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縣垃圾處理概況
緣起：

政府為因應垃圾處理之危機，於 73年推動「都市垃圾處理方
案」，由於當時欠缺垃圾處理設施，為了解決燃眉之急，故在垃
圾處理上選擇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的垃圾處理政策。惟在進入
廿一世紀的今天，為符合資源永續利用之潮流，以及焚化、掩埋
所造成之二次污染及戴奧辛等衍生毒物處理問題，垃圾處理政策
修正以「加強資源回收再利用」為優先推動策略，而推動垃圾分類、
資源回收、廚餘回收再利用的工作亦轉為未來廢棄物管理之主流
方式。

  本縣因人口不斷增加，經濟活動日趨頻繁，致垃圾量與日俱增，
由於垃圾問題之普遍性及嚴重性關係到每個人的生活起居，民眾
切身感受到垃圾清理服務品質的重要性，因此除了政府加強垃圾
之清運，尚需民眾有垃圾減量之觀念，才能為北縣締造一個乾淨
清新的環境。以下茲就本縣近年來垃圾處理情形作一概述。

1、 名詞定義：

根據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廢棄物包括一般廢棄物與事業廢棄
物兩類。事業廢棄物是指「由事業機構所產生（包括一般、具毒性、
具危險性）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其處理方
式是由廠商或醫院自行或委託民間機構清運、處理。一般事業廢棄
物經清運機構運送至八里掩埋場（開放 200公噸）或外縣市處理，
醫療廢棄物全台只 5家專門處理機構，故悉數運往外縣市處理。一
般廢棄物是指「垃圾、糞尿、動物屍體或其他非事業機構產生足以
污染環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是由本縣各鄉鎮市清潔隊
清運。本文僅就「一般廢棄物」加以說明。

本縣 94年垃圾產生量共 133 萬公噸，如按其處理方式，可分
為垃圾清運 103 萬公噸(77.78%)、資源回收 23 萬公噸(17.35%)、廚
餘回收 6 萬公噸(4.67%)及巨大垃圾回收 0.2 萬公噸(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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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4年垃圾產生量共 777 萬公噸，本縣 133 萬公噸為臺
閩地區中最高，占 17.04%，其次為臺北市 96 萬公噸(12.38%)，桃園
縣 68 萬公噸(8.78%)居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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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垃圾產生量按處理方式分

  垃圾清運,
1030602公噸

  巨大垃圾回收,
2713公噸

廚餘回收,
61860公噸

資源回收,
229921公噸



二、垃圾清運：

(1)清運總量：

94年本縣的垃圾清運總量 103 萬公噸，占台灣地區 553 萬
公噸之 18.65﹪(約 1/5)。而本縣屬於人口的高成長區，每年人口成
長約在 4 萬多人左右，至 93年底已達 374 萬人，約占台灣地區之
1/6。

本縣垃圾清運量於 88年 138 萬公噸達到高峰後，近幾年呈
現遞減情形，至 94年已減至 103 萬公噸，共減少了 35 萬公噸，減
幅為 25.36%，而同時期本縣人口則增加了 23 萬人，在人口增加而
垃圾清運量卻減少的情形下，顯示政府推動垃圾減量已逐步收到
成效。

人口多，相對的垃圾量也會隨著增加，本縣為有效的處理
垃圾問題，從 83年開始大型焚化廠陸續建置完成，至今已有新店、
樹林、八里等三座焚化廠。大部分的垃圾本縣均能自行處理，且垃
圾妥 善處理率自      92      年度起已 達      100﹪，較 94 年台灣 地 區的
99.47﹪高。

3

臺北縣歷年人口數及垃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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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日清運量：本縣近十年來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介於
2,800至 3,800公噸間，在 88年達到最高（3,779

公噸/日）後，近幾年呈下降趨勢，94年為 2,824

公噸/日，較 88年高峰減少近 1000公噸/日。台北
市自 82年起清運量皆高於本縣，但 89年後大幅
下降，已較本縣為低，此與台北市於 89年 7 月起
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有關。

近 10年每日垃圾清運量                          單位：公噸

平均每人每日清運量：本縣 94年為 0.76公斤，較 93年減
少 0.02公斤，亦較同期台北市（0.59公斤）
及台灣地區（0.67公斤）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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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與臺灣地區垃圾妥善處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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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各鄉鎮市觀察：

平均每日清運量：
最多…三重市 429公噸、板橋市 311公噸。
最少…平溪鄉 3.2公噸、坪林鄉 3.6公噸。

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
最多…蘆洲市 1.24公斤、三重市 1.12公斤。
最少…雙溪鄉 0.44公斤、鶯歌鎮 0.48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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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各鄉鎮市94年垃圾清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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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與臺閩地區比較：
94年臺閩地區垃圾清運量 552 萬公噸，本縣 103 萬公噸居

第一，占 18.65%，其次為臺北市 56 萬公噸(10.13%)居次，桃園
縣 45 萬公噸(8.22%)居第三。

如以平均每人每日垃圾清運量觀之，本縣平均每人每日清
運 0.759公斤居第七，各縣市中以連江縣 2.294公斤居第一，嘉
義縣及澎湖縣分居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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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垃圾處理：

(1) 本縣 29鄉鎮市之垃圾處理方式：

處 理 方 式 鄉 鎮 市
新店焚化廠 中和、永和、新店、烏來
樹林焚化廠 板橋、新莊、樹林、鶯歌、土城、三峽
八里焚化廠 八里、林口、五股、泰山、蘆洲、三重、

汐止
地方性衛生掩埋場 坪林、瑞芳、金山、平溪
地方性臨時垃圾堆置場 萬里、雙溪、三芝
地方性小型垃圾焚化廠 貢寮
部分進入區域性垃圾處理
場，部分進入地方性臨時
垃圾堆置場

淡水、石門

台北市山豬窟掩埋場 深坑、石碇

本縣垃圾處理方式採焚化為主：94年焚化量 92 萬公噸占垃圾產
生量 133 萬公噸之 69.44﹪，資源回收(含廚餘及巨大垃圾回
收)29 萬公噸占 22.22%，掩埋量 11 萬公噸則占 8.33  ﹪。

依 90年資料顯示：台北縣三座焚化廠之焚化量分別為八里焚
化廠 42      萬公噸、樹林焚化廠 33 萬公噸、新店焚
化廠 22 萬公噸，三者合計共焚化 96 萬公噸，
占台灣地區 20 座大型焚化廠（日處理量在
300公噸以上之焚化廠）焚化總量 518 萬公噸
之 1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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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近二年垃圾清運處理概況

年別及

處理別

每日垃圾

清運量

垃圾處理方式   (公噸/日) 平均每人每日

計 焚化 掩埋 堆肥 其它 清運量(公斤)

台北縣 93年 2,924 2,924 2,552 372 - 28 0.79

94年 2,823 2,823 2,521 302 - - 0.76

台北市 93年 1,623 1,623 1,386 237 - - 0.62

94年 1,534 1,534 1,304 229 - - 0.59

台灣 93年 15,554 15,554 11,794 3,716 41 3 0.71

地區 94年 15,138 15,138 11,782 3,242 13 0 0.67

台北縣垃圾處理情形 (94年)

                22.22﹪

                 69.44%

                 

                 

                 8.33%

                

 (附註：垃圾產生量=垃圾清運量+資源回收量)

 (二)有關垃圾焚化廠：
目前台北縣運轉中的垃圾處理場（廠）有：

1.焚化廠：新店、樹林、八里焚化廠。每座焚化廠之耐用年限
預計為 20年，待年限將屆，再予以評估可否再
續用，或維修更新設備以延長其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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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含廚餘
及巨大垃圾)

焚化廠焚化

掩埋垃圾產生量
1,325,096公
噸

920,269公噸

294,494 公噸

110,333公噸



2.衛生掩埋場：八里掩埋場。預計可再用 4年以上(目前使用
中之第三期 89年起啟用，而三期預計可使用九
年)，掩埋場年限屆滿後將以綠化美化方式處理。

3.焚化後灰渣處理場：樹林灰渣掩埋場、樹林飛灰固化場。預
計可再使用 2年左右，年限屆滿後亦以綠化美化
方式處理。

焚化廠操作營運情形：

1. 94年焚化廠垃圾進廠量達 95 萬公噸，焚化處理量 96 萬公噸，
其中八里廠焚化 42      萬公噸（43.99﹪）為最多，樹林廠焚化 32

萬公噸（33.23﹪），新店廠焚化 22      萬公噸（22.77﹪）。

2. 焚化垃圾產生之熱能利用於發電計 4 億 5 千萬度，售電 3

億 6 千萬度，售電率為 79.93  ﹪，售電所得共 4 億 5 千萬元。

3.依 94年資料：94年八里廠發電量共 2 億度，樹林廠發電量
1 億 5 千萬度，新店廠 1 億度，而售電所得則分別為 2 億
1 千萬元、1 億 5 千萬元及 9 千萬元。

94年台北縣垃圾焚化廠操作營運情形

廠   別  總     計

八里廠 樹林廠 新店廠

發電量 (千度) 452,652 202,875 149,313 100,464

售電量 (千度) 361,791 163,598 120,385 77,807

售電率 (%) 79.93 80.64 80.63 77.45

售電所得(千元) 455,988 212043 151,896 92,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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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縣三座垃圾焚化廠營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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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焚化廠八里焚化廠
90年 4 月完工
廠區面積：3.5公頃
服務區域：八里、林口、五股、泰山、蘆洲、三重
設計焚化處理量：1,350公噸/日
進廠量：1,416公噸/日
焚化量：1,315公噸/日

  樹林焚化廠樹林焚化廠
84年 7 月完工
廠區面積：4.5公頃
服務區域：板橋、新莊、樹林、

鶯歌、土城、三峽
設計焚化處理量：1,350公噸/
日
進廠量：1,004公噸/日
焚化量：1,008公噸/日

新店焚化廠新店焚化廠
83年 11 月完工
廠區面積：3.5公頃
服務區域：中和、永和、

新店、烏來
設計焚化處理量：900公噸/日
進廠量：680公噸/日
焚化量：680公噸/日



四、資源回收：

(一)94年資源回收總量：22 萬 9,921公噸，占台灣地區 1,75 萬
6,035公噸之 13.09﹪。

 平 均每日回收量： 630 公噸，較 93 年 531 公噸，增加
18.64﹪。

平均每人每年回收量：從 88年的 7.02公斤增至 94年的 61.53

公斤。

(二)資源回收率：94年為 17.35％，較 93年之 14.95％，增加
2.4個百分點。

可見資源回收工作已漸漸為民眾所重視，並力行於生活中，
惟仍較台灣地區之 22.59﹪低。

按 94年資料觀察：台北縣回收總量為 22 萬 9,921公噸，占台
灣地區 1,75 萬 6,035公噸之 13.09﹪；在 23縣
市中以台北市 32 萬 7,437公噸（占 18.65 ﹪）
為最，本縣次之，桃園縣 16 萬 8,442 公噸
（占 10.03﹪）居第三。

(三)按各鄉鎮市來看：

回收總量最多：新莊市      31,494      公噸、中和市      26,935      公噸、土城
市      25,148      公噸、新店市      25,141      公噸。

平均每人每年回收量最多：烏來鄉      106.83      公斤、土城市      106.40

公斤、新店市      87.46      公斤、新莊市      80.95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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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回收率＝    資源回收量      * 100

                垃圾產生量



台北縣資源回收量

年別

及區別

回收量

(公噸)

平均每日

回收量(公噸)

平均每人

回收量(公噸)

資源回收率

( ﹪)

台 北

縣

81年 24,663 68 7.02 -

85年 47,851 131 13.41 -

90年 58,783 161 16.33 4.57

93年 193,890 531 52.29 14.95

94年 229,921 630 61.53 17.35

台灣 93年 1,392,715 3,815 61.38 18.43

地區 94年 1,756,035 4,811 77.26 22.59

(四)按回收物類別觀察：
最多「廢紙類」回收 122,299公噸 (53.19﹪)。

次多「廢鐵罐」回收 28,604公噸 (12.50﹪)。
第三「廢金屬製品」回收 20,898公噸 (9.08﹪)。

94年資源回收按類別分             單位：公噸

總  計 229,921廢塑膠製品 4,127

廢紙類 122,299廢玻璃容器 15,058

廢鐵罐 28,604 舊衣類 6,940

廢鋁罐 2,210廢家電 2,919

廢金屬製品 20,898廢輪胎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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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縣資源回收按鄉鎮市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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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寶特瓶 6,406其它 21,229

 (五)按回收管道分：「清潔隊」回收 64,459  公噸，占 28.04%，「社
區」回收 17,517公噸，占 7.62%，「學校」回收 4,463公噸，占
1.94%，「機關團體」回收 143,483公噸，占 62.41%。

(六)與臺灣地區比較：
94年臺閩地區資源回收量 176 萬公噸，本縣 23 萬公噸居第

二，占 13.09%，各縣市中以臺北市 33 萬公噸(18.65%)最高，桃
園縣 17 萬公噸(9.59%)居第三。

如以平均每人資源回收量觀之，本縣平均每人 61.77公斤居
第十五，各縣市中以連江縣 213.7公斤居第一，臺南市及臺北市
分居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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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廚餘回收：
(1) 廚餘回收量：

本縣 94年廚餘回收共 61,862公噸，占臺灣地區 463,401公
噸之 13.35%，本縣自 92年起統計廚餘回收，三年呈現倍數
成長，顯示本縣在推行垃圾分類廚餘部分之宣導已收成效，惟
占臺灣地區比例仍不及人口所占比例，仍有進步空間。

(2) 按各鄉
鎮市來
看：

回收總量最多：板橋市      8,658      公噸、中和市      7,569      公噸、土城市
6,321      公噸、新莊市      5,340      公噸。

平均每人回收量最多：烏來鄉      60.96      公斤、蘆洲鄉      41.61      公斤、
泰山鄉      40.95      公斤、鶯歌鎮      30.23      公斤。

本縣近年來廚餘回收量

　 臺北縣(公噸) 臺灣地區(公噸) 占臺灣地區(%)

92

年
     19 809    167 304 11.84 

93

年
     35 566    299 265 11.88 

94

年
     61 862    463 401 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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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處理方式分：
本縣 94年廚餘回收以養豬為主，共 59,123公噸占 95.57%，堆

肥 1,909公噸占 3.09%，其他廚餘再利用方式 828公噸。
(4) 與臺閩地區比較：

94年臺閩地區廚餘回收共 46 萬公噸，本縣 6 萬 2 千公噸僅
次於臺北市 7 萬公噸，於各縣市中居第二。

如以平均每人廚餘回收量觀之，本縣平均每人 16.62公斤居
第十四，各縣市中以連江縣 226.1公斤居第一，南投縣及宜蘭縣
分居二、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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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垃圾處理經費：

 本縣垃圾處理經費近幾年並未出現明顯成長，90至 94年間
皆在 47 億至 49 億之間，在臺灣地區中僅次於臺北市。

 如以平均每人每年垃圾處理成本觀之，本縣 94年平均每人
1,319 元於各縣市中居第三位，僅次於臺北市之 1,945 元及高
雄市之 1,558 元。

 94年本縣平均每公斤垃圾處理成本為 3.72 元，僅次於臺北
市之 5.29 元及高雄市 4.65 元，而由下表中可發現，越都市
化地區，其平均每公斤垃圾處理成本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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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察本縣近五年平均每人每年垃圾處理成本，可發現皆位於
平均每人 1,300 元上下水準，並未出現明顯變動，且五年來
皆略低於臺灣地區；而各縣市中處理成本最高的臺北市，其
平均每人處理成本則在 1,810至 2,079 元之間，約為本縣 1.5

倍。

 本縣近五年平均每公斤垃圾處理成本，皆位於 3.5 元上下水
準，並未出現明顯變動，且五年來皆略低於臺灣地區；而各
縣市中處理成本最高的臺北市，其平均每公斤成本則在 4.96

至 5.82 元之間，約為本縣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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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1、 94年本縣垃圾產生量共 133 萬公噸，如按其處理方式，可分為垃
圾清運 103 萬公噸(77.78%)、資源回收 23 萬公噸(17.35%)、廚餘回
收 6 萬公噸(4.67%)及巨大垃圾回收 0.2 萬公噸(0.20%)

2、 94年本縣垃圾清運總量為 103 萬公噸，占台灣地區      553      萬公噸之
18.65  ﹪。

3、本縣屬人口的高成長區，相對的垃圾量也較多，本縣自有新店、樹
林、八里等三座焚化廠以來，本縣的垃圾處理大致不成問題，且垃
圾妥善處理率自 92年起達 100﹪，較台灣地區 94年之 99.47﹪為
高。

4、本縣近十年來平均每日垃圾清運量，介於 2,800至 3,800公噸間，
在 88年達到最高（3,779公噸/日）後，近幾年呈下降趨勢，94年
為 2,824公噸/日，較 88年高峰減少近 1000公噸/日。

5、本縣垃圾處理方式採焚化為主：94年焚化量 92 萬公噸占垃圾產生
量 133 萬公噸之 69.44﹪。

6、 94年焚化處理量為 92 萬公噸，其中八里廠焚化 42      萬公噸
（43.99﹪）為最多，其次為樹林廠焚化 33      萬公噸（33.23﹪），
新店廠焚化 22      萬公噸（22.77﹪）。

7、 94年焚化垃圾產生之熱能利用於發電計 4 億 5 千萬度，售電 3 億 6

千萬度，售電率為 79.93  ﹪，售電所得共 4 億 5 千萬元。

8、 94年資源回收總量為 229,921公噸，占台灣地區 1,756,035公
噸之 13.09  ﹪；回收總量最多的鄉鎮市為新莊市      31,494      公噸、中
和市      26,935      公噸。

9、 94年資源回收率為 17.35  ％，較 93年之 14.95％，增加 2.4個
百分點，可見資源回收工作已漸漸為民眾所重視，並力行於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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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回收物類別分，最多為「廢紙類」回收 122,299      公噸   (53.19﹪)，
其次為「廢鐵罐」28,604  公噸 (12.50﹪)，第三為「廢玻璃容
器」20,898  公噸 (9.08﹪)。

11、 本縣 94年廚餘回收共 61,862公噸，占臺灣地區 463,401公
噸之 13.35%，本縣自 92年起統計廚餘回收，三年呈現倍數
成長，顯示本縣在推行垃圾分類廚餘部分之宣導已收成效。

12、 廚餘回收量最多的鄉鎮市為板橋市      8,658      公噸、中和市      7,569      公
噸、土城市      6,321      公噸。

13、 本縣 94年廚餘回收以養豬為主，共 59,123公噸占 95.57%，堆
肥 1,909公噸占 3.09%，其他廚餘再利用方式 828公頓。

14、 縣垃圾處理經費近幾年並未出現明顯成長，90至 94年間皆在
47 億至 49 億之間，在臺灣地區中僅次於臺北市。

15、 本縣 94年平均每人每年垃圾處理成本 1,319 元於各縣市中居第
三位，僅次於臺北市之 1,945 元及高雄市之 1,558 元。

16、 94年本縣平均每公斤垃圾處理成本為 3.72 元，僅次於臺北市之
5.29 元及高雄市 4.65 元。

17、 近幾年來政府雖戮力推動垃圾減量及資源、廚餘回收不遺餘力，
為使本縣能締造一個乾淨清新的環境，尚需民眾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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