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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說明 

一、前言 

隨著時代進步，國人對環境保護愈

加重視，與產業相關的環保法規及管制

標準引導，近年已逐漸影響產業發展方

向。然而，國家發展政策係以整體為考

量，無法偏執於任何一個相關環節。歷

年來經濟部致力於降低產業生產過程

對環境的影響，依循我國永續發展策略

中的經濟、社會、環境三大支柱，強調

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協助產業在

國際環保議題及國內環保法規加嚴的

趨勢下，俾得符合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提升產業環境污染防治技術之量能，持

續強化國際競爭力。 

 

 

 

 
  (資料來源：空氣污染防制方案核訂本) 

(一)固定污染源現況 

因空氣污染源眾多，影響因素複雜，

需有長期污染源管制策略及短期空氣

品質不良度影響比率約占 3 成 5，需搭

配境內各類污染應變作為，才能有效改

善空氣品質，保障民眾健康。依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空氣品質

模式分析結果，若不計境外污染源影

響，以境內污染源(100%)檢視國內污染

源對細懸浮微粒(PM2.5)影響占比，其中

移動源影響比率為 27.5%、工業源為

27.5%、逸散源為 45%，以逸散源比例

最高，工業源中以其他類工業整體影響

最大，其次為電力業、鋼鐵基本工業，

因此除針對特定行業管制外，亦需強化

整體性工業污染管制。 

依據環保署分析我國境內 PM2.5 

空氣品質濃度之污染貢獻來源比例 

讓產業在環保法規加嚴趨勢下仍維持
市場競爭力，兼顧環境保護、經濟發展
與社會正義的三贏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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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染管制現況 

為保障國民呼吸清淨空氣的權利，行政院在多次邀集相關部會開會檢討研

議後，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行政院會後記者會，對外說明「空氣污染防制行動

方案」，對空污防制訂定更積極作為及改善目標。該方案邀集各相關部會及地方

政府積極推動減量工作，並請民眾一起參與監督。空氣污染來源眾多、成因複

雜，無法靠單一污染管制作為獲得成效，尤其面對 PM2.5，更需全民一起凝聚共

識，從工業源、交通源及逸散源等各類污染源作有效管制，藉由政府、民間和社

會團體的齊心努力，共同維護環境及民眾的健康。 

依 107 年 8 月 1 日修正公布之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其中第 7 條

明定「空氣污染防制方案」應每 4 年作檢討修正。行政院已於 109 年 5 月核定

環保署所提「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 年至 112 年)」(核定本)，區分管制對象為

固定污染源、逸散污染源及移動污染源，其中固定污染源管制對策延續國(公)營

事業空污減量及鍋爐管制，空污削減標的含括大型企業、新設及既存污染源等；

並因應近期空氣污染重點問題，檢討現行或新增行業別排放管制標準，結合許

可制及燃料別管理、總量管制、有害空氣污染物(HAPs)管制、連續自動監測設

施管理及空污費檢討等管制策略，其目標著眼於加速提升空氣污染管制績效。 

 

 

 

近年環保法規均已朝向國際趨勢同步檢討加嚴，我國固定污染源排放標準

的嚴格程度已然與國際先進國家管制策略同步，各型企業在因應法令規範下，

排放量已大幅下降；儘管部分中小企業雖人力、物力較缺乏，仍戮力於空污改善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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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固定污染源相關的法規修訂，經濟部除持續關注法制作業進度外，並彙

整產業意見與環保署溝通協調，期使環保法規朝合理化、務實化的管制方式。自

94 年至 109 年間我國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增修訂情形，如下圖所示。 

 

 

 

(三)空污輔導成果之法令依據 

空污法第50條明定，各污染源之改善應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輔導之，且相

關空污改善輔導成果，應每年公開於中央主管機管指定之網站，並定期檢討。為

此，環保署於107年8月16日召開「因應空氣污染防制法修正須請部會協助配合

辦理事項」研商會議，議請各相關部會應於翌年，上傳前一年度輔導成果報告。 

二、經濟部輔導固定污染源之改善策略 

(一)國營事業改善措施 

鑑於每年秋冬季節，中南部常發生空氣品質不良，且民眾對於空氣品質要

求日趨嚴格。行政院於106年12月21日第3581次會議後召開記者會，提出「空

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紅害減半大作戰」，要求國營事業達到超低排放，期許國

營事業應啟帶頭改善之模範，以達到示範作用，另因部分直接投資事業(如：中

鋼、中龍及台船公司)排放量亦大，經濟部由國營事業委員會(下稱國營會)督導相

關國(公)營事業(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盤點其轄下空氣污染防

制設備，檢討污染防制功能效率，並提出相關改善計畫。 

94-109年環保署加嚴空污環保法規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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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會近年持續督促國(公)營事業投入各項環保設備改善措施，預估自106

年至115年間，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總投入經費約1,389.97億元

用以改善空污工作，其中台電及中油公司等國營事業將投入799.61億元推動電

廠、煉油廠及石化廠相關空污防制設施改善計畫；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等經濟

部直接投資事業亦配合國家空污改善政策，將再投入590.36億元推動工廠空污

防制設備改善及升級。 

為持續督促國(公)營事業落實所提各項空污改善計畫，國營會已邀集環保署、

經濟部工業局、台電、中油、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等單位，分別於108年度及

109年度每季召開檢討會議，滾動檢討並加強控管各公司辦理情形，其中109年

度檢討會議更提升至經濟部次長與環保署副署長共同主持。 

 

(二)輔導煉製事業、民營電廠改善 

為積極達成我國能源轉型目標，經濟部能源局在兼顧「能源安全」、「綠

色經濟」、「環境永續」與「社會公平」等面向下，推動「非核家園」、「穩

定供電」及「改善空污」等作業，輔導煉製事業裝設空污防制設備，在提供我

國能源使用的同時，維護空氣品質，並在確保電力穩定供應之前提下，考量污

染防制設備提升，以促進環境永續與空氣品質改善。 

優先推動國營事業空污減量：包括電廠增設天然氣機組、加裝污染減量設備、更
新超超臨界技術燃煤機組，達超低排放之世界最嚴格標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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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強化工業港區空污防制 

遠洋船舶在進入港區一定範圍

後，引擎排氣即可能會隨著風向進入

港區鄰近範圍的陸地而影響當地的

空氣品質，停靠碼頭期間輔助引擎及

鍋爐為提供船上所需電力或熱源也

必須持續運轉，將直接衝擊港區週邊

空氣品質；因此經濟部工業局輔導工

業港區推動運輸管制，工作規劃包含

推動船舶進港減速、切換使用低硫燃

料油、使用岸電系統及港區貨物裝卸

設備電力化。 

 

 

(四)推動補助工業鍋爐汰換降低污染措施 

1. 工業鍋爐改善輔導訪視 

我國產業結構型態以中小企業為主，而鍋爐則是生產製程的重要能源

設備。鍋爐於燃燒程序中，依照不同燃料特性，伴隨產生不定量的空氣污染

物。基於營運成本考量，企業大多採用污染性較高之燃料油(重油)或煤為鍋

爐燃料。據環保署統計我國鍋爐排放之空氣污染物於全國燃燒固定污染源

排放量占比，其中粒狀污染物(TSP)占 21%、硫氧化物(SOx)約占 14%、氮

氧化物(NOx)約占 12%，為固定污染源排放量主要來源之一。 

配合行政院「空氣污染防制方案」的政策指示，109 年度經濟部工業局

推動工業鍋爐改善輔導，透過現場訪視，與業者討論鍋爐污染改善及評估

改用清潔燃料的可行性方案。依據環保署提供之工業鍋爐名單，將尚未使

用潔淨能源之鍋爐列為優先輔導改善目標。 

經主動聯繫取得業者訪視意願後，根據各廠之改善條件提供適當改善

建議，以達成鍋爐空氣污染減量目標、改善空氣品質，並宣導法規加嚴趨勢，

帶動產業能源轉型，降低經濟發展所衍生之環境負荷。 

 

 

強化港區空氣污染防制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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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業鍋爐改善補助 

經濟部工業局依據環保署提供之工業鍋爐名冊，及透過輔導及電話調

查，統計共 5,565 座(3,126 家)工業鍋爐，原是以燃油及燃煤等非使用潔淨

能源之鍋爐，列為輔導改善對象，並優先推動以改用天然氣或輔導使用替

代能源等作法，來協助廠商符合環保署發布的「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經盤點工業局既有計畫資源，如產業綠色技術提升、區域能資源整合推

動、產業低碳科技應用補助等計畫，針對工業鍋爐之改善已然達成眾多成

功案例；然而工業鍋爐污染改善工作所需量能及數量龐大，僅由部分專案

計畫難以全面兼顧，且上述計畫之主要目的並非僅針對工業鍋爐執行污染

減量工作。為此，經濟部進一步採取相關資源強化輔導量能策略，加速推動

工業鍋爐改善，以降低污染排放。 

例如經濟部提出「工業鍋爐燃料轉換及改善空氣污染行動計畫」，與環

保署共同支持推動工業鍋爐燃料改善工作之經費補助，並整合中央與地方

政府的行政能量，建立工作聯繫平台，強化中央、地方及廠商間溝通聯繫，

協調天然氣供應系統等，以務實推動工業鍋爐更換清潔燃料，降低經濟發

展之環境衝擊。另外，可藉此帶動國內鍋爐設備相關產業蓬勃發展，刺激能

源設備技術推廣與活絡相關技術研發能量。 

 

 

   (資料來源：環保署及工業局 109 年統計) 

工業鍋爐資料盤點 工業鍋爐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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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空污改善輔導作為 

面對日漸趨嚴的環保法規，應以更為嚴謹的污染控制技術因應，經濟部工

業局提供企業空氣污染防制之輔導資源，藉診斷諮詢以及實地勘察之整合性

技術輔導，協助工廠評估適合作法，俾符合環保法規，提升污染防制成效。 

1. 產業環保體質提升輔導 

針對違反環保法規或民眾陳情之工廠，經濟部工業局技術輔導團隊以

現場訪視方式，協助業者掌握環保法規最新動態資訊及給予環保技術改善

建議；另針對自行申請、相關單位轉介，或綠色技術需求之工廠，則藉由

輔導改善方式，以深入之環保體質診斷，提升環保處理設施處理效能，使

產業符合環保管制標準，進一步達到優於法規要求之環保績效。 

2. 產業低污染排放技術輔導 

透過掌握空氣污染排放特性及法規管制趨勢，篩選出高環保風險之潛

勢行業別，並研析空污防制技術趨勢，針對行業別進行技術輔導，以協助

產業降低 PM2.5及 VOCs 等空氣污染物之排放量。其中優先探討源頭減量

與能資源整合之精進方法，以提早因應環保政策，降低環境污染之風險，

以協助產業於生產過程中，盡可能減少環境足跡及對自然資源耗用，同時

協助產業技術升級。 

另經濟部工業局針對特定工業區輔導業者自願減量，透過監測數據分

析區內有害空氣污染物可能排放來源，由業界主動提出減量技術，在考量

能源、環境、經濟、健康等衝擊後，依據科學方法，採取之減少污染物排

放至最低排放率之技術，以展現企業社會責任，降低企業經營風險。 

3. 宣導與推廣 

透過文宣製作及網站平台相關資訊，與發行工業污染防治刊物，舉辦

綠色技術與工程實務研討會，藉由講習會說明法規修訂、環保單位污染管

制重點、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減量技術及污染防制設施操作維護等面向，

提供廠商相關法規與技術資訊，擴大宣導效益。 



  109年度 經濟部空氣污染改善輔導成果報告 

8 
 

 

 

(六)推動區域能/資源之使用與整合 

經濟部工業局協助區域廠商妥善處理能資源運用情形，並輔導廠商改善能

/資源利用及建立有效循環經濟體系，期能建構能資源資訊公開透明化，產業

生態化及資源循環再利用之產業聚落，不但可活絡相關產業，提升產業競爭力，

共創產業共生、資源共用、環境共享，逐步邁向「零廢棄、零排放、零事故」

之三零願景。 

 

 
積極推動產業鏈結，促進產業循環共生及轉型，強化國際競爭力 

工業局提供的輔導服務，給予專業且全面性環保技術輔導資源 
(含諮詢服務、技術訪視輔導及宣導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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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動河川揚塵防制工作 

臺灣河川上游蜿蜒陡峭，水流湍急；下游寬廣平緩，河川短促。又豐枯水期

流量變化大，加上地質特性，天災地變風災水澇至崩塌與乾涸相迭導致河床裸

露，而愈下游平緩之寬廣河床土砂粒徑愈小，爰每年 10 月至隔年 4 月枯水期東

北季風吹拂時，河川揚塵(風飛沙)嚴重影響河岸區域居民之生活品質。 

河川地是防汛期排洪空間，不論採用水覆蓋、綠覆蓋或其他定砂工法防制，

均有遭洪水沖毀之虞，須滾動檢討持續辦理，期減緩河川揚塵。因此，經濟部水

利署相關河川局就轄管中央河川有揚塵現象者，自 91 年起即陸續投入揚塵防制

工作。 

由於揚塵防制工作涉及環保、防風造林及水利等專業技術領域，空氣污染

防制主管機關環保署已整合林務局、縣市政府及經濟部水利署等相關單位辦理，

並定期邀請水利署、農委會(林務局)與地方政府召開專案會議，協調各單位依權

責分工，推動各項揚塵防制工作，水利署負責中央管河川區域內揚塵防制、林務

局辦理防風林植樹，以及地方政府亦分工辦理相關河川揚塵改善與宣導措施，

定期召開河川揚塵防制及改善專案會議，積極研商辦理揚塵防制工作。 

臺灣地區 24 條中央管河川中，揚塵現象較明顯者為濁水溪(雲林縣轄區)及

卑南溪(台東縣轄區)2 條河川下游河段，次為大安溪、大甲溪、烏溪、蘭陽溪、

和平溪、花蓮溪、秀姑巒溪及高屏溪等 8 條河川下游也有局部區域發生，其餘

中央管河川之揚塵則尚屬輕微可控。 

針對河川區域內已許可使用土地部分，水利署已於河川公（私）地使用許可

書增列相關揚塵防制協力義務條款，河川土地許可使用者應配合辦理揚塵防制

措施，如果有違反環保相關法令之情形者，廢止其許可。至於未許可使用之河川

裸露土地，且為揚塵易發生區域部分，則持續進行揚塵防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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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防制採掘裸露面揚塵 

查礦場及土石採取場容易造成空氣污染來源主要為採掘裸露面揚塵，為確

保空氣品質，經濟部礦務局於辦理礦場安全監督檢查時，除依礦場安全法規定

外並均有要求業者須依環評報告或申請計畫中承諾之環境維護措施確實辦理，

並視現場作業情況督導改善，以利應變管制「採掘裸露地面揚塵」。 

 

(九)推動循環經濟與低碳永續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長期推動節水技術、節能技術、永續績效管理、環

境資訊揭露等專案，輔導區內廠商達成用水效率提升與節約能源使用，區內廠

商主要行業別為半導體業、光電業、電子零組件製造業及光學製品業等，共 138

家，其主要製程為電阻製造程序、壓克力樹脂製造程序、金屬電鍍處裡程序、 射

出成型程序、其他橡膠製品製造程序等。 

109 年度為協助廠商因應循環經濟模式之核心價值，採行的措施包括辦理

法規宣導說明會、提供污染防制技術服務，現場查核輔導與召開教育訓練等。

水利署規劃河川揚塵防制措施，以減少懸浮微粒濃度，降低對附近居民生活品質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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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空氣污染管制執行成果 

109 年度經濟部所屬各單位積極執行空污防制工作，包括國營事業盤點及

達成個別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工業鍋爐改善、工業港區空污防制、業者技術輔導

與法規宣導、區域能資源整合、河川揚塵防制工作、採掘裸露面揚塵防制與循環

經濟與低碳永續輔導等；經統計全年度空污減量約為 TSP：2,700 公噸/年，SOx：

16,847 公噸/年，NOx：23,012 公噸/年，VOCs：495 公噸/年，溫室氣體：

15,106 公噸/年，減碳潛力：50,551 公噸 CO2e/年。 

一、國營事業輔導改善成果(國營事業委員會) 

(一)台電公司 

 

(二)中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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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鋼、中龍及台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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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營事業106至109年空污改善效益 (單位：公噸) 

 

二、煉製事業、民營電廠輔導改善情形(能源局) 

(一)煉製事業環評追蹤情形 

能源局109年度輔導追蹤台塑石化公司輕油廠，觸媒裂解程序(RCC)及原

油蒸餾程序(CDU)排放情形，與國內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比較如下，依109年

實際檢測結果顯示，均符合國內標準及環評承諾值。 

  

  

註 1：依據 102 年 4 月 24 日環保署修正公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TSP 係為排氣量 8,000 
Nm

3
/min 之排放標準。註 2：排放標準係為該製程環評承諾值，SOx、NOx、VOCs 及 CO 實際排放依 109 年

CEMS 監測資料平均排放濃度，TSP 及 VOCs 依 109 年檢測報告平均排放濃度。 
 

輕油廠觸媒裂解程序(RCC) 原油蒸餾程序(CDU) 



  109年度 經濟部空氣污染改善輔導成果報告 

14 
 

歷年已針對 CDU、RCC 及鍋爐汽電共生程序(CFB)設置防制設備，包括選

擇性觸媒還原技術(SCR)設備、選擇性無觸媒還原技術(SNCR)設備、排煙脫硫

(FGD)及整合脫硫除塵設備(NID)，總計投入金額達9.87億元，依109年實際檢

測結果顯示，均可符合國內標準。 

自108年起進行輕油廠改善，並於109年12月完工，已改善廢水處理場

VOCs 逸散情形，將初級處理設施及儲槽氣體引至 CFB 鍋爐進行處理，以及

將曝氣槽氣體引至酸鹼洗滌設施處理，總投入金額1.1億元，預估每年可減少

10.26公噸揮發性有機物排出(以108年度廢水處理場排放量估)。 

 

(二)民營電廠空污改善作為 

 

能源局已於  109年

邀請專家學者針對 

9 家民營發電廠(和

平、麥寮、森霸豐德、

星元、星能彰濱、國

光、新桃、長生海湖

及嘉惠電廠)，進行查

核輔導結果，空污排

放濃度均符合環評

承諾標準，且 9 家

電廠均定期執行連

續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CEMS 維護及校正，

其 功 能 查 核 項 目

(RATA/CGA/OPAC

)均符合法規，其餘改

善成果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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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業港改善成果(工業局) 

109年麥寮港推動港區空污管制措施包括使用岸電、裝卸設備電力化、船

舶減速及管制船舶用油等，總計投入2.88億元，空污減量成果為： TSP(PM10

為1.33公噸、PM2.5為0.87公噸)、SOx 為27.46公噸、NOx 為29.10公噸、VOCs

為1.41公噸。 

四、工業鍋爐與產業空污改善之輔導成果(工業局) 

(一)工業鍋爐所在縣市分布與改善後燃料別比例現況 

綜整環保署掌握之固定污染源資料、公協會宣導及工業局自行調查之全

國工業鍋爐設置數量約5,565座。統計結果顯示，各縣市分布以桃園市(18.9%)

占比最高，其次為臺南市(14.6%)、彰化縣(11.2%)、臺中市(9.5%)。 

 

 

(資料來源：工業局截至 109 年 12 月 31 日統計) 

普遍工業鍋爐用戶因考量製程需求、規模大小及成本效益等因素，原多採

用燃料油(重油)及燃煤做為鍋爐燃料，產生之空氣污染物排放量較大，近年來部

分地區廠商考量環境保護需求，並在鍋爐加嚴的排放標準下，使用廠商日趨減

少，改採用較低硫分的柴油或使用天然氣、液化石油氣等燃料；且新北市及臺中

市陸續宣示轄內朝無煤政策邁進，高污染燃料之汰換持續進行；此外，有部分廠

商使用自廠產生的廢棄物為燃料，落實國家循環經濟政策。 

5,565座工業鍋爐縣市分布及燃料別比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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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鍋爐改善後燃料別現況資料經109年底與環保署進行勾稽比對，進行簡

易分類，統計使用燃料座數結果顯示，燃氣鍋爐(天然氣、液化石油氣)已大幅提

升為最大宗(61%)，燃料油(重油)為其次(18%)及燃煤使用已減少至(3%)。 

 

 

 

 

 

(單位：座數) 

 

(二)工業鍋爐改善輔導訪視 

工業區內外工業鍋爐改善規劃輔導計完成170座鍋爐(83家)。輔導對象依縣

市別分布統計，以桃園市(47%)最多，其次為彰化縣(10.8%)、臺中市(9.6%)及新

北市(9.6%)。輔導之行業別分布，以食品製造業(40座，23.5%)最多，其次為紡

織業(34座，20%)及化學製品製造業(20座，11.8%)，鍋爐設備產生的蒸氣多用

於烘乾製程及產品高溫殺菌用途，輔導鍋爐使用廠商採用較潔淨之燃料，並搭

配防制設備操作。輔導對象及行業別詳見下圖。 

 

 
工業區內外工業鍋爐改善規劃輔導對象縣市及行業別 

工業鍋爐改善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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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工業區內多已設有天然氣管線的主幹管，普遍天然氣管線設置距離較

區外短、所需施工費用相對較低，經評估可符合成本效益之業者，多選用天然氣

為最佳方案；惟部分業者經評估自廠鍋爐燃料用量及製程營運特性，考量經濟

效益後，選擇以液化石油氣(Liquid Petroleum Gas，LPG)或柴油做為改善方案，

即毋須投資龐大管線初設成本。另針對宜花東區域及部分工業區尚未有天然氣

供應及鋪設天然氣管線距離長費用高的工廠，亦可考量使用液化石油氣，以符

合新標準及降低污染物排放。 

工業區外工廠其所在區域若未鄰近天然氣管線，新鋪設天然氣管線工程費

用龐大，因此需協調具群聚性之工廠，整合區域天然氣需量，共同鋪設管線及分

擔費用，降低個別工廠管線鋪設費用，提高改善意願。惟針對改善困難者，如困

難點涉及跨部會之權限，則提至縣市政府協調平台，以排除障礙落實改善。 

經濟部工業局已通知無法及時於109年7月1日《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生效前改善完成之工廠，經檢具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向所在地環保局申請工業

鍋爐改善期限展延，最長不得逾111年7月1日；若改善計畫受管線施作困難、遭

遇民眾陳抗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致使無法如期完工者，既存鍋爐可重新申請

展延改善期限，但不得逾116年7月1日，這部分工業局會持續協助廠商。 

(三)工業鍋爐改善補助 

1.鍋爐補助機制 

為鼓勵產業鍋爐改用清潔燃料，經濟部工業局推動工業鍋爐改善補助作業，

並由經濟部石油基金與環保署空氣污染防制基金共同分攤支應工業鍋爐改善

所需補助經費，冀可提升產業改善意願，且帶動產業燃料轉換，進而加速改善

空氣品質。 

 

 工業鍋爐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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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109年工業鍋爐污染改善相關工作，經濟部工業局積極辦理說明會，

全國各地共辦理10場次工業鍋爐改善及法規展延講習會(共計約590人次參與)，

宣導廠商向所在地環保局申請法規展延適用。除此之外，為加速推動工業鍋爐

空氣污染改善工作，共計辦理4場次「工業鍋爐改善工作會議」，針對工業鍋爐

未來改善計畫及新竹地區天然氣供氣問題協調處理。 

2.經濟部工業局109年工業鍋爐改善補助成果 

縣市政府自107年8月起陸續受理補助申請，截至109年底共受理2,118座

鍋爐改善補助，其中2,011座已完成改善，補助金額達10.2億元。另併計已配合

政府「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112年）」完成改善、但無法獲得補助及拆除停

用者達1,827座，累計改善座數共3,838座，空污減量效益推估為 TSP：1,212.9

公噸/年、SOx：10,953.5公噸/年、NOx：4,906公噸/年，減碳效益：2,277.2

公噸 CO2e/年。此外，經濟部工業局及相關單位已整合鍋爐燃料替代之相關工

作的既有計畫資源(如低碳科技補助計畫、能資源整合計畫或地方辦理的補助

計畫等)，針對工業鍋爐之改善已有諸多努力作為及成功案例。 

 

3.低碳燃料輔導成果 

109年度製造部門低碳生產推動計畫完成工業區內48家及工業區外33家，

共81家工廠之工業鍋爐低碳燃料替代現場訪視作業，經評估工廠低碳燃料替代

潛力與效益，上述工廠空污減量分別是：PM2.5為27公噸/年、TSP 為42公噸/

年、SOx 為338公噸/年、NOx 為146公噸/年，減碳潛力約26,274公噸 tCO2e/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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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產業空污改善之輔導項目與措施(工業局) 

(一)產業環保體質提升輔導 

109年度空污輔導計46廠，廠商主要面臨問題包含：因應空污防制法規加嚴

(如 NOx、SOx 及 TSP)需增設污染防制設備，因應異味陳情需於環境監測、自

主防護及圍封等加強、空污費對集氣效率之認定；製程伴隨之惡臭氣體排出，而

作業環境在高溫下需靠空氣流通調整室內溫度，以致造成異味逸散，導致鄰近

居民陳情異味問題，加上空氣污染具擴散性強、不易控制之特性，遂向經濟部工

業局專案計畫申請輔導。 

(二)產業低污染排放技術輔導 

針對高環保風險之潛勢行業之技術輔導，完成37家低污染技術輔導、1家示

範廠建構輔導，協助產業透過源頭減量、製程改善或末端防制等作法，如使用無

溶劑樹脂或冷凝法回收 VOCs 等，兼顧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需求，達成循環經

濟之目標。產業採用輔導改善建議後，預期可協助工廠降低環保風險、促成環保

投資改善，總經濟效益2.8億元。 

另有關特定工業區輔導業者自願減量，經濟部工業局於109年5月21日辦理

林園工業區石化產業揮發性有機物自願減量座談會後，環保署亦於109年7月7

日辦理工業區固定污染源有害空氣污染物減量推動工作說明會議，顯示經濟部

與環保署已持續合作，從推動國營事業空污減量盤點，擴大至民營企業，共同努

力。彙整林園工業區8家業者自願減量協議報告，109年度促進業者環保改善投

資金額達11.5億元，預期改善後 VOCs 可減量224公噸/年。 

 

產業低污染排放技術輔導 林園工業區自願減量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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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宣導與推廣 

    經濟部工業局為更積極協助產業妥善處理空氣污染問題，於「輔導產業低

污染排放技術計畫」工作項下，於 109 年 11 月 9 日完成辦理 1 場次「空污低

污染排放技術論壇」，計 200 人次參與。以提供產業公(協)會及業界掌握法規管

制方向，強化減量及防制技術，進而符合環保法規管制標準及加嚴趨勢。 

    針對低污染排放技術及輔導推動策略，邀請國內產官學研代表與會，協助

產業提升空氣污染物防制技術，增加業界對於污染防制改善成效， 以達到技術

交流之目的，同時亦邀請業界具備空污防制設備最佳化設計經驗之廠商，包含

石化業(台 O 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鋼鐵業(中 O 鋼鐵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塗裝業(中 O 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等，進行相關案例介紹，期能於產業發展與空

污改善中取得合宜的動態平衡，達成兼顧環境永續及經濟發展之目標。 

    論壇內容包含「我國空氣品質現況與管理方向」及「空污防制技術及最佳

設計案例」2 大主題並於論壇中安排綜合講座，使主講人和與會者互動，直接

解決與會者執行面或法規面的問題。 

 

六、區域能資源整合計畫(工業局) 

109年度辦理83場次能資源鏈結潛勢廠商現場訪視及18場次現場諮詢診

斷/鏈結研商會議，完成8項能資源實質鏈結/洽談，其中蒸汽整合鏈結量約達

9.2萬公噸，預估可減少重油使用量0.7萬公秉油當量，減碳量達2.2萬公噸。 

空污低污染排放技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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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河川揚塵防制工作(水利署) 

109年以水覆蓋、綠覆蓋等定砂工法防制面積已達行政院核定「空氣污染

防制方案」規定之目標與量化指標1,650公頃以上，依環保署監測顯示，懸浮

微粒年平均濃度及發生河川揚塵事件日數已有減緩趨勢，如濁水溪下降30% 

(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由101年59.80微克/立方公尺降至109年41.70微克/立

方公尺)；河川揚塵事件日數，由108年發生29次，109年下降至9次，其餘詳

如下圖。 

 

 

 

八、採掘裸露面揚塵防制工作(礦務局) 

對於減少採掘裸露面揚塵所採取之空氣污染防範措施，包括減少挖掘裸

露面、灑水、覆蓋防塵布、設置自動洗車設備等，詳細防制措施內容如下。 

 

 

6條河川各測站懸浮微粒年平均濃度
變化 

101年與109年懸浮微粒 
年平均濃度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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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循環經濟與低碳永續輔導(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於 109 年共辦理 6 場次法規宣導說明會，共計 265 人參

與，提供 5 場次污染防制技術服務，自行前往現場查核 57 場次，辦理 1 場次教

育訓練以強化輔導人力，共計 25 人參與，並輔導 34 家廠商，包含 20 項製程。

空污減量成果分別為：TSP：6.632 公噸/年、SOx：18.102 公噸/年，VOCs：35.64

公噸/年，其他污染物(酸氣)：1.847 公噸/年。 

109 年亦舉辦「循環經濟暨環境管理聯合成果發表會」，展現循環經濟推動、

節能減碳、永續管理及空污防制與廢水設施深度查核等相關輔導與管理成果及案

例分享，並藉由專題演講及受輔導廠商提供實務經驗與改善執行成果，促使產官

學三方加強合作，攜手朝向綠色永續園區之目標邁進，參與人數共計 1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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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行政院於109年5月持續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方案」，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積極

推動下，空污防制改善成效顯著。其中全國空氣品質指標 AQI 紅色警示次數，由

104年的997次、105年874次、106年483次，107年下降為310次，截至108年年

底為146次，且108年4月後至7月份甚至沒有發生 PM2.5紅色警示事件。整體而

言，細懸浮微粒已有明顯改善，改善率高達85%，提前並遠超達成空氣品質 PM2.5

紅害減半改善的階段目標。 

我國製造業中小企業逾9成，因應產業不同之規模及空氣污染物排放特性，

改善作法亦有所不同。針對管理制度完善，人力、物力、環保相關法規及技術知

能均較為充足的大企業，以敦促事業單位除符合法規外，更進一步從製程源頭進

行污染物減量規劃，或運用可行污染控制技術達到空氣污染物超低排放，以善盡

企業社會責任。針對人力、物力較為欠缺的中小企業，則妥善運用政府資源，如

補助、輔導等政策工具，協助事業改善，進而提升污染防制效能，以達到112年

PM2.5全國年平均濃度降低至15 μg/m3之目標。 

為回應各界對於空氣品質改善的期盼，經濟部積極執行固定污染源空污減量

策略，各項空氣污染改善工作以多面向進行；並因應空污法對各主管機關之要求，

將108年輔導成果呈現給各界。 

作為監督國營事業空氣污染減量推動、促進經濟發展、健全工廠管理及輔導

產業職責的發動者，經濟部將持續應用整合性污染防制的理念，落實產業永續經

營之目標，持續促進我國產業轉型的良好投資環境，共創永續發展的時代，以維

護優良空氣品質與健康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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