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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世宏  祖籍江西省贛州市大余縣  1949年 6月 19日香港出生 

  
現職 

 台灣淨零排放協會  秘書長 （2021年 10月- 迄今） 
 台灣空氣品質健康安全協會  理事長（2018年 7月- 迄今） 
 財團法人厚生基金會  董事（2018年 1月- 迄今） 

學歷及考試  

 行政院環境保護人員甲等特種考試及格（1987年）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學士 碩士 博士（1982年） 

獎勵 

 台灣環境工程學會 會士（2015年） 
 台灣化學工程學會 會士（2013年） 
 台灣環境工程學會工程事業類工程獎章（2003年） 
 行政院保舉最優人員（1987年） 

經歷 

 台灣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  公眾諮詢委員（2018年 1月- 2020年 12月） 
 台灣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會委員（2017年 6月- 2019年 5月) 
 中華企業環境能源協會 常務理事（2015年 11月- 2018年 10月) 
 森霸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2015年 2月- 2016年 9月） 
 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理事長（2014年 12月- 2015年 10月）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講座教授（2014年 8月- 2016

年 7月） 
 中國文化大學化工及材工系 特聘講座教授（2014年 4月- 2017年 8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2008年 5月 20日－2014年 3月 3日 馬英九總統） 
 景文科技大學總務長（2003年－2006年）環境與物業管理系副教授（2003年－

2011年）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局長（1999年－2003年 馬英九市長；2006年－2008

年 郝龍斌市長）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企劃考核處 處長、國際合作處 處長（1996年－1999

年）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處長、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處長、環境檢驗所 所長、水質保護處 處長、技監兼科技顧問室 主任（1987年
－1996年） 

 國立臺灣大學 化學工程學系 講師（1977年－1982年） 
 行政院 衛生署 環境保護局第二組 組長（1982年－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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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衛生署 技師（1975年－1977年） 行政院公害防治先驅計畫專案小組 空
氣污染防治組 組長 

過去推動措施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署長  2008 年至 2014 年 (馬英九總統) 

    參閱附檔 「沈世宏環保署施政報告 20140225」 

 

行政院公害防治先驅計畫專案小組  1975 年 1977 年  

1.於高雄地區設置一八四個（約每一‧五平方公里設一個）二氧化鉛製 的

大氣中二氧化硫測定器，每月取樣分析。用一年的測定資料校正當地二五二

個大汙染源及高斯大氣擴散模式計算的結果，並藉以訂定當地空氣污染源硫

氧化物排氣標準。 

行政院 衛生署 環境保護局第二組 組長 

1982 年 

辦理臺北市市民檢舉公車排煙烏賊排行榜，獲市民熱烈迴響，大幅改善公  

車排煙。 

1983 年 

     1.命令嚴重污染之大型工廠停工完成改善（新竹化工、台金禮樂煉鋼  

     廠），首開先例。 

     2.強力取締台南灣裡廢五金露天燃燒，與業者協商促成設置廢五金專業  

     區及管制進口。 

1984 年 

     1.改進按日連續處罰執行之「取證」方法，不必每日取證，促使污染源   

     認真改善。 

     2.促成中油公司減少二行程機車用油中的潤滑油含量，由 4％減少至 2   

     ％，降低污染排放。 

1985 年 

     以一行業為對象與業界公會協商訂新排放標準，公平執行（鋼鐵、水泥業）， 

     並以不改善之利得為量罰基礎。兩年內全面完成改善，期間八家工廠勒令   

     停工改善（包括唐榮中興合金鋼廠），大幅改善鋼鐵業及水泥業在全國各地 

     多年來造成的嚴重污染，並因而避免該二行業後來遭受圍場抗爭的風險。   

1986 年 

     1.首度採用新污染源設立許可之技師簽證、自行檢測申報制度（石油焦 

     管制）。 

     2.首度認可民營代檢服務業協助業者（九連公司）測定污染，鼓勵事業 

     據實申報。 

     3.引進目測判煙訓練機訓練判煙人員，提升取證公信力。 

     4.引進惡臭官能測定方法判定臭味物質，建立臭味取證的客觀標準。 

     5.採用預先公布多段式分年分期管制標準的管制方法，與業界公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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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商，制訂機車、汽車、大卡車新車排氣標準，給予業者完成改善準備所 

     需時間，以六年時間逐步達到先進國家（美國）車輛排氣管制水準，大幅 

     改善了我國都市交通空氣污染。 

     6.引進具有經濟誘因之「污染泡」制度（省市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7.發起廠商參與之汽機車免費路邊檢查調修服務，改善排氣。 

     8.首度採用居民參與及推薦專家共同評鑑公害糾紛（新竹化工廠）及改 

     善結果之公開作業模式。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處長 

1987 年 

     1.主張對地方政府不為執行時，環保署有直接處分污染源之權力（已列 

     入有關法規）。 

     2.主張環保署應設置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已列入組織法）。 

1988 年 

     1.促成中油公司無鉛汽油降價，主動調查各種車行可用無鉛汽油情形，  

     公佈周知。 

     2.改進目測煙取證作業方法，規定須由兩組人員相距五十公尺判定，以 

     增加公信力。 

     3.促成經濟部開放車用液化石油氣，減少市區空氣污染。 

     4.規定新車加裝 EEC 系統，減少車輛碳氫化合物的汙染。 

     5.促成台電公司擴大規劃使用天然氣，降低高雄地區發電廠的空氣污染。 

     6.完成擴大列管固定空氣污染源三年計畫，開創委託民間公司或財團法 

     人（中國技術服務社）參與協助執行管制的作法，並提供民間檢驗業成立 

     之誘因。 

1989 年 

     規劃並執行直升機配合尋找空氣污染源之立體稽查作業，大幅減少黑 

     煙的排放。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處長 

1989 年 

     1.辦理中華紙漿花蓮廠汙染影響沿岸漁業資源案及台電林口廠與防風  

     林枯死案，引進爭議雙方共同推薦學者專家，審定污染事實的作法，圓滿 

     平息抗爭事件。 

     2.建立以實收罰鍰代替開例罰鍰數評估地方環保績效的作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環境檢驗所 所長 

1990 年 

     1.完成環境檢驗所新設立之設施安裝、人員編組及作業制度之建置 

     2.建立並執行代檢機構設置、管理及品質保證制度。 

1991 年 

     3.完成國家環境檢驗發展六年計畫，確立標準檢驗方法分年開發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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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項目。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水質保護處 處長 

1992 年 

     完成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修正，納入「水污染防治實施方案」持續  

     規劃體系及水污染源防治設施「功能測試」等規定 

1993 年 

     1.建立水污染源許可申報、稽查取締及協談作業制度及電腦化系統， 

     委託財團法人參與執行，全面列管水污染源。 

     2.推動工業區內工廠汙水納入公共汙水處理場之強力稽查，全國工業 

     區公共汙水場共增加每日進水量十一萬噸（原每日十八萬噸）。 

1994 年 

     1.完成流域整體性環保計畫，選定國內十大河川，進行河岸綠美化與 

     汙染源管制。 

1992 年至 1994 年 

     1.建議調整放流水標準及考量檢驗誤差，合理對待動守法業者。 

     2.改進稽查作業方式、加強協談溝通、善待有意守法者，重罰故意偷 

     排不改善者。 

     3.推動許可申報、取締及協談工作，共計完成：  

      (1)許可申請一萬一千餘家；(2)停工處分一百二十一家；(3)移送法辦二十 

      七家。 

     4.辦理環保團體抗爭核二場「秘鯛魚」事件，採用爭議雙方共同推薦 

     「專家參與」之公正鑑定制度，圓滿平息抗爭。 

     5.辦理桃園 RCA 廢場址污染鑑定，圓滿處理民眾抗爭。 

     6..全面要求百戶以上新社區必須設置專用下水道系統，申請廢水排放 

     許可，並與建築執照核發機關協商，將二者作業流程整合。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技監兼科技顧問室 主任 

1995 年至 1996 年 

     1.研訂「推動我國成為亞太環保中心方案」 

     2.研訂「環境管理標準（ＩＳＯ─一四○○○）推動方案」 

     3.推動民間成立社團法人「亞太環保技術交流會」 

     4.率團赴德國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一次締約國大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企劃考核處 處長、國際合作處 處長 

1997 年至 1998 年(劉兆玄主主任委員) 

     規畫改進政府科技計畫審議及資源分配作業制度。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局長 

1999 年至 2003 年(馬英九市長) 

     1. 推動「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 

     訂定「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確立推動垃圾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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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費隨袋徵收政策（全國首度實施），並擬定相關推動計畫及配套措 

     施。 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民眾配合使用專用垃圾袋比率高達百 

     分之九九‧九九，環境亦維持整潔。至 2003 年 6 月底止，垃圾費隨袋 

     徵收期間平均每日清潔隊清運垃圾量為一、七七三公噸（已扣除風災垃 

     圾），較 1999 年日平均值二、九七○公噸減少一、一九七公噸，減量比 

     率高達百分之四十；平均每日資源回收量達一五○公噸，資源回收率達 

     百分之七‧八一，較 1999 年平均值成長為三‧三倍；如將民間業者收 

     量月平均為一八、九九六公噸，若以家戶垃圾量與代處理垃圾量合計為 

     基準計算，則平均回收率為百分之二十一。垃圾費隨袋徵收已達到促進 

     臺北市垃圾減量及資源回收的政策目標。並獲得歐盟與新加坡政府共同 

     支持的「區域環保技術學會」頒發「公元 2001 年亞洲地區固體廢棄 

     物管理最佳政府獎」 

     2.規劃推動「2010 臺北市 垃圾零掩埋 資源全回收」 

     規畫具有世界前瞻性的「零掩埋 全回收」願景、策略與措施（詳見 2002 

     年版「台北市環保政策白皮書」）。具體規劃執行「全面回收廚餘」、 

    「垃圾全分類」、「焚化底渣再利用」、「焚化飛灰再利用」、「污泥溝泥再利 

     用」、「不可燃垃圾再利用」、「營建拆除混合物分類再利用」、「清除內湖 

     垃圾山」、「跨縣市合作」等策略所需設施建設及實施期程，期於公元 

     2010 年以前達成臺北市「資源回收最大化」、「焚化垃圾最小化」、「不 

     需垃圾掩埋場」的目標 

     3.推動臺北市與基隆市垃圾處理合作 

     歷經市議會五個會期審議後通過。雙方市長已於 2003 年 7 月簽訂垃圾 

     處理合作協定，可為臺北市爭取到二十萬方（立方公尺）以上的掩埋容 

     積，舒緩本市垃圾處理掩埋場銜接空窗期的問題 

     4.推動闢建本市「第三垃圾衛生掩埋場」 

     經市議會 2000 年第二會期審議通過於內湖水尾潭闢建。正進行工程規 

     劃及環評等相關施工前作業。惟因本市垃圾大幅減少及嚴格管制可燃垃 

     圾不得進場的結果，使得需掩埋垃圾降至每日五百公噸左右。現有掩埋 

     場剩餘容積五十萬方加上北基和合作取得二十萬方可用容積，第三掩埋 

     場啟用時間可延長至公元 2010 年以後。 

     5.推動廚餘分類清運回收再利用 

     自 2001 年 4 月 1 日起於本市十二區五十一里進行廚餘分離清運，2003 

     年 4 月增加為一○三里。累計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03 年 6 月養豬廚餘 

     總收運量為一、三四一公噸，2002 年 5 月 1 日起，於非資源回收日， 

     以資源回收車（原收養豬廚餘）增加回收堆肥廚餘，2002 年 5 月至 2003 

     年 6 月堆肥廚餘收集量累計為三、○四八公噸。另本局已發包改裝 

     垃圾車於後斗加裝廚餘桶舉臂，2003 年底前全部車輛改裝完成後，即 

     可配合垃圾收運作業全市同步每日回收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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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推動修復傢俱再利用拍賣活動 

     於中山足球場設置修復傢俱展示中心，進行再生傢俱展售及拍賣事。 

     自 2003 年 1 月 18 日起至 8 月 2 日止，每週六拍賣，共計三十 

     三場次售出傢俱一、五○五件，腳踏車一、一四四件，電風扇一七五件。 

     收入金額達兩佰萬陸千三佰元，累計參觀人數超過三萬人次，廣受各界 

     好評，對提升市民惜福觀念有極大助益。另已完成規劃，自 2003 年第 

     四季起，在該場地開辦，固定每週六舉行的跳蚤市場活動。 

     7.推動營建拆除混合物回收再利用 

     輔導本市回收營建拆除物之「砂石棧場」業者提升分類回收設施及作業 

     水準，建立車輛淨出入管制聯單及紀錄體系，減少任務傾倒棄置狀況。 

     協助每日負責清除臺北市三千到四千公噸營建拆除混合物地砂石棧場 

     業者得以合法化經營。 

     8.辦理「2003 台北燈節 垃圾零掩埋 資源全回收 試辦活動」 

     於 2003 年 2 月 15 日至 23 日燈節期間，在中正紀念堂會場周邊設 

     置 48 組資源回收站。每站以三個垃圾桶為一組，分成堆肥類、回收類 

     及非回收類等三大類，桶上並設置三種分類的宣導看板。發動 360 人次 

     環保義工，每日分兩班於各入口處舉牌提醒遊客，不亂丟垃圾並配合將 

     垃圾分類投入指定的垃圾桶中。另派出百位清潔人員指導遊客分類及清 

     運垃圾。活動現場設置攤位示範，將市民投置之垃圾進行再分類，並公佈 

      市民的每日正確分類率。統計為期九天的「2003 台北燈節」活動，共動員一、 

      一四三人次，垃圾量有三十六公噸。其中經過清潔隊員再分類，屬於可製作 

      堆肥即可直接回收變賣之資源垃圾有二二‧八四公噸，回收率高達百分之六 

      十三。至於民眾配合新分類方法投置之情形，經環保局清潔隊員逐袋過磅， 

      再仔細分類秤重後核計，民眾正確分類率為百分之六十九‧一；對任意棄置 

      廢棄物之違規行為則開出了十六件舉發通知書及五十四件改善通知單。 

     9.執行「資源回收分類場委託經營管理計畫」 

      將民間力量導入。本市北六區（松山、南港、士林、北投、內湖、中山等區） 

      之回收物分類場（於內湖舊宗）已於 20001 年 7 月 31 日委外交遊民間業者自 

      備機具經營管理；南六區回收物亦於 2002 年 8 月 20 日起直接出售民間分 

      類，提升資源回收之效率。 

      10.推動週收五日，提升垃圾清運效率 

      垃圾費隨袋徵收後，臺北市垃圾量減少近半。此期間，為提高垃圾清運效率， 

      於 2001 年七月開始週日停收垃圾；於 2003 年 5 月開始週三亦停收垃圾。資 

      源回收日數則由每週二日，分別於前述開始日期增加為每週三日及每週五日。 

      11.改善嚴重水污染源 

      強力要求臺北畜產公司家禽批發市場以三個月時間，於 1999 年 5 月 31 日 

      前完成水污染防治改善，否則勒令停工，結束該公司遭按日連罰兩百餘日及 

      十餘年來長期以雞鴨內臟及羽毛污染淡水河的情形。 



7 
 

      12.改善嚴重空氣污染 

      首度引用空氣污染防治法及行政執行法強制處理獨居（老）人與鴿、狗等動 

      物共同居住一室且不清理其糞便造成的嚴重環境衛生問題，共計四案，每案 

      協助載運二至四卡車的糞便，解決困擾十餘年的陳年老案，改善成果顯著 

      13.建立創新之機場噪音評等校正模式 

      進行松山機場周邊受高層建築阻擋及未受阻擋的建築，受到飛機噪音影響程 

      度的差異測定及統計。結果發現系統性的八分貝差異。據此結果修正緊鄰機 

      場的第一排住戶防音設備補助的優先順位，獲得所有相關住戶的支持，圓滿 

      解決抗爭的問題。 

      14.透明參與之焚化廠操作模式 

      邀請市民及里長代表各十一人，組成監督小組，共同推薦學者專家十一人評 

      選研究調查機構（中央大學），評估北投焚化廠周邊臭味來源；發放陪檢證給 

      市民參與檢查代清除業者進廠垃圾車；裝上二十四小時錄影及上網的監視設 

      備，監看每部卸貨檢查的情形。透明化作業消弭可能的抗爭，並且大幅減少 

      進廠的不適燃廢棄物。 

      15.建立焚化廠回饋金分配以環境影響權重計算模式 

      首度倡議以環境影響程度（空氣污染物擴散計算結果、垃圾車通過數量與公 

      里數及該里人口數）作為各行政里分配回饋金的依據。獲得議會及里長的支 

      持，使得延宕兩年的法案得於 1999 年第一會期通過。 

      16.流浪犬口大幅降低 

      協調臺北市動物保護團體及相關單位，於馬市長上任四十天內訂定「臺北市 

      棄犬處理方案」，使本市棄犬處理配套措施正式上路。以更人道方式捕捉棄    

      犬，配合動物衛生檢驗所委託民間動物醫院協助收容棄犬，供民眾就近認、 

      領養，並以提供內湖垃圾山用地及爭取農委會補助方式，協助建設局設置內 

      湖安康愛心犬人道教育中心，收容棄犬，使 2002 年臺北市棄犬數較 1999 

       年的五萬五千隻減少至一萬一千隻。 

      17.推行「臺北市全面清除違規小廣告運動」 

      以開辦停用電話方式向違規小廣告宣戰，自 1999 年 7 月至 2003 年 6 月， 

      共執行停話處分七千六百餘件，有效遏阻任意張貼。發動全四百四十九個里 

      的里鄰環保志工全面清除已張貼之小廣告，並以里為單位全面進行清除績效 

      評比，公佈不合格里的方式，大幅提升臺北市市容景觀，成效顯著，獲得市 

      民及環保團體高度肯定。 

      18.推行「臺北市公廁年運動」 

      市長於 2001 年發動臺北市公廁年運動，2 月 5 日親自帶領局處首長清掃光華 

      商場廁所。由環保局規劃複式全面評比計畫，動員各局處及各行政里分別督 

      導所轄，做好每日廁所清潔、檢查及綠美化的工作。並由各級主管及各里環 

      保志工進行交叉評比，做到不濕、不髒、不臭、令人愉快的水準。經過一年 

      的努力大幅改進北市公廁清潔。環保局並執行公廁分級制度，依等級進行不 

      同頻率之檢查。至 2003 年 6 月止全市九、一三三座廁所中，一、五四五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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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特優級，三、七七四座屬優等級，三、八一三座屬普通級，有一座屬加強 

      級。 

     19.推行「遛狗繫狗鍊 隨手清狗便 運動」 

       2002 年 5 月 11 日市長率隊，在中華路舉行遛狗大遊行，發起運動。宣導市 

       民養成良好習慣，共同建立優質的生活空間。由環保局執行「遛狗繫狗鍊 隨 

       手清狗便運動」各里評比計畫。各區清潔隊加強宣導及取締告發外，各里亦 

       發動培訓一、三○五位環保志工，辦理自評及複評作業。自七月至十月底， 

       環保局清潔 隊員清掃道路清點之狗便數，由每兩日四、六二七堆降至一、七 

       八二堆，減少兩百分之七十二點四；全市發現未繫狗鍊犬隻數，由每兩日二、 

       二三三隻降至五六○隻，減少百分之七十五。環保局的民調顯示，百分之九 

       十二的民眾支持並肯定這項運動。 

       20.臺北市「青山淨水─親山近水 垃圾不落地運動」 

       2002 年 6 月 5 日，在信義區松山慈惠堂舉辦誓師及撿拾虎山宣導活動。由市  

       長帶領宣示，展開機關、學校、社團認養山區道路工作，號召市民踴躍參與， 

       擔任環保志工，經常在登山步道或其他遊憩場鎖舉牌宣導。環保局除在各山 

       區道路出入口設置三道警示牌外，並由稽查扣車專案小組配合執行二十四小 

       時巡邏取締。至 2002 年 11 月底，查扣違規小型貨車及客車二十三輛、水 

       肥車一輛及機車二輛，合計二十六輛。每次查扣皆發布新聞，以發揮嚇阻效 

       果，宣導民眾共同維護好山好水。環保局專案小組在 2002 年十 12 月將清潔 

       隊支援人力歸建各區隊後，仍維持部分人力繼續執行群查任務。自 2003 年 

       3 月起再從偽袋查察小組抽調一半人力投入資格和扣車勤務，3 月至 6 月底 

       合計再查扣違規車輛十五輛。 

       21.規畫推動冷氣機不滴水及攤販整潔現代化運動 

       2003 年社區環保工作重點。動員清潔隊員、環保志工，全面清點冷氣機滴水， 

       規勸改善；全面勸導管制攤販、攤商，徹底要求最好「垃圾不落地」及「資 

       源回收」。 

臺北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局長 

2006 年至 2007 年(郝龍斌市長) 

      1.垃圾費隨袋徵收 

      臺北市自 2000 年 7 月 1 日起全面施行「垃圾費隨專用垃圾袋收費方式」徵收一   

      般廢棄物清理費，排出一般垃圾必須使用附加垃圾費的專用垃圾袋，才能送交清 

      潔隊收運，但資源垃圾依環保局規定分類回收，則免用專用袋，以鼓勵市民勤作 

      垃圾減量與資源回收，減少垃圾清理費支出，解決臺北市因垃圾量逐年增加所衍 

      生之垃圾處理問題。 

      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後，配合家戶廚餘回收、巨大垃圾回收等措施，臺北市家戶  

      垃圾量已由實施前每人每日 1.13 公斤，減少至 2007 年每人每日 0.45 公斤，垃圾 

      減量比率達 60.46％；如加計民間廠商資源回收量，2007 年之總資源回收率已達 

       43.14％，平均每日資源回收量達 1,031.28 公噸。 

      2.家戶廚餘回收  

      廚餘為良好的堆肥資材，亦可養豬再利用，基於資源永續經營的概念及達成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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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垃圾零掩埋的目標，2003 年 12 月 26 日臺北市開始全面回收家戶廚餘。為利 

      回收廚餘的再利用，臺北市廚餘回收依廚餘的性質，請民眾配合分類為「養豬廚 

      餘」及「堆肥廚餘」收運，回收後分別標售養豬戶養豬及委託堆肥廠堆肥再利用。 

      為妥善再利用所回收之「堆肥廚餘」，自 2006 年 5 月由臺北市 3 座垃圾焚化廠運 

      用垃圾貯坑劃設「廚餘暫存專區」收受暫存，並自行翻堆之簡易堆肥處理，使其 

      成堆肥半成品，再取出運交堆肥場進行後續堆肥，以去除水分，減輕轉運負荷， 

      並減少轉運過程可能造成之環境污染。3座焚化廠自 2006年 5月 18日開始暫存， 

      至 2007 年底，共計收受 8 萬 1,362 公噸堆肥廚餘，經以簡易堆肥方式處理後， 

      暫存貯坑之「廚餘堆肥半成品」計有 4,375 公噸，另已取出 7,345 公噸「廚餘堆 

      肥半成品」送交合格處理廠進行後續處理。 

      3.焚化底渣及焚化飛灰再利用處理 

      臺北市於 2003年 12月開始試辦焚化底渣委外再利用處理，並自 2005年 9月起， 

      臺北市 3 座垃圾焚化廠產生之焚化底渣，已全數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公告「一 

      般廢棄物－焚化 底渣再利用管理方式」規定，委託合格再利用廠商進行再利用， 

      2007 年度委託再利用 7 萬 7,015 公噸。底渣再利用方式係經磁選、人工挑撿、破 

      碎、篩分、噴灑穩定化劑、檢測重金屬溶出濃度合格後，再利用於道路工程級配 

      料、無筋混凝土或瀝青混凝土添加料等，為確保底渣再利用之品質及確實進行再 

      利用，除要求廠商提高處理標準外，並每月派員至底渣再利用處理廠及再利用施 

      工地點現場進行實地查核並作成查核報告，以使焚化底渣再利用過程能更透明 

      化、制度化。 

      4.興建焚化飛灰水洗模廠 

      焚化飛灰以往均採穩定化後送至掩埋場獨立分區掩埋，國內尚無商業運轉之飛灰  

      再利用廠商，故焚化飛灰再利用為臺北市現階段欲達成「資源全回收，垃圾零掩 

      埋」之重要關鍵。為突破此瓶頸，2007 年 3 月於木柵垃圾焚化廠完成焚化飛灰 

      水洗模廠興建，將與水泥廠合作共同試驗水洗飛灰做為水泥替代原料的再利用技 

      術，如經驗證確認安全無虞，將予以推廣，以早日達成飛灰零掩埋全回收。 

      5.溝泥溝土再利用 

      臺北市自 2007 年開始溝泥溝土委託土資場拌合營建混合物，調整含水量後經篩 

      分機依粒徑分選為粗、細砂石及剩餘土石，並去除夾雜之廢棄物後，依建築或 

      土木工程需求拌合其他土石級配而應用為回填土方或建築材料，溝泥溝土再利 

      用計 3,639 公噸，執行成效良好，有效撙節山豬窟垃圾衛生掩埋場掩埋容積， 

      延長掩埋場使用年限，並節省臺北市新闢掩埋場之成本；本項政策推動對資源 

      物質循環再利用，落實環境資源永續發展，達成資源全回收、垃圾零掩埋之「零 

      廢棄」目標具顯著成效。 

      6.再生家具 

      為擴大服務民眾，增加去化管道，有效再利用廢棄大型家具，於臺北市政府環 

      境保護局資源回收隊成立家具修復班，並於中山足球場再生家具展示場及內湖 

      再生家具展示拍賣場，喊價拍賣再生家具。自開賣以來，各式木造廚櫃、桌椅、 

      沙發及腳踏車是目前回收家具的大宗，民眾熱烈搶購，經統計 2003 至 2007 年 

      販售 3 萬 1,498 件，銷售金額約新臺幣 22,59 萬 8,826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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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限制產品過度包裝 

      為達成垃圾全分類、零廢棄之目標，臺北市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之規定，對於 

      受列管業者進行禮盒包裝之管制，以減少包裝物質的使用以及用過即丟的包裝 

      垃圾之產生。2007 年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針對轄內指定販賣業者 3,688 家及 

      指定製造／輸入業者 588 家，總計稽查 1 萬 0,688 家次以及 315 家次，告發件 

      數 6 件。 

      為鼓勵業者自發性推動產品包裝之減量，臺北市 2006 年起成立全國第 1 個包裝 

      減量聯盟，兩年來已有 38 家業者加入，其中亦包括非受列管之事業如電子電器 

      販賣業者主動響應，而聯盟成員於臺北市均有相當之占有率。簽署加盟者，需 

      自發性配合生產避免過度包裝之產品或要求旗下之供應商避免過度包裝。 

      8.推廣定期清洗水池水塔 

      水池和水塔是最容易被住戶忽略的用水設備。為確保用戶端之用水安全，自來 

      水事業處訂定規章，篩選及訓練一批合格清洗業者，公布於臺北自來水事業處 

      網站及水費單上供用戶參考。由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推薦的合格水池水塔清洗業 

      者，其設備、技術及專業人員須通過事前審查及專業訓練，並進行事後稽查及 

      不定期抽檢，對不符合規定之廠商予以註銷推薦，以保障用戶清洗水池水塔品 

      質。用戶每年至少應洽請合格業者清洗一次。如果是用水人數較多的機關學校、 

      公共場所等，半年清洗一次更佳。 

      9.公廁文化提升全面提供衛生紙 

      公廁的清潔品質反映一個城市的生活、文化水平，更代表城市的形象，臺北市 

      2007 年起要求市府各相關機關所管之公廁全面提供衛生紙供民眾使用，未設衛 

      生紙使用盒之單位由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統一請購大型捲筒衛生紙使用盒及 

      至年底所需之衛生紙，為使民眾愛惜資源減少浪費，並印製宣導貼紙發送各公 

      廁管理單位張貼於公廁明顯處。另函文臺北市各事業機構，配合全天候於所屬 

      公廁提供衛生紙供民眾使用，並將是否提供衛生紙列為公廁清潔維護檢查項目 

      之一，以提供臺北市市民更便利、更貼心的服務品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