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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空氣污染管制                   

一、 需要先知道！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空氣污染列為主要環境致癌物，引發肺癌風險更

勝二手菸。最危險的，是細懸浮微粒 PM2.5，其容易隨著人體呼吸而被吸入

人體氣管，甚至可穿透肺泡，並直接進入人體血管中隨著血液循環全身。 
 

 2013 年，WHO 蒐集全球近 600 個城市的細懸浮微粒 PM2.5濃度（不含中

國），相比之下，嘉義、高雄和金門都高到可列入前 10 名內，居第 7、9、
10 名。而與 OECD36 個國家相較，台灣懸浮微粒 PM10濃度更高居第 2 糟。 

 
 PM2.5單位為微克/立方公尺（μg/m3），是空氣中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米的

顆粒物，僅頭髮 28 分之 1。其能輕易夾帶戴奧辛、重金屬等有害物質。臺

灣主要來自工業污染（硫氧化物、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等）、汽機車廢

氣、沙塵暴。 
 

 WHO 訂定之 PM2.5標準為日均值 25μg/m3、年均值 10μg/m3。環保署的

規範為日均值 35μg/m3、年均值為 15μg/m3，預計在 2020 年達成。 
 

 污染沒有行政區域劃分，臺灣夏天吹西南風，中南部迎風面，而石化廠、發

電廠、煉鋼廠等重工業，同時密集分布於此（六輕為 PM2.5工廠排放量第一

名），另，工業污染也有跨境傳輸問題，約 38%來自東北季風盛行時，鄰近

國家的污染物。 
 

 總量管理應搭配產業政策，建議燃煤電廠、改燒天然氣案例：通霄電廠從

2000 到 2002 年改燒天然氣後，排放的硫氧化物從 1997 年 2 萬公噸，減到

2007 年 44 公噸，減少了將近 100%。（目前電力結構：石油、煤炭占 8 成，

天然氣只占 8%，天然氣成本比燃煤高，會增加發電成本，台電尚未同意加

嚴排放標準。） 
 

 1996 年起，在全國 76 個空氣品質監測站加裝 PM2.5自動監測設施，希望了

解台灣 PM2.5汙染情形。2011 年 4 月起，在 76 個測站中的 8 個，以手動法

監測，手動比自動少三成（手動監測法 3 天採樣 1 次，自動監測法則每小

時都有監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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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彰化、南投、雲林，PM2.5 平均值趨勢分析： 

 
 

 空氣污染管制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1975 《空氣汙染防制法》 

1. 管制懸浮微粒 PM10、臭氧、氮氧化物、硫氧化物、一氧化碳等 5 個

汙染物，同時以「空氣汙染指標 PSI」呈現空氣品質。 
2. 第 8 條，汙染量大地區可公告實施總量管制，在管制區推動強制改

善措施。 
3. 第 12 條，進行排放量「總量管制」，須「會同經濟部」。 

2011 《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 
2012 《空氣品質標準修正草案》 

1. 將 PM2.5納入「空氣汙染防制法規」，現行空氣品質標準包括：總懸

浮微粒、PM10、二氧化硫、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鉛等，加

計 PM2.5後總計有 8 項。 
2. 目標是 2014 年達年平均值 20μg/m3，2020 年達到 15μg/m3，24

小時平均值 35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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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一、空氣污染管制（空氣品質保護、噪音管制處）

【 重點掌握 】
有效降低、整合評估、資訊公開

【 議題方向 】
• 如何有效設立空氣污染監測及警示系統，並實質建立評

估、改善機制？

• 如何推動跨部會、跨局處、公私協力之共同決策與行動？

• 如何將歷年固定、移動及逸散污染之排放量資訊透明化，
並持續性透過年報，進行解讀與分析？

 

三、 各地空污訴求！（中南部為主） 
 發起團體：雲林公民行動聯盟（斗六） 

 
1. 即時提供空氣品質資訊，並全面公開上網公開。 
2. 要求應該廣設空品監測站。 
3. 參考歐美先進國家作法，全面檢討目前學校空污旗實施方式。 
4. 政府需與污染來源企業簽訂『環保協議』，並於空氣品質不佳期間暫停部份

機組運作。 
5. 設置雲嘉南空品總量管制區，並於年底前提出降低汙染總量之具體作法。 
6. 對斗六市居民實施全面性之健康檢查與風險評估。 

 
 

 發起團體：立委張嘉郡（虎尾） 
 
1. 中央政府應儘速對雲林縣府禁燒石油焦與生煤自治條例准予備查。 
2. 在雲林普遍增設（包括虎尾）空品測站（含一般測站與交通測站），以保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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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地區人民健康。 
3. 教育部應與專家及民間團體合作，全面檢討目前學校空污旗實施方式。應參

考歐盟，美國等較先進之作法，設定我國空污警示指標，以維學童與敏感族

群健康。 
4. 由縣府與影響雲嘉南主要之固定污染來源企業簽訂「環保協議」，於空污事

件日，及空氣品質不利之期間（每年 10 月～翌年 4 月）暫停製造空污來源

主要之能源機組運作。 
5. 2015 年底前公告雲嘉南空品區總量管制計畫，並提出刪減汙染總量之具體

方法與期程。 
6. 由衛生福利部國民健康署結合地區醫療院所，針對包括雲林山線，平原，海

線等空污高影響地區居民，實施全面性之健康檢查與風險評估。 
 
 

 發起團體：南投埔里自救會（埔里） 
 
1. 要求縣政府成立空污防治委員會積極協助南投空污減量。 
 （已達成！說明：縣府成立空污減量工作小組，召集人縣長林明溱、副招集

 人秘書長方信雄） 
2. 要求縣府與縣籍立委督促台中火力發電廠改燒天然氣、麥寮六輕禁止燒石油

焦與生煤。 
3. 埔里鎮公所立即成立鎮內空污防治推動委員會。 
 （已達成！說明：召集人鎮長周義雄、副招集人主秘） 
4. 行動目標︰ 
(1) 交通面 
 低碳交通工具使用率最高的城鎮。 
 推廣友善路權，增加自行車道建置率。 

(2) 生活面 
 公園綠地逐年增加。 
 倡導減量焚燒金紙。 
 特別加強察查緝夜間焚燒廢五金、垃圾等污染情事。 

(3) 產業面 
 發展埔里低碳綠色旅遊。 
 農業廢棄物回收再利用逐年增加。 

 
 

 發起團體：雲林縣淺海養殖協會（麥寮） 
 
1. 針對六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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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求六輕，立刻停止所有擴廠申請，並提出污染減量方法。 
(2) 要求六輕，六月底前拿出禁燒石油焦與煤的時程表。 
2. 針對中央與地方政府： 
(1) 在六輕空污未具體減量之前，不再通過任何擴廠案。 
(2) 儘速備查《雲林縣工商場所禁燒生煤與石油焦自治條例》，並儘速規劃全國

限煤、減煤到禁煤時程表。 
(3) 六輕空污減量時程，以六輕 2015年 1月 1日實際空污排放量為基礎，於 2018
年 1 月 1 日內污染減半。 
(4) 燃煤發電廠未能如期改善，立即停發所有空污排放許可證照。 
3. 呼籲總統候選人：儘速公開承認雲林縣及地方縣市所通過的《雲林縣工商場

所禁燒生煤與石油焦自治條例》，並承諾就任一年內，全台灣禁燒石油焦等。

能源效率低於 43%之燃煤電廠，在 2020 年前汰舊換新，全面改為燃氣。其

中保留高效率(>44%)之低硫量燃煤廠，作為天然氣源不穩時之備用基戴。 
 
 

 發起團體：彰化縣環境保護聯盟、要健康婆婆媽媽團（彰化） 
 
1. 兩大具體訴求－台化關廠、禁燒煤。 
2. 邀請簽署承諾書－ 
(1) 立法禁燒煤與石油焦、 
(2) 縣市政府及二十六鄉鎮成立空污防治委員會、 
(3) 二十六鄉鎮設立空氣品質監測站、 
(4) 彰化縣健康空氣目標 2020 年 PM 2.5 達標 15 微克。 
3. 活動的發起團體將督促實現四大訴求外，也將成立台化關廠促進會。 
 
 

 發起團體：嘉義市社區醫療發展協會（嘉義） 
 
1. 嘉義要好空氣：聲援雲林禁燒生煤、石油焦自治條例。 
2. 嘉義要乾淨空氣：發展綠能、綠色運輸、自行車道。 
3. 乾淨空氣人人有責：不放鞭炮、不燒紙錢、不燒稻草。 
 
 

 發起團體：要健康婆婆媽媽團（高雄） 
 
1. 要求調查「旗山斷層」仁武-林園段。 
2. 要求遷走鄰近斷層帶之「油槽、油管及石化管」。 
3. 反對高污染及嚴重影響鄰近居民健康之「南星遊艇專區」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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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對「國道七號」興建。 
5. 反對「台燿」設廠。 
6. 要求中鋼煤灰、礦砂不可露天堆放。 
7. 反對「南星自由港二期」開發。 
8. 反對台灣港務公司填海造陸擴張煉油石化業。 
9. 推動南星海岸公園。 
 
 

 發起團體：台南市空汙防護自救會（台南） 
 
1. 全面實施高標準的美國 AQI 標準空污警示旗。 
2. 制定學校師生員進入室內避空污後的配套措施。 
3. 成立跨局處並結合民團的空污防制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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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廢棄物管制                
一、 需要先知道！ 

 荒野保護協會 2014 年 18 場淨灘行動，參與約 6,000 名志工，撿拾約 7,931
公斤的海廢垃圾，淨灘長度達 16 公里。垃圾排名依序為 25,450 件塑膠碎

片、22,122 件保麗龍碎片、8,524 件紙袋塑膠袋，其中碎片垃圾在各地沙灘

皆穩坐冠亞軍位置。 

 
 

 臺灣人用「塑」成癮，全臺一年用掉 180 億個，平均每人年使用 782 個，

等於每天使用 2.7 個，但對比照歐盟每年每人平均 198 個，多了 3.9 倍。 
 

 全臺距離海岸 1 公里、河岸 500 公尺以內的公有掩埋場有 102 處，以基隆

八斗子海科館旁潮境公園原址的垃圾場為例，在風吹雨打下與海浪沖擊下，

當垃圾裸露在外，颱風就可能捲入海裡。 
 

 《九十九至一○一年度一般廢棄物最終處置前組成採樣及分析工作委託專案

計畫》報告顯示，2003 年至 2012 年間，每人每日平均把 137 克（約一碗

白飯重量）的廚餘送進焚化爐或掩埋場，其中超過 8 成是生廚餘。廚餘含水

量達 7 至 8 成，焚化廠須使用更多燃料焚燒，環保署則研究將垃圾作生質

能源發電、生質酒精的可能性，而棄置後的處理方式，皆會涉及大量的環境

與人力成本。 
 

 臺灣每年有 380 萬～700 萬立方公尺無法回收的不適燃廢棄物及營建剩餘

物須填埋，但營運中掩埋場的剩餘容積逐年下滑，至 2016 年將無剩餘容積。

環保署將「填海造島」列為事業廢棄物清理政策中的一項，目前規劃：廢玻

璃、陶瓷、磚瓦、黏土等混合物、石材汙泥、耐火材、金屬冶鍊爐碴、爐石

或礦碴混合物、營建剩餘土方、水庫清淤泥、商港濬渫淤泥等，都能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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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廢棄物管制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2006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 
2006 《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 
2003 《禁止輸入之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種類》 
1993 《事業廢棄物輸入輸出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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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二、廢棄物管制（廢棄物管理處、環境督察總隊）

【 重點掌握 】
源頭管制、廢棄物再利用、限塑政策

【 議題方向 】
• 如何推動毒物/環境賀爾蒙等源頭管制禁用？

• PLA疑慮多，如何防止混入一般塑膠導致回收失敗？

• 如何推廣將廢棄物資源化、能源化？

• 如何制定家庭用品減少塑膠的使用限制？

 

 

三、 相關訴求及資料！ 
 主婦聯盟臺中分會 

1. 從源頭減量，減少環境負荷。 
2. 塑膠危害重大，限塑政策應加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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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環評機制                 
一、 需要先知道！ 

 環境影響評估法立法精神是「為預防及減輕開發行為對環境造成不良影響，

藉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依照開發規模，分別在環保署，或各地方縣市

環保局進行環評審查，由專家學者組成「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負責進

行，在第一階段環評，篩選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的案件，以進入過程較詳

實嚴謹的第二階段環評。 
 

 環境評估重點原則，需考量區域與環境之承載力，而任何的環境審查，皆應

有資訊公開、公民參與之友善機制。 
 

 審計部 99 年度決算報告，台灣逾 2 成的科學園區土地皆未使用，其中銅鑼

園區閒置率高達 83.97%，而高雄園區與中科二期也分別有 47.48％與 47.43
％的閒置率。 

 
 中部環評爭議開發案例：「中科台積電 18 吋晶圓廠擴建案」（原臺中大肚山

彈藥分庫）、「臺中雪谷線纜車計畫」、「臺中新大線纜車計畫」、「清水產業園

區」、「苗栗三義聯外道路案」、「苗栗後龍福祿壽殯葬園區」、「六輕建海淡

廠」、「彰化縣大城產業園區」、「彰化二林縣道 143 線 7K～12K+500 段拓寬

工程」、「南投集集攔河堰」、等。 
 

 環評機制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1994 《環境影響評估法》 
1997 《開發行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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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三、環評機制（綜合計畫處）

【 重點掌握 】
資訊公開、實際對話

【 議題方向 】
• 如何針對不同的利害關係人，進行更客觀妥善的評估，並

有更友善地方的對話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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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        
一、 需要先知道！ 

 土壤本身具自淨能力，能降低汙染物在自然圈循環的危害，但當汙染物流入

土壤的量遠遠超過其自淨速率時，會導致土壤自淨能力失調、品質改變等，

稱為「土壤汙染」。臺灣土壤汙染原因以廢水排放流入最多，次要為固體廢

棄物保存棄置不當。 
 

 環保署列管各縣市汙染農地面積有 400 公頃，其中彰化縣即占了 6 成、約

230 公頃，也是唯一農地受到鎘、鉻、銅、鉛、鋅、汞、鎳、砷等 8 種重金

屬過量汙染的縣市。 
 

 集中在彰化市北側及和美鎮的電鍍工廠，引自烏溪水源的東西二、三圳，其

為鐵山支線和嘉犁支線的灌區。2013 年，發現污染範圍，涵蓋五個里，398
筆農地中，223 筆受到污染，面積總共 44 公頃。土壤中的銅、鉻、鎳和鋅

等重金屬，超過土壤管制標準，其中甚至有 6 筆受到鎘污染，平均污染濃度

超過管制標準的 2 倍多。 
 

 大臺中自來水普及率大甲 84%、外埔 75%、大安 17%、清水 73%，清泉崗

位大肚山脈，預估海線至少有 8 萬以上市民為非自來水供水人口。海線地區

從外埔到龍井很多民眾仍使用地下水，許多農地也是抽地下水灌溉。 
 

 臺中海線地區非法傾倒廢棄土案件大多發生在清水區主要灌溉的五福圳週

邊與農地上，五福圳是由清水區客庄引進大甲溪水，是清水、沙鹿區最重要

的農田灌溉渠道。 
1、 2011 年～2013 年，五福圳、鰲峰山、國道四號旁、梧棲草湳里，多起傾倒

廢棄土事件； 
2、 2012 年，臺中 11 件傾倒廢棄土案，有 9 件發生在海線，多發生在清水區

主要灌溉的五福圳周邊與農地上；  
3、 2015 年 7 月，也發生清水高美圳、楊厝靠近國道四號旁遭傾倒事業廢棄物。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2000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2001 《地下水污染監測標準》 
2011 《土壤污染管制標準》 
2013 《農業灌溉水質保護方案》（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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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四、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管制

【 重點掌握 】
監督機制、糧食安全

【 議題方向 】
• 如何加強、監督中部工業區偷排有毒物質及廢水管制？

• 如何獲知、檢驗農地污染面積，並預防農產品流入市面？

（環境衛生及毒物管理處、水質保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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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五、永續發展                 

一、 需要先知道！ 
 2010 年 2 月，修正《行政院組織法》環保署未來將升格為「環境資源部」。

未來，環保署將整併原經濟部礦業司、水利署、礦務局及中央地質調查所、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及林務局、內政部營建署及交通部中央氣象局

等升格而成環境資源部。原屬經濟部的台灣自來水公司也將改隸該部。屆時

環境資源部主管範圍包括氣候、水資源及水土保持、礦產資源、森林及林業、

國家公園等攸關國土環境的事務。 
 

 環保團體已提出《環境資源部組織法草案》民間版草案開放下載，詳如附件。 
 

 《大肚山南勢溪上游生態資源初探，與永續發展芻議》為大肚山永續發展工

作室負責人吳金樹老師所撰，以守護生態環境角度，追求永續發展的省思。

可參考附件。 
 

 永續發展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2012 《行政院組織再造法》 

研考會、經建會將合併為國家發展委員會，新設環境資源部與農業部等

單位。 
2000 《環境資源部組織法》 

第三條第十二款規定行政院設環境資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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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五、永續發展（綜合計畫處）

【 重點掌握 】
整合機制、環境承受力

【 議題方向 】
• 環境資源部的成立與權責？

• 如何評估各個環境承載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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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六、水污染管制                

一、 需要先知道！ 
 中部地區地形主要分為東側丘陵及山地區、中間盆地平原區及西側海岸區。

區域內從北到南有中港溪、後龍溪、大安溪、大甲溪、烏溪、濁水溪、北港

溪等 7 條中央管河川，依流域水資源運用特性，可區分為「中港溪及後龍溪

流域」、「大安溪及大甲溪流域」、「烏溪流域」及「濁水溪流域」等 4 大流域

分區。 
 

 北港溪為中央管河川（環保署列水質污染最為嚴重的河川），是雲林、嘉義

二縣界河，主要污染源包括 3 大部分，最主要為生活廢水，佔 58.7%，畜牧

廢水佔 38.4%，事業廢水佔 2.9%。 
 

 彰化縣因灌排未分離及業者的違法行徑，導致含有害重金屬的廢水，被農民

引灌至農地中，使農田遭受污染不斷發生。 
 

 水污染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1947 《水污染防治法》 
2006 《水污染防治費收費辦法》 

2015 年起，第 1 年的徵收對象為畜牧業以外之事業及工業區專用污水下

水道系統，約有 5000 家廠商都在徵收之列，而徵收項目則包括化學需

氧量、懸浮固體、鉛、鎳、銅、總汞、鎘、總鉻、砷、氰化物等物質。 
 
 
 
 
 
 
 
 
 
 
 
 
 
 



- 17 - 

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六、水污染管制（水質保護處）

【 重點掌握 】
污水流向

【 議題方向 】
• 如何監督中部工業區的污水排放與廢水去向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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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七、低碳、能源、溫室氣體        
一、 需要先知道！ 

 2014 年，聯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廿次締約國大會公布全球 58 國「氣候

變遷表現指標」評估結果，臺灣排名第 54，退到倒數第 8（前 3 名從缺，

自第 4 名排起），其中，「國家氣候變遷政策」項目表現最差。 
 

 燃煤火力發電提供全球 40%電力，臺中火力發電廠為全球最大、排碳量最

高的燃煤發電廠。其一到四號機較老舊，市府要求 4 年內改以天然氣作為燃

料，其餘機組則改用高品質、燃燒效率較佳的生煤，達成自治條例中規定 4
年內生煤使用量減少 4 成的目標。 

 
 西南沿海飽受海水上升、地層下陷水淹之苦，部分地區低於海平面，需靠堤

防及抽水設施維持。臺灣地層下陷最嚴重的地區，為雲林、彰化、嘉義。 
 

 氣象統計分析，2012 年蘇拉颱風（梧棲測站 449mm）、2013 年蘇力颱風

（梧棲測站 510mm）超過臺中百年防洪標準的劇烈降雨，造成大肚臺地土

石流和嚴重淹水；2014 年截至目前為止最高雨量（梧棲測站 158mm）雖

不足前 2 年的一半，但仍造成靜宜大學週邊地區淹水（梧棲測站 114mm）。

對比 2012 年（梧棲測站 1660mm）與 2013 年（梧棲測站 1921mm）的

降雨量，2014 年（梧棲測站 1139mm）則是較為乾旱的一年，因此暴雨與

缺水的極端氣候將是未來大肚台地所要面臨的危機之一。 
 

 低碳、能源、溫室氣體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2014 《臺中市發展低碳韌性城市自治條例》 

原為《臺中市發展低碳城市自治條例》 
2015 《溫室氣體減量及管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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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七、低碳、能源、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減量管理辦公室）

【 重點掌握 】
實踐行動、低碳城市、政策監督

【 議題方向 】
• 如何讓氣候變遷教育於民間更深化？

• 如何支持、推動各縣市制定低碳自治條例？

• 如何有效監督經濟部30億智慧節電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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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八、水資源               
一、 需要先知道！ 

 經濟部編定雲林離島工業區後，民國 91 年，開始興建集集攔河堰，其在濁

水溪南北岸，設有供水渠道，提供彰化、雲林的農業用水，南岸的水來到林

內分水工，部分以專管送到麥寮工業區。。 
 

 從農業、漁業、工業、畜牧到民生，地下水是彰雲地區賴以生存的水源，每

年抽取量在 9 到 14 億噸之間，扣掉天然的補注量，每年超抽 1.5 到 4 億噸，

長期累積，彰雲地區為嚴重的地層下陷區，沿海下陷深度超過 2 公尺，海平

面甚至比陸地還高（2010 年數據）。 
 

 中央與臺中市政府日前簽署「福田水資源回收中心放流水供應臺中港工業專

區使用」合作意向書，規劃將放流水經過 2 次過濾及消毒的簡易前處理後，

以約 28 公里長的管線輸送至臺中港工業專區，由用水端廠商自行處理後使

用，預計民國 109 年供應每日 13 萬噸放流水給臺中港工業專區使用。 
 

 水資源相關法規（年度為法規制定年份，非最新修正）： 
年度 法規 
2015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例」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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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討論聚焦這裡！ 

議題八、水資源（水質保護處）

【 重點掌握 】
循環永續、分配正義

【 議題方向 】
• 如何拉高開發業者使用再生水的比例？

• 如何以國土規劃等上位思考「灌溉水源分配正義」、「農
工水權優先次序」等課題，作政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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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klLd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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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goo.gl/h7Cv3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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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雲水難題 
我們的島 
http://goo.gl/EHCV8O 

行政院環境保護署 http://goo.gl/30Nt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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