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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監管政策、成效與未來措施

行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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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國空氣污染特性及現況

空氣污染防制策略

室內空氣污染防制策略

簡
報
大
綱

防制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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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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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空氣品質保護國民健康

Table - Global estimated deaths (millions) due to pollution risk factors 
from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GBD; 2015)42 versus WHO 
data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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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空氣品質逐年提升

•懸浮微粒、細懸浮微粒、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及

揮發性有機物等空氣污染物濃度呈現逐年改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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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WHO 2018.v13版資料庫
本署107年之最新手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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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vs. 亞洲各國的空氣品質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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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組織 2018年全球空品報告



10

各縣市近年PM2.5 濃度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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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區PM2.5逐漸改善，目前基隆市、台東縣、花蓮縣、宜蘭縣大致可符合年平均值標準15μg/m3，其餘

縣市均超過空品標準。

 彰化以南至高雄及金門縣、連江縣年平均濃度均超過20μg/m3，其中雲林縣、嘉義市年平均值超過

25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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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傳輸對我國PM2.5濃度影響

境外傳輸對我國細懸浮微粒

濃度有一定程度影響，除了

夏季約占10%以外，春季及

秋季均超過 30%，冬季達

40%以上。

我國
濃度

(μg/m3)

境外影響濃度(μg/m3) 境外影響比率
中國
大陸

日本 韓國 其他 總計
中國
大陸

日本 韓國 其他 總計

冬季(1月) 35.2 13.8 0.03 0.04 0.83 14.7 39.2% 0.08% 0.10% 2.4% 41.7%

春季(4月) 23.6 6.41 0.04 0.08 1.18 7.71 27.2% 0.15% 0.34% 5.0% 32.7%

夏季(7月) 13.8 0.69 0 0 0.7 1.39 5.0% 0.02% 0.00% 5.1% 10.1%

秋季(10月) 24.5 8.51 0.07 0.11 0.57 9.26 34.7% 0.29% 0.46% 2.3% 37.8%

平均 24.2 7.31 0.03 0.03 0.86 8.23 30.2% 0.14% 0.24% 3.6% 34.0%

風速

資料來源：www.windytv.com

資料來源:環保署105年委託雲林科技大學張艮輝教授「強化空氣品質模式制度計畫(第二年) 」研究成果
註：依據排放清冊（TEDS 8.1版）估算，基準年99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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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3％
境內來源

39.2％
中國

2.58％
（其他國家）

冬季（1月）

67.3％
境內來源

27.2％
中國

5.49％
（其他國家）

春季（4月）

89.9％
境內來源

5.0％
中國

5.12％
（其他國家）

夏季（7月）

62.2％
境內來源

34.7％
中國

3.05％
（其他國家）

秋季（10月）境外平均影響占比

境外傳輸對我國PM2.5濃度影響占比

資料來源:環保署105年委託雲林科技大學張艮輝教授「強化空氣品質模式制度計畫(第二年) 」研究成果
註：依據排放清冊（TEDS 8.1版）估算，基準年99年

境外平均影響佔比約1/3，季節性變化大，主要影響為秋冬兩季之東北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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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空氣品質深受大氣流動影響

靜滯區

尾流效應區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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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節對空氣品質之影響

臺中、彰化地區

因子：地形、逆溫現象

影響：大氣擴散不良，污染物
容易累積

雲嘉南地區

因子：10月~3月之東北季風

影響：河川揚塵，影響空氣品
質

大臺北、宜蘭及竹苗
地區

因子：東北季風

影響：挾帶境外污染物，
影響空品

南投地區

因子：內陸盆地地形、位處大
臺中地區下風

影響：污染物容易累積

高屏地區

因子：處中央山脈背風面、11月~3月
之東北季風微弱或高壓迴流

影響：大氣擴散不良，污染物容易累
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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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環保署委託成功大學吳義林教授「台灣細懸浮微粒(PM2.5)成分與形成速率分析計畫」［性能評估結果：配對值分數偏差(Mean Fractional Bias, MFB)為PM2.5=-12.8%，配對值絕對分數誤差(Mean Fractional Error, MFE)為PM2.5=40.9%］及雲林科技大學張艮輝
教授「強化空氣品質模式制度計畫(第二年)」研究成果［性能評估結果：MFB為PM2.5=-9.1%，MFE為PM2.5=38.4%］

註：依據排放清冊（TEDS 8.1版）估算；網格模式模擬結果性能評估規範：配對值分數偏差MFB為PM2.5= ±35%，配對值絕對分數誤差MFE 為PM2.5= 55%以內。

我國境內PM2.5來源比率分析

來源占比會隨季節、地區變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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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及命令控制
一、管制架構

• 排放標準加嚴

• 防制設備加嚴

17

三、固定源PM2.5

減量管制
2/1石化設施

(103.7.1生效)

11/19煉鋼及鑄造電爐

(106.1.1生效)

6/14鋼鐵業燒結工場

(107.1.1生效)

4/24固定污染源

(103.4.30生效)

11/14玻璃業

(111.1.1生效)

102年100年 101年 103年

12/1電力設施

(106.12.1生效)

105年

11/8陶瓷業

(107.11.8生效)

107年

10/19鍋爐

(109.7.1生效)

IBACT

(Individual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 )

BARCT

(Best Available Retrofit Control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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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污染源收入

移動污染源收入

TSP排放量

SOx排放量

NOx排放量

經濟誘因：空污費

自1995年空污費徵收迄今污染排放量已大幅降低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3

Stationary sources

Mobile sources

TSP emissions

SOx emissions

NOx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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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高屏地區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上限，鼓勵業者投資改善
老舊設備，分期程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改善空氣品質。

Credits

新興產業進駐

確保不超過排放基線且逐步削減

排放量上限(天花
板)



20資料來源：依據排放清冊（TEDS 9.0版）估算，基準年102年

全國NH3排放量貢獻分佈 各縣市NH3排放量分佈

推動前驅物氨氣管制

20



21

依成分別減量方式削減VOC排放量，
達到最佳的臭氧生成量削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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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數 燃料類型

- 氫氣 (𝐻2)

- 合成氣 (CO+𝐻2)

C1 天然氣

C3-C4 液化石油氣

C5-C6 戊烷、己烷

C10-C20

生質柴油

煤油

柴油

固體碳

生物質
(木顆粒、棕梠殼、蔗渣、
木屑)

RDF (SRF)

改善燃料種類 加嚴鍋爐排放標準
減少鍋爐空污排放

強化後端防制設備
或

改善鍋爐燃燒技術

粒狀污染物

減少2,598
公噸/年

減少8,567
公噸/年

減少4,247
公噸/年

木顆粒

棕梠殼具減碳效益

多元方式改善鍋爐空污排放

氮氧化物 硫氧化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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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西元2011年11月23日經奉總統公布，自公布後1年施行(2012年11月23日)。

• 為全世界第二個立專法管理的國家。

• 已訂定發布相關法規命令及公告第一批、第二批適用對象。

• 管制的對象除各類型的建築物室內空間及交通運輸搭乘空間。

24

專法管理室內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

管理

戶外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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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架構

室內空氣

品質管理法

公告室內
空氣品質
標準

設置專責
人員

撰寫維護
管理計畫

定期巡檢
及檢測空
氣品質

處份及限
期改善

逐批列管
公告場所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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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品改善方案與解決對策

IAQ改善的基本
策略與正確觀念

良好的建築空間
格局與平面規劃

高效能空調系統與
管線佈置型態

適度外氣自然或
強制引入的設計

局部空間IAQ清
淨設備之設置

定期進行空調系
統管線清潔作業

裝修參照綠建材
與綠建築的標準

落實推動IAQ維
護管理作業

IAQ改善方案與解決
對策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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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母法第7條第2項)

27

101.11.23公告

室內
空氣
品質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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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列管場所應執行相關規定

28

符合法規

公布、申報

 公布定期檢測結果
 定檢結果併同維護管理計畫書上

網申報

設置專責人員

 設置專責人員並由取得合格證書
者擔任

 專責人員發文地方環保局核備

定期進行檢測與巡檢

 檢測項目及點數需符合法規
 每半年巡檢一次(建議)，定檢前2個

月完成巡檢
 2年1次標準方法定期檢測，結果須

符合法規標準

訂定維護管理計畫書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並據以執
行

 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室內空氣品質時，
應立即檢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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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CO CO2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大專院校    

圖書館    

博物館、美術館    

醫療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     

政府機關   

鐵路車站    

航空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表演廳    

展覽室   

電影院     

視聽歌唱業場所    

商場    

運動健身場所    

各類別之室內空氣污染物管制項目

29

• 以通風指標(CO2)+致癌風險指標(HCHO)+場址污染源特性指標，進行管制項目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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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18公分盆徑粗肋草、白鶴芋、臺灣山蘇和波士頓腎蕨各2盆，1周後甲醛濃
度降至0。

淨化室內空氣能力測試結果

試驗進行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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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方公尺放置2盆9公分盆徑的波斯頓腎蕨、黃金葛、皺葉椒草、心葉蔓綠絨、

非洲堇、白鶴芋。

1周左右可降低二氧化碳濃度10％-17％、甲醛26％-28％及落塵量23％-43％。

植物淨化室內空氣之案例-居家

放置植物前後二氧化碳濃度變化圖 放置植物前後甲醛濃度變化圖 放置植物前後落塵量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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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總符合率為符合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之工程件數與總查核件數之比率。

2.河川環境清理僅針對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高屏溪、卑南溪、秀姑巒溪及立霧溪。

3.自106年8月18日補助辦法生效日至8月31日，地方環保局已受理補助申請案件292件。

4.包含本署補助垃圾車示範運行及地方環保局自編經費安裝之數量。

5.「稻草露天燃燒面積減少比率」係以二期稻作為比較基準。

6.達成數:停工數/拆除數+同意核撥補助

項 目

商業鍋
爐汰換
或改善

/座

工業鍋
爐汰換
或改善/

座

餐飲業增
設油煙防
制設備/家

紙錢集
中焚燒
數量提
高/公噸

營建工程
空污防制
設施符合
率/%(註1)

稻草露
燃面積
減少/註

5

汛期後
環境清
理/公里(
註2)

汰換一、
二期柴
油車/輛(

註3)

三期柴油
車加裝濾
煙器/輛(
註4)

汰除二
行程機
車/輛

推動電
動蔬果
運輸車

/輛

106
達成數 63註6 - 2,259 12,929 91% 98.87% 72,200 7,406 629 444,790 283

目標 100 - 2,500 11,000 83.30% 50% 60,000 10,000 8,000 500,000 200

107
(8月)

達成數 153註6) 56 2,296 9,259 90.2% 90%
59,912 7,853 264 177,584 

0 

目標 400 700 2,500 15,000 86.60% 80% 60,000 18,000 9,200 450,000 150

累
計

達成數 216 56 4,555 22,188
104,582 15,259 

893 622,374 283 

目標 500 700 5,000 26,000 120,000 28,000 17,200 950,000 350 

總目標 1,390 2,090 7,000 48,000 90%以上 90% 180,000 7,9000 46,000 1,500,000 500

(統計至107/08/31)

空污防制策略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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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中央防制指揮中心協調部會執行減量

內政部
•管制高污染車輛（一、二
期柴油車及二行程機車
等）禁行於指定區域

交通部

•港區空污防制工作

經濟部
•國營事業執行減排措施
•河川揚塵潛勢區防制工作

農委會

• 禁止露天燃燒稻草

衛福部

• 加強公衛體系宣導

• 協調公立醫院加開
相關門診因應

教育部
• 懸掛空污旗，宣導防護
• 校園戶外活動視情況調
整於室內辦理

4次部會級空污緊急應變，有效恢復空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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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細懸浮微粒(PM2.5)指標紅色警戒

 106年PM2.5指標紅色警戒站次為483次，達成全年目標降至798次以下。

 107年PM2.5指標紅色警戒站次為310次(全年目標600次以下)。

實際
310次

目標
600次

臺灣空氣品質進步顯著

17.4 μg/m3 (2018)

20.0 μg/m3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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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採正面表列公告
• 共計10種場所類型
• 全台共453家列管場所

• 第二批採定義型非正面表列公告，共
計16種場所類型

• 全台共1,046家場所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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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縣市（第一批、第二批）公告場所數量

全台近1,500家公私場所管制室內空品
(六都占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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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齊下強化污染防制工作

• 中央將與地方攜手凝聚工作量能，加強推動空氣污染防制
行動方案、執行其他持續性管制作為，針對秋冬空品不良
之應變，強化稽查管制，落實工廠污染減量，並納入交通
運輸管理作為。

• 環保署與經濟部已盤點國營事業污染減量空間，後續除督
促國營事業依既定規劃期程進行改善，將持續深入盤點減
量空間。並共同盤點民營電廠及大型企業防制設備。

• 推動管制需要多方合作，本署除請各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
積極爭取預算推動減量工作，也將邀請民眾一起參與，達
成改善戶外及室內空氣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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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Excutive Yuan, R.O.C.(Taiw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