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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在「104 年推動環保服務業交流」，委託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永發會」）承辦，工作項目與中國大陸環境

保護部（以下簡稱「環保部」）所屬之中國環境科學學會（以下簡稱「環科會」）共同辦

理「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於西元 2015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假中國大陸北京市

唐拉雅秀酒店召開，與會人員包含兩岸學者專家、中國大陸環保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人員、中國大陸環保部環境規劃院人員、兩岸產業及協會代表等。會議包含 21 日之特

邀主旨報告及專題演講，以及 22 日上午之分會場研討，主題包括「環境空氣品質管制

與大氣污染防治技術」、「固體廢物回收及資源化」、「水污染環境與生態修復」，下午則

為「環境服務業及產業發展交流會」。參訪活動包括前往環保部環境科學研究院、環境

規劃院、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座談交流，以及參觀中國大陸環境教育設施場

所和廢棄物實際處理案例等。 

而中國大陸近年來發生多起重大事件，有鑑於此，【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

研討會暨第三屆 CCPS 中國過程安全會議】特別以「化工過程安全在中國」為主題，邀

請多國專家進行學術研討。本人於該會發表【美國化學品災害事故調查及檢討機制】論

文，該內容在講述，美國在發生嚴重化學災害事故時，政府單位往往僅針對事故違反政

府法令規範，忽略全面性的事故調查分析，故可能忽視系統性或跨領域的問題。鑒於此，

美國在 1990 年的空氣清淨法案中予以授權，由美國化學安全與危害調查委員會(U.S. 

Chemical Satety and Hazard Investigation Board, CSB)於發生嚴重化學工業災害時，一名或

多名委員可召集相關工安專家組成一個調查小組至災害現場執行事故調查任務，而最終

事故調查結果與建議可做為事故調查的改進之好的範本，該篇論文獲的許多專家學者的

關注，除此之外，並擔任分第 2 會場下午場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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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目前兩岸已於相互辦理環保交流會議，如：2012 年假臺北市福華飯店舉辦「2012

兩岸環保高峰會議」、2013 年中國大陸雲南省昆明市舉辦「2013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

壇」、2014 年於臺北市舉辦「2014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歷年雙方針對大氣環境保護、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廢污水處理服務產業、廢棄物清運處理及資源循環管理、環境

教育等環保相關議題，進行演講、論文發表、意見及經驗交換。故本年度於中國大陸北

京市辦理「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本人於 2015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參加，並於

9 月 21 日上午及 9 月 22 日下午擔任主持人，與參加來賓專家進行交流。 

中國大陸近年來發多起重大事件，如 2015 年 08 月 22 日天津港瑞海危險品物流倉庫

爆炸事故、2015 年 07 月 16 日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山東石大科技石化有限公司爆炸事

故、2015 年 04 月 06 日福建省漳州市古雷騰龍芳烴 PX 廠發生爆炸事故及 2013 年 11 月

22 日山東省青島油管線爆炸事故等，該事故都造成多人傷亡及經濟損失。有鑑於此，中

國大陸於 2015 年 09 月 23 日至 24 日舉辦【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暨第三

屆 CCPS中國過程安全會議】(The 2nd China International Chemical PSM Symposium & the 3rd 

CCPS China Conference on Process Safety)，該會議特別以「化工過程安全在中國」為主題，

並邀請國際化工安全領域有關專家學者就「風險評估、分析和管理」、「化工企業安全管

理與實踐」、「事故應變响應和規劃、案例分享」、「機械完整性」、「反應性化學、過程安

全信息」、「PSM 指標、審核」、「過程安全文化」、「安全儀表系統」、「化工企業安全管理

與實踐、開車前安全檢查、變更」、「罐區安全、個體防護裝備」、「化工園區過程安全管

理實踐」及「中區化工過程安全管理南京化工園區實踐」等議題進行研討，本人於 2015

年 9 月 23 日至 24 日前往中國大陸寧波參加此會議，擔任該會議技術委員成員，同時在

9 月 24 日上午分會場 2 發表【美國化學品災害事故調查及檢討機制】，並於下午擔任分

會場 2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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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本次赴中國大陸北京參加【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及赴中國大陸寧波參加【第

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暨第三屆 CCPS 中國過程安全會議】，其行程如表 1

所示。 

 

2.1、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 

環保署在「104 年推動環保服務業交流」，委託永發會，工作項目與環保部所屬之環

科會共同辦理「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於西元 2015 年 9 月 21 日至 22 日假中國

大陸北京市唐拉雅秀酒店召開(會議議程如表 2 及表 3 所示)，與會人員包含兩岸學者專

家、中國大陸環保部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人員、中國大陸環保部環境規劃院人員、兩岸

產業及協會代表等。會議包含 21 日之特邀主旨報告及專題演講，以及 22 日上午之分會

場研討，主題包括「環境空氣品質管制與大氣污染防治技術」、「固體廢物回收及資源

化」、「水污染環境與生態修復」，下午則為「環境服務業及產業發展交流會」，透過專題

報告、論文徵選、分會場及座談會討論以及實地考察、參訪等方式，分享雙方之環境保

護實務經驗、策略、技術，並提出相關建議。 

 

「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於 2015 年 9 月 21 日上午九點開始進行，大會開幕

式首先由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陳龍吉董事長致詞，陳董事長表示，兩岸官產學各界可透

過環保法規、制度、污染防治技術的深度交流、研討，相互發揮所長，彼此相互學習，

為兩岸環保產業的推動帶來更多助力，也提供臺灣的業者更廣闊的發展契機。中國環境

科學學會王玉慶理事長致辭時則表示，依靠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是產業轉型升級最強大

的動力，中國大陸當前資訊技術和互聯網技術與傳統製造業及新能源的結合，同時推動

了環境服務業的重大變革，使產業鏈和價值鏈都發生了重大變化。 

 

本人擔任 9 月 21 日上午特邀場會議主持人，首先中央研究院劉紹臣院士針對全球

暖化對兩岸水質源的影響進行演講；劉院士預測 21 世紀全球極端天氣隨氣候的變化很

難預測，不定性極高，尤其是區域性的變化更難預測，建議以東京地下滯洪池及首爾的

清溪川為例，為兩岸面對極端氣候和水資源保育措施，以及打造「海綿臺灣」等目標帶

來更多啟發。中國工程院侯立安院士則針對中國大陸地下水污染現況、控制以及外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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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趨勢進行報告；中國大陸目前缺少關於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專門的法律，後續將待

土污法及土十條頒布後，並配合相關法律和行動計畫以及多部門協調機制，將可進一步

完善中國大陸的地下水資源保護和整治產業發展。9 月 21 日下午進行會議專題演講，總

共進行 8 項專題演講討論：【大氣污染防治法解讀】、【兩岸合作推動提升空氣品質之思

考】、【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解讀—大陸水污染防治戰略與戰術】、【臺灣農地污染治理展

望】、【構建人工閉合生態系統實現物質迴圈再利用】、【臺灣環境服務業發展現況】、【固

體廢物污染防治的熱點問題】及【臺灣固廢管理及資源再生】。 

 

9 月 22 日上午專題演講共分為 2 個會場 3 大主題進行專題討論，分會場一主題：【環

境空氣品質管制與大氣污染防治技術】及【固體廢物回收及資源化】，分會場二主題：【水

污染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環境空氣品質管制與大氣污染防治技術】專題，針對兩岸

維護空氣品質，除了需盡快建立中國大陸城市空氣品質以及霧霾天氣預報系統外，同時

臺灣應針對霧霾危害進行防治辦法，以及中國大陸跨境空氣污染提出相應對之措施；而

中國大陸針對各污染排放來源，尤其針對工業煉金行業等相關重工業，提出管理建議及

控制措施，以進行大氣環境效益評估，更可提升相關污染防治技術與科技，以提高空氣

污染同步控制之效益。最重要的是，應制定重金屬污染物排放標準，以全面落實重金屬

污染物控制辦法。 

【固體廢物回收及資源化】專題，針對固體廢棄物管理模式、資源再生之技術、建

構循環型社會之策略、產業發展潛力（例如太陽能矽晶版回收及廢棄物轉化為生質能）

等，分享彼此的經驗及研究成果，臺灣若能將自身較成熟的物質回收技術，搭配管理、

整合能力，並掌握中國大陸的政策走向、法規標準（例如補貼機制、能源結構調整、鍋

爐協同處理廢棄物等）及市場動向等，將為臺灣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產業帶來更多發

展契機。 

【水污染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專題，針對兩岸水資源，首先應投入發展污染控制

處理技術，並透過再生水回收機制，提升再生水回收再使用量，同時以維護水環境之流

域生態，避免產業排放污染造成河川、湖泊之污染與優氧化，因此政策制定上需配合相

關水污染防治法以訂定排放標準，進而提高企業廠商之排污費以及水耗費等罰鍰，已達

到有效污染防治與水環境生態維護。此外，也針對彼此之土壤污染整治技術（植生復

育）、管理策略及經驗、整治市場及法規制度、以及土壤和地下水資源保護概況等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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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也分享臺灣農地污染調查及復育的經驗，此也為中國大陸目前迫切需要進行的項

目之一。 

9 月 23 日下午進行環境服務業及技術綜合交流會，本人擔任交流會主持人，此次共

針對 11 個專業主題進行交流，交流主題【沿海危化品碼頭環境影響報告書技術評估案

例分析】、【Establishment of Waste-to-Resource Supply Chain by Hydrometallurgical System 

for Heavy Metals Recovery toward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台灣中小型技術顧問

業發展現況與未來-以環境影響評估業者為例】、【大陸環境品質法規模型工作簡介】、【讓

城市更乾淨，讓環境更美好－固廢企業的社會責任】、【新穎厭氧氨氧化技術及高速污泥

旋風乾燥機】、【機動車污染綜合防控新思路與新模式】、【臺灣環境教育體系中環保設施

（焚化場、廢污水廠處理設施）之角色及案例分享】、【技術創新助力大氣污染物治理及

產業發展】、【國際上的決策環境考量經驗及其啟示】及【大氣淨化產業新技術開發】，

透過此交流會，可瞭解兩岸之環境保護產業現況、新穎污染防治技術、環境法規制度及

標準、環境影響評估之發展策略等。環保本身並無高新科技，但是透過相關科技（例如

奈米技術、高分子材料合成、吸附材料、化工程序、物質回收技術、能源管理等）之適

用選擇與針對個案應用之系統整合及改良，將可發揮其最大價值及帶動整體產業的發

展，同時也有助於環保科技的研發力道和應用範圍。因此經驗交流與分享至關重要，臺

灣起步早有先發優勢，且技術整合能力強，加上管理經驗豐富及中小企業的靈活性，雖

然中國大陸市場規模大，而且技術累積經驗速度快，但兩岸環保產業互補性強，若能發

揮各自的優勢，並透過適切的合作方式，將能為彼此的發展帶來更多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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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暨第三屆 CCPS 中國過程安全會議 

本次會議由中國化學品安全協會(CCSA)、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國際交流會作中心及美

國化學工程師協會化工過程安全中心(AIChE CCPS)主辦，會議期間為 2015 年 09 月 23

日至 24 日進行舉辦(議程如附錄一)，此次研討會以“推進化工過程安全管理，強化企業

安全基礎建設”為主題，舉辦 14 個大會主題報告、64 篇分會主題報告及 42 篇論文張貼，

邀請臺灣、中國、美國、加拿大、德國、荷蘭、韓國及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專家學

者、國際組織、企業代表、國內安全監管部門、化工企業、科研機構及大專院校的代表，

除了主會場的 14 個主題外，分會場還就「風險評估、分析和管理」、「化工企業安全管

理與實踐」、「事故應變規劃和案例分享」、「機械完整性」、「化學反應性和反應過程的安

全訊息」、「PSM 指標、審核」、「過程安全文化」、「安全儀表系統」、「化工企業安全管理

與實踐、開車前安全檢查、變更」、「罐區安全、個體防護裝備」、「化工園區過程安全管

理實踐」及「中區化工過程安全管理南京化工園區實踐」等 12 個議題進行研討。 

9 月 23 日於寧波泛太平洋大酒店迎賓樓召開主會場的開幕儀式及大會報告，本次開

幕邀請了寧波市市委副書記、寧波市市長、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總經理、中國化學品安

全協會理事長、國際化學品製造商協會主席以及中國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副局長等人致

詞，隨後進行主會場文章發表報告，由中國大陸國安全局孫廣宇司長、CCPS Louisa Nara

主管、科恩創副總裁 Roland stegmueller 先生、杜邦謝榮軍總經理、DNV GL 鄔翼總經理、

中石化牟善軍副院長、梅賽尼斯公司 Brad Neumann 副總裁、CASST 王如君所長、CGE 

Jasper Smit 經理、美國德州農工 Sam Mannan 教授、中國石油大學趙東風教授、ABS Steve 

Arendt 副總裁、中國勞動防護委員安彪先生及 ERM 江樹棠首席顧問等人進行一整天的

主題報告，報告主題：「中國化工安全生產現狀與當前重點工作」、「20/20 原景展望－行

動呼籲」、「過程安全管理中的”必要性、實效性、高效性”」、「全生命週期的過程安全

管理」、「DNL GL 在化工過程安全的最佳實踐」、「危險化學品安全信息在監管和應急救

援中的應用」、「過程安全管理」、「過程安全管理-化工生產的關一環」、「危險化學品全

生命周期管理」、「基於重大事故案例學習的風險評估調整」、「從中國視角看安全規劃在

工業持續發展中的角色」、「中國化工安全復合型人才培養模式探討」、「創造和保持一流

的安全文化和領導力-維持過程安全業績和運營桌越的關鍵」、「中國化工行業勞動防護

整體解決方案」及「基於企業風險的過程安全績效差距評估」，會議內容包含到幾項重

要的化工產業議題，主要探討化工產業安全及未來展望等，過去幾年中，中國發生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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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大的化學事故，可以發現這些事故導致大量人員傷亡，巨大的財產損失以及嚴重的

環境問題，其主要的原因為近幾年中國化工行業發展迅速且超過了當地對化學品的緊急

應變技術及安全規劃，從中國經濟發展中得知，化工產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

同時關係到國民經濟發展，面對中國當地化工行業安全生產形勢將面臨挑戰，同時在幾

篇文章中也提到，化工管理系統中的過程安全對個人健康、對公司成功和地區的商業經

濟都有重要的關系，處理含有危害的化學品材料時，企業應更重視及了解過程安全和風

險管理的重要性，同時達到安全管理中的＂必要性、實效性、高效性＂等標準。中國近

年來對於化工產業的監管設想，希望能進一步提高緊急救援應變能力且加強危險化學品

的安全管理。 

主辦單位當日也安排參觀【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安全技術與裝備展會】，該展會主

題為“推動化工過程安全管理，強化企業安全基礎建設＂，由中國化學品安全協會和國

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國際交流合作中心聯合主辦，本次共分為 3 個區域進行集中式

展覽，第 1 區為大型石化企業的參展，分別有中國石油安全環保技術研究院、中國石油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海油能源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環保分公司等公司參展；第 2 區為

標準化企業的展示，有上海賽科石油化工有限責任公司、中海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海

南基地）及杭州電化集團有限公司等公司參展；第 3 區為標準展位，有上海儀昌機電科

技有限公司、北京思創資訊系統有限公司及寧波智慧物流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參展，共

計 53 間單位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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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月 24 日的會場報告，共分為 4 個分會場，合計 8 個主題 64 篇論文，分別於寧

波國會展中心行政樓 A 館及 B 館舉辦，本人於路易莎˙娜拉及納永良擔任主持人的分會

場二，主題：【事故應急響應和規劃、案例分享】，進行文章報告發表－【美國化學品災

害事故調查及檢討機制】，報告摘要為在美國當嚴重化學災害意外事故發生，若由政府

法令制訂與執行單位進行官方事故調查，往往僅會針對所違反政府法令規範部分，而無

法全面性的調查分析或許就忽視某些系統性或跨領域的問題。正因如此，在 1990 年的

空氣清淨法案（Clean Air Act Amendments, 簡稱 CAAA）中予以授權，美國化學安全與

危害調查委員會（全名為 U.S. Chemical Safety and Hazard Investigation Board, 簡稱為

CSB，網址：http://www.csb.gov）並於 1998 年起正式獨立運作，與美國環保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簡稱為 EPA) 及職業安全衛生署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簡稱為 OSHA) 等相關政府單位平行，CSB 五名核心委員 

（Board Members） 由美國總統指定任命並經美國參議院確認，當發生嚴重化學工業災

害時，一名或多名委員可召集相關工安專家組成一個調查小組至災害現場，執行事故調

查任務，並主動與新聞媒體聯絡，舉行或發佈必要之新聞內容或說明會，視需要安排公

聽會，告知大眾初步的調查評估結果與災害因素；最終事故調查結果與建議獲得全體委

員同意後公告，並提出對政府、企業或其它相關單位執行業務或訂定法規之參考，其建

議有大部分被採納是事故調查及改進之好典範。 

另外本人也與青島歐賽斯環境與安全技術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酒江波共同擔任

分會場 2 下午場主題【機械完整性】及【反應性化學、過程安全資訊】的主持人，該主

題共有「煉化企業高危介質機泵的雙端面密封改造」、「設備設施完整性管理在石油天然

氣行業的應用及案例探討」、「實現設備生命週期的設備完整性和品質保證」、「基於風險

分析的報警管理」、「失控反應兩相流緊急泄壓孔徑尺寸計算」、「Getting Valid Information 

from Process Safety Data」、「杜絕安全資訊孤島,創建主動的安全管理系統」及「資訊化在

過程安全中的應用」等。 

【機械完整性】及【反應性化學、過程安全資訊】針對其石油、石化裝置在設計、

製造、建造、安裝調試和運行過程中的複雜性、不確定性和可變動性等易造成失效發生，

進而會引起運行中安全、環保和經濟效益方面的隱患，透過有效的密封周圍介質環境，

並正確選擇機械密封結構和系統管線佈置減少其狀況發生，另減少不完善的警報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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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導致不必要的停車，降低了裝置的平穩安全運行的能力。另探討失控反應多為溫

度和壓力隨反應溫度指數增長的放熱反應，導致失控反應的原因包括冷卻失效，過熱，

錯誤加料，未知的放熱過程，分解，雜質，沒有攪拌 ，外部火災，熱傳遞介質洩漏等。

而在流程製造行業要達到高標準的生產安全從來都是複雜的事業，克服傳統的資訊分享

的障礙，特別是如何有效利用 IT 系統，來達到生產安全。 

三、心得 

1. 透過參與「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可瞭解兩岸之環境保護產業現況、新

穎污染防治技術、環境法規制度及標準、環境影響評估之發展策略等之差異。灣在環保

科技起步早有先發優勢，且技術整合能力強，加上管理經驗豐富及中小企業的靈活性，

雖然中國大陸市場規模大，而且技術累積經驗速度快，但兩岸環保產業互補性強，若能

發揮各自的優勢，並透過適切的合作方式，將能為彼此的發展帶來更多契機。目前中國

大陸推動大氣污染防制策略主要為：產業結構／能源結構調整、區域性聯防／都會區優

先、機動車輛污染防制、落實監管效度。觀察近年推動「領導問責制」納入環保項目之

發展趨勢，近年執行強度、效度已有具體提昇，應有助於減輕中國大陸空氣汙染物長程

傳輸對臺灣空氣品質衝擊。 

2. 「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暨第三屆 CCPS 中國過程安全會議」由

中國化學品安全協會(CCSA)、國家安全監管總局國際交流會作中心及美國化學工程師協

會化工過程安全中心(AIChE CCPS)主辦，會中報告了目前中國大陸有 9 萬 6 千家化工企業

(其中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 1 萬 9 千多家)，並在持續的增長中，但是目前中國大陸化工

行業確面臨幾項挑戰，如：安全生產基礎薄弱、化工裝置大型化、新型化工產業快速發

展、化工安全專業人才不足、城鎮化進程加快及進入物流環節的化工產品事故頻發生，

因此唯有透過法規的要求、安全監督管理及許可制度的建立，才能降低事故發生率。另

外發現各地政府或專家學者對中國大陸的化工廠及科技企業的環保議題相當重視。除了

製造及發展中的汙染，意外的災難也對環境造成相當大的危害，因近幾年中國化工行業

發展迅速且超過了當地對化學品的緊急應變技術及安全規劃，從中國經濟發展中我們得

知，化工產業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柱產業，同時關係到國民經濟發展，但從近幾次的工

廠爆炸災害及霧霾事件了解到，在經濟發展迅速當中，免不了的就是對環境的衝擊及保

障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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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1. 中國大陸環保甚為嚴重，民眾的環保意識尚在啟萌階段，但因為嚴重的環境污

染問題已迫使中國大陸採取積極的作為，應持續進行兩岸環境保護交流合作，並針對其

固體廢棄物處理、資源回收再利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環境品質監測與檢測、環

境教育等方面交流合作或觀摩學習，共同創造兩岸人民福祉。 

2. 本次研討會，會中報告化工產業為中國目前經濟支柱業之一，但是其化工安全

面臨幾項挑戰，而目前我國在於化工安全的技術也領先多年，如可在此時適時的跨入中

國的化工安全技術領域，方可開拓我國之商機，除技術面外，或可重點推廣交流臺灣環

保產業的營運服務管理模式，還有協助工廠與事業機構清潔生產源頭管理上所達到的成

效與對國家環保的貢獻度，避免讓臺灣的環保業處在其超大型公共工程之處理技術與工

程上競爭弱勢。轉向推廣臺灣環保服務業是工廠清潔生產的最佳夥伴。 

3. 因近幾年中國化工行業發展迅速且超過了當地對化學品的緊急應變技術及安

全規劃，為確保生產、製造中有效降低對環境及生命的危害，對於化學品及有毒物質的

運用及收納處理方面需更加強管理。同時如碰到意外發生，為避免災害擴大，建議各企

業及工廠可以加強一線員工的緊急應變技術，如何有效的針對狀況做即時的處理，同時

加強各廠及各單位的負責人對於緊急應變的概念，可提升對自身安全的保障外，並可將

災情及財產損失降到最低，保障了自身安全，同時也降低了對環境的污染及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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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錄 

表 1、行程一覽表 

日期 行  程 附  註 

09/20(週日) 搭機前往北京 北京 

09/21(週一) 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 北京 

09/22(週二) 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 北京 

09/23(週三) 
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暨第三屆

CCPS 中國過程安全會議 
寧波 

09/24(週四) 
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暨第三屆

CCPS 中國過程安全會議 
寧波 

09/25(週五)  休假 寧波 

09/26(週六) 搭機返回台灣 寧波 

 

表 2、「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議程（9 月 21 日） 

9 月 21 日 

（開幕式、特邀及主旨報告） 

9:00-9:30 

論壇開幕式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 陳龍吉董事長 致辭 

 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王玉慶理事長 致辭 

9:30-9:50 合影、休息 

9:50-10:40 

主持人：中國環境科學學會 任官平 副理事長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 洪肇嘉 執行長 

特邀主旨報告Ⅰ： 

【全球暖化對兩岸水質源的影響】 

劉紹臣  中央研究院 院士 

10:40-11:30 

特邀主旨報告Ⅱ： 

【地下水污染控制研究進展】 

侯立安  中國工程院 院士 

11:30-13:30 午餐 

專題主旨報告 

13:30-14:00 
【大氣污染防治法解讀】 

柴發合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副院長、研究員 

14:00-14:30 
【兩岸合作推動提升空氣品質之思考】 

蔡俊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14:30-15:00 
【水污染防治行動計畫解讀—大陸水污染防治戰略與戰術】 

吳舜澤  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 副院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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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30 
【臺灣農地污染治理展望】 

張尊國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教授 

15:30-15:45 茶歇 

15:45-16:15 

【構建人工閉合生態系統實現物質迴圈再利用】 

劉  紅  北京航空航太大學 教授 

        國際宇航科學院 院士 

16:15-16:45 
【臺灣環境服務業發展現況】 

曾迪華  國立中央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16:45-17:15 
【固體廢物污染防治的熱點問題】 

胡華龍  環境保護部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 副主任 

17:15-17:45 
【臺灣固廢管理及資源再生】 

蔣立中  輔英科技大學 副校長、教授 

17:45-18:00 提問與討論 

 

表 3、「2015 兩岸環保高層專家論壇」議程（9 月 22 日） 

9 月 22 日 上午 

（學術專題分會場） 

分會場一 

9:00-10:20 
主題一：環境空氣品質管制與大氣污染防治技術 

主持人：蔡俊鴻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9:00-9:15 
【城市細顆粒物污染來源、預報和管控】 

王體健  南京大學大氣科學系 教授 

9:15-9:30 
【利用多孔吸附材料同步去除燃煤煙氣中汞、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 

席行正  國立臺灣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9:30-9:45 
【黃金冶煉行業大氣汞污染防治】 

嶽  濤  北京市勞動保護研究所 工程師 

9:45-10:00 
【臺灣海峽週邊地區大氣懸浮微粒時空分佈趨勢及物化特徵分析】 

袁中新  國立中山大學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10:10-10:25 
【大陸火電排放清單研究】 

伯  鑫  環保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數模部大氣環境研究室 主任 

10:15-10:20 提問及討論 

10:20-10:30 茶歇 休息 

10:30-12:10 
主題二：固體廢物回收及資源化 

主持人：李秀金  北京化工大學 教授 

10:30-10:45 
【危險固廢生物資源化處理技術研究和應用】 

辛寶平  北京理工大學教授 

10:45-11:00 
【建構物質迴圈零廢棄社會—以金門縣為例】 

傅豫東  金門縣環境保護局 局長 



 

12 

11:00-11:15 

【廢晶體矽太陽能電池板資源回收】 

劉景洋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國家環境保護生態工業重點實驗 室 研

究員 

11:15-11:30 
【都市垃圾焚化飛灰穩定化及資源化的新技術】 

孫常榮  桃園創新技術學院環境科技與管理系 教授 

11:30-11:45 
【大陸生物質廢物燃氣化利用現狀與外來發展】 

李秀金  北京化工大學 教授 

11:45-12:00 

【太陽能電池行業生命週期評價研究】 

謝明輝  中國環境科學院清潔生產與迴圈經濟研究中心 

        副研究員 

12:00-12:10 提問及討論 

分會場二 

9:00-10:00 
主題三：水污染環境保護與生態修復 

主持人：劉增俊  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 博士 

9:00-9:15 
【Fenton 反應效能與亞鐵離子、過氧化氫及有機物三角關係之研究】 

沈俊宏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講師 

9:15-9:30 
【臺灣廢污水再生推動現狀簡介】 

許國恩  財團法人中興工程顧問社 正研究員 

9:30-9:45 
【大陸水生生物多樣性格局與水生態功能分區研究】 

徐  軍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副研究員  

9:45-10:00 
【基於藍藻水華治理的太湖氮磷控制策略研究】 

牛  遠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助理研究員 

10:00-10:10 提問及討論 

10:10-10:25 主持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 教授 

10:10-10:25 
【鉻污染土壤修復功能材料研究】 

劉增俊  北京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 博士 

10:25-10:40 
【整合型植生復育提升能源作物向日葵整治重金屬之研究】 

葉琮裕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教授 

10:40-10:55 
【大陸地下水污染源監控管理與應用的建議】 

周  俊  環保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 高級工程師 

10:55-11:10 
【污染土壤修復監管及驗證案例探討】 

劉志忠  臺灣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11:10-11:25 
【從流域性水環境綜合治理看臺灣農地污染問題及對策】 

黃建源  美商傑明工程顧問（股）臺灣分公司 總經理 

11:25-11:40 
【新型微納三維網路空間吸附材料在水體和土壤治理的應用研究】 

路建美  蘇州大學 副校長、納米科學技術學院 教授 

12:00-12:10 提問及討論 

9 月 22 日 下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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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服務業及技術綜合交流會） 

主持人 

洪肇嘉  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 執行長 

張 輝  環保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 

14:00-14:15 
【沿海危化品碼頭環境影響報告書技術評估案例分析】 

喬  冰  交通部水運科學研究所博士 研究員 

14:15-14:30 

【Establishment of Waste-to-Resource Supply Chain by Hydrometallurgical 

System for Heavy Metals Recovery toward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鄭期霖  台灣綠建築發展協會 副理事長 

Former President, Chines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CAEPA) 

14:30-14:45 
【台灣中小型技術顧問業發展現況與未來-以環境影響評估業者為例】 

杜明臨  光宇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14:45-15:00 

【大陸環境品質法規模型工作簡介】 

李時蓓  環保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 

環境影響數值模擬研究部 主任 

15:00-15:15 
【讓城市更乾淨，讓環境更美好－固廢企業的社會責任】 

吉海軍  北京北控環保工程技術有限公司 總監 

15:15-15:30 
【新穎厭氧氨氧化技術及高速污泥旋風乾燥機】 

黎德明  黎明興技術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5:30-15:45 
【機動車污染綜合防控新思路與新模式】 

顏梓清  中關村空氣污染防控聯盟理事會 主席 

15:45-16:00 

【臺灣環境教育體系中環保設施（焚化場、廢污水廠處理設施）之角色

及案例分享】 

廖昭明  達和環保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16:15-16:30 
【技術創新助力大氣污染物治理及產業發展】 

王月淼  北京清新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行銷總監 

16:30-16:45 
【國際上的決策環境考量經驗及其啟示】 

耿海清  環境保護部環境工程評估中心戰略所 研究員 

16:45-17:00 
【大氣淨化產業新技術開發】 

朱維群  山東大學化工學院 教授 

17:00-17:15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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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9月23日議程(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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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9月23日議程(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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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9月24日分會場1及分會場2議程(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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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9月24日分會場1及分會場2議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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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9月24日分會場3及分會場4議程(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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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中國國際化工過程安全研討會9月24日分會場3及分會場4議程(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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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照片 

  

圖1、大會開幕式 圖 2、主旨報告與專題演講 

  

圖 2、主旨報告與專題演講 圖 2、主旨報告與專題演講 

  
圖 2、主旨報告與專題演講 圖 2、主旨報告與專題演講 

  

圖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圖 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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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圖 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圖 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圖 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圖 3、專題演講及交流會剪影 圖4、主會場 

  
圖 4、主會場 圖 4、展覽會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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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展覽會會場 圖 4、相關設備介紹 

  
圖 4、與廠商交流 圖 4、展覽會會場 

  

圖 4、展覽會會場 圖5、分會場專題演講 

  

圖 5、分會場專題演講 圖 5、分會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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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分會場專題演講 圖 5、分會場專題演講 

 

 

圖 5、分會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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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委員會成員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