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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都市規劃角度論我國垃圾清運模式之轉型

廖亦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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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國之垃圾清運模式由各縣市環保局以不同時段發車進行沿街式或定

點清運，惟並非所有民眾皆可配合時段。此外現行清運方式經常衍生追趕垃圾

車跌倒、垃圾車機具壓縮後濺出殘渣致民眾受傷等議題。

有鑑於此，本文以基盤設施、智慧城市及公私協力反思我國城市特性，並

試擬「發放掀蓋式二輪垃圾桶」、「公共設施多目標之角度設置定點掀蓋式大

型垃圾桶」及「於大眾運輸站體及公共設施設置智慧城市回收系統」等三種模

式，希冀得以城市治理角度，提升整體都市環境品質，並促進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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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背景與目的

我國自 1980年代後，伴隨著經濟起飛及人口激增，廢棄物及生活垃圾不

斷增生，當時垃圾清運模式仍使用非機械化方式處理，以致大量垃圾暴露街頭，

爰此，我國政府由行政院環保署統一購置垃圾清運機具，開始沿街清運垃圾，

即垃圾車的起源，並延續至今。

然沿街清運的模式，衍生之社會議題屢屢發生，如垃圾清運時間無法與所

有民眾時間配合，即便目前各縣市政府環保局皆以推出「垃圾清運動態查詢系

統」及「各區定點清運班表」，其停留時間大致以 10-15分鐘為主，並非所有

民眾可配合該等特定時段，彰化縣民眾曾於 2016年針對目前垃圾清運方式及

時間造成不便而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僅以「清運垃圾路線長達數十公里，確

實無法依據每一戶指定時間收運垃圾，且本鎮清潔隊設有夜間定點，陳情人可

至夜間定點處（18:30~18:45○○里○○）投遞垃圾。」（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

書，2016:3-4）；因逢國定假日或年節時期，沿街清運停止作業，民眾則需累

積多日家庭垃圾或趕在休假前追趕垃圾車，嘉義市曾於 2021年春節前夕，當

地民眾紛紛湧上馬路追趕垃圾車，造成當時大量人群夾雜於道路上，不僅造成

道路壅塞，且有安全之虞（黃少君，2021）；目前我國實務上幾乎由清潔隊員

目測民眾是否有確實分類，而民眾經常於垃圾車運行過程中，將手中垃圾拋於

車內，針對實際垃圾分類之管理仍有待加強，且若未確實分類，在垃圾機具輾

壓過程後，濺出之殘渣經常性導致民眾受傷，彰化市曾因民眾將燃燒未盡之香

灰丟入垃圾車，在輾壓瞬間引爆且揮灑出巨大塵暴，後方等待之民眾皆受到波

及（吳敏菁，2020）。此外，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統計，自 1999年起共有 208

名清潔隊員死亡（行政院環保署，2021），扣除掉上下班途中發生事故者，約

130人皆在執行勤務時死亡，亦即垃圾清運過程，具有一定之風險及危險。

綜上，可見現行我國垃圾清運制度確有改善之空間，本文將以城市治理層

面為原則，針對其他領域與垃圾清運模式結合可行性評估，並提出以智慧城市、

都市計畫及現有清運方式改變等三種層面之替代方式與現行制度綜合性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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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貳、城市治理

「城市治理」主要係指為都市經濟發展、社會及生態等層面為核心，而整

合都市中之技術、資訊、知識、勞動力及資本等要素，以達整體發展，此外，

更需具備都市內之政府、私營部門、非營利組織等，形塑出網絡，並以相互協

力、溝通方式治理，以解決當前都市公共議題，提供良好生活品質，增進公共

利益等。（康如松，2017:12）本文試以「都市基盤設施」、「智慧城市」及「公

私協力」角度，反思未來垃圾清運模式如何落實於城市治理並考量我國城市特

性，透過推動新興作法，以提升城市經營管理及公共利益之效。

一、基盤設施

基盤設施係提供都市各項設施、公共設備與機構所需之公共工程設施，以

城市治理之角度而言，基盤設施應為建構都市系統之第一步，雖目前世界各地

對基盤設施之定義有所區別，我國但大致可分為能源供給設施系統、給排水設

施系統、交通運輸設施系統、汙染防治設施系統及資訊情報設施等（黃崇義，

2006:5）。

都市發展之基礎，係仰賴基盤設施，而基盤設施主要特色應以下列幾項為

主（張曉燕，2012:119）：

（一）公益性：都市中之基盤設施服務應將公益性視為第一位。

（二） 系統性：都市中之基盤設施應為綜合系統，各部門應相互協作及整合，

方可發揮最大效益。

（三） 預先設計：時間上，必須比生產設施和生活設施提前進行施工，從而使

基礎設施與生產設施或生活設施同時交付使用，以免影響整體建設工期

和效率；空間上，應按都市一定時期發展規劃和總體要求一次建成或按

預留空間，否則會妨礙城市今後的發展和擴建。

（四） 長期性：都市中之基盤設施之建設和管理，係以整個城市經濟的發展提

供基礎，促進都市各項發展，增進都市的總體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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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為近年來之發展趨勢，主要透過都市資源之數字化、智能化、智

慧化等，形成都市運行各層面之重要要素。以城市治理之角度而言，未來發展

面向將智慧城市透過科技技術層面，結合既有之公共設施服務及基盤設施，逐

步落實智慧城市的構想與都市發展建設。

智慧城市之發展，主要仰賴數據融合架構，建構都市公共訊息平台及基礎

資料庫，並進行分析，反映於都市運行管理平台、運行指揮中心及公共服務平

台，運用於各領域（郁建生等人，2017:146），如下圖所示。其應用範圍廣泛，

如為智慧經濟、智慧流動、智慧環境、智慧人群、和智慧生活，及智慧治理六

大都市發展向度，更強調落實於資源及環境永續，提升整體都市品質（金家禾，

2018:4）。

圖一　智慧城市設計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文繪製（郁建生等，20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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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治理之角度而言，善用公私協力，不僅能減輕政府部門財政負擔，

更可增進公共服務品質，對國內經濟成長及提供就業機會亦有實質助益。此外，

在智慧城市的世代，都市建設亦有賴於公私協力的推動，各局處政府應適時跨

領域的分工合作，並整合民間之創新應用，透過資訊的整合，專業技術的分工，

建立完整資訊平台系統，方得增進現今社會公共利益。

參、現行垃圾清運相關制度

一、廢棄物定義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條，廢棄物共分為一般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

（一）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 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

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有害事業廢棄物為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

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一

般事業廢棄物為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

二、廢棄物清除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2條第 11款，廢棄物分為收集、清運及

轉運。

（一） 收集、清運：指以人力、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處理場

（廠）之行為。

（二） 轉運：指以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轉運設施或自轉運設

施運輸至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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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清運執行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5條，廢棄物清理之執行機關，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

局、縣（市）環境保護局及鄉（鎮、市）公所。執行機關應設專責單位，辦理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及廢棄物稽查工作。執行機關應負責規劃一般

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用地，並協同相關機關優先配合取得用地。

一般廢棄物之回收、清除、處理，在直轄市由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為之；

在省轄市由省轄市環境保護局為之；在縣由鄉（鎮、市）公所負責回收、清除，

由縣環境保護局負責處理，必要時，縣得委託鄉（鎮、市）公所執行處理工作。

另一方面，為減輕清潔隊員負擔，節省的人力可協助分攤資源回收和廚餘

回收等，工作降低人事成本，同時彌補垃圾車不足，無力負擔購置的窘境，環

保單位自 1990年代起，陸續開始研擬垃圾清運委外制度，並於 2000年代起，

逐漸建立相關法制作業，如「廢棄物清理法」、「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

許可管理辦法」、「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等，地方政府方能依進行

委外工作（洪義昌，2008:91）。

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14條，一般廢棄物如巨大垃圾、資源

垃圾、有害垃圾、一般垃圾及廚餘等分類後，始得交付執行機關或執行機關委

託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專用車輛清除及回收。亦即，一般廢棄物之清

運目前亦可由執行機關委由民間業者辦理。

四、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

承上，廢棄物清除業務得由公及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經申請而執行。

（一）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申請規定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4條，一般廢棄物，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

當之衛生處理，其清除、處理業務者，應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

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後，始得受

託清除、處理廢棄物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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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條，廢棄物清除業務機構

得為接受委託清除廢棄物至境外或該委託者指定之廢棄物處理場（廠）處理之

為公、民營機構。

（三）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規定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設置之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管理辦法第 3條，

民間機構於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依投資契約興建完工，並依法令取得相關許可

文件後，經主辦機關審查通過後核發同意文件，始得接受委託清除、處理廢棄

物。

五、廢棄物清運模式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12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之運輸、分類、

貯存、排出、方法、設備及再利用，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其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執行機關得視指定清除地區之特性，增訂前項一般廢棄物

分類、貯存、排出之規定，並報其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另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5條，一般廢棄物應依執行機關公告

之分類、收集時間、指定地點與清運方式，交付回收、清除或處理。

六、廢棄物清運工具

依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 2條第 21款，垃圾車指執行機關執行

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作業車輛。可分為以下三種：

（一）密封式垃圾車：車體為密封空間，包括壓縮式及非壓縮式等型式。

（二）子母式垃圾車：以垃圾子車放置執行機關指定地點，供垃圾投棄、收集。

（三） 框式垃圾車：無車頂且車身平台為可裝載空間、車身周圍設有邊欄板，

用以執行巨大垃圾、資源垃圾、廚餘、拆除之違規廣告等一般廢棄物回

收、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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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廢棄物清運費用

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

之清除、處理，應依清除處理成本，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

費用。

依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 3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對

於家戶徵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分為下列三種：

（一） 按用水量計算徵收：自來水供水區接管使用自來水者，應就自來水實際

每單位用水量計算徵收之。

（二） 按戶定額計算徵收：自來水供水區未接管使用自來水及非自來水供水區

者，應就戶政機關之戶籍資料，按戶定額計算徵收之。

（三）按垃圾量計算徵收：以專用垃圾袋計量隨袋徵收。

八、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管理

（一）清除機構應自行清除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18條，清除機構除報經核

發機關同意外，應自行清除。機構每月實際清除量總額得有許可該項廢棄物清

除量上限百分之十之容許差值。

（二）契約訂定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0條，清除、處理機構從

事廢棄物清除業務，應事先與委託人訂定契約書，並保存三年，以備主管機關

查驗。

（三）營運及存放管理紀錄規定

依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辦法第 21條，清除機構應申報營

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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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1.　 清除機構應申報營運紀錄。

2.　 清除機構應將前項相關紀錄存放於核發機關許可存放之地點。

3.　 清除機構從事一般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清除業務之第一項相關紀錄應自

行保存五年；有害事業廢棄物部分應自行保存七年。

九、小結

我國就廢棄物分成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物，家庭垃圾即屬於一般廢棄物

之範疇。現行垃圾清運之執行機關，則為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之環境保護

局負責，通常是「壓縮式垃圾車」作為垃圾清運機具進行沿街清運垃圾，並多

有提供清運路線地點時段供民眾查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21）。至於廢棄

物清運費用，有按用水量計算徵收、按戶定額計算徵收及按垃圾量計算徵收等

方式，現行除臺北市、新北市及及部分縣市地區採用隨袋徵收外，其他地區仍

採取按用水量計算徵收（楊之瑜，2016）。

廢棄物由執行機關清運後，應由執行機關負責清除，並作適當之衛生處理，

並應設有適當之清運場所，以進行其清除業務。然因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之環境保護局人力有限，則有將此部分業務委託私人業者代為執行的情況，即

所謂垃圾清運委託外包，將政府業務委託民間經營。

肆、他山之石

一、國外廢棄物之收費方式

關於國外廢棄物之收費方式，大致可分為變動費用制、固定費用制與混合

費用制等三種（王招錦，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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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變動式費用

1.　 販售專用垃圾袋或垃圾標籤：以市民使用由政府規定之專用垃圾袋或標籤，

垃圾袋或標籤售價已含垃圾清理費，垃圾車只載運使用專用垃圾袋或貼有專

用標籤之垃圾。

2.　 按垃圾桶大小收費：以由執行機關依住戶垃圾筒之容量分等級，按級別與垃

圾筒之數目收費。

3.　 直接稱重計費。

（二）固定費用制

1.　 按戶計費：全市住戶平均分攤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之徵收方式，由住戶定期

繳交。

2.　 人口計費：全市人口平均分攤廢棄物清除處理成本，再計算每戶應繳垃圾清

除處理費之徵收方式，由住戶定期繳交。

（三）混合費用制

即同時採變動費用及固定費用之方式，例如部分清理成本先採固定費用

制，其餘之清理成本則採變動費用制收費。

二、國外廢棄物之清運模式

（一）垃圾車

垃圾車發明源自於 20世紀初之德國，歷經數次改良，現今垃圾車分為覆

蓋式、外部漏斗式、螺旋式、旋轉式、後壓縮式、側裝卸拉式、前式裝卸等垃

圾車（中國給排水，2017）。不同國家及地區使用之垃圾車有所不同，其與清

運方式息息相關，國內目前仍為「後壓式」垃圾車，係因我國目前之清運方式

仍以沿街清運方式處理，且民眾需自行整理家庭廢棄物前往垃圾車所在位置丟

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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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表一　各國一般廢棄物（家戶垃圾）收費方式彙整表

國家 收費方式

日本
超過 35%的市町村實施家庭垃圾收費制度，其變動收費制佔 56.1%，
固定收費制佔 24.7%，混合收費制佔 17.0%。

韓國 垃圾收費採變動收費制（垃圾袋）。

新加坡 住家按戶收費，非住家根據垃圾量多寡分五級收費。

美   

國

愛荷華州 家戶垃圾收費採變動收費制（垃圾袋）。

明尼蘇達州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但參與回收者有折扣優惠。

密蘇里州 家戶垃圾收費採變動收費制（垃圾袋或垃圾標籤）。

新澤西州 家戶垃圾收費採變動收費制（垃圾標籤）。

賓州 家戶垃圾收費採變動收費制（垃圾袋）。

奧瑞岡州 家戶垃圾收費多數採變動收費制（垃圾桶，已民營）。

德州 家戶垃圾收費多數採變動收費制（垃圾桶及垃圾袋）。

華盛頓州 家戶垃圾收費多數採變動收費制（垃圾桶）。

澳大利亞 家戶及工廠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少數地區採單位計價制）。

比利時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少數地區採單位計價制）。

加拿大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額收費制，工廠採單位計價之混合費用制。

丹麥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少數地區採單位計價制），工廠採單位

計價制。

芬蘭 家戶垃圾收費採單位計價制，工廠按垃圾類別及運輸距離計費。

法國 垃圾收費 80%人口採固定收費制，4%人口採單位計價制。

德國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工廠採單位計價制。

冰島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

義大利 家戶垃圾依住宅面積收費。

荷蘭 家戶及工廠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少數地區採變動收費制）。

挪威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工廠採單位計價制。

西班牙 家戶及工廠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

瑞典
家戶及工廠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其中 45%都市依建築物面積計
費）。

瑞士 家戶及工廠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少數地區採變動收費制）。

英國 家戶垃圾收費採固定收費制，工廠採單位計價制。

希臘 垃圾收費依建築物面積計費，家戶及事業差別費率。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王招錦，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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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運模式

1. 家戶或社區與清潔公司簽訂契約

國外目前最常見之一般廢棄物清運方式，係為住戶與清潔公司簽訂契約，

前往公共垃圾站、社區或家戶等地區清除及清運。在美國，自 1982年起開始

逐漸委由民間經營，委外比例高達 80%（洪義昌，2008:77）。本文以美國最大

國營企業之美國廢棄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 Inc.）（以下WM公司簡

稱）為例，主要業務以進行廢棄物的回收，包括收集、運送、再利用、資源回

收與清除服務，及經營垃圾變能源設備，服務對象包括在北美各地提供地方政

府、商業、工業及住宅民眾等。其清運方式係以居民向WM公司購買三色垃

圾桶，作為區分垃圾、資源回收及廚餘，並可依家戶人數購買不同尺寸之垃圾

桶，平均一周進行一次清運，住戶須於清運當日，將三色垃圾桶放置於住家前，

再由ＷＭ公司之垃圾車進行清運（美國廢棄物管理公司，2021），亦即，住戶

無須親自丟棄一般廢棄物亦無須配合垃圾車之清運時間。

而上述之垃圾清運模式，多以後「後壓縮式」、「側裝卸拉式」及「前式

裝卸垃圾車」為主，如下圖所示。其中「側裝卸拉式」及「前式裝卸垃圾車」

具有自動或半自動機械化，操作者僅需於駕駛座操作即可完成垃圾裝卸過程，

故可大量節省清運之人力或用於廢棄物數量較大地區，如公寓社區或公司等。

圖二　美國WM公司後壓式垃圾車

資料來源：Waste Managemen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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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智能公共垃圾桶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的目前設計出一套清運家庭垃圾系統，並結合智能設

計，可於行動裝置中查詢地下智能公共垃圾桶之位置。垃圾桶本體埋於地下，

屬於地下形垃圾桶，投入後，垃圾會自動投入地下，以防止臭味、蚊蟲孳生或

動物翻倒垃圾等問題，清潔人員將定期以「側裝卸拉式」垃圾車從人行道上吊

起在埋於地下之公共垃圾桶（Rain Noe,2020）。

圖三　美國WM公司側裝卸拉式垃圾車

資料來源：Waste Management Inc.

圖四　美國WM公司前式裝卸垃圾車

資料來源：Waste Management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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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聯網及智慧裝置之結合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主要係由實體物件串起的網路完全在意

識層次底下運作，控制著維繫地球公司效率的重要功能，全球網際網路在物聯

網的快速擴展中，產生了龐大的資料，並逐步演化〔齊若蘭（譯），Al Gore（原

著）（2013:92）〕。

物聯網可運用於感測器，透過聯網裝置將實體物件串連起的虛擬網路，經

由雲端與網路連結、交換資料。如將此技術應用至垃圾清運制度，則可建置垃

圾智慧管理 APP（My Waste App），透過行動裝置定位及計算路線，即可由

APP內得知距離自己最近、且有一定垃圾容納量的智能垃圾桶（smart bin）位

置（Pardini et al., 2020:12-13）。

伍、替代方案

針對我國現行垃圾清運所衍生之社會議題，本文參考國外相關案例及試以

我國都市基盤設施、智慧城市及公私協力角度，試擬以下三種模式之替代方案。

圖五　荷蘭阿姆斯特丹地下智能公共垃圾桶

資料來源：Amsterdam’s Smart System of Underground Garbage B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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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住宅型態目前以獨立住宅、雙併式住宅、連棟式住宅、無電梯公寓及

電梯公寓等為主，除了電梯公寓或部分連棟式住宅外，其餘皆無社區管理制度，

亦即大多數民眾需自主丟棄家庭廢棄物。本文試以不改變現行環保局垃圾清運

成本為基準，環保局及受委託之公、民營機構仍以原路線執行清運，僅改變以

發放每戶二個約 100公升之二輪垃圾拖桶，一為垃圾使用，另一個則為資源回

收使用，民眾可將垃圾拖桶放置於住宅門口，由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

潔人員清運處理。

本文建議由各縣市區或鄉公所，以村里單位進行民意調查，盤點當地民眾

意願，民眾接受度最高者，選定為該縣市之示範單位。

（一）短程計畫

以示範單位為首，同意改變目前清運方式之村里單位，以獎勵方式發放二

輪垃圾拖桶，不願參與之村里仍以原模式進行垃圾清運。

（二）中、長程計畫

未來若參與之村里達已一定數量，建議將我國之「後壓式垃圾車」改以「側

裝卸拉式垃圾車」進行清運，操作者僅需於駕駛座操作即可完成垃圾裝卸過程，

不僅提高清潔人員之安全性亦得減少清潔人員之人事成本。

此外，本文建議未來施行前應注意下列各項：

1.　 針對新制度應以由各縣市環保單位、區或鄉公所公告，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

子報周知。

2.　 各縣市環保單位，應針對公、民營之清除機構進行教育訓練。

3.　 為防止廢棄物所造成之環境衛生問題，如惡臭、髒亂或蚊蟲孳生等問題，建

議以掀蓋式垃圾拖桶為主，並應配置鎖頭予各家戶。

4.　 雖民眾無須配合垃圾清運時間，投遞一般廢棄物，仍應比照現行制度以「垃

圾清運動態查詢系統」供民眾參考，以掌握清運時間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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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式二：公共設施多元化使用

人口衰退與高齡少子化現象，目前已為已開發國家皆須面臨的課題，隨著

人口持續老化，國人人口逐漸衰退，未來老化加速發展，衍生生產、消費、獨

居養老、公共設施及社會福利制度改變、醫療制度、費用及疾病擴張等問題。

依據人口高齡化造成的衝擊，對於公共建設所可能產生之影響，大略區分

為三項主要的問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2016:5）：

1.　 政府需檢討公共設施實際需求及其營運成本。

2.　 公共設施可朝向轉型計畫，如多數縣市已進行閒置校舍再利用計畫，進行整

併或多目標利用。

3.　 公共設施應納入無障礙設施之考量。

再者，依都市計畫法第 45條，都市計畫區中之公園、體育場所、綠地、

廣場及兒童遊樂場，應依計畫人口密度及自然環境，作有系統之布置，且不得

少於全部計畫面積 10%。爰此，都市計畫區中，應有許多公共設施用地可利用，

且因高齡少子化現象，現今有許多閒置公共設施即需轉型。

本文試以上述所提之公園、體育場所、綠地、廣場及兒童遊樂場等 5項公

共設施及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條所提之附表，檢討是否

得放置定點大型垃圾桶（垃圾子母車），以供民眾隨時丟棄一般廢棄物，由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潔人員清運處理。

相關規定如下：

1. 公園

(1)　 使用項目：自來水、再生水、下水道系統相關設施、電信設施、資源回收

站等所需之必要設施。

(2)　 准許條件：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有關法

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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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項目：資源回收站。

(2)　 准許條件：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有關法

令管理。

3. 學校

(1)　 使用項目：資源回收站。

(2)　 准許條件：作資源回收站使用時，應妥予規劃，並確實依環境保護有關法

令管理。

綜上，目前之使用項目規定僅限於資源回收站，故未來應提送公共設施多

目標計畫時，應以資源回收站為主，再依環境保護有關法令妥善規劃部分區域

放置定點大型垃圾桶（垃圾子母車），供民眾使用。

（一）短程計畫

建議優先以優先以我國現今閒置或未來須轉型之公共設施為主，申請公共

設施作多目標使用，設置掀蓋型定點大型垃圾桶（垃圾子母車）及專屬密碼鎖，

且應含一般垃圾及資源回收，公、民營廢棄物清除機構之清潔人員清運時間規

劃，可與目前制度之清運時間一致，僅改變目前之沿街清運模式。

（二）中、長程計畫

未來若逐漸有成效，建議應與智慧城市結合，建置垃圾智慧管理，民眾不

僅能以行動裝置定位查詢智慧垃圾桶位置，並且可得知該垃圾桶之容量，增添

便利性，而清潔人員亦可透過系統查詢當時之垃圾容量，以即時清運。此外，

建議結合智慧監控系統，以確保資源回收分類之品質。

此外，本文建議未來施行前應注意下列各項：

1.　 針對新制度應以由各縣市環保單位、區或鄉公所公告，並刊登新聞紙或新聞

電子報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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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縣市環保單位，應針對公、民營之清除機構進行教育訓練。

3.　 考量模式二為設置定點大型垃圾桶，為防止廢棄物所造成之環境衛生問題，

如惡臭、髒亂或蚊蟲孳生等問題，建議以掀蓋型定點大型垃圾桶為主，並應

於該大型垃圾桶設置於專屬密碼鎖，解鎖後民眾得進行投遞。

三、模式三：物聯網趨勢

隨著現代技術的改變與興起，社會福利的重視勢必引發一場改革，此改革

應「以人為關注中心」，透過新的技術與互動模式，實現創新與改變〔劉欣

（譯），Alfons Bottof, Emst Andreas Hartmann（原著）（2015:128）〕。

另一方面，有關交通運輸與土地使用影響下的都市型態，近年來已逐漸發

展為以永續城市為出發點之大眾運輸導向（TOD），其概念為大眾運輸站體的

設置，為民眾帶來便利性的同時，亦改變了空間區位的概念，發展為以步行為

核心之都市規劃，使人口、產業、消費及公共活動皆能於以大眾運輸場站周圍

進行（丁壇等人，2015:86）。

我國目前物聯網與智慧垃圾回收系統之技術，為臺北市於 2017年已推出

「智慧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iTrash）」，該系統提供 24小時智慧垃圾回收，

結合電子票證收費制度，並以重量計算費用，民眾可評估需求投入垃圾或回收，

不需配合垃圾車清運時間，減少等待或避免追逐垃圾車的狀況發生。該系統結

合物聯網管理應用，可即時資訊傳達給清潔運送人員，系統化管理可降低營運

成本並提高執行效率，內建冷藏壓縮技術與監控功能，並設置容量通知（臺北

市政府，2017:2）。目前 iTrash之服務站共 5處，皆設置於公共設施，其中 4

處位於公園，僅 1處位於圖書館。

目前我國最常見將物聯網 24小時智慧箱為智慧物流，如中華郵政的 i郵

箱或掌櫃，以臺北市為例，目前已設置約 331處，大多設置於郵局、火車站、

高鐵站、捷運站、學校、社區等，其中設於大眾運輸站約 83處（中華郵政，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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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建議未來可優先以 TOD發展原則為基準，由鄰近發展至運輸設施的

距離，大眾運輸節點為步行範圍 500公尺或步行 10分鐘內為範圍，與大眾運

輸站體結合，設置智慧垃圾回收系統。

（二）中、長程計畫

除大眾運輸節點外，應與現行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結合，如學校、體育場、

公園、國民運動中心或機關用地等，更可將與民間企業合作納入考量，創造公

私協力之效益。

此外，本文建議未來施行前應注意下列各項：

1.　 針對新制度應以由各縣市環保單位、區或鄉公所公告，並刊登新聞紙或新聞

電子報周知，並應針對變動式收費制度進行說明，以提高民眾接受度。

2.　 各縣市環保單位，應針對公、民營之清除機構進行教育訓練。

3.　 考量模式三為設置物聯網與智慧垃圾回收系統之技術，各縣市政府初期應先

針對建置成本及於大眾運輸站體或其他公共設用地設置之可行性評估。

4.　 考量模式三為設置物聯網與智慧垃圾回收系統之技術，各縣市政府初期應先

針對建置成本及於大眾運輸站體或其他公共設用地設置之可行性評估。

四、現行制度與替代方案之良窳分析

本文依前述所提之三種替代方案及現行制度檢討可行性及其良窳，作為未

來垃圾清運模式轉型之參考，如表二所示。

陸、結論

我國目前都市型態多以住商混合模式為主，人口密度高，現行垃圾清運制

度以沿街式清運及定點式清運為主，故以民眾之交通易達性及配合垃圾清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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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現行制度與替代方案之良窳分析表

制度 優點 缺點

現行制度

1.　 可運用「垃圾清運動態查詢系統」
查詢垃圾及資源回收車位置。

2.　 可運用「各區定點清運班表」，
於固定時間內前往投遞。

3.　 資源回收分類較易受到管制及監
督。

1.　 清運時間與民眾時間較容易產生
落差。

2.　 沿街式垃圾車，不利於年長者或
行動不便者進行丟棄與投遞。

3.　 危險性高，如後壓式垃圾車在輾
壓過程中，易濺出之殘渣經常性

導致民眾受傷、民眾因追趕垃圾

車而跌倒、垃圾車產生的交通意

外等。

模式一

1.　 可以民眾意願較高者優先示範，
其成果可帶動周邊效應。

2.　 民眾僅須將家庭廢棄物投入二輪
垃圾拖桶，不再受限於時間。

3.　 僅須改變現況清運模式，由清潔
人員處理二輪垃圾拖桶內之廢棄

物。

1.　 政府須增加部分成本於民意調查
及獎勵制度中。

2.　 二輪垃圾拖桶所擺放位置衍生之
議題，如道路狹小、動物翻找垃

圾等問題。

3.　 清潔人員處理垃圾時，應注意是
否影響後方道路系統。

模式二

1.　 閒置公共設施用地得以善用。
2.　 民眾可隨時前往投遞，不再受時
間限制。

3.　 結合垃圾智慧管理系統，民眾不
僅能以行動裝置定位查詢智慧垃

圾桶位置，並可得知該垃圾桶即

時容量，增添便利性，而清潔人

員亦可透過系統查詢當時之垃圾

容量，以即時清運及監視管理。

4.　 清潔人員僅須針對設置定點大型
垃圾桶（垃圾子母車）之閒置公

共設施用地進行清運，取代長時

間之沿街式清運。

1.　 民眾步行距離增加。
2.　 在未設置智慧監控系統前，較難
掌控民眾是否落實資源回收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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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表二　現行制度與替代方案之良窳分析表（續）

制度 優點 缺點

模式三

1.　 透過與大眾運輸導向結合，增添
便利性。

2.　 民眾可隨時前往投遞，不再受時
間限制。

3.　 結合垃圾智慧管理系統，民眾不
僅能以行動裝置定位查詢智慧垃

圾桶位置，並可得知該垃圾桶即

時容量，增添便利性，而清潔人

員亦可透過系統查詢當時之垃圾

容量，以即時清運及監視管理。

4.　 清潔人員僅須針對設置定點智慧
城市垃圾回收整合系統，取代長

時間之沿街式清運。

5.　 未來得以公私協力方式進行，藉
由雙方合作，不僅得降低政府支

出，且提升公共服務品質及行政

效能。

6.　 資源回收具有回饋金機制，鼓勵
民眾落實資源回收分類。

7.電子支付、電子票證系統收費。
8.以重量計費，增進民眾垃圾減量
觀念。

1.　 民眾步行距離增加。
2.　 初期建置成本較高，將影響設點
普及率。

3.　 模式三為重量計費，屬變動式收
費，應將原屬固定式收費地區民

眾之適應性納入考量。

時間成為現行制度檢討之關鍵，此外近年來不僅面臨清潔人員風險、人力不足、

機具老舊及民眾時間無法配合等問題，雖多數縣市政府已推動委由民間清運業

者辦理，並設置「垃圾清運動態查詢系統」供民眾參考，仍不斷衍生許多關於

垃圾清運之社會議題，故確有轉型之需求。

另一方面，本文藉由參考國外一般廢棄物收費制度及清運方式，整理有關

北美地區委外經營由清潔公司進行清運制度，經由簽訂契約後，當地民眾無須

配合垃圾車清運時間進行投遞；荷蘭阿姆斯特丹設置地下型公共垃圾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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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智慧系統，清運人員及民眾可透過專用程式，得知智慧垃圾桶位置及其衛

生狀態，不僅增添便利性，更得以維持都市環境品質。

有鑑於此，本文針對都市規劃角度反思我國垃圾清運模式，試擬未來之替

代方案。

（一）模式一：以不改變現行環保局垃圾清運成本及路線為基準，建議初

期於試範單位，以獎勵方式發放掀蓋式二輪垃圾桶，民眾得擺放家戶門口，待

清潔人員進行清運。

（二）模式二：建議以公共設施多目標之角度，於閒置公共設施設置定點

掀蓋式大型垃圾桶及密碼鎖，待清潔人員進行清運，未來建議建置垃圾智慧管

理，不僅得以定位垃圾桶位置，更得掌握垃圾容量，以維持都市環境品質。

（三）模式三：建議於大眾運輸站體及公共設施設置智慧城市回收系統，

改以變動式重量計費，鼓勵民眾進行資源回收，不僅可透過物聯網即時傳遞垃

圾桶容量及衛生狀態訊息予清運人員，並透過冷藏壓縮技術，防止臭味、蚊蟲

孳生等問題，以維持都市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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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olution of Garbage Collection and 
Transportation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Yi- Hsuan Liao

Abstract

To date, Taiwan’s garbage collection method consists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of each city and county sending out trucks at certain hours to collect garbage 
along the streets or at designated locations. However, not all people can meet the 
garbage collection schedule. In addition, the existing collection method often result in 
problems such as people chasing the garbage truck along the road and falling down, 
or the equipment on the garbage truck compressing the garbage and spitting out 
residues that hurt people. 

Therefore, this study reflect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aiwanese c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frastructure, smart city, and public-private collaboration and 
drafted three trial models, namely (1) distributing clamshell two-wheel trashcan, (2) 
establishing clamshell large trashcan at designated loc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versified goals of public facilities, and (3) establishing a smart city recycling 
system at public transit stations and public facilities. We hope that by adopting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governance, we can increase the overall urban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promote the public interest.

Keywords:　 Urban Governance, Garbage Collection, Smart 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