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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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第 1 場次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9 年 2 月 5 日(星期三) 下午 2 時 

二、 地點：本局 2 樓中山廳(臺中市西區民權路 99 號) 

三、 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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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報告：108 年空品改善執行成果 

鄭委員曼婷 

1. 空氣品質管制措施已明確有 24 項改善對策，針對汰換較高污染鍋

爐，改用較低污染性氣體燃料，已有改善成果，宜持續透過稽查

檢測，加速汰換績效。 

2. 空氣品質的分析，宜納入疫情期間，民眾活動改變對空氣品質的

影響，作為未來執行改善措施的參考。 

3. 智慧低碳交通系統擬建置智慧停車雲端系統，建議加強宣導，讓

民眾有感。臺中市已有 182 輛電動公車，宜推廣其使用並評估對

空品改善的效果。 

盧委員重興 

1. 本市北屯區營建工程管制應落實管理辦法規定事項並縮短業者改

善期程。 

2. 建議本府管理固定污染源如生命禮儀處火化爐也採用 BACT 污染

防制設備。 

3. 建議持續推動微型感測器監控各項污染源來源與進行污染改善成

效驗證。 

黃委員東池 

1. 肯定臺中市環保局一年來各項努力所呈現的空氣污染改善的卓越

成果。 

2. 以空氣污染物削減噸數為達成率計算基準雖然有依據，但反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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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現況改善數據似乎尚不明顯，才會有外面傳言”台中火

力電廠的降載都降那麼多了，空氣品質還是紫爆”的印象，是否

可以探討以空品現況為基準的新指標與影響因子。(例如 NOx 削

減達成率 200%，但實際對濃度改善率僅 3%) 

3. 移動污染源電動汽車、雙十公車及捷運綠線通車之空品改善影響

應有預先模擬與宣導。 

盧委員昭暉 

1. 空品不良緊急應變 115 次太多，失去緊急應變的意義，也增加工

作人員的負擔，建議提高門檻，減少次數，集中人力資源來處理。 

2. 緊急應變的作為有兩種，一種是平常沒有在執行的管制措施，一

種是平常即已在執行的措施，但強度大幅增加。 

3. 臺中市污染地圖是很有用的工具，可以做為緊急應變措施的依據，

應繼續完成。 

張委員時獻 

1. 針對提案討論事項宜初估其所需費用、人力及減量成果。 

2. 電動機車之推動，是否與補助經費應有關宜加以探討。 

3. 針對本市過去一年緊急應變成效，包括各單位管制情形與削減成

效與需改進項目提出更具體成果。 

席委員行正 

 以 108 年應變 115 次而言，接近全年 1/3 天數均進行應變作為，故由

維持空氣品質並兼顧減輕人力負擔而言，要更清楚的擬定出不同等

級預警時之工作內容與範圍。但現階段本市以較嚴格之標準執行應

變仍值得肯定。 

李委員澤民 

1. 空品改善執行成果除各項污染源管制削減量外，建議增加各項空

氣污染物濃度改善率，並為利了解其改善之趨勢，請整理近 3 年

空氣污染物年平均濃度趨勢圖。 

2. 建議擇幾個民眾較關注空污議題如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

紅色警示發生次數降低對策等，所採之改善措施與成果做較深入

說明，較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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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項空品改善工作除依空污法執行及配合環保署行動方案與政策

外，如有因應地方需求研擬計畫推動部分也請說明，以凸顯執行

成效。 

4. 臺中市空污改善現存問題與改善對策也建議提出討論，以利委員

了解並提供意見供執行參考。 

5. 請協調交通局將電動公車盡可能行駛於市區主要幹道。 

陳委員鶴文 

1. 技術諮詢會議應是以目的導向，建議提出減量目標(短中長期)、

方法及遭遇問題作探討，委員較容易針對遇到的問題來解決。 

2. 很多民眾位於本土區域性污染範圍的特性，臺中市目前都以全臺

中規劃作為，難以解決區域性污染。未來是否可對個別地區(如豐

原區、中科園區、台中港區等)制定對應污染特性改善作法。 

羅委員金翔 

1. 對應「武漢肺炎」疫情的發展，建議： 

(1) 室內空品宜強化「通風」管制(包括設備稽查及設計合理性)。 

(2) 因應經濟(含工業生產)動能快速下降(及可能的後續上昇)，空

污與用電、用油具有密切連動，宜有更精細(即時)收集與對應

作為。 

(3) 對於本市空污涵容能力的更詳細掌握。 

2. 針對固定源的管制，宜評估導入與空污排放、洩漏、溢散有關元

件的操作上線管制的可行性。 

3. 針對餐飲業油煙異味管制，建議將場所業主納入「責任」範疇，

因應餐飲業的業別特徵： 

(1) 高比率的場所租用(營業者通常是承租人)。 

(2) 高比率的替換(營業生命週期較小)。 

(3) 業者幾乎對於空污防制觀念較薄弱。 

鄭委員文伯 

1. 如何讓空品問題由下而上作公共議題討論空間或平台，擴大各方

面公民參與。 

2. 108 年各面向陳情狀況變化情況與政府作為之間是否有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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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作檢討。 

簡委員慧貞(基金委員) 

1. 所提 108 年度空品改善執行成果及創新作為多項皆顯示 108 年環

保同仁之努力及成效，非常值得肯定，特別是機車污染管理二行

程車淘汰率六都第一，唯一超過 20%，突破歷年瓶頸，實屬不易。

足以看到空品改善一步一步見到成效。 

2. 討論案之七項提案皆有預防措施及必要性，以空品嚴重惡化緊急

防制所提之前一天「自主減排為例」在AQI>100即提前啟動降載，

惟建議以多元協調自主作為而非強制執行。 

3. 特殊時期(防疫期間)活動型態對空品的影響，建議納入研析。 

主席結論：請依委員提供的建議事項進行檢討並修正評估未來做法。 

六、 綜合討論及計畫未來執行建議： 

提案一：未定檢機車「區間管制」 

席委員行正 

工作內容之必要性不明確，可先調查所有車牌辨識、攔查、攔檢之

約略數，以較容易之執行方式執行。 

盧委員昭暉 

贊成這項提案，這次的提案從空間來看，配套上需安置很多車辨系

統，人力物力搭配很重要；另外從時間分布來看，可以配合空品不良應

變，啟動時未定檢車輛皆不可上路，攔檢到即開罰，搭配完整宣導與通

知，主要目的是讓民眾建立定檢的觀念。 

簡委員慧貞(基金委員) 

參考交通規範只要是超速就屬違法，如果是以特定道路不能行駛是

否在法律上有困難，建議詢問法制單位，倘以空品不良日做執行區隔，

在法規上應該可以適法。 

鄭委員曼婷 

未定檢機車的數量仍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建議移動污染源稽查管制

應將未定檢機車數量的減少列為執行績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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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鶴文 

1. 警察局系統中已有車輛辨識系統，經過大數據分析勾稽，有多少

車流量是可以算的出來，建議可以參詢一下。 

2. 提案都很好，但是在空污費有限情況下，投入經費與人力是否可

以達到效益還是個未知，可以思考想達到的效益為何?該如何去管

考達到的效益。 

決議：暫緩執行，建議從較大的面向去考量是否為可行方向，例如：投

入人力物力消耗是否足以因應、定檢站以往無收集車主電話號碼，

是否改以即時的通知等相關配套執行。 

提案二：評估劃設臺中港為空氣品質維護區，限制高污染柴油車通行。 

張委員時獻 

建議透過甲方去要求(或溝通)所聘請的需為符合規範的一、二期或

以上的車輛會比較恰當。 

盧委員昭暉 

建議從需求端來要求，其中沒有定檢的比例是多少，管制後成效為

何？最有效是從港務公司通行證發放要求，除非是需設立空品維護區作

為法制的規範。 

鄭委員曼婷 

劃設臺中港為空氣品質維護區，名稱上是否合適宜再考量，因為臺

中港空品數據在臺中市轄區未必是最污染的地區。 

席委員行正 

建議執行。 

吳主任委員志超(基金委員) 

1. 移動污染源是未來臺中市需要努力的，尤其是港區柴油車部分，

未來如何提升管制力道及作法，希望委員多提供不同管制思維。 

2. 空品改善跨局處都非常的努力，有委員提到民政局高層不支持焚

化爐改善作業，可能是訊息的落差，將會再了解。 

3. 針對中火進行管制最主要原因，能夠讓其他業者接受管制減少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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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用煤量大減對空品改善絕對有實質效果。然相信民眾絕對還

是不滿意，所以市府還要再努力，感謝委員也請給予建議與支持，

讓市府能再改進精進。 

決議：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營建工程設置微型感測器，強化揚塵污染管制。 

盧委員重興 

非常支持這項提案，但由業者自己安裝，應該就是裝空氣盒子，這

將是很大的問題，因為這些檢測結果會公布到開放平台，然而這些未經

校正的數據，很容易被有心人士誇大解釋。因此希望可以安裝品質較好

的微型感測器，並且將取得的數據作後續分析應用。 

陳委員鶴文 

支持本項提案，有兩點建議： 

1. 建設時有標準的 SOP 程序讓營建工地的裝設有規章可以依循，減

少後續的驗證比對程序。 

2. 空氣盒子的數據只能看高低，達到決策目的應該沒有問題，但建

議透過規範場所範圍，增加微型氣象測站，以清楚展現當地風場，

方便確認污染來源掌握熱區。 

席委員行正 

建議執行。 

決議：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建置臺中市能見度資料庫。 

盧委員昭暉 

為何環保局要做能見度的預報作業，能見度之所以與環保局業務有

關，主要是民眾認為能見度與空氣品質有直接關係，建議把空氣品質改

好預報做好就好。 

 

盧委員重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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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這項提案，民眾看到霧茫茫就直覺空氣品質不好，可以架設相

對溼度、PM2.5偵測器及取樣器來分析資料，讓大家分辨空氣品質現況

究竟是霧或霾或多霧多霾等可分成 7 大類別，對民眾將是重要幫助。 

陳委員鶴文 

與民眾接觸後，瞭解到能見度是相當重要的指標。可以告訴民眾能

見度的狀況究竟是水氣或霾，這是一件好事。技術層面在資料庫建立時

的生產計畫，與未來如何應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是為了

未來的管制作為，如何去搭配使用，現有提案內容過於抽象模糊，無法

理解資料庫的數據如何去生產，資料庫之間如何去連結，建議再思考長

遠一點。 

席委員行正 

建議執行。 

張委員時獻 

有關能見度改善，目前已有相關計畫或研究加以探討，宜彙整其成

果，提出具體實施方案。 

決議：依委員意見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篩選本市室內空品列管公告場所裝設自動監測儀器，並連線至

本局管控。 

席委員行正 

建議執行。 

張委員時獻 

室內空品裝設自動監測儀器及上傳，其相關法令及設置費用宜由政

府或業者負擔。 

羅委員金翔 

室內空品列管公告場所裝設自動監測儀器，建議強化通風要項，特

殊場所宜 800ppm 管控點。 

決議：行政作業性質的提案，沒有急迫需要，建議後續再作深度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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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強化稽查手法及採購蒐證儀器，並持續同仁的教育訓練。 

席委員行正 

建議執行。 

決議：行政作業性質的提案，沒有急迫需要，建議後續再作深度的討論。 

提案七：加強鑄造業、瀝青拌合業、印刷及表面塗裝程序污染管制。 

張委員時獻 

加強鑄造業、瀝青拌合業、印刷及表面塗裝亦可設置微型感應器加

以初篩。 

席委員行正 

建議於其他會議再討論，執行內容與方法均應再細部討論，目前所

提辦法過於粗略。 

決議：行政作業性質的提案，沒有急迫需要，建議後續再作深度的討論。 

七、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