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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第五屆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會 

技術諮詢小組委員會議第 2 場次 

會議紀錄 

一、 會議時間：108 年 7 月 4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 會議地點：本局 2 樓中正廳(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9 號) 

三、 會議主持人：鄭召集人文伯                         紀錄：張詠雅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 專案計畫說明：(略) 

臺中市機車污染源稽查暨停車怠速管制計畫 

臺中市機車排氣檢驗站品質管理暨使用中高污染車輛管制計畫 

移動污染源排放減量策略規劃計畫 

臺中市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及非法油品檢測計畫 

臺中市清潔車輛裝置濾煙器運行維護計畫 

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  

臺中市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補助計畫 

臺中市低污染車輛推廣計畫 

補助辦理電動公車老舊電池汰換計畫 

補助辦理臺鐵轉乘本市市區公車超過 10 公里免費補助計畫  

臺中市溫室氣體減量計畫  

臺中市低碳永續城食森林推動計畫 

臺中市低碳城市發展推動及管考計畫  

購置電動機車計畫 

六、 委員意見： 

鄭委員曼婷 

1. 空氣污染防制工作項目甚多，綜合提出的精進空氣品質改善對策目標

明確，減量措施有考慮季節性的影響，建議各項作業加強減量成效分

析及短中長程的成果。 

2. 機車的污染管制計畫目標將機車定檢率擬提升至 85%，較目前全國平

均定檢率高，加強的措施為何及可行性請說明。並請釐清 P25 和 P26

的到定檢率 109 年度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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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臺中市擬倍增電動公車及電動機車數，目標明確，減量效益宜請

說明。 

4. P48 移動污染源排放減量策略規劃是否有結合大數據和移動源智慧管

制系統？此外，預期效果只是建置本市移動污染排放地圖似乎不夠精

進，P51 國內其他五院轄市已有空氣品質淨區的初步規劃，臺中市目

前的初步規劃為何？ 

5. P83 淘汰老舊機車有其必要性和急迫性，然已執行多年，宜規劃未來

的退場機制。 

黃委員東池 

1. 機車污染源稽查暨停車怠速管制計畫①：本案既為延續性計畫，為何

還需二個月擬定行動計畫？現場攔檢無警力配合時缺公權力也能執

行並列計嗎？排氣現場檢驗之項目有哪些？移動式稽查車之工作項

目不詳，宣導活動 35 萬元之次數規模有無承諾？109 淘汰二行程機車

37655 輛如何得來？停車怠速管制不詳？ 

2. 移污排放減量策略規劃計畫③：本計畫擬以數值模式模擬移動源之分

布及影響，但移污既與車速車況及局部微氣象有關，要如何驗證？未

能正確驗證，只採排放係數其可信度必降低。工作項目多項以組為單

位似不妥。 

3. 動力計排煙檢測計畫④：計畫性質應是一千萬以上，顯有誤植，柴油

車排煙檢測數為何要合併計算(路邊攔查、動力計、氣負載檢測)？檢

測站操作營運下有多項零配件、校正、設備修復都極類似，有膨脹預

算之嫌，教育訓練等規模不詳。 

4. 淘汰老舊機車新購補助管理⑥辦理觀摩交流活動目的，效益不詳。 

5. 低污染車輛推廣計畫⑧公務調查資料可內部蒐集即可，徒步已試辦用

簡易之量測儀器去偵測精密的 PM2.5並不可行，並且 109 年工作內容

與 108年大部分都完全一樣增觀摩參訪，並且以創意發想競賽為手段，

使此計畫落入空洞建議不執行或重新撰寫。 

6. 台鐵轉乘市區公車超過 10 公里免費補助計畫⑩其實效益不大，是否

因此減少自行開車需了解。 

陳委員鶴文 

1. 各項計劃的目的；目標與工作內容應有良好的對應，目標需要能被評

量，以做為績效評的依據。 

2. 各項計劃的產出，應具體列出並說明這些產出與其他計劃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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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項計劃之產出，應以污染減量數目…等政策目標項目來展示，並應

說明計劃目標達成度。 

4. 各計劃應檢討目標達成度，並依據達成度與重要性修正計劃經費。 

5. 可以新政府三年後的政策成果為核心目標進行資源配置。 

羅委員金翔 

1. 依照”精進空品改善對策”與本基金相關計畫宜有對應工作分項(管

理或管制作為)。例如： 

(1) “雙十公車”與相關補助(貼)計畫之關聯。 

(2) “怠速管制”與「微型感測器相關計畫」是否建立關聯？ 

(3) “機車定檢率提升之 85%”與對應計劃之關聯。 

2. 對於「移動污染源排放減量策略規劃」屬新興計畫，關於”交通數據”

之有效取的可行性，宜斟酌。 

李委員澤民 

1. 109 年所提之 31 項計畫，是否均已含括「臺中市精進空氣品質 24 項

改善對策」，請檢討並列述改善對策對應的計畫為那一項，如尚有不

足，請做適當之調整或修正計畫內容，以為完整。 

2. 中火電廠之管制應以維護臺中市民健康為首要考量，可透由操作許可

證之核發以及制定地方自治條例來落實，請參考。 

3. 所擬 14 項移動污染源計畫原則同意編列，以利執行，但計畫書部分

請參酌下列意見修正或補強： 

(1) 持續性計畫除計畫書所列之項目與內容外，建議增加須持續辦理之

理由，如經費和去年相較增加許多，宜加以說明較為清楚，如城食

森林推動計畫由 2,926 千元增加至 5,000 千元等。 

(2) 各計畫之工作項目是否每年均需執行，請再參酌，如低污染車輛推

廣計畫之國內外資料蒐集近 2 年都有此工作項目等。另不同計畫之

工作項目有無重疊，請再檢視，如低污染車輛補助管理計畫和低污

染車輛推廣計畫均列有低污染車輛推廣宣導工作等。 

(3) 各計畫經費之編列是否合理，建議做一比較，建議扣除辦理大型活

動、硬體設備租賃、國外參訪等所需經費，再比較參與人力之成本，

請參考。 

(4) 各計畫執行之預期成果，除污染削減量外，如能有空氣品質達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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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更具意義，如 109 年臺中市 AQI 小於 100 之日數等。因此，建

議為改善臺中市空氣品質，推估其所需污染減量，再分配至各計畫

執行，經由整體計畫之有效推動，檢視空氣品質是否達成，請參考。 

盧委員昭暉 

1. 各區公所設置充電站已有初步成效，值得肯定，但設置完成後如何充

分利用才是重點，尤其是電動汽車充電站不會淪為汽油汽車停車場。 

2. 電動公車推動要把電池汰換補助合併討論，擬定未來電動公車發展目

標及數量。另外，汰換下來的電池如何再生利用也要開始考量。 

3. 智慧停車管理系統非常重要，值得推動，可以減少無效里程，最好能

做到預約停車位，有停車位才開出門。 

4. iBike 也可以開發智慧管理系統，可以隨時知道哪裡有車，哪裡可以

還車。 

5. 審計新村可以推動假日封街，在美村路與英才路兩端都有足夠的停車

空間。 

望委員熙榮 

1. 機車稽查停車怠速計畫：宣導品 1000 份數量如何決定，成效如何評

估，中市機車數量 123 萬，1000 份比例如何可以以落實成效？ 

2. 定檢站查核計畫：查核 201 站次，對象如何篩選？例行性執行方式之

效益如何評估？ 

3. 移污排放減量策略規劃計畫：目標與其他委辦事項重疊，不建議執

行。 

4. 淘汰老舊機車購車補助：觀摩活動很奇怪，執行方式參與人數如何決

定？ 

張委員立德 

1. 各計畫表列摘要格式似不一致，建議統一(如計畫 7、10 等) 

2. 淘汰老舊機車及新購低污染車輛的兩項計畫其預期成果量比目標建

議有一致性。 

3. 電動公車老舊電池汰換的數量是否得宜？未來宜針對電池逐年老化

思考對策。 

4. 整體改善對策在後續建議加強與各子計畫的連結，並須強化與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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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局處的平行互動。 

5. P.71，計畫期程與其他各計畫期程並不相同，請確認。 

鄭委員文伯 

1. 各計畫數據合理性請再做檢核，例如部分計畫預期目標不變，但預算

差異極大。 

2. 請說老舊車輛(大型柴油車)汰換是否有瓶頸？ 如何規劃精進作為的

達成。 

3. 移動污染源排放減量策略規劃建議有趨勢分析，作為決策參考依據。 

七、 會議結論： 

1. 各計畫請針對 

(1) 計畫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合理性。 

(2) 系統分析(目標管理及 KPI 指標)。 

(3) 預算及工作內容與精進作為相關性。 

(4) 法規層面。 

(5) 民眾認知與參與。 

(6) 文字及數據正確性。 

(7) 中長程規劃及財務合理性分析。 

(8) 新管制思維的建立，作到全民參與各單位分工整合。 

(9) 監測數據整合，作適當檢討。 

2. 臺中市精進空氣品質改善對策，請各計畫檢討執行內容是否有對應 2

大原則及 3 大圭臬。 

3. 空污法修正後因應對策之整理。 

八、 散會：上午 12 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