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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中程施政計畫（106 至 109 年度） 
 

壹、施政綱要 

一、建立永續、美麗又健康的臺灣 
（一）建立循環型的生產與生活方式，提高廢棄物資源回收與再利用 

１、推動一般廢棄物清理相關工作，並維運管理「生活廢棄物質管理資訊系統」。 

２、配合廢棄物清理法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修正，加強事業廢棄物再利用及流向管制。

推動事業廢棄物再利用，辦理事業廢棄物輸出、輸入工作。 

３、推動事業廢棄物管理策略，提升事業廢棄物管理效能。 

４、強化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管理，提升清理效能及服務管理。 

５、精進事業廢棄物網路申報機制及列管清運機具裝置即時追蹤系統（GPS），提升 0800

免付費電話服務品質及應用智慧追蹤器技術於事業廢棄物流向管理。 

６、健全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管理制度，強化事業廢棄物流向管制工作，以遏止非法棄

置案件發生。 

７、評估推廣廢棄物資源化產物用途，擴充永續物料管理資料庫系統，落實永續物料管

理。 

８、加強環保設施效能及管理維護工作，協助及督導各地方政府妥善處理轄內一般廢棄

物。 

９、健全資源回收管理基金收支，以經濟誘因促進資源循環利用。 

（二）強化事業廢水管理與再利用及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 

１、加強控管污染排放、擴大管制對象、修正管制標準，落實水質水量自動監測；簡化許

可程序、強化許可申報網路化、資訊公開之建置、管理與應用；運用河川水質異常污

染源追蹤系統。 

２、推動 11 條重點河川等污染整治，建置現地處理或截流設施；推動排放總量管制或削減

排放總量。 

３、開徵畜牧業水污染防治費。 

４、推動畜牧糞尿沼渣沼液作為農地肥分使用。 

５、辦理海洋污染防治、緊急應變，推動海漂（底）垃圾清除工作。 

６、推動 3 座水庫營養鹽削減示範計畫。 

７、加速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復育，建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永續運用，積極推

動受污染土壤及地下水整治，促進土地資源永續利用，預計於 109 年前完成整治 650 處

污染場址。 

二、落實預防與預警機制 
（一）推動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改善空氣品質 

１、改善室內外空氣品質，落實清淨空氣行動方案，辦理「空氣污染減量行動督導聯繫會

報」結合部會量能，以總量管制、綠色運具、清潔燃料及綠美化環境為加強重點，持

續推動各項固定源、逸散源及移動源污染改善工作，同時輔導及列管公共場所室內空

氣品質，保障國民健康。 

２、強化噪音管制及物理性公害管理，創造健康永續樂活及寧適的生活環境。 

（二）檢討環評制度，提升審查效率，強化環評監督 

１、健全環境影響評估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配合國土計畫之推動並逐步縫合接軌、加強

開發單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盡之義務、檢討技術顧問機構角色、落實資訊公開及

公眾參與。 

２、明確環境影響評估個案審查權責分工、提高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效率與審查結論之

行政安定性。 

３、強化政策環境影響評估功能，並加強環境影響評估追蹤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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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擊環保犯罪，加強環境污染稽查督察，提升環保專業知能，善用社會力保護環境，加強

環境教育與國際合作，善盡地球村成員的責任 

１、推動環境永續發展，辦理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事務。 

２、拓展國際環保合作，參與國際環保協定相關事務，深化雙邊或區域環境夥伴交流。 

３、扎根國家環境教育，提升全民環境素養，執行環境教育夥伴計畫，結合民間資源，推

動環境教育工作。 

４、推廣環保標章及碳足跡標籤產品，鼓勵全民力行綠色生活及消費。 

５、建立環境裁罰機制加強檢警環結盟打擊環保犯罪落實環境執法。 

６、加強環保稽查督察管制工作，捍衛環境正義。 

７、加強辦理環保專業技術、環境管理、環保法規政策、環境檢驗、污染管制系統應用等

訓練，以提升各級環保機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事業機構環保人員專業知能。 

８、落實環保專責證照制度，加強辦理空氣污染防制、廢（污）水處理等各類環保專責

（技術）人員證照訓練，提供訓練合格人力約 8,000 人次。另積極健全專責（技術）人

員設置異動資料庫，協助地方環保機關迅速查核與管理，以杜絕證照違規租借虛偽設

置。 

９、積極辦理環境教育人員、機構及設施場所之認證作業，提供專業之環境教育人力及優

質之學習場域，協助環境教育工作之推展。 

１０、加強執行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案件現場查核，以健全技師簽證管理制度，提升環保專

業職能及簽證品質。維護環境工程技師簽證服務資訊網，將技師申報、民眾查詢及

主管機關管理整合為單一入口網站，並提升資訊軟硬體設備效能，加強防護網站資

訊安全及維護管理應用系統功能。 

三、落實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環境清潔管理 
溫室氣體減量及環境清潔管理 

１、建立溫室氣體減量之法制作業，落實巴黎協定的規定。 

２、推廣綠色運輸，106 年度推動使用油電混合動力車、電動公車、電動二輪車及電動蔬

果運輸車等低碳運具 5 萬輛，逐年增加 1,000 輛，109 年度推動達 5 萬 3,000 輛。 

３、呼應全球減碳願景，依循國際公約趨勢並積極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相關會議

活動，定期公開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及編撰溫室氣體國家報告。 

４、跨部會合作推展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部門溫室氣體

排放管制行動方案，逐步落實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５、制訂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相關子法與配套措施，推動盤查查證管理制度，建構效能

標準與自願減量機制，逐步完備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管理體系。 

６、推展全民因應氣候變遷意識，進行氣候變遷衝擊評估，落實減碳行動與因應作為。 

７、賡續推動社區節能與低碳建構，並試行區域整合示範措施；綜整推動低碳永續相關計

畫，鼓勵社區／城市自主多元發展，落實低碳家園營造；協助與督導金門縣政府執行

「建置金門低碳島計畫」。 

８、督導地方政府落實推動環境清潔改善，推動公廁整潔品質提升及登革熱等環境蟲鼠防

治工作，促進民眾參與環境清理工作，改善居家周圍環境品質。 

９、協助並督導地方政府執行飲用水水質抽驗及相關稽查管制工作，提升飲用水品質。 

１０、營造友善城鄉環境，推動環境衛生永續指標工作。 

四、建構及善用科技環境 
善用科學技術，加強污染或高風險污染源的監測、落實資訊公開 

１、建構環境資源科技研究能力，提升研究發展品質。推動前瞻性環保科技研發，執行環

境奈米評析與綠色化學檢測技術，懸浮微粒同位素分析研發。 

２、強化環境污染監測、檢測及鑑識技術，執行水體環境污染感測、鑑識調查與物聯網應

用研發，廢棄物及底泥特性鑑識技術研發，環境噪音暨新興物理性公害管理研究。 

３、健全環境資訊服務平台，執行環境奈米科技知識平台維運及知識管理，產品碳足跡揭

露服務，跨部會化學物質資訊服務平台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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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環境監測及環境品質相關原始數據資料集開放公眾加值應用之累計項目，供公眾串連

其他政府開放資料，共創資料新價值。 

五、加強毒性化學物質源頭管制 
有效管理化學物質，建構健康永續環境 

１、規劃設立毒物及化學物質署，從源頭預防化學物質風險，追蹤有害物質。 

２、推動永續健康無毒的家，執行環境用藥查驗登記制度，嚴加審查毒理、藥效試驗報

告，加強查核非法環境用藥，確保用藥安全。 

３、因應國際化學物質管理趨勢，推動化學物質資料登錄制度，檢討現行列管毒性化學物

質，強化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４、強化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能量，督導業者落實聯防組織運作，加強自主安全管理，

降低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風險。 

  



17-4 

貳、未來四年重要計畫 

施政綱要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期程 計畫類別 

建立永續、

美麗又健康

的臺灣 

水質保護政策及水體品質規劃管理 107-107 其它 

一般廢棄物管理及全分類零廢棄 106-109 其它 

湖泊水庫及河川污染防治 107-107 其它 

事業廢水行政管制及經濟誘因管理 107-107 其它 

工業區下水道及生活污水管制 107-107 其它 

事業廢棄物管理 106-109 其它 

資源循環再利用 106-109 其它 

加強基層環保建設 107-107 公共建設 

科技計畫水體環境污染感測、鑑識調查與物聯網

應用研究開發計畫（健康水庫永續水質管理應

用） 

107-107 其它 

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調查、應變及整治工作 106-109 其它 

落實預防與

預警機制 

環保證照訓練及證書核發管理 106-109 其它 

清淨空氣行動計畫 104-109 社會發展 

推動環境執法及策略 106-109 其它 

執行環保稽查督察管制工作 106-109 社會發展 

落實推動溫

室氣體減量

及環境清潔

管理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及排放交易制度建置規劃 106-109 其它 

建構及善用

科技環境 

環境科學及技術之研究 106-109 科技發展 

水體環境污染感測、鑑識調查與物聯網應用研究

開發計畫 

106-109 科技發展 

廢棄物及底泥特性鑑識技術開發 106-107 科技發展 

加強毒性化

學物質源頭

管制 

建構寧適家園計畫（103-107）、建構寧適家園計

畫二期（108-112） 

103-112 公共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