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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署於 105 年 9 月 8 日與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環境保護總局（以

下簡稱越南環境保護總局）完成簽署「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

學合作協定」，為達成雙方實質合作，本署於 106 年 9 月 18 日至 22 日

越南河內辦理「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暨推廣環保產業情資蒐集

交流工作」。除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研商討論後續合作工作外，另配合

我國新南向政策，推動環保工程產業輸出，本次同時安排拜訪越南產、

官、學三方，蒐集當地資訊，以瞭解並掌握我國環保產業輸出之契機。 

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之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於 9 月 19 日

召開，會議中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表示，近年來越南經濟快速發展，環境

議題已漸漸為當地民眾所重視，因此伴隨工業發展產生之環境污染目前

為越南政府當前重要課題，當中包括空氣、水、廢棄物與土壤及地下水，

由於土壤及地下水屬環境之末端介質，越南環境保護總局瞭解，若需妥

善管理或處理土壤及地下水相關議題，完整之法規命令勢必為首要之

務，越南自西元 2014 年起，已逐步針對環境法令進行檢討及修改，我

國土壤及地下水法規已發展將近 20 年，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認為透過雙

邊協定之實質合作，能夠學習我國相關經驗，並從我國發展經驗中，快

速建立適合越南之法規規範，完善整體土壤及地下水保護工作。  

經由會議中雙方討論，完成簽署會議紀錄，後續合作交流工作執行

方式及內容在初期以法規體系及整治技術能量為主，中期階段以農藥、

除草劑污染調查與整治及砷污染之調查與整治為主，後期階段將重新審

閱雙方合作協定執行成果，以及是否再簽署延續下一期之合作協定。  

本次行程除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召開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

議外，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為推廣我國環保產業進入越南市場，安排

拜訪相關單位，包括駐越南臺北境暨文化辦事處、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所

屬之環境監測中心、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科學大學、越南科學技術院

之環境科技研究所及臺商環保工程公司，藉由實地訪查產、官、學三方，

蒐集當地資訊，以瞭解並掌握環保產業輸出之契機。  



 II 

目前越南正處於經濟發展起步階段，經由本次行程可瞭解該國對於

環境保護需求與日俱增，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表示目前需要制定完善之法

規來保護當地環境，因此我國與越南可藉由現階段雙方所簽署之合作協

定，依據本次行程會議討論之結論發展後續合作交流工作，我國可分享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體系及架構；另一方面，倘越南後續參考我

國法規而建立土壤及地下水保護相關規範，對於我國環保工程產業輸出

至越南亦為利多，符合現行推動之新南向政策，預期可順利推展我國環

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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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署於 105 年 9 月 8 日與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環境保護總局

(The Vietnam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on of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Vietnam, VEA，以下簡稱越南環境保護

總局 )已完成簽署為期 4 年之「臺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技術暨科學合作

協定」，協定中針對目的、合作方式、合作規範、執行機關及經費等項

目均有規範，惟協定架構之規範其範疇較為廣泛，為達實質交流合作，

仍應擬定雙方合作細項及內容。  

為配合我國新南向政策，掌握新南向目標國家環境產業輸出機

會，推廣我國環保產業進入越南市場，須掌握當地市場相關需求資料，

爰此，本署規劃於 9 月 18 日至 9 月 22 日赴越南辦理「合作協定之後

續工作研討會議暨推廣環保產業情資蒐集交流工作」，除與越南環境保

護總局進行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針對越南當前主要環境問

題與需求交流會談外，另安排拜訪越南產、官、學研相關單位，蒐集

當地需求與現況情資，建立雙邊聯繫網絡資訊，以瞭解並掌握環保產

業輸出之契機，本次行程如表 1-1。  

本次拜訪單位包括我國駐河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越南環境保

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科學院與環境監測中心、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科學大

學、越南科學技術院之環境科技研究所及臺商環保工程公司，針對各單位

之效益評估如表 1-2，綜整摘述如下：  

（一）  透過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討論雙邊土壤及地下水保護合

作協定後續合作工作內容，瞭解越南當前所面臨之環境問

題及需求，以及目前越南與其他國家合作交流情形及方

式，建立雙邊聯繫及合作窗口，以持續推動實質交流。  

（二）  拜訪越南產、官、學三方單位，可瞭解目前該國整體技術

發展情形及能量，基於我國目前國際地位及情勢，透過與

學術單位之拜訪及討論，尋求較為順暢之交流方式及方

向，並藉由雙邊官方合作協定基礎下，找尋我國環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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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越南市場之契機。  

表 1-1 本次行程 

日期 
工作內容 

月 日 

9 18 至我國駐河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訪 

9 19 
與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環境保護總局及其所屬之環境

科學院辦理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 

9 20 
拜訪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環境保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監

測中心及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科學大學 

9 21 
拜訪越南科學技術院之環境科技研究所及臺商環保工程

公司 

9 22 返程  

 

表 1-2 各拜訪單位行前效益評估 

拜訪對象 預期效益 

我國駐河內臺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 

與我國代表處人員透過意見交流方式，尋求協助蒐集當地環

保領域商機訊息、投資規定與環保法規規範，並建立資訊傳

遞窗口，定期傳遞該國環保商機以及各類法規資訊予國內業

者運用。 

越南環境保護總局及

其所屬之環境科學院  

為達實質交流合作目的，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召開合作協定

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討論後續合作之細項內容，瞭解越南

當前對於環境保護之需求，並建立雙邊交流聯繫及合作窗口。 

環境監測中心 

瞭解越南有關環境檢驗領域之現況，包括檢驗方法、儀器種

類及經費來源，並同時了解是否有與其他國家合作計畫及其

執行方式，進一步尋求雙邊技術合作機會。 

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

科學大學 

考慮國際情勢及臺灣外交處境，雙邊密切之學術合作亦能增

加我國業者輸出機會，亦為提升環保產業海外輸出機會可行

方法之一，透過拜訪學術機構瞭解現階段越南國際學術交流

之現況，及後續有無機會持續加強雙邊交流。 

越南科學技術院之環境

科技研究所 

瞭解當地環保問題與其需求，及越南科學技術院院與其他國

家合作之模式，藉以尋求雙邊技術合作機會。 

臺商環保工程公司  
藉由實地拜訪在地業者，蒐集目前臺灣產業於越南投資現況

及環保產業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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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 

本次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之研討會議於該局所屬之環境科學研

究院 (Environment Science Institute, ESI)召開，環境科學院隸屬環境保

護總局，主要任務及目標有三大部分：（ 1）研擬環境相關策略及政

策工具（2）透過科學方法針對環境政策決策提供建議及解決方案（3）

針對環境議題提供諮詢及訓練。  

本次會議於環境科學院召開（會議照片如圖 2-1 及 2-2），主要

出席人員詳如表 2-1 及表 2-2，越南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越南環境

保護總局表示環境議題已漸漸為當地民眾所重視，伴隨產生之環境

污染目前為越南政府當前重要課題，包括空氣、水及廢棄物等，當

中亦包括土壤及地下水，該局亦瞭解，若需要妥善管理或處理土壤

及地下水，完整之法規命令勢必為首要之務，越南自 2014 年起，已

逐步針對環境法令進行檢討及修改，由於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法規已

發展將近 20 年，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認為透過雙邊協定之實質合作，

能夠學習我國相關經驗，並從我國發展經驗中，快速建立適合越南

之法規規範，完善整體土壤及地下水保護工作。  

其中特別針對土壤議題，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表示，該國目前稻

米產量為全球前 10，出口產量亦為全球前 5，但目前所遭遇之問題

為稻米品質不佳及出口價格偏低，遠不及鄰近之另一稻米生產大國

－泰國，經研判應是種植環境問題，因此目前越南亟欲發展高品質

農產品，期望能夠提高農產品之品質，同時提升價格。農產品之品

質與農地管理息息相關，越南環境保護總局亦瞭解土壤及地下水之

維護為相當重要之課題，臺灣可提供分享農地管理之經驗，包括調

查與改善工作之標準作業程序提供該國作為參考，除能夠有效掌握

土地狀況，亦能一併提升農產品品質。  

經由會議上熱烈討論及經驗交流分享，雙方於會議後，分別由

環境保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科學院院長范文利及我方環保署土污基管



7 

會綜合企劃組組長何建仁完成簽署會議紀錄（會議記錄全文如附件

1），簽署照片如圖 2-3 後續工作執行方式及內容摘述如下：  

（1）越南與臺灣將針對相關法規體系及土壤與地下水污染議題進行

合作，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指定其所屬之環境科學院為執行與協

調各項活動之單位，合作主要分為 3 階段，初期以法規體系及

整治技術能量為主，中期階段合作項目將以農藥、除草劑污染

調查與整治及砷污染之調查與整治為主，詳細內容越南將於本

（106）年 10 月 15 日提供，後期階段將重新審閱雙方合作協定

執行成果，以及是否再簽署下一期之合作協定。  

（2）執行方式為雙方各自成立指導委員會，由環境科學研究院擔任

執行窗口，每年輪流由臺灣與越南舉辦會議，搭配土壤及地下

水整治技術論壇與場址參訪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工作，並舉辦

訓練課程，另針對農藥、除草劑污染調查與整治及砷污染之調

查與整治兩項議題執行學術合作計畫。  

 

表 2-1 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我方主要出席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李通藝 我國駐河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組長 

何建仁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 組長 

鄭仲庭 環保署土污基管會 助理環境技術師 

紀凱獻 國立陽明大學 副教授 

吳俊興 國立陽明大學 博士生 

王詩清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主持人 

趙哲碁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經理 

蔡玉珍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經理 

 

表 2-2 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越方主要出席人員 

姓名 單位 職稱 

阮世同 越南環境保護總局 副總局長 

阮越勝 越南環境保護總局國際合作處 副處長 

范文利 環境科學院 環境科學院院長 

黎清娥 環境科學院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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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討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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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何建仁組長與阮世同副總局長（左上）、范文利院長（右上）及阮越勝副處長（左下）合影

與大合照（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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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紀錄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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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國駐河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我國於 81 年與越南簽署相互設辦事處協定，並於同年在河內市

「駐越南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主要為推動強化我國與越南在各領

域之交流與合作，以提升兩國全方位實質關係。本次行程拜訪陳文

煙副代表及科技組李通藝組長，越南全國企業約 97％為中小企業，

結構與臺灣類似，目前我國科技部與越南有進行學術交流合作，經

費來源大致為我國出資 2 萬美金，越南出資 5 萬至 9 萬美金，雙方

教授所提出之合作計畫交由各自國家科技部審核，須雙邊均通過審

核後，交流合作計畫始得執行，因此雙方目前已具備既有學術交流

網絡及機制，藉由此次拜訪，與我國代表處人員透過意見交流方式，

尋求協助蒐集當地環保領域商機訊息、投資規定與環保法規規範，

並建立資訊傳遞窗口，定期傳遞該國環保商機以及各類法規資訊予

國內業者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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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與我國駐河內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拜會 

（三）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監測中心 

越 南 環 境 保 護 總 局 所 屬 之 環 境 監 測 中 心 (Centre for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M)隸屬越南環境保護總局，為政府官

方分析機構，中心部門包括行政事務辦公室、環境監測部門、環境

監測設備之校正實驗室、環境實驗室及資料分析與資訊系統部門。  

環境監測中心擬訂越南當地環境監測計畫，向越南自然資源暨

環境部申請預算執行計畫，計畫內容應包括經費、期程、分析項目、

執行地點及所需之檢測設備，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再向世界銀行

提出計畫申請之執行經費，計畫通過審核後，世界銀行資金將會撥

予越南自然資源暨環境部，該部將預算再撥予環境監測中心，後續

該中心即依計畫內容執行相關環境監測或檢測工作，其中環境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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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主要檢測設備來源係源自此計畫申請機制，拜訪會議情形如圖

2-5、實驗室概況如圖 2-6、相關設備如圖 2-7。  

環境監測中心非屬研究單位，該中心應親自派員執行現場採樣

及檢測分析工作，所得數據經彙整分析後，亦須撰寫報告，此報告

即為越南官方認證之報告，經由本次拜訪該中心進行討論後，目前

環境監測中心負責台塑公司河靜鋼廠周圍之環境監測作業，定期至

當地進行採樣後，再將樣品送至實驗室進行分析。  

該中心另有校正部門，負責越南所有檢測設備之校正工作，以

確保所有分析結果之正確性及可靠性，相關檢測設備每年須經由該

中心之校正部門進行校正作業，通過校正後即核發認證資格，始可

進行各項分析作業，以保持數據之公正性。  

  

  

圖 2-5 拜訪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監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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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環境實驗室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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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環境監測中心之檢測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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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科學大學(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Hanoi, 

VNU) 

河內國家大學，為越南僅有 2 所國立聯合大學其中之一，所屬共有 6

個大學，分別為自然科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大學(VNU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教育大學(VN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語言暨國

際研究大學(VNU University of Language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經濟與商

務大學(VNU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 Business)及工業技術大學(VNU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本次拜訪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

科學大學之環境科學研究院，該學院為越南第一個環境領域之學院，針對土

壤學、環境觀測、生態環境變遷、水管理及地下水等議題均有研究，該學院

亦有眾多國際學術合作經驗（包括日本、澳洲、美國、比利時、瑞典與韓國），

該學院副院長提及目前越南環境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尤以廢棄物為重點項

目，目前越南仍以垃圾掩埋為主要處理方式，後續臺越雙方可以研究計畫或

技術分享模式進行雙邊交流合作，例如可整廠輸出台灣廢棄物回收處理流

程，拜訪情形如圖 2-8。 

 

 

圖 2-8 拜訪河內國家大學所屬自然科學大學之環境科學研究院 



17 

（五）越南科學技術院(Vietnam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AST) 

越南科學技術院為越南學術研究單位，類似我國中央研究院，本次拜訪

其所屬之環境科技研究所，該所主要從事環境科技類別之研究，其任務包括

環境領域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成果協助環境政策及計畫訂定、協助國家環境

管理朝向永續發展、進行環境訓練課程與環境技術研究與發展之國際合作交

流；目前該所與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有進行合作計畫，亦協助環境警察進行環

境樣品之採樣分析，並針對工業區及礦區之土壤進行研究，另亦與台塑公司

河靜鋼場合作，主要協助為廢水之控制監測與廢水之回收處理，拜訪情形如

圖 2-9。 

  

  

圖 2-8 拜訪越南科學技術院所屬之環境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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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越南在地臺商公司 

本次拜訪之臺商為環保、建築工程公司，該公司於越南已經營逾 20 年，

依據其在越南之經驗，中小企業深根生存有一定困難性，資質認定屬當地中

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權責，需完成認證後取得證照，始能開始經營，現階段多

數臺灣環保廠商在越南之合作多半與臺商為主，要能直接進入越南市場除當

地政府因素外，亦將受到日本、韓國或其他國家競爭，較佳契機為尋找在地

所欠缺之技術，另建議除與越南政府進行合作外，因學術界學者地為在當地

備受敬重，且越南政府制定相關政策時亦會徵詢學者意見，因此亦建議應與

越南學者保持聯繫，尋求適當之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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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與建議 

（一）世界各國於越南發展狀況  

累計自西元 1988 年至 2015 年為止，我國在越南投資案共 2,475 件，投資

金額達 306 億 9,304 萬美元，排名第 4 位，占 11.00%；韓國居第 1 位，投資

金額為 449 億 59 萬美元，占 16.09%；日本投資金額為 384 億 1,086 萬美元，

居第 2 位，占 13.77%；新加坡投資金額達 347 億 1,633 萬美元，居第 3 位，

占 12.44%；英屬維京群島投資金額達 192 億 1,591 萬美元，居第 5 位，占 6.89%，

1988 年至 2015 年越南受各國投資金額統計如圖 3-1。 

 
圖 3-1 1988 年至 2015 年越南受各國投資金額統計 

2015 年越南核准外商投資案共 2,013 件，金額為 155 億 7,761 萬

美元，其中我國投資計 110 件（占 5.46%），居外資第 5 位，投資金

額為 9 億 4,040 萬美元（占 6.04%），亦居外資第 7 位。  

同期，其主要投資國之投資情形：韓國居首，投資金額高達 26

億 7,852 萬美元；馬來西亞居第 2 位，投資金額高達 24 億 4,749 萬美

元；薩摩亞群島排名第 3，金額為 13 億 1,404 萬美元；日本排名第 4，

金額為 12 億 8,498 萬美元；英國排名第 5，金額為 12 億 8,498 萬美

元；新加坡排名第 6，金額為 10 億 3,501 萬美元，2015 年各國於越

南投資金額如圖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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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2015 年各國於越南投資金額  

目 前 日 本 及 韓 國 的 作 法 ， 都 是 利 用 政 府 開 發 協 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模式，替國內業者尋求商機及去除障

礙、改善環境，並善用援外機制拓展開發中國家市場。日本自 2000

年至 2014 年 ODA 的總支出約達 1500-1600 億美元間，平均每年約達

100 億美元規模；韓國 ODA 援助規模自 2011 年至 2017 年間總計約

達 140 億美元，平均每年約為 20 億美元。  

（二）我國環保產業輸出建議  

1.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法規已發展將近 20 年，目前越南正處於經濟發展起

步階段，對於環境保護需求與日俱增，越南環境保護總局表示目前需

要制定完善之法規來保護當地環境，因此我國與越南可藉由現階段雙

方所簽署之合作協定，依據本次行程會議討論之結論發展後續合作交

流工作，我國可分享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之體系及架構，包含各

項子法，越南可參照我國法規發展歷史，快速完備該國之法規架構，

減少經濟發展過程中遭遇之陣痛期；另一方面，倘越南在合作協定之

架構下，參考我國法規而建立土壤及地下水保護相關法規，對於我國

環保工程產業輸出至越南亦為一項利多，相關廠商在臺灣耕耘已久，

對於我國法規架構已相當熟悉，若越南法規體系能夠仿效我國建立，

各廠商將保有一定競爭優勢，亦符合現行推動之新南向政策，順利推

展我國環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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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鑒於土壤污染環境問題具多樣性及複雜性，僅限定單一領域合作無法實

際解決整體環境問題，建議可依據雙方目前合作協定之基礎，於合作

過程中瞭解越南目前對於其他環境保護發展之需求，以多邊合作及示

範案例合作之方式，研擬擴大雙方合作之範疇，以拓展跨領域環保合

作，建立雙方長期合作基石，並進一步提升國際環保外交成效。 

3.為鼓勵研究機構及學術研究單位進行土壤及地下水相關研究，本署自

99 年起推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補助補助研究及模場試驗

專案工作，為活絡我國與越南之學術交流，後續建議可於徵求土水相

關研究或模場專案時，設定雙邊具發展性之題目，並要求申請之研究

機構或學術單位團隊應包括越南研究或學術單位，以實際達成雙邊合

作交流，後續執行方式可參考目前我國與越南科技部之學術交流執行

方式。 

4.越南環境監測中心其分析設備及技術足以參加國家型計畫，惟越南環境

採樣或送樣標準作業程序並無嚴謹規範，因此提升整體程序之完整性

有其必要，此外對於採樣地點之選擇亦為該中心經驗不足之項目，臺

灣目前針對整體採樣、送樣及分析均有相當嚴謹之規範，且對於採樣

點之規劃、擇定、分析亦有相關經驗，後續可以此範疇作為相互交流

項目，並建議與我國環檢所納入，協助相關品保品管技術交流；亦可

進一步協助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撰寫計畫申請世界銀行補助，活絡雙邊

合作，進而帶動我國環保產業進軍越南市場機會，紓解長久以來業者

因資金短缺而限制海外市場輸出困境。 

5.現階段許多越南學生選擇至臺灣留學，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後返回越南

公家體系或研究機構將所學貢獻予越南，為持續與越南長期之學術交

流，我國大專院校可以提供全額或部分獎學金之方式吸引優秀學生來

臺，同時可考量降低學生簽證費用；後續可進一步運用學術單位資源，

與各大學院校東南亞中心合作以學分授予課程模式，廣納越南中階官

員來臺參加相關環境議題課程研習，行銷並展現我國環保法規與管理

制度、環境檢驗技術、調查、監測與整治完善技術能力，達成環保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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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效果；另一方面，可透過教育部協助提供越南留學生名單，以掌握

留學生回國動態，進而建立商情可能聯繫管道，以利掌握未來潛在合

作機會。 

6.目前越南對於土壤及地下水相關之需求包括農藥污染及地下水砷、氨氮

之問題，此需求亦為臺越雙方合作協定之中期合作項目，我國對於農

地及地下水管理制度亦已趨於成熟，建議後續可依相關議題，設計相

關訓練交流課程，並辦理學術論壇，邀請越南官員及學者一同參與，

培育受訓人員成為種子教官，回國後可將我國經驗及技術廣為分享，

以建立雙方長期合作基石，並進一步提升國際環保外交成效。 

7.建議可透過與外貿協會或外商合作模式，運用越南當地駐點，聯合成立

海外服務中心，聘任當地專員進行問題需求與商情蒐集，包括當地政

府採購案、亞銀或世界銀行標案、中日韓外資合作案，並進一步建立

產官學研關係網絡，提供我國環保工程產業輸出越南市場評估與諮詢

管道，以提升我國業者南進意願與成功機會；另建議以網路平台方式，

規劃建置環保工程海外市場輸出商情網，整合所蒐集之情資，並結合

外交及經貿單位相關資訊，定期發布海外商情訊息，使國內有意願輸

出之業者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完整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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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臺越土水合作協定之後續工作研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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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科學研究院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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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越南環境保護總局所屬之環境監測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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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越南科學技術院簡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