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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細懸浮微粒管制策略 
 

謝燕儒* 

 

摘要 

鑑於細懸浮微粒(PM2.5)為先進國家極為重視的指標空氣污染物，環保署於 101

年 5 月 14 日增訂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近 5 年來，大氣中各空氣污染物濃度

皆呈現減少趨勢，截至 102 年 11 月我國 PM2.5 平均濃度為 28.6μg/m3。細懸浮微粒

可分為原生性(Primary)及衍生性(Secondary)，原生性細懸浮微粒是直接從自然與人

為活動所排放，而衍生性細懸浮微粒是自然與人為活動排放到大氣環境中的 SO2、

NOx、VOCs 與 NH3 等氣態前驅物，在大氣中經過複雜化學反應形成，現階段環保

署之細懸浮微粒管制策略比照先進國家做法，包括加嚴排放標準、加嚴油品標準、

推動電動公車及逸散污染源管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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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細懸浮微粒係指懸浮在空氣中，氣動粒徑小於等於 2.5 微米的粒子(PM2.5)，由

於其粒徑極小，易隨呼吸系統進入人體，對健康造成影響。PM2.5 對人體健康影響

可分為短期與長期健康效應，短期效應影響如住院率提升、新生兒死亡率提升 [2]、

氣喘及心肺疾病死亡率提升等 [3]；長期效應影響如心血管疾病、腦血管疾病、肺功

能降低、死亡率增加等 [1]。  

鑑於細懸浮微粒(PM2.5)為先進國家極為重視的指標空氣污染物，為提昇空氣品

質及保障國人健康，環保署於 101 年 5 月 14 日增訂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其

24 小時值與年平均值分別為 35µg/m3 與 15µg/m3，趨近歐美標準(如表 1)。  

表 1 各國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標準  

備註 

1. WHO：第一階段過渡期目標(IT-1)/第二階段過渡期目標(IT-2)/第三階段過渡期目標(IT-3)/空氣品質準則

(AQG)。 

2. 2010 年目標濃度，2015 年法規濃度。 

3. 中國大陸：GB3095-2012 環境空氣質量標準於 2012 年 2 月 29 發布，於 2016 年 1 月 1 日實施。一級標準

適用於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及其它需要特殊保護的地區;二級標準適用於居民區、商業交通居民混合

區、文化區、工業區和農村地區。 

4. 香港：2012 年 1 月公布建議值，2014 年採納新的空氣品質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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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氣品質情形 

由空氣污染指標(Pollutions Standards Index，PSI)來看，我國空氣品質不良比率

(PSI>100)在民國 102 年 11 月為 1.30%(如圖 1)，較民國 83 年 7.0%而言，呈現明顯

改善，已達成原國家環境保護計畫設定的目標。  

 
備註：102 年度統計至 11 月 17 日 

圖 1 歷年全國空氣品質 PSI>100 比率  

環保署自民國 94 年起先以自動連續監測方式，監測空氣中細懸浮微粒濃度，

並自 96 年 7 月起開始運用自動監測數據進行細懸浮微粒空氣品質指標預報。98 年

9 月起推動細懸浮微粒上位管制計畫，從空氣品質標準值訂定方法論、監測及檢測

方法建置、微粒健康影響評估、境外貢獻源比例分析及管制策略推動等面向，建立

完整配套策略。  

經過為期 3 年進行細懸浮微粒(PM2.5)對人體健康影響評估研究，專家學者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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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訂定細懸浮微粒(PM2.5)空氣品質標準應以健康影響為優先考量，因此在評估我

國空氣品質現況、確實可行技術、社會及經濟發展等相關因素後，環保署訂定我國

PM2.5 空氣品質標準 24 小時值為 35μg/m3，年平均值為 15μg/m3，此標準值與美國

2006 年及日本 2009 年發布之 PM2.5 空氣品質標準值一致，為目前國際間納入法規

規範中較為嚴格的標準，該標準並已於 101 年 5 月 14 日發布實施。在環保署黃金

10 年行動計畫中，訂定民國 105 年全國 PM2.5 年平均濃度達 20μg/m3 以下，民國 109

年達 15μg/m3 以下之目標，從標準值及改善期程之訂定，已充分展現改善空氣品質

決心。  

近 5 年來，大氣中各空氣污染物濃度皆呈現減少趨勢，截至 102 年 11 月我國

PM2.5 平均濃度為 28.6μg/m3(如圖 2)，102 年 1 月至 10 月我國 PM2.5 手動監測濃度

情形(如圖 3)。  

備註：102 年度統計至 11 月 17 日 

圖 2 歷年全國各污染物年平均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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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02 年全國一般測站 PM2.5 手動監測濃度  

三、國內外細懸浮微粒文獻回顧 

細懸浮微粒(Fine Particulate Matters, PM2.5)為空氣中粒徑小於 2.5μm 以下的粒

子，因粒徑較小易沈積於肺泡而危害人體健康。美國環保署已於 2006 年訂定 PM2.5

空氣品質標準，其標準採樣方法為衝擊式手動法；而我國環保署空氣品質測站現行

採用自動連續分析方法進行 PM2.5 濃度監測，兩者採樣方式不同，監測標準及數值

因此有所差異。因此，環保署為統一全國監測方法及排放標準，自 2011 年起根據

美國空氣品質標準及標準採樣方法訂定經驗，研議 PM2.5 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及相關

監測與排放源管制配套措施。以下針對 PM2.5 污染特性、檢測方法及健康風險進行

國內文獻回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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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污染特性 

細懸浮微粒可分為原生性及衍生性，原生性細懸浮微粒是直接從自然與人為

活動所排放，未經化學反應生成，例如天然的海鹽飛沫、營建工地粉塵、車行揚

塵及工廠直接排放的懸浮微粒等；而衍生性細懸浮微粒是自然與人為活動排放到

大氣環境中的 SO2、NOx、VOCs 與 NH3 等氣態前驅物，在大氣中經過複雜化學

反應形成，其反應過程包括氣相光化學反應、液相反應與氣固相反應與不同反應

物間之競合作用等，細懸浮微粒濃度與前驅物之間為非線性關係。細懸浮微粒主

要成分有水分、硫酸鹽、硝酸鹽、銨鹽、元素碳、有機碳等。由於細懸浮微粒及

其前驅物的排放源眾多，生成機制又極為複雜，也使得細懸浮微粒的管制工作相

當困難。  

根據研究指出 [11]，探討中部第四期科學園區的二林站與未來可能設置彰工電

廠的鹿港地區空氣懸浮微粒的背景組成特性，以提供未來科學園區及電廠營運後

的比較參考。實驗結果顯示在鹿港及二林地區以細懸浮微粒為主，其化學組成方

面以硫酸鹽、硝酸鹽、銨鹽及含碳物質為主要化學物種。二林地區於東北季風期

間 20 種元素總濃度分別占 PM2.5 與 PM2.5-10 的 5.5%與 16.6%，春季期間則占 3.1%

與 9.3%；顯示二林地區於東北季風盛行期間，大氣懸浮微粒地殼元素明顯增加。

鹿港地區於東北季風期間 20 種元素總濃度分別占 PM2.5 與 PM2.5-10 的 8.0%與

17.7%，春季期間則占 3.4%與 11.6%；鹿港地區於東北季風期間可能受到北方火

力發電廠和焚化爐排放之影響，故鹿港地區 PM2.5 中 As、Se、Cd 和 Zn 較其他地

區高。  

依據研究結果 [12]，探討細懸浮微粒之年變化趨勢，使用時間序列分析法與傅

立葉級數法分析之，二方法之分析結果幾乎相同，均顯示台灣大部分空品區污染

物如 PM2.5、PM10、NOx 與 SO2 年變化率趨勢以下降為主，尤其以北部遞減趨勢

較為明顯。三維網格模式 CMAQ-TSSA 模擬分析各空品區細懸浮微粒之質量濃

度，結果均可符合模式模擬之性能評估規範。細懸浮微粒全台之平均成份組成中

原生性、衍生性與水分之比例分別為 35.2%、31.3%與 33.5%；原生性中之主要來

源為土壤揚塵等地殼成分，而衍生性成分中之主要成份分別為硫酸鹽、硝酸鹽與

氨鹽，主要成份之組成與上述之周界量測結果相似，但是有機碳之差異較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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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原因仍待進一步分析。  

此外，探討台灣地區 PM2.5 主要組成成分 [3]，可分為 NH4
+、SO4

2-、NO3
-、OC

和 EC，以 SO4
2-和 OC 所占比例最高；在地區變異部分，NH4

+與 NO3
-大致上以都

市之濃度較郊區之濃度為高。NO3
-除了城鄉差異外，與光化學反應的程度有關而

呈現顯著的南北差異，nss-SO4
2-除了受到當地污染來源影響外，尚有可能來自於

長程傳輸，故分布特性較不明顯。台北、台中及台南等都市地區的 OC 及 EC 的

濃度較石門、花蓮及澎湖等郊區為高，這項差異基本上反映出各地污染排放量的

多寡；屏東的元素碳濃度略低於三個大都市，但是高於其他三個較小的都市或郊

區；年變化之部分，除了 nss-SO4
2-從 2002 年至 2005 年有逐年上升之趨勢外，其

餘物種無明顯之趨勢變化；季節變化之部分，NO3
-在夏季占整體 PM2.5 濃度比率

較低，冬春季比例較高。nss- SO4
2-則是除了屏東以外，其他地點皆在夏季占整體

PM2.5 濃度最高比例，春冬季比例較低。碳成分裡 EC 所占之比例無明顯變化，而

OC 則以夏季所占之比例最高。  

2.檢測方法 

環保署於 102 年 6 月 15 日公告「排放管道中細懸浮微粒 PM2.5 檢測方法」

(NIEA A212.10B)，提供固定污染源過濾性(filterable)PM2.5(簡稱 FPM)標準採樣方

法，除 FPM 外，煙道排放廢氣中仍有一定比例的凝結性微粒(CPM)。  

依 USEPA 公告之 Method 201A 及 Method 202，進行中部地區重大固定污染

源檢測 [10]，採集煙道排放之過濾性 PM2.5 及凝結性 PM2.5，並分析過濾性微粒中

之化學組成。研究結果顯示凝結性 PM2.5 質量濃度約占總質量濃度 22.4~75.8%，

若未將後端凝結 PM2.5 部分列入採樣，可能會造成煙道排放 PM2.5 總量低估，各

採樣點化學組成分析結果，電力業以碳成分所占比例最高，其次為金屬元素；鋼

鐵業電弧爐製程與燒結廠製程金屬比例高；燃油鍋爐離子排放比例高。  

3.健康風險 

根據國內外研究指出，PM2.5 經疾病動物模式分析結果，亦可能造成心肺毒

性效應，影響動物生理健康 [6]。PM2.5 來源可分為自然界產出及人類行為產出等二

種，其中自然界的產出來源可能受到大陸沙塵影響，藉由長程傳輸作用使大氣

PM10 及 PM2.5 濃度明顯上升 [5]；但 PM2.5 仍以人為排放為主，研究指出 [7]，當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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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大陸性冷高壓南下影響時，PM2.5 質量濃度往往先有增加的現象，是人為污染

物被黃沙強風氣流帶動的現象。亦有國內學者表示，高速公路收費站之車輛 PM2.5

排放濃度升高時，鄰近空氣品質監測站的 PM2.5 濃度相對升高，其監測站與收費

站車道 PM2.5 濃度的相關性相當高 [8]。其他相關研究結果顯示，除了交通壅塞處

會有高濃度的 PM2.5 排放外，路面揚塵亦會造成 PM2.5 濃度升高 [4]。人們在住家與

工作場合都會受到 PM2.5 的曝露，國外研究嘗試透過民眾隨身攜帶小型的量測儀

去量化 PM 的曝露濃度，在 24 小時觀測下將數據與一般測站的 PM 進行比較，

發現人們明顯曝露在 SO4
2−及 PM2.5 之下。然而，評估 PM 化學物種之個人曝露狀

態，或是短期之高點曝露狀態需要考量每一個微環境(microenvironment)的濃度，

也需要探索個人不常接觸的污染源，如室內操作吸塵器產生 PM 曝露，這些過程

往往會產生異常污染物，如何記載每個人活動與所在位置之污染源是相對困難的

一件事情。  

四、我國 PM2.5管制策略 

細懸浮微粒可分為兩類，第一類為原生性 PM2.5，透過自然與人為活動直接排

放，如海鹽飛沫、車輛行駛揚塵、柴油車、營建工地粉塵與裸露地等；第二類為衍

生性 PM2.5，包括自然與人為活動排放之 SO2、NOx、VOCs 與 NH3 等前驅物，在大

氣中經過化學反應(如氣相光化學反應、氣固相反應與液相反應)形成 PM2.5。為減

少原生性 PM2.5 直接排放與減少衍生性 PM2.5 前驅物(SO2、NOx、VOCs 與 NH3)之

排放量，環保署已推動之管制策略，包括加嚴排放標準、加嚴油品標準、推動電動

公車及逸散污染源管制等，各項管制策略依污染源分類說明如下：  

1.固定污染源 

針對固定污染源管制部分，積極研議最佳可行控制技術、加嚴石化業、鋼鐵

業及電力設施等相關空氣污染物加嚴排放標準；彙整近年來環保署及地方環保局

陸續推動之各項行業別加嚴標準如表 2。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 6 條規定，新設或變更之固定污染源污染物排放量達

一定規模者，應採用最佳可行控制技術，參考現行環評承諾、國內外最新污染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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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可行控制技術，針對達一定規模以上之固定污染源，修正現行「固定污染源最

佳可行控制技術」各類製程可達之污染防制技術，於 99 年 6 月 15 日辦理地方環

保局及相關業者之公聽會議，針對容易藉由高溫燃燒所產生之氮氧化物製程行業

加以訂定，如玻璃業、鋼鐵燒結、一般廢棄物焚化爐等行業。另透過固定污染源

空氣污染防制費之徵收，促使工廠業者投資裝設污染防制設備，減少污染排放。

自 99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第 2 階段空氣污染防制費費率，並對 13 種有害揮發性有

機物加徵空氣污染防制費。  

環保署在 100 年至 105 年間，將持續針對揮發性有機物排放量前 15 大之行

業製程，包括石油化工製品製程、石油煉製、塑膠品塗裝程序、油漆化學製程、

平版印刷及凹版印刷程序等 6 個行業製程，進行排放標準加嚴管制。  

表 2 中央及地方環保單位陸續推動之行業別加嚴標準  

單
位 

管制規範 
公告或預定 

日期 
污染物 原標準 加嚴標準 

減量效益 
(公噸/年) 

環
保
署 

1.揮發性有機空

氣污染管制排

放標準 
100/2/1 公告 VOC 廢棄燃燒塔及設備元件 19,500 

2.鋼鐵業燒結工

廠空氣污染排

放標準 
101/6/14 公告 

TSP 75mg/Nm3 30mg/Nm3 1,477 
SOx 250ppm 100ppm 3,879 
NOx 290ppm 100ppm 1,244 

3.電力設施空氣

污染排放標準 
102/11 公聽會 

TSP 50mg/Nm3 20mg/Nm3 710 
SOx 100ppm 60ppm 12,282 
NOx 200ppm 70ppm 33,089 

4.固定源空氣污

染排放標準(鍋
爐) 

102/4/24 公告 TSP 150mg/Nm3 100mg/Nm3 11,423 

5.廢棄物焚化爐

空氣污染排放

標準 
103 年以後 

TSP 80mg/Nm3 20mg/Nm3 144 
SOx 80ppm 20ppm 168 
NOx 180ppm 120ppm 123 

6.煉鋼業電爐粒

狀物排放標準 
102/11/19 

公告 TSP 50mg/Nm3 15mg/Nm3 248 

7.玻璃業氮氧化

物排放標準 
102/8 協商 

TSP - 50mg/Nm3 20 
NOx 320ppm 180ppm 282 

8.鉛二級冶煉標

準 
草案 TSP 50mg/Nm3 25mg/Nm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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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央及地方環保單位陸續推動之行業別加嚴標準(續) 

單
位 

管制規範 
公告或預定 

日期 
污染物 原標準 加嚴標準 

減量效益 
(公噸/年) 

環
保
署 

9.瀝青拌合業粒

狀污染物排放

標準 
草案 TSP 100mg/Nm3 50mg/Nm3 295 

10.熱風乾燥機

粒狀物排放標

準 
草案 TSP 90mg/Nm3 50mg/Nm3 6.3 

11.開放式隧道

窯粒狀物排放

標準 
草案 TSP 60mg/Nm3 50mg/Nm3 86 

12.陶瓷業噴霧

乾燥機粒狀物

標準 
草案 TSP 100mg/Nm3 50mg/Nm3 173 

地
方
政
府 

1.設備元件加嚴

標準 
(高雄市) 

101/5/28 
公告 VOC 10,000ppm 2,000ppm 2,733 

2.鋼鐵業空氣污

染排放標準 
(臺中市) 

101/5/24 
公告 

TSP 30mg/Nm3 10mg/Nm3 10 
SOx 250ppm 30ppm 268 
NOx 200ppm 25ppm 259 

3.電力設施空氣

污染標準 
(臺中市) 

101/6/7 公告 
TSP 50mg/Nm3 10mg/Nm3 1,649 
SOx 50ppm 20ppm 8,460 
NOx 70ppm 65ppm 1,814 

4.電力設施空氣

污染標準 
(桃園縣) 

101/4/13 
公告 

SOx 100ppm 50ppm 3 

NOx 200ppm 40ppm 116 

5.電力設施空氣

污染標準 
(高雄市) 

101/8/23 
公告 

SOx 160ppm 60ppm 8,452 

NOx 140ppm 70ppm 7,229 

6.電力設施空氣

污染標準 
(新北市) 

102//2/6 

公告 

SOx 100ppm 30ppm 50 

NOx 200ppm 30ppm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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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於 100 年 2 月 1 日修正發布「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對於廢氣流量大於一定量者應提出廢氣燃燒塔使用報告書，需增設監測設施掌握廢

氣燃燒塔排放成分及操作條件，並藉由廢氣燃燒塔使用計畫書審查以落實逐年減

量，增訂廢氣燃燒塔廢氣回收系統管制規範，公開廢氣燃燒塔使用報告資訊規定；

增加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納管對象、強化清槽作業相關規定；加嚴設備元件洩漏標

準、新增設備元件展延修護審查規定，避免業者採假掛牌真洩漏；新增生物曝氣池、

污泥處理設施、收受石化製程之工業區聯合污水處理廠等管制對象，要求應密閉加

蓋。  

鋼鐵業燒結技術為傳統煉鋼製程，國內現行燒結工場運轉多年，參考比較美

國、歐盟及韓國目前管制規定，由於國內外對於燒結製程廢氣處理技術及設備日益

精進，經收集國外相關製程排放標準規範及技術可行性，評估國內業者運轉實際排

放現況，並於 101 年 6 月 14 日修正「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加

嚴排放濃度限值，修正粒狀污染物、SOx 及 NOx 之排放標準，並考量既存燒結工

場進行改善工程及預算編列時程，訂定不同施行日期，給予合理緩衝期限；另考量

製程特性及整廠排放減量，採總量管制方式，增訂起機運作開始後三小時內及防制

設備維修期間之硫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標準。  

102 年 4 月 24 日修正「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參考國外先進國

家針對排放管道粒狀污染物排放濃度管制方式，將國內現行粒狀污染物濃度

(mg/Nm3)為排氣量(Nm3/min)指數函數之複雜計算公式，簡化單一標準管制，並修

正粒狀污染物排放管道排放標準值，區分燃燒過程及燃燒以外過程，屬燃燒過程

者，新污染源排放管道適用標準為 50mg/Nm3；既存污染源及燃燒以外過程適用標

準為 100mg/Nm3。  

鑒於國際間管制電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日趨嚴格，空氣污染物廢氣處理

技術日漸成熟，參考國外管制標準與國內排放現況，已於 102 年 1 月 21 日公告「電

力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加嚴粒狀污染物、SOx 及 NOx 管制標準，

落實細懸浮微粒管制。  

2.移動污染源 

交通排放為細懸浮微粒主要貢獻源之一，針對移動污染源管制部分，加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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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排放標準、推動電池交換營運系統與推動電動公車等來改善車輛空氣污染。  

為改善柴油車廢氣排放污染問題，環保署參考歐美日等先進國家管制策略，

訂定新車廢氣排放標準、辦理新車型審驗與新車抽驗及耐久保固等控管工作，新

車符合相關規範者，始得於交通監理單位申領牌照。自 76 年 7 月 1 日開始施行，

初期僅管制黑煙排放；自 82 年 7 月 1 日起參考美國聯邦 1990 年管制規範，實施

第二期排放管制標準，將重型柴油車之 NOx、PM 納入管制。88 年 7 月 1 日參考

美國 1998 年聯邦標準，實施第三期排放標準，加嚴重型柴油車各項污染物排放

管制限值，並參考美國柴油汽車排放測程序管制訂定 THC 排放標準。我國於加

入世界貿易組織(WTO)後，開放柴油小客車進口，並參考美國聯邦 2004 年標準

及歐盟  EURO 4 標準，於 95 年 10 月 1 日施行第四期排放標準，NOx 加嚴為

2.4g/bhp-hr，將重型柴油車 THC 管制標準轉換管制 NMHC 至 0.2g/bhp-hr、輕型

貨車 NMHC 管制標準轉換管制 NMOG 至 0.056g/km，自四期標準施行後，市售

柴油車輛開始搭配濾煙器等污染防制設備。為持續與國際管制趨勢接軌，環保署

自 101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柴油車第五期排放標準，該標準係參考歐盟 EURO5 及

美國聯邦 2010 年管制規範訂定，NOx 加嚴至 0.2g/bhp-hr、重型柴油車 NMHC 加

嚴至 0.14g/bhp-hr 及 PM 加嚴至 0.01g/bhp-hr。第五期標準實施後，所有柴油車輛

均須搭載濾煙器、還原觸媒(SCR)及車上診斷系統(OBD)等污染防制設備始能符合

嚴格之管制標準。  

在汽油車管制部分，自民國 76 年起參考美國汽油汽車排放測程序管制訂定

HC 排放標準，小客車為 0.255g/km、客貨車為 1.06g/km；84 年 7 月 1 日起實施

二期排放標準，將超過 1200cc 之客貨車 HC 管制標準加嚴為 0.50g/km；88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三期排放標準，將小客車的 HC 標準加嚴為 0.155g/km、超過 1200cc

之客貨車為 0.242g/km，1200cc 以下之客貨車為 0.5g/km；97 年 1 月 1 日起實施

四期排放標準，將小客車、客貨車訂定 HC 加嚴同一標準 0.045g/km，已於 101

年 10 月 1 日起實施五期排放標準，採認歐盟及美國雙軌制，以歐盟汽油車排放

廢氣標準及其相關檢測方法為主，新增管制非甲烷碳氫化合物(NMHC)，NOx 加

嚴至 0.06g/km。  

為搭配柴油車及汽油車五期標準實施管制油品之含硫量，公告「車用汽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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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管制標準」於 100 年 7 月 1 日及 101 年 1 月 1 日起陸續降低柴油及汽油硫含

量至 10ppm。  

環保署自民國 99 年起即積極推動電池交換營運系統，讓民眾可以方便的更

換各種車輛的電池，而且交換所需費用將低於使用汽柴油所需之費用，未來將持

續全力推廣使用電動車，減少車輛排氣的污染。環保署已於 100 年 6 月 14 日公

告「電動機車電池交換系統補助辦法」及「電動機車電池交換費用補助辦法」，

藉由補助經審核通過具有營運技術能力之法人團體設置電動機車電池交換系統

及補助電動機車使用者電池交換所需費用，讓電動機車使用者快速交換電池，達

到與加油相同的方便性，以加速電動機車普及以改善傳統機車造成空氣情形，將

對 PM2.5 空氣品質改善有所助益。  

環保署補助台北市辦理電動巴士示範運行計畫，並與交通部積極合作，研擬

電動公車推廣計畫，預計 10 年內將全國 6,750 輛市區柴油公車全數汰換為電動公

車，以有效減少柴油公車廢氣排放，可直接減少民眾暴露於柴油公車所排放的

PM2.5。  

3.逸散污染源 

環保署於 92 年 5 月 28 日發布實施「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法」，

另針對國內各類逸散性製程，進行作業相關研究與調查，並參考國外防制設施管

制規範，考量國內產業現況、污染防制技術、經濟可行性及專家學者意見，於 98

年 1 月 8 日發布實施「固定污染源逸散性粒狀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理辦

法」，規範公私場所製程、堆置、裝卸、輸送、運輸、開採等作業與一般裸露地

及道路等污染源，應設置或採行有效抑制粒狀污染物逸散之空氣污染防制設施及

監控該設施正常操作。由於目前中、南部地區仍屬於懸浮微粒(PM10)不符合空氣

品質標準的區域(即三級防制區)，常有民眾反映河川疏濬過程(含砂石車運輸土石

作業)逸散粒狀物，影響生活環境品質。而現行疏濬工程的空污費費率偏低，使

得部分地方政府所徵收的空污費不敷污染管制之所需，環保署已於 102 年 7 月 5

日公告修正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率，新增疏濬工程之空污費費率，以

反映其污染之外部成本，落實污染者付費及公平正義原則，提高業主採行空氣污

染防制設施的經濟誘因，減少河川疏濬逸散產生的原生性粒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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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項污染源管制策略外，境外傳輸對於我國 PM2.5 濃度影響甚大，研

究 [9]指出，2007 年全台灣受到境外長程傳輸影響之 4 個月平均影響濃度為 11.8

μg/m3，占 PM2.5 模擬平均濃度 37%，且台灣位於亞洲季風區下游，在春、冬兩

季東北季風強盛時污染物也隨之傳送到境內，影響較夏季大。同時境外污染也有

區域之別，嚴重程度依次為北部、中部、南部。環保署也將加強交流活動，希望

能夠加速降低境外傳輸對我國之影響。  

五、結語 

PM2.5 空氣品質管制涵括過去傳統污染物的管制範圍，並牽涉到大氣化學反應

及境外傳輸的複雜影響因素，現階段環保署之細懸浮微粒管制策略比照先進國家做

法，針對形成 PM2.5 貢獻來源進行管制，為釐清本土化污染特性及貢獻來源，積極

建置國內細懸浮微粒(PM2.5)排放清冊及排放係數；建立健康風險評估、社會經濟

衝擊評估及空氣品質模式工具；針對國內細懸浮微粒(PM2.5)之原生及衍生污染物

加以管制，已採取積極作法加嚴點源 /線源 /面源各項管制措施，希望藉由中央到地

方的協調與配合，並結合民間力量積極投入參與，有效改善空氣品質，達成民國

109 年 PM2.5 年平均標準 15μg/m3 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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