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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係由亞洲空氣清潔中心（Clean Air Asia，

CAA）、美國環保署（USEPA）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共同主辦，我國

首次以贊助者角色參與該研討會。該研討會為兩年一次重大國際型會議，於 2014

年時邁入第八屆，該屆舉行地點為斯里蘭卡可倫坡紀念班達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Bandaranaike Memor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BMICH），會議時間係

2014 年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1 日。大會議題涵蓋交通、能源、工業和氣候變化

領域，側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施，參與者包含各國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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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洲空氣品質議題之盛會。 

本次研討會係本署「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小型贊助計畫』」之「城市清潔空

氣夥伴計畫（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相關活動。 我國代表團由本署空保

處謝副處長炳輝擔任團長，率領本署空保處及監資處同仁、臺北市、新北市、臺

中市及臺南市等地方環保局同仁以及技術顧問機構人員，共計 14 人參與該研討

會。 

本次出國計畫主要參與活動涵蓋研討會開幕式、專題討論（城市清潔空氣夥

伴計畫與永續港口）、我國城市管理經驗之成果發表（發電廠污染物質排放減量

與城市清潔空氣解決方案）、海報展示、臺美環保署兩方代表會談、臺美與 CAA

三方代表會談與圓桌會議等。藉此，利用參與該研討會契機，分享我國自身成功

的環境保護經驗及吸取空氣品質管理技術新知外，透過夥伴團體間彼此協商與討

論，建立合作默契，奠定未來執行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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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及美國在台協會於 1993 年 6 月 21 日簽訂「駐美國臺北

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臺協會環境保護技術合作協定，簡稱『中美環境保護技

術合作協定』」，執行單位分別為我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美國環保署，自此開

啟臺美緊密的環保合作與交流。本署與美國環保署在中美環保技術合作協定之

下，截至 2013 年底共簽訂 10 號執行辦法，第 10 號執行辦法合作規劃為 2013 年

至 2015 年。 

為進一步改善全球環境，加強國際合作，提升我國在全球及區域國際環保的

領導地位，拓展夥伴計畫參與國家，本署在美國環保署長吉娜  麥卡馨(Gina 

McCarthy)女士率團訪臺之際及我國馬總統見證下，魏署長 國彥於 103 年 4 月 14

日宣布成立「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artnership，IEP)」，麥

卡馨署長表示美國環保署將為該計畫之創始夥伴。我國透過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實

施，與美國環保署共同推動各項國際環保合作，並與世界各國環保官員及專家進

行交流，四個項下計劃分別為「臺灣全球環保參與計畫」、「臺美雙邊環保優先

事項」、「部長環境獎助金」與「小型贊助計畫」，領域涵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場址整治與管理、空氣品質保護、溫室氣體排放減量、清淨港口空氣品質、永續

姐妹學校、永續低碳社區、電子電器廢棄物品回收管理、環境執法、環境教育、

氣候變遷調適等。 

此外，為強化國際環保夥伴計畫內容，本署 魏署長代表團於 103 年 8 月訪美

行程中，安排與美國環保署第 9 分署長布魯門菲（Mr. Jared Blumenfeld）在美國舊

金山舉辦記者會，共同啟動「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CCAP）」。該計畫執行目標係建立亞太城市空氣品質保護技術之交流平台，強化

區域空氣品質管理與減少空氣污染源。亞洲空氣清潔中心（Clean Air Asia，CAA）

係跨國性之非營利組織，總部設於馬尼拉，另在北京與德里設有辦公室，該組織

以提升亞洲國家空氣品質、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與提升人類福祉為目標，自 2007 年

起，為聯合國認可之組織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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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代表團自 103 年 11 月 17 日至 22 日赴斯里蘭卡可倫坡參與「2014 更好空

氣品質研討會(2014 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BAQ)」，由亞洲空氣清潔中心

（Clean Air Asia，CAA）、美國環保署(USEPA)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共同主

辦，為兩年一度之國際空氣品質議題盛會，議題涵蓋交通、能源、工業和氣候變

化等領域，並側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施。該研討會係為前述「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小型贊助計畫』」之「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相關活動，藉由活動設計，夥伴團體間彼此協商與討論，共同擬定 104 年合作夥

伴目標，建立合作默契，將有助於推動國際相關業務之發展，奠定未來計畫執行

之基礎。此外，我國代表團邀集本署同仁、地方環保機關及技術顧問機構人員組

團參加，透過會議討論交流，吸取空氣品質管理技術新知及尋求國際合作契機，

以達成國際環境夥伴計畫成立之目的。 

 

 

 

 

 

 

 

 

 

 

 

 

 

 

 

 

 

 

圖 1.1、本署  魏署長 103 年 8 月 8 日於美國金門大橋國家公園與美國環

保署第 9 分署長 B 氏（Jared Blumenfeld）共同啟動「城市清淨空氣夥伴

專案(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CCAP)」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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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本署  魏署長 103 年 8 月 8 日於美國金門大橋國家公園與

美國環保署第 9 分署長 B 氏（Jared Blumenfeld）共同啟動「城市

清淨空氣夥伴專案(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CCAP)」記者會。 

圖 1.3、103 年 4 月 14 日在 馬總統見證及美國環保署麥卡馨署長下，魏署

長宣讀「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EP)」成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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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小型贊助計畫」自 104 年起更名為「贊助專案計畫」。  

 

 

 

 

 

 

 

 

 

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 

(CCAP) 

亞洲清潔空氣中心 

（Clean Air Asia） 

圖 1.4、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EP)及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CCAP)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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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歷年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舉辦地點及大會標誌  

  舉辦年份   舉辦國家      大會標誌  

第一屆   2002   香港  

 

第二屆   2003   菲律賓  

 

第三屆   2004   印度  

 

第四屆   2006   印尼  

 

第五屆   2008   泰國  

 

第六屆   2010  新加坡  

 

第七屆   2012   香港  

 

 第八屆   2014  斯里蘭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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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及行程 

本次赴斯里蘭卡可倫坡參與「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BAQ)」，我國代表團由本署空保處謝副處長炳輝擔任團長，率領本

署空保處及監資處同仁、臺北市、新北市、臺中市及臺南市等地方環保局同仁，

共計 11 人，團員名單與任務分工如表 2.1 所示。 

 

表 2.1、我國代表團成員任務分工 

單位 職稱 姓名 任務分工 

環保署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 
管制處 

副處長 謝炳輝 團長/對外交流 

簡任技正 莊訓城 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視察 陳惠琦 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高級環境 

技術師 
戴忠良 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約聘人員 楊佳樺 
負責與會事務/資訊蒐集/ 

會議紀錄 

環保署 

環境監測及資訊處 

環境監測 

技術師 
陳香宇 

AirNow 議題分享/資訊蒐集/ 

對外交流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股長 高薇喻 專題報告/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股長 邱信翰 專題報告/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員 吳瑞祥 專題報告/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股長 柯宏黛 海報展示/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專員 林界宏 海報展示/資訊蒐集/對外交流 



10 

 

參、 出國行程 

本次赴斯里蘭卡時間為 103 年 11 月 17 至 22 日，共計 6 日。原訂於 11 月 18

日參與下午兩場會前活動(pre-event)及歡迎會(reception)，惟出發時航班受機械維

修、交通管制、航班調度等因素影響，導致班機延誤 1 日而取消。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1 日配合參與大會議程，主要參與活動涵蓋研討會開幕式、專題討論（城市

清潔空氣夥伴計畫與永續港口）、我國城市管理經驗之成果發表(發電廠污染物質

排放減量與城市清潔空氣解決方案)、海報展示、圓桌會議。另於 11 月 20 日及 21

日安排兩場晤談，分別與美國環保署代表、亞洲空氣清潔中心董事會成員共同討

論 104 年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之合作目標。 

 

表 3.1、「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行程表 

日期 行程說明 

11 月 17 日(一)  啟程(臺北－香港) 

11 月 18 日(二)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滯留香港一天 

 啟程(香港－斯里蘭卡可倫坡) 

11 月 19 日(三) 

 新北市環保局代表上台報告。 

 參與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專題 

 根據大會議程，參與會議及討論。 

11 月 20 日(四) 

 臺北市環保局、桃園市政府環保局代表上台報告 

 永續港口議題 

 根據大會議程，參與會議及討論 

 與美國環保署代表會談 

11 月 21 日(五) 

 圓桌會議 

 與美國環保署代表、亞洲空氣清潔中心 

會談 

11 月 22 日(六)  返程(斯里蘭卡可倫坡－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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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與會目的 

一、為維護空氣品質，保障國民健康，我國空氣品質改善工作已推動多年，逐

步建立空氣品質監測與排放清冊數據，修訂空氣品質標準，制定完善計畫

目標，訂定相關管制規範。透過行政程序及經濟誘因，各縣市依自身污染

特性，發展合適管理方式。歷年來，我國空氣品質已有顯著改善成果，享

譽國際。「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係為

參與國際活動之契機，透過上台報告及海報展覽方式，分享我國空氣領域

之環保經驗，提升我國環保機關於國際間環境保護知名度。  

二、「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議題涵蓋交通、能源、工業和氣候變化領域，

側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施，參與者包含各國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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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此，透過吸收各國空氣品質管理的經驗，作為我國

推動空氣品質改善工作之參考。  

三、該次研討會係由本署空保處謝副處長炳輝擔任團長，邀集本署及地方環保

局同仁以及技術顧問機構人員，共計 14 人組成研討會代表團，每個成員

皆有活動任務及參與目標，利用該研討會契機，培養國際型會議之經驗，

訓練我國國際行動之人才，係為與會之最佳價值所在。  

四、本次研討會係「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小型贊助計畫』」之「城市清潔空氣

夥伴計畫（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相關活動，透過參與該研討會

之契機，與美國環保署及亞洲空氣清潔中心（Clean Air Asia，CAA）夥伴

團體間彼此協商與討論，建立合作默契，有助於我國推動國際相關業務之

發展，奠定未來執行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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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會議議程 

一、2014 更好的空氣品質研討會議程介紹  

2014 更好的空氣品質研討會（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係由 CAA、

美國環保署(USEPA)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共同主辦，我國首次以贊助者角

色參與該研討會。大會時間為 103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於斯里蘭卡，可倫

坡 ， 紀 念 班 達 奈 克 國 際 會 議 大 廈 (Bandaranaike Memor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BMICH)舉辦，本屆主題為下一世代乾淨空氣及永續運輸解決

方案。大會議程如表 5.1，主題涵蓋  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 (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CCAP)研討會議、  空氣品質管理與溫室氣體減量 (Air Quality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空氣品質與影響  (Air Quality and 

Impacts)、交通運輸排放管理及  低 排 放 都 會 發 展 (Transport Emissions 

Management and Low Emissions Urban Development)、電廠、工業與其他污染源

管理(Management of Emissions from Power，Industry and Other Sources)等五大

議題。  

 

 

 

 

 

 

 

 

 

 

 

 

 

 

 

圖 5.1.1、紀念班達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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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1.2、2014 Better Air Quality 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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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代表團參與活動  

本次出國計畫主要參與活動涵蓋研討會開幕式、專題討論（城市清潔空氣

夥伴計畫與永續港口）、我國城市管理經驗之成果發表 (發電廠污染物質排放減

量與城市清潔空氣解決方案)、海報展示、圓桌會議等。活動說明如下 : 

 (一) 參加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之開幕式  

1.活動時間:103 年 11 月 19 日，9:00-10:30 

2.活動地點: 紀念班達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BMICH)主會議廳  

3.活動流程 : 

(1)開幕致詞  

(2)歡迎致詞  

(3)主題發言  

(4)研討會啟動儀式  

(5)與會貴賓合照  

 

(二)  參加「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專題討論(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Session)」  

1.活動時間:103 年 11 月 19 日，13:30-15:00 

2.活動地點:紀念班達奈克國際會議大廈(BMICH)，會議室 B 

3.活動流程 : 

(1) CAA 與美方上台致詞  

(2)美方將邀請本處謝副處長炳輝上台，感謝本署為該計畫最大支持者。 

(3) CCAP 城市認證說明與專家諮詢  

(4) 代表城市們上台宣誓與合照  

 

(三) 城市管理成果發表  

我國各城市因地制宜發展不同管理方式。新北市、臺北市、桃園市

以自身成功經驗進行發表，利用該次機會提高國際能見度。活動時間、

地點及場次如表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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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城市管理成果發表活動時間、地點與場次 

活動場次 時間 地點 報告主題 報告者 

Reducing 

Emissions from 

Power Plants 

11 月 19 日 

17:15-18:45 

(第 4 場) 

BMICH 

會議室 C 

Control process for 

stationary source 

permits in New 

Taipei 

新北市環保局 

邱信翰 股長 

Cities Solution 

for Clean Air 

(part 2) 

11 月 20 日 

17:15-18:30 

(第 1 及 2 場) 

BMICH 

會議室 B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hermal imaging 

infrared camera in 

air pollution control  

桃園市環保局 

吳瑞祥 專員 

Clean Air Action：

Master plan for 

mobile vehicle 

management and 

green transportation 

in Taipei 

臺北市環保局 

高薇喻 股長 

 

(四) 參與海報展覽  

1.參與縣市：臺中市環保局、臺南市環保局  

2.展覽地點 : 紀念班達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BMICH)內部走廊  

3.場佈時間：103 年 11 月 18 日，16：00-19：00 

4.海報移除：103 年 11 月 21 日，15：30-17：00 

5.活動方式：現場解說海報內容  

 

(五)永續港口專題  

1.活動時間：103 年 11 月 20 日，17:15-18:30 

2.活動主題：三方綠色、永續城市、港口及海運(Triple Green：Sustainable 

Cities, Port and Marine transport)專題。  

 

 



16 

 

(六)旁聽圓桌會議(BAQ Country Roundtable Discussion) 

1.活動時間：103 年 11 月 21 日，09:00-12:30 

2.活動方式： 以國家別分組，進行討論，包含孟加拉、中國、印度、印

尼、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 (含寮國、柬埔寨、

緬甸)、斯里蘭卡及越南，共計 11 組。透過分組討論方式，探討各國

政府針對「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減量」等議題所採取的措施與

管制辦法。  

 

三、與美國環保署及 CAA 之會談  

分別於 11 月 20、21 日參與兩場會談，討論 104 年推動 CCAP 計畫工作內

容。  

(一) 11 月 20 日臺美雙方會談  

1.活動時間：09：00-10:00 

2.活動地點：紀念班達奈克國際會議大廈 (BMICH) 

3.與會人員：  

 

表  5.3.1、臺美雙方會談與會人員  

組織  姓名  單位/職稱  

環保署  

代表  

謝炳輝  空保處/副處長  

莊訓城  空保處/簡任技正  

楊佳樺  空保處/約聘人員  

陳香宇  監資處/助理環境技術師  

美國環保署  

代表  

Mark Kasman Senior Advisor 

Justin Harris Program Manager 

Phil Dickerson Director of AirNow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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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 月 21 日臺、美、CAA 三方會談  

1.時間：上午 09：00 至：10:30 

2.地點：Taj Samudra Hotel 

3.與會人員：  

 

表  5.3.2、臺、美、CAA 三方會談與會人員  

組織  姓名  單位/職稱  

本署代表  謝炳輝  空保處/副處長  

莊訓城  空保處/簡任技正  

戴忠良  空保處/高級環境技術師  

楊佳樺  空保處約聘人員  

美國環保署代表  Mark Kasman Senior Advisor 

Justin Harris Program Manager 

亞洲清潔中心代表

(Clean Air Asia) 

Robert O' Keefe Chair，Board of Trustees 

Mary Jane Chair，  

Partnership Council 

Bjarne Pedersen Executive Director 

Glynda E. 

Bathan-Baterina  

Deputy Executive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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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會議成果 

本次出國計畫參與活動涵蓋研討會開幕式、專題討論（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

畫與永續港口）、我國城市管理經驗之成果發表(發電廠污染物質排放減量與城市

清潔空氣解決方案)、海報展示、臺美環保署兩方代表會談、臺美與 CAA 三方代

表會談與圓桌會議等，相關參與重點與成果茲說明如下: 

 

一、研討會開幕式  

本署受邀參與研討會開幕式之觀禮，由 CAA 董事會主席 Mr. Robert 

O'Keefe、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門執行長  Mr. Nikhil Seth、斯里蘭卡交通部

部長 Hon., Mr. Kumara Welgama、斯里蘭卡環境與再生能源部部長 Hon., Mr. 

Susil Premajayantha、日本環境部部長秘書長 Mr. Teruyoshi Hayamizu 等人依序

開幕致詞，最後本署空保處謝副處長炳輝代表上台與主辦單位、與會之各國貴

賓合影，為「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揭幕。  

 

 

 

 

圖 6.1.1、<開幕典禮>我國代表團於會場報到處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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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3、<開幕典禮概況>全體起立，一同聆聽斯里蘭卡國歌(左上)。來賓致詞(右

上)。斯里蘭卡總統與環境與能源局部長為當地學生行頒獎典禮(左下、右下)。 

圖 6.1.2、「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Better Air Quality conference）」開幕典禮

合影，謝團長炳輝應邀上台一同與活動贊助單位及相關政府組織為該研討會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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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清潔空氣夥伴專題（CCAP Session）」  

有關城市清潔空氣夥伴專題，目的係期望亞洲城市能夠成為空氣品質改善

之示範城市。透過城市間締結姊妹市之方式，彼此交流觀摩與學習，達到亞洲

城市空氣品質改善之目的。該活動由 CAA 執行長 Mr. Bjarne Pedersen、副執行

長 Ms. Glynda E. Bathan-Baterina、美方代表 Mr. Mark Kasman 及 Mr. Justin J. 

Harris 為主談人，目的在於向各界說明有關 CCAP 計畫之未來城市認證之方向

以及宣佈示範城市(pilot cities)。另邀請其他組織機構，如氣候及清潔空氣聯盟

(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斯德哥爾摩環境機構(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城市網 (Citynet)、挪威空氣研究機構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Air 

Research)等進行說明，作為後續推動 CCAP 認證制度建置之參考。此外，美方

與 CAA 感謝本署為 CCAP 計畫最大支持者，且邀請我國代表團團長謝副處長

炳輝上台致詞，桃園市及臺中市代表亦應邀以潛在成為示範城市之身分參與該

活動。  

 

 

圖 6.1.4、<開幕典禮概況>與會者與來賓參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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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1、<城市清潔空氣夥伴活動>謝團長炳輝受邀上台致詞(左下)。 

圖 6.2.2、<城市清潔空氣夥伴活動>潛在參與夥伴城市代表（桃園市、臺中市、

Baguio、Pasig、 Colombo、 Kathmandu 與 Haiphong）與相關單位（臺灣環保署、

美國環保署、Clean Air Asia、CCAC、ICLEI、CITYNET、UCLG ASPAC、NILU 

及 SEI）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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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國城市空氣品質維護成效發表與經驗分享  

本次新北市、桃園市及臺北市三個縣市環保局受大會邀請分別於發電廠污

染物質排放減量(Reducing Emissions from Power Plants)以及城市清潔空氣解決

方案(Cities Solution for Clean Air)兩個活動場次上台發表與分享成功經驗。  

 

 
 

 

 

 

(一)  新北市空氣品質維護成效發表與經驗分享  

新北市環保局由邱股長信翰代表，以「新北市固定污染源管制歷程」

(Control process for stationary sources permits in New Taipei city)為題進行

發表。發表內容包括：新北市環境背景資料、與亞洲國家主要城市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臭氧及粒狀物濃度比較、我國與歐美先進及鄰近國家

許可制度比較、新北市與亞洲相關國家機構空氣污染管制交流經驗分

享、我國固定污染源許可管制歷程、工廠全面普查作法及成果、新北市

主要污染物來源行業、強化污染防制設備查核及效能驗證、電力業 (SOx

及 NOx)加嚴標準作法及污染減量、屢遭陳情場所三自管理 (自動監測、自

我檢查、自動記錄)作法、重大污染源聯合稽查及不法利得追繳成效、北

圖 6.3.1、新北市環保局邱股長信翰於「Reducing Emissions form Power 

Plants」主題發表該市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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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空品區許可審議原則訂定、揮發性有機物減量輔導及執行成效以及分

享困難挑戰及解決策略。另與會代表詢問新北市生煤管制及能源政策問

題，已說明要求使用者提送來源端檢測報告及能源調度進行說明。  

(二) 臺北市空氣品質維護成效發表與經驗分享  

臺北市由環保局高薇喻股長代表參與本次由 Clean Air Asia(CAA)所

舉辦的「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Better Air Quality，BAQ) 」，並受

邀在該研討會第二天(103 年 11 月 20 日)下午的「城市清潔空氣的解決之

道(Cities’Solutions for Clean Air)」議程中，以「清淨空氣行動-臺北市的

移動污染源管制及率運輸推動計畫（Clean Air Action-Master Plan for 

Mobile Vehicle Management and Green Transportation in Taipei）」為題，

介紹臺北市在移動污染源管制方式以及其空氣品質改善的成果。內容重

點概述如下：  

1.環境背景說明 :臺北市是以住商、交通部門為排放量主體的城市，其中

運輸部門占約 33%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且因臺北市已無大型工廠，該

市列管的固定污染源僅有蒸汽鍋爐、餐飲業﹅加油站等民生產業排放

源，是以移動污染源為最主要的空氣污染來源；統計至 103 年 10 月止，

臺北市約有 180 萬輛汽機車，車輛密度為 6,633 輛/km2，其中機車數

量龐大，占總車輛數的 57%。除本市設籍車輛外，每日從鄰近縣市進

到臺北市的通勤車輛約有 25 萬輛；因此，減少車輛排放空氣污染物是

臺北市在空氣品質改善上的長期挑戰。臺北市以落實私人運具管制及

發展大眾運輸為策略，並透過宣導引導市民的行為改變，實現以經濟

有效的管制成本改善空氣品質的可能性，改善交通環境也提升市民健

康與生活環境。  

 

2.推動大眾運輸  

(1)臺北市以建構綠色運輸作為首要的策略，隨著捷運路線陸續的開通，

結合市區聯營公車形成便捷的交通網路，並自 99 年起推動 Youbike

公共自行車，構建大眾運輸最後一厘路延伸大眾運輸服務範圍，逐年

增加大眾運輸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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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臺北市於捷運松山線通車後，捷運總里程數已達 129.2 公里，捷運日

運量達到 185 萬人次；由 14 家聯營公車業者提供的 310 條公車路線，

每日營運里程數達 52 萬公里，公車日運量達到 135 萬人次；同時機

動車輛成長率也在近年呈現減緩的趨勢。 

(3) YouBike 最後一哩綠色運輸：YouBike 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設置，提

供零污染的公共自行車，統計至 103 年 10 月底，臺北市計有 167 處

租賃站設置，5,482 輛車提供服務，每輛 YouBike 每日周轉率高達 12

人次/日，每日約有 6 萬人次的使用量，遠高於其他城市；同時，

YouBike 公共自行車也使臺北市的自行車使用率由原來的 3.3%增加

至 5%；為使臺北市成為自行車友善城市，政府也逐步優化市區自行

車使用環境，包括設置自行車專用停車格及劃設市區自行車道( 375

公里)及河濱自行車道(112 公里)，供民眾通勤及休憩之用。 

(4) 臺北市亦隨時視地區需求，持續規劃檢討各項鼓勵大眾運輸配套措

施，包括：開闢公車專用道、檢討公車路線以及建置交通轉運場站等。

臺北市自 99 年起陸續啟動臺北轉運站、市府轉運站、木柵轉運站﹅

南港轉運站﹅圓山轉運站等五大轉運站，提供便民城際公共運輸轉乘

服務，鼓勵民眾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工具;另亦提供偏遠及弱勢族群公

共運輸服務，小型公車每日載客約 1.6 萬人次，復康小巴每日載客

3,585 人次；另為減少跨縣市私人運具的使用，也協調業者開發跨城

際快速公車。 

(5) 臺北市透過優質多元公共運輸成功取代私人運具，本市大眾運輸量逐

年增加，97 年度起，捷運及聯營公車運量總和皆在每日 300 萬人次

以上，統計至 103 年 10 月底，臺北市每日使用大眾運輸(捷運及公車)

之總搭乘人數達到 330 萬人次，捷運平均每日人數約較 100 年成長約

6.5 萬，約可取代 1.4 萬輛機車及 1.03 萬輛汽車之使用，減少氮氧化

物約 53 公噸/年，非甲烷碳氫化合物約 133 公噸/年。 

3.私人運具管制  

(1) 本市的車輛總數由 92 年 168.9 萬輛，成長至 101 年達 185.6 萬輛，成

長率為 9.8%；但因大眾運輸系統日趨完善，每千人持有機車數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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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起轉為負成長。 

(2) 管制私人運具尾氣排放：為管制私人運具的尾氣排放，確保其符合空

氣污染管制法之排放標準，臺北市目前計有 2 座柴油車排氣檢測站已

及 197 間機車排氣定檢站辦理車輛排氣檢測；每年約可檢測

7,000-8,000 輛的柴油車以及 50 萬輛的機車。 

(3) 推動柴油車低污染識別標章：為保護民眾之健康、提升空氣品質，減

少市民上下班尖峰在公車專用道時暴露於公車排氣污染，臺北市以空

品淨化區之理念，透過加嚴車輛排放標準並核發「柴油車低污染識別

標章」，以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達到改善空氣品質、維護民眾健康之

施政目標。本市現行之「低污染車輛識別標章制度」，並加嚴管制標

準其污染度排放標準降低為 15%，車輛驅動力（馬力比）提高為 45%，

與行政院環保署目前實施使用中柴油車國家排放標準加嚴 25%。臺

北市自 98 年推動低污染車輛識別標章制度，第一階段(98 年)首先鎖

定行駛在公車專用道的公車為管制對象，實施後頗受好評，因此第二

階段(99 年 3 月)擴大至本市所有聯營公車，第三階段(99 年 7 月)則是

將臺北轉運站車輛納入管制，第四階段(100 年)加入市府轉運站客運

業者及物流業者，第五階段(101~102 年)則結合陽明山及信義計畫區

空品淨區推動計畫推廣低污染標章。低污染車輛識別標章制度實施

後，民眾對柴車廢氣之檢舉案件逐年下降，其中，又以公車最為明顯，

陳情公車(客運)件數由 98 年 209 件下降至 101 年 87 件，下降比例為

58.4%;而 102 年統計至 12 月陳情件數更僅有 33 件。透過柴油車低污

染車輛標章的推動，統計至 103 年 6 月底，臺北市計有 3,213 輛公車

及 2,217 輛柴油貨車參與，每年估計可降低 127 公噸細懸浮微粒

（PM2.5）排放量。 

(4) 淘汰二行程機車：機車管制則以老舊高污染二行程機車為管制重點，

二行程機車因引擎設計關係，容易產生冒煙現象，行政院環保署已訂

定機動車輛空氣污染物排放加嚴標準，於 93 年 1 月份起實施第四期

排放標準，在此加嚴標準下，該二行程機車無法符合前項新車出廠標

準，車廠已全面停產。惟為管制目前路上尚有使用的老舊二行程機車

現有之二行程機車，臺北市將該車種列為重點稽查對象，除鎖定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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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邊機車停車格、人行道、停車場、社區及騎樓等停車處進行未定檢

機車巡查抄牌外，亦不定期於本市主要道路上加強執行二行程機車之

隨機攔車排氣檢測稽查，以督促車主維修保養車輛，降低廢氣排放。

除針對二行程機車加強稽查取締外，為鼓勵民眾加速提早淘汰二行程

機車，臺北市更提供車主二行程機車淘汰加碼補助及二行程機車換購

電動機車補助，分別補助 3,000 元及 13,000 元。 

4.空氣品質改善十年有成：臺北市歷經十多年空氣污染源管制、減量及

改善，並鼓勵市民及公部門使用大眾捷運系統、電動機車及油氣雙燃

料車，公車聯營業者優先選用油電混合公車、選擇性觸媒還原（SCR）

公車，有效降低都會區移動性污染源排放量。根據環保署統計資料，

臺北市 102 年空氣品質之不良站日數（PSI>100）降至只有 6 站日，相

較於十年前（93 年）68 不良站日，改善幅度達 91%。空氣品質顯著

改善。  

5.亞洲唯一入圍 C40「2014 城市氣候領導獎」：臺北市以「清淨空氣 -來

自你的行動(Clean Air—It’s Your Move)」入圍獲得 C40 城市氣候變化

組織（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group,簡稱 C40）和德國西門子公司

合辦「2014 城市氣候領導獎」的「空氣品質」類獎項，同時參與該競

賽之「全球公民票選城市特別獎」並以最高票數獲得勝出。臺北市曾

在 2011 年西門子委託經濟學人舉辦的亞洲綠色評比中名列前茅，今年

又入圍空氣品質獎項的決選名單，並一舉獲得全球公民票選城市特別

獎項，更顯示市民充分參與對抗氣候變遷和一同建設綠色城市的決心

與信心。臺北市以有效的政策手段及展現在空氣品質改善上的實際成

效，讓臺北市一舉獲得 C40 組織的肯定，首次參加「城市氣候領導獎」

即獲入圍。臺北市政府透過跨局處協力合作，建構一個便利、安全、

綠能的交通運輸環境，讓每位市民在臺北市從走出家門起到目的地間

的每一哩路的移動都能更具效率、節能、智慧及省時，透過硬體環境

的建置改變民眾的運輸行為，進而提升空氣品質，行走之間就能達到

環境保護與節能減碳之效，持續打造環境永續的低碳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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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桃園市空氣品質維護成效發表與經驗分享  

桃園市環保局由吳專員瑞祥為代表，分享「紅外線熱顯像儀應用於

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成效」。首先介紹桃園市地理環境及區域特性，引

入桃園市近年來空氣品質狀況及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分析及策略擬定，

並說明紅外線熱顯像儀等科技儀器之特性及運用在稽查工作上之效益。

透過案例介紹，說明科技儀器與桃園市空污稽查作業之緊密結合關係，

及如何有效降低稽查人力負荷及釐清污染排放事實。  

主題分享後的問題詢答過程，與會人員對於本主題主要詢問儀器使

用上的限制、儀器價格與需求選擇及如何導入與搭配稽查人力及污染源

負荷，針對相關詢問回應則以桃園市近年來使用科技儀器之成功經驗，

實際執行手法及作業方式，以及面對污染源廠家及負荷狀態進行相關分

析及策略研定，提供相關建議供提問人員及在場與會人員參考。  

 

 

 

 

 

 

 

 

 

 

 

 

 

 

 

 

 

 

圖 6.3.2、臺北市環保局高股長薇喻(左下)及桃園市環保局吳專長瑞祥(右上)於

「Cities Solutions for Clean Air Part 2」主題發表執行成果。另莊簡任技正訓城於會

中發表我國經驗，現場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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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報展覽  

大會現場共有 34 個海報發表，我國臺中市及臺南市環保局亦受大會邀請

於會場展覽轄內成果，臺中市展現針對電力業及鋼鐵業進行調查及推動管制措

施，以改善 PM2.5 之成果;另臺南市則以低碳生活(Low Carbon Life Style)為主題

分享其成功經驗。其他參展海報，多數為南亞地區國家，主要議題集中在交通

移動源污染排放及區域空氣品質成因調查的研究，均係個案，較少有各級政府

之空污管制政策。茲將各海報主題摘譯中文如下所列供參：  

1. 孟加拉 DHAKA 製磚工業對空氣品質和健康衝擊影響 

2. 孟加拉 DHAKA 交通流量降低對空氣品質的影響 

3. 印度 Chennai 利用人工類神經網路開發可提早預測 Manali 工業區 NO2 警示

系統 

4. 印度不同車輛污染源排放 PM2.5 概述 

5. 印度 Chenni 都市地區民眾在大氣中粗細懸浮微粒的暴露評估 

6. 斯里蘭卡主要都市中車輛污染排放對空氣品質惡化的影響 

7. 加爾各答城市空氣品質資料分析與國家標準的比較 

8. 以斯里蘭卡可倫坡都市七個交通要衝作為研究地點，探討因交通運輸產生

VOC 濃度變化 

9. 斯里蘭卡家戶的黑碳排放 

10. 加德滿都公車司機的健康與空氣品質之關係 

11. 選擇一種穩定的車輛排放模式之方法論 

12. “為了一個健康的國家而減少車輛排放”之專案研究 

13. 斯里蘭卡可倫坡公車司機暴露在空氣污染之健康衝擊 

14. 孟加拉 CHITTAGONG 車輛燃料轉換改用天然氣的空氣品質影響 

15. 在發展中國家，燃燒牛糞的影響 

16. 在巴基斯坦 Islamabad 大氣空氣品質測量與分析 

17. 在孟加拉 DHAKA 都市及工業地區，室內或戶外 VOC 等級 

18. 針對採礦卡車現場排放概述 

19. 馬來西亞海岸沿線不同季節的 PM10 差異特性 

20. 都市大眾運輸系統使用者暴露在空氣污染物中 

21. 紐西蘭奧克蘭 CBD 地區柴油運輸車輛熱點衝擊管理監控體系 

22. 促成乾淨能源的小額貸款，以一個福音社交行為論壇為例 

23. 群體約束和知識管理在創造更好的環境政策中之角色 

24. 在印度 Thrissur 適合行人步行的設施 

25. 菲律賓機動車輛污染排放與燃料的關係 

26. 菲律賓燒烤活動使用爐具與燃料污染排放在風管中的測試 

27. 利用 LCSA 測量工具評估未來的運輸燃料，介紹 PROSUITE 一種可長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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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影響評估方法 

28. 印度 DHAKA 為改善空氣的積極作為，介紹快速運輸公車為例 

29. 為改善移動污染源排放，從駕駛人的訓練與認知著手 

30. 可倫坡的步行環境與空氣品質 

31. 可倫坡的船舶污染 

32. 有關 NMT 的公共認知調查 

33. 台中市電力業及鋼鐵業的 PM2.5 控制 

34. 臺南市車輛反怠速政策推動經驗 

 

 

 

 

 

 

 

 

 

 

 

 

 

 

 

 

 

 

 

 

 

圖 6.4.1、臺中市環保局柯股長宏黛與謝團長炳輝及莊簡任技

正訓誠合影。 

 

圖 6.4.2、臺南市環保局林專員界宏與謝團長炳輝及莊簡任技正訓

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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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圓桌會議(BAQ Country Roundtable Discussion)」  

圓桌會議活動方式係以國家別分組，進行討論，包含孟加拉、中國、印度、

印尼、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 (含寮國、柬埔寨、緬甸 )、

斯里蘭卡及越南，共計 11 組。透過分組討論方式，探討各國政府針對「空氣

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減量」的議題所採取的措施與管制辦法。  

考量因我國與中國大陸間空氣污染傳輸與地緣關係，旁聽中國大陸地區主

要城市之空氣污染防制問題、現行管制策略及未來管制方向之相關議題，以了

解其中國大陸城市空污管制現況，活動照片如圖 6.5.1，說明會議重點如下 : 

 

 

 

 

 

 

 

 

 

 

 

 

 

 

 

(一)各城市分享重點  

1.北京市目前約 2,300 萬人口，500 萬輛各式車輛，為中國大陸政治、文

化、科技創新及對外交流等中心。燃煤、車輛廢氣、工業廢氣，以及

車行揚塵為主要空氣污染來源，  相關管制措施包含燃料管制、懸浮

微粒管制、推動區域聯合管理及車輛管制。  

(1) 燃料管制：2016 年啟用油品國家六期標準。煤年使用量由 2004 年

3,000 萬噸，減至 2013 年 1,800 萬噸，預計 2017 年再減至 1,000 萬噸，

圖 6.5.1、圓桌會議參與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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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以天然氣或優質煤取代。 

(2) 懸浮微粒管制：該市於 1998 年至 2010 年經過 10 個階段 PM10 管制，

並於 2012 年啟動 PM2.5管制機制。 

(3) 推動區域聯合管理：推動六省市(京津冀魯晉內蒙)區域協同減排，監

測成果共享、空品管制區突發事件聯防聯控，以及成立公眾環境參與

中心。 

(4) 管制交通車輛數量及通行，以控制移動污染源產生之污染。 

2.上海市建置 60 多處空品自動測站及 200 多套 CEMS 以即時掌握污染

情形，並結合污染源監測及天氣預報，提供預期可能發生事件之公眾

服務，做為決策支援參考。2015 年將啟動區域預報中心，將扮演減排

協調、PM2.5 預警，以使秋冬擴散不佳季節之預警有效性提高。  

3.廣州市執行小型鍋爐汰換更替、黃標車減量，另投入四億經費支持汰

舊計畫，提昇油品質量，並執行特定區每日 2-3 次街道洗掃以降低揚

塵。此外該市辦理餐廳油煙防制競賽並擇優獎勵、調整產業結構以降

低污染、提高在線監控比例、建置臭氧排放清單，以及實施油氣回收。 

4.大連市為大陸貨物吞吐量劇增之港口城市，逐步重視港區及船舶空氣

污染問題，目前大連港對於貨櫃船、散裝船連接岸電技術也進行了研

發並且進入試用階段，目前使用率約 15%-20%，未來將提升到 60%，

並提高機械化作業比率，此外，大連港對於進出港區及碼頭之重型車

輛也開始著手管理，如何有效控制進出港區重型車輛產生之廢氣排

放，亦為大連港區現階段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  

5.武漢市著重執行人員能力提升、數據資料庫建構、技術支撐等作為，

可使預報準確率提昇，使民眾對政府信任度提升。藉由行政支援可使

境外污染聯防聯控，提高預警效果。該市與歐盟進行跨域污染預報聯

防合作。  

6.哈爾濱因氣候關係煤年用量約 3,800 萬噸，目前積極進行煤改氣工程，

以及潔淨煤使用，另由大慶油田協助供電及冬季供暖作業，冬季並以

部分燒結桿(農廢)取代煤。另配合國家政策執行黃標車淘汰將煤減至

現行用量 65%以下，執行以大鍋爐取代小鍋爐政策聯合供暖，近年已

拆除 490 台小型鍋爐。  



32 

 

(二) 由中國大陸各城市管制經驗分享，整體於減少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  

主要工作重點如下 : 

1.落實執法。  

2.產業結構與能源結構重新檢視及調整，如煤炭總量管制。  

3.加強區域合作，如空氣污染傳播對象聯防。  

4.建立高污染天氣防制機制，以保障公眾健康。  

5.重點行業的治理：加強鋼鐵、水泥、石化業等高 SO2 廢氣處理效能以

及排放高污染行業及車輛加速淘汰。  

6. VOCs 管制—石化行業及表面塗裝相關行業勾稽。  

7.大氣污染防制法修訂：新增章節針對重點區域排放加強管制緊急應變

說明。  

8.人才培訓-重點行業持續與國內外機構產學合作及技術創新。  

(三)有關中國大陸城市對於空氣污染管制工作及遭遇之困難，仍面臨許多的  

整合性問題：  

1.各城市型態與發展差異，影響其空污管制策略。  

2.有關大方向的執行目標，各城市仍需擬定有效管制策略，以達到減量

目標。  

3.有關固定、移動及逸散源管制尚無整合性的管制策略。  

4.有關蒐集監測數據與擬定管制策略之間重要關聯性。  

 

六、「永續港口」  

針對永續港口議題，本研討會上主要透過下列兩個主題之專案分享以達到

交流研商之目的。  

(一) 三方綠色  

永續城市、港口及海運 (Triple Green：Sustainable Cities, Port and 

Marine transport)議題將港口及城市的綠色運輸做結合，美國環保署（Mark 

Kasman）分享西岸港口成功經驗，也是國內港區專案計畫歷年執行管制

策略研擬及推動之參考藍圖；德國專家（Dr. Axel Friedrich）以船舶排放

量的觀點，分析了船舶排放減量技術、減量實質意義及減量成本效益，

並分享德國公務船「Polarstern」成功經驗，為世界第一艘具觸媒及微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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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濾設備之科學船舶。此外，該主題會議透過小組座談的方式，邀請五

位專家（環境、科學、貨物運輸、航運及貨主）以不同觀點針對主題提

出不同領域之看法，並以互動的方式讓與會的成員諮詢相關問題。  

(二) 改善空氣品質的效益評估（ Estimating the Benefits of Improved Air 

Quality）議題  

分別包含了馬摩拉海及土耳其海峽納入排放控制區之環境與健康效

益評估及澳洲雪梨船舶排放對人體健康之衝擊評估等專案研究與永續港

口有直接之關聯性，經由此主題會議讓我們了解到未來國際海事組織若

將馬尼拉那海及土耳其海峽納入排放控制區在環境的效益上以排放量

（環境效益）而言，船舶排放之懸浮微粒貢獻比例由 5%下降至 1.7%；

而二氧化硫比例由 46%降至 4.6%，在健康效益的方面上，將可降低約

77%-93%伊斯坦堡之風險值；另一方面也了解到如何應用 BenMAP 於船

舶排放效應評估及其操作上須面臨的各項挑戰。  

 

 
 

 

 

 

 

 

圖 6.6.1、<永續城市、綠色港口及海上運輸>本處辦理永續港口業務，故特此

參與該活動，汲取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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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美國環保署及 CAA 之會談  

本署分別於 11 月 20 日及 21 日參與兩場會談，討論 104 年實施 CCAP 及

IA11 計畫工作內容。  

一、本署與美國環保署雙邊會談  

 11 月 20 日美國環保署邀請本署針對 103 年度實施「城市清潔夥伴計畫

(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簡稱 CCAP)之現況以及 104 年度「臺美雙邊環保

優先事項(Implement Arrangement10)」之推動進行討論。  

有鑑於今年度 8 月我國環保署長訪美並與美國環保署第 9 分署長布魯門

菲（Mr. Jared Blumenfeld）共同啟動「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一同參與 CCAP

啟動儀式，藉由該參與活動的機會，雙方對於臺美合作議題相談甚歡。此外，

透過美方代表轉述，美國環保署長麥卡馨女士由衷地感受到臺美雙方合作的

誠意，並認為該次（103 年 4 月）訪談華為極具收穫性以及回饋性質，同時

感謝本署執行該計畫相關事項，促使得臺美雙方交流更上一層樓。  

    另本署執行該計畫現況極度受美方重視與關切，為了表達臺美雙方合作

的默契與決心，美方代表提出以下幾點建議，如下列所示。  

 

(一) 美方代表 Phil Dickerson 感謝本署監資處提供監測資料於美國環保署參

考。有關於 104 年「ABACAS 與 BenMap workshop」相關活動，該代表

預計六月來臺，並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一同分享相關經驗，共襄盛舉。  

(二) 美方得到消息，有關亞洲發展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似乎有

臺灣代表於該單位服務，因該銀行為主辦單位亞洲清潔空氣中心 (Clean 

Air Asia, CAA) 執行 CCAP 專案主要合作夥伴之一，建請確認該消息是

否屬實。倘若消息屬實，美方建議主動聯絡該單位之臺灣代表，俾利於

未來執行 CCAP 專案之相關內容。  

(三) 藉由 CCAP 專案執行與實施，美方希望提供一個網絡平台，整合空污防

治及改善相關專家們的聯繫方式，建立完善的專家清冊。未來民眾若有

相關需求，則逕自搜尋該網絡平台之專家學者聯繫方式，節省因聯繫困

難所耗費的時間。透過該平台，民眾也能清楚了解到各個專家學者們不

同的專業與能力，達到擴大因應不同需求之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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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 104 年「Global Partnership Conference 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  本署長預計出訪華府 DC 之活動，因涉及綜計處「環境教

育」與空保處 CCAP，美方建請地方環保局一同參與該活動。  

(五) 本署感謝美國環保署透過「國際環境夥伴計畫」與「臺美雙邊環保優先

事項」的實施，使得臺灣能有更多國際交流的機會。本署建議未來若要

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期能將活動舞台帶到臺灣來，期能提高臺灣國際

形象之能見度。  

(六) 我國代表團利用「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之契機，除了有機會認識

自世界各地之專家學者外，也參與大會相關活動，如上台報告與海報展

覽等，提升臺灣自身的國際形象。因該研討會為兩年一次性活動，且巡

迴世界各地舉辦，本署建議未來舉辦場地在臺灣或是東京等；此外，若

能在臺灣舉辦，本署相當歡迎夥伴團體參觀臺灣監測站及其他空污防治

措施等。  

(七) 有鑑於 104 年 CCAP 與 IA11 之計畫內容，當中不少為出國訪查與參與國

際活動之專案，因該案須採購機票以及其他行政支援，故本署永續室提

出委辦公司協助辦理之提案，將一系列出國之行政支援外包給廠商，俾

利相關活動之進行。美方提出該行政支援之經費是否為該計畫項下支

應，或編列其他預算於該提案。  

 

 

 

 

 

 

 

 

 

 

 

 

 

圖 6.7.1、本署同仁與美國環保署資深顧問Mark Kasman、計畫經理 Justin Harris

與 AirNow 專案經理 Phil Dickerson 針對 IEP 及 IA 議題進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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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感謝美國環保署透過「國際環境夥伴計畫」與「臺美雙邊環保優先

事項」的實施，使得臺灣能有更多國際交流的機會。本署建議未來若要舉辦

各式各樣的活動，期能將活動舞台帶到臺灣來，期能提高臺灣國際形象之能

見度。  

而本次我國代表團利用「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之契機，除了有機

會認識自世界各地之專家學者外，也參與大會相關活動，如上台報告與海報

展覽等，提升我國自身的國際形象。因該研討會為兩年一次性活動，且巡迴

世界各地舉辦，本署建議未來舉辦場地在臺灣或是東京等；此外，若能在臺

灣舉辦，本署相當歡迎夥伴團體參觀臺灣監測站及其他空污防治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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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月 21 日為臺、美、CAA 三方會談  

主要針對 104 年度「城市清潔夥伴計畫(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簡

稱 CCAP)做討論。  

(一)本署提出的方向如下：  

1.CCAP 計畫運作中，除經費贊助外，本署可扮演的角色？104 年計畫運

作可否將本署與其他國際重要組織做一結合？  

2.推動城市登錄及認證是否為 104 年計畫核心？是否組成委員會來進

行。我國政府、學界或技術機構可否參與登錄或是評鑑？另外是否會

在臺灣召開會議。  

3.104 年 8 月在本署與美國環保署署長將在美國召開第一屆 CCAP 會議，

本署本年度(104 年)贊助 CAA 時是否會涵蓋這項工作。  

(二) 三方討論協商後的重點如下：    

1.有關 104 年 2 月美國環保署(Justin Harris 及 Mark Kasman)與 CAA 執行

長與副執行長訪臺，利用該機會將 CCAP 計畫內容與工作事項確認。  

2. 有關未來計畫推廣「城市認證」部分，我國除了扮演經費贊助角色外，

美方與 CAA 期待我國能夠提供專家學者及相關技術，協助其他國家推

動認證制度，規劃我國政府、學界或技術機構成為核心諮詢單位之一。

另可透過我國地方城市參與，利用 CCAP 成為夥伴城市，無論是在國

際交流及環境領域上之國際能見度亦有幫助。  

3.有關城市認證制度部分，其初步想法如下 : 

(1)藉由各方開放性協商與諮詢，規劃具體與量化之認證準則與條件。 

(2)採取第三方認證機制，以達公開公正之目的。 

(3)參考紐澤西案例，經認證後給予清潔空氣標章 (Clean Air Label)。 

(4)提供誘因機制，如直接誘因(技術支援工具、行銷溝通)與間接誘因(經

濟、健康)。 

4. 有關 104 年 8 月「Global Partnership Conference 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本署  署長出訪華府 DC 之活動，預計召開

第一屆 IEP 及 CCAP 會議。本署贊助 CAA 之經費將規劃為邀請 25 個

發展中城市及美國 2 個城市(Bay Area 與加州南岸)之差旅費。另美方

建請地方環保局一同參與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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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2、與會人員包含本署代表(謝團長炳輝、莊簡任技正訓城、戴高環忠良

及承辦人楊佳樺)、美國環保署代表(Mark Kasman、Justin Harris）、與 CAA

董事會 Rober O’Keefe、Mary Jane Ortega 及執行長 Bjarne Pedersen 與副執行

長 Glynda Bathan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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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1 月 20 及 21 日會談重點整理  

(一) 美方代表 Phil Dickerson 感謝本署監資處提供監測資料於美國環保署參

考。有關於 104 年「ABACAS 與 BenMap workshop」相關活動，該代表

預計六月來臺，並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一同分享相關經驗，共襄盛舉。  

(二) 美方得到消息，有關亞洲發展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ADB)似乎

有我國代表於該單位服務，因該銀行為主辦單位亞洲清潔空氣中心

(Clean Air Asia，CAA) 執行 CCAP 專案主要合作夥伴之一，建請確認該

消息是否屬實。倘若消息屬實，美方建議主動聯絡該單位之我國代表，

俾利於未來執行 CCAP 專案之相關內容。  

(三) 藉由 CCAP 專案執行與實施，美方希望提供一個網絡平台，整合空污防

制及改善相關專家們的聯繫方式，建立完善的專家清冊。未來民眾若有

相關需求，則逕自搜尋該網絡平台之專家學者聯繫方式，節省因聯繫困

難所耗費的時間。透過該平台，民眾也能清楚了解到各個專家學者們不

同的專業與能力，達到擴大因應不同需求之選擇性。  

(四) 有關 104 年 8 月「Global Partnership Conference 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本署署長出訪華府 DC 之活動，預計召開第

一屆 IEP 及 CCAP 會議。本署贊助 CAA 之經費將規劃為邀請 25 個發展

中城市及美國 2 個城市(BayArea 與加州南岸)之差旅費。另美方建請地方

環保局一同參與該活動。  

(五) 有關未來計畫推廣「城市認證」，我國除了扮演經費贊助角色外，美方與

CAA 期待我國能夠提供專家學者及相關技術，協助其他國家推動認證制

度，規劃我國政府、學界或技術機構成為核心諮詢單位之一。另可透過

我國地方城市參與，利用 CCAP 成為夥伴城市，無論是在國際交流及環

境領域上之國際能見度亦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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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心得與建議 

一、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為亞洲國家針對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交流平台，對於

國家與國家間，城市與城市間，實為一個促進國家或城市間之交流機會，

本次活動參與，除能分享我國自身成功的環境保護經驗及吸取空氣品質管

理技術新知外，亦增加我國環保機關於國際間環境保護知名度。  

二、  透過該研討會活動設計，本署與美國環保署及 CAA 夥伴團體間彼此協商

與討論，共同擬定 104 年合作夥伴目標，建立合作默契，實有助於推動國

際相關業務之發展，並奠定未來計畫執行之基礎。  

三、  綜觀本次參與發表之各城市簡報資料，我國空氣污染防制經驗、技術、思

維及空氣品質管制法令與策略已相較完整且具體，未來倘有相關國際研討

會，我國亦可積極爭取發表或主辦之機會。  

四、  各國對於空污管制及各項環境議題重視度已大幅提升，尤其是污染跨域傳

送之議題甚表重視，更投入許多研究、監測與管制工作。本署多年來亦持

續執行國內環境監測工作，監控大區域範圍之空氣品質狀況及長期趨勢，

對於國內環境現況已有相當掌握。我國因受地形及氣候的因素，環境污染

物跨境傳輸的問題日益嚴重，例如東亞沙塵或東南亞生質燃燒等，其中因

中國大陸因主要以燃煤主要能源，造成影響最為嚴重，每年秋天至隔年春

天最易受境外污染影響；另我國因地理位置處於這些空氣污染物的傳輸路

徑上，受到最直接影響，而對於境外污染物的傳輸現象監測與預測顯得相

當重要。  

五、  有關臺美計畫永續港口之議題，透過該研討會建立起多元溝通管道，除俾

利後續辦理相關專家會議外，也能增加不同領域專家之諮詢窗口。另國內

港區之推動，現階段因我國港區空氣污染管制專案尚未應用過 BenMAP 模

式來評估船舶排放減量對於人體建康效益之影響，因研討會中充分獲得

BenMAP 應用於船舶減量效益的案例，建議國內未來可應用 BenMAP 模式

研擬港區空氣污染減量策略，建立更完整之決策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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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附錄 

一、  我國城市管理經驗之成果發表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環保局) 

二、  海報展示(臺中市 /臺南市環保局) 

三、  城市認證架構及介紹  

四、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手冊  

五、  出國報告摘要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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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壹、 出國會議名稱：赴斯里蘭卡參加「2014 更好空氣品質」 

              研討會 

貳、 出國人員：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備註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空氣品質保

護及噪音管

制處 

謝炳輝 副處長 團長 

莊訓城 簡任技正  

陳惠琦 視察  

戴忠良 高級環境技術師  

楊佳樺 約聘人員  

環境監測及

資訊處 
陳香宇 環境監測技術師 

 

地方環保 

機關 

臺北市 高薇喻 股長  

新北市 邱信翰 股長  

桃園縣 吳瑞祥 專員  

臺中市 柯宏黛 股長  

臺南市 林界宏 專員  

 

參、 出國日期：103 年 11 月 17 日至 11 月 22 日 

肆、 行程/課程： 

日期 說明 

11 月 17 日(一)  啟程(臺北－香港) 

11 月 18 日(二) 

 因不可抗力之因素，滯留香港一天 

 啟程(香港－斯里蘭卡可倫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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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9 日(三) 

 新北市環保局代表上台報告。 

 參與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專題 

 根據大會議程，參與會議及討論。 

11 月 20 日(四) 

 臺北市環保局、桃園縣政府環保局代表上

台報告 

 永續港口議題 

 根據大會議程，參與會議及討論 

 與美國環保署代表會談 

11 月 21 日(五) 

 圓桌會議 

 與美國環保署代表、亞洲空氣清潔中心 

會談 

11 月 22 日(六)  返程(斯里蘭卡可倫坡－臺北) 

一、 背景說明 

(一) 本署受美國環保署及主辦單位亞洲空氣清潔中心

(Clean Air Asia, CAA)邀請，於 103 年 11 月 17 至 22

日赴斯里蘭卡參加「2014 年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

(Better Air Quality, BAQ)」，本次研討會係「國際環

境夥伴計畫『小型贊助計畫』」之「城市清潔空氣

夥伴計畫（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相關活動。

我國代表團除了參與大會研討會議議程，分享我國

自身成功的環境保護經驗及吸取空氣品質管理技術

新知外，亦與美國環保署及亞洲空氣清潔中心

（Clean Air Asia，以下簡稱 CAA）夥伴團體間彼此

協商與討論，建立合作默契，奠定未來執行城市清

潔空氣夥伴計畫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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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國代表團由本署空保處謝副處長炳輝擔任團長，

率領本署空保處及監資處同仁、臺北市、新北市、

臺中市及臺南市等地方環保局同仁以及技術顧問機

構人員，共計 14 人參與該研討會。美國環保署則為

國際事務辦公室(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Tribal 

Affairs, OITA)亞太區企畫高級顧問(Senior Advisor) 

Mr. Mark Kasman、臺灣地區企劃經理 (Taiwan 

Program Manager) Mr. Justin J. Harris 及空氣品質規

劃與標準辦公室(Office of Air Quality Planing and 

Stadards, OAQPS) AirNow 計畫經理 Mr. Phil 

Dickerson 等參與研討會或內部協商會談。 

(三) 本次出國計畫主要參與活動涵蓋研討會開幕式、專

題討論（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與永續港口）、我

國城市管理經驗之成果發表(發電廠污染物質排放

減量與城市清潔空氣解決方案)、海報展示、臺美環

保署兩方代表會談、臺美與 CAA 三方代表會談與圓

桌會議等。 

二、 會議內容及成果說明 

(一) 研討會說明 

有關更好的空氣品質研討會（Better Air Quality, BAQ），

係由CAA、美國環保署(USEPA)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等共同主辦，我國首次以贊助者角色參與該研討會。該

研討會為兩年一次重大國際型會議，今年度已邁入第八

屆，該屆舉行地點為斯里蘭卡可倫坡紀念班達奈克國際

會 議 大 廈 (Bandaranaike Memori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BMICH)。大會議題涵蓋交通、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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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和氣候變化領域，側重於政府的政策與措施，參與

者包含各國專家學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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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亞洲空氣品質議題盛會。相

關參與重點與成果說明如下: 

1. 「研討會開幕式」 

    本署受邀參與研討會開幕式之觀禮，並由

CAA 董事會主席 Mr. Robert O'Keefe、聯合國經濟

與社會事務部門執行長 Mr. Nikhil Seth、斯里蘭卡

交通部部長 Hon., Mr. Kumara Welgama、斯里蘭卡

環 境 與 再 生 能 源 部 部 長 Hon., Mr. Susil 

Premajayantha、日本環境部部長秘書長 Mr. 

Teruyoshi Hayamizu 等人依序開幕致詞，最後本署

空保處謝副處長炳輝代表上台與主辦單位、與會之

各國貴賓合影，為「2014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

揭幕。 

2. 「城市清潔空氣夥伴專題（CCAP Session）」 

    有關城市清潔空氣夥伴專題，目的係期望亞洲

城市能夠成為空氣品質改善之示範城市。透過城市

間締結姊妹市之方式，彼此交流觀摩與學習，達到

亞洲城市空氣品質改善之目的。該活動由 CAA 執

行長Mr. Bjarne Pedersen與副執行長Ms. Glynda E. 

Bathan-Baterina 及美方代表 Mr. Mark Kasman 及

Mr. Justin J. Harris 等人為主談人，目的在於向各界

說明有關 CCAP 計畫之未來城市認證之方向以及

宣佈示範城市(pilot cities)。藉由邀請其他環保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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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氣候及清潔空氣聯盟 (climate and clean air 

coalition) 、斯德哥爾摩環境機構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城市網(Citynet)、挪威空氣

研究機構(Norwegian Institute for Air Research)等

進行說明，作為後續 CCAP認證制度建置之參考。

另美方與 CAA為感謝本署為該 CCAP計畫最大支

持者，邀請本署代表團團長謝副處長炳輝為該活動

上台致詞。此外，我國桃園縣及臺中市代表亦應邀

以潛在成為示範城市之身分參與該活動。 

3. 「我國城市空氣品質維護成效發表與經驗分享」 

    本次新北市、桃園縣及臺北市三個縣市環保局受

大會邀請分別於發電廠污染物質排放減量(Reducing 

Emissions from Power Plants)以及城市清潔空氣解決

方案(Cities Solution for Clean Air)兩個活動場次上台

發表與分享成功經驗。 

(1) 臺北市環保局由高股長薇喻為代表，發表臺北

市推動零污染的公共自行車(YouBike)以及低污

染巴士，提供民眾節能、省時且對環境更友善

的運輸選擇等成果。 

(2) 新北市環保局由邱股長信翰代表，以「新北市

固定污染源管制歷程」 (Control process for 

stationary sources permits in New Taipei city)為

題進行發表。發表內容包括：新北市背景資料

說明、比較亞洲國家主要城市之空氣污染物濃

度、空氣污染管制交流經驗分享、我國固定污

染源許可管制歷程、北部空品區許可審議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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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相關執行成效以及分享困難挑戰與解決

策略等。 

(3) 桃園縣環保局由吳專員瑞祥為代表，分享「紅

外線熱顯像儀應用於空氣污染防制工作之成

效」。首先介紹桃園縣地理環境及區域特性，

引入桃園縣近年來空氣品質狀況及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之分析及策略擬定，並說明紅外線熱顯

像儀等科技儀器之特性及運用在稽查工作上之

效益。透過案例介紹，說明科技儀器與桃園縣

空污稽查作業之緊密結合關係，及如何有效降

低稽查人力負荷及釐清污染排放事實。 

4. 「海報展覽」 

    大會現場共有 34 個海報發表，我國臺中市及臺

南市環保局亦受大會邀請於會場展覽轄內成果，臺中

市展現針對電力業及鋼鐵業進行調查及推動管制措

施，以改善 PM2.5之成果；另臺南市則以低碳生活(Low 

Carbon Life Style)為主題分享其成功經驗。其他參展

海報，多數為南亞地區國家，主要議題集中在交通移

動源污染排放及區域空氣品質成因調查的研究，均係

個案，較少有各級政府之空污管制政策。 

5. 「圓桌會議(BAQ Country Roundtable Discussion)」 

    圓桌會議活動方式係以國家別分組，進行討論，

包含孟加拉、中國、印度、印尼、馬來西亞、尼泊爾、

巴基斯坦、菲律賓、泰國(含寮國、柬埔寨、緬甸)、

斯里蘭卡及越南，共計 11 組。透過分組討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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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各國政府針對「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減量」

的議題所採取的措施與管制辦法。 

    考量因我國與中國大陸間空氣污染傳輸與地緣

關係，旁聽中國大陸地區主要城市之空氣污染防制問

題、現行管制策略及未來管制方向之相關議題，以了

解其中國大陸城市空污管制現況，會議重點如下: 

(1) 有關中國大陸城市之空氣污染和溫室氣體減量工

作重點為「嚴格的排放許可制度及有效查核」、

「設備效能驗證」、「污染減量」、「原物料檢

核」及「污染地圖建置與動態管理」等 5 項。 

(2) 城市分享說明：北京係以文化、科技及外交為主

軸發展，並對對交通車輛數量及通行予以管制，

以此控制移動污染源產生之污染；上海方面則提

出季節因素，氣象擴散條件不佳，預報準確率須

相對應提高，氣象及空氣品質預報等模擬仍須加

強；另大連市為大陸貨物吞吐量劇增之港口城市，

逐步重視港區及船舶空氣污染問題，因此如何有

效控制進出港區重型車輛產生之廢氣排放，為大

連港區現階段探討的重要課題。 

(3) 有關中國大陸城市對於空氣污染管制工作及遭遇

之困難，仍面臨許多的整合性問題： 

(a)各城市型態與發展差異，影響其空污管制策略。 

(b)有關大方向的執行目標，各城市仍需擬定有效管

制策略，以達到減量目標。 

(c)有關固定、移動及逸散源管制尚無整合性的管制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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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有關蒐集監測數據與擬定管制策略之間重要關聯

性。 

6. 「永續港口」 

有關永續港口議題，本研討會上主要透過下列兩個

主題之專案分享以達到交流研商之目的。 

(1) 三方綠色：永續城市、港口及海運(Triple Green：

Sustainable Cities, Port and Marine transport)議題將

港口及城市的綠色運輸做結合，美國環保署（Mark 

Kasman）分享西岸港口成功經驗；德國專家（Dr. 

Axel Friedrich）以船舶排放量的觀點，分析了船舶

排放減量技術、減量實質意義及減量成本效益，並

分享德國公務船「Polarstern」成功經驗，為世界第

一艘具觸媒及微粒過濾設備之科學船舶。此外，該

主題會議透過小組座談的方式，邀請五位專家（環

境、科學、貨物運輸、航運及貨主）以不同觀點針

對主題提出不同領域之看法，且以互動的方式讓與

會成員諮詢相關問題。 

(2) 改善空氣品質的效益評估（Estimating the Benefits 

of Improved Air Quality）議題分別包含了「馬摩拉

海及土耳其海峽納入排放控制區之環境與健康效

益評估」及「澳洲雪梨船舶排放對人體健康之衝擊

評估」等專案研究與永續港口有直接之關聯性。透

過該會議，了解到未來國際海事組織若將馬尼拉那

海及土耳其海峽納入排放控制區在環境的效益上

以排放量（環境效益）而言，船舶排放之懸浮微粒

貢獻比例由 5%下降至 1.7%；而二氧化硫比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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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降至 4.6%，在健康效益的方面上，將可降低約

77%-93%伊斯坦堡之風險值；另一方面也了解到如

何應用 BenMAP 於船舶排放效應評估及其操作上

須面臨的各項挑戰。 

三、 與美國環保署及 CAA 之會談 

  另受美國環保署及 CAA 邀請，本署分別於 11 月 20

日及 21日參與兩場會談，討論明年度實施 CCAP及 IA11

計畫工作內容。兩次會談重點如下： 

(一) 美方代表 Phil Dickerson 感謝本署監資處提供監測

資料於美國環保署參考。有關於明年度 (104)

「ABACAS 與 BenMap workshop」相關活動，該代

表預計六月來臺，並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一同分享相

關經驗，共襄盛舉。 

(二) 美 方 得 到 消息 ， 有 關 亞洲 發 展 銀 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似乎有我國代表於該單位

服務，因該銀行為主辦單位亞洲清潔空氣中心(Clean 

Air Asia, CAA) 執行 CCAP 專案主要合作夥伴之一，

建請確認該消息是否屬實。倘若消息屬實，美方建

議主動聯絡該單位之我國代表，俾利於未來執行

CCAP 專案之相關內容。 

(三) 藉由 CCAP 專案執行與實施，美方希望提供一個網

絡平台，整合空污防制及改善相關專家們的聯繫方

式，建立完善的專家清冊。未來民眾若有相關需求，

則逕自搜尋該網絡平台之專家學者聯繫方式，節省

因聯繫困難所耗費的時間。透過該平台，民眾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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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解到各個專家學者們不同的專業與能力，達

到擴大因應不同需求之選擇性。 

(四) 有關明年度 8 月「Global Partnership Conference o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nference」本署署長出

訪華府 DC 之活動，預計召開第一屆 IEP 及 CCAP

會議。本署贊助 CAA 之經費將規劃為邀請 25 個發

展中城市及美國 2個城市(BayArea與加州南岸)之差

旅費。另美方建請地方環保局一同參與該活動。 

(五) 有關未來計畫推廣「城市認證」，我國除了扮演經

費贊助角色外，美方與 CAA 期待我國能夠提供專家

學者及相關技術，協助其他國家推動認證制度，規

劃我國政府、學界或技術機構成為核心諮詢單位之

一。另可透過我國地方城市參與，利用 CCAP 成為

夥伴城市，無論是在國際交流及環境領域上之國際

能見度亦有幫助。 

四、 心得與建議  

(一) 更好空氣品質研討會為亞洲國家針對空氣污染防

制工作之交流平台，對於國家與國家間，城市與城

市間，實為一個促進國家或城市間之交流機會，本

次活動參與，除能分享我國自身成功的環境保護經

驗及吸取空氣品質管理技術新知外，亦增加我國環

保機關於國際間環境保護知名度 

(二) 透過該研討會活動設計，本署與美國環保署及CAA

夥伴團體間彼此協商與討論，共同擬定明年度合作

夥伴目標，建立合作默契，實有助於推動國際相關

業務之發展，並奠定未來計畫執行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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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綜觀本次參與發表之各城市簡報資料，臺灣空氣污

染防制經驗、技術、思維及空氣品質管制法令與策

略已相較完整且具體，未來倘有相關國際研討會，

我國亦可積極爭取發表或主辦之機會。 

(四) 各國對於空污管制及各項環境議題重視度已大幅

提升，尤其是污染跨域傳送之議題甚表重視，更投

入許多研究、監測與管制工作。本署多年來亦持續

執行國內環境監測工作，監控大區域範圍之空氣品

質狀況及長期趨勢，對於國內環境現況已有相當掌

握。我國因受地形及氣候的因素，環境污染物跨境

傳輸的問題日益嚴重，例如東亞沙塵或東南亞生質

燃燒等，其中因中國大陸因主要以燃煤主要能源，

造成影響最為嚴重，每年秋天至隔年春天最易受境

外污染影響；另我國因地理位置處於這些空氣污染

物的傳輸路徑上，受到最直接影響，而對於境外污

染物的傳輸現象監測與預測顯得相當重要。 

(五) 有關臺美計畫永續港口之議題，透過該研討會建立

起多元溝通管道，除俾利後續辦理相關專家會議外，

也能增加不同領域專家之諮詢窗口。另國內港區之

推動，現階段因我國港區空氣污染管制專案尚未應

用過 BenMAP 模式來評估船舶排放減量對於人體

建康效益之影響，因研討會中充分獲得 BenMAP

應用於船舶減量效益的案例，建議國內未來可應用

BenMAP 模式研擬港區空氣污染減量策略，建立更

完整之決策參考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