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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07 年度空氣污染防制基金管理委員會 

技術諮詢小組委員會議 第 1 場次 

會議記錄 

一、 時間：107 年 5 月 8 日(星期二) 上午 9 點 30 分整 

二、 地點：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2 樓中正廳 

三、 主席：鄭召集人文伯                           記錄：張詠雅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單 

五、 專案計畫說明：(略) 

108 年臺中市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空污費管制計畫 

108 年臺中巿固定源許可審查便民計畫 

108 年臺中市固定污染源查核管制計畫 

108 年臺中市重點空氣污染源對能見度空氣品質之影響評估計畫 

108 年臺中巿固定污染源稽巡查暨環保陳情案件查處計畫 

108 年臺中市細懸浮微粒(PM2.5)成分分析及空品預報計畫 

108 年臺中市文山垃圾焚化廠周圍環境監測及風險評估計畫 

108 年臺中市環境品質監測站操作維護計畫 

108 年臺中市移動式空氣品質監測車操作維護計畫 

108 年臺中市營建工程及道路洗掃查核計畫 

108 年購置掃街車執行道路揚塵清除工作計畫 

108 年臺中市逸散源及室內空品管制計畫 

108 年臺中市空氣品質維護綜合管理計畫 

六、 意見交換： 

鄭委員曼婷 

1. 固定污染源管制措施包括 2 噸以下鍋爐全面加嚴納管，並落實前 50

大污染源採行 BACT，源頭減量措施與法規配合，效果更有效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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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肯定。在鍋爐汰換方面，宜加強其他局處的合作，如經發局有何相

關的配合措施。 

2. PM2.5的來源柴油車佔 17%，柴油車排放的減量措施宜加強，目前淘

汰老舊柴油車或加裝濾煙器的效果宜再加強。 

3. 107 年有兩個計畫皆進行 PM2.5的成分分析，能見度的計畫有一半經

費進行受體模式分析和 PM2.5成分分析，能見度的部分比例應加強，

建議有連續性能見度數據才能了解能見度不佳的原因。107 年內在臺

中市境內 PM2.5的檢測應有完整規劃，避免重複不必要的採樣分析。 

4. 固定源許可審查便民計畫為新增加的計畫，建立的審查系統內容宜有

更完整規劃，審查系統的功能應詳細說明以利落實執行。 

吳委員義林 

1. SO2之 15%移動源排放比例應該主要是船舶排放，故請區分以釐清排

放源結構。 

2. 請增加因應空污法修法之相關管制作業，例如 HAPs 之監測與管制作

業。 

3. 由 OT=NO2+O3之變化由 105 年之 42.9ppb 增加為 106 年之 44.4ppb，

故臭氧濃度之增加主要是因為光化學反應作用加強所致，而非是 NO

滴定效應。 

4. 在營建工程管制與洗掃街作業等粒狀物逸散源減量推算中應依 TEDS

之計算方法推估每年之淨排放量，以迴歸 TEDS 之一致化排放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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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5. 新興計畫”能見度之影響評估計畫”建議增加粒徑分佈、吸光與散光之

量測並納入行為科學之相關分析。 

6. 對於延續性計畫，請期末中提出三項精進或應改進之工作項目與措

施。 

盧委員昭暉 

1. 不同計畫都在執行 PM2.5採樣與分析，內容不要重複，應互相協調配

合。 

2. 施工機具加裝濾煙器可以再加強管制力道。 

3. 道路髒污舉報可以鼓勵民眾檢舉。 

4. 淘汰老舊掃街車是否可以提升清掃品質與效率？或是加裝濾煙器更

快速省錢？ 

5. 目前有多種監測方式，包括固定、移動及微型感測，應有單位負責數

據分析整合。 

6. 污染預報計畫是否有規劃？ 

李委員崇德 

1. 臺中市 108 年度與空氣品質相關計畫有 26 個，總經費也相當龐大，

從整體面向來看，有效管理及成果應用非常重要。這包括了： 

(1) 各計畫的督導及成效呈現。 

(2) 計畫成果與空氣污染防制計畫書 KPI 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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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獲得數據的詮釋，對於第(3)項希望能加強，特別是總和性的評估

對空氣品質的改善效益。 

2. 在 108 年規劃固定污染計畫 7 案，移動污染源 8 案，逸散污染源計畫

6 案，各相關計畫工作項目有雷同地方，彼此間應有密切的溝通與協

調。 

3. 針對PM2.5化學成分有不同計畫在執行，建議協調採樣的時間與地點，

並分析數據顯現的意義及對污染源管制策略的引導。 

4. 固定污染源便民計畫要建置許可審查系統，這個系統呈現的”便民”處

應充份地與公私場所相關人員溝通，例如：審查進度的提供。 

5. 有些項目量測需再細分，有些經費編列太多，如：寺廟民俗活動 PM2.5

量測以手持儀器進行，租賃費用過高，室內 CO2巡檢 300 處，編列

225 萬元過高。 

6. 遙控飛機空拍營建工地，建議特別針對大面積的開挖出土階段執行。 

林委員啟文 

1. 108 年各污染物目標削減量，宜分配至各子計畫，並訂定各階段之量

化評估損害及削減量成本，目標削減量可依計畫屬性適度調高，例 106

年之逸散源各污染物之實際減量平均高於目標量 5 倍(最高約 8 倍)，

但 107 年之目標仍未修正。 

2. PM10近年雖有下降趨勢，但依六都評比裡仍偏高，市區之營建污染或

裸露地污染或較易於管理，但山、海、屯區之營建污染特性為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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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因地制宜依山、海、屯及市區訂定不同之管制策略？ 

3. 鍋爐全面加嚴納管於 107 年已有顯著成效(約 30%鍋爐已改用天然氣)，

對於天然氣管線不易到達之工廠能否以「轄區、群落」為原則加以輔

導並共同申請，以降低使用天然氣及管線之成本。 

4. 環境品質監測成果宜適時回應到各子計畫，以利污染源管制與改善？

建議於計畫中訂定此一回饋機制。 

5. 固定式或移動式之監測站(車)之設置地點、季節，是否依監測成果逐

年檢討及調整？ 

涂委員建翊 

1. P1《108 臺中市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空污費管制計畫》，P8：人事費用標

編列有誤(數量、單價、預算數)。 

2. P11《108 年臺中市固定污染源許可審查便民計畫》，目標是要建置電

子化系統，是否有設備採用的需求？ 

3. P15《108 年臺中市固定污染源查核管制計畫》 

(1) P15：計畫目標一與目標二的內容幾乎一樣。 

(2) P18 固定污染源空污管制法規符合度查核至少 650 家次，依對象

共有五大類，如何挑選查核對象？是否有比例分配的問題？ 

(3) P23：計畫經理經費編列有誤。 

4. P26《108 年臺中市重點空氣污染源對能見度空氣品質之影響評估計畫》 

(1) P26：本計畫的執行有其必要性，重點應該要放在低能見度與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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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間的關係探討上，特別是釐清造成低能見度的原因是霧還

是霾。 

(2) P26：有關細懸浮微粒濃度與組成分析，與另外一個計畫執行的工

作、分析項目重疊(臺中市細懸浮微粒成分分析及空品預報計畫)，

這部分是否該重新釐清由誰負責？ 

(3) P27：本計畫的執行應該建立過去所觀測之能見度長期變化趨勢，

同時利用新技術，進行長期的能見度觀測，作為後續探討能見度

與污染物間關係之基礎資料。而於重點區域架設儀器進行人工及

自動觀測作業僅 42 次，是否足夠？怎麼選？是否考慮利用高解析

攝，進行全天候的連續紀錄，並進行影像分析判讀，作為探討能

見度長期變化的依據及與空氣品質相關性之探討。 

(4) 增加大氣穩定度的計算。 

(5) 能見度的判定方式應有標準。 

5. P45《108 年臺中市細懸浮微粒成分分析及空品預報計畫》 

(1) 針對空品預報的準確性，是否該入考核項目之一？ 

(2) 預報發布以超商和速食店為主，是否有考慮其他方式？ 

(3) 空品預報應考量大氣穩定度。 

鄭委員尊仁 

1. 簡報內容有整體說明，包括環境負荷、來源結構對後續計畫了解有幫

忙，建議之後會議前，除了各別計畫書，應提供上述資料。此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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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整體短、長期策略，呼應計畫書。 

2. 計畫格式應力求一致，文字有許多不順暢或不清楚之處，請改善。 

3. PM2.5成分分析及空品預報計畫，PM2.5的成分係例行計畫，除了此計

畫，還有其他計畫也有編列，請注意是否重疊或提升各計畫之間互相

補充價值。空品預報與 EPA 比較，是否有提升？ 

4. 文山焚化爐計畫，如果要進行健檢，宜進行一般血液尿液及生化檢查，

尿液指甲重金屬檢查及腎功能指標等，宜事先清除非特異性。 

5. P60 頁兩個看板，並非全面，原因為何？ 

6. 建議增加民眾對空氣污染管制的感知，供政策參考。 

7. 建議綜合各年計畫成果增加整體空污政策研究計畫，提供未來計畫參

考。 

簡委員慧貞 

1. 「臺中市固定污染源許可及空污費管制計畫」與「臺中市固定源許可

審查便民計畫」，兩者在「許可審查」工作上應該是重疊。 

2. 「臺中市固定污染源查核管制計畫」與「臺中市固定污染源稽巡查暨

環保陳情案件查處計畫」，兩者多項工作性質重疊，建議整併或者重

新檢視。 

3. 臺中市重點空氣污染源對能見度空氣品質之影響評估。本項計畫以某

些重點空氣污染源就探討能見度，在執行上非常困難，且欠缺學理依

據。另外，本計畫規劃以 CMB 受體模式評估不同類型污染源對該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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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之能見度，亦未見於過往學術文獻，建議再酌。此外，能見度有時

候是短時間現象，而現規劃懸浮微粒成分分析卻是採用 24小時採樣，

請說明如何將兩者結合。 

4. 臺中市細懸浮微粒成分分析與空品預報計畫，這計畫中進行細懸浮微

粒成分分析與前述能見度計畫重複，建議再檢視。 

蔡委員智豪(基金委員) 

1. 以年均值 2.5 微克為目標，請針對 16 項空污源，提出各項計畫歷年投

入的經費與減量貢獻度，進行效益分析。 

2. 能見度分析，往東建議以台中都會公園作觀測點；往西建議以弘光科

大作觀測點。 

3. 逸散源建議將「大肚山的火燒與污染分析」納入。 

4. 建議於 108 年的計畫中明確表示減量具體措施項目，分配到各計畫執

行並建立目標期程，以達到國家空氣品質 15 微克標準。 

鄭委員文伯 

1. 各計畫針對未來環境預測建議作可量化指標之追蹤，例如排放量指標

等。 

2. 去年度計畫成果如有建議事項，請追蹤是否可行並具體說明於工作事

項中。 

3. 固定源許可及空污費管制計畫如何落實製程改善之內容。 

4. 監測車或移動式監測站之監測項目建議與固污計畫討論檢討，以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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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需求。 

5. 固污計畫建議請先提出需求給便民計畫。 

6. 固污管制計畫除購置 NOx、SOx 直讀儀外，建議需確認流速或流量合

理性篩選。 

7. 能見度計畫內容是否可結合 PM2.5濃度分析並提出相關之宣導。 

8. O3影響性除 NMHC、NOx 之檢討外亦應說明氣溫之影響性(106 年台

北八月均溫及全台均溫均破記錄)。 

9. 建議各計畫執行內容能有更多元角度的思考(例如民眾、事業主、行政

機關、學者等)。 

七、 會議結論： 

1. 由空噪科調整計畫經費與內容。 

2. 於期中時將各計畫作統整報告，以提供技術諮詢小組瞭解進度執行狀

況。 

3. 各計畫執行目標與基本是正確的，但執行的內容與方向以委員的意見

進行修正，如能見度計畫。 

4. 計畫執行的方式應再多元的角度思考，如：從民眾、業主、行政機關、

學者的角度考慮。 

5. 各計畫橫向聯結，由 SIP 提出策略的目標、分工的架構，再由各計畫

提出執行的方式、期程與訂定查核的時間點。 

八、散會：上午 12 時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