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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前 言  
 

由 於 人 類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在 追 求 科 技 與 經 濟 發 展，因

而 使 自 然 環 境 遭 受 到 傷 害，進 而 使 污 染 糾 紛 事 件 層 出 不

窮，故 目 前 世 界 各 國 除 尋 求 防 治 污 染 的 技 術 外，都 希 望

能 訂 出 一 套 完 整 之 法 律 與 制 度，以 約 束 污 染 生 產 源，並

平 衡 經 濟 與 環 保 之 間 的 衝 突。環 境 政 策 是 一 種 綜 合 性 的

公 共 政 策，環 境 問 題 包 括 公 害 問 題 到 舒 適 問 題，公 害 包

括 空 氣 污 染 和 水 污 染 等 各 個 種 類，不 因 地 區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因 此 環 境 政 策 應 考 慮 各 個 層 面，而 且 需 要 各 種 不

同 專 業 領 域 制 定 個 別 的 具 體 政 策。然 而，政 策 的 立 法 必

須 有 賴 精 確 的 管 制 執 行，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管 制 執 行 需 要 專

業 的 技 術 人 員 ， 方 才 顯 現 其 成 效 。  

 

本 研 究 係 在 探 討 台 灣 地 區 環 境 保 護 管 制 政 策 與 其

執 行 成 效，藉 歷 年 來 台 灣 地 區 環 境 保 護 之 統 計 數 據 作 為

社 會 指 標，以 環 保 人 力 資 源、金 錢 資 源、工 廠 登 記 數 、

罰 鍰 次 數、稽 查 次 數、罰 鍰 金 額、公 害 陳 情 數 等 七 個 因

素 作 為 自 變 項，環 境 品 質（ 含 空 氣、水 質、廢 棄 物 等 三

項 ）作 為 依 變 項，探 尋 各 變 項 間 之 關 聯 性，了 解 其 因 果

關 係，以 用 來 探 討 環 境 保 護 污 染 管 制 成 效 結 果；並 對 於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市 在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管 制 執 行 面 上 加 以 比

較 及 分 析，以 瞭 解 地 區 別 的 差 異 是 否 造 成 政 策 管 制 執 行

之 缺 失。另 以 文 獻 分 析 法 探 評 現 行 環 境 背 景 與 污 染 防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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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制 機 制 及 策 略，並 對 稽 查 人 員 進 行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間 的 關 係 之 問 卷 調 查，進 而 加 以 分 析，以

了 解 在 管 制 策 略 下 之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之 執 行 成 效，並 進 而

提 出 相 關 建 議 。  

 

第 二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聯 合 國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六 月 在 瑞 典 的 首 都 斯 德 哥 爾

摩 召 開 人 類 環 境 會 議 1， 會 中 確 認 自 然 及 人 工 環 境 「 對

於 人 類 之 福 利、基 本 人 權 乃 至 生 存 權 之 享 受，同 樣 舉 足

輕 重。」就「 關 於 環 境 之 權 利 與 義 務 」一 項，該 會 議 認

為，首 要 者 係 人 類「 具 有 在 足 以 保 持 尊 嚴 與 福 利 之 環 境

中，享 受 自 由 平 等，以 及 充 分 的 生 活 水 準 之 基 本 權 利。」

― ― 正 是 環 境 權 思 想 ― ― 可 意 味 著 在 解 決 全 人 類 之 問

題 上，向 前 邁 進 一 大 步。在 斯 德 哥 爾 摩「 人 類 環 境 宣 言 」

之 前 2， 一 九 七 O 年 三 月 ， 國 際 社 會 科 學 評 議 會 於 日 本

東 京 召 開 公 害 問 題 討 論 會 ， 會 中 發 表 所 謂 的 「 東 京 決

議 」，要 求 環 境 權，亦 即 主 張：「 環 境 不 受 侵 害 健 康 與 福

利 之 因 素 荼 毒 ， 乃 任 何 人 皆 可 享 受 之 權 利 。 」  

 

所 謂 環 境 權 者 3， 係 指 國 民 得 享 受 良 好 之 生 活 環

境，且 支 配 此 生 活 環 境 之 權 利。權 利 之 客 體，不 限 於 空

                              
1 許 志 雄 ， ＜ 環 境 權 ＞ ，《 憲 政 思 潮 》， 第 6 8 期 ， 民 7 3 ， 頁 5 6 。  
2 同 上 註 。  
3 駱 永 家 ， ＜ 環 境 權 之 理 念 與 應 用 ＞ ，《 中 國 論 壇 》， 第 2 8 4 期 ， 民 8 6 ， 頁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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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水、日 照、安 靜、土 壤、景 觀 等 之 自 然 環 境，且 包

含 吾 人 生 活 上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道 路、公 園、橋 樑 等 之 社 會

環 境，或 古 蹟 等 文 化 環 境（ 亦 有 主 張 環 境 權 之 客 體 應 限

於 自 然 環 境 者 ）； 權 利 之 主 體 為 自 然 人 ， 但 亦 有 認 為 不

限 於 自 然 人，即 法 人 亦 得 為 環 境 權 之 主 體 者。所 謂 良 好

之 環 境，係 指 得 以 維 持 健 康 而 安 適 的 生 活 之 外 在 條 件 而

言，其 具 體 內 容 應 依 時 代 之 科 學 知 識 與 社 會 通 念 而 決 定

之 。  

 

公 害 4乃 經 由 現 代 社 會 之 大 量 生 產 與 消 費 生 活 ， 而

傷 害 人 類 之 健 康 與 生 活 環 境，引 起 精 神 或 肉 體 之 損 害 現

象 。 這 種 公 害 以 前 稱 為 「 公 的 不 法 妨 害 （ p u b l i c  

n u i s a n c e）」， 法 律 上 屬 於 外 界 對 個 人 生 活 領 域 所 為 之 權

利 侵 害 或 生 活 妨 害，主 要 當 作 私 人 間 之 問 題 考 慮。然 而

最 近 由 於 企 業 活 動 與 消 費 生 活 範 圍 之 擴 大，產 生 過 於 大

量 並 且 廣 泛 之 禍 害；結 果 因 其 量 之 增 大，致 使 環 境 整 體

引 起 質 的 變 化 ， 這 種 現 象 已 非 「 公 的 不 法 妨 害 （ p u b l i c  

n u i s a n c e）」觀 念 所 能 涵 蓋。問 題 從 公 害 發 展 到 構 成 生 存

基 礎 之 環 境 本 身，環 境 破 壞（ 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d i s r u p t i o n）

深 受 注 目。環 境 問 題 係 隨 著 人 的 經 濟 活 動，尤 其 是 企 業

活 動 直 接 或 者 間 接 引 起 的 環 境 污 染，或 者 環 境 形 狀、品

質 的 變 化 所 引 起 的 社 會 損 失；這 是 一 個 包 括 侵 害 人 的 健

康 或 者 破 壞 生 活 環 境 的 公 害 之 廣 義 的 概 念；其 中 有 些 環

境 變 化 雖 然 沒 有 立 即 造 成 重 大 的 社 會 損 失，但 是 這 些 因

                              
4 同 註 1 ， 頁 5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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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將 給 人 類 生 活 帶 來 重 大 的 障 礙 5。 環 境 問 題 可 以 劃 分

為 兩 類，一 是 與 人 的 廣 義 健 康（ 公 共 衛 生 ）直 接 相 關 的

公 害，二 是 引 起 環 境 品 質 和 舒 適 程 度 惡 化 的 問 題。這 兩

種 問 題 的 損 失 狀 況 以 及 原 因 各 有 不 同 ， 在 環 境 政 策 方

面，也 應 該 採 取 不 同 的 方 法 和 手 段，但 重 要 的 是 兩 者 是

相 互 聯 繫 的 6。  

 

由 於 人 類 長 期 以 來 一 直 在 追 求 科 技 與 經 濟 發 展，其

結 果 不 僅 使 得 賴 以 維 持 之 自 然 環 境 遭 受 到 傷 害，進 而 使

污 染 糾 紛 事 件 層 出 不 窮，因 此 公 害 事 件 並 非 一 朝 一 夕 所

造 成，而 是 長 期 惡 性 循 環 及 累 積 而 致。這 些 環 境 公 害 問

題 事 實 上 不 僅 在 台 灣 發 生，也 在 世 界 其 他 國 家 發 生，故

世 界 各 國 除 尋 求 防 治 污 染 的 技 術 外，都 希 望 能 訂 出 一 套

完 整 之 法 律 與 制 度，以 約 束 污 染 生 產 源，並 平 衡 經 濟 與

環 保 之 間 的 衝 突 。  

台 灣 地 區 隨 著 經 濟 成 長、人 民 生 活 改 善，自 然 生 態

及 環 境 品 質 不 但 未 隨 之 提 昇，反 而 日 益 遭 受 破 壞，其 主

要 原 因 顯 然 與 國 家 政 策 及 人 民 意 向 有 關，二 者 交 互 影 響

台 灣 生 態 之 變 遷，而 在 不 同 階 段 又 受 國 內、外 情 勢 所 制

約 7。 依 據 學 者 劉 阿 榮 分 析 ， 大 略 整 理 如 下 8：（ 一 ） 一

九 五 O、六 O 年 代 台 灣 施 政 方 針 以 軍 事、財 經 為 主，並

無 任 何 涉 及「 生 態 保 育 」及「 環 境 保 護 」之 概 念，因 此

                              
5 宮 本 憲 一 ，《 環 境 經 濟 學 》。 台 北 ： 五 南 ， 民 8 5 ， 頁 1 1 6 - 1 1 7 。  
6 同 上 註 ， 頁 1 1 7 。  
7 劉 阿 榮 ， ＜ 台 灣 之 永 續 發 展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 點 ＞ ， 博 士 論 文 ， 台 灣 大 學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所 ， 民 9 0 . 6 ， 頁 2 1 3 。  
8 作 者 整 理 自 劉 阿 榮 ， ＜ 台 灣 之 永 續 發 展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 點 ＞ ， 博 士 論

文 ， 台 灣 大 學 國 家 發 展 研 究 所 ， 民 9 0 . 6 ， 頁 2 1 3 - 2 1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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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 此 一 時 期 為 「 環 境 生 態 忽 視 期 」；（ 二 ） 一 九 七 O 年

代 台 灣 以 發 展 經 濟 實 力，突 破 國 際 困 境，締 造 所 謂「 台

灣 經 驗 」、「 經 濟 奇 蹟 」的 美 譽，而 其 背 後 則 是「 快 速 工

業 化 」與「 環 境 急 速 惡 化 」並 轡 而 行，國 家 機 器 對 環 境

生 態 以 有 所 反 映，作 者 稱 此 一 時 期 為「 環 境 生 態 之 奠 基

期 」；（ 三 ）一 九 八 O 年 代 末 期，台 灣 地 區 的 威 權 轉 型 ，

整 個 國 家 機 器 起 了 巨 大 的 變 化，本 土 菁 英 掌 握 國 家 權 力

（ 包 括 執 政 黨 及 在 野 黨 ）進 行 民 主 化、自 由 化、本 土 化

的 社 會 劇 烈 變 革；生 活 環 境 品 質 的 提 昇 成 為 國 家 與 市 民

社 會 共 同 的 期 望 －「 經 濟 發 展 與 環 境 保 護 兼 籌 並 顧 」的

永 續 發 展，此 一 階 段 台 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正 式 融 入 全 球 環

境 議 題；（ 四 ）一 九 九 O 年 代 迄 今，台 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

不 僅 符 合 國 際 規 範，重 建 國 家 淨 土，實 現 族 群、環 境 、

世 代 正 義 ， 此 一 階 段 是 國 家 角 色 最 能 「 順 勢 而 為 」， 以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的 理 想，卻 因 徘 徊 於 理 想 與 現 實 間，而 無

法 發 揮 更 佳 的 效 果 。  

 

環 境 政 策 是 一 種 綜 合 性 的 公 共 政 策，旨 在 通 過 防 治

公 害 和 保 護 環 境，維 護 人 的 生 命 和 健 康，確 保 舒 適。它

是 都 市 規 劃、國 土 規 劃 以 至 整 個 地 球 發 展 規 劃 的 基 本 原

則 ， 而 且 是 應 該 予 以 最 優 先 考 慮 的 政 策 9。 環 境 問 題 包

括 公 害 問 題 到 舒 適 問 題，領 域 十 分 廣 泛，公 害 本 身 也 包

括 空 氣 污 染 和 水 污 染 等 各 個 種 類，並 因 地 區 不 同 在 型 態

上 也 有 所 差 異，因 此 環 境 政 策 應 考 慮 各 個 層 面，而 且 需

要 各 種 不 同 專 業 領 域 制 定 個 別 的 具 體 政 策；然 而，政 策

                              
9 同 註 5 ， 頁 1 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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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立 法 必 須 有 賴 精 確 的 管 制 1 0執 行 ， 從 政 策 型 態 而 論 ，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1 1屬 於 管 制 性 政 策 （ R e g u l a t o r y  p o l i c y），

根 據 政 策 學 者 的 看 法，所 謂 管 制 性 政 策 是 指 政 府 制 定 某

種 管 制 標 準 與 規 則 ， 而 要 求 標 的 團 體 （ Ta rg e t  g r o u p）

必 須 遵 守 的 政 策 型 態；近 年 來 我 國 環 保 當 局 大 量 引 進 西

方 先 進 國 家 的 環 境 管 制 標 準 與 規 範，希 望 透 過 目 前 的 環

保 行 政 體 系，大 力 推 行 管 制 行 動，以 落 實 環 保 政 策 之 理

想 1 2。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的 管 制 執 行 需 要 專 業 的 技 術 人 員 配

合，方 才 顯 現 其 成 效。政 策 執 行 能 夠 成 功 的 因 素，包 括

政 策 本 身 的 適 法 性、執 行 機 關 的 資 源、執 行 人 員 的 意 願

與 能 力、利 益 團 體 或 標 的 團 體 的 涉 入 等，其 中 執 行 人 員

的 意 願 與 能 力 直 接 影 響 政 策 執 行 的 成 效，執 行 者 是 能 否

有 效 處 理 政 策 規 劃 與 實 際 狀 況 落 差 的 關 鍵 1 3。 因 此 ，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之 推 動 成 功 與 否，稽 查 人 員 執 行 管 制 方 式 佔

非 常 重 要 的 一 環 。  

 

我 國 有 關 環 境 保 護 管 制 政 策 方 面 之 研 究 不 多，丘 昌

泰 教 授 的「 台 灣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 1 4係 從 美 國 管 制 政 策 的

發 展 經 驗 分 析 台 灣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特 質，以 石 化 工 業 為

研 究 對 象，對 本 土 化 的 環 境 管 制 模 式 提 出 政 策 建 議。鄭

                              
1 0 管 制 係 指 政 府 企 圖 控 制 公 民 、 公 司 或 次 級 政 府 行 為 的 任 何 努 力 。  
1 1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為 綜 合 考 慮 資 源 利 用 、 人 口 成 長 及 開 發 行 為 與 環 境 的 互 動

關 係 ， 並 藉 由 行 政 、 法 律 、 經 濟 、 科 技 、 教 育 與 新 的 環 境 倫 理 等 各 方 面 的

措 施 和 方 法 ， 合 理 的 利 用 自 然 資 源 ， 防 止 環 境 遭 受 破 壞 ， 達 到 永 續 發 展 和

生 態 平 衡 ， 並 擴 大 有 用 資 源 的 再 生 和 永 續 利 用 ， 以 保 障 人 類 社 會 的 福 祉 ，

所 制 定 的 環 境 保 護 目 標 、 策 略 與 措 施 、 法 令 及 計 劃 等 的 總 稱 。  
1 2 丘 昌 泰 ，《 台 灣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 台 北 ： 淑 馨 ， 民 8 6 ， 頁 2 。  
1 3 鄭 雪 甄 ，《 官 員 執 法 行 為 與 環 境 保 護 － 以 北 高 兩 市 為 例 》， 碩 士 論 文 ， 中

正 大 學 政 治 研 究 所 ， 民 9 0 ， 頁 2 。  
1 4 同 註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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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甄 學 者 的 「 官 員 執 法 行 為 與 環 境 保 護 -以 北 高 兩 市 為

例 」 1 5係 針 對 北 高 兩 市 環 保 基 層 執 法 人 員 之 執 法 風 格 及

影 響 因 素 等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之 結 果 做 統 計 分 析，發 現 影

響 管 制 風 格 之 因 素 主 要 有 政 策 環 境 與 非 正 式 關 係 網 絡

因 素、制 度 因 素 與 環 境 意 識 因 素 等。葉 懿 倫 學 者 的「 不

同 執 行 目 標 下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選 擇：監 督 與 執 行 成 本 之

制 定 」 1 6係 探 討 環 保 單 位 在 不 同 政 策 執 行 目 標 下 ， 監 督

與 執 行 之 兩 項 管 制 工 具 的 選 擇 與 分 配 。 劉 阿 榮 學 者 的

「 台 灣 之 永 續 發 展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 點 」 1 7從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 點，分 析 國 家 與 社 會 互 動 方 面 等 邁 向 永 續 發

展 的 願 景 與 實 踐。楊 健 寧 學 者 的「 環 境 法 之 整 合 化 趨 勢

與 我 國 之 借 鏡 —以 歐 盟 及 德 英 兩 國 為 例 」1 8主 要 係 以「 整

合 化 」及「 生 態 化 」之 觀 點 探 討 以 往 環 保 策 略 及 環 境 法

之 缺 失，研 究 中 建 議 應 體 認 到 制 度 有 可 能 塑 造 文 化 及 國

民 的 性 格，然 再 完 善 的 制 度 也 需 要 人 的 操 作，故 制 度 執

行 人 員 的 素 質 成 為 決 定 制 度 成 敗 與 否 的 關 鍵，尤 其 在 彈

性 化 之 環 境 行 政 管 制 下，參 與 人 員 包 括 機 關、業 者 及 民

眾 都 必 須 對 環 境 問 題 有 一 定 的 認 識，乃 至 於 對 個 人 自 身

的 價 值 及 責 任 也 要 有 所 察 覺，從 而 在 制 度 實 施 過 程 中 ，

參 與 人 員 必 須 學 習 到 個 人 的 自 主、自 覺 及 自 省 的 能 力 均

必 需 提 昇 之 後 ， 制 度 被 賦 予 之 目 的 方 才 更 可 期 待 。  

本 研 究 乃 在 探 討 在 彈 性 化 之 環 境 行 政 管 制 下，台 灣

                              
1 5 同 註 1 3 。  
1 6 葉 懿 倫 ，《 不 同 執 行 目 標 下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選 擇 ： 監 督 與 執 行 成 本 之 制

訂 》， 碩 士 論 文 ， 台 灣 大 學 經 濟 研 究 所 ， 民 9 0 . 7 。  
1 7 同 註 7 。  
1 8 楊 健 寧，《 環 境 法 之 整 合 化 趨 勢 及 我 國 之 借 鏡 — 以 歐 盟 及 德 英 兩 國 為 例 》， 
碩 士 論 文 ， 台 灣 大 學 三 民 主 義 研 究 所 ， 民 8 9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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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區 執 行 環 境 政 策 管 制 多 年 後，執 行 成 效 與 環 境 品 質 的

相 關 性 如 何。由 於 制 度 執 行 人 員 的 素 質 成 為 決 定 制 度 成

敗 與 否 的 關 鍵，第 一 線 參 與 人 員 對 個 人 自 身 的 價 值 與 組

織 承 諾 中，如 何 獲 得 工 作 的 滿 足，因 而 促 其 提 昇 工 作 能

力，達 到 提 高 管 制 制 度 之 成 效，亦 是 本 研 究 探 討 重 點 之

一。因 此，本 研 究 亦 藉 著 探 討 稽 查 人 員 的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執 行 成 效 之 關 係，期 能 在 複 雜 多 變 之 環 境 下，找 出 政 策

制 定 方 向 之 相 關 參 考 資 訊 。  

 

本 研 究 目 的 如 下 ：  

一 、 以 台 灣 地 區 歷 年 來 政 府 對 於 環 境 保 護 政 策 管 制 過  

程 的「 投 入 」與「 最 後 產 物 」所 進 行 的 測 度 － 社 會

指 標，探 討 政 府 在 環 保 政 策 管 制 執 行 面 上 之 成 效 與

環 境 品 質 之 關 聯 。  

二 、 對 於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市 在 環 保 政 策 管 制 執 行 面 上 加  

以 比 較 及 分 析，以 瞭 解 地 區 別 的 差 異 是 否 造 成 政 策

管 制 執 行 與 環 境 品 質 提 昇 之 間 的 缺 失 。  

三 、 分 析 政 策 執 行 人 員 － 第 一 線 稽 查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環 境 保 護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及 環 境 品 質 之 關 係 。  

四 、 探 討 及 分 析 現 行 環 境 背 景 與 污 染 防 治 管 制 機 制 及  

策 略 ， 希 能 對 政 策 執 行 提 出 重 要 之 相 關 建 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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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文 獻 回 顧  
 

國 內 學 者 對 於 環 境 保 護 及 有 關 管 制 政 策 等 議 題 相

關 著 述 ， 包 括 如 下 ：  

一、台 灣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1 9－ 係 從 美 國 管 制 政 策 的 發 展 經

驗 分 析 台 灣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特 質，以 石 化 工 業 為 研

究 對 象，對 本 土 化 的 環 境 管 制 模 式 提 出 政 策 建 議 。

從 政 策 管 理 者 的 觀 點 提 出 環 境 管 制 體 系、法 規、資

源、聽 證 制 度 以 及 政 策 執 行 技 巧 方 面 之 建 言，並 以

業 者 與 民 眾 的 觀 點 評 估 環 境 管 制 政 策；在 政 策 管 理

文 化 中 建 議 政 策 管 理 者 應 讓 民 眾 及 業 者 盡 量 參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制 定 與 執 行，在 台 灣 管 制 模 式 的 文

化 基 礎 除 了 強 調 以 經 濟 與 科 技 理 性 為 導 向 的 效 率

與 效 果 之 目 標 以 外，作 者 非 常 強 調 以 社 會 倫 理 為 導

向 的 「 公 道 」 與 「 正 義 」 目 標 。  

二、環 境 稽 查 體 系 建 制 之 規 劃 研 究 2 0－ 係 探 討 作 為 管 制

工 具 的 環 境 稽 查 手 段 應 該 如 何 設 計，才 能 收 到 實 質

管 制 效 果，以 及 探 析 現 行 環 境 污 染 稽 查 體 系 的 問 題

癥 結 為 何 ？ 研 究 發 現 最 不 利 環 保 稽 查 執 行 因 素

中 ，「 民 意 代 表 出 面 關 心 」 之 比 例 最 高 ， 最 有 利 因

素 為 「 政 令 有 效 的 宣 導 」； 研 究 建 議 嚴 正 執 法 並 以

社 會 輿 論、媒 體 壓 力 杜 絕 民 代 關 說 以 及 健 全 環 保 警

察 體 制 ， 充 實 環 保 稽 查 人 力 以 有 效 的 打 擊 犯 罪 。  

三 、 官 員 執 法 行 為 與 環 境 保 護 - -以 北 高 兩 市 為 例 2 1－ 係  

                              
1 9 同 註 1 2 。  
2 0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 環 境 稽 查 體 系 建 制 之 規 劃 研 究 》。 民 8 9 。   
2 1 同 註 1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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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 對 北 高 兩 市 環 保 基 層 執 法 人 員 之 執 法 風 格 及 影

響 因 素 等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之 結 果 做 統 計 分 析，發 現

影 響 管 制 風 格 之 因 素 主 要 有 政 策 環 境 與 非 正 式 關

係 網 絡 因 素、制 度 因 素 與 環 境 意 識 因 素 等。在 政 策

環 境 與 非 正 式 關 係 網 絡 因 素 方 面，稽 查 人 員 面 對 媒

體、黑 道、民 眾、被 管 制 對 象、上 級 長 官 與 上 級 政

府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影 響 之 下，發 現 主 要 以 黑 道 暴 力 、

社 會 人 情 壓 力 以 及 議 員 或 上 級 長 官 之 關 說 與 執 法

友 善 度 有 顯 著 關 係；而 制 度 性 因 素 － 的 分 配 方 式 以

及 對 單 位 內 績 效 獎 金 的 滿 意 度 － 則 影 響 稽 查 時 的

執 法 友 善 度；而 環 境 意 識 則 與 個 人 其 他 投 入 程 度 面

向 具 顯 著 關 係 。  

四、不 同 執 行 目 標 下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選 擇：監 督 與 執 行

成 本 之 制 定 2 2－ 係 探 討 環 保 單 位 在 不 同 政 策 執 行

目 標 下，監 督（ m o n i t o r i n g）與 執 行（ e n f o r c e m e n t）

此 兩 項 管 制 工 具 的 選 擇 與 分 配。其 結 果 如 下：當 稽

查 成 本 或 污 染 廠 商 家 數 增 加，皆 會 使 環 保 單 位 減 少

對 污 染 廠 商 的 稽 查 比 率。當 稽 查 率 降 低 會 使 廠 商 污

染 排 放 情 況 加 劇，但 環 保 單 位 的 執 行 成 本 的 投 入 不

一 定 會 隨 廠 商 污 染 排 放 量 增 加 而 增 加，因 此，環 保

單 位 在 監 督 與 執 行 兩 項 管 制 工 具 的 選 擇 與 分 配 是

否 有 抵 換 情 形 ， 需 視 其 採 行 執 行 目 標 而 定 。  

五 、 台 灣 之 永 續 發 展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 點 2 3－ 從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觀 點 分 析，永 續 發 展 涉 及 三 個 重 要 的 議

                              
2 2 同 註 1 6 。  
2 3 同 註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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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一 ）國 家 之 本 質 及 政 策 取 向；（ 二 ）社 會 形 構

與 市 民 社 會 發 展 ；（ 三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互 動 關 係 。

藉 此 概 念 分 析 台 灣 近 半 個 世 紀 以 來，經 濟 發 展 與 環

境 保 護 的 國 家 政 策 及 市 民 社 會 意 向 的 變 遷，發 現 台

灣 社 會 大 眾 對 環 保 問 題 由 未 察 覺、不 重 視 發 展 到 漸

覺 知、未 實 踐，市 民 社 會 在 認 知 與 實 踐 上 有 如 此 重

大 落 差 之 原 因 包 括 ：（ 一 ） 匱 乏 經 濟 之 後 的 貪 婪 心

態；（ 二 ）國 家 公 權 力 不 彰、民 眾 守 法 觀 念 薄 弱；（ 三 ）

台 灣 市 民 社 會 缺 乏「 生 命 共 同 體 」的「 公 共 善 」概

念。建 議 未 來 台 灣 經 濟 發 展 及 環 境 保 護 的 永 續 之 道

應 從：（ 一 ）國 際 環 境 方 面，（ 二 ）兩 岸 關 係 方 面 ，

（ 三 ） 國 家 角 色 方 面 ，（ 四 ） 市 民 社 會 方 面 ，（ 五 ）

國 家 與 社 會 互 動 方 面 等 邁 向 永 續 發 展 的 願 景 與 實

踐 。  

六 、 環 境 法 之 整 合 化 趨 勢 與 我 國 之 借 鏡 - -以 歐 盟 及 德  

英 兩 國 為 例 2 4－ 主 要 係 以「 整 合 化 」及「 生 態 化 」

之 觀 點 探 討 以 往 環 保 策 略 及 環 境 法 之 缺 失，並 以 歐

盟 及 英、德 兩 國 環 境 法 為 例，論 述 其 近 年 來 環 境 法

的 改 革 —即 「 整 合 化 」（ I n t e g r a t i o n） 趨 勢 。 建 議

應 體 認 到 制 度 有 可 能 塑 造 文 化 及 國 民 的 性 格，然 再

完 善 的 制 度 也 需 要 人 的 操 作，故 制 度 執 行 人 員 的 素

質 成 為 決 定 制 度 成 敗 與 否 的 關 鍵，尤 其 在 彈 性 化 之

環 境 行 政 管 制 下，參 與 人 員 包 括 機 關、業 者 及 民 眾

都 必 須 對 環 境 問 題 有 一 定 的 認 識，乃 至 於 對 個 人 自

身 的 價 值 及 責 任 也 要 有 所 察 覺，從 而 在 制 度 實 施 過

                              
2 4 同 註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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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參 與 人 員 必 須 學 習 到 個 人 的 自 主、自 覺 及 自

省 的 能 力 均 必 需 提 昇 之 後，制 度 被 賦 予 之 目 的 方 更

可 期 。  

 

上 述 文 獻 內 容 及 論 點 精 闢，對 作 者 啟 發 良 多，然 尚

未 發 現 對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成 效 有 所 探 討，對 環 境 品 質

方 面 亦 未 見 有 所 著 墨，雖 然 對 執 法 人 員 及 不 同 執 行 目 標

下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選 擇 已 作 探 討，然 尚 未 探 究 第 一 線 執

法 人 員 對 工 作 滿 意 狀 況 之 分 析；由 於 後 兩 篇 對 永 續 發 展

與 環 境 法 的 整 合 已 有 良 好 建 議，但 是 對 於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與 環 境 品 質 之 關 係 尚 未 加 以 探 討；基 於 以 上 原 因，促 使

作 者 興 起 探 討 台 灣 歷 年 來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成 效 與 影 響 環

境 品 質 到 底 包 含 那 些 因 素 ？ 以 及 執 行 政 策 之 第 一 線 稽

查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執 行 成 效 之 關 係，是 否 影 響 環 境 品

質 ？ 因 此，本 文 擬 運 用 歷 年 統 計 指 標 探 討 各 變 數 間 對 環

境 品 質 的 影 響，並 另 作 問 卷 調 查 稽 查 人 員，以 探 討 其 工

作 滿 意 度 對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成 效 之 影 響，並 進 而 分 析

應 如 何 提 昇 環 境 品 質，本 研 究 希 能 藉 此 提 出 興 革 意 見 ，

以 作 為 政 策 制 定 方 向 之 參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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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架 構 如 下 ：  

 

圖 1-1： 研 究 架 構  

 

 

                     

 

 

 

                   提 昇  

 

                                   

 

 

 

 

                   加 強  

 

                 

 

           

資 料 來 源 ： 作 者 自 繪  

 

本 研 究 係 探 討 環 境 管 制 執 行 成 效，除 了 第 一 線 之 稽

環   境   品   質
★  空 氣  
★  水 質  
★  廢 棄 物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 人 力         ★ 稽 查 次 數  
★ 工 廠 登 記 數   ★ 金 錢 資 源  
★ 罰 鍰 次 數     ★ 公 害 陳 情 數  
★ 罰 鍰 金 額  

 
稽 查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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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可 加 強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結 果 外，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結 果 將 提 昇 「 環 境 品 質 」，「 環 境 品 質 」

之 好 壞 則 以 空 氣、水 質 及 廢 棄 物 等 之 顯 現 為 主，因 此 ，

本 研 究 架 構 以 「 環 境 品 質 」 作 為 主 要 分 析 主 題 。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在「 國 家 環 境 保 護 計 畫 」 2 5中 訂 定 空

氣 品 質 策 略 目 標 係 以 空 氣 污 染 指 標（ P o l l u t a n t  S t a n d a r d s  

I n d e x  ,簡 稱 P S I） 大 於 1 0 0 之 日 數 累 計 百 分 比 作 為 目

標 ， 水 質 則 以 河 川 污 染 指 數 （ R i v e r  p o l l u t i o n  i n d e x  ,簡

稱  R P I） 小 於 2 作 為 目 標 。  

 

當 空 氣 污 染 指 標 （ P S I） 在 1 0 0 以 下 者 ， 即 表 示 該

測 站 當 日 空 氣 品 質 符 合 美 國 環 境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中 之 短

期 （ 2 4 小 時 或 更 短 ） 之 平 均 值 ， 若 P S I 大 於 1 0 0 時 ，

表 示 空 氣 品 質 不 良，對 呼 吸 系 統 不 好 且 較 敏 感 之 人 會 使

其 症 狀 惡 化 ， 對 健 康 有 不 良 影 響 2 6。  

 

R P I 係 河 川 污 染 分 類 指 標 ， 由 懸 浮 固 體 （ S S）、 生

化 需 氧 量（ B O D 5）、溶 氧 量（ D O）及 氨 氮（ N H 3 - N）等

四 項 水 質 參 數 組 成，其 加 權 平 均 點 數 在 2 . 0 以 下 時 稱 為

未 （ 稍 ） 受 污 染 （ N o n - p o l l u t e d  w a t e r）； 其 加 權 平 均 點

數 在 2 . 0〜 3 . 0 以 下 時 為 輕 度 污 染 （ M e d i u m - p o l l u t e d  

w a t e r）， 加 權 平 均 點 數 在 3 . 1〜 6 . 0 以 下 時 為 中 度 污 染

（ L i g h t - p o l l u t e d  w a t e r）。 嚴 重 污 染 （ H e a v y - p o l l u t e d  

                              
2 5 該 計 畫 係 於 民 國 八 十 七 年 七 月 二 日 經 行 政 院 第 二 五 八 五 次 院 會 通 過 。  
2 6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統 計 室 ，《 環 境 統 計 名 詞 定 義 》。 民 8 5 ， 頁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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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a t e r）係 指 加 權 平 均 點 數 在 6 . 0 以 上 時 稱 之 2 7。台 灣 由

於 地 形 影 響，各 河 川 均 短 且 陡 峭，河 川 流 量 隨 降 雨 而 迅

速 漲 落，暴 雨 時 水 流 湍 急，乾 季 時 甚 至 完 全 乾 涸 無 水 ，

降 低 對 污 染 之 稀 釋 能 力，加 以 工 業 廢 水、生 活 污 水、畜

牧 廢 水 及 垃 圾 滲 出 水 等，攜 帶 大 量 污 染 物 排 入 河 川，常

超 過 河 川 之 涵 容 能 力 2 8，使 各 河 川 之 水 質 都 受 到 不 同 程

度 的 污 染 2 9。  

 

由 於 廢 棄 物 是 人 類 科 學 與 文 明 生 活 所 帶 來 的 副 產

品，與 人 類 生 活 有 最 直 接 的 關 係，其 問 題 之 產 生 除 根 源

於 大 量 生 產 與 大 量 消 費，超 過 自 然 涵 容 廢 污 能 力 外，廢

棄 物 管 理 體 系 亦 是 主 要 原 因 3 0。廢 棄 物 管 理 包 括「 預 防 」

及「 處 理 」二 大 層 面，除 由 原 始 自 然 淨 化，演 變 成 減 量、

回 收、再 利 用 以 及 處 理、最 終 處 置，皆 必 需 全 民 參 與 ，

才 能 有 效 控 制 廢 棄 物 污 染，藉 以 維 護 環 境 清 潔，保 障 人

體 健 康，因 此，本 研 究 在「 環 境 品 質 」中 之 廢 棄 物 係 以

每 人 每 日 平 均 所 產 生 之 垃 圾 量 作 為 指 標 。  

 

本 研 究 為 評 估 我 國 歷 年 來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及 其 執 行

成 效，根 據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環 境 稽 查 管 制 建 置 之 規 劃 研

究 」 中 所 指 出 ， 影 響 政 策 執 行 工 作 之 重 要 因 素 就 是 組

織、法 令、經 費、人 力、技 術 及 外 在 環 境 等，作 者 基 於

                              
2 7 同 上 註 ， 頁 5 5 - 5 6 。  
2 8 所 謂 涵 容 能 力 係 指 在 不 妨 害 水 體 正 常 用 途 情 況 下 ， 水 體 所 能 涵 容 污 染 物

之 量 。  
2 9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中 華 民 國 台 灣 地 區 環 境 保 護 統 計 年 報 》。民 國 九 十 一 年 ，

頁 1 - 1 3 。  
3 0 李 澤 民 ， ＜ 廢 棄 物 管 理 政 策 與 方 法 ＞ ，《 環 境 政 策 與 法 規 》。 台 中 ： 大 學

圖 書 ， 民 9 1 ， 頁 9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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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餘 年 來 從 事 環 保 稽 查 實 務 管 制 工 作 經 驗，在 指 導 教 授

悉 心 的 指 導 與 審 閱 之 下，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之 要 素 訂

定 為 包 括 人 力、工 廠 登 記 數、罰 鍰 次 數、罰 鍰 金 額、稽

查 次 數、金 錢 資 源 與 公 害 陳 情 數 等 七 項，並 運 用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歷 年 來 之 統 計 數 據 作 為 社 會 指 標，以 環 保 人 力 、

金 錢 資 源、工 廠 登 記 數、稽 查 次 數、罰 鍰 金 額、公 害 陳

情 數、罰 鍰 次 數 等 七 個 因 素 作 為 自 變 項，環 境 品 質（ 包

含 空 氣、水 質、廢 棄 物 等 三 項 ）作 為 依 變 項，用 來 探 討

環 境 保 護 污 染 管 制 政 策 及 其 執 行 成 效 。  

 

第 五 節   研 究 方 法 設 計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文 獻 分 析 法、量 化 研 究 方 法 與 問 卷 調

查 法 等 三 種 研 究 方 法。除 了 蒐 集 有 關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理 論

與 實 際 運 作 之 文 獻、期 刊、書 籍、報 章 雜 誌 外，並 運 用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歷 年 來 統 計 資 料 之 統 計 數 據 作 為 社 會 指

標，及 另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針 對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環 境 督 察

總 隊 北、中、南 區 三 個 督 察 大 隊 稽 查 人 員 進 行 工 作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分 析。並 另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針 對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環 境 督 察 總 隊 北、中、南 區 三 個 督 察 大 隊 稽 查 人 員 進

行 工 作 滿 意 度 之 調 查 分 析，以 充 分 了 解 與 本 研 究 有 關 之

問 題，並 進 而 詳 細 探 討 與 評 析 現 行 環 境 保 護 管 制 政 策 及

其 執 行 成 效 與 稽 查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情 形 。  

 

在 管 制 政 策 文 獻 中，至 今 尚 未 見 到 以 統 計 指 標 作 為

環 境 品 質 執 行 成 效 之 探 討，本 研 究 結 合 統 計 指 標 與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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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卷 分 析 之 方 式，作 為 探 討 台 灣 地 區 歷 年 環 境 品 質 及 工

作 執 行 成 效。對 於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成 效 以 歷 年 來 之 統

計 指 標 作 整 理 分 析 來 探 討 環 境 品 質，若 以 過 去 之 研 究 或

以 文 獻 分 析 方 式，或 以 調 查 問 卷 分 析 方 式，作 為 研 究 探

討 方 法 來 說 ， 本 研 究 應 可 說 是 一 項 突 破 。  

 

本 研 究 以 管 制 政 策 與 其 執 行 之 歷 史 軌 跡 （ 統 計 數

據 ）， 及 以 問 卷 調 查 分 析 執 行 政 策 之 第 一 線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將 兩 種 不 同 分 析 方 式 作 為 整 合，可 謂 向 前 跨 越 一

大 步。希 望 藉 由 此 篇 研 究，能 激 發 出 更 多 的 文 獻 研 究 探

討 政 府 各 項 政 策 之 執 行 成 效 ， 以 提 昇 政 策 執 行 品 質 。  

 

 

第 六 節   章 節 安 排  
 

本 研 究 各 章 節 內 容 說 明 如 下 ：  

第 一 章   緒 論  

第 一 節   前 言  

第 二 節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敘 述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背 景 與 目 的 。  

第 三 節   文 獻 回 顧  

探 討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之 文 獻 研 究 。  

第 四 節   研 究 架 構  

敘 述 本 研 究 架 構 及 其 內 容 。  

第 五 節   研 究 方 法 設 計  

敘 述 本 研 究 所 設 計 之 研 究 方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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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章 節 安 排  

第 二 章   文 獻 探 討  

第 一 節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係 根 據 福 利 經 濟 途 徑 ， 分 析 導 致 市 場 失 靈 的

原 因 以 及 解 決 市 場 失 靈 的 外 部 性 成 因 ， 政 府

可 以 採 取 賦 予 財 產 權 、 直 接 管 制 、 課 稅 或 補

貼 等 ， 將 外 部 效 果 內 部 化 ， 使 市 場 達 到 最 適

化 狀 況 ； 並 從 管 制 模 式 及 管 制 類 型 加 以 分 析

探 討 國 內 環 保 單 位 對 於 政 策 工 具 的 選 擇 ， 必

須 多 方 面 思 考 ， 並 注 意 其 他 如 利 益 團 體 的 施

壓、地 區 性 差 異、社 會 文 化 等 因 素 的 影 響 性 。 

第 二 節   政 策 執 行  

探 討 政 策 的 執 行 的 策 略 ， 係 採 用 「 由 上 而 下

的 策 略（ t h e  t o p - d o w n  m o d e l）」或 是「 由 下 而

上 的 策 略 （ t h e  b o t t o m - u p  m o d e l）」 ？ 亦 或 是

「 整 合 的 策 略 」 ？  

第 三 節   組 織 成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以 巴 納 德 （ B a r n a r d） 的 理 論 從 機 關 人 員 的 心

理 及 行 為 方 面 作 分 析 ， 瞭 解 組 織 成 員 的 貢 獻

與 滿 足 是 相 對 的 ； 從 社 會 心 理 學 觀 點 分 析 員

工 的 工 作 滿 意 度 ， 並 以 亞 當 斯 （ J . S .  A d a m s）

的 公 平 理 論 ， 以 及 黨 斯 （ A .  D o w n s） 假 定 人

都 是 理 性 的 ， 其 行 為 都 在 朝 向 目 標 而 行 動 ，

而 且 人 都 是 受 自 利 的 動 機 所 驅 使 ， 尤 其 是 官

僚 ， 它 們 都 具 有 多 元 的 目 標 ， 混 合 自 利 與 利

他 的 動 機 ； 根 據 這 些 動 機 結 構 ， 探 討 D o w 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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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種 官 僚 人 格 的「 理 念 型 」， 與 如 何 培 養 員 工

善 用 權 力 ， 從 工 作 中 獲 得 真 實 意 義 的 滿 足 ，

以 促 進 公 共 利 益 與 自 我 成 長 的 雙 贏 策 略 的 激

勵 技 術 。  

第 四 節   影 響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相 關 因 素  

影 響 管 制 政 策 的 相 關 因 素 中 ， 以 愛 德 華

（ G e o rg e  C .  E d w a r d s） 的 政 策 執 行 力 模 式 作

探 討 ， 認 為 溝 通 、 資 源 、 執 行 者 意 向 、 官 僚

結 構 四 項 主 要 變 數 的 互 動 ， 將 會 直 接 和 間 接

地 影 響 政 策 執 行 的 狀 況 。  

第 五 節   本 章 小 結  

第 三 章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與 執 行  

第 一 節   環 境 背 景  

以 實 質 環 境 、 環 境 負 荷 及 環 境 問 題 產 生 的 主

要 原 因 等 層 面 探 討 台 灣 的 環 境 背 景 。  

第 二 節   管 制 機 制 與 策 略  

針 對 空 氣 、 水 質 及 廢 棄 物 等 三 大 類 污 染 管 制

策 略 作 詳 細 之 探 討 與 分 析 ， 藉 以 瞭 解 目 前 我

國 政 府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推 動 之 方 向 與 管 制 策 略

之 方 式 。  

第 三 節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與 環 境 品 質  

以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的 執 行 要 素 包 括 ： 人 力 、 工

廠 登 記 數、罰 鍰 次 數、罰 鍰 金 額、稽 查 次 數 、

金 錢 資 源 與 公 害 陳 情 數 等 七 項 作 為 分 析 ， 以

瞭 解 各 項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要 素 與 環 境 品 質 之 關

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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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稽 查 人 員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針 對 中 央 稽 查 人 員 的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方 面 作 詳 盡 探 討 與 分 析 ， 以 瞭 解 其

執 法 是 否 落 實 ， 以 及 其 執 行 行 政 裁 量 權 時 ，

是 否 達 到 行 政 效 率 、 效 能 、 公 平 與 正 義 的 原

則 。  

第 五 節   本 章 小 結  

第 四 章   研 究 方 法  

第 一 節   研 究 方 法  

針 對 研 究 架 構 、 研 究 問 題 及 研 究 方 法 設 計 等

分 別 陳 述 。  

第 二 節   研 究 範 圍  

針 對 本 研 究 範 圍 統 計 指 標 及 問 卷 調 查 兩 部

分 ， 分 別 加 以 陳 述 。  

第 三 節   資 料 之 信 度 與 效 度  

本 研 究 運 用 指 標 性 之 統 計 資 料 ， 所 蒐 集 採 用

之 各 變 項 之 資 料 由 於 採 擷 自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網

站（ h t t p : / / w w w. e p a . g o v. t w / s t a t i s t i c s /）中 的 數

據 ， 因 而 資 料 之 信 度 與 效 度 較 能 掌 握 。 另 為

確 保 問 卷 之 信 度 與 效 度 ， 除 了 尋 求 教 授 及 專

家 之 指 導 外 ， 並 於 事 前 進 行 預 試 後 加 以 修

正 ， 並 再 經 由 指 導 教 授 數 度 指 正 ， 以 設 計 合

宜 之 問 卷 資 料 內 容 後 ， 進 行 測 試 ； 並 於 測 試

後 進 行 C r o n b a c h ， s  α 係 數 信 度 測 量 分 析 。  

第 五 章   研 究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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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節   歷 年 來 環 境 品 質 與 各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本 研 究 在 縱 貫 性 資 料 方 面 運 用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歷 年 來 之 統 計 數 據 作 為 指 標 ，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歷 年 來 環 境 品 質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因 素 各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加 以 探 討 ， 分 析 各 變 數 間 之 變

量 與 線 性 迴 歸 分 析，了 解 各 變 項 間 之 關 聯 性。 

第 二 節   不 同 地 區 之 環 境 品 質 與 各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本 研 究 在 橫 剖 性 資 料 方 面 係 運 用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九 十 一 年 度 統 計 數 據 作 為 指 標 ， 針 對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市 環 境 品 質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因

素 各 變 數 間 的 關 係 加 以 探 討 。  

第 三 節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的 關 係  

針 對 行 政 院 環 保 署 三 區 環 境 督 察 大 隊 實 際 從

事 稽 查 人 員 以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進 行 調 查 ，

針 對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以 了 解

三 區 督 察 大 隊 工 作 滿 意 度 與 稽 查 管 制 政 策 執

行 之 關 聯 。  

第 四 節   本 章 小 結  

第 六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第 一 節   結 論  

摘 要 本 研 究 各 研 究 主 題 之 研 究 結 果 。  

第 二 節   建 議  

對 於 本 研 究 經 由 文 獻 分 析 與 實 證 研 究 分 析 結

果 ， 針 對 政 府 的 環 境 管 制 政 策 業 務 ， 提 出 建

議 。  

第 三 節   研 究 限 制 與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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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討 本 研 究 之 限 制 與 不 足 之 處 ， 並 對 於 後 續

研 究 與 未 來 研 究 方 向 提 出 建 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