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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8 亞太環境技術交換虛擬中心﹙APEC-VC﹚」會議 

出國報告 

壹、 會議背景與目的 

亞太環境技術交換虛擬中心(APEC-VC)為日本在西元1995年5月於亞太經

合會(APEC)工業科技(IST)分組會議上首先提出，其宗旨在利用環境技術交換虛

擬平臺分享，分享各經濟體於環保技術資訊，加速區域性環保技術合作，由韓

國擔任秘書處，各經濟體成員一致同意計畫延續持續執行至2022年。 

我國除辦理APEC-VC網站推廣工作，並於「環境技術交換虛擬平臺」提供

至少200篇有關環境科技之研究、環保政策發展、環境科技或產品資訊等內容之

英文環保月刊，增加本署於英文政策或法律修正之露出機會，另透過年度工作

報告與重要議題討論，促進與各經濟體環境技術交流。 

本次工作會議由越南經濟體主辦，於越南中部城市會安辦理實體討論，共

計由韓國、越南、本國、菲律賓、馬來西亞、智利等6個國家參與此次會議，討

論內容為各國線於開放課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簡稱MOOC）的數位

學習推展與，並針對APEC-VC發展的 RoadMap及M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A MULTI-LATERAL COLLABORATION)之修改，討

論後續推廣方向，各經濟體均對於韓國經濟體說明推展相關數位學習課程提升

對於環境保護方向無意見，並討論希冀能強化各經濟體之間的技術、策略、方

法等相關交流，並額外希望能有各國的專家參與，以期達到實際資訊交流效益，

更討論各經濟體如何透過資訊科技提供對民眾服務，進而提升民眾對於環境保

護的認知。 

本國簡報主題，係以近來有鑑於民眾對於空氣品質重視為主要分享內容，

以「Th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in Taiwan」英文簡報向各經濟體分享我國目

前於空氣品質監測蒐集方式、種類、資料公開方式與應用等，並且如何應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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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新興資通訊技術，提升環境治理及公眾服務品質，推

動全方位發展環境品質物聯網的智慧化概念，終極目標希令環境物聯網能成為

智慧城市重要一部分，並強化空氣品質之時空監測。 

貳、 會議過程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10 月 24 日(三) （啟程）臺北到越南峴港，由峴港至會安。 

10 月 25 日(四) 參加 2018 亞太環境技術交換虛擬中心(APEC-VC)工作

組會議。 

討論會議：包括開幕儀式、大合照，主要議程有三大項、

Update from the VC Secretariat and member institutions、

Panel discussions on “Exploring the demand and supply 

conditions for environmental e-learning in the APEC 

region”、Road Map for APEC Virtual Center Learning  

Platform。 

10 月 26 日(五) 議程觀摩目前越南經濟體體，目前於廢污水及垃圾處理

現況。 

10 月 27 日(六) 自費參訪（不支領日支費）。 

10 月 28 日(日) （返程）自越南會安返回臺北。 

 

「2018亞太環境技術交換虛擬中心(APEC-VC)會議」由越南經濟體主辦，

於越南中部古城會安Hotel Royal Hoi An飯店舉行，本次我國參與人員為行政院

環境保護署環境監測及資訊處徐嘉欣分析師。 

 

一、 107 年 10 月 24 日工作會議： 

工作小組會議地點在越南會安Hotel Royal Hoi An飯店會議室舉行，各經濟

體參與會成員於上午10時前完成報到，依會議議程與會議資料進行實體會議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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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會議議程與會議簡報詳如附錄。 

     （一）開幕儀式： 

首先，由韓國KEITI主管代表韓國環境部致歡迎詞，並介紹各經濟體參與成

員、拍攝會議合照。 

     （二）韓國秘書處簡報： 

韓國代表Jaeyeon Choi介紹APEC-VC韓國秘書處的進度報告，簡報內容包括

APEC-VC過去的活動以及未來規劃。 

1、 韓國報告 PPSTI Center Guideline 說明於開放課程推展現況，以及目

前已提供線上數位課程內容（包含 MOOC 課程內容、系統架構等），

以及韓國環境數位學習的現況。 

2、 2018-2022 年期間 APEC_VC Roadmap 擬定預計與各經濟體代表討論

並進行討論之修改內容。 

3、 說明 MMOU 預計討論範圍。 

4、 各經濟體對於 APEC-VC 將 Gateway 網站轉變為大規模在線開放課程

（MOOC）的策略轉換想法。 

5、 詢問各經濟體後續擔任主辦國之意願，另外請各經濟體評估若規劃

明年度於智利辦理會議之參與意願，以及預計希冀討論主軸內容。 

 

     （三）各經濟體簡報： 

1、 我國： 

我國代表徐嘉欣分析師以「The Air Quality Monitoring Data in Taiwan」英文

簡報，簡報大綱針對本署空氣測站、系統、應用APP以、在IOT發展以及未來努

力方向說明，說明空氣品質監測架構、目前分別可從「空氣品質監測網」、「環

境資源資料開放平臺」、「環境資源資料庫」、「環境即時通App」和物聯網監測網

路取得即時與歷史空氣品質資料。在臺灣空氣品質監測網站，最常被關注的資

料為空氣品質指標：提供各測站每小時觀測空氣品質資料；次之為空氣品質預

報：3日內空氣品質預報，「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臺」匯集46個機關及超過上千

個環境資源資料，16個應用服務，提供即時更新、結構化JSON、XML、CSV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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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格式及RESTful API服務，資料集以PM2.5空氣監測資料最常被應用，並且連續

2年榮獲OKFN世界評比第1名。 

除了「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臺」提供機器直讀之即時空氣品質資料服務外，

在「環境資源資料庫」更綜整提供空氣品質歷史資料，以及應用「環境即時通

APP」適地性提供所在區域之未來12小時的逐時預測空氣品質指標，透過單指滑

動便可迅速查閱空氣品質過去、現在及未來狀況除了空氣品質小時預測趨勢

圖，「環境即時通APP」也整合過去行動建議文字資訊，將建議資訊圖像化，以

簡單直覺的分類圖示提醒民眾，針對不同狀態的空氣品質，採取對應的行動與

防護措施。 

2017年起應用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新興資通訊技術，循序漸進建置

物聯網系統，即時監控、分析環境數據，發展感測器研發進行國家級測站監測

數據於廠商及研究單位自製感測器數據校正，以修正民間自訂發展的感測器因

缺乏校正導致數據準確度問題，並進行「智慧環境治理：環境物聯網智慧執法

應用」試驗，首波先驅測試計畫選定桃園觀音工業區，完成觀音工業區空氣品

質感測物聯網設置，藉由密集感測、提供完整API機制於快速時間內與國家級測

站，整合有持續性傳輸特性及資料傳輸方式多樣性數據匯流解析，人工智慧分

析污染熱區標定與時點鎖定，啟動智慧稽查網格，布建每一臺感測器具備細懸

浮微粒(PM2.5)、揮發性有機物(VOC)、溫度及濕度等項目之感測器，形成完整感

測網。所布設感測網可提供高時空解析度之空氣品質數據，監測頻率可至分鐘

等級，空間密度達街道等級，透過圖像化各感測點污染物濃度時序變化情形，

經融合風速、風向數據分析，即可標定污染熱區及排放潛勢區，進一步經時空

特徵分析，所得的資訊即可供稽查派遣作業運用，稽查作業前再將排放潛勢熱

區內事業原料、製程等污染特性交叉勾稽，可讓稽查人員事半功倍有效率地查

處污染。 

導入群眾外包(Crowd Sourcing)，擴大資料蒐集層面，除布建環境感測器外，

也將納入民間微環境即時空氣品質資訊，作為基礎資料來源，並於106年度大甲

媽祖繞境期間辦理相關試驗。未來的目標是在四年內裝設10,500個空氣感測器，

利用數據找出影響空氣污染的關鍵因子，預測未來空品走勢；藉由數據分析，



 5 

即時搜集各檢測站點的空品資訊，依據專家經驗和模型結果，建立正常和異常

狀況判斷結果，即時警告，創造資料流動加值的正向回饋與公民參與。 

 

2、 智利、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 

其他經濟體簡報內容多於因應數位學習所建置模組架構、應用軟體、課程

管理功能與數位學習課程，在數位學習推展上自主數位學習成長率及所推動過

程所遭遇困難，以及如何透過數位學習提升民眾對於環境保護的認知。 

（四）討論與閉幕： 

主要為Road Map未來5年調整及MOU的相關修訂，針對APEC-VC發展的 

Roadmap，討論後續推廣方向，各經濟體均對於韓國經濟體說明推展相關數位學

習課程提升對於環境保護方向無意見，並討論希冀能強化各經濟體之間的技

術、策略、方法等相關交流。 

二、 107 年 10 月 25 日工作會議： 

觀摩越南經濟體體，目前廢污水處理與廢棄物處理規劃相關機關，廢污水

處理部分完成改善廢水排放與處理系統，以及加裝水質自動監測系統，以利廢

污水處理。另外，透過垃圾廢棄物分類處理，部分回收的塑膠袋、醫療棉片及

鐵碎等，因無法再生使用，目前規劃將其簡易填埋，因目前具有垃圾處理能力

的業者較少，政府也積極推動相關鼓勵企業投入垃圾處理政策，以避免垃圾造

成環境嚴峻污染、土地資源大量浪費。 

 

參、心得與建議 

一、 取用 APEC-VC 平臺上數位學習課程： 

    主辦單位（韓國）期望各經濟體能持續於APEC-VC平臺持續提供於環技資

源資料推動政策資料，請各經濟體提供於環境保護數位學習重視議題內容，並

建議各國經濟體可取用APEC-VC平臺上數位學習課程之MOOC課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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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同意 Road Map 修改： 

此次修改Road Map除集中於技術及專家的交流分享，亦同意於推展相關數

位學習課程提升環境保護方向，並定期召開實體工作會議，以擴大多方交流與

學習。 

三、 邀請其他國家擔任主辦國： 

主辦單位（韓國）詢問各經濟體後續擔任主辦國之意願，並請各經濟體評

估若規劃明年度於智利辦理會議之參與意願，以及預計希冀討論主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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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照片 

 

 

 

 

 

 

 

 

 

 

 

 

圖1 各國經濟體代表合照 

 

 

 

 

 

 

 

 

 

 

 

 

 

圖2 韓國經濟體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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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越南經濟體開場致詞 

 

 

 

 

 

 

 

 

 

 

 

圖4 參訪越南經濟體廢污水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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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越南經濟體廢污水處理 

 

 

 

 

 

 

 

 

 

 

 

圖5 越南經濟體廢棄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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