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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出國行程係參加中國環境科學學會大氣環境分會舉辦之「第25屆中國大氣環

境科學與技術大會」，該學術年會是大陸地區相當受重視之會議之一。中國當局於2013

年啟動了污染防治計畫，在空氣污染防制領域，尤其是污染源排放成因、特徵及技術管

理，雖然目前的空污指標仍高出世界衛生組織建議水平的4倍，但空氣污染狀況係有顯

著改善(林蘭，北京或可走出世界污染最嚴重200城市榜單，RFI)；參加該學術年會不僅

汲取中國空氣品質監測、預報模式模擬發展及環境統計等技術，可供本署於空氣品質監

測及預報時參考；另為展現我國空氣品質模式模擬及分析成果，於會議期間由長榮大學

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賴信志主任口頭報告「利用WRF-CMAQ模式分析空氣污染物擴散及氣流

特徵」，分享我國為空氣品質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並展示了臺灣的空氣污染事件與氣

象因素和污染物積累區如何相互聯繫的研究成果，有效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能見度。 

    本次學術年會包含大氣種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論壇、大氣污染源排放特徵和排放清

單、移動源排放特徵、大氣效應與管理、大氣污染來源解析等多項議題。整場學術年會

共有35項專題、796篇口頭表、233篇海報發表及11場特邀主旨報告。年會除安排多項專

題學術研討外，並召開「環保產業與技術服務論壇」，邀請產業代表發表議題進行交流，

議題包含從源頭減少機動車尾氣排放、商用車尾氣排放後處裡技術及應用，演講嘉賓除

介紹商業產品外，亦整理中國移動污染源現況、排放標準，以及針對使用中車輛使用限

制措施，並指出中國機動車已超過3.4億輛，其尾氣排放對大氣污染的貢獻超過27%，建

議減少尾氣排放，就能從源頭上減小空氣污染，實現科學治理。另外，亦有與空氣品質

監測、模擬分析相關之議程以臭氧研究為大宗，於研討會上係瞭解上游源區臭氧生成及

來源的分析研究，並確認可能影響臭氧濃度變化的天氣型態，可提供本署在預報、預警

作業上之重要參考。 

    最後，於會後安排沃爾沃(VOLVO)汽車成都製造廠參訪行程，藉由參訪鄰近地區國

家車輛產業，了解車輛相關製造技術及經驗，並掌握未來車輛技術發展趨勢及移動源改

善措施的方向，可作為我國後續研擬管制政策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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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我國環境中細懸浮微粒主要來源，近2/3來自國內本土污染源排放，其中移動污染

源對國內本土污染源排放濃度的貢獻比例平均為27.5%，為提升國內空氣品質監測、預

報模式模擬及環境統計等技術，可供本署於空氣品質監測及管理之參考，爰赴中國大陸

參加「第25屆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為中國大陸地

區大氣學術界最具學術影響力的研討會，開辦至今已邁入第25屆，來自全球大氣環境科

學相關的重要知名學者和科技工作者，皆在此會議中就目前大氣污染防治現況、大氣科

學及技術等方面目前進展、PM2.5與臭氧控制進行演講。 

    本次參加學術年會主要目的為瞭解鄰國於環境品質相關學術研究及監測技術最新

研究成果。同時發表論文-「利用WRF-CMAQ模式分析空氣污染物擴散及氣流特徵

(Analysis of air pollutant dispersion and airflow characteristics in WRF-CMAQ 

model)」，俾讓國際人士瞭解臺灣空氣品質受天氣條件及地形效應的影響，並分享我國

空氣品質模式模擬及分析成果，同時收集國外污染源排放特徵及管理等新知，增進國內

移動污染源掌握及改善管理之學習。 

    會議後前往參訪沃爾沃汽車成都製造廠，了解其發展現況，並針對台灣推動充電基

礎設施之相關議題進行討論，做為我國未來研擬政策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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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 

活動日期 行程及地點 活動內容 

11月 17日(日) 臺北至中國(成都) 
啟程、搭機及抵達成都雙流機場

及抵達會場、報到及會場參觀 

11月 18日(一) 
世紀城嬌子國際會議中心(Jiaozi 

Int'l Conv. Center) 

參加 25th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

技術大會研討及展覽會、論文海

報展示及展覽，參與移動源排放

特徵、大氣效應與管理的議題 

11月 19日(二) 
世紀城嬌子國際會議中心(Jiaozi 

Int'l Conv. Center) 

參加 25th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

技術大會研討及展覽會、論文海

報展示及展覽，參與臭氧研究的

相關議題。並與長榮大學賴信志

博士共同發表論文-「Analysis 

of air pollutant dispersion 

and airflow characteristics 

in WRF-CMAQ model」 

11月 20日(三) 沃爾沃汽車成都製造廠 

拜訪沃爾沃(VOLVO)汽車成都製

造廠，探究這個品牌有何實力與

重大計畫，並進行會議交流，吸

取車廠對充電基礎設施相關政

策應變與建置等協作模式經驗 

11月 21日(四) 返程，由成都返回臺北 返程、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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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 

    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自1978年舉辦第1屆會議以來，已在北京、上海、廣

州、杭州、南京及青島等多個城市舉辦24屆，本(25)屆中國大陸四川省成都市舉行。前

次會議在2018年於青島舉行，主題為「新時代大氣污染綜合防治：科學、技術與管理」，

本次會議則注重於推進大氣環境科學技術領域的合作，共同探討改善我國大氣環境質量

的方法途徑，深化大氣污染綜合防治工作，為大氣環境污染防治重大戰略任務出謀劃策，

為國內外大氣環境工作者提供了一個便捷的交流平台。 

    本次前往中國參加本次會議，期增進對於移動污染源掌握，學習污染源排放特徵及

管理等新知，並於會後安排車廠參觀及交流，訪問與討論內容問題綜整如下： 

1.參與情形 

    第25屆中國大氣環境科學與技術大會於本(108)年11月18~19日在中國成都世紀城

嬌子國際會議中心(Jiaozi Int'l Conv. Center)，本次大會主題為：「PM2.5與臭氧協同

控制，精準管理」。來自中國、日本、韓國、法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約2000位大氣環

境科學界的知名學者和科技工作者與會，共同交流瞭解中國大陸於環境品質相關學術研

究及監測技術最新研究成果。 

    為期兩天的研討會於成都世紀城嬌子國際會議中心舉行，11月18日開幕式首先由大

氣環境分會理事長柴發合先生主持開場，接續為中國知名院士就大氣科學發展的前沿和

大氣污染防治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主題演講。後續自18日至19日兩天共分為35個專

題，第1天的專題包含移動源排放特徵、大氣效應與管理、大氣顆粒物的非均相反應與

理化性質、對流層臭氧與光化學污染、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控制、揮發性有機物監測與質

控、空氣質量模式和大氣成分資料同化、室內空氣污染控制技術與創新、大氣邊界層物

理與大氣環境、大氣污染對健康的影響、大氣顆粒物健康與毒理效應、大氣污染物乾濕

沉降、污染條件下的大氣新粒子生成和生長機制、空氣質量監測預報預警、電力行業污

染排放及控制、工業二氧化碳減排技術、大氣環境管理和政策分析、區域和城市大氣污

染精準防控等專題，以及環保產業與技術服務、大氣重污染成因等論壇；第2天則包含



 7 

大氣污染源排放特徵和排放清單、大氣污染來源解析、大氣顆粒物觀測與測量技術、東

部沿海大氣複合污染立體觀測與模擬、PM2.5爆發增長化學組分急劇變化外場觀測與實驗

室模擬、大氣顆粒物的非均相反應與理化性質、大氣污染物乾濕沉降、大氣氧化性與二

次污染、對流層臭氧與光化學污染、區域與城市臭氧污染防控、大氣邊界層物理與大氣

環境、大氣污染遙感與應用、空氣質量模式和大氣成分資料同化、大氣環境量子化學、

非電煙氣污染控制技術、等離子技術在大氣環保領域的應用、等離子體催化環保新技術、

大氣污染源頭控制與資源化、大氣污染與天氣氣候相互作用、霧霾污染化學及其調控、

區域和城市大氣污染精準防控等專題，以及中國-澳大利亞空氣質量科學與管理研究中

心交流論壇，共有796個子題目報告。於會議期間長榮大學環境資訊研究中心賴信志主

任亦進行利用WRF-CMAQ模式分析空氣污染物擴散及氣流特徵研究報告。同時於兩天會議

時間，於成都世紀城國際會議中心3層進行海報展示與交流，約有超過260篇論文海報參

加。 

    研討會議題涉及大氣種污染成因與治理攻關論壇、大氣污染源排放特徵和排放清單、

移動源排放特徵、大氣效應與管理、大氣污染來源解析等多項議題。大會共開設了上述

各專業議題會場，中日韓大氣環境學會環境論壇、中國-澳大利亞空氣質量科學與管理

論壇等2個國際專場和1個環保產業與技術服務論壇，同期還舉行了第七屆中法大氣環境

國際研討會。大會共安排796個口頭報告和研究成果海報發表233篇，充分交流展示了知

名學者和科技工作者在大氣環境科技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次會議涵蓋主題眾多，其

中與空氣品質監測、模擬分析相關之議程係以臭氧研究為大宗，此與其他先進國家近年

來重視臭氧問題之趨勢相符。 

2.研習過程 

    為增進對於移動污染源掌握，學習污染源排放特徵及管理等新知，以及提升空氣品

質監測、預報模式模擬發展及環境統計等技術。藉由參加此次研討會以汲取目前中國大

陸空氣污染改善成果、如何進行空氣品質預報模擬及大氣環境科學技術發展現況等環境

品質相關學術研究及監測技術最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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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隨著經濟、人口增加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四川省生態環境科學研究院指出移

動污染源在大氣污染中的比例以及對環境空氣中PM2.5濃度貢獻逐漸增加，成果說明在交

通環境中移動源貢獻明顯高於固定源。另考量氣象條件，應充分考慮污染物轉化的情形，

在冬季應加強機動車的管控。 

    (2)2015年至2017年成都市空氣質量整體好轉，PM2.5濃度亦逐年下降；由成都市環境

監測中心監測之細顆粒物及其化學組成數據得知，近年來二次無機離子SO4
2-、NO3-及NH4+

（SNA）在PM2.5中質量濃度中的占比最高，所佔有之比例無明顯變化，且解析成果得知2017

年機動車為對PM2.5貢獻最大來源。說明成都市大氣二次污染相對嚴重，有機物占比明顯

升高，這可能是由於成都市機動車輛數量上生，排放到大氣中的有機物增加造成的。 

    (3)上海市顆粒物污染防治重點實驗室研究結果顯示，船舶對長三角陸地區域大氣

中PM2.5、SO2及NOX濃度均有正貢獻，且對區域空氣質量的影響呈現季節性差異，夏季影響

最大。然DECA低硫油政策實施後，上海市港區及城區站點的SO2下降幅度為27 % ~ 55 %，

且SO2的濃度下降水平優於上海市。該研究成果可以為國內船舶大氣污染防治政策制定提

供科學依據之參考。報告者期望中國政府於未來DECA控制區能擴大到100海里，將能更

加有效減少船舶對PM2.5的影響；而靠近人口密集區的船舶污染源的影響更大，未來內陸

水域的船用燃料油品應當採用更嚴格的標準。 

    (4)中國氣象局分析珠江三角洲的陽江站臭氧垂直分布及其影響因素分析，發現在

對流層底部，溫度、相對溼度及風向風速與臭氧濃度的關係密切，當氣團上方出現有比

較強烈的風切變，同時滿足溫度條件，且相對溼度不高於90 %時，臭氧濃度會有明顯上

升。而在對流層頂頂部，光化反應對臭氧生成的貢獻較小，臭氧濃度主要受平流層向下

傳輸和區域傳輸的影響。另在中緯度向下傳輸的平流層氣團和平流層-對流層混合氣團

是陽江對流層中高層臭氧的重要來源。就區域傳輸而言，在對流層頂部，經內陸和海上

的傳輸的氣團，比經內陸傳輸的氣團所攜帶的臭氧濃度更高；在對流層中部，區域傳輸

貢獻較少，臭氧更多來源於光化學反應產生以及平流層向下傳輸；對流層頂部臭氧受區

域傳輸影響較大，來源於非洲的氣團相比於其他地區有攜帶更多的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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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華南理工大學分析出對流層臭氧的3個主要來源為「平流層-對流層臭氧交換

(Stratosphere Troposphere Exchange，以下簡稱STE)、「生物質燃燒遠距離輸送」及

「光化學反應」。研究原因為觀測到春季邊界層頂部附近(2公里 – 4公里)處觀測到臭

氧高值區，而過去研究主要針對典型個案，討論了生物質燃燒遠距離輸送對華南地區春

季對流層低層臭氧的影響，相對而言，平流層入侵的影響研究明顯不足。此次透過華南

地區春季對流層低層臭氧高值，以長時間序列進行綜合分析，計算平流層入侵通量，但

受限於低解析度全球模式和箱式模型，計算會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分析2004年至2017

年間香港地區，春季平流層臭氧入侵對流層低層之重要貢獻作用(32 % STE)。另統計影

響香港地區平流層對流層交換天氣系統可分為副熱帶急流型、槽後型、颱風型，分別占

到57 %、29 %、14 %。副熱帶地區平流層對流層交換在大尺度上主要是受到Hadley環流

和Brewer-Dobson環流在該地區下沉的影響，區域尺度則是受到高空急流影響，急流軸

的季節性移動是導致華南地區春季平流層入侵的重要機制。研究將過程分析的方法應用

到量化平流層入侵貢獻的研究上，結果表明平流層入侵期間垂直輸送是導致對流層低層

臭氧升高主要原因。 

    (6)南京大學分析長江三角洲夏季天氣型態對臭氧污染影響，造成高污染可分為4種

天氣型態，包含東北風型、偏北風型、西南風型及反氣旋型；另有2種臭氧清潔型的天

氣型態，分別為氣旋型及梅雨型。而經統計在偏北風型態下區域臭氧污染最重，又在不

同天氣型態控制下，區域臭氧污染中以局部地區化學生成和區域輸送的綜合影響最重要。

臭氧每日最大8小時平均濃度在所有天氣形態下，與相對溼度呈負相關、日照時數呈正

相關。區域來源分析結果顯示，偏北風型和東北風型態下，區域高臭氧濃度主要與不同

空間尺度的區域傳輸有關；反氣旋形態下，本地排放貢獻最大；西南風型態下，有利的

氣象條件和顯著的區域輸送共同造成了下風處沿海城市的高臭氧污染；氣旋型下，遠距

離輸送對東部沿海城市的臭氧貢獻最為顯著，行業來源分析表明交通和工業源是臭氧的

主要來源。 

    (7)長榮大學賴信志老師報告題目為「利用WRF-CMAQ模式分析空氣污染物擴散及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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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特徵」，報告內容包括介紹我國空氣品質受天氣條件及地形效應的影響，如細懸浮微

粒會透過地形生成的背風渦漩，將污染物由源頭傳輸到下游區域，可確定天氣條件及地

形效應是影響我國大氣污染濃度的關鍵問題，但過去在空氣品質政策的評估上缺乏天氣

條件及地形的影響。透過研究所使用的WRF-CMAQ-BenMAQ，可知診斷空氣品質政策的最

佳選擇，應考慮地形、季節氣象條件及嚴重排放的地點，以更加精確地訂定控制政策。 

    (8)江蘇省大氣環境監測與污染控制重點實驗室與南京信息工程大學共同研究只出，

長江三角洲地區在2015年至2018年細懸浮微粒濃度整體呈下降趨勢，長三角東部細懸浮

微粒下降幅度最大以每年26 µg/m3趨勢減小，但臭氧濃度整體呈上升趨勢，最大以每年

47 µg/m3(約24 ppb)增長。從臭氧和細懸浮微粒的距平顯示，臭氧距平值為正的情況下，

在夏季與細懸浮微粒距平表現出較好的相關性，即臭氧和細懸浮微粒有著協同變化的特

點。而臭氧與細懸浮微粒複合污染下的天氣型態，往往是受到副熱帶高壓的控制，天氣

晴朗、溫度高，或是近地面處於均壓場控制，氣壓梯度小、風速低，不利於污染物擴散，

皆會造成嚴重的污染。 

    (9)浙江大學利用濃度權重軌跡(Concentration Weighted Trajectory, CWT)分析，

在輕度和中度霧霾期間，攜帶較高濃度細懸浮微粒的氣流，經長距離輸送對長江三角洲

地區的影響不容忽視，軌跡最遠來可來自蒙古、內蒙古等地。在重度和嚴重霧霾時期，

長江三角洲地區的霧霾主要是來自相鄰省份(如河南、山東、江蘇等省)的污染排放。差

異可能是由於不同的天氣類型造成，因在嚴重污染期間，由於氣團的大幅度下沉運動，

使長三角地區處於較為穩定的天氣形勢下，從而阻礙了空氣污染物的長距離輸送。另利

用地理資訊系統軟體(Esri ArcGIS)確認污染來源區域，顯示長江三角洲地區霧霾形成

的共同來源區域，在不同霧霾時期有所差異。在輕度霧霾時期，共同來源區域主要位於

安徽省中西部、河南省東部和山東省西南部；中度霧霾時期，共同來源區域主要分布在

安徽省西部和東南部、山東省西南部和河南省東南部；重度污染時期，共同來源區域主

要位於安徽省；嚴重霧霾時期，共同來源區域主要位於安徽省東北部和江蘇省西部。 

    (10)與上海市一江之隔的南通市，該市氣象局以不同氣象要素分析臭氧污染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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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以透過多元逐步回歸建立不同季節的臭氧濃度預報模型，相關氣象要素與臭氧濃度關

係整理摘要如下： 

    ①相對溼度越高，臭氧濃度越低。 

    ②臭氧濃度在總雲量為1-3成時較高，10成時濃度顯著下降。 

    ③低雲量對臭氧日平均濃度的影響更為明顯，臭氧濃度在低雲量0-3成時較高，低

雲量為4成時濃度下降，低雲量為5成以上時，日平均濃度較低。 

    ④日照時數≧ 4 h時，臭氧平均濃度超過100 µg/m3(約50 ppb)；日照時數≧10 h

時，臭氧超標頻率較高，且平均濃度達150 µg/m3(約75 ppb)，因較少低雲量及較長日照

時數有利於光化學反應發生，致生成高臭氧濃度。 

    ⑤當氣溫 < 20 ℃時，沒有出現臭氧超標情況；氣溫≧ 20 ℃時，臭氧濃度上升，

並開始出現超標情況。 

    ⑥地面風速增大，臭氧超標率明顯減少，原因可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抬高了大氣邊

界層高度，垂直動量輸送加強，進而促使對流層頂高濃度臭氧向地面傳輸；另一方面增

強了臭氧水平擴散作用，對稀釋臭氧具有一定貢獻。因此，當風速超過一定值時，水平

擴散作用逐漸佔據主導地位，超標頻率隨著風速的增加將顯著下降。 

3.參訪沃爾沃汽車成都製造廠 

    經濟部能源局日前預告「車輛容許耗用能源標準及檢查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明訂

2022年起製造或進口電動小客車、電動機車等需要標示能源效率，耗電量多少全都要揭

露。國內車輛在領牌上路前，要通過安全、排氣污染、噪音與耗能等4大項法規檢測，

取得4張合格證後才能領牌行駛，其中，經濟部能源局掌管耗能項目，並由工研院核發

耗能證明函。不過，耗能規範僅限燃油車，國內電動車還在蜜月期，目前還是免徵貨物

稅，現階段政府都是鼓勵廠商自願標示，並沒有強制揭露的規定。然工研院指出「耗電

量是消費者非常想知道的資訊！」，燃油車的「油耗」資訊可算出每公升跑多少公里，

而對應到電動車即為「能耗」，以每度電跑幾公里來檢視，推算充電成本。且國際間針

對電動車的能耗標示要求已陸續上路，未來發展電動車更是明確趨勢，政策要符合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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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資訊公開透明得以清楚掌握。爰此，本次考察選定沃爾沃(VOLVO)汽車成都製造廠，

中國屬為提早推廣電動車政策，可以藉由考察拜訪方式，瞭解與學習鄰近地區國家對於

電動車實際管理與管制方式，相關技術及經驗對於掌握未來先進車輛技術發展及移動源

改善措施的方向，以作為國內研擬政策參考。 

    中國推動電動車政策進入新階段，重點從補貼電動車生產廠商，轉向擴建充電站及

其他相關基礎設施。中國政府曾訂立目標，未來所有的汽車銷量成長都來自電動車，而

過去幾年來，中國政府已經對電動車業者提供鉅額的補助及其他獎勵措施。儘管汽車總

銷售量減少，但電動車銷量卻激增。2017年中國新能源汽車(NEV，含充電式油電混合車)

銷售量已接近全球的半數；全球純電動車銷售量突破百萬，中國就占一半以上，目標是

2025年達到700萬輛，包括中國自產自有品牌。 

    中國的最新能源車輛政策則採取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透過信貸體系，促使汽車業

者需銷售一定比率的電動車；中國每家汽車廠商都需有一套電動車策略，無論業者能否

負擔得起。2019年中國政府又宣布了新政策。從2019年7月起，中央對電動車廠商的補

貼額將削減60%，同時地方政府的補貼將完全取消，並將這些資金用於擴建充電站，及

其他相關的基礎設施。如果地方政府不遵守，中央政府將削減對地方的財政補助。目前

要讓民眾接受電動車的最大障礙，是行駛里程有限，即使相關科技持續改進；充電相關

基礎設施，也是推廣電動車的最大成本障礙。據車廠代表整理中國學者研究估計，目前

全球需要6兆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其中充電站就占2.6兆美元，電網投資占2.8兆美元。

要落實這些開發計畫，估計要花好幾十年。 

   車廠代表笑稱中國的新政策可是一石二鳥，既能降低空氣污染，又能推廣電動車。

確保電動車基礎設施能符合國際標準，並符合經濟效益，是達成政策目標的關鍵。當然

政府也必須設法使這些基礎設施能夠達到商轉的目標，以免使相關業者又需要政府補貼。

除了成本因素外，提供充裕的公共充電設施，也是消費者購買電動車的重要因素。民眾

當然想知道電動車充電一次能跑多遠，且大陸家庭有停車位者不到40 %；使用者申請裝

設家用充電設備不僅手續繁瑣，而且通常要等待好幾個月才能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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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設有80多萬個充電點，其中一半以上位於「北上廣」等一線城市。政府計

劃在2020年前增設480萬個充電點，及10萬處以上的充電站。新政策還規定新建的住宅

大樓應配備充電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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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 心得 

本次出國旨在藉由參與研討會交流，學習中大陸污染控制技術策略、未來移動

污染源掌握及管理等新知，並汲取鄰國空氣品質監測、預報模式模擬發展及環境統

計等技術，包含移動源排放特徵、大氣效應與管理、空氣品質監測及模擬分析等。

另於專題會議上簡報介紹臺灣空氣品質受天氣條件及地形效應的影響，如細懸浮微

粒會透過地形生成的背風渦漩，將污染物由源頭傳輸到下游區域，可確定天氣條件

及地形效應是影響我國大氣污染濃度的關鍵問題，當地擴散不良導致空氣品質事件

之分析研究，亦得到與會學者的肯定。 

中國政府針對空氣污染防制投入相當雄厚之能量，係以學術研究深入種種污染

成因，從多面向著手排放源之減量管制其目標明確果亦已顯見，這是需要產官學研

等各方協力始能達到的成果，此一經驗期望能作為我國空氣污染防制工作執行之參

考。 

這次研討會國外學者演講內容及各國學者發表論文內容，除臭氧研究外，移動

污染源排放成因、特徵及技術管理之研究也不在少數，顯示鄰國針對移動污染物愈

來愈關注，我國環境中細懸浮微粒主要來源，近三分之二來自國內本土污染源排放，

其中移動污染源對國內本土污染源排放濃度的貢獻比例平均為 27.5 %，參加本次會

議，期增進對於移動污染源掌握，學習污染源排放特徵及管理等新知，並於會後安

排車廠參觀及交流，以作為研擬政策參考。 

二、 建議事項 

(一) 我國在每年秋季至隔年春季受到如大陸冷氣團、東北季風等影響時，中國大陸

污染物常會伴隨天氣系統而影響空氣品質，過去是以粒狀物（PM10、PM2.5）污

染為主，但近年可發現造成高污染的污染物轉以臭氧為主。透過此次研討會，

可瞭解上游源區臭氧生成及來源的分析研究，並確認可能影響臭氧濃度變化的

天氣型態，可提供本署在預報、預警作業上之參考。 



 15 

(二) 於「環保產業與技術服務論壇」中，有業者代表強調中國對柴油車管制部分，

除道路使用車輛外，針對施工機具，亦訂有非道路柴油移動機械煙度排放限值

及量測方法，適逢我國正研議施工機具污染管制措施，建議進一步蒐集前揭中

國排放標準資訊及相關執行情形，以借鏡檢討我國管理方式。 

(三) 我國由於受限兩岸情勢，與中國大陸雙方尚無法有效進行空氣品質監測資料交

換，且監測數據僅能於網頁上查詢，無法有效存取、下載，且對於其監測資料

之品保品管方式瞭解不足。因此，建議應持續參加中國大陸所舉辦的相關研討

會，透過相關政府及學術單位之研究，以瞭解其監測分析方法，對於未來本署

在判斷境外污染對我國影響的來源及程度，將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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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研討會相關照片 

 
圖 1、開幕式暨特邀主旨報告大會 

 
圖 2、與長榮大學賴信志教授攝於會場分布看板處 



 17 

 
圖 3、會場集體合照 

 
圖 4、中山大學林曉芳博士研究成果發表 



 18 

 
圖 5、沃爾沃（VOLVO）汽車成都製造廠入口處 

 
圖 6、與車廠代表攝於沃爾沃招待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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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海報展示相關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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