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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規劃 

蕭慧娟*、葉芳露**、張艮輝***、潘一誠**** 

 

摘  要 

高屏空氣品質區為台灣空氣品質惡化最嚴重的地區，經環境保護署多年來持

續推動相關污染改善工作，空氣品質不良(PSI>100)比率自民國 86 年的 14.0%降至

民國 96 年的 8.6%，改善成效顯著。依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民國 100 年(目

標年)全國空氣品質目標需達到 PSI>100 低於 1.5%，依此目標檢討高屏空氣品質區

歷年來之空氣品質，進而訂定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100 年需達到 PSI>100 低於 3.8%

的目標。本研究參考美國南加州之 Air Quality Management Plan(AQMP)，以高屏空

氣 品 質 區 為 研 究 範 圍 ， 推 估 該 地 區 欲 達 成 目 標 年 空 氣 品 質 所 需 之 排 放 量 分 別 為

PM10(51,079MT/Y) 、 SOx(58,043MT/Y) 、 NOx(124,239 MT/Y) 、 NMHC(107,473 

MT/Y)；減量情境方案一為環境保護署既有管制規範，預估推動至目標年 PSI>100

可達成低於 6.45%，減量情境方案二為環境保護署規劃中之管制規範草案，預估推

動至目標年 PSI>100 可達成低於 4.66%，減量情境方案三為針對高屏空氣品質區之

污染特性及減量需求所建議之管制規範草案，預估推動至目標年 PSI>100 可達成

低於 3.8%的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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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八條，「中央主管機關得依地形、氣象條件，將空氣

污染物可能互相流通之一個或多個直轄市、縣(巿)指定為總量管制區，訂定總量管

制計畫，公告實施總量管制。」，配合總量管制之實施，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環境保護署)現階段乃著手研擬符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

制計畫」(相當於美國南加州執行之 AQMP 計畫)[1-4]，於民國 96.6.21 召開第一次專

家學者諮商會，確認總量管制之架構及推動方向，民國 96.8.28 召開第二次專家學

者諮商會，決議以高屏空氣品質區為總量管制示範區，擬定「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

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以供其他空氣品質區及縣市擬定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

管制計畫之參考。  

環境保護署為使「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之基準排放量具有代表性，

於民國 96.7.17 召開「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縣市排放量確認技術研商會」，

說明本計畫之核心內容並提供環境保護署 TEDS6.1 版排放量推估資料 [5]，敦請各

縣市於民國 96.9.17 前提報民國 95 年、98 年及 100 年確認更新後之點源、面源及

線源排放量，後續並將由環境保護署邀請空氣污染防制技術諮詢小組委員進行審

閱，縣市依據審閱後之排放量做為「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之基礎排放量。

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即依此一基礎排放量，進行排放量目

標之訂定及管制策略研擬之基準。  

二、研究方法  

「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以民國 100 年為達成之目

標年，依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設定目標年全國空氣品質不良比率(PSI>100)需

低於 1.5%，以民國 90~92 年全國 PSI>100 之平均百分比與目標年 PSI>100 低於 1.5%

兩者之比率，估算高屏空氣品質區目標年 PSI>100 需低於 3.8%，並依指標污染物

設定臭氧之目標值為 2.96%，懸浮微粒為 0.85%，詳見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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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高屏空品區涵容總量管制目標  

指標污染物 基準(90-92 年),A 目標(100 年),B 減量,A-B
O3 5.71% 2.96% 2.76% 

PM10 1.63% 0.85% 0.79% 
合計 7.35% 3.80% 3.54% 

 

計畫整體管制架構如圖 1 所示，藉由歷年空氣品質變化趨勢，訂定高屏空氣

品質區目標年空氣品質目標，掌握民國 92 年(基準年)及民國 93-100 年(成長年)高

屏空氣品質區之面源與線源排放量，並納入成長年點源新增重大開發案之排放增量

[6]，估算高屏空氣品質區各空氣污染物目標年排放量及所需減量值，透過中央與地

方政府推動之行政管制與經濟誘因等管制措施，來達成目標年之減量目標及空氣品

質目標。後續每 2 年將透過空氣品質模式模擬作業 [7]，檢討高屏空氣品質區訂定之

排放量目標是否有調整之必要，並追蹤地方政府階段性之減量成果，再以空氣品質

實測資料驗證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改善成效。  

高屏空氣品質區除訂定民國 100 年之空氣品質目標外，為利於每年檢討空氣

品質改善執行成效，另彙整民國 83-96 年 PSI>100 百分比之空氣品質變化趨勢，並

以民國 96 年之 PSI>100 百分比及民國 100 年目標值，內插獲得民國 97-99 年之空

氣品質目標詳見圖 2，高屏空氣品質區可依據該圖之逐年空氣品質改善目標，推動

各項管制措施以達成民國 100 年之空氣品質目標。  

圖 3 為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95 年主要空氣污染源貢獻比例，區分為臭氧前驅

物(NOx+NMHC)及懸浮微粒(PM10)兩大類，本圖之排放量採用環保署排放清冊資料

庫經高高屏三縣市確認後之結果。NOx+NMHC 排放量貢獻最大之來源為工業排放

(前三大行業為電力、煉油石化、鋼鐵)其次為汽機車及柴油車之排放；PM10 排放量

貢獻最大之來源為車行揚塵(分為鋪面及未鋪面道路揚塵)，其次為工業製程及營建

施工之排放。本計畫之管制策略將依污染源排放貢獻量之大小加以擬定，將有限之

資源作最大之利用。  

高屏空氣品質區目標年排放量之推估將包括懸浮微粒(原生性 PM10 及衍生性

SOx+NOx)及臭氧前驅物(NOx+NMHC)兩大類，採用 PSI>100 之累積頻率方式，推

估目標年之排放量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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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空氣涵容總量管制計畫架構圖  

圖 2  高屏空品區歷年空氣品質變化及未來空氣品質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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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高屏空品區民國 95 年主要污染源貢獻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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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粒部份，以基準年 PSI>100 之站日數畫成累積頻率分布曲線(圖 4)，先

決定目標年相對於基準年之 PSI>100 改善率(為達到目標年 PSI>100 之比率，需減

少多少事件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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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bj：目標年相對於基準年之 PSI>100 改善率  

objPSI ：目標年指標污染物為 PM10 之 PSI＞100 比率；  

basePSI ：基準年指標污染物為 PM10 之 PSI＞100 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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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達到減少事件日百分比之目標，須減少多少最大 PM10 濃度，  

Creduction=F-1(x)-150 

x = F(C)：PM10 日平均濃度大於 150μg/m3 之累積頻率分布函數。  

C= F-1(x)：累積頻率分布之反函數(查累積頻率分布圖而得) 

查圖 4 累積頻率 50.9%對應出需減少之 PM10 濃度值 , Creduction =(161.3-150) 

=11.3μg/m3，另外，基準年 PM10 最大 95%尖峰濃度值為
baseCmax =193.5μg/m3；將基準

年 PM10 排放量×(1－Creduction/ baseCmax )，即得目標年之 PM10 排放量，並可依相同方式

推估其衍生性 SOx 及 NOx 之目標年排放量。  

臭氧部份 [10]，同樣以基準年 PSI>100 之站日數畫成累積頻率分布曲線(圖 5)，

再以上述相同方式推估出 Xobj=50.9%，Creduction =(129.9-120)=9.9ppb；再配合環境

保護署空氣品質模式支援中心研究成果 [8]，以民國 89.9.18~22 模擬期間所繪製之高

屏空氣品質區 NOx 與 NMHC 減量比例最大臭氧等值圖(EKMA curve of emission 

reduction，圖 6)。此圖乃以 TAQM 為工具(Chang et. al, 2000; Chen and Chang, 

2006)11~12，模擬高屏空氣品質區 40 組不同 NOx 及 NMHC 排放減量比例，並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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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減量組合空氣品質模擬結果之最大臭氧濃度值，經過內差處理後再繪製而成。

所有減量僅侷限於高屏空氣品質區，其他地區排放量皆不變。因此可由此圖獲知高

屏空氣品質區要達到特定空氣品質目標時，當地所需進行排放削減之方向與削減

量。  

 

 
圖 4  高屏空品區基準年 PM10 95%累積率分布  

 

 
 

圖 5  高屏空品區基準年 O3 95%累積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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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高屏空品區 NOx、NMHC 與臭氧相關曲線  

 

以圖 6 右上角之最大 95%尖峰濃度值 , baseCmax =142.1ppb，估算目標年需達成之

尖峰臭氧濃度值
baseCmax -Creduction = (142.1-9.9) =132.2 ppb，以圖 6 該條臭氧等值曲

線，設定 3 組 NOx 與 NMHC 之減量比例分別為「1：1」、「1：2」、「1：4」，

藉以計算出 3 組目標年 NOx+NMHC 所需之減量值分別約為 17 萬公噸、8 萬公噸、

6 萬公噸，其中以 NOx：NMHC=1：4 之減量需求 6 萬公噸最低，其可達到與其他

2 組減量比例方案相同之臭氧空氣品質水準，顯示欲改善高屏空氣品質區臭氧空氣

品質，NMHC 之減量值若為 NOx 之 4 倍，可達最大之改善效益，將基準年 NOx

與 NMHC 排放量分別扣除上述 NOx 與 NMHC 之減量值，即得目標年之 NOx 與

NMHC 排放量(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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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屏空品區臭氧改善 NOx 與 NMHC 減量目標三種方案  

基準年 A 目標年 B 減量  
項   目  

(90-92 年) (100 年) (A-B) 
O3 所致 PSI＞100 預期目標(％)  5.71 2.96 2.76 
模擬案例最大尖峰 O3 濃度(ppb)  142.1 132.2 9.9 

NOx 允許排放量  (公噸 /年)  136,216 124,239 11,977 方案一：  
NOx/NMHC= 
1/4  NMHC 允許排放量(公噸 /年) 155,382 107,473 47,910 

NOx 允許排放量(公噸 /年)  136,216 108,377 27,839 方案二：  
NOx/NMHC= 
1/2  NMHC 允許排放量(公噸 /年) 155,382 99,704 55,679 

NOx 允許排放量   (公噸 /年) 136,216 50,108 86,108 方案三：  
NOx/NMHC= 
1/1  NMHC 允許排放量   (公噸 /年) 155,382 69,275 86,108 

 

高屏空氣品質區成長年點源新增重大開發案詳見表 3，有污染物增量者包括路

竹科學園區、林園工業區廢棄物處理廠、大林煉油廠汽電共生、高雄煉油廠環保汽

油品質提昇及屏東縣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太源基地；有污染物抵減者包括中油林園廠

及台塑仁武廠之汽電共生鍋爐汰舊換新、大林煉油廠汽柴油品質改善及重油轉化工

廠等，統計表 3 目標年之 SOx、NOx 抵減量超過增量，PM10 及 NMHC 則有小幅增

量。目前已提出申請進行審查中之案件尚有大林電廠更新改建計畫及台灣中油三輕

更新計畫，由於均為既有廠之變更，該兩項開發案對前述 4 項污染物將有明顯之抵

減量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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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論  

高屏空氣品質區目標年排放量之推估結果詳見表 4。表中列出 4 種污染物基準

年及民國 95 年排放量比較，民國 95 年除 PM10 排放量略大基準年，其他 3 種污染

物均較基準年降低，將民國 95 年與目標年之排放量差值加上目標年新增重大開發

案排放量，即為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95~100 年未考慮面源及線源自然成長之減量

需求，4 種污染物以 NMHC 之減量需求最高，達 2.2 萬噸 /年。  

為達成目標年排放量，需採取下列兩項步驟：一為新增重大開發案排放增量，

需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6 條，符合容許增量限值；二為既有行業別管制規範不足

的部份，需透過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增訂額外之管制規範，以取得足夠之減量額

度 13。  

本研究透過點源、線源及面源各項管制規範之研擬 14~15，組合成三種減量情

境方案，分別估算各方案目標年需達成之排放量，並評估目標年各方案實施後可達

成之空氣品質水準，情境一為環境保護署既有管制規範，情境二為環境保護署規劃

中之管制規範草案，情境三為針對高屏空氣品質區之污染特性及減量需求所建議之

管制規範草案。  

點源減量情境方案一~三所採取之管制規範詳見表 5，各項管制規範主要針對

SOx、NOx 及 NMHC 進行減量，SOx 管制規範規劃於情境二，推動燃料油(六號重

油)硫含量 0.5%加嚴至 0.35%，NOx 管制規範規劃於情境二~三，推動高屏空氣品

質區既有污染源 NOx 符合 BACT 規範(NOx 點源排放量削減 5%為目標)，NMHC

管制規範規劃於情境一、二、三，針對各類工廠使用及製造 VOCs 之行業別訂定排

放標準及加嚴標準。  

面源自然成長及情境一~三管制後各類污染源排放量詳見表 6，高屏空氣品質

區面源排放量以 PM10 及 NMHC 為主，管制規範亦以該 2 種污染物為主要規劃對象。 

1.PM10採取之管制規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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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高屏空品區目標年排放量推估結果  

污染物  基準年  
排放量  

95 年  
排放量  

目標年

排放量

95 年-目標

年排放量

目標年新增

重大開發案

95~目標年  
減量需求  

PM10(MT/Y) 54,325 55,247 51,079 4,168 274 4,442 
SOx(MT/Y) 61,731 59,505 58,043 1,462 -2,003 -541 
NOx(MT/Y) 136,216 132,130 124,239 7,892 -302 7,590 
NMHC(MT/Y) 155,382 129,633 107,473 22,160 8 22,168 

 

表 5  點源減量情境方案一~三管制措施  

項次  管制措施  進度  時間 備註  效率  
1 石化業加嚴相關管制標準  94.09.12 修正發布 94 情境一 36% 
2 光電業增訂排放標準  95.01.05 標準生效 95 情境一 67% 
3 臨海工業區能源整合計畫  執行中  95 情境一 50% 
4 PU 合成皮製造業修正管制標準  96.01.01 標準生效 96 情境一 37% 
5 開徵 VOCs 空污費  96.01.01 開徵  96 情境一 38% 

6 
研訂非屬行業別管制對象之 VOCs
排放量達一定規模者之排放標準  草案研擬  97 情境二 23% 

7 降低燃料油之含硫份至 0.35 初擬措施  98 情境二 30% 
8 汽車表面塗裝加嚴管制標準  完成草案  98 情境二 18% 
9 膠帶業增訂排放標準  完成研商  98 情境二 72% 

10 機車表面塗裝增訂排放標準  97.03.17 公告  98 情境二 85% 

11 
印刷電路板業(銅箔基板) 增訂排放

標準  初擬減量措施  98 情境二 32% 

12 
補助公私場所設置操作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防治設備抵扣辦法  97.03.07 公告  97 情境二 - 

13 半導體業法規修正  辦理專咨會  100 情境三 35% 
14 印刷電路板業(PCB)增訂排放標準  初擬減量措施  100 情境三 32% 
15 凹版印刷業增訂排放標準  完成草案  100 情境三 56% 
16 凸版印刷業增訂排放標準  完成草案  100 情境三 56% 

17 
金屬製成品表面塗裝業增訂排放標

準  研擬減量措施  100 情境三 56% 

18 PVC 皮製造業增訂排放標準  研擬減量措施  100 情境三 80% 
19 塑膠產品加工業增訂排放標準  研擬減量措施  100 情境三 42% 
20 橡膠製造業增訂排放標準  研擬減量措施  100 情境三 42% 
21 加嚴一般性 NOx 排放標準  研擬減量措施  100 情境三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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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 境 一 ， 「 嚴 禁 高 速 公 路 兩 旁 及 空 氣 品 質 不 良 時 期 進 行 農 業 廢 棄 物 露 天 燃

燒」。地方政府落實「營建施工管理辦法」，以減少工地帶出之粉塵。推動高

雄港區及臨海、大發工業區逸散揚塵減量。  

(2)情境一~二，地方政府提昇街道之髒污等級以減少車行揚塵排放。  

情境二管制後鋪面道路車行揚塵之 PM10 排放量仍達 1 萬 4 千公噸 /年，因此設

定情境三目標年高屏空氣品質區道路等級比例需達到 A 級 80%、B 級 10%、C 級

10%(95 年高屏空氣品質區 A、B、C 級比例約為 51%、37%、12%)，將可進一步減

少 PM10 排放量約 4,500 公噸 /年，使表 6 情境三鋪面道路車行揚塵 PM10 之排放量

降低至約 10,000 公噸 /年。該管制規範除需責成地方政府加強街道洗掃頻率外，還

必須杜絕粒狀污染物之排放源頭任意排放，包括營建工地、裸露地表所帶出之污泥

及揚塵等，均需進一步加強管制。  

2.NMHC 採取之策略包括  

(1)情境一，「PU 合成皮管制規範」加嚴及落實「加油站油氣回收」管制規範。 

(2)情境二~三，針對 NMHC 排放量較大之印刷電路板業、印刷業、工業製品表面

塗裝業、膠帶業、汽車保養業、建物塗裝業等行業訂定管制規範。  

情境二管制後「工業製品表面塗裝」、「建物塗裝」、「一般消費用品」NMHC

之排放量仍達數千至上萬公噸 /年，因此另外設定情境三目標年高屏空氣品質區「工

業製品表面塗裝」、「建物塗裝」、「一般消費用品」有機物含量管制規範，可使

表 6 上述三種類別 NMHC 之排放量降低一半。該項管制規範需由環境保護署會同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研擬一套降低塗料及「一般消費用品」有機物含量管制規範。 

線源減量情境一~三目標年自然成長排放量、管制措施減量及管制後排放量，

依車種別詳見表 7，線源各類車輛以 NOx 及 NMHC 之排放量較為顯著，各項管制

規範之減量成效說明如下：  

1.情境一，「新車排氣標準及油品限制」，本項管制規範對高屏空氣品質區之減

量成效最為顯著，約佔民國100年線源總減量值9成的比例。  

2.情境一，「捷運高鐵轉乘」減量：本項管制規範對高屏空氣品質區汽車及柴油

車之減量有明顯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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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情境一~三，「機車定檢及二行程機車汰舊換新」，本項管制規範對高屏空氣品

質區機車污染減量有明顯貢獻。  

4.情境一~三，「替代能源清潔車輛」，本項管制規範在未來5~6年仍屬示範性質，

減量成效尚不明顯。  

各減量情境方案實施後，目標年各車種 NMHC 均較自然成長排放量降低一半，汽

車及機車之 NOx 亦較自然成長排放量降低一半，柴油車之 NOx 僅較自然成長排放量

減少 20%，既有柴油車之 NOx 排放量居高不下，為目標年以後之減量重點，歐盟近年

來積極推動既存柴油車加裝 SCR 等後處理器及相關配套措施，且技術已漸趨成熟，可

作為國內柴油車 NOx 進一步推動管制規範之參考；此外，高屏空氣品質區柴油車排放

之 PM10 在目標年自然成長約可達 3,144 公噸/年，情境一「新車排氣標準及油品限制」

可減量 1,095 公噸/年(約佔 33%)，既有柴油車僅有高雄市推動公務車加裝濾煙器之管

制規範，對於 PM10 之減量成效尚不明顯，為目標年以後之減量重點，配合濾煙器之商

品化及價格之降低，推動既有柴油車全面加裝濾煙器之措施。 

圖 7 及表 8 為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92-105 年，考慮點源新增重大開發案排放

量的狀態下，自然成長、管制情境一~三、目標年排放量之變化圖。PM10 在情境一

~二推動「營建施工規範」及「露天燃燒管制」之減量額度大部份用來抵消自然成

長之排放，情境三由於大幅度改善街道髒污等級，可達成目標年所需之排放量；

SOx 在情境二~三推動燃料油含硫量加嚴後，可達成目標年所需之排放量；NOx 在

情境一推動「新車排氣標準及油品限制」、「捷運高鐵轉乘」減量等管制規範，尚

不足 3,725 噸 /年，情境二~三推動既有污染源 NOx 符合 BACT 規範(NOx 點源排放

量削減 5%為目標)，可達成目標年所需之排放量；NMHC 在情境一推動線源相關

管制規範尚不足 37,066 噸 /年，情境二推動點源及面源訂定行業別標準管制規範尚

不足 18,328 噸 /年，情境三推動面源降低「工業製品表面塗裝」、「建物塗裝」、

「一般消費用品」之有機物含量規範，可達成目標年所需之排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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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高屏空品區各情境方案實施後民國 100 年點線面源排放量  

排放量(公噸 /年) 
項   目  

TSP PM10 SOx NOx NMHC 
自然成長  122,747 38,598 5,035 13,269 64,232 
情境 1 111,759 34,354 4,746 12,636 60,608 
情境 2 106,683 33,826 4,736 12,581 53,286 

面源  

情境 3 95,454 28,918 4,736 12,581 37,054 
自然成長  7,420 5,590 1,290 68,420 56,066 
情境 1 5,846 4,128 149 44,486 28,120 
情境 2 5,824 4,108 149 44,088 27,763 

線源  

情境 3 5,766 4,051 148 43,800 27,079 
自然成長  24,288 17,398 59,490 71,144 56,364 
情境 1 24,288 17,398 59,490 71,144 55,803 
情境 2 24,288 17,398 53,541 69,363 44,744 

點源  

情境 3 24,288 17,398 53,541 67,155 43,308 
自然成長  154,455 61,586 65,815 152,833 176,663 
情境 1 141,893 55,880 64,385 128,266 144,531 
情境 2 136,795 55,332 58,426 126,032 125,793 

合計  

情境 3 125,508 50,367 58,425 123,536 107,441 
100 年目標  127,282 51,079 58,043 124,239 107,473 
92~100EIA 增量  382 153 -2003 -302 8 
情境 1 尚不足  14,993 4,954 4,339 3,725 37,066 
情境 2 尚不足  9,895 4406 -1620 1,491 18328 
情境 3 尚不足  -1392 -559 -1621 -1005 -24 

 

表 9 為依據減量情境方案一~三各污染物目標年所需之排放量，回溯推估目標

年 O3 及 PM10 可達成之 PSI>100 之比率，以與目標年空氣品質比較；高屏空氣品質

區推動減量情境方案一~三後，PSI>100 比率分別可達成 6.45%、4.66%、3.62%，

均較基準年之 7.35%有所改善，而推動上述減量情境方案三之各項管制規範後，預

估將可達成高屏空氣品質區 PSI>100 之空氣品質目標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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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高屏空品區各情境方案實施後可達成之空氣品質  

PSI>100 
百分比% 

基準  
(90-92 年)

目標  
(100 年)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臭氧  5.71% 2.96% 4.82% 3.49% 2.96% 
懸浮微粒  1.63% 0.85% 1.63% 1.17% 0.66% 

合計  7.35% 3.80% 6.45% 4.66% 3.62% 
 
 

 
 

 

環境保護署長期推動之總量管制計畫主要精神詳如圖 8，包括抑制污染源自然

成長，並透過增量抵換及具經濟誘因之汰舊換新策略，逐步減少各空氣品質區排放

量達成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之目標。第一階段進行三級防制區管制，第二階段推動

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相當於美國南加州之 AQMP)，後續在目標年

以後，待台灣空氣污染物排放量清冊更加周全後，再推動空氣污防制法第 8~12 條

之總量管制排放交易制度。  

為落實高屏空氣品質區達到空氣品質維護改善目標，環境保護署已從民國 86

年持續推動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改善專案計畫，由環境保護署及地方環保局共

圖 8  總量管制計畫主要管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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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推動相關工作，當地空氣品質不良(PSI＞100)比率也由民國 86 年的 14.0%降至民

國 96 年的 8.6%，改善成效顯著。各項改善措施主要內容包括：  

1.進行空氣品質分析、污染成因探討與管制對策研擬、推動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

污染減量行動專案、推動空氣品質不良時期之因應措施、提供空氣品質區跨部

會污染改善計畫協調及行政支援、推動空氣品質區跨縣市工作協調整合等綜合

性管制計畫，以有效改善當地空氣品質。  

2.建置即時空氣品質預警機制及空氣品質不良通報應變措施，並依「空氣品質嚴

重惡化緊急防制辦法」管制要領，執行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不良通報查處

及惡化緊急應變計畫，有效建立空氣品質不良之相關緊急應變機制及應變能力。 

3.持續執行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改善策略：  

(1)固定污染源(含逸散污染源)管制：加強陸空聯合稽查污染源取締工作、加強重

大污染源查核與督導改善、中鋼及其他鋼鐵業污染減量工作、臨海工業區能源

整合、高雄港區逸散及車行揚塵污染管制、工業區廠區逸散、街道及車輛揚塵

管制、石化工廠 FTIR 監測及加嚴石化業揮發性有機物管制、營建工程及裸露

地表揚塵管制、全面實施加油站油槍油氣回收制度、空氣品質不良季節減量協

談、油品改善、鋼鐵業電弧爐製程及廠區逸散源控制、加強道路揚塵清掃、民

俗祭祀紙錢集中焚燒、加強農業廢棄物露天燃燒取締等 17 項措施。  

(2)移動污染源管制：擴大非法油品查緝、推動使用潔淨燃料(如液化石油氣、生

質柴油 )、推廣使用低污染車輛 (如油電混合車、電動輔助自行車等)、加嚴新

車排氣管制標準、加強機車定檢，攔檢，汽車排氣遙測、柴油車檢測保養制度、

加強執行新車型審驗及新車抽驗、推動使用中汽車召回改正制度、加嚴車用油

品管制標準、推動環境與交通運輸管理計畫、加強使用中車輛管制(如加速淘

汰高污染車輛、提昇定檢品質及到檢率、強制柴油車加裝濾煙器)等 11 項措施。 

(3)規劃高屏空氣品質區總量管制及減量對策：建立當地總量優先管制對象與排

放基線驗證作業，優先進行工廠之排放量確認，並評估減量可行性與有效性，

以做為總量管制基礎。民國 92~95 年推動相關減量措施，包括因應高污染季

節、地區及逸散污染源減量對策、固定污染源減量對策，及移動污染源減量對

策等措施。民國 96 年進一步推動涵容總量管制計畫，依照民國 100 年高高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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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目標，針對點、線、面源訂定民國 100 年所需之排放量目標，並擬

定情境一~三具體管制策略，估算各方案推動後至民國 100 年可達成之空氣品

質不良改善率，情境三將可達成民國 100 年預訂之高高屏空氣品質目標。  

現階段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情境方案，中央與地方政府

需配合執行之管制規範包括：  

1.環境保護署負責事項  

(1)分階段進行固定污染源(含點源及面源)各行業別管制規範訂定及加嚴標準之修訂。 

(2)將燃料油(六號重油)硫含量自 0.5%加嚴至 0.35%。  

(3)訂定「工業製品表面塗裝」、「建物塗裝」、「一般消費用品」有機溶劑逐

年減量之規範。  

(4)移動污染源新車加嚴標準之修訂。  

(5)車用汽柴油管制規範之加嚴修訂。  

(6)配合車輛定期檢驗，研訂使用中車輛分級管理，抑制使用中車輛之污染排放，

並進而加速高污染車輛之淘汰。  

2.高屏空氣品質區環保局負責事項  

(1)提昇民眾對大眾運輸工具之使用率，達成捷運轉乘減量目標。  

(2)達成民國 96-98 年老舊二行程機車汰換 35 萬輛之減量目標。  

(3)針對既有污染源 NOx 符合 BACT 規範(NOx 點源排放量削減 5%為目標)。  

(4)提昇營建工地管制減量成效，推動高雄港區及臨海、大發工業區逸散揚塵減

量，改善高屏空氣品質區街道髒污等級，將 A 級道路由民國 95 年之 51%提昇

至民國 100 年的 80%。  

四、結    論 

依據國家環境保護計畫，民國 100 年 PSI>100 目標需低於 1.5%，依照民國 92

基準年全國及高屏空氣品質區實測值，推算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100 年 PSI>100

目標需低於 3.8%。台灣近年來臭氧 PSI>100 比例有升高的趨勢，高屏空氣品質區

臭氧是由 NMHC 主控，其次為 NOx，減少該污染物將可有效改善高屏空氣品質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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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臭氧污染問題，高屏空氣品質區成長年點源重大開發案之排放增量並不顯著，因

此將以既有污染源之管制為其重點。  

本研究以台灣空氣品質惡化程度最高之高屏空氣品質區作為示範區，藉由該

空氣品質區民國 92 年 PSI>100 站日數累積頻率分布曲線及 NOx 與 NMHC 減量比

例最大臭氧等值圖，估算出該空氣品質區民國 100 年 PM10、SOx、NOx 及 NMHC

之排放量，透過三種減量情境方案評估，研擬出達成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100 年空

氣品質目標之管制策略，後續並可依據相同的方法推估雲嘉南及中部空氣品質區之

管制策略，作為未來中央與地方環保單位推動空氣污染物減量措施之參考依據。  

未來環境保護署將持續執行「高高屏空氣品質改善 3 年行動計畫」及「空品

區空氣污染物涵容總量管制計畫」，整合跨縣市污染問題，不定期邀集相關部會開

會研商，提供跨部會協商機制，加嚴燃料油含硫份由現行之 0.5%降低至 0.35%，

強化環境與交通運輸管理推動計畫，訂定揮發性有機物(VOCs)不同行業別空氣污

染物管制規範，訂定「工業製品表面塗裝」、「建物塗裝」、「一般消費性用品」

VOCs 含量上限，加強車輛定檢、攔檢及使用中車輛管制，推動清潔車輛等，以進

一步有效改善高屏空氣品質區空氣品質，並達成高屏空氣品質區民國 100 年空氣品

質不良率 3.8%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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