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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據本署 2016 國際環境夥伴計畫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artnership, 

IEP)「臺灣全球環保參與計畫」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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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 8 月 29 至 9 月 2 日赴韓國卡參加「第

17 屆世界清淨空氣大會(WCAC)暨第 9 屆更好空氣品質會議(BAQ)」，除了參與

大會研討會議議程，了解亞洲區域各國空氣品質管理策略及技術新知外，亦與

美國環保署及亞洲空氣清潔中心（Clean Air Asia，以下簡稱 CAA）討論，確認

我國 IEP 計畫所贊助之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 (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CCAP)相關期工作進展與後續方向 CCAP 計畫中城市認證(Cities Certification)

工作項目目前執行進度及未來執行方式，以建立良好合作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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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署與美國環保署(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

自 1993 年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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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下，開始綿密的合作與交流；過去 20 餘年的合作，共執行 193 項

合作計畫，有效引進美國先進的環保政策與技術，提升我國環境保護政策與技

能。為進一步改善全球環境，加強國際合作，並提升臺灣在全球及區域國際環

保的領導地位等為目標，本署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宣布成立「國際環境夥伴計

畫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artnership, IEP) 」，美國環保署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USEPA)為 IEP 計畫之創始夥伴。  

本次赴韓國卡參加「第 17 屆世界清淨空氣大會(WCAC)暨第 9 屆更好空氣

品質會議(BAQ)」，除了參與大會研討會議議程，了解亞洲區域各國空氣品質管

理策略及技術新知外，亦與美國環保署及亞洲空氣清潔中心（Clean Air Asia, 

CAA）討論，確認我國 IEP 計畫所贊助之城市清潔空氣夥伴計畫 (Cities Clean Air 

Partnership, CCAP)相關期工作進展與後續方向 CCAP 計畫中城市認證 (Cities 

Certification)工作項目未來執行方式及目前辦理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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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人員與行程  

一、 出國人員： 

本次赴韓國釜山參加「第 17 屆世界清淨空氣大會(WCAC)暨第 9 屆更好空

氣品質會議(BAQ)」人員係由本署永續發展室及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

處各派一名代表與會。 

服務單位 姓名 職稱 

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 

永續發展室 儲雯娣 簡任技正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

音管制處 
柏雪翠 副研究員 

二、出國日期：105 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 

三、出國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規劃 

8月28日  啟程，自臺灣桃園機場出發飛往韓國釜山 

8月29日 

 參加 BAQ 會前活動---「長程範圍傳輸及氣候對空氣污

染影響 Session 會議」 

 與美國環保署午餐工作會議 

 參加大會歡迎晚宴 

8月30日 

 參加大會開幕儀式 

 參加「降低亞洲貨運運輸空氣污染排放 Session 會議」 

 參加「管理港區城市空氣品質 Session 會議」 

8月31日 

 參加「推動清潔空氣認證 Session 會議」，並擔任致詞 

 參加「揮發性有機物排放分布及宿命 Session 會議」 

 與美國環保署、CAA 及 C40 等討論 CCAP 與 C40 合作

可行性 

9 月 1 日 
 參加「加速城市與城市合作 Session 會議」 

 與美國環保署雙邊工作會議 

9 月 2 日  返程，自韓國釜山出發飛回臺灣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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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會議內容及成果說明  

本次赴韓國釜山參加「第 17 屆世界清淨空氣大會(WCAC)暨第 9 屆更好空

氣品質會議(BAQ)」，主要工作任務包括：參加 CCAP 城市認證、城市合作及

APMMN 等 Session 會議，蒐集會場贊助者識別情形及擔任致詞向夥伴國宣揚台

灣 IEP 成果；與亞洲城市清潔空氣中心(CAA)及 C40 等組織研商未來 CCAP 可

能合作方式；與美國環保署進行雙邊會議等。此外，利用空暇時間，聆聽部分

場次會議報告內容，以了解目前各國關於空氣污染管理最新動態。 

一、有關會場贊助者識別情形，茲就文宣處理、報告內容及致詞安排等方面，

分述如下： 

(一) 文宣處理：文宣看板有依照先前我國外交部及美國國務院協商結論，

在 IEP 計畫及 CCAP 專案之文宣看板中，露出本署署徽，並提到 IEP

計畫係由臺灣環保署及美國環保署共同於西元 2014 年正式啟動。 

(二) 報告內容：文宣看板名義上雖為美國環保署提供，實際上是由 CAA

製作，本署於會前已提供 CAA 本署署徽完整版檔案格式（包含署徽

圖形加上中華民國臺灣環保署文字），該中心並未採用，僅使用署徽

圖形。另 CAA 在其簡報介紹 CCAP 計畫緣由時，礙於來自中國大陸

的壓力，僅提到該計畫係由 CAA 及 IEP 啟動，未提到本署為啟動成

員之一事實。 

(三) 致詞安排：在 CCAP 城市認證 Session 中，安排本署、美國環保署及

CAA 三方致詞，美國環保署 Director Mr. Mark Kasman 及 CAA 的

Executive Director Mr. Bjarne Pedersen 於致詞中均表達感謝臺灣在該計

畫經費協助。而本署代表於為時 2 分半鐘致詞中，充分把握機會，強

調旨在協助亞洲城市改善空氣品質問題之 CCAP 計畫係由本署、美國

環保署及 CAA 共同啟動；並藉機宣揚臺灣空氣品質改善成功經驗，

及表達願與各夥伴分享經驗共同對抗空氣污染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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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 BAQ 會議安排 2 個 CCAP 相關 Session，分是如下： 

(一) 其中一場「推動清潔空氣認證 Session 會議」，重頭戲為正式宣布 CCAP

城市認證制度啟動。惟 CAA 並未如預期提出完整認證制度規劃，僅

由認證制度諮詢對象 Sustainable Jersey 介紹目前美國紐澤西州社區參

與 Sustainable Jersey 認證制度情形；而本次赴 BAQ 會議參加認證示範

城市啟動的 5 個城市（包括菲律賓 Baguio、Iloilo、Santa Rosa，尼泊爾

Kathmandu，及印尼 Malang），多僅針對該等城市空氣品質及管理現

況描述，未提出參加認證制度之具體行動計畫；另對於未來城市推動

空氣品質改善所需要的資金，亦似乎尚未談妥就位。整體而言，完全

看不出來城市認證制度已就緒。 

(二) 「加速城市與城市合作 Session 會議」為介紹城市合作推動執行情形。

會議進行方式係以圓桌論壇方式分組討論，就城市之空氣品質問題、

目前現況及願景等，初步交換想法及經驗。惟比較可惜的是，自去(104)

年於美國華府宣布 4 對城市配對合作後已歷經 1 年，期間除越南 

Haiphong 與日本 Kitakyushu、菲律賓 Pasig 與臺灣臺北市有進行雙邊交

流外，其他城市合作情形均未能聽聞，且不見有更多城市投入城市配

對合作之情形。另與會城市代表表示，空氣污染防制工作推動係有賴

於執政者的施政意向及作為，例如馬尼拉因交通死亡人數遠多過因空

污死亡的，故政府部門及當地民眾皆把資源運用於交通安全方面，而

印尼代表則表示因當權者的輪替，而導致相關污染管制策略及作為無

法持續推動。 

三、本署與美國環保署合作之 APMMN 安排在「長程範圍傳輸及氣候對空氣污

染影響 Session 會議」，由合作夥伴對象伊利諾大學 David Gay 進行簡報及

攤位展示。此專案相較前述 CCAP 專案，四平八穩且可具體呈現成果，報

告內容中也可看出臺灣積極投入情形，包括中央大學大氣汞濕沉降分析實

驗室、成立聯合技術訓練中心，及舉辦汞採樣訓練研討會議等。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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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MMN 專案夥伴網絡，充分展現臺灣環保技術以及實現大氣汞數據共享

目標。由於汞具有神經毒性，近年來由於亞太地區經濟與工業快速發展，

人為產生的汞污染物藉由大氣氣流跨境傳輸，影響全球空氣品質，同時也

可能由降雨進入海洋，被人體或魚體吸收。藉由台美兩單位的汞監測能

力，擴大並協調亞洲的汞監測活動，透過亞洲部分地區的參與，進行資料

分享來解決汞污染問題。APMMN 在亞洲國家使用與 NADP(National 

Atmospheric Deposition Program)相同的儀器和標準操作程序，並共享數據以

解決汞之相關問題。APMMN 未來將陸續在泰國、越南和印尼等國家開始

進行監測。 

四、8 月 31 日下午與美國環保署、CAA 及 C40 等開會，討論 CCAP 與 C40 合

作可行性。查目前已有諸多國際組織或聯盟，從事城市間環保相關合作交

流，包括 C40、CityNet、ICLEI 及 CCAC 等。C40 著重於減碳及氣候變遷議

題，是一相當活躍城市合作聯盟，CAA 可能規劃利用 C40 既有聯盟資源，

協助拓展 CCAP 業務。惟與會之 C40 代表表示，該聯盟主軸議題為減碳及

氣候變遷，與 CCAP 之空氣污染改善業務固有關聯之處，但其合作最佳時

機為城市規劃階段；且其服務對象為百萬人口以上城市(megacity)，與 CCAP

之中小型城市不同等級；另 CAA 欲索取之城市背景資料，為聯盟內部機

密文件，不便提供，建議未來若有具體業務關聯之處，再提出合作議案。 

五、8 月 29 日中午及 9 月 1 日下午與美國環保署進行雙邊工作會議。美國環保

署表示，本(105)年度為 IEP 最後 1 年，希望我方能夠繼續支應下一期經費，

永續 IEP 計畫推動，美方並初步提到環境教育、空氣污染管理、大氣汞監

測及廢電子廢棄物回收等，為未來繼續合作重點議題。我方表示，本署已

規劃與外交部討論未來 IEP 計畫重點工作及經費規模，未來 IEP 計畫內容

形成，希望能充分討論並基於臺美雙方共同需要及利益，此外，為配合我

國政府新南向政策，部分計畫可能需要調整因應。因美國今年 11 月總統

大選，預定明年 1 月進入政權交替，該署屆時要向新任署長及助理署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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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IEP 下一個 term 規劃，在此之前，資深計畫經理 Mr. Justin Harris 將先於

本年 9 月底來台，初步討論未來合作事宜，其上司 Mr. Mark Kasman 則預

計於今年 11 月大選前或後一週來臺，希望敲定未來合作內容。Mark 問我

方認為需要多久時間敲定，並表示如未能談定，將一直留在臺灣直到談

定。我方回答，談定時間之長短，視雙方共識程度，若雙方意見趨於一致，

應該很快，反之相反，預告本署未來針對美國環保署提案不見得全盤接受

之可能。 

六、美國環保署 SmartWay 簡介 

SmartWay 認證是 2004 年美國環保署與運輸物流領域企業共同合作創立的

合作項目，用意在鼓勵消費者購買通過認證後的汽車和汽車配件包(例如輪

胎)，進而減少燃油消耗、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改善空氣品質。依據

SmartWay 的官方網站數據，截至 2012 年 5 月，運輸夥伴計畫已有 2933 家

企業加入，其中卡車貨運車商超過 2200 家。而在減少排放的效果上，該計

畫迄今已節省約 5500 萬桶石油（約值 65 億美元）使用量，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約 2300 萬公噸，氮氧化合物 48 萬公噸以及懸浮微粒（PM）2.2 萬公

噸。 

SmartWay 計畫是一個整合型，包括多個項目計畫，如 SmartWay 運輸合作

夥伴計畫、SmartWay 貨運計畫、SmartWay 推薦節能環保車型(客車、商用

車均有)、SmartWay 拖車計畫、SmartWay 資金計畫、污染防制設備升級計

畫，等等。 

1. 運輸合作夥伴計畫 

SmartWay 項目最核心的部分被稱為運輸合作夥伴計畫（Transport 

Partnership），參與該計劃的主要有四類：托運人、運輸公司、物流配

送業主和附屬子公司。SmartWay 為不同類型的合作夥伴提供不同的節

能減碳策略。 



9 

 

該計畫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首先是對承包商、托運人和物流企業進行

評估、比較和污染排放追踪，並頒發認證。作為美國環保署的直屬機構，

SmartWay 的權威性是一致認可的。每個希望加入運輸夥伴計畫的公司

都要簽署合作協議，並同意使用 SmartWay 所開發的車隊評估工具。

SmartWay 會根據工具計算結果，給所有合作夥伴提供節能建議，並提

供相應的資質認證。有了這個認證，貨主們在選擇承運商時就多了一項

參考，而承運商則多了一項指標來展現自己的競爭力。除了評估與認

證，運輸合作夥伴計劃的另一大工作是推動其他節能項目與工具，包括

國家減少損耗項目、溫室氣體減排項目、碳足跡評估工具和其他合作夥

伴支持。 

最初，美國環保署發起 SmartWay 項目，僅計畫通過最簡單的宣導形式，

向消費者、商家和政府提示哪些與交通相關的產品和服務是能夠減少污

染排放，但事實證明這項目的影響力和作用已遠遠超過其初衷。從成立

至今，SmartWay 已經成為交通領域節能環保的知名“品牌”，其品牌

效應不但切實促進了交通物流領域的節能減排，還為很多加入項目的企

業帶來效益。 

2. 綠色貨車計畫 

貨運最大的載體是車輛，而要實現綠色貨運最關鍵的因素是車輛技術的

改進，因此 SmartWay 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節能減碳的各項新技術發展

和應用。目前，SmartWay 主推的有四項技術。 

第一項被稱為減少怠速（IdleReduction）技術，怠速是指汽車發動機的

空轉。該技術主要應用於卡車與機車，由五大子系統組成，分別為自動

熄火/啟動系統、電池動力系統、柴油加熱系統、輔助電機與卡車車站

電氣化。第二項技術是低滾動阻力輪胎的推廣，通過改變花紋溝槽，子

午化、扁平化和無內胎化的技術，做成寬基輪胎。據測試，用該輪胎替

代並裝雙胎後，可降低滾動阻力 10%以上，減輕車重 50kg，縮短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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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寬 145mm，節省橡膠 20%。第三項為輪胎壓力改進技術，旨在通過

胎壓自動監測和充氣系統，確保能提高能效的合適胎壓，減少維修次數

並延長輪胎壽命。第四項則是通過掛車空氣動力學的研究，設計流線型

掛車頭尾，改變掛車尾部整流裝置及側裙，減少行駛過程中的動力消耗。 

3. 資金計畫 

對於想要購買通過 SmartWay 認證車輛的公司和個人，還可以通過與

SmartWay 合作的 8 家銀行申請到低利息的購車貸款。美國國會和各州

政府還為參與 SmartWay 項目的企業提供不同類型的資金獎勵和研究經

費。例如，SmartWay 的清潔柴油資金計畫，旨在加速發展有效利用能

源和控制污染物排放的技術，2008 年和 2009 年，美國環保署分別將 340

萬美元和 2000 萬美元用於支持此項目。除了政府部門的財政支持，

SmartWay 還為參與項目的企業爭取到一些私人基金會的資金支持。據

美國環保署測算，加入計畫的每輛卡車每年可節約開支 9,000 美元，不

僅節省了燃油費用，也降低了保養費用；間接收益則是在環保管理方面

企業提升其在公眾中的聲譽，同時向員工證明了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在同

行業中被公認為行業領導者。 

4. 政府合作 

對於 SmartWay 而言，企業合作只是其中一方面，通過經濟因素驅動，

而政府合作則是另一方面，主要是通過行業規範來體現，首先是運輸設

備的規格統一。目前，美國統一的集裝箱與掛車標準是長掛車 53 英尺、

北美標準 53 英尺集裝箱和國際海運標準集裝箱，水路、鐵路運輸也相

應配套，為多式聯運提供了便利。第二是在統一的器具基礎下大力發展

甩掛運輸，保持拖頭與掛車的比例為 1:3，做到一個掛車正在裝貨，一

個掛車在運輸過程中，一個掛車保持空廂等待裝貨，讓拖車頭保持最高

效的運作。通過前項調整措施，行業有效減少車輛等待和裝卸貨物時

間，起到提高運輸效率，減少社會貨運車輛總數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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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至 2016 年美國 SmartWay 得獎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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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港區污染管理 

(一) 美國的港區管制作為： 

美國港區管理的主要目的：港口是美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預期未來將

持續成長；港口是一個 mini-city，美國約有 3,900 萬人住在港口附近，

這些人可能暴露於來自港口的柴油引擎的空氣污染與 PM 排放，並可

能處於健康問題的風險中(如哮喘、心臟病等)，另外與港口相關的柴

油排放問題(如二氧化碳和黑碳)，對於氣候變遷也產生部分影響；政

府單位需建立更好的數據進行排放盤查，供環境規劃和決策參考。 

美國 EPA 港口夥伴計畫(Ports Initiative) 的四個重點領域：消除港口技

術開發和應用的障礙、排放量盤查的工具和指標、建立 EPA 與聯邦合

作夥伴的橋樑、制定社區與港口參與的策略。美國 EPA 正在進行中的

項目有： 

1.社區與港口能力建構(Community-Port Capacity Building)。國家的港口

策略評估報告：已於 2016 年 9 月 22 日公開於美國 EPA 網站中，提

供州與地方政府、港口營運商、利害關係人及社區參考。美國 EPA

與大沼澤地市港口(Port Everglades)的合作發展：盤查未來 2020、2030、 

2050 年的污染排放量、污染減量策略方案，透過這項合作的相互學

習，同時可與其他港口及利害關係人做分享。 

2.減少柴油排放法案(Diesel Emissions Reduction Act , 簡稱 DERA)：透

過改造和更換較老舊柴油引擎，顯著提升全美各社區的空氣品質。 

3.聯邦協調合作：美國環保署的運輸與空氣品質辦公室(OTAQ)、區域

辦公室、環境司法辦公室(Offic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研發辦公

室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海運運輸系統委員會

(Committee on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Systems)，成立海上能源與污染

工作小組，著重於改善環境與提升空氣品質的資金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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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的空污管制作為 

1.香港港區管制作為： 

依據吞吐量計算，2015 年，全球十大貨櫃港口排序依次為上海港、

新加坡港、深圳港、寧波-舟山港、香港港、釜山港、青島港、廣州

港、杜拜港、天津港。為管制船隻排放，香港依據國際防止船舶造

成污染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則 VI 的要求及管制船舶排放過量

污染物。要求公有船隻使用歐盟四期柴油。自 2014 年 4 月 1 日起，

船用柴油的硫含量不得超過 0.05%。由 2015 年 7 月 1 日起，遠洋船

在香港水域停泊期間必須使用硫含量不超過 0.5%的燃料。 

除了減少來自本地的污染，香港政府亦與珠三角地區政府攜手探討

減少遠洋船於珠三角水域內的排放。亦與廣東省攜手合作，致力改

善珠江三角洲區域空氣質素。府於 2003 年 12 月共同制訂了珠江三

角洲地區空氣質素管理計畫，針對發電廠、機動車輛及高污染作業

程序研訂污染排放管理措施及各項空氣污染物減量目標。在 2012 年

11 月確認了珠三角地區直至 2020 年的污染排放減量方案，包括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粒狀污染物和揮發性有機物等四種空氣污染物，

2015 年減量目標 2020 年減量目標，並陸續推動各項減量措施，以維

護區域空氣品質。 

珠江三角洲地區 2015 年及 2020 年的污染減量目標／幅度如下表： 

污染物 地區 

2015 年 

污染減量目標 

((基準年為 2010 年) 

2020 年 

污染減量目標幅度 

(基準年為 2010 較) 

二氧化硫 
香港特區 減少 25% 減少 35%至 75%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減少 16% 減少 20%至 35% 

氮氧化物 
香港特區 減少 10% 減少 20%至 30%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減少 18% 減少 20%至 40% 

粒狀污染物 
香港特區 減少 10% 減少 15%至 40%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減少 10% 減少 15% 至 25% 

揮發性有機物 
香港特區 減少 5% 減少 15% 

珠江三角洲經濟區 減少 10% 減少 15%至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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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香港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係移動污染源，香港政府已於 20 年來採取各

種管制措施減少移動污染源排放來改善空氣品質及保障健康。目前

最新提倡以鼓勵及監測方式淘汰前四期歐規柴油商用車(DCVs)約

82,000 輛，包括貨車、小巴及非專利巴士。而符合淘汰前四期歐規

柴油商用車(DCVs)使用者，可於截止日期報廢舊車輛並於 2014 年 3

月 1 日起申請特惠款項。截至 2015 年底，符合此計畫可淘汰柴油商

用車約有 47％，包括 90％前歐規柴油商用車。由旺角交通測站數據

顯示，柴油商用車占移動污染源排放量最大宗，其排放污染物為氮

氧化物(NOx)和懸浮微粒，而數據顯示出於此計畫執行期間，2015

年氮氧化物和 2009 年至 2013 年的平均相比，下降約 29％、二氧化

氮降低了 16％。以 Positive Matrix Factorization(PMF)模擬旺角地區車

輛排放之細懸浮微粒於 2015 上半年和 2011 年至 2013 年的平均相

比，下降約 16％；可見逐步淘汰柴油商用車對移動污染源排放量有

顯著的貢獻。 

(三) 高雄港港區污染管制作為 

高雄港為臺灣主要海運中心，污染排放來源主要來自裝卸作業、船舶

及柴油車等。104 年轄內環保局即要求港務公司啟用噴霧設備、遮蔽

式卸煤設備等方式，以降低裝卸作業粒狀物逸散情形，其中「噴霧設

備為全國首創」，包含 7 座固定式噴霧塔與 3 座移動式噴霧車，每

日派巡查人員駐港巡查，以確保裝卸作業落實防制措施操作；TSP 與

PM2.5 最高防制效率可提升至 86%及 71%，預估約可減少 TSP 335 噸/

年。 

針對船舶部份，完成 11 套高壓岸電系統設置，以提供船舶靠岸使用

外，並建置「船舶減速查核系統(AIS)」，宣導船舶離岸 20 海浬時減

速，並於 5 海浬時切換低硫油品,藉以降低污染排放，約可減少 41%

之 CO2與 SO2。 

另外針對進出港區之柴油車，要求車輛申請港區通行證時，必須要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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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排煙檢測合格證明文件，以降低港區柴油車污染排放。 

八、永續紐澤西及城市認證推動 

(一) 永續紐澤西(Sustainable New Jersey) 

永續紐澤西(Sustainable New Jersey)係由紐澤西州政府、21 個郡縣政

府、566 個市政府以及其他民間組織共同參與；地方政府對各項環境

功能(environmental function)具有權力，但欠缺規劃及推動適合行動之

能力。Sustainable New Jersey 因此扮演連結地方及州政府之角色，整合

各類資源、工具及指引，協助市政府(各城鎮)發展永續/低碳相關計

畫；並透過認證制度給予獎金及資金(grants and funding)。 自 2009 年

起，州內有 437 個(78%)城鎮參與，人口佔紐澤西州人口數之 88%；其

中 193 個城市獲得認證，推動超過 6,000 個成功行動案例。 

認證制度建構在”繁榮、地球、人” (Prosperity, Planet, People)等三主

要組成下之各項行動。各行動皆有對應之積分(point)，市政府透過推

動執行該行動以獲得積分，總積分達 150 分以上並完成 3 個優先行動

可認證為”銅級” (Bronze)，350 分以上並完成 3 個優先行動可認證

為”銀級” (Silver)。 

永續紐澤西計畫三大主軸願景為： 

1.繁榮(Prosperity):支持地區經濟及應用社區資源之行動，如:能源調

節、支持在地食材、購買在地產品等等。 

2.地球(Planet) : 實踐環境管理及和保護之責任。 

3.人(People) :擁抱社會公平和平等 

永續環境乃為多面向之思維，以永續紐澤西之經驗來看，其提出之策

略或行動並非僅以單項環境議題來規劃，而是以”繁榮、地球、人”

之原則提出各項可能策略或行動，再分析各項行動對不同環境議題

(如空氣品質改善)之直接助益與間接助益，亦即各種行動皆有其共益

效益(co-benefit)。 

其中與空氣品質相關之永續行動約有 94 項；其中 26 個屬高影響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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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impact actions)，對空氣品質改善具有明顯幫助，如: 推動再生能

源、智慧工作場所、反怠速教育與實施計畫等等。31 項屬中度影響行

動(moderate impact)，對空氣品質改善有些許幫助，如: 高能效建築、

綠色屋頂、社區碳足跡、後院堆肥計畫等。37 項低度影響行動(low 

impact)，對空氣品質改善無直接影響，但具間接影響，如: 塑膠袋再

利用教育計畫、駕駛習慣訓練、能源管理等等。 

計畫目標設定部分，能源目標為於 2050 年時較 2006 年降低 GHG 排放

量 80%，需透過地方政府相關作為(由車隊及建築著手)以每年 3.6%減

量率始能達成。Sustainable New Jersey提出多項與市政操作相關之GHG

減量達標策略，分為再生能源產製、綠色市府車隊、建物及街道照明

效率等類型，並有細項作業及對應之實施所需時間與對 GHG 減量貢

獻比例。 

(二) 城市認證 

環保署贊助 CAA 辦理城市清潔空氣夥伴 CCAP 計畫，工作涵蓋城市

夥伴(City-to-City Cooperation, C3)、城市認證計畫(City Certification)、知

識平臺(Knowledge Platform)資源等三大項目。今年該贊助主要工作應

確立城市認證的執行方式，並推出 5 個實驗城市。惟 CAA 的工作成

果中無法看到此一認證項目推動方式，經與美國環保署及永續紐澤西

計畫負責人商討，將以美國及台灣兩環保署皆有推動的空氣污染管制

措施作為認證項目，並採永續紐澤西的積分評比方式分級作為評鑑方

式，惟實際執行成效分級認定仍需確認相關因子後，另行訂定。 

九、亞洲各國空氣品質狀況 

空氣污染是影響世界各地人們的主要環境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資料顯

示，全世界每年有超過 200 萬人死於空氣污染，而在所有空氣污染物中，

粒狀污染物（PM）是對人類健康危害的污染之一。粒狀污染物導致全世界

約 9％的肺癌死亡，5％的心肺疾病死亡和約 1％的呼吸道感染死亡。根據

世衛組織，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亞洲的粒狀污染物濃度正在增加。粒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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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主要來自沙塵暴、草原火災、燃油車輛的尾氣及發電廠，還有各種

工業設備產生大量的粒狀污染物。南亞受到粒狀污染物污染嚴重。亞洲國

家中，如中國、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爾和印度等國家被世界衛生組織

置於“對敏感族群不健康”類別，意味著這些國家的呼吸道、心臟病患者、

老人及兒童應該限制戶外活動。 

世界衛生組織亦指出，針對擁有超過 140 萬居民的超級城市，界空氣品質

最差的七個城市中有六個在亞洲，分別為印度的德里、加爾各答及孟買，

埃及的開羅，孟加拉國的達卡，中國的北京和上海。 

(一) 中國： 

中國新的空氣污染管制法於 2016 年開始生效，制定了明確的目標，

以減少 PM2.5，嚴格管制易污染空氣的行業，特別是在北京、天津、上

海等地區，導致高污染產業向西搬移，此舉恐造成中國西部空氣品質

惡化。另亦積極追踪污染排放源，並嚴格取締污染者，對造成污染的

公司和車輛提高罰款等措施，部分地區開始限制燃油車輛使用，以期

改善空氣品質。 

(二) 日本： 

日本為民眾對環保及污染議題關注高，除已制定大氣污染防治法、汽

車氮氧化物(NOx)、粒狀物(PM)法、戴奧辛特別治理措施法等法規外；

針對車輛 NOx、PM 等污染物排放，以車種管制、低公害車引進、鼓

勵減少開車、交通流改善對策等四大策略為主軸，針對移動污染源之

污染排放，以限制尾氣排放、限制燃料品質、限制氮氧化物及粒狀污

染物的排放以及調整和降低交通需求及交通流對策、推廣普及及低公

害車等尾氣排放性能更好得汽車，採取貸款及稅制的優惠等政策。 

(三) 新加坡： 

新加坡在空氣品質管理及能源議題具完善之法規訂定，並透過嚴格執

行，達成空氣品質改善目標。近期細懸浮微粒 PM 為新加坡密切關注

之空氣污染物，研究顯示 50%以上之 PM2.5排放來自柴油機械。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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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能源效率委員會在 2001 年成立鼓勵方案，在空氣品質管制策略

上除固定污染源管制，更加著重移動污染源減量，制定列管制措施： 

1.現有車輛排放之廢氣測試和監測廢氣排放標準。 

2.更新車輛排放控制設備。 

3.清潔能源推動使用。 

4.擴大公共巴士及計程車等交通工具使用天然氣。 

5.加強公共交通工具替代私人車輛。 

6.2006 年 10 月以來出產之新柴油車須符合歐盟 IV 期排放標準，2014

年將採取歐盟Ⅴ期排放標準。 

7.從 2007 年 1 月起實施更嚴格的底盤測試機黑煙測試取代強制性定期

檢查柴油車自由加速煙度試驗。 

(四) 印尼 

印尼因大量人口及快速工業化造成嚴重的環境問題，相關問題還包括

大規模森林開伐、森林大火引發遍及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的霾害、

快速都市化及經濟發展造成空氣污染交通堵塞等問題。機動車輛的持

續增加，如果不伴隨著實施加嚴汽機車排放標準，提供更乾淨的燃

料、管理需求、促進非機動車交通方式，將對空氣品質產生不利影響。

潛在的空氣污染源每個省或城市不同，印尼極少數城市已經開展大氣

污染源的排放清單，以首都雅加達來說，主要空氣污染物來源有汽機

車排放、工廠排放及廢棄物燃燒。 

其中印尼因火耕、汽車排氣監管與燃料品質等問題影響，情況更是嚴

重，因此印尼政府針對移動污染源、固定污染源及區域源提出相關管

理政策，其中更加強移動污染源的管制，期望能改善空氣品質。針對

固定污染源制定排放標準外，並制定森林及土地燃燒之規定，加強取

締火耕行為，針對移動污染源擬定下列措施加強管制： 

1.機動車排放計畫-使用乾淨燃料 

2.提高新車污染防制設備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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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眾運輸和政府營運車輛的燃料使用。 

4.加強車輛排放測試和車輛保養。 

5.禁煙區進行車輛減排計畫。 

(五) 越南 

越南空氣污染來源主要發生於經濟較發達的城市，如河內、胡志明

市、峴港等，而大城市主要貢獻來源則為移動污染源與營建工程。除

越南本身境內污染外，境外影響部分由於季節性森林火災活動（如印

尼蘇門答臘火耕），污染物隨著季風影響許多鄰國，影響越南南方空

氣品質。而北越部分，則易受中國大陸沙塵及東南部空氣污染物所影

響。由於經濟發展越南各大城市都嚴重受空氣污染影響，近年來越南

政府針對移動污染源、固定污染源、能源政策、空氣品質監測及擬定

相關法規等，並透過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執行其管制政策，以期改

善越南地區的空氣品質。在移動移動污染源管制方面，除訂定各期車

輛排放標準外，亦開始立法提高車用油品品質並積極發展大眾運輸，

以減少私人運具使用；固定污染源部分，針對高污染源的工業，制定

相關法令且安裝連續排放監測系統，建置排放清冊，制定工業排放國

家標準，例如粉塵及有機物質排放標準及火力發電廠之排放標準，其

中新建之火力發電廠及需擴廠之工廠都必須依據其設置地點申請核

發該廠允許排放限值，並建立工業區管制制度、增加能源效率及進行

環境影響評估等。另針對各大城市之營建工地要求施工地區必須設置

圍籬，針對其建材堆置須加以覆蓋避免揚塵，另針對施工材料要求夜

間運輸且須覆蓋防塵網。 

(六) 菲律賓 

菲律賓每年約有 2,000 多人死於空氣污染，其首都馬尼拉是亞州空氣

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空氣污染有 80%來自於汽車尾氣，由於城市

人口眾多，管理混亂，官方缺乏足夠的技術設備和人力對汽車尾氣排

放量進行監督管理。菲律賓政府還斥資為馬尼拉地區配置天然氣的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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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並製造天然氣加油站。對於天然氣汽車，政府在稅收和貸款方面

給予優惠政策。菲律賓對於空氣污染管制策略除了建立空品監測網、

建立排放清單、建立空氣區域，針對移動污染源建立機動車檢驗和排

放測試系統、新車的合格審驗制度、加強機動車排放執法能力以及限

制汽機車及工廠排放量，並提供企業污染防治設備購置貸款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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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一、 目前各界對於 IEP 計畫，普遍有繼續推動共識。惟該計畫項下包括 7 大專

案，對於部分專案執行成效不彰或屢屢發生問題之專案，建議從效益性及

未來發展性等審慎評估，必要時考慮退場機制。 

二、 本次研討會主題包括空氣改善及節能減碳 2 主軸，在許多報告中都提到兩

者相關性（例如在設計減污同時達到減碳效益）。該業務在本署分屬不同

業務單位主政，建議可加強橫向合作。 

三、 空氣污染物會跨境傳輸，惟從部分報告資料顯示，因中國大陸不願提供監

測資訊，以致缺漏中國大陸污染資料。會後一位協助韓國環境部進行空氣

品質監測機構代表與我方提及監測資訊分享一事，未來除透過兩岸協商機

制向陸方提案空污跨境傳輸合作計畫外，亦可考慮與日本及韓國等國家，

研議空污跨境傳輸合作案，分享監測資訊及因應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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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次會議「降低亞洲貨運運輸空氣污染排放 Session 會議」資料顯示，

美方與中國大陸刻密切進行貨運運輸污染削減計畫(SmartWay Program)，減

少貨運運輸所造成之氣候變遷及空氣污染物排放。考量國內運輸車隊規模

較美國小，不一定適用計畫項目，惟國內交通部推動安全駕駛、經濟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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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局推動節能駕駛及本署推動環保駕駛等專案計畫，可以加強部會間橫向

溝通，整合相關資源，除了可減少交通事故發生率、節省能源消耗，亦可

達到污染減量之成效。 

六、 由「管理港區城市空氣品質 Session 會議」資料顯示，近年香港及眾多大

陸港區城市之港區空氣污染削減有成，香港甚至是世界上第 1 個針對船舶

制定空污排放管制之城市。同一時段，高雄市亦分享高雄港港區管理作

為，因國內港區污染，目前除署裡已完成船舶排放清冊之建立及更新，並

將港區污染納入國家排放清冊估算中，未來應協調交通部及港務公司要求

船舶進港之污染削減作為，已完成船舶污染減量目標。 

七、 永續紐澤西計畫推動各項行動係以可獲得之民眾福祉、環境改善及永續環

境為目標，只要可達成永續目標皆值得推動，並不考量成本有效性

(Cost-Effectiveness)(即單位減量所需費用)，因為以多重效益所獲整體效果

將可能大於執行行動所需投入經費。美國與台灣之文化及生活習慣不同，

台灣在相關策略或行動規劃上，須納入在地人文條件，提出國內(各城市)

適用之行動，以達到預期效益。 

八、 紐澤西政府認為各項市政措施可能具有多重效益，例如某一項措施也許需

耗費較多之資金，而其帶來的環保方面改善有限，但卻可能提升人民的生

活品質，故考量多重效益後，仍值得執行此項措施。台灣民眾對環境議題

參與程度並不積極，如何促使民眾參與相關永續策略或行動，使其貼近民

眾生活，乃為地方政府思考方向，中央政府需則應確立各範疇(能源、等)

發展重點主軸，使資源集中產生效益；地方與中央之聯繫及資源整合，建

議則可仿效永續紐澤西計畫由第三方(學校/機構)協助。 

九、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亞洲地區各國空氣污染情形嚴重，由東南亞各國資料可

發現，各國已逐步建立空氣污染管制法規，由固定源的行業別的排放標準

及車輛尾氣排放標準，並輔以各項管制作為，以期減少空氣污染，我國各

項排放標準及空氣品質管制作為在亞洲地區已居領頭羊地位，應思考除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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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污染減量外，應再積極以國內管制經驗及技術，協助東南亞地區各國執

行空氣污染管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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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BAQ 會議相關活動照片 

  
CCAP 專案相關文宣 

---右下方有本署 logo 露出 

IEP計畫文宣---說明 IEP係臺灣環保署與美

國環保署於西元 2014 年 4 月啟動 

  

CAA 介紹 CCAP 認證制度，僅提出 CCAP

係 CAA 與 IEP 成立 

CCAP 城市認證 Session 本署、美國環保署

及 CAA 三方代表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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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P 城市認證 Session 宣布認證制度啟動 與 CAA、城市代表及美國環保署等合影 

  

於美國環保署攤位前拍攝 family photo 於 Welcome Reception 時與孫岩章教授及張

哲民教授合影 

 

 

於城市港區 Session 與高雄市環保局及交通

局局長等合影 

 

陸方環資部代表演講城市更好空氣路徑 孫岩章教授向大會提出抗議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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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會議議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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