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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預防管理 

張嘉芳*、楊鎧行**、孫冬京***、陳慎德**** 

 

摘    要 

為利於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水污染之預防與管理，環保署自 93 年起針對國內

廢棄工廠進行全面清查及通案評估與示範性調查。  

鑑於國內廢棄工廠達數萬家，為有效率達成篩選調查與管理之程序與策略，乃

參考美國及歐盟之廢棄工廠管理紀錄，並依據國內產業特性，研訂二段式篩選原

則：第一段僅篩選業別不排序，依據國內外污染類型分析成果，研選應優先關注之

9 大類業別工廠；第二段再進行各業別排序，篩選各業別中代表性工廠，完成 15

處工廠之示範性調查。  

於中長程管理策略上，除逐步建立分業別技術指引，以為後續大規模調查管制

之基礎；並加強與地方環保局分工勘查與蒐集在地資訊，提升資料之完整與關連

性；及逐一發展優先業別，分年完成普查，達成全面管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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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隨著產業結構變遷，工廠因產業式微、不符投資效益、遷廠、都市計畫土地使

用變更等因素停業、歇業或關廠，為各國工業發展歷程之正常現象。工業污染本為

土壤地下水污染事件類型之主要來源，污染性工廠廢棄或關廠後，因土地釋出利用

可能導致污染潛勢與民眾健康風險之大幅升高，實應較運作中工廠予以更多的關

注。細數近年來國內廢棄工廠之土地污染案例，幾乎均成為環保知名事件，對國土

資源與居民生活環境形成重大之威脅，如正泰化工之汞污泥、進玉金屬鑄造廠之鉛

污染、原 RCA 桃園廠地下受含氯溶劑污染、中石化安順廠地下受汞與戴奧辛污染

且已危及鄰近居民健康及養殖魚塭等，皆引起各界普遍重視。  

廢棄工廠一詞之定義可由歐盟國家污染性場址之管理制度加以說明，即將工業

性污染場址分類為廢棄（abandoned）、運作中（operating）2 種。「廢棄」其廣義

係指運作中以外之工業場址，且 abandoned 一詞含「現況無人為管理」之意 [1]。我

國現行對廢棄工廠在環保施政上採取 2 種管理措施：其一為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整治法（以下簡稱土污法）第 9 條規定，強制要求一定規模以上之指定公告事業（目

前公告 18 類業別），於土地轉移時由讓與人主動提供土壤污染檢測資料，及於設

立、停業或歇業前檢具用地之土壤污染檢測資料辦理申報，並自 94 年 1 月 1 日起

實施；其二為針對前述公告實施前已停工歇業之工廠進行污染潛勢篩選調查與污染

查證，對業界產生一定程度之警示或壓力。以雙管齊下強化對於工業污染之實際狀

況掌握，俾能發揮預防性管理效益。   

肇因於早期工廠停（歇）業面臨企業之環保知識與意識不足，當時之相關程序

亦未周延，復因問題發生時往往因工廠現況已無運作，甚或公司法人已解散或企業

主消失，難以還原當時之製程或運作方式，而導致後續污染調查執行之阻礙。然於

現有之環保機關人力、物力皆屬有限之情形下，廢棄工廠管理作業，除基於對土地

資源之永續利用、環境風險之權衡，另需考量污染防治資源之合理分配，並就時間

優先性、調查成本經濟性進行完整之考量。本文由廢棄工廠管理之觀點出發，探討

國內廢棄工廠之行政管理策略與調查管制重點；並藉由先期示範性之污染強制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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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後續土地列管作為，引導企業主對所擁有工業土地採取主動預防污染與積極管

理，以逐步達成源頭預防之目的。  

二、工業活動與污染來源 

依據執行相關計畫，彙整以事業類別區分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的相關活

動類型，如表 1、表 2 之範例。藉由表中的活動類型，可提供實際執行調查時，透

過蒐集個別工廠之詳細運作資料進行對照與研判，發掘其最可能產生土壤或地下水

污染之狀況，與可能調查之污染物質種類。另依據相關產業調查研究成果，各業別

之使用可能污染物質與土污法管制項目相符者，大致包括：  

1. 重金屬部分：砷、鎘、鉻、汞、銅、鎳、鉛、鋅。  

2. 有機物部分：概分為脂肪族碳氫化合物、單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多環芳香族

碳氫化合物、酚類化合物、氯化碳氫化合物、農藥、其他特殊或列管毒性化學物

質等。  

 

表 1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行為特性  

污染行為特性 
項    目 

污染行為類型 污染分布類型 污染物類型 
影響介質 

工廠 
製程用水/放流水 
儲槽/管線 
意外洩漏 
廢棄物堆棧放置 
廢棄物掩埋 
落塵 

 
排放 
洩漏 
洩漏 
堆棧、置放 
掩埋、滲出 
空氣傳播 

 
點、線 
點 
點 
點、面 
點、面 
面 

 
有機物、重金屬

有機物、重金屬

有機物、重金屬

有機物、重金屬

有機物、重金屬

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土壤、地下水 
土壤、地下水 
土壤、地下水 
土壤、地下水 
土壤、空氣 

礦場 
製程廢水 
固態廢料 
油場棄置水 

 
排放 
堆棧、置放 
排放 

 
點、線 
點 
點 

 
重金屬 
重金屬 
有機物、重金屬

 
土壤、地下水 
土壤、地下水 
土壤、地下水 

資料來源：執行相關計畫蒐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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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可能造成土壤、地下水污染之工業活動  

事  業  項  目 用途或活動 
化學工業及活動 化學品製造或倉儲 

接著劑或黏劑製造或倉儲 
爆炸性物品或軍火的製造或倉儲 
塑膠產品的製造 
農藥的製造、合成或倉儲 
樹脂或塑膠單體的製作、合成或倉儲 
肥料的製造或倉儲 
墨水或染料的製造或倉儲 
藥品的製造 
油漆、天然漆或亮光漆之製造、合成、回收或倉儲 
皮革鞣製及布料染整 

電子設備工業及活動 電池（鉛、酸性或其它）的製造或倉儲 
半導體製造 
元件打光或倉儲 
印刷電路板蝕刻與清洗 
光儲存媒體製造 
顯示器製造 
變電所、變壓器油之製造、處理或倉儲 
使用或倉儲有多氯聯苯（PCBs）裝置的通訊設備收發站 
其它產生廢水或廢棄物之電子設備製程 

金屬冶鍊、處理或拋光工
業及活動 

煉鐵或煉鋼 
鑄造或廢金屬冶鍊場 
電鍍 
金屬鑄板或拋光 
廢五金回收處理 
非鐵金屬冶鍊或鍛燒 
焊接或機械工廠（修理或製造） 

採礦、銑磨或相關工業及
活動 

煤焦碳製造、倉儲或運送 
煤或褐煤的開採、銑磨、倉儲或運送 
銑磨劑製造、倉儲或運送 
非鐵金屬礦開採或銑磨 
非鐵金屬濃縮物倉儲或運送 
石棉材開採、銑磨、倉儲或運送 

石油及天然氣之鑽掘、生
產、處理、銷售及配送 

石油及天然氣鑽掘 
石油及天然氣生產設施 
石油裂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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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項  目 用途或活動 
石油焦製造、倉儲或運送 
油品配送設施，包括加油站等 
石油、天然氣管線輸送 
石油、天然氣或製程水儲存於地表或地下貯槽 
油品倉儲或配送 
溶劑製造或倉儲 
硫的處理、倉儲或配送 

運輸工業及其相關活動 飛機維修清洗或回收處理 
各式機動車輛之維修、清洗、回收或拆卸處理 
大宗商品的儲存或運送（如煤） 
乾船塢及船鄔 
航海設備回收處理 
火車廂、火車頭的維修、清洗、回收處理等 
大宗物資的卡車、鐵道或船舶運送 

廢棄物處置及回收相關活
動 

貯桶、汽油桶或儲槽之修護或回收處理 
電池（鉛、酸性或其他）之回收 
生化醫療廢棄物處置 
建築工事拆卸物掩埋 
污染土壤存放、處理或處置 
廢棄污泥處置 
乾洗廢棄物處置 
電子設備回收 
工業木材廢棄物處置 
礦渣廢棄物處置 
有機或石化原料土壤翻堆處理 
廢棄桶堆置場 
工業廢棄物之存放、回收或掩埋 
特殊（有害）廢棄物之貯放、處理或處置 
一般廢棄物存放、回收、堆肥化或掩埋 
廢油再處理、再生或存放 
廢電纜回收 
廢五金回收 

木材、紙漿及紙製品及相
關工業和活動 

顆粒板製造 
紙漿磨碾、紙漿和紙之製造 
鑲木與合成板之製造 
夾心板製造 
木材處理 
木材化學處理、倉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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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項  目 用途或活動 
難以分類之工業製程或活
動 

機械工具、機械設備或引擎之維修、清洗或回收處理 
鍋爐、焚化爐或其它熱處理設備的飛灰處理 
瀝青屋頂鋪料的製造、倉儲及配送 
煤的氣化製造 
醫學、化學、輻射或生物實驗室 
含汞度量衡機具製造、修理或倉儲 

資料來源：執行相關計畫蒐集彙整。 
 

三、國外廢棄工廠管理實施經驗  

工業污染往往為經濟發展之代價，即使先進國家亦然，非我國所獨有，惟均面

臨待調查之候選樣本數目過大，環保資源不易一次投注，而有區分優先性或階段完

成之需求。例如，德國以 1996 年統計顯示已登錄之潛在污染場址中屬廢棄工業場

址家數超過 112,000 家，英國境內尚待決定是否應進行調查之潛在污染場址估計約

超過 20,000 公頃（10,000 處場址），法國預計自 1996 年起 5 年內完成之第一級高

污染性事業篩選（有害廢棄物處理、化學、石化、農藥、煉鋼、非鐵金屬冶煉等）

即達 1,600 家等。對照國內以目前應實施土壤污染檢測之 18 類指定公告事業估算，

應關注之家數約達 3 萬家，顯然如能建立一套符合需求之篩選系統，以有效率地縮

減樣本、找出應關注之重點工廠，為管理層面之重要課題 [1]。  

為能達成有效率之篩選調查與管理之程序與策略，參考美國及歐盟對於其境內

廢棄工廠之管理紀錄，歸納後大抵上有下列幾種模式可供參考：  

1.經個案初步勘查評估以進一步研判者  

歐 盟 多 數 國 家 利 用 國 際 標 準 組 織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在都市及工業場址土壤污染調查指引（ISO 10381, part 5 

Guidance on investigation of soil contamination of urban and industrial sites）之規

範 [1]，經初步鑑識（preliminary survey）程序後進行潛在污染場址之界定，以確

認其是否需優先提高關注。界定程序通常由環保中央主管部門與當地政府主管

機關人員自掌握之資料中利用系統化、環境資源之地域性需求加以執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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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亦為部分國家採用，以界定該場址是否應納入潛在污染場址清單及更進一

步之調查。初步鑑識程序多不執行採樣，以經濟有效地大量且儘速篩選更多之

潛在標的。  

2.依資料庫內容評定產生潛在場址清單者  

逕依政府所掌握之資料庫內容產生篩選清單，實有賴於工廠運作資料庫已

建置且資料完整者，蒐集唯一之案例為芬蘭。芬蘭於 1990 至 1992 年執行一名

為「SAMASE」計畫下完成全面之資料收集與清單之建置工作，潛在性污染場

址名單由 13 個地區環保單位建置 452 處市鎮資料中，經由資料統計與風險分

級，篩選出 10,396 個潛在污染場址，主要運用之資料包括工廠運作型態、運作

物質、環境與水資源等 [1]。  

3.設計量化評分系統以產生優先順序清單者  

以美國國家優先場址清單 NPL（National Priority List）為代表。美國之土

地污染法案，係建構於 CERCLA（ Comprehensive Environmental Response, 

Compensation, and Liability Act，全面環境應變補償及責任法，或稱 Superfund

法案）、RCRA（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資源保育及回收法）、

OPA（Oil Pollution Act，原油污染法）、CWA（Clean Water Act，淨水法）及

CAA（Clean Air Act，淨空法）之架構下，對象包括廢棄工廠在內之潛在污染

性或既有污染場址或設施。其中 RCRA 可適當管理營運中或結束營業時之有害

廢棄物（延伸至土地污染）之工廠經營者責任；CERCLA 除建構對於政府介入

污染場址之財務機制外，並發展出對於污染場址從調查至整治善後之一系列技

術規範與程序。依美國環保署之政策，於 2005 年前由環保署及其夥伴減少或控

制超過 375,000 處超級基金、RCRA、UST（Underground Storage Tank）、及褐

地（Brownfield）場址之風險，並完成在 RCRA、OPA 及 CAA 定義下約 282,000

處相關設施或設備之列管。  

美國制定之土地調查技術規範後續程序與相關法規精神多為國內主管機關

及專業領域工作人員所熟悉與參考，各州亦依聯邦法案與公報訂定其各自等同

或更為嚴格之標準作業程序或準則。通常對於工業性污染場址之調查，多遵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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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材料及試驗學會 ASTM 所訂定之環境場址評估（ESA）與場址調查程序

（E1527-00[2]；  E1903-97[3]）。美國超級基金場址之調查仍類似場址初步評估

（preliminary assessments，簡稱 PA）及場址調查（site investigation，簡稱 SI）

等程序展開，以決定場址之後續因應對，考量國家資源，經 PA 與 SI 程序後進

入 HRS（hazard ranking system）系統評分後決定是否納入 NPL 名單。嚴格而言，

美國並非直接應用評分系統產生名單，其時機多為經執行採樣取得環境介質濃

度或污染物種類資訊之階段後，其前期反而類似歐盟（前述第一種模式）。  

分析各國之實施經驗中，歐盟多國係以「逐年採初步鑑識（PS）程序完成大

量個案篩選，以儘速完成清單建立」，作為廢棄工廠之全面管理主軸。考量其地狹

人稠特性，或與台灣現況土地精華區集約利用情形近似，甚具參考價值，可提供我

國中長程廢棄工廠管理實施策略之參考藍圖。另彙整國外經驗，其篩選考量條件主

要包括：污染特徵層面（考量業別、規模、污染物及其運作歷史等）、環境風險層

面（傳輸機制、受體、土地與水資源利用）、政策管理層面（特定業種與製程、地

方需求、進一步調查規模），亦可供發展我國之篩選系統之參考。  

四、國內廢棄工廠污染預防管理策略  

自工業主管機關建檔已辦理註銷登記之數萬家廢棄工廠中，設法排定優先順

序，以分期實施調查確有必要。但如何兼顧效率，由目前可掌握之工廠基本資訊抽

絲剝繭，找到正確之鑰，進而能發展出一合理之污染調查管理原則，殊為不易，基

本上即面臨現有工廠登記資料不周延或與污染特徵關連薄弱之困難；即使依歐盟管

理經驗進行大量現勘清查，鑑於國內既有環保資源有限、調查專業人力尚屬困窘之

情形下，程序上尚有廢棄工廠調查標準作業程序未建置，普遍實施清查作業存在實

務之困難。  

此外，台灣地區中小企業獨具之應變彈性佳、變動快之特色，同一業別內亦因

產品週期短，致有製程與原物料更動頻繁，往往造成工廠登記資料參考價值低，工

廠廢棄後重建運作歷史之困難。同時，依據國內外案例之回饋，除少數業種（如運

用水銀電解法之鹼氯工廠、以鎘條複分解法生產硬酯酸鎘之塑膠添加劑製造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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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足夠實例確認其運作與發生污染間存有高度相關外，多數工業之規模大小、原

物料種類與土水污染之發生率、或污染造成之風險高低，嚴格而言是否存在相依

性，或可認知不同業別之污染潛勢似難以放在同一天平衡量比較。  

有鑑於前述困難，國內廢棄工廠之管理於目前之前期實施策略，乃研訂發展主

軸為「系統分類篩選→分業別示範調查→經驗回饋調整→發展技術指引→專業人力

資源充實」，透過先導計畫所系統篩選出各主要行業與優先對象實施重點式或示範

性調查。利用對其製程與原物料之瞭解，合理訂定各業別廢棄工廠之調查程序，並

利用實際之現場調查經驗修正回饋後，建立對各主要污染性業別廢棄工廠之調查規

則指引及相關因子。爾後發展逐一業別分年普查以及查證研判的重點，規劃環保機

關分工的方式，有系統的執行，以發揮初期實施對後續政策形成之先導性功能。  

篩選實施策略乃研訂以「二段式篩選」進行：第一段僅篩選業別不排序，依據

國內外污染類型分析結果，研選應優先關注之業別工廠；第二段再進行各業別排

序，篩選各業別中代表性工廠進行調查。調查時以環境效益優先導向，對於污染性

工業場址之調查與管制，應非僅考量污染程度（濃度）之高低，而以污染潛勢對環

境或健康之風險提高為主要依據。例如考量現況或其正進行之土地利用改變對於生

活環境或國民健康具有發生顯著危害或風險之機率較高者，列為最優先調查。  

而於此一過程中，初期仰賴專家經驗，但經不斷思考將執行過程的專家知識規

則化，並且在執行同時，設法校正相關因子，並且建立規則。如果資料內容不全，

也可以透過規則的關聯安排，進行有意義的推理，並且獲致一定的結論，以逐步合

理之廢棄工廠篩選評量系統，並建置資料庫進行關連性資料之完備與充實。  

五、廢棄工廠污染調查實施成果  

經執行相關計畫彙整國內、美國 NPL 場址、RCRA 場址、歐盟會員國及日本

等國 [4－5]之土壤地下水工廠污染類型、產業研究成果、環保署「毒性化學物質管理

系統」之廠商運作資訊，並輔以相關法規之污染性工業定義，目前國內廢棄工廠之

調查管制作業，第 1 年已依主計處業別分類研析應優先關注之 9 大類高污染性業

別，包括：(1)基本化學工業；(2)石油化工原料製造業；(3)合成樹脂及塑膠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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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塗料、染料及顏料製造業；(5)農藥及環境衛生用藥製造業：(6)石油煉製業；(7)

金屬基本工業；(8)金屬表面處理業；(9)電腦、通信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電子

零組件製造業、電力機械器材及設備製造修配業。其次利用條件式篩選，研選各業

別之代表性工廠，並經量化篩選排序，納入客觀資訊之規模資訊、運作污染特徵資

訊、區位資訊，及主觀資訊之環保局評分及產業專家評分因子，篩選各業別之代表

性工廠，並完成前述業別總計 15 廠之工廠示範性調查作業。  

調查成果顯示 15 家工廠中，共有 10 家之土壤或地下水有污染跡象，最後確認

至少有 6 家超過污染管制標準，應進行列管，此一結果顯示出所篩選出之 9 大類事

業之廢棄工廠土地受污染之比例不低。另有部分工廠目前存有事業廢棄物之問題，

經妥善處理後應可避免成為未來之土地潛在污染源 [6]。  

就業別進行分析，鹼氯工廠及農藥製造或加工業配合國內相關污染案例，皆有

程度不一之污染跡象；另就污染物種類分析，土壤仍以受重金屬污染、總石油碳氫

化合物為最多，地下水則以含氯有機物為主；可能反映出該項污染物質之使用率較

高或普遍使用，及時間對於不同污染物（重金屬、石化類有機物、含氯有機物、農

藥等）於環境中宿命之影響，亦可供研擬後續調查優先順序之參考。  

依據前述調查實務經驗，已納入管制之各類高污染性工業別常見之污染物及污

染區位彙整如表 3，可提供污染調查實施重點之參考，並提供同類型工廠之企業主

自主實施檢查及污染預防要點之參考。  

 

表 3  高污染性事業別污染調查重點  

工廠業別 

代碼 
各類 
名稱 

各業別運作及可能
產生之毒化物 主要製程 主要污染物

高污染區

或單元 
建議調查區域* 

1711 基本化
學工業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鉛、鉻、
鎘、鎳、銅、鋅、汞、
苯胺、鄰-甲苯胺、
對-甲苯胺、三氯化
磷、三氯甲苯、2,4,5-
三氯酚、2,4,6-三氯

基本化學
工業製程

VOC、
SVOC、
TPH、 
砷、鎘、鉻、
銅、汞、鎳、
鉛、鋅 

製程區；儲槽
區 ；管線
區；廠區空
地；廢棄物堆
置區、掩埋區
或棄置區；原
料或產品堆
置區；廢水處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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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業別 

代碼 
各類 
名稱 

各業別運作及可能
產生之毒化物 主要製程 主要污染物

高污染區

或單元 
建議調查區域* 

酚、五氯酚 理設施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1712 石油化
工原料
製造業 

1,1-二氯乙烯、1,1-
二氯乙烷、1,2-二氯
乙烷、1,2-二氯丙
烷、2,4,5-三氯酚、
2,4,6-三氯酚、五氯
酚、六氯苯、反-1,2-
二氯乙烯、四氯化
碳、苯、氯乙烯、氯
甲烷、順-1,2-二氯乙
烯、乙苯、二甲苯、
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甲苯、氯仿、鉛、
鉻、鎘、鎳、銅、鋅、
汞 

石油化工
原料製造

VOC、
SVOC、
TPH、 
砷、鎘、鉻、
銅、汞、鎳、
鉛、鋅 

製程區；儲槽
區；管線區；
廢水處理設
施；物料堆置
區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1731 合成樹
脂及塑
膠製造
業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鉛、鉻、
鎘、鎳、銅、鋅、汞、
1,1-二氯乙烯、1,1-
二氯乙烷、1,2-二氯
乙烷、1,2-二氯丙
烷、1,3-二氯苯、氯
乙烯、反-1,2-二氯乙
烯、順-1,2-二氯乙烯 

合成樹脂
及塑膠製
造 

鎘、汞、鉻、
鉛、鎳、鋅、
銅、砷、
SVOC、
VOC、TPH

製程區；儲槽
區；管線區；
廢水處理設
施；物料貯存
或堆置區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1810 塗料、染

料及顏

料製造

業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氯苯、鉛、

鉻、鎘、鎳、銅、鋅、

汞、苯胺、鄰-甲苯
胺、間-甲苯胺、二
甲氧基聯苯胺、苯、

三氯甲烷、鉻酸鉛、

三氧化鉻、二甲基甲

醯胺、甲基異丁酮、

重鉻酸鈉、鉻酸鈉、

塗料、染料

及顏料製

造 

鎘、汞、鉻、

鉛、鎳、鋅、

銅、砷、

SVOC、
VOC、TPH

製程區；儲槽

區；管線區；

原料或產品

堆置區；廢棄

物堆置區、掩

埋區或棄置

區；廢水處理

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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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業別 

代碼 
各類 
名稱 

各業別運作及可能
產生之毒化物 主要製程 主要污染物

高污染區

或單元 
建議調查區域* 

鉻酸鋅、氯、丙烯醯

胺、二溴乙烷（烯）、

甲醛、環氧氯丙烷、

丙烯醇、1-萘胺、三
氯甲苯、聯胺、氧化

鎘、三氧化二砷、光

氣、氯、苯、鉻酸鉛、

鉻酸鋰、環氧乙烷、

1,3-丁二烯、甲醛、
4,4'-亞甲雙(2-氯苯
胺)、鄰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基)酯、鄰-
二氯苯、環氧氯丙

烷、鄰苯二甲酐、二

異氰酸甲苯、1,2-二
氯乙烷、鄰苯二甲酸

二丁酯、二硫化碳、

十溴二苯醚、二甲基

甲醯胺、丙烯酸丁

酯、丁醛、乙苯、4,4'-
二胺基二苯甲烷、三

乙胺、甲苯二胺、醋

酸乙烯酯、順丁烯二

酸三丁錫、磷化氫、

氯乙酸、氯甲酸乙

酯、二乙醇胺、1,3-
丙烷礦內酯、1,1-二
氯乙烯、1,1-二氯乙
烷、1,2-二氯乙烷、
1,2-二氯丙烷、1,3-
二氯苯、3,3'-二氯聯

苯胺、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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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業別 

代碼 
各類 
名稱 

各業別運作及可能
產生之毒化物 主要製程 主要污染物

高污染區

或單元 
建議調查區域* 

使用砷、有
機砷為原
料製造農
藥及環境
衛生用藥
製程 

VOC、
SVOC、 
農藥、砷 

使用汞、有
機汞為原
料製造農
藥及環境
衛生用藥
製程 

VOC、
SVOC、 
農藥、汞 

使用銅為
原料製造
農藥及環
境衛生用
藥製程 

VOC、
SVOC、 
農藥、銅 

1826 農藥及
環境衛
生用藥
製造業 

1,2-二氯乙烷、1,2-
二氯丙烷、1,2-二氯
苯、1,3-二氯苯、1,4-
二氯苯、2,4,5-三氯
酚、2,4,6-三氯酚、
五氯酚、六氯苯、四
氯化碳、萘、氯甲
烷、氯苯、DDT及
其衍生物、巴拉刈、
巴拉松、加保扶、可
氯丹、大利松、地特
靈、安特靈、安殺
番、阿特靈、毒殺
芬、飛佈達、達馬
松、2,4-地、砷 

其他製程 VOC、
SVOC、農藥

製程區；廠區
空地；廢棄物
堆置區、掩埋
區或棄置
區；原料或產
品堆置區；廢
水處理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1910 石油煉
製業 

苯胺、苯、二溴乙烷
(二溴乙烯)、1,3-丁
二烯、1,2-二氯乙烷、
二甲基甲醯胺、丙烯
醇、甲基第三丁基
醚、萘 

石油煉製
製程 

砷、鎘、鉻、
銅、汞、鎳、
鉛、鋅、
VOC、
SVOC、TPH

製程區；廢棄
物堆置區、掩
埋區或棄置
區；原料或產
品堆置區；廢
水處理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高污染
區或單元及其下
游區位 

23 金屬基
本工業 

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鉻、鎳、銅、鋅

煉焦製程 
煉鐵製程 

VOC、TPH
鉛、鋅、TPH

製程區；廠區
空地；廢棄物
堆置區、掩埋
區或棄置
區；原料或產
品堆置區；廢
水處理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高污染
區或單元及其下
游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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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業別 

代碼 
各類 
名稱 

各業別運作及可能
產生之毒化物 主要製程 主要污染物

高污染區

或單元 
建議調查區域* 

煉焦製程 
煉鐵製程 鉛、鋅、TPH

電弧爐 
煉鋼製程 

鋅、鉛、鎘、
銅、鉻、鎳、
TPH、戴奧辛

鋼鐵冶鍊
(一貫煉鋼)
製程 
 

鉻、鋅、TPH

鋼鐵冶鍊
電弧爐 
煉鋼製程 

鉻、鋅、TPH

鋼鐵軋延
及擠型 
製程 

鉻、鋅、
VOC、TPH

鋼線鋼纜
製造製程 

鋅、TPH 

廢車船解
體及鋼鐵
處理製程 

銅、鉛、
VOC、TPH

鍊鋁製程 銅、鋅、鎳、
TPH 

鋁鑄造 
製程 

VOC、TPH

鋁材軋
延、伸線、
擠型製程 

TPH 

鍊銅製程 銅、鉛、鋅、
TPH 

銅鑄造 
製程 

銅、TPH 

銅材軋
延、伸線、
擠型製程 

銅、TPH 

鍊鎂製程 銅、TPH 
鎂鑄造 
製程 

銅、TPH 

 金屬基
本工業 

三氯乙烯、四氯乙
烯、鉻、鎳、銅、鋅

鎂材軋
延、伸線、
擠型製程 

TPH 

製程區；廠區
空地；廢棄物
堆置區、掩埋
區或棄置
區；原料或產
品堆置區；廢
水處理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高污染
區或單元及其下
游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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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業別 

代碼 
各類 
名稱 

各業別運作及可能
產生之毒化物 主要製程 主要污染物

高污染區

或單元 
建議調查區域* 

使用有機
溶劑之 
製程 

鎘、鉻、銅、
鎳、鉛、鋅、
VOC 

化成、電鍍
製程 

鎘、鉻、銅、
汞、鎳、鉛、
鋅 

塗裝製程 鎘、鉻、銅、
鉛、鋅、VOC

2451 金屬表
面處理
業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鉛、鉻、
鎘、鎳、銅、鋅、汞、
苯胺、鄰-甲苯胺、
對-甲苯胺、三氯化
磷、三氯甲苯、2,4,5-
三氯酚、2,4,6-三氯
酚、五氯酚 其他製程 鎘、鉻、銅、

鉛、鋅 

製程區；廠區
空地；廢棄物
堆置區、掩埋
區或棄置
區；原料或產
品堆置區；廢
水處理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鉛、鎘、
汞 

電腦製造
製程 

半導體製
造製程 
被動元件
製造製程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鉛、鉻、
砷、鎘、鎳、銅、鋅、
汞、重鉻酸鈉、重鉻
酸銨、氰化鈉、氰化
鉀、三氧化鉻、二氯
甲烷、丙烯醯胺、
苯、四氯化碳、三氯
甲烷、重鉻酸鉀、六
羰化鉻、甲醛、乙二
醇乙醚、1,2-二氯乙
烷、1,1,2,2-四氯乙
烷、1,4-二氧陸圜、
吡啶、二甲基甲醯
胺、乙腈、二乙醇
胺、甲基異丁酮、三
乙胺、Thiourea、氯
化三丁錫、氯化三苯
錫 

印刷電路
板製造 
製程 

電線電纜
製造製程 

26、
27、28 

電腦、通
信及視
聽電子
產品製
造業；電
子零組
件製造
業*；電
力機械
器材及
設備製
造修配
業 

乙苯、二甲苯、三氯
乙烯、四氯乙烯、甲
苯、氯仿、鉛、鎘 電池製造

製程 

砷、鎘、鉻、
銅、汞、鎳、
鉛、鋅、
VOC、SVOC

製程區；廠區
空地；廢棄物
堆置區、掩埋
區或棄置
區；原料或產
品堆置區；廢
水處理設施

土壤： 
高污染區或單元
（重金屬：表
層；TPH：淺層 
；VOC、SVOC：
原則調查至地下
水位面以上） 
地下水： 
高污染區或單元
及其下游區位 

註：調查區域及採樣深度另需依實際調查目的需求研擬；採樣深度依地表舖面以下起算或依廢棄物

掩埋底部起算。 

資料來源：執行相關計畫期間蒐集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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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後續管制實施策略建議  

國內廢棄工廠採取現行之篩選策略以由數萬家中挑選出數家至數十家作為調

查名單，實有特殊之時空背景與政策考量，但難免有「以管窺天」之憾，亦難於短

時間即能發揮對於工業性場址污染潛勢之掌控。根據歐盟各國廢棄工廠管理經驗，

運用現勘或資料分析進行初步鑑識，對於個案所需投注資源較少，容易於短時間內

大量執行，可提高效率逐年儘速完成優先清單之建立。長期而言，應是未來廢棄工

廠進行大規模調查之方向。但考量全面普查所需之足夠技術人力與標準程序等客觀

條件並不存在，故執行初期，建議由不同類型工廠之調查個案經驗，據以發展調查

技術指引，故仍採重點或示範性調查、並同時併採先納入數倍家數進行實施初步勘

查之篩選過程加以搭配。  

就中長程實施策略上，建議有下列幾點方向可供思索：  

1.由個案經驗，利用對其製程與原物料、污染可能途徑與機率之瞭解，將各業別依

污染潛勢予以分級，例如類似法國之污染潛勢業別分級方式，逐一發展優先業

別，並先行分年完成普查。  

2.經確認污染之個案後續處理，強化對污染行為人之責任追償或貸款銀行、土地開

發者之權益減損，形成對於企業主、銀行或土地投資者之政策壓力，促使其對於

發揮對於自身權益之關注，而形成將土地品質列為土地資產價值評估項目之一，

形成有效率之市場機制。  

3.為整合資源與發揮污染預防時效，規劃地方環保機關參與，經分工勘查與蒐集在

地資訊，應可提高資料之完整與關連性，而能使資料庫之功能提昇，強化篩選成

果之可靠程度。  

4.強化資料庫之建置與結合其他經濟發展部門之資源，並透過專家知識規則化之思

考與設計，可強化資料庫之初步篩選效能，有效提高污染潛勢量化之科學與客觀

程度。  

5.建立分業別技術指引，強化專業人力，並建立資格認證制度，可提供後續進行大

規模調查管制之基礎資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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