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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 

新興都市之形成與空氣中逸散污染源之

關係：以新北市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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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新北市為例，研究新興都市在形成過程中逸散源的變化。內容針對新

北市升格前 3 年逸散源變化與其形成原因作關連性分析，藉由空品現況資料分析發

現，造成空品惡化(空氣污染指標 PSI > 100)之逸散污染源仍以懸浮微粒(PM10)為

主，主要來源除外在氣候因素外，亦包括工廠排放之粒狀污染物、車輛行駛引起之

揚塵、營建工程施工產生之粉塵、裸露地風蝕揚塵與露天燃燒生成之黑煙等。依環

保署臺灣地區排放量資料庫(TEDS 7.1)推估 2010 年新北市空氣污染中懸浮微粒約

為 22,238 公噸 /年，其中以車行揚塵、工業(逸散)及營建工程排放比例最高。空品

惡化的結果不但嚴重影響生活環境與人體健康，更提高肺癌或心臟血管疾病死亡

率，這些污染勢必是新北市升格後逸散源的管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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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隨著新興都市崛起，在政府大興土木下，許多國家已由過去的農村社會，轉變

成都市化生活，而都市化的趨勢，不僅會帶動造橋、舖路、醫療等公用建設的需求，

人口聚集也帶來龐大環境問題。近年來，由於臺灣地區高度都市化過程之影響，造

成人口急速膨脹，且住宅需求量急速成長、公共工程建設大量激增、各項土木營建

工程發包施工與興建…等所產生之粉塵逸散，嚴重影響居民生活品質，加上臺灣地

區營建工程十分頻繁，造成道路沉積許多灰塵，經車輛輾壓及再捲揚，產生之車行

揚塵更為粉塵最主要之污染源。  

新北市位處臺灣北部，境內環繞著臺灣的首都臺北市及商港城基隆市，形成大

臺北都會區共同生活圈，並與桃園縣、宜蘭縣接壤。憑藉著地理位置上的特殊優勢，

近年來儼然成為臺灣地區兼具人文及科技的發展重鎮，伴隨著高科技及商業蓬勃發

展，相關之空氣污染問題亦接踵而來，工業區的開發、惡臭、營建工地、汽機車等，

造成環境負荷沉重。根據 2010 年新北市人口統計資料，新北市人口高達 390 萬餘

人 [1]，伴隨人口而來的各種開發造成境內負荷沉重，隨著升格為直轄市，地方整體

建設亦同步升格，重大交通網設立、新都市區域開發及污水下水道建設工程等，使

新北市在極短的時間內擁有了台灣地區最高的人口密度與營建工地數，也形成城市

本身就是工地，不但嚴重影響市民生活品質，也造成了嚴重的環境問題。舉凡各項

污染之來源大多由人為因素所致，因此人口密度即為環境污染負荷的重要指標，根

據新北市 2010 年 12 月最新統計人口密度約為 1,900 人 /平方公里，是臺灣人口最稠

密區 [1]。近 3 年新北市平均工地數高達 7,000 處 /年，每平方公里更有高達 3.8 處的

營建工地存在，如此高密度的施工亦是造成都市環境的負面因素。  

在氣候部分，新北市位屬亞熱帶氣候區，夏季有梅雨滯留鋒面徘徊於東海附

近，造成臺灣地區附近氣壓梯度微弱，不利於空氣中污染物的擴散，初秋時期則受

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影響，使大氣穩定污染物不易擴散，冬季則受鋒面及東北季風影

響，常為臭氧惡化日數較多之天氣類型。除了季風因素外，沙塵暴的發生也是影響

環境的重要因素之一。每年 11 月至隔年 5 月為東亞地區易發生沙塵暴的季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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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乾燥的大漠地區，一旦在強烈高壓系統中，移入或因地形伴生誘導性或低壓形

成時，易於局部地區產生強烈氣壓梯度導致地表出現強風，因而造成沙塵暴發生。

沙塵由北向南輸送，懸浮微粒濃度上升趨勢亦由北向南，當沙塵到達台灣地區與本

地 污 染 源 產 生 加 乘 效 果 ， 沙 塵 影 響 期 間 空 氣 中 懸 浮 微 粒 (particulate matter,PM) 

PM10、PM2.5 濃度均會上升，但仍以粗粒 PM2.5~10 增加較多。  

經濟上的發展往往伴隨著污染的產生，全球經濟已擺脫 2008 年金融危機及流

動性緊縮的陰霾，各國景氣已經邁向復甦，國內經濟已隨著國際景氣復甦和亞洲新

興國家維持擴張，開始由綠燈漸轉成黃紅燈，加上政府持續推動如污水下水道建

設、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等，使國內的經濟逐漸的成長。然而，國內經濟的成長並未

帶動環境品質的提昇，經濟奇蹟帶來的不是高品質的生活環境，反而是髒亂與污染

的環境，如高雄潮寮毒氣事件 [2,3]、新北市三峽瀝青廠空污事件 [4]等。  

空氣中的懸浮微粒也可能影響生活環境與人體健康 [5]，如造成建築物或美術品

鏽蝕，土壤酸化與影響能見度等問題，而懸浮微粒對於人體健康之影響，近年來更

有突破性之成果。根據研究指出，空氣中的懸浮微粒會使孩童學習及語文記憶能力

下降 [6]；會讓腦細胞的神經纖維揪結，造成腦部發炎及類澱粉沉澱形成神經退化性

疾病 [7]；可能會造成早產、流產的機率增加 [8,9]、呼吸道疾病 [10,11]及兒童聽力受損

[12]；減少男性精子質量，影響生育 [13]；增加肺癌或心臟血管疾病死亡率 [14,15]：空

氣細微粒濃度每增加 10 μg/m3，將導致一般死亡率增加 4 %，心肺有關疾病之死亡

率增加 6 %，肺癌死亡率則增加 8 %[16]等。因此，世界各國在保障民眾健康的共識

之下陸續對大氣中懸浮微粒訂有濃度規範(如表 1 所示，各國自 2004 年起陸續針對

PM10 及 PM2.5 的年平均值及 24 小時平均值進行管制)。世界衛生組織亦在 2005 年

所發表的「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particulate matter, ozone, nitrogen dioxide 

and sulfur dioxide, summary of risk assessment」風險評估概要報告中，提供各國訂

定 PM10 及 PM2.5 的標準建議值。並於 2006 年所修訂的 PM2.5 空氣品質建議值中

(Interim target-1、2、3)提出長期暴露(35、25、15µg/m³)與短期暴露(75、50、37.5µg/m³)

的標準建議值。此外，WHO 亦建議應考量特性區域及污染程度(如：亞洲污染程度

較嚴重)提出階段式漸進污染物減量，並注意其行政執行上的可行性。因此目前以

「懸浮微粒」為重心的空氣品質管制策略已逐漸成為國際的趨勢 [17]。  



56 新興都市之形成與空氣中逸散污染源之關係：以新北市為例  

     表 1  各國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制定現況 [17] 

 

二、研究方法 

在空氣品質監測資料研究分析方面，本研究藉由中華民國環保署空氣品質自動

測站 [18](共計 12 處，均有測定懸浮微粒 PM10)所得之資料，經統計分析自動測站從

2008 年至 2010 年間空氣品質污染指標及懸浮微粒濃度數據，進行分析探討。在社

會經濟景氣對空氣中懸浮微粒影響研究方面，本研究藉由中華民國行政院主計處物

價指數資料 (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及其年增率 )[19]與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景氣指標

資料庫 [20]及行政院環保署營建工地污染管制及收費管理資訊系統(A2000 資料庫)中

所得之資料，經統計分析從 2008 年至 2010 年間國內景氣燈號、營建工程物料指數

及新北市營建空污費歷年新申報增減變化之間進行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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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果與討論 

3.1 空氣品質監測資料研究分析 

新 北 市 位 於 亞 熱 帶 氣 候 帶 ， 一 年 中 的 大 部 分 時 間 受 信 風 吹 拂 ， 盛 行 下 沉 氣

流，地面溫度高、日照強，氣候較為乾燥與日本、韓國同處於東亞沙塵暴之下游

路徑。每年冬末至隔年春季間 (三、四月間 )時常發生沙塵暴侵襲台灣地區，其影

響時間短則數小時，長則達 3 至 5 天。除了造成大氣中懸浮微粒濃度增加，影響

空氣品質外，經過長程傳輸的沙塵所挾帶的微生物，更有干擾台灣本島的環境生

態及影響人體健康的疑慮。本研究利用空氣品質監測資料研究近 3 年新北市空氣

中粒狀污染物(PM10)、總懸浮微粒(TSP)濃度及落塵量並分別進行分析探討。  

3.1.1 空氣中粒狀污染物(PM10)濃度分析  

懸浮微粒因為粒徑小，容易通過呼吸道侵入人體沈積於肺泡內。此外，懸浮

微粒具有吸附的能力，會吸附許多有害物質，使得這些有害物質的危害增強，進

而危害人體健康。就環保署近年來空氣品質統計資料顯示，指標污染物 PSI>100

之主要仍以臭氧及懸浮微粒為主(如表 2 所示)，統計新北市 9 個環保署一般測站

自 2008 年～2010 年 PSI＞100 的站日數，並納入北部空品區之統計結果作為對照

(均已扣除沙塵暴)。統計期間之懸浮微粒逐年呈現上升趨勢(2008 年 15 站日→2010

年 47 站日)，2008 年 PSI  100 之站日僅 7 站，但 2009 年及 2010 年所統計之 PSI 

> 100 之懸浮微粒站日數分別有 13 站及 19 站，顯示出在 2008 年之後空氣品質有

顯著惡化的趨勢；相較之下臭氧 PSI > 100 之站日數則平均落於 55~60 之間，顯

示近年來臭氧造成環境影響的差異性並不大。表 3 為新北市一般測站及交通測站

PM10 污染物在 2008 年至 2010 年濃度變化情形，由表可得知近 3 年 PM10 污染的

情況以 2008 年最為嚴重，2009 年到 2010 年則有出現污染情況逐漸好轉的趨勢。

再由圖 1 可發現，近 3 年 PM10 平均逐月濃度的測值均以交通測站略高於一般測

站，但其量測值如圖 2 所示以 3~4 月的濃度值為較高(主要乃因季節性之季風因素

所致)。在每日時間變化趨勢方面，可由圖 3 得知以清晨 5~6 時最低，而上班尖峰

時間 8~18 時因車流量增加，導致濃度明顯較其他時段要來得高，可見臺北都會區

PM10 逐時濃度變化主要受到機動車輛及人為活動影響為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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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新北市環保署空氣品質一般測站 PSI>100 之統計表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與本團隊彙整  

 

表 3  新北市 2008～2010 年一般與交通測站 PM10 污染物月變化情況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與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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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新北市 2008～2010 年一般與交通測站 PM10 逐年平均濃度變化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與本團隊彙整  

 

 

 

 

 

圖 2  新北市 2008～2010 年一般與交通測站 PM10 平均逐月變化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與本團隊彙整  

 

 

 

 

 

一般測站 交通測站 

一般測站 交通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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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新北市 2008～2010 年一般與交通測站 PM10 平均逐時濃度圖  

　 資料來源：行政院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與本團隊彙整  

 

3.1.2 總懸浮微粒(TSP)濃度分析  

表 4 為新北市人工測站 2008 年至 2010 年總懸浮微粒監測濃度值統計，在 22

處測站中以五股污水廠測站之年平均濃度值最高，判斷可能與測站附近進行之捷

運工程、八里五股快速道路、中港大排河廊改造工程等重大工程施作及鄰近五股

工業區污染排放有關；三重區的興穀國小與明志國中測站附近可發現，因捷運系

統蘆洲線的施作以及所造成附近之交通阻塞，造成懸浮微粒監測有偏高的情況；

新莊國中測站旁則因緊鄰捷運新莊線及大型區域開發造成監測數值偏高；鶯歌區

公所測站監測數值偏高主因乃鄰近大漢溪河床裸露地且正值臺鐵捷運化工程興建

所造成；土城地區監測數值偏高則是由於在環河快速道路及特二號道路等土建工

程的施作下所引起。在年平均濃度測值最低者為瑞芳國中及深坑國小測站，由於

瑞芳地區開發較少而相對污染也較少，且瑞芳多山又靠海，故近年總懸浮微粒監

測結果較其他測站為低；深坑地區四面環山形似坑底，同時緊鄰國道三號與木柵

垃圾焚化廠，再加上研究期間有數個大型建築工程及地區內為數眾多的廟宇所帶

來的污染，可以發現年平均值有逐漸上升之情勢。由表 4 可發現，新北市近 3 年

在總懸浮微粒濃度的平均值呈現逐年惡化現象，研判這與近年來新北市公共工程

建設的大量激增及各項土木營建工程的施工與興建有密不可分的關係。  

一般測站 交通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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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北市人工測站 2008 年至 2010 年懸浮微粒監測統計表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監測統計表與本團隊彙整  

3.1.3 落塵量濃度分析  

落塵，乃因重力而落下的灰塵。依法規定義是指：「粒徑超過 10 微米 (μm)，

能因重力逐漸落下而引起公眾厭惡之物質 (即粒徑較大的塵土 )。」，其成分因時

因 地 而 異 不 容 易 有 定 論 ， 但 環 保 或 學 術 機 關 一 般 僅 追 蹤 其 數 量 ( 單 位 為

ton/km2/month)，而不作成分分析。本研究藉由新北市人工測站 2008 年至 2010 年

落塵量監測濃度值統計 (如表 5 所示 )針對逸散源所可能形成的污染進行分析討

論，近 3 年以淡水國小測站平均濃度值為最高，土城污水廠及鶯歌區公所測站次

之，由落塵濃度變化趨勢與統計亦可發現，2008 年落塵量監測數據呈現上升趨

勢，2009 年達到最高點，平均監測濃度值高達 9.3 ton/km2/month，2010 年落塵量

監測值則降低至 7.5 ton/km2/month。本研究將落塵量與工程污染進行比對，落塵

量較高測站分佈於淡水、鶯歌及土城等 3 處，但其中並無重大營建工程進行僅有

少數零星工程施作，依現場勘查推估淡水區主要污染除可能與來自淡海新市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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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內零星工程有關外，因為近年來淡海地區的發展，使其每逢上下班及假日時間

都會大排長龍形成交通癱瘓，間接造成的車行揚塵與怠速停車所排放的廢氣更為

該區落塵最主要的來源；鶯歌區除臺鐵捷運化工程興建外，區內陶瓷製造業叢聚

密集，陶瓷工廠及相關店家已超過千餘家，其燒窯時所造成之污染對區內落塵量

之影響亦有相當的關係；土城區近年來在特二號道路及環河快速道路工程的施作

及土城工業區內工廠密集的因素下，造成落塵值呈現偏高。由表 5 的數據與各區

實際情況比對發現，監測濃度值偏高的主因除測站周邊交通運輸量較大外，零星

建築工程的施作與工廠林立的密集度，皆是導致落塵量偏高的原因。  

 

表 5 新北市人工測站 2008 年至 2010 年落塵量監測統計表  

 
　 資料來源：新北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質監測統計表與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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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會經濟發展與空氣中逸散源變化之關聯 

一 般 而 言 ， 社 會 經 濟 的 好 壞 與 國 家 建 設 的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 倘 若 總 體 經 濟 成

長，則各項投資建設勢必成長；反之，則下跌。因此，從社會經濟的表現，便可

推測出當時各類型開發建設的情況。2008 年全球受到美國次貸風暴衍生出金融風

暴的衝擊 [21]，造成全球經濟大幅衰退，臺灣經濟雖然亦遭受衝擊但仍維持微幅的

正成長，全年經濟成長率為 0.73%[22]。2009 年美國次貸風暴的影響持續發酵，全

球授信仍緊、各國內需增加動能不足、失業率居高不下、產出缺口仍大等，造成

全球經濟呈現負成長。國內經濟方面，亦受全球景氣衰退影響，工業生產縮減，

對外貿易衰退，消費者物價下跌，台幣貶值，失業率不斷攀升。惟 2009 下半年全

球經濟衰退趨緩，主要國家之經濟多已走出金融風暴後的衰退，陸續恢復成長，

國內經濟受到全球景氣復甦之激勵，加上政府擴大公共建設支出與寬鬆貨幣政策

的成效，民間消費與投資信心預料將逐漸恢復，失業率亦逐步降低，台灣經濟景

氣亦明顯復甦。2010 年全球經濟已擺脫 2008 年金融危機及流動性緊縮的陰霾，

各國景氣在新興與發展中經濟體的帶動下已經邁向復甦，國內經濟亦隨著國際景

氣復甦和亞洲新興國家維持擴張已逐漸好轉。本研究針對近 3 年新北市經濟情況

及重大開發與相對空氣污染情況進行討論。  

3.2.1 社會經濟與空氣中懸浮微粒關係  

表 6 為 2001 年~2010 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2001 年~2007 年之間國內營建

工程建料物價指數逐年呈現上漲，但至 2008 年由於美國次級房屋信貸危機造成全

球金融機構都相繼減持其與次貸有關的債券 [23]，使美國經濟陷入嚴重衰退，同時

國內油價變動與勞物工資雙雙上漲，使得國內需求不振景氣再次轉為藍燈，也間

接造成營建工程物料指數大幅萎縮 [19]。2009 年初國內景氣持續低迷，同時基本原

物料持續上漲、國內需求不振，政府實質投資連續 9 年負成長，造成失業率屢創

新高，直至年底景氣燈號方由藍燈轉為紅黃燈，同時政府持續推動污水下水道建

設、城鄉新風貌示範計畫等建設，進而改善營造業的體質，也間接帶動房地產興

建熱潮。2010 年上半年全球經濟雖有強勁復甦的情勢，惟下半年因先進國家失業

率仍高、歐債危機持續發生，再加上開發中國家面臨貨幣升值、資產泡沫等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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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復甦動能轉趨溫和；國內經濟方面，受全球景氣復甦影響，國內經濟亦

強勁成長，對外貿易、外銷訂單及工業生產指數均創歷年新高，消費者物價緩升、

新台幣升值、失業率下降，景氣對策信號續呈黃紅燈，使得國內景氣保持穩定成

長。統計 2008 年至 2010 年間新北市營建空污費歷年新申報增減變化，申報件數

總計而言，平均每年新北市有 4,073 件工程，就歷年徵收金額來看，平均每年新

北市徵收 101,319,401 元(如表 7 所示)。由近 3 年整體新徵收工程金額來看，雖然

每年均有 3~5％的增加，但主因仍是由於近 3 年有多項大型公共工程與捷運工程

申報興建所致，其餘新興建設與修繕工程均大幅衰退減少，由此可以看出近年來

新北市受整體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同步經濟衰退。就近 3 年新北市新增工程與 TSP

污染排放量進行比較可以發現，TSP 污染排放量依舊是以全球經濟風暴前的 2008

年所佔 8.67％為最高，就平均新增工程每年所產生的 TSP 為 775 公噸，大約占整

體施工中營建工程的 8.03％(如表 8 所示)。  

 

表 6  中華民國近10年營造工程物價指數表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營造工程物價指數及其年增率與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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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新北市 2008～2010 年營建空污費新申報增減變化  

新北市營建空污費申報變化  2008 年  2009 年  2010 年  平均  

件數  3,459 4,633 4,128 4,073 
年度  

金額（元）  91,272,283 102,713,759 109,972,161 101,319,401 

件數  288 386 344 339 
月平均  

金額（元）  7,606,024 8,559,480 9,164,347 8,443,283 

資料來源：新北市營建工程 A2000 資料庫與本團隊彙整  

 

 

表 8  近 3 年新北市新增工程跟排放量關係  

 

    　 　資料來源：新北市營建工程 A2000 資料庫與本團隊彙整  

 

3.2.2 重大開發工程與空氣中懸浮微粒關係  

交通建設為經濟建設之母，惟有提供便捷與快速的運輸網路，才能提高經濟

與城市之競爭力，新北市近年來積極開發區域整體交通網路，配合大臺北生活圈

整體發展，建立運輸軸線改善都市及產業發展之型態，以積極推展成為科學城為

目標，促進工商業發展繁榮經濟，並在既有的交通網路中銜接交通動脈，以改善

區域交通網使其達到交通運輸之順暢，儼然已成為一個具有高度經濟及開發的工

商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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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 年來，新北市為提升 390 萬市民與倍增的觀光客在行的需求，市府規劃

出許多交通建設的計畫，包含捷運交通網建構、河川整治及河廊再造、污水下水

道建設工程、推動無自來水地區供水改善、公有市場整建工程案等升格建設目標。

依新北市近 3 年各行政區營建工程之總逸散粉塵排放量(如表 9 所示)進行分析，

2008 年~2010 年總逸散粉塵排放量前兩名依序均為新莊區及五股區，新莊區因統

計期程內有數個都市重劃之區域開發工程與新莊捷運支線的施工，導致區內總逸

散粉塵排放量居高不下；五股區則因多條快速道路申報興建與自辦市地重劃所致

使總逸散粉塵排放量偏高；其餘較偏高的八里區、新莊區及萬里區，則分別因八

里台北港的拓寬興建、板橋區內新板特定區的成立與萬里區內開發大型渡假休閒

別墅所貢獻有關。  

表 9  新北市 2008～2010 年各區總逸散粉塵排放量  

 
　　 資料來源：新北市營建工程 A2000 資料庫與本團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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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新興都市的興起往往帶動各種經濟活動蓬勃發展，但也相對造成環境負荷的每

年逐漸增長以及空氣品質所造成的負面不良影響。就新北市而言，因應升格的經濟

發展，油(燃)料大量使用、工業生產活絡、交通運輸頻繁及營建工地迅速成長，相

對也使得各種空氣污染排放量大為增加，進而衍生出的各種環境問題除了影響國家

形象與社會觀感外，也會對人體的健康有相當程度的危害。因此要能如何有效地從

源頭管制污染源與做好各項污染防制工作，進而加速改善空氣污染乃是當務之急，

倘若能配合適當的行政管制措施將更能彌補技術落實上的盲點，相信更能有助於達

到改善台灣空氣污染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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