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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濟效益評估-各種評估方式 

 

報告人：華昌宜（財團法人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資深研究員） 

 

1. 課程內容整理 

（1）回顧一下方案評估： 

首先，就是各種替選方案評估方法。這裡方案是英文裡的

PROJECT，但有時叫專案，有時稱為計畫，大陸常稱之項目。有替

選方案才能評估。就是不做也是一個替選案。但我們希望能有不止一

個的替選方案出來被評估。評估的方法實在太多了，但可大致分為是

否能先經量化後再貨幣化。最簡單的就是我這裡寫的指標通過法，譬

如環評。但通過指標的標準怎麼定的也是一個問題。此外，最普通的

評估法就是集體評估法，就是由一批委員決定通不通過。 

 

我們所謂量化，其實他有很多尺度，有些可以相加相減，有些可

以相乘相除。如果我們規定的尺度，就是從零分到五分，但是三分和

一分間的差距就是五分和三分間的差距嗎？未必，祗是四分比兩分高

而已。另外，氣溫相差十度，並不代表 20 度的氣溫為 10 度氣溫的兩

倍。根據這些沒有差距或倍數意義的尺度，所得到的量化評分，在作

統計計算時須特別小心。量化後有時可以相加，有時則不行。像是身

高和體重，你不能相加。香蕉也不能加蘋果。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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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價格，三斤香蕉的市場價值是可以和五斤蘋果的市場價值相加

的。甚至於你心目中三斤香蕉值多少錢也可以和你心目中的五斤蘋果

多少值多少錢相加。所以在量化後能否貨幣化才是關鍵。這是分析的

基礎。 

 

經濟分析其實也包含各式各樣的分析，像是財政分析、財務分

析、成本效率分析與成本效益分析等等。財務分析為益本分析中的一

部份，當然用貨幣計算。公私部門都需要財務分析。財政分析僅是政

府在使用的。成本效率分析原為美國軍方推動出來，現在民間也都有

在使用。最後則是成本效益分析，包含了前三種分析，也可包含社會

基本，是超過公、私部門的。 

 

（2）財政收支分析（又稱財政衝擊分析） 

此為美國地方政府常用，因為民主制度對於地方政府財政非常關

心，（Cost-revenue or fiscal impact study）為的是選民要交很重的財產

稅，所以也注重到政府的服務與支出。假設一建商提一個案子，要建

五百戶公寓，雖然符合了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但市議會必須要了解此

案對財政衝擊究竟為何?都市計畫單位會將開發商計畫拿來評估。針

對未來住戶屬性（由住房價格與面積來推測）推演未來對政府財政衝

擊：未來需要多少額外支出，像是學校、老師（因為美國非常注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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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所以要仔細計算其學校數目夠不夠），游泳池?道路?等等。另一

方面這五百戶對政府財政收入之增加，最直接就是財產稅（房屋稅加

地價稅），然後為營業稅（州政府轉撥），所得稅（聯邦政府轉撥），

要將一切收入算進，甚至停車罰款收入等等。最後都市計畫單位將一

筆總帳交給市議會。這就是當地議會給不給建商開發的考量。當然有

時候也會考慮財政以外的因素。 

 

學都市計畫的人一定要學地方財政，做計畫時一定會考慮地方財

政，這成為美國地方自治上的標準程序。反觀台灣，卻從未聽過這種

程序。每每說台灣地方自治，但資本投入多半是由上級政府補助。目

前台灣談地方專案投資，大部分都是正面的，估計從案子中產生多少

就業，而不計額外負擔。財政收支分析應該是地方政府評估方案的第

一步。一定要做財政分析，之後慢慢加入非財政效果等等。 

 

（3）成本效率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跟成本效益不同，成本效率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缺少共同衡量，相

互不能加減。如果各替選案的產出效益固定相同，或者可不考慮它們

效益的差異，那麼可只看哪個替選案成本最小，就選擇哪個方式，這

就是成本效率分析。不過計算要小心，不僅是帳面上的成本，還應考

慮機會成本（移轉、替代等等）。相反地來看，假設各替選案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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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固定相同，哪個替選案能達到最好效果就是最佳方案，比如說政府

補助每一學生一樣的經費，可視為每個學校成本固定。則可以學生的

升學率來評估各學校的績效，這也是成本效率分析。總之固定一邊，

看另外一邊的績效。也許是就成本最小，也許就是效益最高來評估。

這原是由美國軍方推動，演變為 PPBS（Planning Program Budget 

System）制度。因為當初三軍每個部門都要求發展飛彈，對社會來說

是一種浪費。所以美國政府在同一摧毀力（效益）基礎上，來看那一

種飛彈系統成本較最小來編製預算。蘇聯怎樣垮的？因為它過份重視

國防，不重視民生福利，又無成本效率評估制度，造成社會資源嚴重

浪費。說到這裡，台灣六千億的國防採購，究竟預算是怎樣分配，是

按照美國要求嗎?大家必須要注意理性分配資源的重要性。另一方

面，美國在推動 PPBS 所要花費的評估資源也非常大，因此推動到州

級政府幾年後就有些州無法適應，最後取消。後來 PPBS 在國防部就

有些改革，所以現在還在用，但有衍生出來成為 PPBS2。 

 

（4）成本效益分析（益本分析 Cost-Benefit Analysis） 

投入和產出兩方面均先經量化而後轉換成貨幣價值，因為貨幣價

值才能在時間上折現，最重要是它能在益本之間加減，這是益本分析

的重點。成本效益最核心的任務就是將各項效果量化之後換成貨幣價

值。它是多目標與長時間的重大投資之必用。因為時間較長需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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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折現就需要貨幣化。貨幣化要從市場價格來，有的沒有市場價格，

我們就要給它模擬的價值。經濟學說的市場價格最好是完全競爭市

場，它反映了社會資源的均衡利用，福利最大。假如不是完全競爭市

場，價格會有些扭曲，因此要糾正它，這時就要使用影子價格。有時

候市場價格不存在，我們要想辦法虛擬市場，得到一個數字，反映在

願付價值上。無論效益或成本都可能有直接與間接兩類，我們都要一

起算進來。造一條公路，我們節省的主要是使用者時間，這些時間價

值是直接效益。但公路造好之後不僅有使用者的直接效益，沿路發展

起來，人口增加、工商發達、土地增值，政府稅收增加等經濟效益都

是間接效益。但是要注意的是直接效益和間接效益究竟有無重複計

算。 

 

再舉一例來說，建造一個水庫將灌溉水賣給農民，這是直接效

益。農民可以種麥，他賺的錢就是水的間接效益，麵粉廠買了麥做成

麵粉，麵包店買了麵粉做成麵包，消費者買得到麵包，這都是間接效

益，一連串算下來都要算，然後最後加總而成為社會效益，但一定要

注意重複計算問題。有時候間接效益會大於直接效益。 

 

社會益本總合了所有公私部門以及全體人民所受影響。不僅現在

每人的利益損失都要算進去，未來子子孫孫的利益和損失也要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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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才叫做社會。更進一步，也要將保護或導致瀕臨絕種動物對人

的價值也要算進去。社會意義很廣，能想像到一切有關的東西都要包

括在內，這才叫做社會益本分析，到底社會益本要延伸到什麼程度，

就是以人本位涉及到的一切價值。 

 

本來益本分析是從經濟效率觀點來計算，不涉及社會分配正義。

但現在社會益本分析，也可把公平分配也算進去。窮人與富人的一塊

錢的效用不同，金錢的時間觀念也不同。如果我們將益本的歸宿分成

社會階級，給窮人與富人益本予不同權重，譬如窮人每得益一塊錢算

成一塊五毛，富人每得益一塊祗算為五毛，而後在時間折現率也以不

同處理，窮人較高，富人較低，這樣我們就將公平價值帶入到社會益

本分析。 

 

益本分析從何時開始？益本分析是十八世紀法國工程師在思考

造路造橋究竟有甚麼樣的效益而來，免費的路或橋的效益如何估計？

即使可收過橋過路費，難道可取得的最高費用即是其效益嗎？從公部

門而言就是為什麼要做免費的公共建設？自從經濟學家也追問後，益

本分析慢慢發展起來。在美國是從工兵署必須證明建造水庫的正當性

開始。到現在益本分析已成應用經濟學中的顯學。但在台灣政府不重

視，民間也不會做。 



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研討會 

 

3-154 

 

A. 益本分析程序 

益本分析的程序首先要建構分析架構：界定評估替選案、界定影

響範圍 （空間時間界限是什麼？一個方案的周圍居民、縣市、全台

灣可視為三圈不同對象；或是窮人、中產階級、富人可界定為三個階

層；直接間接衝擊一堆，如何簡化），再來是預測各項益本效果（量

化），並轉化為貨幣值，最後再加總與評估，這幾道是必然的程序。 

 

B. 成本效益分析概念示意圖 

我們有方案一、二、三，每個方案均有效益與成本，並盡量轉化

為貨幣來評估。甲乙丙為範圍對象（可能是空間範圍，也可能是階層

範圍等等），要定義清楚，這張表為總結估算的最後一張，其前面應

該每年都有一張，二十年就應有二十張，然後再折現回來到此總表。，

最後得到 B1、B2、C1、C2。相加時給可其不同權重。到現在為止我

們很少看到完整的益本分析，因為項目太大太多。因此在實際操作上

必須要簡化項目。所以這張示意圖是非常通盤的分析方法，每個數字

後面都有非常多的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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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報投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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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問與討論 

 

提問一 

連芳禎（欣福股份有限公司）：想請問華老師，不可量化的指標如何

納入評估，像是心理、生態、景觀等成本，這些都沒有市場價格，國

外又是如何運用？ 

 

回答： 

華昌宜：在早期推動益本分析時很多人也覺得你所提的那些衝擊面不

可量化，但後來各種各種技術被發展出來也逐漸被接受。景觀看來無

法量化，但可以追查得益者願意付多少費用?從波士頓到紐約，有兩

條路，耗時相同，但一條風景比較優美，當然用的人較多。有人建議

加收費站，逐步調高過路費而觀察其使用人數的減少。這等於在試驗

找出此景觀道路的需求函數，藉此函數可計算出社會上願付的景觀價

值。如博物館也可藉收門票之高低來看觀眾量的變化而知社會在美感

與金錢之間的抉擇。如果實在不知如何量化時則可以文字描述，這就

是表中的「I」這一欄，也可作決策的最後參考。各種應用益本分析

的不同領域已經發展出不同的量化與貨幣化的技術方法：水資源有水

資源的益本分析方法，交通有交通的益本分析方法，環保生態也另有

一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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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建會：隨著國際上計畫效益評估方法與技術的發展、進步，理論上

經濟效益項目，應該多能予以量化及貨幣化。誠如華教授也提到有些

技術應用，也許要幾年後才會成為制度，在尚未形成共識前，建議初

期仍以本會編訂「公共建設經濟效益評估及財務計畫作業手冊」為基

本架構，其中經濟效益評估部分，希望能就各效益項目儘量予以量化

及貸幣化，至於無法量化效益指標，則以文字或圖表予以詳細說明。 

 

提問二 

行政院農委會代表：即使是會計，也有會計評估原則，將來公部門要

做公共設施評估，要如何選擇好的夥伴一起來做。也就是應該建立一

個專業的認證制度，而不至於流於行政上的填表形式，否則會產生更

多問題。 

 

回答： 

華昌宜：原則上非常贊同你所提議，公共建設也應由經認證的專業者

承擔評估，但如何推動，尚待政府與顧問公司協商共同設計制度。最

單純的做法可能是先由民間顧問公司協會舉辦訓練班，然後由協會認

證。有了成績後政府自然增加對提案機關的先期作業要求。目前據知

經建會在未來也要對顧問公司進行評審，政府要利用評點方式去決定

適合的顧問公司，但這也是要制度化，要有明確的規範與罰則。畢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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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本分析目前在台灣還有很多的問題，很多數字像是做出來的。美國

議會裡對評估大項投資有一定的遊戲規則，但我們這部份還不是很明

確。至於不在制度面僅就評估技術而言，各位上網站去看

www.costbenfitanalysis.com，有很多新的技術和觀念都在發展。 

 

經建會：本會未來將就顧問機構研提報告的良窳作一紀錄，俾期顧問

機構能以負責任態度研提報告，並促進良性競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