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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會」108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二、 地點：本署 5樓會議室 

三、 主席：張召集人子敬       紀錄：葉惠芬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沈副召集人志修 沈志修 

張委員舜清 張舜清 

楊委員伯耕 王義基代 

黃委員勤文 黃勤文 

戴委員玉燕 戴玉燕 

鄭委員福田 鄭福田 

李委員崇德 李崇德 

白委員曛綾 白曛綾 

林委員能暉 （請假） 

林委員文印 林文印 

莊委員秉潔 （請假） 

李委員俊璋 （請假） 

張委員靜文 （請假） 

吳委員浴沂 吳浴沂 

華委員梅英 華梅英 

顏委員秀慧 顏秀慧 

龍委員世俊 龍世俊 

周委員淑婉 周淑婉 

王委員敏玲 王敏玲 

賴委員偉傑 賴偉傑 

楊委員禮豪 楊禮豪 

鍾委員慧諭 鍾慧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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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 

綜合計畫處 溫修慧 

水質保護處 林建芬 

廢棄物管理處 （請假）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理處 李德馨 

管制考核及糾紛處理處 吳鈴筑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張順欽、呂澄洋 

環境督察總隊 姜祖農、歐昆霖 

會計室 苗睿芩 

環境檢驗所 陳元武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楊秀玲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王金詮、許思亮 

蔡執行秘書孟裕 蔡孟裕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蘇意筠 

許仲豪 

謝仁碩 

何佳祥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108 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會 

第 1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七、 確認上次會議意見及結論辦理情形：洽悉。 

八、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一般報告－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 

（二）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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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8年度空氣品質監測初步統計（監資處） 

2. 秋冬季節空品不良期間之管制與預防應變措施

（空保處） 

3. 推動校園清淨空氣綠牆（空保處） 

九、 綜合討論及意見： 

（一） 委員意見： 

顏委員秀慧 

1. 108 年度迄今之空氣品質狀況明顯改善，可見各項制度

措施及環保署之努力已發揮成效。因本年度之改善幅度

非常顯著，建議明年改善目標可考量依本年度之成果設

定。 

2. 移動污染源空污費之徵收範圍是否包含航空用油及船舶

用油？ 

3. 108 年 10 月 15 日預告之「預防空氣品質惡化之空氣污

染行為」公告，其法源除空污法第 32 條外，有無納入

空污法第 14 條之必要，建議可酌予考量。另本公告之

名稱亦可再酌，或考慮納入於「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

防制辦法」之可行性。 

李委員崇德 

1. 空氣品質持續改善，無論是污染物濃度或是 AQI超過的

站日數都減少了，這是可喜的現象。但有些地方（或站

點）的濃度較前一年濃度相差較少，顯示污染源管制需

更加緊。此外，O3,8hr濃度超標情形尚未改善，宜提出具

體可行策略來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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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污費收費費率在第 1和 4季較高，建議未來可建立機

制，依全國各污染物季節濃度高低收費，甚至在各空品

區有不同費率，以提升污染管制效益。 

3. 境外傳輸一向是民眾所關心，在投影片報告第 7 頁提到

各季節的傳輸比例，但是模擬的資料是使用 TEDS 8.1

版，基準年是 99 年，較不符合現況，建議以最新的資

料模擬，根據模擬結果可一併提出 O3管制策略以降低

O3,8hr濃度。 

4. 第二個報告的投影片第 23 頁，台電 10/1~12/12 污染物

減量高於右上角的污染作為總計減量，宜多加說明。 

5. 補助台中以南，國、高中及長照機構設置「清淨空氣綠

牆」是很好的措施，請受補助機構提出維護管理計畫，

特別是有寒、暑假的學校。 

6. 機車定檢站效益請進行分析，提出增強效益的方法。 

王委員敏玲 

1. 從最新的排放清冊 TED10 來看，各項污染物排放量 91

年起到推估的 108 年污染量，多數是減少下降，但

NMHC是持平，甚至跟 101年相較是增加，其為重要的

臭氧前驅物。雖然剛剛報告說臭氧濃度馬祖也很高，但

對應到 106至 108年臭氧八小時濃度居高不下的問題，

希望環保署積極處理。查看上次 4 月的會議回覆周淑婉

委員有提到臭氧管制不易，未來將在加強臭氧管制作為，

今天已經又過半年多了，這次報告並沒有提到是加強什

麼管制作為。舉例來說，如果以目前固定污染源納管了

89 個行業、390 個製程，可掌握全國固定污染源粒狀污

染物 95%以上、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 96%以上、但是揮

發性有機物只掌握到 80%以上的排放量，應還有近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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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努力空間（書面資料 4.4.7，第 26 頁），請環保

署加油。 

2. 南部在 PM2.5濃度相對低的月份，臭氧值很高，一年沒

有幾個月空品真正好。同意李崇德教授的建議，不同空

品區應規劃不同的空污費率，尤其空污嚴重的空品區應

再提高、加收。 

3. 各縣市鍋爐更新或改善的情形，建議環保署將數量每隔

一個月或兩個月，揭露在環保署明顯易查的網頁中，讓

民眾知悉各縣市汰換或改善鍋爐的最新進度。 

4. 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 106年 9月 29日第一次預

告，修訂後 108年 3月 27日再預告，後續已陸續公告污

染物種類與排放限值、健康風險評估作業方式等配套，

今天的報告卻未見排放標準接下來的進度，請說明遇到

什麼困難，何時將公告。 

5. 鳳山測站是高雄重要的交通測站，但採樣口設置地點過

高，未能確切監測出交通污染數值的問題已久，本人於

107 年的會議中建議搬遷改設一樓，經一年多等待，近

日終於聽聞監資處有進展，希能儘快落實，並周知民眾。 

6. 能見度影響的重要因子之一是濕度，建議在空品監測網

上各監測站顯示 AQI的頁面也將當時的濕度資料同步揭

露，便於民眾查詢污染濃度時作為參考。 

7. 建請環保署努力加速更新排放清冊，每 3 年才更新一次

版本實太慢也太過時。 

8. 在空污基金運用報告第 19 頁，有害的揮發性有機物管

制（四），近年減量成效統計數字仍停在 106 年，希望

環保署可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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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委員梅英 

1. 全台空品狀況逐年變佳，為中央及地方環保政策推行之

最佳印證，值得肯定。 

2. 基於 O3占 AQI>100比例逐漸上升，108年已超過 PM2.5

成為主要之指標污染物，因此其前驅物 NOx及 VOCs之

了解十分重要，建議就現有測站中設置 NMHC 狀況加

以探討是否需有所增設或調整。 

3. 民眾污染行為減少之環境素養提升方面，除空污基金提

撥至環教基金外，在空氣污染行為之科普推廣上若有良

好之作法，請考量持續辦理。 

4. 基於機車定檢制度執行多年，近年推動維修後檢測確有

成效，可考量後續之檢測需確有更換濾清器、火星塞、

化油器等相關耗材之發票證明，方予補助檢測費。另多

年未定檢車可考量於機車資料庫列為呆車，不列入通知

對象，但車辨若有在使用，則依規定處理。 

5. 因植生垂直綠牆設置經費較高，其在空污、溫度改善之

外，後續修剪維護方面宜加強了解，以避免造成其他問

題（如環境衛生、菌類滋生）。 

龍委員世俊 

1. 根據國際研究，氣候變遷下，臭氧之濃度會上升，因此

亞洲區域之背景濃度會增加，在此現況下，請問空保處

針對國內臭氧前趨物的排放的因應對策為何？如何管控

VOCs？如何管控 NOX？ 

2. O3對健康及農產品皆有影響，目前 EPA測站在 10公尺

高處所測得之 O3，會比走在街道上的民眾所實際暴露到

之 O3會比較低。若以健康考量，為使民眾安心，建議

在地面上建立 O3測站，以測量民眾實際暴露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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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PM2.5濃度在空保處努力之下，臺灣本島 PM2.5濃度都下

降，值得肯定。未來減量會愈來愈困難，建議未來的減

量措施需考量較具成本效益的措施，對於年復一年執行、

耗費人力及資源巨大，但減量成效不一定顯著的措施，

應該再檢討，把資源用在更有成效之處。 

4. 肯定以綠牆降低空污的努力，但由於某些植物孢子會造

成學童過敏，建議選擇不會引起過敏之植物。 

吳委員浴沂 

1. 109 年度起則將不再補助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淘汰二

行程車落日條款很好，宜多加宣導：未來不但不補助，

而且會加強攔檢及未定檢裁罰，目標是路上不再有二行

程機車。 

2. 各縣（市）環保局的柴油含硫量檢測建議取消，以前是

因為有不法油品，近年來車主已不敢使用非法油品以免

傷害引擎，這幾年油品檢測不合格的大都是零。 

3. 空品不良季節管制與預防應變措施，跨局處「空氣品質

惡化應變中心」似乎只有北部地區在推動，中南部幾乎

看不到。 

4. 機車和柴油車路攔不合格率高，代表路攔效率佳，只攔

下有污染之虞的車輛，值得鼓勵。 

楊委員伯耕（王科長義基代） 

1. 有關 108 年度工業鍋爐改善補助計畫（改用低污染燃

料），全國合計補助 1,395 座完成設備汰換，已達原規

劃目標（1,390座）；併計 107年度補助 303座，以及工

業局與部分縣市輔導另擇改善方案但不適用本補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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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合計 2,539 座，亦已達行政院核定「空氣污染防制

行動方案」累計改善數 2,090座之目標。 

2. 經工業局盤點直轄市、縣（市）已受理，但無法如期於

本（108）年 11月 15日完成改善者計 220座，以及接近

補助期間仍然提出申請者，本局規劃向貴署空污基金爭

取 300座補助經費（空污基金配合分攤 1億 500萬元），

建請與會委員再次予以支持。 

白委員曛綾 

1. O3,8hr及平均值逐年惡化之原因係主因由 NOX降低或因

暖化所致溫度上升之影響？可能需要更進一步釐清，因

解決前者與後者的方法是不同的，未釐清前難以進行策

略研擬，而我們可能忽略暖化的效應。 

2. 環保署對於台電的燃煤電廠的減煤政策宜更明確，尤其

是中火的燃煤電廠似乎中央與地方已出現不同調的情況

出現，其考量是否符合地方人民對台火減煤的需求？如

何在用電與空污兩者間之折衝平衡恐需更慎思。 

3. 今年海洋基本法通過後，建議要求台電及台塑六輕等以

海水除硫方式進行 SOX減量之電力業與工業改變其減污

措施，以維護台灣海域環境保護。 

4. 對於設置垂直綠牆雖是不錯的措施，但其維護管理費仍

高，也需許多人力。建議後續可開放給各地中小學提出

更好的方案之機會，既可提昇學校師生家長的自主思考

性，也可減少後續若無維護費用時，校方也願意主動持

續辦理。 

5. 建議加速空污排放量資料庫的更新，每 3 年一次也代表

其只能提供 3~5年前的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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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委員淑婉 

1. 秋冬季節空品不良之應變，氣象預報之準確度十分重要，

包括：預警時間、延時多久及影響區域範圍等，本項預

測之精進作法為何？ 

2. 對於造成空品不良之污染物（依 PM或 O3）應變作法，

建議應有所區分，尤其民眾感受以「能見度」改善為主，

是否有具體作法。 

3. 清淨空氣綠牆作法值得肯定，建議在確認成效及執行作

法後，應由各部會共同推動（如:教育部、經濟部……）。 

4. 建議依空品狀況加權之差別地區空污費率，課予不同空

品污染源之污染責任。 

5. 建議應予強化民眾空品責任教育。 

賴委員偉傑 

1. 2019 年空污費的收入，似乎比原先預估的短收不少，請

問可能的原因為何？ 

2. 上次會議有委員提到「關於地方政府空污基金所分配之

基金數額龐大，其成效是否有所評比及使用之適切性、

檢核機制？」，辦理情形中有回復說明：『訂有「108 

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執行空氣品質維護及改善工

作績效展現追蹤」，作為年度考評執行依據。』以及

『在空氣污染防制基金運用管理，審查地方空污基金預

算書，依編列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歲出經費/歲入預算，

及執行性重點計畫經費編列情形予以評比』。請問這些

對各縣市考評何時完成？結果如何？完整資訊公開在哪

裡？ 

3. 在「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狀況報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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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固定污染源管制成果」4.4.4 加強逸散源粒狀污染

物排放管制（p22），有提到「近 9年（101 年～108 

年）「粒狀物逸散源之防制設施符合率為 53.6%」。

請問這個情況合理嗎？請加以分析原因與因應。 

(2) 關於授權地方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加強移動源管

制（p36），現在進度為何？因為這是空污法修正的

重要項目之一，但也有一些不同意見；建議多關注推

動時的風險管理與溝通，建構一個多贏且社會支持的

體系與社會氛圍。 

4. 因為後來才獲知「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

法」已在 108年 7月修正，想請教： 

(1) 修正後，委員會開會頻率從 3個月改成半年一次，理

由與考量為何？ 

(2) 除了預決算外，一些「補助計畫」的討論核可如須經

委員會決議，半年開會頻率，是否會影響時效？ 

5. 透過開會，委員提出意見或提問，會中的討論、說明，

以及會後的書面完整回復辦理情形，如此的運作，其實

是具有減少各方政策資訊落差、理解政策脈絡與完整性

的重要功能；如果未來開會頻率變少，建議應該增加

「開會以外」的監督與回應的法定機制設計。 

鍾委員慧諭 

1. 簡報資料「空污基金近 5 年收支情形」彙整表，累計賸

餘款中，108年預估值由 34.8餘億元跳至 79.5餘億元，

請說明原因為何？ 

2. 校園清淨空氣綠牆維護部分，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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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獎勵計畫應做功能性要求提案（並非規範只能做綠

牆），只要提案計畫內容能達到空氣污染減量均可提

出申請，以鼓勵更多不同的想法，加速事情推展。 

(2) 長期維護的部分是執行此計畫的困境，建議可納入計

畫評比項目，並可培育學校志工（專業性及常態性），

以利計畫執行更順利。 

(3) 執行一段期間後，可訂定作業規範，提供各學校等申

請單位之參考。 

(4) 認同由各部會共同推動，並由政府機關率先執行。 

3. 貴署環境品質告警 APP 已達 50 幾萬之下載量，建議政

府機關各種告警 APP可一併整合。 

4. 濁水溪揚塵維護部分，建議可與水利署研議在下游處建

立攔截點（把水留在河面上，不要流到海裡），以減少

灑水設施。 

鄭委員福田 

1. 臭氧濃度升高，請探討是 VOC limited或 NOx limited，

針對原因，擬定較有效之對策。 

2. 緊急應變系統建議： 

(1) 模式之預測，最好有三天前之功能。 

(2) 各空品區之應變應有協調一致行動之機制，針對預測

可能發生之污染物 PM2.5或 O3污染來源提出應變之

措施。 

(3) 化學局委託工研院之應變具有毒性化學物質，如執行

空保處之空污應變，則用 ALOHA，功能不足，請注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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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項空氣污染管制措施，自從空污費徵收以來，已 20

多年，對於施行之各項改善措施是否考慮檢討有否調整

之必要。 

林委員文印 

1. 108 年度空氣品質監測資料顯示，空氣品質延續逐年來

改善趨勢，顯示空氣污染排放管制策略及執行已有具體

成果，值得肯定。 

2. 除了行政管制的落實執行外，在污染排放源空污費的經

濟誘因上，建議解析其影響現況及未來提升調整做法的

可能效益。 

3. 推動校園清淨空氣綠牆，對指標空氣污染物顯示改善成

果，建議參考室內空氣品質規範項目，綜合瞭解整體之

效益。 

楊委員禮豪 

1. 由空污基金報告可知，環保署採納了多元或新進控制措

施/技術/補助（例如:河床植被、新風、綠牆等），以達

空污減量。對於這些措施之後續追踪將是一個關鍵，例

如操作，維護與保養，建議署能對此有所要求，以維護

效益與延續常久性。 

2. 空品不良季節常預設為”秋冬”，空品良好則為”春夏”，

此現象是否會影響署的季節性評估與後續措施（如費率

或特定控制策略或預警系統等）？惟春季時而亦為空品

不良季節，宜對此有所呼應。 

3. 附議委員意見，空品監測資訊請考量是否可以增加有關 

”擴散不良” 與 ”濕度”之相關訊息，以供民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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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署回應說明： 

張召集人子敬 

1. 目前船舶空污費正積極研議中，規劃將與港務公司協調

於港口興建岸電設施，不使用岸電將徵收船舶空污費，

迫使船舶進港使用岸電，以降低空污排放。 

2. 108年度預算編列 99餘億元，原預期短絀 50.7億元，但

因柴油車汰舊換車及污染改善補助計畫策略調整，執行

至 12月中旬只透支 6億元，故賸餘 79餘億元，預期財

政上仍有足夠費用。未來不會因為基金不足等財政問題

而增加費率，但會基於空污減量觀點，於秋冬空品不良

季節推動差別費率或船舶空污費。 

3. 因應新的空污法修正案通過後，本署提出新版「空氣污

染防制方案（109 年至 112 年）（草案）」，並重新設

定目標（以 112 年達成細懸浮微粒全國年平均濃度 15

微克/立方公尺為目標），各項污染物有其對應之減量策

略與需達到之減量值，將安排下次會議向管理會委員報

告。 

4. 煤的部分有其政策與實務困難，我國能源轉型目標明確，

發展再生能源勢在必行，如何從現行能源結構轉移至潔

淨能源，目前為過渡期，本署已要求經濟部及台電公司

推動減煤增氣機制，在空品不良季節時，優先使用天然

氣等較潔淨能源，以維持基本電力供應需求。 

5. 本署將就現行空氣品質監測站的設置，包含設置位置是

否具代表性，以及是否或受到其他干擾因素等，進行全

面性檢討。 

6. 定檢制度部分，除將檢討機車定檢制度外，連動到柴油

車定檢制度之建置、標章制度、空品維護區之劃設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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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制措施，並搭配既有具經濟誘因之補助措施，進行

全面性整合與檢討，以加速大型柴油車之汰舊換新。 

7. 開會頻率部分，請空保處提供委員明確窗口或是建立

LINE群組，以利隨時蒐集委員意見。 

蔡執行秘書孟裕 

1. 本署已研擬「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年至 112 年）(草

案)」，以 112 年達成細懸浮微粒全國年平均濃度 15 微

克/立方公尺為目標，並規劃推動多項空氣污染減量對策，

包含持續推動國(公)營事業自主減量，亦推出如船舶低

硫油使用等新對策，以距離港口最近的高雄小港測站為

例，108年二氧化硫(SO2)已較 107年大幅降低 45%，後

續將安排向管理會委員進行詳細報告。 

2. 臭氧前驅物包含氮氧化物(NOx)及揮發性有機物(VOCs)，

已規劃推動 NOx及 VOCs減量策略，包含三級防制區依

法指定電力業、鋼鐵業及水泥業等大型污染源削減 NOx、

加嚴特定行業別 VOCs 管制標準、塗料 VOCs 管制、

VOCs排放量清查等。 

3. 目前固定污染源空污費已依空氣污染防制區級別，訂定

不同費率，將持續掌握污染排放現況，以滾動式檢討調

整管制策略。 

4. 本署已定期彙整非工業鍋爐之改善情形，截至 109 年 1

月底，共推動 1,179 座非工業鍋爐，已超過 108 年推動

目標（800 座），若須揭露鍋爐改善情形，因涉及經濟

部權責（負責工業鍋爐改善），需再與經濟部進行協調

數據揭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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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署去(108)年 12月 29日度首度辦理「空品知識、行動

與創意競賽」，業已完成決選及頒獎程序，刻正規劃將

相關成果上網公開之規劃作業。 

6. 目前掌握未執行定檢之機車為 400至 500萬輛，將依委

員建議，結合車辨系統納入後續推動之參考。 

7.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之管制要領，係於

空氣品質達嚴重惡化等級時，以暫停特定污染作業等減

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措施，而為提早預防每年 10 月至翌

年 3 月空氣品質惡化情形發生，採取積極性管制措施，

遂依據空污法第 32 條公告「指定空氣品質惡化預警期

間之空氣污染行為」已於 109年 2月 6日公告；未來將

依實際執行情形適時檢討研修相關法令規定。 

8. 排放清冊建置係參考國外建置方式，以 3 年為一期作為

建置基準，故國內清冊皆以 3年為 1期進行數據彙整及

更新。未來排放清冊更新頻率之精進方式可再研議。 

9. 校園清淨空氣綠牆的種類及樣式，包含懸垂式（上面長

下來）及攀爬式（地面長上去），均為本署補助對象。 

10. 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擬採分階段

分批訂定管制之周界標準值及排放管道濃度值，其管制

值之訂定，須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20 條規定考量健康

風險計算結果及技術可行性。由於該法案實施後影響之

產業範圍廣泛，為使法規公告後能順利執行推動，現在

持續與產業界溝通及釐清問題，以避免貿然實施後造成

各界反彈，引發爭議。本案將加速辦理後續法規訂定工

作。 

11. 有關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管理辦法開會頻

率調整一事，將再瞭解相關原因後，以書面方式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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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空污基金收入比預期減少，除了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

減量之外，另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案通過後，第 17

條規定移動污染源空污費自 108年起撥交 20%給地方政

府（約 10億），以致收入減少。 

謝科長仁碩 

有關運輸學會所提 2 項建議，綠牆設置及維護之作業規

範，後續進行整理後，提供給相關單位參考；另濁水溪

出海口高灘地裸露狀況，水利署第四河川局已依據濁水

溪河川揚塵行動方案，採取各項水利防制措施，包含採

蓄水池塘及攔水土堤等水覆蓋工法，惟現實狀況大沙洲

高度太高（約 9 至 12 米高），無法有效以水覆蓋，故

適地採取其他相關防制措施。 

蘇科長意筠 

1. 有關委員提到管理會開會頻率調整之意見，依空氣污染

防制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管理辦法第 11 條，除每半年

召開一次之例行性會議外，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進行

討論。 

2. 空污基金收入比預期減少，同時受到固定污染源空污費

秋冬季節費率實施、空品嚴重惡化時執行緊急應變強制

要求減量及電廠燃料調整等措施，造成污染物排放減量

所致。  

3. 環境品質告警整合部分，政府機關各種告警資訊（含環

境品質類）已透過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之「民生示警

公開資料平台」開放，達成資訊整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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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簡任技正德馨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清冊之統計，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附件一國家需在每年 4月 15日提出

前 2 年之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數據（即 N-2），目前我國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統計係與歐美國家同步，在 2019 年

底公布 2017年之統計數據；本署已在 108年 12月 23日

邀集政府六大部門召開會議，就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是否

可提早提出進行討論，未來規劃將提早半年公布溫室氣

體排放清冊統計數據（6月 30日上網公布）。 

十、 臨時動議：無 

十一、 結論： 

（一） 報告案：洽悉。 

（二） 委員所提各項建議，請納入後續推動空氣污染防制工

作之參據。 

十二、 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