增

加 1 億 1,741 萬元，112 年度業務重點，加強地方合作鏈結，

興建（優化）貯存場（細分類場），優化工程查核，新增辦理



 28 

回收處理業貸款信用保證及利息補貼等，致 112 年相關經費增

加，業務內容包含： 

(1)補助地方政府辦理資源回收工作等計畫共 6 億 0,700 萬元。 

(2)補助地方環保機關優化與興建資源回收貯存場，及汰換資源

回收車，共 6 億 4,960 萬元。 

(3)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循環經濟資收大軍計畫及資收關懷計畫

共 1 億 9,700 萬元。 

(4)依環境教育法規定提撥支出總額 5%補助環境教育基金共 1

億 3,170 萬元。 

(5)補助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辦理與資源回收有關之創新與研

究發展共 5,000 萬元。 

(6)為維護回收體系正常運作相關應急費用編列 1億 2,000萬元。 

(7)回收處理業貸款信用保證編列 5,000 萬元，利息補貼 600 萬

元。 

(8)各項計畫會議郵資、印刷、出席審查、差旅及誤餐費等 98

萬 7 千元。 

5.資源回收調查、評估與規劃、輔導 

編列 2 億 7,705 萬 9 千元（占總支出 10.52%），較 111 年度增

加 2,819 萬 2 千元，112 年度業務重點，分段分級精進補貼，

活用基金促進高值化，提高廢車回收資源化比率、檢討修正補

貼費率由級距式改為線性式、增加鼓勵誘因， 媒合衍生廢棄

物最適去化管道，綠色設計加值循環、塑膠容器減量單一材質

及使用二次料、電子產品綠色費率，稽核認證「回收處理量」

認證轉型為「資源循環」認證，專責人員培育等。增加經費主

要係辦理一般廢棄物資源循環管理推升等 5 項新興計畫。業務

內容包含： 

(1)加速提升各公告應回收物之回收處理再利用技術，分析各項

回收清除處理成本與費率、廢車回收獎勵金及受補貼機構資

格審核、持續建置回收業務相關資料庫等，及辦理永續物料

管理邁向循環經濟制度化及系統建置、一般廢棄物源頭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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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環保集點制度推動、環境保護產品追蹤管理等工作。共

50 項（含 5 項新興）委辦計畫 2 億 6,621 萬 5 千元（詳表 2）。 

(2)管理資訊系統及廢車系統新增建置電腦軟體 700 萬元。 

(3)各項計畫會議出席審查、差旅及誤餐費等 240 萬 7 千元。 

(4)國外開會、考察經費 143 萬 7 千元。 

6.一般行政管理 

編列 1 億 2,390 萬 2 千元（占總支出 4.71%），較 111 年度預

算數增加 526 萬 6 千元，主要係配合行政院調薪政策，人事

相關費用增加，及辦公會議中心整修分攤經費增加。本項業

務主要係基金運作所需之人事及辦公用品等行政維持費用。 

7.一般建築及設備 

編列 117 萬 4 千元（占總支出 0.04%），較 111 年度減少 187

萬 8 千元，主要係減少辦公會議中心整修相關設備。 

（三）短絀：112 年度預計短絀 4 億 8,934 萬元，由本基金預估 111

年底累積餘額 16.7 億元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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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案 2：111年度「逾執行時效之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 

說明： 

一、 依據、作業程序及已辦理事項 

（一）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就已逾 10年執行時效之行政執行

案件，因已逾行政執行法第 7 條第 1 項及法務部 101 年 6

月 22日法令字第 10103104950號令規定之 10年執行期間，

不得再執行。依行政院主計處「國營事業逾期欠款債權催

收款及呆帳處理有關會計事務補充規定」及本署「逾行政

執行時效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程序」（如附圖），提報委員

大會議決，辦理 111年逾執行時效之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 

（二） 前揭「逾行政執行時效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程序」，業經本

署「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第 62次委員會議」確認定案。 

（三） 本會 99年度、100年度、101年度、103年度（102年度併

入辦理）、104 年度、105 年度、106 年度、107 年度、108

年度、109年度及 110年度資源回收管理基金帳列催收款共

計新臺幣（下同）6億 7,538萬 3,332元（累計共 410案），

分別經「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會」第 61、66、74、82、

88、91、92、94、96、98及 100次委員會議議決同意轉銷

呆帳，經函送審計部，該部已於 100年 6月 9日、101年 4

月 12 日、102 年 8 月 7 日、104 年 1 月 14 日、104 年 12

月 1日、106年 1月 6日、106年 6月 13日、107年 6月

22日、108年 7月 11日、109年 6月 16日及 110年 9月 3

日准予備查。 

二、 本次催收帳款轉銷呆帳作業 

（一） 迄 110年 12月 31日各分署核發之行政執行憑證逾 10年執

行時效共計 36筆。移送執行金額共計 1,341 萬 2,208 元，

本署受償 16萬 0,667元，未收回催收款項計 1,325萬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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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二） 上開 36筆未收回催收款項，因已逾法定執行期間（10年執

行時效），為不得再執行之案件。本署業依「逾行政執行時

效催收款轉銷呆帳作業程序」，於 111 年 4 月 11 日簽奉一

層核定辦理轉銷呆帳作業。 

（三） 本次提報已逾行政執行時效之行政執行憑證，擬由本會議

決通過後，函報審計部同意准予備查，再轉請會計室辦理

催收帳款轉銷呆帳作業，並於會中報告後結案。 

三、 為保障本署債權，本會對執行分署核發行政執行憑證之案

件，每年皆查調義務人財產所得資料，若有可供執行之財產

或所得，則再移送執行。此外，每月提報於半年內將罹於時

效之行政執行憑證清單，查調義務人財產所得，再移送執行。

另對現正執行中之案件，亦每月提報逾半年無執行進度之案

件清單，並於查調義務人最新財產、所得資料後，函送各轄

管行政執行分署，以促請各分署加強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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