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臺北市管制販售餐飲提供一次性餐具類別 

及收費標準」公告（草案）公聽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113年9月27日（星期五）10時 

二、地點：臺北市信義區公所13樓大禮堂 

三、主席：盧世昌副局長                                                            紀錄：王鐘賢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業務單位說明：（略） 

六、綜合討論： 

(一)張鼎旺委員：環境保護署（現為環境部）已在108年開始實施限用

一次性餐具，希望能夠從現在到未來119年時，逐漸的減低廢棄

物的數量，因為這是與淨零排放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環，希望與會

機關、團體可以加強督促委外廠商。 

(二)國家表演藝術中心國家兩廳院： 

1. 目前臺北市管制販售餐飲提供一次性餐具類別及收費標準，

尚未規範一般餐飲業者，如果餐飲業者除了承攬公家機關外，

也在一般場所設有店面，是否適用同標準？ 

2. 目前很多業者提供外帶飲料部分是使用紙吸管，惟該收費標

準有無納入吸管？另如購買飲料，外帶杯子和攪拌棒是否均

納入計價？ 

(三)私立銘傳大學：如果消費者在購買餐點時表示要外帶，但仍在內

用區域飲食，針對此類情形，場所管理人或是餐飲業者會否因違

反該公告受罰？ 

(四)臺北市立木柵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新的公告與之前市府公布之禁

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政策相比，似乎較為放寬，校方後續是否

仍要遵循後者相關規定？ 

(五)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有關收費標準部分，如果業者願意提供較好

的一次性餐具，其收費是否得高於收費標準？ 

(六)臺北自來水事業處：有關外帶不得免費提供各類材質一次性餐具

部分，如果在餐廳外帶一碗50元的麵，不需要其他餐具，但業者

使用紙碗包裝，則應算是50元還是再加上一次性餐具的費用？ 



(七)環保局： 

1. 有關兩廳院提問管制對象部分，係希望政策推行由公而私，

分階段努力，在公部門部分，列管對象為福利社、合作社、

餐廳或其他餐飲業者，另委外場館部分，目前係臺北市政府

所轄機關委外場館的餐廳，跟販賣餐飲的業者先納進來管理，

如果機關、學校所設的規範是比本局公告要求更高，環保局

表示尊重，因為該政策目的是為減少一次性廢棄物產生。另

外在機關學校、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及連鎖速食店，目前已

有限制使用非塑膠吸管，故環保局不再重複規範。 

2. 有關銘傳大學提問消費者選擇外帶餐點後，仍在內用區域飲

食，係屬消費者個人行為，目前法規未提及相關罰則，故不

會處罰業者或是消費者，在實務上，環保局如收到相關陳情，

仍會要求餐飲業者輔導、勸導消費者。 

3. 有關木柵高工提問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執行要點部分，

該執行要點其法律位階低於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

後續如何執行，環保局仍會持續研議。 

4. 有關國立傳藝中心提問一次性餐具收費定價部分，目前標準

係固定，也不能內含在販售之餐點費用中。 

5. 有關北水處提問餐點和一次性餐具計價部分，立法原意係希

望突顯一次性餐具額外收費，逐步改變民眾生活及消費習慣。 

七、會議結論： 

(一)感謝與會代表提供寶貴意見，所提建議將納入會議紀錄，作為草

案修訂之參考。 

(二)如有其他建議，請於會後草案預公告期間，提供相關意見予承辦

窗口。 

八、散會：上午11時10分。  



書面意見 

張鼎旺委員： 

（一） 規範列管場所每年應使用循環容器之比例，草案未明訂
審查方式為何。郝署長任內實施限用塑膠袋政策，結果上游

販售(廢棄)塑膠袋反而增重幾倍，其原因是增厚塑膠袋、公布允

許商人收費只有一元（高於商人進貨成本百倍），圖方便銅板價

民眾不痛、不愛惜資源一次即丟，造成政策失敗及商人變相大

賺賣塑膠袋。合先敘明。 

（二） 目前市面運作，各類一次性餐具大半以上都未收費，且北市及

其他縣市早已規定本案場所內用不許用各類一次性餐具限制多

年，如今草案三管制方式（三）「各類一次性餐具收費標準」只

有 1或 2元，放寬倒行，將原先努力數年基業成果一夕打回原形，

「各類一次性餐具」廢棄物量，斷崖式逆向大增，此收費額度

委實不當。 

（三） 本案母法精神及施行原則是逐年減廢減碳，故自應從現況加嚴

使減廢逐年更趨少用，至 119年起上述限制場所內用外帶全部禁

用達「0 用各類一次性餐具」。故建議調高收費單價到民眾心痛，

由內在心痛（動）到外在行為改變自帶「一次性餐具」，例如 50

元（如今受限子法公告時限將至，無法做民調）。如此，可收 3

益無 1弊－減量收斂/行為改變/免受商人變相獲利之撻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