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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透明及受益更廣之回饋金

管理機制
桃園市自改制直轄市以來，積極推動各項回饋金計畫預算制度化、透明化的機制，同時鼓勵民眾參

與提案，將回饋金運用於建設性或較具效益的計畫上，真正落實回饋金用途。

　桃園市政府主計處（黃主任秘書文琦、杜科長曉縈、鄭視察閔誌）

壹、前言

桃園市（以下簡稱本市）

臨山面海，特殊的地理環境及

歷史背景，形成了優越的投資

條件，使得人口及工商產業快

速成長與發展，各項重大公共

建設也相繼推動，然而經濟繁

榮背後，伴隨而來的是油、水、

電、噪音、及空氣等不可避免

的汙染，又為降低民眾對鄰避

設施的抗爭，使桃園有多達十

幾項回饋金（圖 1）。

103 年底改制前，桃園多

數回饋金之使用，係透過公所

圖 1　桃園回饋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Icon made by Freepik from www.flatic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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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部分因未建立有效管控

機制，使得計畫之執行不夠公

開透明、或零星瑣碎不具效

益，例如海湖發電廠回饋金與

中油公司回饋金，改制前係由

鄉鎮市公所以代收代付的方式

處理，計畫不夠公開透明，另

中油公司回饋金之執行則採個

案逐一申請方式辦理，不僅計

畫零星瑣碎，亦有資源無法整

合回饋鄉里之困擾，因此如何

使回饋金管理制度化並更具效

益，是改制後亟須研議的重要

課題。

貳、推動作法

多數回饋金原有運作模

式已行之多年，要進行大幅度

的調整並不容易，為降低回饋

區民眾的反彈及執行機關之困

擾，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係採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規

劃，先行瞭解各項回饋金的歷

史脈絡及執行現狀，同時適切

地宣導本府政策，逐步引導回

饋金之支用能公開透明並落實

回饋地方用途的目標，具體的

方法說明如下：

一、管理規範法制化，使

制度完備明確

為有效管理整合改制前鄉

鎮市相關法令，例如：將原由

鄉鎮市管理之垃圾掩埋場、殯

葬設施等回饋金，結合本府原

管理之焚化廠與灰渣場等回饋

金，統一重新制定本市自治條

例，並分別針對各設施之不同

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

關事項，陸續修訂細部規定予

以詳細規範，以求完備；除此，

因應本市改制後現況之需要，

亦就原本府主管之桃園機場回

饋金與噪音防制費部分，賡續

訂定新規定，俾利作為後續回

饋金支用計畫擬訂及預算編列

之依據。

二、推動計畫實質審查，

擴大外部參與機制

為了落實回饋金用途符

合公共利益之目的，本府建立

了計畫實質審查的機制，主要

是先由回饋區管理委員會或里

長視當地實際需求規劃提報使

用計畫，再由本府主管機關依

回饋金支用規定進行初步審核

後，提報市長或市府一層長官

主持之回饋金專案計畫審核會

議進行逐項計畫之審核，會中

亦會邀請回饋區里長及代表列

席參與討論，以確保所提計畫

效益性及必要性，並依審查結

果納入預算編列。

前述回饋金計畫實際執行

時，均須依本府審查會議之結

果辦理，不得擅自變更，但如

確有變更用途或計畫的需要，

則須循重新提報計畫的程序，

經主管機關審查並簽報本府同

意後，方得依變更後計畫執行，

俾落實執行面的管理。

三、要求計畫納入預算，

以達資訊公開透明

為了讓回饋金支用計畫

能被充分揭露，本府多次邀集

相關機關及各公所召開會議討

論，明訂回饋金預算之編列原

則，要求各項回饋金不得代收

代付，均須納入預算執行，惟

考量計畫提報及預算編列期

程，故採漸進的方式規劃，亦

即推動初期如計畫可完成審查

之時間未及納入年度預算，同

意以墊付方式先報經本市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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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後執行，並於隔年度再編

入預算轉正，惟 106 年度起各

主管機關應確實訂定計畫提報

及審查期程，使回饋金支用計

畫當年度即可納入預算，俾能

透過議會的監督程序，而更加

公開透明。

四、重視建設及受益範

圍，落實回饋用途

為了改進以往各地區回饋

金支用計畫常有零星瑣碎，或

是以觀摩活動及社區團體補助

等短期消費性支出為主，甚至

有自訂福利措施、國內外旅遊、

採購制服等情形，本府計畫審

查過程，市長多次強調提高建

設性的資本支出的重要性，希

望短期藉由鼓勵設備之購置或

小型設施之改善，逐步潛移默

化，長遠目標則希望引導其用

於公共設施興建、管理與維護，

及環境保護等建設性支出上，

朝回饋區環境的永續發展方向

努力。

除了重視建設性的資本支

出外，對於回饋計畫的運用，

本府也希望能儘量擴大讓整體

回饋區都能受益，並研擬出具

體的對策，例如：將回饋金運

用於回饋區全面性的學童營養

午餐補助上，經過市長多次與

地方代表及居民的溝通協調，

運用於類此回饋區全區受益的

用途已逐年調整提高，慢慢將

回饋金導入正軌、落實回饋用

途。

參、實際效益

由於本府分階段逐步推動

回饋金管理機制，從管理規範

法制化起步，到計畫提報、實

質審查並擴大外部參與能量，

進而納入預算，以達資訊公開、

透明，並落實回饋金用途，創

造了以下具體效益：

一、增修訂回饋金法令規

定，奠定回饋金改善

的基礎

桃園改制前各項回饋金的

規範並不一致，本府遂就主管

法令部分，參考回饋金的歷史

背景與使用情形，同時配合法

規整備作業，逐一修訂並予以

統一規範，截至 105 年底，本

府已陸續修訂包括機場噪音、

焚化廠、垃圾掩埋場及殯葬設

施等多達 12 項規定，未來仍

將持續就現況適時調整相關規

定，俾利回饋金各項作業（圖

2）。

圖 2　回饋金規定修訂情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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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饋金計畫納入預算，

資訊更加公開透明

桃園有多達十幾項回饋金

類型，103 年底改制後本府要

求均須納入預算執行，106 年

度整體回饋金預算金額已達到

7.87 億元，相較 104 年度增加

48％，尤其是海湖發電廠回饋

金，由原來代收代付方式，配

合本府政策改透列預算方式辦

理，足以顯示本府致力於資訊

公開的成效（圖 3）。

三、落實回饋用途，擴大

回饋區的受益範圍

本府提出貼近民眾福祉並

擴大受益範圍的政策，以成效

具體化解回饋區居民的抗拒，

同時吸引其他回饋區仿效參

與。例如 104 年度僅有觀音區

及大溪區等 2 區公所辦理補助

學校營養午餐，因頗受民眾好

評，爰自 105 年度起新屋區、

龍潭區、龜山區、大園區、蘆

竹區及中壢區等 6 區公所亦陸

續加入辦理行列，截至 106 年

度，以回饋金辦理營養午餐的

計畫已高達 1.47 億元，較 104

年度成長 11 倍以上，足見民眾

對於本府落實回饋金用途的參

與及支持（圖 4）。

肆、結語

改制前各項回饋金歷史

背景及運作方式不一，本府參

考其現況予以規劃整合，持續

精進相關法令與計畫審查的機

制，同時強調資訊公開的透明

度，並真正落實回饋金用途，

未來更將結合參與式預算的精

神與作法，除蒐集相關法規及

案例，調查評估回饋區內各里

執行規模及效益之外，也將擇

取數個示範點，讓回饋區的居

民可以自由提案聯署，不僅

可以改變回饋金計畫產生的方

式，進而激發出更完善多元的

構想，同時落實將回饋金真正

運用在民眾身上，讓回饋金的

使用發揮最大的效益。

圖 3　海湖回饋金鈉入預算情形 圖 4　回饋金營養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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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04 年度係以墊付方式執行，並於 105 年度轉正。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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