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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摘要 

報告名稱：參加太平洋島國環境大會 (31st Pacific Island Environment Conference, PIEC) 

出國機關：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出國人員：鍾寧心科長兼組長、游智淵科長、陳荸之特約環境監測師、吳嘉琳特約環

境技術師 

出國類別：開會 

出國地點：帛琉 

關鍵詞：環境保護、太平洋島國、國際合作 

內容摘要： 

本團員偕同中央大學許桂榮教授及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王豫豪輔佐研究

員於112年7月29日至8月2日赴帛琉參與第31屆太平洋島國環境大會。期間偕同美

國環保署赴帛琉環境品質保護委員會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rotection Board, 

EQPB)訪視臺美環 保 署推動之國際環境夥 伴計畫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 亞 太 汞 監 測 網 絡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PMMN) 設置的雨水汞監測站，進行儀器操作說明，並參與 PIEC 安排之帛琉國

家掩埋場及科羅州政府回收處理廠（Koror State Government, KSG Recycling Center）

參訪活動。 

PIEC 開幕由帛琉副總統 J. Uduch Sengebau – Senior、美國環保署第九分署長

Martha Guzman、國合處國合主任 Mark Kasman 致詞，並邀請帛琉前總統 Thomas 

Remengesau Jr 進行專題演講。本團員於 PIEC 中主講大會議程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nd Workshop of 

Waste Management with Taiwan ICDF)，分享國際夥伴計畫（亞太汞監測網絡及廢

棄物研討會），由鍾寧心組長報告臺美共同推動的「國際環境夥伴(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計畫，游智淵科長報告臺灣空氣品質監測，該監

測數據對臺灣空污管制策略成效及空品預報發布之重要，另也介紹在亞洲地區重

要的背景測站鹿林山測站。由中央大學許桂榮教授報告亞太汞監測網絡(APMMN)

現階段執行成果以及未來規劃。由吳嘉琳特約技術師報告我國111年參加帛琉舉辦

之我們的海洋大會，與美國環保署承諾透過能力建構提升區域及海洋環境品質，

爰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作辦理「廢棄物管理研習班」，邀請太平洋

島國學員來臺，透過課程討論與實地參訪，學習我國公私協力推動資源循環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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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規及管理實務之推動成果，並邀請與會者透過這些平台網絡的交流分享持續

建構環保知能。本團並參加我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辦理之 Striving for 

Climate Justice: Bringing Resilience and Financing to Vulnerable SIDS Groups。 

本次出國藉由 PIEC 的參與，於會中報告臺美共同推動的「國際環境夥伴

(IEP)」計畫，簡介這個以國際環保官員專家為主體的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所推動的

網絡專案、會議活動與相關工作成果，另藉由大會參與宣導汞對人體健康的危害

以及監測的重要性，邀請亞太地區海島國家一同加入汞監測等環境保護的行列，

對提升我國區域能見度與拓展島國環保交流有一定助益。另透過大會參與，實地

掌握島國環境議題，可供後續公私部門參與協助方案研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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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太平洋島國環境大會（Pacific Islands Environment Conference, PIEC）每兩年舉辦一次，

由美國環保署與 The US-affiliated Pacific Islands, US API（包括3個美國屬地-美屬薩摩

亞、北馬利安納群島及關島，及3個獨立自由聯合國家-密克羅尼西亞、馬紹爾群島及

帛琉）及開發中島嶼國家共同辦理，以重申他們致力為後代子孫保護環境的承諾。

PIEC 於西元2017年曾在北馬利安納群島舉行， 西元2019 年則在關島舉辦，本屆 PIEC

原訂於2022年在帛琉舉辦，但因受疫情影響延後於西元2023年8月1日至8月4日辦理，

主要由美國環保署第九分署及帛琉環保局共同舉辦。本次大會的主題為「協調太平洋

島國、海洋及經濟體系之戰略（Harmonizing Strategie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Oceans, and 

Economies）」。 

二、目的 

臺美環保署間執行臺美環保合作技術協定有近30年的時間，美國環保署洽邀我環保署

參與 PIEC 分享我國廢棄物管理政策與專業技術知識，並簡介臺美共同推動的「國際

環境夥伴計畫(IEP)」此一以國際環保官員專家為主體的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所推動的網

絡專案、會議活動與相關工作成果。 

攝食魚類是甲基汞危害人體健康的主要暴露途徑，而魚是海洋島嶼國家居民主食，因

而有較高的甲基汞危害風險。研究顯示大氣汞沈降是魚體汞主要來源，但太平洋島嶼

國家普遍缺乏量測大氣汞及汞濕沈降所需之超微量採樣與分析技術，形成大氣汞監測

的空白區，而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合作建置的亞太地區汞監測網(APMMN)，協助亞太

地區國家建立汞超微量採樣與分析能力，提昇監測能量，並拓展區域大氣汞監測活動。

我國於西元2020年協助友邦帛琉建置大氣汞監測技術，但在相關設備抵達帛琉後，全

球受 COVID-19疫情及各國邊境管制與入境隔離措施影響，暫無法協助帛琉架設監測

儀器及操作維護汞濕沈降採樣測站。現因疫情緩解，擬藉此次會議召開機會，前往帛

琉協助監測技術建置並舉辦教育訓練及宣傳 APMMN 成果。 

三、行程與內容概要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7月29日（六） 啟程前往帛琉 
7月30日（日） 會議準備。 
7月31日（一） ● 上午前往 EQPB訪視雨水汞監測站，並與當地人員進行儀

器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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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參加太平洋島國環境大會安排之參訪活動：科羅爾州
回收中心(KSG Recycling Center - Belau Eco Glass Project)和
國家垃圾填埋場(National Landfill)。 

● 晚上出席大會辦理之非正式交流活動(Informal 
Gathering)，活動在 Palau Pacific Resort舉辦，鍾寧心組長
於交流活動中與美國環保署第九分署長、國合處國合主任

等進行交流。 
8月01日（二） 下午出席太平洋島國環境大會： 

● 大會開幕由帛琉副總統 J. Uduch Sengebau – Senior、美國
環保署第九分署長Martha Guzman、國合處國合主任Mark 
Kasman致詞，並邀請帛琉前總統 Thomas Remengesau Jr進
行專題演講 

● 出席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辦理之議程 Striving for 
Climate Justice: Bringing Resilience and Financing to 
Vulnerable SIDS Groups。會議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李朝成秘書長揭開序幕，由帛琉農業、漁業和環境部

長 Steven Victor、Ebiil Society 執行長 Ann K. Singeo 及
Splendid Bio Co創辦人 Jack Hua及國合會 Yunching Tseng
擔任與談人，討論如何將平等和包容置於核心地位應對氣

候變化。並討論援助機構的性質和功能及促進島嶼發展中

國家的氣候正義。 

● 本署辦理大會議程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Asia-Pacific Mercury Monitoring Network and Workshop of 
Waste Management with Taiwan ICDF) ，分由 

■ 鍾寧心組長報告臺美共同推動的「國際環境夥伴
(IEP)」計畫，簡介這個以國際環保官員專家為主體的
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所推動的網絡專案、會議活動與相

關工作成果，並邀請太平洋島國夥伴的參與。 

■ 游智淵科長報告臺灣空氣品質監測，該監測數據對臺
灣空污管制策略成效及空品預報發布之重要，另也介

紹在亞洲地區重要的背景測站鹿林山測站及亞太汞監

測網發展及現況。 

■ 中央大學許桂榮教授報告亞太汞監測網絡(APMMN)
現階段執行成果以及未來規劃，包含監測環境中的汞

重要及協助汞公約(the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的監測。 

■ 吳嘉琳特約技術師報告我國111年參加帛琉舉辦之我
們的海洋大會，與美國環保署承諾透過能力建構提升

區域及海洋環境品質，爰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合作辦理「廢棄物管理研習班」，邀請太平洋島

國學員來臺，透過課程討論與實地參訪，學習我國公

私協力推動資源循環的政策法規及管理實務之推動成

果，並邀請與會者透過這些平台網絡的交流分享持續

建構環保知能。 

● 晚上與駐帛琉黎倩儀大使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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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成秘書長等餐敘，報告本署目前及未來在帛琉進行的

環保國際交流合作工作。 

8月02日（三） 下午赴機場返回臺灣。 

四、推展工作及會議報告紀要 

(一) 帛琉環境品質保護委員會 

我國環保署於2020年3月贈送雨水汞監測器於帛琉環境品質保護委員會（Palau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rotection Bureau, EQPB），但因受 Covid-19疫情影響，無法

派員前往帛琉處理安裝及人員培訓之事務。受美國環保署邀請，期望我國環保署於

太平洋島國環境大會辦理前，可提供人員赴帛琉執行器材安裝及培訓之事。經聯繫

協調，國際環境夥伴計畫亞太汞監測網絡(APMMN)執行單位中央大學派員人提早前

往帛琉執行器材安裝及人員培訓。 

7月31日上午我方團員陪同美國環保署國際與原住民事務辦公室 Mark Kasman主

任前往 EPQB 辦公室，參訪設置於 EQPB 辦公室屋頂上的汞雨水監測器。Kasman 主

任感謝我國環保署赴帛琉完成器材設置及培訓之業務。 

 

圖1  團員與美國環保署 Mark Kasman 及帛琉 EQPB 人員參訪監測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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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團員說明監測器作業流程 

 
圖3  環保署游智淵科長贈送 APMMN 紀念品予美國環保署 Mark Kasman 

(二) 帛琉國家掩埋場及科羅州政府回收處理廠 

7月31日下午我方團員參與 EQPB於大會開幕前所安排的行程，參訪帛琉國家掩

埋場（National Landfill）及科羅州政府回收處理廠（Koror State Government, KSG 

Recycling Facility）。 

帛琉國家掩埋場位置於帛琉艾梅利克州，是由日本政府出資建設，並於2021年

開始運作。在國家掩埋場開始營運之前，各地方政府持有各自的掩埋場。但自國家

掩埋場運作之後，各地方掩埋場停止使用，並將全國的廢棄物轉送於國家掩埋場，

除三個外圍島嶼州仍持有掩埋場之外。該掩埋場面積為280 x 280公尺，可容納

384,898立方公尺的廢棄物。掩埋方式採用日本開發的半厭氧型垃圾處理技術（名為

「福岡方式」），將通風管道設置於掩埋場的底層，並將空氣引入底層，有效將廢水

與廢棄物分離，並透過引進的空氣控制臭味散發，同時促進有機廢棄物的分解。掩

埋場分為四個區塊進行掩埋，目前一天的廢棄物接受量為16-20公噸。該掩埋場除了

廢棄物處理之外，另有提供廢棄車回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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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掩埋場場長利用模型說明掩埋場設施 

 
圖6  掩埋場全景 

 
圖7  廢棄車暫置處理 

帛琉全國僅有兩家回收廠，科羅州政府回收處理廠為其中之一，同時也是唯一

政府營運的回收處理廠。帛琉在太平洋島國中為最早成立廢飲料容器押金徵收制度

（Container Deposit Levy），針對所有進口及當地生產的鐵、鋁、塑膠及玻璃容器徵

收 USD 0.10的押金，當廢容器妥當交付於回收廠時，將退還 USD 0.05的押金，USD 

0.025為回收業者的補助金，剩餘的 USD 0.025為政府營運費用。該制度促使廢棄的

飲料容器得以從垃圾填埋場回收分流並轉移到其他再利用的地方處理。 

該回收廠商提供鐵、鋁、塑膠及玻璃廢容器之回收業務，當回收者交付廢容器

時，採用雷射統計器，精準計算廢容器總數，確保退還費用。廢鐵與鋁容器回收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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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作業較簡單，主要去除標籤，清洗壓成磚塊後，銷售於台灣下游業者。鐵與鋁廢

容器銷售價格為 USD 0.4/公斤及 USD 0.3/公斤。廢玻璃容器採取類似作業，將標籤

去除後，粉碎成玻璃片，一部分銷售於下游業者，另一部分作為該回收廠製作玻璃

藝術品之原物料。廢塑膠容器回收處理因塑膠種類較多，回收作業較複雜。 

回收處理場也推動「帛琉生態玻璃」專案，生產用回收玻璃瓶製作的玻璃工藝

產品，透過回收活動促進環境保護。該專案的目標是藉由生態友好的方式回收廢玻

璃製品，並藉由提供遊客回收再製體驗活動讓旅遊業參與進來，從而改善帛琉的旅

遊業，提供機會創建一個新的「帛琉製造」產業機會，促進帛琉的經濟增長。 

除廢容器回收之外，該回收處理廠同時提供有機廢棄物處理服務，將有機廢棄

物轉換成推肥，並提供於當地民眾購買。因帛琉為島國，確保民眾食物來源為重要

議題之一，該回收處理廠為提升民眾可自己種菜，同時促進塑膠回收，當民眾回收

60公斤廢塑膠時，該回收處理廠將提供一個蔬菜培養箱，培養箱中包含各種蔬菜種

苗及推肥土壤。 

圖8  廢塑膠容器處理 

 
圖9  廢鋁罐暫置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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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蔬菜種苗培養溫室箱 

(三) 出席大會交流活動與開幕 

大會於7月31日晚間辦理非正式交流活動(Informal Gathering)，活動在 Palau 

Pacific Resort舉辦，鍾寧心科長兼組長並於交流活動中與美國環保署第九分署長、國

合處國合主任等進行交流。 

圖11 鍾寧心科長與美國環保署第9分署長Martha Guzman 交流 

8月1日下午團員出席參與 PIEC 大會開幕及主題活動。大會開幕由帛琉 J. Uduch 

Senegebau 副總統兼法務部長、美國環保署第九分署 Martha Guzman 區域署長及美國

環保署國際與原住民事務辦公室 Mark Kasman 主任分享開幕致詞。Senegebau 副總統

兼法務部長，Guzman 區域署長分享第九分署過去對於其他太平洋島國所提供的支援，

如協助關島處理於5月受颱風所造成的災害廢棄物，並期望未來可與在場的島國共同

合作。Kasman 主任分享美國與我國環保署這三十年來的交流與合作，並借鏡國際環

境夥伴計（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的成果，促進島國參與 IEP 之

合作與交流。開幕最後由 Thomas Remengesau 前帛琉總統發表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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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駐帛琉黎倩儀大使及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李朝成秘書長皆出席本

次大會，鍾寧心科長兼組長及團員向黎倩儀大使報告環保署目前及未來在帛琉進行

的環保國際交流合作工作。 

圖12 團員向我國駐帛琉黎倩儀大使報告交流 

 

圖13 大會開幕 
（左上）帛琉 J. Uduch Senegebau 副總統兼法務部長、（右上）美國環保署第九分署

Martha Guzman 區域署長、（左下）美國環保署國際與原住民事務辦公室 Mark Kasman
主任、（右下）Thomas Remengesau 前帛琉總統 

（四）出席大會平行會議 

第一場平行會議主題活動由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主辦氣候正義場次，

分享脆弱族群的多元觀點與經驗，由國合會秘書長李朝成博士開幕致詞，帛琉環境

部 Steven Victor 部長、國合會研考處曾筠凊處長、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華偉傑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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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帛琉當地 NGO Ebiil Society 執行長 Ann Sinego 共同與談，最後由台灣青年

代表呂伊庭和帛琉青年代表 Jodean Remengesau 共同發表青年世代的氣候正義宣言。 

 

圖14（左上）國合會研考處曾筠凊處長、（右上）原住民族委員會代表華偉傑博士 

（五）辦理國際環境夥伴(IEP)計畫相關拓展交流活動(Networking Session) 

大會第二場平行議程由本團員辦理「國際環境夥伴計畫：亞太汞監測網絡與廢

棄物研討會分享」場次。本議程係受美國環保署國際合作暨原民事務總處之邀，共

同提案辦理國際環境夥伴(IEP)計畫相關拓展交流活動(Networking Session)。 

平行會議由環保署綜合計畫處鍾寧心科長兼組長報告臺美共同推動的「國際環

境夥伴(IEP)」計畫，簡介這個以國際環保官員專家為主體的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所推

動的網絡專案、會議活動與相關工作成果，並邀請太平洋島國夥伴的參與；接續由

環保署監測暨資訊處游智淵科長報告臺灣空氣品質監測，該監測數據對臺灣空污管

制策略成效及空品預報發布之重要，另也介紹在亞洲地區重要的背景測站鹿林山測

站；由中央大學許桂榮教授報告 IEP 專案-亞太汞監測網絡(APMMN)，簡介這個以推

動亞太區域國家大氣汞監測活動、環境監測技術交流及監測資料共享的網絡，如何

協助夥伴國家因應汞水俣公約第十九條，提升大氣汞監測相關能量，及其現階段執

行成果以及未來規劃；最後由吳嘉琳特約環境技術師報告我國111年參加帛琉舉辦之

我們的海洋大會，與美國環保署承諾透過能力建構提升區域及海洋環境品質，爰與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ICDF)合作辦理「廢棄物管理研習班」，邀請太平洋島

國學員來臺，透過課程討論與實地參訪，學習我國公私協力推動資源循環的政策法

規及管理實務之推動成果，並邀請太平洋島國環境保護從業人員可以持續關注 IEP

網絡及 ICDF 訓練活動，戶透過交流與心得分享的學習為日益複雜的環境問題尋找解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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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左上）鍾寧心科長兼組長、（右上）游智淵科長、（左下）許桂榮教授、（右
下）吳嘉琳特約環境師 

五、結論與建議 

（一）本次出國藉由 PIEC 的參與，於會中報告臺美共同推動的「國際環境夥伴(IEP)」

計畫，簡介這個以國際環保官員專家為主體的國際交流合作平台所推動的網絡

專案、會議活動與相關工作成果，並邀請太平洋島國夥伴的參與，對提升我國

區域能見度與拓展島國環保交流有一定助益。 

（二）另透過大會參與，實地掌握島國環境議題，可供後續公私部門參與協助方案研

析。例如：本次藉由大會參與及國際環境夥伴計畫共同執行單位的協力宣導，

在島國汞監測及電子廢棄物環境議題探討引起與會者關注，透過國際環境夥伴

(IEP)亞太汞監測網絡(APMMN)及國際電子廢棄物管理網絡(IEMN)的平台網絡，

提供建立適當的汞監測及電子廢物管理系統所需的支持和資源。 

六、國外人士個人資料彙整表 

會晤人士 國別 任職單位 職稱 聯絡方式 
Martha 
Guzman 

US US EPA Re-
gional 9 

Regional Adminis-
trator 

 

Bradley Nolan  SPREP Project Manager brad-
leyn@sprep.org 

Michael Flores Saipan BEQC Specia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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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MI 
Bachat Arse-
nio 

Palau EQPB Specialist ngi-
rarse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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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資料 

一、 大會議程 

二、 簡報資料：國際環境夥伴計畫亞太汞監測網絡與廢棄物研討會分享 



 

 

 

 

 
 
 

 
 

 
 
 
 



 
 
 
 

 
 
 
 

 
 
 

 

 



 

 
 
 
 

 
 
 



 
 
 
 

 
 







•

•

•

•

•

•

•

•

•

Cr. Liberty Times Net

•

Cr. Taiwan EP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