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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 100年 11 月 23 日公布，而「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施行細則」、「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

管理辦法」、「室內空氣品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及「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

額度裁罰準則」等 5 項相關法規，配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於 101年 11 月

23 日同步施行，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繼韓國第二位將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立法推動

的國家，也讓我國將過去室外大氣保護為主的空氣污染防制，延伸至公共場所室

內空氣品質的管理。 

此外，為減少機動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及節省能源，本署於 101 年 2 月 16

日發布「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辦法」及「違反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規定罰鍰

標準」，積極推動車輛怠速熄火管理政策。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及「車輛怠速熄火管理」為本署空氣品質保護管理之

兩項新興業務與工作重點，由於是新的法規，許多法規、制度、政策及相關配套

措施之擬定及執行，需多瞭解學習其他國家先進作法，作為我國之借鏡與參考，

將有助「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及「車輛怠速熄火管理」兩項新興業務順利推展。 

更好的空氣品質（Better Air Quality，BAQ）大會是「亞洲清潔空氣（Clean 

Air Asia, CAI Asia」兩年一度的旗艦活動，也是最大的亞洲空氣品質議題盛會。

大會涵蓋交通、能源、工業和氣候變化領域，側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施，10 年

來，讓許多專家學者、政策制定者、決策者及執行者，在此建立聯繫網絡，相互

學習並分享經驗，進行空氣品質管理學習及經驗交流，透過參與 BAQ大會瞭解

更多其他亞洲地區空氣品質保護管理之經驗，將有助本署持續推動空氣品質改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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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一、 為減少車輛長時間怠速排放一氧化碳、碳氫化合物及氮氧化物等空氣污染物

造成空氣污染以及能源的浪費，本署於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空污法）

增訂第 34條之 1，規定機動車輛於一定場所、地點以怠速停車時，其怠速時

間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並於 100年 4月 27日經總統公布。本署依據

上述法源依據於 101年 2月 16日訂定發布「機動車輛停車怠速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怠速管理辦法），自 101年 3月 1日起施行，101年 6月 1日起正式開

罰，期使民眾養成停車後立即關閉引擎之習慣，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與節省

燃油消耗，以維護民眾健康並達到節能減碳及環境保護之目的。惟因怠速管

理辦法屬全新法規，施行以來各界對排除管制之規定意見甚多，為了讓怠速

熄火管理辦法之管制規定更完備、更合理，除持續聽取各界之意見外，蒐集、

瞭解其他國家車輛怠速熄火管制規定也是必要的功課之一，恰逢香港「汽車

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於去（100）年 12月 15日正式施行，開始管

制取締車輛超時怠速引擎空轉，應有許多值得參考或值得借鏡學習之處。 

二、 隨著人類生活習性的改變，平均每人每天待在室內的時間達 80 ~ 90 ％，顯

示室內空氣品質的好壞已成為影響人體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乃致於影響工

作環境中員工的工作效率與品質，也因此使得室內空氣污染物對人體健康影

響受到重視。因室內空氣品質改善須從室內通風換氣、室內裝修與使用材

料、建築整體規劃設計與使用維護管理等方面著手，涉及各級主管機關及各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包括衛生署、經濟部、內政部(營建署及建築研

究所)、勞委會、體委會、農委會及其他相關部會，並需地方政府協助落實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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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相關管理工作，由中央各部會與地方政府通力合作，故 94年 8月 25日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101年 1月 1日起改制為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第

126次委員會議決議由本署主政協調各部會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

本署於同年 94年 12月 30日發布「室內空氣品質建議值」作為社會大眾室

內空氣品質之參考依據，並邀集各部會及各界專家學者研訂「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以下簡稱室內空品法）。 

三、 行政院院會於 97年 10月 9日通過室內空品法草案，經送立法院三讀通過，

室內空品法於 100年 11月 23日總統正式公告，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繼韓國之

後，第二位將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立法推動的國家，將過去室外大氣管制為主

的空氣污染防制，延伸至公共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的管理。公告後一年內陸續

完成訂定相關子法，101年 11月 23日起室內空品法正式施行。 

四、 目前世界各國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的國家包含亞洲的大陸、南韓、日

本、香港及新加坡，美洲包含美國與加拿大，歐盟主要為德國與芬蘭，大洋

洲則有澳洲…等，有些國家是針對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訂出建議值，有的是

推動自主管理制度行之有年，有的則是訂定法令予以規範，其中香港早已於

1998年 9月成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小組，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而我

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制度之建立及政策執行推動尚在起步階段，仍需多吸取

他國之經驗，俾利未來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業務之推行。 

五、 更好的空氣品質（Better Air Quality，BAQ）大會（以下簡稱 BAQ大會）是

一直是「亞洲清潔空氣（Clean Air Asia, CAI Asia，其前身為亞洲城市清潔空

氣行動（Clean Air Initiative for Asian Cities）」兩年一度的旗艦活動，也是最

大的亞洲空氣品質議題盛會，而且已有 10年歷史。而「亞洲清潔空氣（Clean 

Air Asia, CAI Asia）」組織長久以來從交通、能源和其他部門減少空氣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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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政策制定者及執行者說明如何提升空氣品質及創造更適

宜居住城市。CAI Asia是聯合國認可的伙伴關係，擁有超過 230個機構成員，

由一個中心（NGO），180個合作夥伴（組織）和 8 個國家網絡（中國、印

度、印尼、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和越南）所組成，CAI Asia

秘書處（非營利機構）位於菲律賓馬尼拉。「亞洲清潔空氣（Clean Air Asia, CAI 

Asia）」的計畫目的在於從下列各方面，整合空氣品質管理、減緩溫室氣體排

放、能源管理、永續發展運輸相關方案給開發中國家或城市納入政策與計畫

中。 

（一） 強化健全的政策、方案及城市發展的框架。 

（二） 改善空氣品質、健康、氣候變遷、能源和運輸方面的監測檢測數據

及資訊。 

（三） 加強和協調區域和國家的政策和標準。 

六、 2012 BAQ大會於 2012年 12月 5日至 7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

行，由亞洲清潔空氣 CAI Asia組織、香港環境保護署和香港理工大學共同舉

辦，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作為合作伙伴，2012 BAQ大會同時也舉行「汽

車尾氣排放研討會」。 

七、 過去，香港理工大學曾於 2002年舉辦首屆 BAQ大會，透過 CAI Asia及其

合作伙伴的努力，BAQ 已成為主要的區域活動。BAQ 大會分別曾於 2002

年在香港、2003年在菲律賓、2004年在印度、2006年在印尼、2008年在泰

國、2010年在新加坡舉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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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行程行程行程行程及參加人員及參加人員及參加人員及參加人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行程及地點行程及地點行程及地點行程及地點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12月 3日（一） 台北前往香港 啟程 

12月 4日（二） 香港 參訪香港環境保護署 

12月 5日（三） 香港 參加 BAQ大會開幕式及相關展覽 

12月 6日（四） 轉機抵達臺北 返程 

 

本次活動有本署王弟文技士參加，其中參訪香港環境保護署人員尚有本署委

託辦理有關「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制度推動及調查檢測與評估」相關計畫之新紀工

程顧問有限公司簡思敏工程師。 

 

参参参参、、、、活動地點及內容活動地點及內容活動地點及內容活動地點及內容 

一、 參訪香港環境保護署 

（一） 地點： 

1. 香港環境保護署（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5號 33樓 3302會議室） 

2.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香港九龍塘達之路 78 號 1樓） 

（二） 討論議題 

1. 車輛怠速熄火管理 

2.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三） 議程 

1. 香港「停車熄匙計畫」簡介（香港環保署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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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簡介（香港環保署簡報） 

3. 意見交流與討論 

4. 訪問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 

（四） 出席會議人員： 

台灣環境保護署 王弟文技士 

香港環保署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流動污染源) 任日成先生 

香港環保署環境保護主任(流動污染源) 梁偉文先生 

香港環保署空氣政策主任 郭毅康先生 

新紀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簡思敏小姐 

二、 參加 BAQ大會開幕式及相關展覽 

（一） 地點：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 

（二） 議程： 

上午（開幕大會） 

開幕致詞 

歡迎致詞 

主題發言 

頒發孔哈獎（Hong Ha Award） 

午餐休息 

下午 

汽車尾氣排放控制研討會（MoVE）開幕來賓致詞 

CAI Asia合作伙伴機構展場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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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與會目的與會目的與會目的與會目的 

一、「車輛怠速熄火政策」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皆為我國新的環保法規，也

是本署新興業務推動重點，安排參訪香港環境保護署，藉由聽取該署有關「車

輛怠速熄火政策」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之法規立法沿革、法規內容、政

策執行方式與執行成果之簡報，瞭解與學習香港執行經驗，並與該署進行交

流我國「車輛怠速熄火政策」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令與制度，掌握香

港先進作為，可提供本署擬定車輛怠速熄火及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令與政策

之參考，並將有助本署相關政策及業務推動執行。 

二、BAQ 大會涵蓋交通、能源、工業和氣候變化領域，側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

施，它聚集了許多專家學者、政策制定者、決策者及執行者在此建立聯繫網

絡，相互學習並分享經驗，一起為空氣品質管理進行學習及經驗交流，希望

透過參與 BAQ 大會瞭解更多其他亞洲地區空氣品質保護管理之經驗，將有

助本署持續推動空氣品質改善工作。 

伍伍伍伍、、、、會議會議會議會議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本次到香港進行的活動，包括參訪香港環保署交流「車輛怠速熄火政策」及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參加並於 12 月 5 日參加 2012 BAQ大會。 

一、 與香港環保署交流車輛怠速熄火管理（香港稱「停車熄匙」） 

（一） 香港停車熄匙之背景 

1. 為避免汽車空轉引擎造成空氣污染、熱氣和噪音滋擾，並且浪費燃

料。 

2. 為解決這些環境問題，環境局就立法推行怠速熄火政策展開為期五

個月的公眾諮詢，已於 2008年 3 月 31 日結束，在 2010年 4 月向香

港立法會提交《汽車引擎空轉(定額罰款)條例草案》。經香港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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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案委員會討論和審議後，條例草案於 2011年 3 月獲通過。 

（二） 香港停車熄匙之生效日期：2011年 12 月 15 日開始生效。 

（三） 香港停車熄匙之規定與罰則 

1. 司機在 60 分鐘內不得空轉車輛引擎累計超過 3 分鐘。 

2. 全年實施。 

3. 適用於全香港所有道路，包括私家路和停車場。 

4. 所有類型車輛，只要裝有內燃引擎都收規範。 

5. 違規的司機將被開立一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處罰 320港元。 

6. 交通督導員和和環境保護督察均獲授權執法。 

7. 電動車輛和只有電動馬達在運行的混合動力車輛不會產生廢氣，因

此怠速熄火規定對它們並不適用。 

（四） 香港停車熄匙之豁免(排除條款)–目的及內容(資料來源：香港環保署) 

適用車輛 / 情況 獲豁免的司機獲豁免的司機獲豁免的司機獲豁免的司機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 附註附註附註附註 

所有車輛 

  

  

  

  

因交通情況而停定車輛的

司機 

交通情況包括： 

1 交通擠塞 

2 交通意外 

3 遵守交通燈、交通訊號、

道路標記指示或警員指

揮 

4 正排隊進入加油站或石

油氣加氣站的車輛隊列 

5 正排隊進入計程車站的

計程車隊列 

6 正排隊進入堆填區的車

輛隊列 

7 正排隊進入停車場的車

輛隊列 

8 正排隊進入貨櫃碼頭的

貨車隊列等等。 
 

因機械故障而無法阻止車

輛引擎空轉的司機，而該

機械故障並非該司機所能

控制        

  

正有任何乘客上車或落車

的車輛的司機 

附注：已停定並正在裝載或

卸下貨物的車輛的司機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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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不會不會不會獲得豁免。         

於某緊急事故或意外中，

必須讓車輛引擎空轉以提

供協助的司機   

  

為符合有關規定而進行測

試(就《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空氣污染管制

條例》(第 311章)，或《噪

音管制條例》(第 400章)

而言) 或車輛修理而必須

讓車輛引擎空轉的司機 

  

當酷熱天氣警告或黃色、

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生效時，直至這些警告終

止生效當天的午夜期間的

所有司機 

可透過天文台網站、流動應

用程式「我的天文台」和「打

電話問天氣」服務(電話號

碼：1878200)查詢最新的天

氣資料，包括正生效的天氣

警告或訊號。有關當天曾經

生效的天氣警告或訊號資

料，請瀏覽天文台網站內的

「今日天氣警告及信號記

錄」。 

 

計程車 在計程車站內之計程車的

司機 

   

綠色小巴 

(專線小巴) 

在綠色小巴站每條路線的

首兩輛綠色小巴的司機 

  

紅色小巴 

(公共小巴) 

  

在紅色小巴站的首兩輛紅

色小巴的司機 

  

在紅色小巴站載有乘客的

任何紅色小巴的司機，及

在站內緊隨其後的紅色小

巴的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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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及學校私家小

巴 

載有乘客的巴士(俗稱“ 旅

遊巴” )或學校私家小巴的

司機 

  

專利巴士 

  

載有乘客的專利巴士的司

機 

  

正供乘客上車的專利巴士

的司機 

  

指明醫療、緊急或

執法車輛 

指明醫療、緊急或執法車

輛的司機，而該司機必須

讓該車輛引擎空轉，以進

行與醫療、緊急或執法目

的相關的運作活動(包括

訓練活動) 

指明醫療、緊急或執法車輛

指為下列團體所使用的車

輛 – 

1 醫療輔助隊； 

2 民眾安全服務隊； 

3 懲教署； 

4 香港海關； 

5 消防處； 

6 魚類統營處； 

7 政府飛行服務隊； 

8 香港警務處； 

9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10 醫院管理局； 

11 入境事務處；以及 

12 廉政公署。 
 

運載活動物的指明

車輛 

運載活動物的指明車輛的

司機，而該司機必須讓該

車輛引擎空轉，以進行相

關運作活動或保障公眾健

康 

指明車輛指為下列團體或

其承辦商駕駛的車輛 – 

1  漁農自然護理署； 

2 食物環境衞生署；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4 根據以下任何條文批給

或發出的牌照、許可證或

特別許可證的持有人： 

 (a)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

鳥)規例》(第 139A 章)

第 57A 條； 

 (b)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

鳥)(動物售賣商)規

例》(第 139 B章)第

5(1)條； 

 (c) 《公眾衞生(動物及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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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展覽)規例》(第

139F章)第 4(1)或 8(1)

條； 

 (d) 《公眾衞生(動物)(寄

養所)規例》(第 139I

章)第 5(1)條； 

 (e) 《公眾衞生(動物)(騎

馬場地)規例》(第 139J

章)第 5(1)條；以及 

 (f) 《狂犬病規例》(第

421A 章)第 12 條。 
 

護衛押運車輛 必須讓護衛押運車輛引擎

空轉的司機，以提供武裝

運送服務，而該車輛是《條

例》附表 1 所述的由持牌

人根據《保安及護衛服務

條例》(第 460章)所操作

的   

  

駐軍車輛 駐港部隊汽車的司機，而

該司機必須讓汽車引擎空

轉，以進行運作活動(包括

駐港部隊的演練活動)    

 

為某目的而必須引

擎空轉的車輛 

為某目的而必須讓車輛引

擎空轉的司機，而該車輛

是合法地主要為該目的而

設計(該目的並不是運載

該司機、任何乘客及其個

人財物) 

例子包括： 

1 運載必須存放於指定低

溫的易毀消貨物的冷藏

車； 

2 為操作用於裝卸垃圾的

傾倒系統，引擎必須空轉

的起卸斗貨車； 

3 為提供車輛救援及拖曳

服務，引擎必須空轉的救

援車輛； 

4 為清理淤塞排水渠，引擎

必須空轉的裝有水力噴

注器的車輛； 

5 為操作鋸斷樹枝的機

廂，引擎必須空轉的液壓

高空工作台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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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收集垃圾或廢物，引擎

必須空轉的垃圾車； 

7 為清洗街道，引擎必須空

轉的洗街車；以及 

8 為操作車輛尾板，引擎必

須空轉的車輛等等。  

   

這項豁免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不適用於經非法

改裝的車輛的司機。 

     

為以下目的而空轉引擎的

車輛並不會不會不會不會獲得豁免 – 

(a) 運作車輛附件，例如電

視、收音機、影片播放

機、電腦、雪櫃、吸塵機

等等； 

(b) 為司機或任何乘客提供

空氣調節； 

(c) 實質上是為了司機或任

何乘客的方便的目的。 
 

如香港環境保護署署長採納一些極為特殊的情況，認為在那些特殊情

況下要求駕駛遵守怠速熄火規定屬不切實際或不合理，署長可豁免該

駕駛遵守怠速熄火規定，同時對豁免施加附帶條件。 

（五） 香港停車熄匙執法數據 

1. 條例生效日（2011年 12 月 15 日）至 2012年 10 月底，香港環境

保護署共進行了 360次宣導暨執法行動。 

2. 交通督導員和和環境保護督察曾向 998 輛正在怠速運轉車輛執行

計時程序，當中有 3 名駕駛因引擎怠速運轉超過 3 分鐘而被告發。 

二、 與香港環保署交流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一） 香港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小組 

是一個跨部門的管理小組，在 1998年成立，由 3 個政策局及 10 個政

府部門組成，負責統籌香港室內空氣品質管理的發展事宜，並監督具

體措施的實行。管理小組以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即前環境食物局)當主

席。於 1999年 11 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小組擬備一項「室內空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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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管理計畫」，以改善辦公室大樓及公眾場所的室內空氣品質，並就

此進行了公眾諮詢。這項計畫已在這項計畫已在這項計畫已在這項計畫已在 2000 年年年年 10 月推行月推行月推行月推行，包括： 

1. 展開公眾教育及宣傳運動，提高公眾人士對室內空氣品質的意識。 

2. 設立「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派發有關室內空氣品質的參考資

料。 

3. 採用一套室內空氣品質指標，作為評估室內空氣品質的共同衡量準

則。 

4. 制備一套指引，以助改善辦公室及公眾場所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5. 提倡自願性的「室內空氣品質檢定計畫」，並邀請處所的業主及管

理公司，包括政府大樓在內，參與計畫。 

6. 在推行自願性的「室內空氣品質檢定計畫」的同時，並檢討有關室

內空氣品質的立法規管。 

7. 制備一套適用於公共運輸設施的室內空氣品質的專業守則。 

（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1. 屬自主管理 

2. 推行公眾教育及宣導運動，提高公眾對室內空氣品質的認識。 

3. 設立自願性室內空氣品質檢定計畫，鼓勵各場所、公司參加計畫，

取得認證。 

4. 制定室內空氣品質指標和指引，作為審定和改善評估室內空氣品質

的準則。 

（三） 推行自願參與自願參與自願參與自願參與的「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定計畫」（下稱

「檢定計畫」） 

1. 計畫目的 

（1） 確認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 

（2） 鼓勵場所/大樓的業主或物業管理公司致力達到最佳級別的

室內空氣品質 

2. 計畫特點如下 

（1） 採用兩個級別的室內空氣品質指標 (「卓越級」及「良好

級」)，作為評估場所/大樓室內空氣品質的基準。 

（2） 以自願及自我規管的方式按年進行檢定工作。 

（3） 參加計畫費用全免，但場所/大樓的業主或管理公司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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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費用，包括但不限於聘請合資格檢驗師評估場所/大樓

的室內空氣品質是否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指標； 

（4） 如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指標，合資格檢驗師會向場所/大樓的

業主或管理公司發出檢定證書，以便他們向室內空氣品質資

訊中心註冊。有關證書應張貼在當眼地方，供公眾參閱。 

（5） 檢定證書有效期為 1 年。在續發證書方面,每 5 年需要重新

量度整套室內空氣品質指標的參數，而期間的 4 年，若符合

某些條件，只需每年測量二氧化碳和可吸入懸浮粒子兩個項

目。 

（6） 檢定工作一般是以整幢大樓作為單位，但場所/大樓的業主

或管理公司亦可選擇只就大樓的某部分或某些樓層進行檢

定工作。 

（7） 場所/大樓的業主或管理公司須維持獲發證書後的室內空氣

品質，確保室內空氣品質保持在檢定標準。 

3. 參與檢定計畫的好處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如具有良好的室內空氣品質，可以： 

（1） 提高使用者的舒適程度，而且更健康 

（2） 增加員工的生產力，減少缺勤 

（3） 吸引更多租戶或顧客 

（4） 因參與檢定計畫而得到公眾的認同。由場所內各相關人士合

力保持一個清新合意的室內環境，亦有助促進彼此間的伙伴

關係。 

4. 室內空氣品質經檢定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指標」，將核發「檢定證

書」及「標章」（分「卓越級」、「良好級」兩個等級），讓這些場所

能夠將證書及標章張貼在場所明顯處。此外，並於「香港環保署網

站」以及「報紙」刊登參與並通過檢定計畫的機構。 

（四） 室內空氣品質指標 

參數 單位 平均 卓越級 良好級 

室內溫度 ℃ 8 小時 20 to <25.5 <25.5 

相對濕度 % 8小時 40 to <7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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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流動速度 m/s 8小時 <0.2 <0.3 

CO μg/m3 8 小時 <2,000 <10,000 

PM10 μg/m3 8 小時 <20 <180 

NO2 μg/m3 8 小時 <40 <150 

HCHO μg/m3 8 小時 <30 <100 

TVOC μg/m3 8 小時 <200 <600 

氡氣 Bq/m3 8 小時 <150 <200 

CO2 mg/m3 8 小時 <1,440 <1,800 

臭氧 μg/m3 8 小時 <50 <120 

細菌 cfu/m3 8 小時 <500 <1,000 

（五）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及其網站 

由一個場館及網站組成，此資訊中心是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為環境保

護署成立、營運及管理的。成立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的目的是讓市

民可透過親身參觀「資訊中心」或瀏覽「資訊網頁」，獲得有關室內

空氣品質的資料，並教育民眾室內空氣污染物來源，對於人體的影響

危害，以及如何改善室內空氣品質。 

（六） 建立「室內空氣品質服務供應商名錄」：讓民眾能輕易得到有關室內

空氣品質之「服務承辦商」、「測試化驗所」、「控制設備供應商」以及

提供改善室內空氣品質「顧問公司」等資訊，快速尋得產品資訊或協

助管道。 

（七） 發行「刊物」及「參考資料」 

1.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指引 

2. 室內空氣品質宣導傳單或小冊子 

3. 室內空氣品質專業手則 

4.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陳列的海報 

5. 圖書館陳列的書籍 

（八） 辦理研討會、校園探訪、展覽、宣導廣告 

1. 舉辦研討會，以推廣室內空氣品質改善措施 

2. 鼓勵各場所業主，參加室內空氣品質檢定計畫 

3. 舉辦校園探訪及講座，提高學生對室內空氣品質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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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執行成果：至 2011 年底，簽發室內空氣品質檢定證書共 782 張，其

中包括 165張「卓越級」證書和 617張「良好級」證書。 

（十） 正開展的工作： 

1. 修訂室內空氣品質指標 

2. 擴大室內空氣品質指引範圍 

三、 2012 BAQ大會（2012年 12 月 5 日） 

（一） 2012 BAQ大會主題是「成長的城市、健康的城市」。幾十年來，數百

萬人們群聚於各大城市之中，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車輛的增長及對

於能源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許多發展中的亞洲國家與城市中的空氣品

質是不健康的，這些不良的空氣品質將導致人們罹患癌症、心臟病、

氣喘和其他疾病，反映了在日益增長的城市化過程中，為使人們健康

不再遭受惡劣空氣品質的影響，創造湛藍天空和低碳足跡的適宜居住

城市所面臨的挑戰。 

（二） 香港環境保護局副局長陸恭蕙 Chirstine Loh發表「達成香港良好空氣

品質與挑戰」，說明地形、氣象、經濟與歷史發展…等因素影響香港

及珠江三角洲空氣品質，5,000 萬人居住在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區，

並且有許多工廠、交通工具、機場排放空氣污染物，讓這個地區空氣

品質惡化。幾十萬輛的柴油商用運具（Diesel Commercial Vehicles, 

DCV）包括卡車、貨車及巴士等，排放空氣污染物，而日趨惡化壅塞

的道路交通，也意味者車輛排放更多的空氣污染物，從 2005年到 2010

年，香港許多主要幹道的車輛平均車速下降了 5～40％不等，加上港

口與機場以及工廠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這些都是導致香港及珠江三角

洲地區空氣品質惡化的原因。改善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空氣品質，需要

相關政策與行動交互運用，包括(1)開發更智慧的道路空間、時間管

理，提升道路周邊空氣品質，(2)船舶、電廠使用燃料的替代與切換，

(3)污染減量及科技發展相互合作，例如：珠三角空氣品質監測系統與

香港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相互連結、獎勵與推廣清潔生產者，建立清潔

生產廠商與合作伙伴…等。 

（三） 在 2012 BAQ大會上，頒發第三次「孔哈獎（Hong Ha Award）」；旨在

表彰亞洲全地區負責制定空氣品質管理相關政策並在日常工作中貫

徹這些政策的人士。成立這個獎項是為紀念已故的亞洲城市清潔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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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主席孔哈（Kong Ha）先生，他從 2004年 12 月到 2007年 4 月期

間擔任此職務，並曾於 2001年幫助建立 BAQ 大會。 

（四） 2012 BAQ大會的孔哈獎是頒發給印度 Mukesh Sharma博士，他強調

用科學分析，提出改善空氣品質之政策與論述，致力於空氣品質管

理，他重大成就之一包括 2009 年修訂印度國家環境空氣品質標準加

入新的參數（臭氧、砷、鎳、苯和苯並芘）。十年來，他在新德里中

央污染控制委員會，參與建立與型塑移動污染源及二次污染源排放消

減政策。自 1997年 12 月，他曾在印度理工學院（IIT）坎普爾擔任土

木工程教授。他從事研究細二次氣膠（fine secondary aerosols）大氣

化學反應機制，改進了印度如何改善空氣品質之思維。他的研究，結

合了各印度城市的排放清單和污染源的分配，並已確定出最佳控制污

染排放管理組合選項，包括移動污染源及固定污染源。這些研究也經

過評審並發表在科學期刊。此外，印度政府參採 Sharma博士的研究

與建議，作為制定政策的依據。Mukesh Sharma博士已在國家和國際

期刊和會議上發表了 100多篇論文，也是許多研究計畫（法國、挪威、

瑞典、世界銀行和各機構資助）的首席研究員。Mukesh Sharma博士

是一位融合嚴謹的研究與積極參與政策制定的科學家。他起了舉足輕

重的作用，在制定空氣品質標準，提供決策者許多科學依據來制定政

策。 

（五） 香港機場管理局構建環保機場之相關措施 

1. 停機熄火：於 2014年起實施「停機熄火」，禁止在停機坪的飛機使

用以燃料發電的輔助動力裝置。 

2. LED 燈管：於 2014年年底前，將超過 10 萬個照明裝置更換為 LED

燈管，預計每年可節省 1,500萬度電力。 

3. 使用電動車：自 2014年起，機場禁區所有新增房車都必須為電動

車。2017年年底前，機場禁區全面使用電動車。 

4. 充電站：於 2018年年底前裝設 128個充電站，作為電動車及電動

地勤設備充電使用。 

5. 機場空氣品質研究及監測：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根據機場管理

局空氣品質監測站的監測數據，進行機場空氣品質研究。而機場的

空氣污染指數及標準污染物的即時數據，亦上傳於網站供民眾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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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 

（六）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港燈公司，是香港的電力公司之一）推

廣節能減碳及風力發電 

1. 風力發電： 

港燈公司的「南丫風采發電站」歷時進 5 年完成，從 2001年

4 月開始風力監測研究，到 2006年 2 月落成啟用，為香港第一個

風力發電站，正式投入商業運作，接駁至港燈公司之電力網路，提

供環保電力，而該風力發電站花費 1,500萬港元。該風力發電站座

落於香港南丫島北面的大嶺上，該處平均風速達每秒 5.5公尺，是

理想的風力發電站廠址，港燈公司將風力發電機組的顏色與四周環

境融合，並在 2,500平方公尺的發電站範圍內種植草木，美化環境。

按前述風力計算，南丫風采發電站每年可產生約 80 萬至 100萬度

電力。 

未來，港燈公司繼續規劃於南丫島西南興建一座 100兆瓦的離

岸風力發電廠，以增家使用可再生能源發電。現在港燈公司正在進

行峰路評估，有關測風站將會收集至少一年的氣象及海洋數據，以

供風力發電廠詳細設計之用。如離岸風力發電廠完成，每年產電約

1.75億度電力（約 5萬個四人家庭的全年耗電量），等同減少 150,000

公噸二氧化碳排放，替代 62,000公噸燃煤使用量。 

2. 節能減碳 

（1） 低碳發電 

� 太陽能發電：2010年，港燈公司於南丫島建立太陽能發

電廠，至今已產生超過 100 萬度電力，並在 2012 年將

系統容量由 550千瓦增加至一兆瓦，新系統由超過 8,600

塊薄膜光電板所組成，整個系統每年可生產超過 110萬

度電力，可減少 915公噸二氧化碳排放，相當於種植超

過 3 萬 9,000棵樹木。 

� 風力發電 

� 天然氣發電：2011 年起，港燈公司增加使用天然氣發

電，使其佔發電總量超過三成，而二氧化碳排放量較

2005年引進天然氣發電前減少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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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廣電動車：港燈公司採購許多電動車，包括電動小巴、電

動單車、電動小卡車、電動汽車等，並於貨車上安裝太陽能

板，運用太陽能作為貨車冷氣供電系統。另為配合政府鼓勵

民眾使用電動車，港燈公司在香港島裝設了 7 個電動車標準

充電站及 3 個電動車快速充電站供民眾使用。 

（3） 資助使用綠能、推廣綠遊香港 

� 為鼓勵漁業界使用可再生能源以減低碳排放，港燈公司

提撥 100 萬港元資助約 500 艘漁船安裝一套容量為 60

瓦的太陽能板，作為船上電器之電力來源，以部分取代

柴油發電。 

� 未提升香港島及南丫島的生態保育和推動永續發展，同

時向公眾進行環保教育，港燈公司與長春社於 2012 年

推出「綠遊香港」活動，計畫包括開發 8 調生態文物旅

遊路線，並沿生態路線設置教育資訊牌，以及培訓超過

150位義務生態導賞員帶領民眾沿途觀賞。 

陸陸陸陸、、、、心得心得心得心得與與與與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一、 車輛怠速熄火管理推動： 

（一） 台灣車輛怠速熄火管理才剛起步，如能多瞭解、參考其他地方的法規

及執行經驗，可讓台灣法規更加周延，讓政策的宣導及執行更有成效。 

（二） 香港雖在 2011年 12 月才正式施行車輛怠速熄火管理，但其實早在 10

年前就已經開始規劃管制車輛怠速運轉造成空氣污染的問題，實是相

當具有遠見，在 10 年內從宣導推廣請駕駛自願執行車輛怠速熄火，

到現在強制立法取締駕駛車輛怠速空轉。這過程整整已經歷經 10 年，

有許多推廣、宣導、民眾諮詢、各界公聽、與各行各業溝通討論之經

驗與歷程，在如此廣泛蒐集、採納各界意見，方能在兼顧環境保護及

合理的車輛使用下，訂定周延的法條及許多排除條款，而如今更有稽

查取締之經驗。 

（三） 香港車輛怠速運轉管制有「累進計時」之機制，即 60 分鐘內不得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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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空轉車輛引擎累計超過 3 分鐘，這可以避免駕駛為規避 3 分鐘計時

處分，而短距離移動車輛或熄火後又立即啟動車輛怠速運轉。 

（四） 綜合上述，香港推動車輛怠速熄火政策，考量與顧及許多因素（如氣

溫、降雨…等）及合理性，訂定許多排除不適用之情況，而且相當周

延，兼顧環境保護及合理的車輛使用，讓法規更具合理性，相當值得

我們參考借鏡。 

二、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推動： 

（一） 與車輛怠速熄火政策一樣，台灣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也是剛起步，目

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與 5 個配套子法剛於 101年 11月 23日正式施

行，建構初步的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架構，但後續除了法規規範之外，

其他行政業務該如何推動，才能讓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作順利執行，

瞭解、參考、學習香港之執行情形，是一個快速的方法。 

（二） 香港的室內空氣品質雖然是推動自主管理制度，與台灣強制立法管制

並具有罰則不同，但除此之外，許多香港十多年來所執行、推行的工

作，還是相當值得台灣學習。例如： 

1. 成立「跨部門的管理小組」。 

2. 推行公眾教育及宣導運動，提高公眾對室內空氣品質的認識，透

過辦理研討會、校園探訪、展覽、宣導廣告以及發行「刊物」及

「參考資料」，無論是傳單、小冊子、指引手冊…等，都是相當好

的宣導方式。 

3. 以獎勵、鼓勵方式，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認證及標章制度，並於「網

站」及「報紙」刊登參通過認證的機構，以獎勵及榮譽方式吸引

場所主動參與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搭配管制處分，是雙管齊下的

好策略。 

4. 建置室內空氣品質資訊中心（實體中心）及其網站，提供民眾許

多有關室內空氣品質資訊，讓民眾容易便利取得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相關資訊。 

5. 制定許多室內裝修材料或相關產品之室內空氣污染物含量或釋放

（排放）標準，並配合該材料之檢驗，合格予以認證，讓民眾能

夠選用更健康、更安心的物質。 

（三） 未來台灣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必須持續從「法規命令面」、「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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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輔導宣導面」及「科技研究面」四大面向不斷推動及改進，持

續關注及研究他國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政策、研發室內空氣品質檢測

監測以及去除降低室內空氣污染物的技術與設備、建立跨部會工作小

組及地方政府考評制度、加強宣導輔導…等工作，期落實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制度。 

三、 2012 BAQ大會（2012年 12 月 5 日） 

由於空氣污染物具有跨境傳輸的特性，空氣污染從地區性擴展到跨國性

甚至是全球性影響，所以，空氣污染防制不能單靠國內進行各項管制措施，

仍須與其他國家交流學習，無論是政策、科學研究、模式模擬、污染消減技

術…等方面，這些方面的資訊，都將是影響及作為政策制定之參考依據。 

例如為了減輕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的空氣污染狀況，香港政府將相關政策

與行動交互運用，包括(1)開發更智慧的道路空間、時間管理，提高道路車輛

行車速度，降低車輛空氣污染物的排放，提升道路周邊空氣品質，(2)船舶、

電廠使用燃料的替代與切換，例如船舶使用生質燃料、加裝太陽能板或電廠

改以天然氣替代煤作為燃料，(3)污染減量及科技發展相互合作，例如：珠三

角空氣品質監測系統與香港空氣品質監測系統相互連結、獎勵與推廣清潔生

產者，建立清潔生產廠商與合作伙伴…等。 

而我們也看到香港電燈公司推廣節能減碳，包括風力發電、太陽能發

電、天然氣發電、電動車推廣、充電站統一規模及設置開發智能監控系統、

溫室氣體排放盤查（香港稱碳審計）與公布，提高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透明度、

補助漁船設置太陽能板…等種種措施的成果，以及香港機場管理局構建環保

機場之所採取的相關措施，承諾將香港機場建設成為全球最環保的機場，將

機場每工作量單位的碳排放量從 2008年水平減少 25%，於 2011年機場碳排

放強度已減少 10%，並且是全球首個機場為整個機場社區作出減碳強度承

諾，而香港這些環保政策與措施，不僅與台灣目前積極推動節能減碳的方向

不謀而合，其成功推行的經驗，更是有值得參考學習之處，如能從中學習，

對台灣未來節能減碳及改善空氣品質，絕對是有足長的幫助。 



- 21 - 

柒柒柒柒、、、、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一、 香港「室內空氣質素管理」宣導資料 

二、 CLEAN AIR ASIA 簡介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