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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次考察由美國環保署發起，主要目的在於了解蒙古的空氣污染問題，評估

可以推動與蒙古國際環境合作的議題，同時研擬東亞區域合作需求，並邀請我國

共同參與，盼能借助臺灣之經驗和技術，進行空氣品質管理學習及經驗交流，來

共同協助蒙古解決空氣污染問題。行程受訪機構及人士由蒙古美國大使館排定，

活動時間自 112 年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共計 5 天赴蒙古烏蘭巴托，本次出國計畫

主要參與活動涵蓋：拜訪、會晤政府部門、國際組織、NGO等機構人員 14場次，

田野訪查 3場次。會議中，我國代表團由呂澄洋簡任技正，率領本部同仁參與該

考察。藉此，利用考察蒙古空氣污染之契機，與美國環保署及蒙古政府部門協商

與討論，我國與蒙古可藉由取得對方環境監測項目為基礎，由大氣司與監資司所

委託國內產學機構針對長程傳輸掌控、空氣品質模式模擬需求進行評估，提出我

方需求，透過環境監測、研究交流合作掌握蒙古污染物伴隨冷高壓氣流影響至本

國之變化情形，另外，我國可就空氣污染管理經驗分享，作為後續與美國環保署

推動 SSEA-Air之規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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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蒙古國情概要 

蒙古人口約 340 萬，人均 GDP 約 4800 美元，地理位於亞洲內陸，領土面

積為 156 萬平方公里，約為臺灣陸域面積 43 倍，為僅次於哈薩克的世界第二大

內陸國家，北與俄羅斯為鄰，東、南、西三面與中國接壤，領土夾處於中、俄兩

大強國之間，其 95%的能源(汽柴油)需仰賴俄國，95%的對外貿易需仰賴中國，

蒙古之生命線皆由俄國和中國所掌控，故在對外關係經常受制於這兩國利益取向

與看法；為了減緩地緣不利的因素，蒙古發展「第三鄰國」政策，加強建立與中、

俄以外之國家各項往來關係，以平衡對兩大強鄰之依賴，並爭取各類援助，以增

進國家經濟發展。對於已發展民主國家蒙古被視為該區域的可突破、交流重點，

其遊牧經濟生活型態使其成為所在區域至中亞一帶國際上游牧經濟代表國，相關

政策以蒙古馬首是瞻，故成為國際合作/援助的重點國家，具備特殊的重要性。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位於蒙古高原中部，其地形類似盆地，烏蘭巴托是全世界

最冷的城市、冬季時間超過 8個月(每年九月至隔年五月)，最冷月氣溫最低可達

零下 40 度，蒙古人口(據統計數據超過 53%人口)湧入城市聚集在烏蘭巴托市及

周邊地區，使烏蘭巴托呈現人口與車輛密集都會型態，市區以火力燃煤發電供應

電源，再生能源發展不及所有電力 1%，全日成現交通壅塞，而尖峰時更顯壅擠，

此外，市民多購買二手車輛，車齡十分老舊、少於保養再加上汽車燃油油品不良，

車輛排放廢氣嚴重。烏蘭巴托周邊裙帶區域有眾多蒙古包居民（貧民），以傳統

燃煤火爐取暖抵抗長期酷嚴寒冬，同時也燃燒生活垃圾等可燃物，在嚴冬需暖房

期間，大量燃燒活動加上大氣垂直擴散不良使空氣品質惡化，造成當地孩童、孕

婦、老人等敏感族群者呼吸道疾病問題。 

蒙古空氣品質問題長期以來備受關注，特別是在冬季，傳統燃煤取暖、工業

排放以及交通污染等造成之空氣污染，對蒙古人的健康造成了危害，特別是兒童

和老年人，此外，政府與相關國際組織也有採取一些措施來改善空氣品質，藉此，

希望能提供解決空氣污染的可行性建議，以改善蒙古人民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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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國行程 

本次赴蒙古考察由環境部大氣司呂簡任技正澄洋、許環境技術師庭菲及

監資司鄭簡任技正春菊（如表 1）組團前往，出國行程為 112 年 10 月 22 日至

10 月 28 日，共計 7 日，其中考察行程為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全程會同美國

環保署資深空氣品質規劃員 Justin 及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 Kevin Moore 進行

參訪會談，詳如表 2 所示：  

 

表 1 我國代表團成員名單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環境部 
大氣環境司 

簡任技正 呂澄洋 

環境技術師 許庭菲 

監測資訊司 簡任技正 鄭春菊 

 

表 2 蒙古考察出國行程 

日  期 說明 

112.10.22

（日） 
啟程，出發至蒙古(臺北-韓國-蒙古烏蘭巴托) 

112.10.23

（一） 

1. 拜會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 

2. 會同我國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代表拜會美國駐蒙古

大使館。 

3. 餐會 NGO People in Need，討論空氣品質監測數據公開及 APP 應

用（臺灣環境即時通和 Agaar.mn)議題。 

4. 拜會蒙古氣象水文環境資訊研究所 (Informatio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Hydrology and Environment)，了解所參與

NASA PANDORA 計畫。 

5. 拜會蒙古 NGO Breathe Mongolia 討論蒙古空氣品質與當地空氣

污染健康危害議題。 

112.10.24

（二） 

1. 拜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行政法人），了解其協助蒙古烏

蘭巴托推動空氣品質改善、污染削減對策措施。 

2. 拜會蒙古 NGO Public Lab Mongolia，了解其空品感測器應用於室

內室外場所與需求 。 

3. 參訪 Tavan Tolgoi Fuel coal briquette company 造煤磚塊廠、煤磚

塊生產線，了解其目的供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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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5

（三） 

1. 參訪烏蘭巴托市區空氣品質監測站（二站）與對環境影響及數

據品保技術交流。 

2. 拜會國家衛生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Health），了解蒙古

空氣污染來源、室內空氣品質管理與當地空氣污染健康危害議

題。 

3. 餐會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環境監測部門主管(Director)，了解

蒙古污染監測 AQI 計算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AQI 計算及我國

AQI 計算之相關議題。 

4. 拜會國家環境污染削減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Reduction of air pollution）辦公室，了解蒙古空氣污染管制策略，

簡報分享我國近年推動空氣污染工作具體成果至推廣我國建置

環境即時通 App，建置全國監測數據便民措施經驗。 

5. 會晤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了解其透過

提供貸款、技術援助、贈款和股權投資來協助蒙古各項規劃之

推動。 

112.10.26

（四） 

1. 拜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了解該基金會募款協助弱

勢蒙古包區居民，改善長期酷寒嚴冬之蒙古包居民之烹飪、電

暖爐產品 CHIPS stove，取代蒙古包火爐燃煤與空氣污染議題。 

2. 實地參訪蒙古包區 CHIPS stove 設置設施情形。 

3. 餐會德蒙資源與技術研究所（German-Mongolian Institute for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GMIT）資深研究員，了解蒙古推動污

染削減困境。 

4. 烏蘭巴托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Ulaanbaatar City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Committee），了解該市污染來源、比例，簡報交流我方

空污防制經驗。 

112.10.27

（五） 

1. 再度會晤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 (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環境監測部門主管

(Director)，討論空氣品質議題與技術交流烏蘭巴托混合層垂直

擴散相關議題。 

2. 美國環保 Justin Spenillo 說明其規劃後續 SSEA-Air 與臺灣共同

合作推動方向。 

112.10.28

（六） 
返程，搭機返回臺北（蒙古烏蘭巴托-韓國-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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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目的 

蒙古長期因氣候乾燥及部分土地管理不當導致草地退化，產生沙土揚塵問題，

除了影響鄰近國家空氣品質，甚至空氣污染物隨著氣流傳遞之跨境傳輸現象，亦

會對我國空氣品質造成影響。為即時掌握我國境外污染傳輸，並透過國際合作共

同應對跨國空氣污染問題，本部與美國環保署先前已多次就蒙古空氣污染議題進

行討論及交流，爰規劃此次考察及交流，以利我國掌握蒙古空氣污染問題及空氣

污染對於我國未來的影響性。 

肆、 考察內容 

一、 拜會美國駐蒙古大使館  

環境部代表團會同我國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羅代表，拜會美

國大使 Buangan，美國大使表示，蒙古在冬季時空氣污染相當嚴重，污染來源

主要為火力發電廠及蒙古包區（貧戶區）燃燒生煤所導致，為了協助蒙古解決

空氣污染為使館之重點工作，盼能借助臺灣經驗技術，共同協助蒙古一起改

善空氣污染問題。此外，大使表示能源議題在蒙古係高度敏感之政治問題，該

國火力發電由蘇聯協助建造，不僅設備老舊且仍仰賴俄國進行維護，由歐美

國家介入設備改良恐觸動政治敏感神經。而蒙古包區燃燒生煤取暖，該區廢

氣佔首都總體空氣污染 60%，受害最深多為兒童，且罹患嚴重肺部疾病者比

比皆是，因此美方為改善蒙古包區燃燒生煤所造成之空氣污染，10 年前即引

進補貼潔淨暖爐（clean stove）每台以 3000 美元之三分之一價格補貼給民眾，

惟貧戶取得後隨即轉售取得價差作為家用，而仍續用傳統火爐燒煤，故經濟

能力為空污改善所遇主要問題點。另外，當夏季來臨時，空污問題消散，居民

即集體遺忘，社會對空污防制難以形成共識。若想防制空污，需先改變觀念及

消費模式，惟以蒙古包區之貧窮程度，實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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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大使會議討論情形 與美國大使、駐蒙代表處代表等人合照 

二、 會晤 People in Need（捷克 NGO）人員  

People in Need（以下簡稱 PIN）為一個捷克非營利非政府組織，於 1992

年成立，總部位於捷克共和國布拉格，成立 30 年來，已成為中歐最大的非營

利組織之一。PIN 致力於全球各地受到危機、貧窮和自然災害影響的個人和國

家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人道組織，他們提供多種形式的支援，包含緊急救援、提

供清潔飲用水、糧食援助、醫療保健、教育和生計等計畫。  

本次交流重點說明如下：  

（一）  PIN 發展 APP 可提供烏蘭巴托即時的環境資訊，此外，PIN

反映蒙古國家空氣品質監測儀器老舊，且儀器連續 24 小時運轉，

為了確保監測儀器功能正常，維持數據品質，需每周、月保養，避

免儀器發生故障，後續的監測數據，如何分辨數據是否合理等這些

都需要完善的品質保證制度來確保監測儀器及數據品質，對此 PIN

對於蒙古國家監測儀器和數據品質準確性皆抱有存疑的態度。  

（二）  我方介紹我國「環境即時通」APP，其監測數據為一小時一

筆，介面包含空氣品質、紫外線指數、戶外活動建議等資訊，讓使

用者可隨時掌握周遭環境狀況，且可自設預警等級：當污染物濃度

的敏感程度達到自主設定時，可主動發出通知，達到提醒防護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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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PIN 會議討論情形 「Agaar.mn」APP 頁面 

三、 拜 會 蒙 古 氣 象 水 文 環 境 資 訊 研 究 所 (Informatio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Hydrology and Environment)  

蒙古氣象水文環境資訊研究所為負責監測和研究氣象、水文和環境相關

資訊的機構，該研究所具備基本的資料調查蒐集與研究能力，由於人力與經

費短缺，需要外送訓練或招募方式增進作業能量，協助空氣污染管制。  

該研究所下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部門與美國 NASA 合作進行

Pandora 計畫，Pandora 計畫是使用 Pandora 光譜儀儀器來監測大氣中各種氣

體和氣膠成分的研究項目。此儀器主要安裝在地面觀測站，目前 2 測站地點

位於烏蘭巴托與戈壁南方，通過採集大氣中光譜數據來分析氣體和氣膠成分，

是一種高分辨率、高靈敏度的光譜儀器，可以用於測量大氣中各種氣體，如二

氧化氮、二氧化硫、甲烷等，以及氣膠種類和濃度。透過 Pandora 計畫的數據

收集，能夠更準確地了解大氣中各種氣體的濃度和分佈情況，從而更好地理

解空氣污染問題。  

本次交流重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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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計畫在烏蘭巴托有一個站點，其測項為二氧化氮、二氧化

硫、氧化碳、甲醛等…，由於該站附近無監測站，故其數值無從與

跟地面濃度值相互比較。  

（二）  該監測部門主管主張未來可做區域性數據分享合作，我國可

在大氣環境科研與對我國影響研究需求的基礎上與對方進一步接

洽合作可行性。  

 
 

於蒙古氣象水文環境資訊研究所會議討論情形 

四、 會晤 Breathe Mongolia（蒙古 NGO）  

Breathe Mongolia 是一個由國際專業人士組成的國際團隊，主要是致力

於降低蒙古的空氣污染問題，並希望能為聯合國提出的永續發展目標（SDG）

做出貢獻，並於蒙古地區提出 3 個目標，分別為改善居住環境、維護生態平

衡，和建立良好的治理。此外，他們將各種不同感測器的來源收集彙整一起，

並利用這些數據來推動環境教育、建立民眾的意識、推動且協助友善制度之

綠色貸款，和社群媒體的運用訓練。  

本次交流重點說明如下：  

（一）  營運主管詢問我方對於目前蒙古的看法。我方表示從機場至

烏蘭巴托這段路程，可看到有四個火力電廠的煙囪、於上、下班尖

峰時段，交通壅塞怠速，且路上都是二手車，加上汽車都欠缺維修

保養，造成汽車排出嚴重的廢氣味，另外，路上也很多營建工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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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呈現裸露的的狀態，無綠色植披，使得塵土飄揚，若蒙古將這些

污染源做好防制措施，空氣污染將可改善許多。  

（二）  另外，我方也有介紹我國「環境即時通」APP，其監測數據

為一小時一筆，介面包含空氣品質、紫外線指數、戶外活動建議等

資訊，讓使用者可隨時掌握周遭環境狀況，且可自設預警等級，當

污染物濃度的敏感程度達到自主設定時，可主動發出通知，達到提

醒防護的目的。  

 

 
與 Breathe Mongolia 會議討論情形 介紹我國環境即時通 APP 

  
路旁野火燃燒 下班時間交通狀態 

五、 拜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行政法人）  

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以下簡稱

JICA），此機構為日本政府機構，致力於提供國際發展援助和合作，其活動範

圍涵蓋了多個領域，如 :環境保護、醫療衛生、經濟發展等…，並與發展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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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進行合作，透過提供技術合作、經濟援助、建設基礎設施等方式，共同解決

這些國家所面臨的各種挑戰，以利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JICA 在評估蒙古空氣污染過程中，利用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烏蘭巴托空

氣污染情形，以利後續制定空氣污染削減對策措施，其援助基本方針共三點，

分別為：  

（一）  引進再生能源來取代傳統燃煤火爐，地熱可作為一種可再生

能源，能夠有效替代傳統燃煤，對於減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具有潛力，JICA 參與推動地熱能源的開發和利用，已提高能古的

能源使用效率和減少對傳統能源的依賴，後續也會訂定鍋爐操作的

指引規範，並根據此規範來做稽查。  

（二）  針對改善交通網訂定有效的防制對策，如在公車上加裝柴油

微粒過濾器（Diesel Particulate Filter，簡稱 DPF），以利去除柴油

引擎排出的廢氣中的有害碳微粒（俗稱黑煙）。  

（三）  日本有捐贈空氣品質監測站給蒙古，後續將協助蒙古政府建

立具備監測空氣污染的能力，以利後續制定改善空氣污染之對策和

將空品監測數值提供蒙古居民和推廣環境教育。  

  

與 JICA 會議討論情形 

六、 拜會 Public Lab Mongolia（蒙古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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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Lab Mongolia 是一個非政府營利組織，致力於推動開放是科學和

民眾參與科學研究，通常提供開放式的科學工具和資源，並鼓勵民眾參與環

境監測、科學實驗和數據收集等活動。  

此組織主要於 5 年前開始利用感測器數據來推動環境教育，其感測器主

要量測溫度、濕度、超細懸浮微粒（PM1）、細懸浮微粒（PM2.5）、懸浮微粒

（PM10）等測項。監測數據以秒為周期產生，產生的數據是以兩台感測器互

相做比較，無跟當地空氣品質監測站做比較，因此數據無校正基準點。感測器

一般可設置於屋頂、路邊等地方，且感測器年限較臺灣的（1-2 年）短。  

  
與 Public Lab Mongolia 會議討論情形 

七、 參訪煤球磚工廠 Tavan Tolgoi Fuel coal briquette company 

該公司製造煤球磚的過程為：南方 300 公里處的生煤清洗過後，運送到

工廠進行壓碎，加入水和膠合物質製成煤球磚，並生產出來販售給民眾。會選

用南方 300 公里處的煤礦，主要是因為此區的煤礦較適合家庭（無防制設備）

型態使用，煤是蒙古民生必需品，價格處於相當低廉的水準，1 袋 25 公斤的

售價約新台幣 34 元，低價而高污染的能源燃料增加了蒙古改善空氣品質的困

難度，較其他地區的煤礦燃燒後少 22%的空氣污染物，因此選用此區的煤礦。  

經由煤球磚工廠代表的說明，在蒙古地區約有 20 萬個傳統火爐，約一

半的火爐皆位在蒙古包區，為了減少空氣污染問題，蒙古政府在 2018 年全面

禁止燃燒生煤，並汰換成煤球磚來取代，這些煤球磚的燃燒時間為原來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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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排放的污染也可減少為原來之 50%。其中有 40%的火爐是使用該公司的

專用爐，因此該公司除了開發煤球磚外，也有對外提供民眾一些服務，如 : 設

備操作使用諮詢、洗煙囪等…目前該公司也正在研發新技術的火爐，並由 200

戶的家庭測試中，希望未來能降低蒙古空氣污染問題。  

 
 

與煤球場公司會議討論情形 與煤球磚廠公司人員合照 

  
參觀製造煤球磚過程 製作完成之煤球 

八、 參觀烏蘭巴托市區空氣品質監測站  

蒙古現有空氣品質監測站共有 19 座，其中 13 座為中央測站，監測站儀

器廠牌 12 個為法國廠牌、1 個為韓國廠牌；6 座為地方測站，監測站儀器廠

牌皆為日本 HORIBA 廠牌，設置監測站 1 座需 30 萬美金，監測站維護費一年

約 3 萬-5 萬美金，相關費用皆較臺灣昂貴。為取得代表大區域範圍空氣擴散

混合良好之監測數據，蒙古空氣品質監測站設置時會避開人為活動之地區，

其設站地點皆為地面上，監測站站房也較臺灣的小，監測站在烏蘭巴托地區

的密度尚符合歐盟的要求，每 25 萬人 1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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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監測站設置儀器大致與我國相同，主要測量項目為懸浮微粒

（PM10）、細懸浮微粒（PM2.5）、臭氧（O3）、氮氧化物（NOx、NO、NO2）、

一氧化碳（CO）、二氧化硫（SO2），及氣象資料，其中僅只有 15 站監測站

測量 PM2.5，其監測數校正和維修皆由國家實驗室管理，校正頻率為每周一次，

為了維護監測作業品質，必須定期以標準氣體做校正檢查，其校正是用標準

氣體(mutiple gas)。目前蒙古建置之 19 個空氣品質監測站之運作型態為全天

候 24 小時連續運轉，其監測數據為一小時一筆，並將空氣品質監測數據換算

成空氣品質指標（AQI）後，每小時自動公布於監測網及 APP。  

當天有發現 PM2.5 數值 10 秒鐘內從 35.4 降至 19.48 微克/立方米，數據

變動非常大，此跳動顯示數據不合理，對於監測數據之品保程序仍可精進。  

  

蒙古空氣品質監測站外觀 講解空品監測站 

  
蒙古空氣品質 APP 即時 AQI 討論蒙古空氣品質 APP 相關問題 

九、 拜會國家衛生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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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中心主要是負責監管和協調公共衛生事務的機構。該中心致力

於提高蒙古民眾的健康水平，並透過宣導和教育活動，來提高民眾對於空氣

品質和環境衛生之意識。  

本次交流重點說明如下：  

（一）  該中心表示空氣品質議題在蒙古一直是一大挑戰，國家衛生

中心表示蒙古空氣品質監測站在 21 個省中只有 19 個省佈站，其監

測結果轉換為 AQI 對外發布，惟數據無法即時取得。   

（二）  該中心認為蒙古空氣污染來源主要為蒙古包區的燒煤和劣

化二手車，加上蒙古冬季很長且溫度很低，蒙古包區大多使用傳統

火爐在室內燃煤供暖和煮東西，由於室內通風不良，煤炭在氧氣不

足的情況下燃燒不完全，容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統計至 2023 年

10 月共有 2300 個案例一氧化碳中毒，推測可能是疫情後加上不適

當的燃燒，造成案例增加。  

（三）  此外，該中心特別關注室內空氣品質，大多數的人 80~90%

的時間處在室內環境中（包括住家、辦公室或其他建築物內），幼

兒、老年人和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往往在室內待的時間更長，其室內

空氣品質將會直接影響民眾健康、工作效率及品質，因此室內空氣

污染物對民眾健康影響應受到重視。相較目前紐約每間教室內都佈

有室內空品感測器，而蒙古室內空品監測器數量少，且也無訂定相

關室內空氣品質法規，根據統計指出室內空品監測出的 PM2.5 濃度

數值遠高於 WHO 標準 4 倍，希望推動系統性管理確保室內空氣品

質，會中我方分享臺灣室內空氣品質立法管理概況與戶外空氣惡化

因應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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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家衛生中心會議討論情形 

十、 拜會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 (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負責監測和分析水、氣候和環境狀況，以真

實、預防性的資訊提供給民眾，並對潛在的自然災害風險進行預警，減少對社

會和經濟的損害，確保國家中期永續發展。該監測局對於氣象資料監測已有

100 年經驗，而空氣品質監測從 2013 年後才開始執行，並且因應政府部門需

求，將數據提供給他們。此外，他們也擴大對外合作，並與日本、韓國有一個

資料交換的平台，以利與國際間資訊交換，確保測量技術的統一和標準。  

本次交流重點說明如下：  

（一）  環境監測部門主管表示該部門僅 8 人負責空氣、水質、土壤

監測，其中僅 3 人負責空氣部分，因此在科學研究方面與其他國家

相比量能較低。  

（二）  該主管表示蒙古四座火力電廠檢測數據有 90%達標，這四座

電廠每年燒 600 萬噸的煤，加上冬季時整體擴散條件差，因此在冬

季時空氣污染相對嚴重。蒙古空氣品質標準 PM2.5 濃度 24 小時平

均為 50 微克/立方米，年平均濃度為 20 微克/立方米，而 WHO 標

準年平均濃度為 5 微克/立方米，蒙古年平均濃度為 WHO 標準之 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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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蒙古於 2018 年後才轉換使用美國空氣品質污染指標 (Air 

Quality Index, AQI)方式。  AQI 是由各污染物平均換算得出，而

PM2.5 是以 24 小時平均換算，其蒙古最重要指標污染物即為 PM2.5，

因此 AQI 並不能即時反映當下空氣品質狀況，造成會有延遲情形

發生，對此會有民眾認為這樣的計算方式不妥，且認為如何訂定不

同空品等級的分界點也是極其重要。  

（四）  烏蘭巴托其地理位置剛好北方及南方有山脈，使其氣流只能

東西向流通，當於冬季時，由於氣溫低，垂直混合程度與混合層高

度亦下降，使污染物容易累積，造成高污染濃度事件發生。  

  

與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人員會議討論情形 

十一、 拜會國家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Reduction of air pollution）  

國家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共 21 人，召集人為總統，成員由市長、相關

部會（空氣污染、能源、運輸等部門）首長、技術專家等組成，考察團由委員

會執行秘書(Head of Office)代表接待會談，表示蒙古致力改善（烏蘭巴托）空

氣污染，2018 年公告禁止燃燒生煤，民眾以煤球磚為替代燃料，並規劃引進

半焦煤(Semi coking coal)為蒙古包火爐燃料，預計能大幅減少空氣污染物排放，

惟蒙古未掌握半焦煤生產技術，須從中國引進成品或技術。本部考察團於會

議中簡報，說明我國過去也有季節性空氣品質不良的情況，經由近年空氣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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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防制策略推動，已達成空氣品質改善成果，蒙古對我國環境即時通的各項

資訊服務表達高度興趣。  

 

  
與國家環境污染削減委員會代表 

會議討論情形 
介紹我國環境即時通 APP 

 
 

呂澄洋簡任技正簡報 與國家環境污染削減委員會代表合影 

十二、 會晤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簡稱：ADB）  

亞洲開發銀行是一個國際性金融機構，成立於 1966 年，總部位於

菲律賓馬尼拉，成員來自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 68 個國家和地區。ADB 主

要目標是促進亞洲和太平洋地區的經濟發展和合作，並減少貧困和提高

生活水平。為實現這些目標，ADB 致力於提供金融資源、技術援助和政

策建議，並支持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設施建設、教育、能源、交通、環境保

護等領域的項目和計畫，其主要活動包括：提供融資和貸款、技術援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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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共享、推動可持續發展項目，和區域合作與整合。ADB 是蒙古外部

融資的主要來源。2017 年至 2022 年，亞銀平均每年提供 3.085 億美元。

迄今為止，亞銀已向蒙古承諾提供  357 項公共部門貸款、贈款和技術援

助，總額達  37 億美元。  

  

與 ADB 會議討論情形 與 ADB 合影 

十三、 拜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簡稱 UNICEF）成立於 1946 年，是一個全球性致力於保障兒童權利和

福祉的國際組織，主要與各國政府、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組織和其他聯合國

機構合作，通過執行各種項目和計畫來實現其目標和使命：包括兒童健康與

教育、幫助弱勢兒童族群、兒童保護和衛生保健。  

冬季期間蒙古包居民烹煮、取暖皆使用傳統火爐，易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及空氣污染，進而影響孩童、孕婦、和老人健康，因此發展電爐（CHIP）用

來取代傳統火爐，  CHIP 方案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瑞士發展與合作署  

(Swiss Agency for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SDC)、曼尼托巴國際合作委

員會，和蒙古政府資助，並由  People In Need 和蒙古科技大學實施，由領先

的國際和當地科學家和專家設計了一種經濟實惠且有效的解決方案來拆除煙

囪並消除蒙古包中煤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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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 加熱器安裝在櫃子上，並含有電器插座，其內件包含自動調節溫

度的恆溫器，當蒙古包室內溫度達 30℃時，它會自動關閉；當室內溫度接近

20℃時，則會自動開啟。目前於蒙古國內已建置完成 1000 台，預計於 2024 年

完成建置 4000 台，由於 CHIP 電力來源為火力發電廠，未來想利用太陽能發

電該技術來取代火力發電，減少煤炭和木材的消耗，可為蒙古包居民帶來低

碳、潔淨和舒適的環境。UNICEF 在推廣 CHIP 時每台補助 50%費用，並提供

綠色貸款方式，讓蒙古包居民能以便宜的價格購入，未來預計於推廣 5 萬台，

約為蒙古包居民的 1/10。  

此外，為了因應氣候變遷衝擊，UNICEF 想發展室內空品感測器和安裝

通風系統，以改善室內空品狀況，並推動環境教育，來加深蒙古居民對環境知

識及環境的關懷，促使他們重新檢視人類的生活方式，進而改變習慣，選擇友

善環境的行為，降低環境衝擊，並強化蒙古居民之韌性。  

  

與 UNICEF 會議討論情形 與 UNICEF 職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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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P 實體 參訪蒙古包 

  
當地室外街景 與 UNICEF 及蒙古包居民合影 

十四、 餐會德蒙資源與技術研究所（German-Mongolian Institute for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GMIT）  

德蒙資源與技術研究所曾受世界銀行委託，針對蒙古的空氣污染議題進

行專案調查研究，並於 2011 年提出研究報告 MONGOLIA-Air Quality Analysis 

of Ulaanbaatar Improving Air Quality to Reduce Health Impacts (報告書下載連

結：https://reurl.cc/OGVl9r)，對蒙古的空氣污染問題、污染物排放清冊、對民

眾健康影響、解決建議方案、投入改善意願調查等各方面均有著墨，本次會晤

資深研究員 Dr. LODOYSAMBA SEREETER 曾參與該計畫，該研究員表示蒙

古包火爐若在技術上提升，可減少 80%的燃料使用或污染排放，惟遺憾的是

已進行多年的火爐效能提升研發計畫已經停擺。該報告顯示蒙古的空氣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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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及改善方案均已掌握，惟相關防制減量的工作推動成效似不顯著，

故冬季空氣污染仍為嚴重的民生環境問題。  

 
與 GMIT 資深研究員會議討論情形 

十五、 拜會烏蘭巴托巿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Ulaanbaatar City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Committee）  

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召集人為市長，屬地方層級跨部門行政編組，訪談

會議由市環保部門主管、稽查管制主管等主要空污業管單位代表出席，該代

表表示 20 萬居民居住在蒙古包地區，其蒙古包燃煤供暖占整體空氣污染 55-

60%，在蒙古空污費僅向車主（固定費率）、煤礦業主徵收，對於本部考察團

簡報我國各項防制策略與改善成果，該委員會對我國制定空氣污染防制法、

空污費收費制度及油品查驗制度提問表達相當的興趣，後續將會學習我國和

美國空氣污染相關法律和政策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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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烏蘭巴托空氣污染削減委員 

會議討論情形 
呂澄洋簡任技正簡報我國空氣污染防制 

十六、 與美國環保署 Justin Spenillo 研商規畫後續 SSEA-Air 與臺灣共

同合作推動方向  

本部與美國環保署自 1993 年簽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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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開始合作與交流，為了加強國

際合作，藉由與創始夥伴-美國環保署合作，於 2014 年 4 月 14 日共同推

動「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artnership, IEP)」，

協助我國與其他國家發展雙邊及區域性國際合作，並將我國的經驗貢獻

國際社會。  

美國環保署代表於所安排訪談中多次強調，此行是為了「臺美國際

環境夥伴計畫」下之「東南亞及東亞區域空氣改善計畫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Air Improvements in the Region, SSEA-AIR)」推動，本次

蒙古考察目的在於了解蒙古的空氣污染問題，評估可以推動蒙古國際環

境合作的議題，同時美方初步研擬空氣污染管制及法規訂定等方向，可

作為未來東亞區域合作重點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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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美國環保署代表會議討論情形 

伍、 心得與建議 

一、 我國私部門研發製造專長可與國際組織計畫合作  

臺灣比較少接觸到聯合國附屬單位及國際援助機構，這些機構提供

貸款、補助和技術援助來協助計畫開發中國家推動，我國學術、民間

公司、團體等具備靈活的反應能力與製造開發技術，由民間社團參與

這類組織計畫合作、運用我國專長優勢，應有助於該國加速改善環境

問題。  

二、 蒙古土地遼闊具備發展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空間  

蒙古地廣人稀，且有廣大緩坡地形，目前再生能源比率未達 1 % (2020, 

IEA)，評估因發展經費與國內消費力不足為限制條件，若設置成本降

低或國際碳權上升至一定價位後，應可誘發大規模應用，發揮共利效

果減少空氣污染。  

三、 我國與蒙古可先就環境資訊技術合作  

我國空氣品質於冬季時，除了本土污染累積外，也會受到鄰近國家排

放空氣污染物長程傳輸之影響，因此鄰近國家的污染減量對臺灣空

氣品質的改善也相當重要。雙方可藉由取得對方環境監測項目為基

礎，由大氣環境司與監測資訊司所委託國內產學機構針對長程傳輸

掌控、空氣品質模式模擬需求進行評估，提出我方需求，透過環境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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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研究交流合作掌握蒙古污染物伴隨冷高壓氣流影響至本國之變

化情形。  

四、 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就 SSEA-Air 規劃推動方向  

我國空氣品質在中央及地方政府積極推動下，空氣污染防制改善成

效顯著，未來我方可針對空氣品質管制策略進行深度交流外，並特別

針對蒙古較感興趣且有相同背景的議題，如監測數據品保程序與資

料管理應用、公開及呈現、移動污染源之執行管制措施、固定污染源

防制設備及法規制度交流等進行經驗分享，並安排實地參訪，同步展

示國內固定污染源和移動污染源不定期檢驗實施等方式，讓與會者

充分了解臺灣在空氣污染管制上所做的努力及各項技術作為，並協

助他國執行空氣污染防制工作。  

陸、 附錄 

一、 出國報告摘要版  

二、 本次考察接洽人員名片  

三、 向蒙古委員會介紹臺灣空氣污染防制簡報  

四、 蒙古氣象水文環境資訊研究所簡章  

五、 Unicef 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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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報告摘要 

一、 出國計畫名稱：考察蒙古空氣污染長程傳輸影響亞洲及我國

空氣品質情形暨改善對策交流 

二、 出國人：本部大氣司呂澄洋簡任技正、許庭菲環境技術師、

監資司鄭春菊簡任技正 

三、 出國日期：112年 10月 22日至 112年 10月 28日 

四、 出國行程與內容概要：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概 要 

112.10.22 啟程，出發至蒙古(臺北-韓國-蒙古烏蘭巴托) 

112.10.23  拜會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表處 

 拜會美國駐蒙古大使館 

 餐會 People in Need（捷克 NGO），討論空氣品

質監測數據公開及 APP應用（臺灣環境即時通

和 Agaar.mn)議題 

 拜會蒙古氣象水文環境資訊研究所(Information 

& Research Institute of Meteorology, Hydrology 

and Environment)，了解所參與 NASA潘朵拉計
畫 

 拜會 Breathe Mongolia（蒙古 NGO）討論蒙古

空氣品質與當地空氣污染健康危害議題 

112.10.24  拜會日本國際協力機構（JICA，行政法人），了

解其協助蒙古烏蘭巴托推動空氣品質改善、污

染削減對策措施 

 拜會 Public Lab Mongolia（蒙古 NGO），了解其

空品感測器應用於室內室外場所與需求  

 參訪 Tavan Tolgoi Fuel coal briquette company造

媒球塊廠、媒球塊生產線，了解其含硫分與對

貿易供應服務 

112.10.25  參訪烏蘭巴托市區空氣品質監測站（二站）與
數據品保技術交流 

 拜會國家衛生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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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了解蒙古空氣污染來源、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與當地空氣污染健康危害議題 

 餐會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 (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環境監測部門主管(Director)，了解

蒙古污染監測 AQI 計算依據、世界衛生組織

AQI計算及我國 AQI計算之相關議題 

 拜會國家環境污染削減委員會（ 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Reduction of air pollution）辦公

室，了解蒙古空氣污染管制策略，簡報分享我
國近年推動空氣污染工作具體成果至推廣我國

建置環境即時通 App，建置全國監測數據便民

措施經驗 

 會晤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了解其透過提供貸款、技術援助、贈款

和股權投資來協助蒙古各項規劃之推動 

112.10.26  拜會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了解募款

協助弱勢蒙古包區居民，改善長期酷寒嚴冬之

蒙古包居民之烹飪、暖氣技術產品 CHIPS 

stove，取代蒙古包火爐燃煤與空氣污染議題 

 實地參訪蒙古包區 CHIPS stove設置設施情形 

 餐 會 德 蒙 資 源 與 技 術 研 究 所
（German-Mongolian Institute for Resources and 

Technology, GMIT）資深研究員，了解蒙古推動

污染削減困境 

 烏蘭巴托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Ulaanbaatar City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Committee），了解該市污

染來源、比例，簡報交流我方防制經驗 

112.10.27  再度會晤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測局(National 

Agency for Meteorology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環境監測部門主管(Director)，討論空
氣品質議題與技術交流烏蘭巴托混合層垂直擴

散相關議題 

 

 美國環保 Justin Spenillo 說明其規劃後續

SSEA-Air與臺灣共同合作推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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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0.28 返程，搭機返回臺北（蒙古烏蘭巴托-韓國-臺北） 

 

五、 行程成果評估及心得建議： 

（一） 蒙古政經情勢背景綜整 

蒙古人口約 340萬，人均 GDP約 4800美元，地理

位於亞洲內陸，領土面積為 156萬平方公里，約為

臺灣陸域面積 43 倍，為僅次於哈薩克的世界第二

大內陸國家，北與俄羅斯為鄰，東、南、西三面與

中國接壤，領土夾處於中、俄兩大強國之間，其

95%的能源(汽柴油)需仰賴俄國，95%的對外貿易

需仰賴中國，蒙古之生命線皆由俄國和中國所掌

控，故在對外關係經常受制於這兩國利益取向與看

法；為了減緩地緣不利的因素，蒙古發展「第三鄰

國」政策，加強建立與中、俄以外之國家各項往來

關係，以平衡對兩大強鄰之依賴，並爭取各類援

助，以增進國家經濟發展。 

（二） 蒙古（烏蘭巴托）空氣污染議題 

蒙古首都烏蘭巴托位於蒙古高原中部，其地形類似

盆地，烏蘭巴托是全世界最冷的城市、冬季時間超

過 8個月(每年九月至隔年五月)，最冷月氣溫最低

可達零下 40度，蒙古人口(據統計數據超過 53%人

口)湧入城市聚集在烏蘭巴托市及周邊地區，使烏

蘭巴托呈現人口與車輛密集都會型態，市區以火力

燃煤發電供應電源，再生能源發展不及所有電力

1%，全日成現交通壅塞，而尖峰時更顯壅擠，此

外，市民購買多為二手車輛，車齡十分老舊、少於

保養再加上汽車燃油油品不良，車輛排放廢氣嚴

重。 

烏蘭巴托周邊裙帶區域有眾多蒙古包居民（貧

民），以傳統燃煤火爐取暖抵抗長期酷嚴寒冬，同

時也燃燒生活垃圾等可燃物，在嚴冬需暖房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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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燃燒活動加上大氣垂直擴散不良使空氣品質

惡化，造成當地孩童、孕婦、老人等敏感族群者呼

吸道疾病問題。 

（三） 考察會談所見重點 

本次考察由美國環保署發起，邀請我國共同參與，

行程受訪機構及人士由蒙古美國大使館排定，環境

部(以下簡稱本部)代表團成員 3名會同美國環保署

資深空氣品質規劃員 Justin Spenillo及美國大使館

二等秘書 Kevin Moore、大使館職員 Darisuren 

Purevsuren（隨行翻譯）共一行 6 人，於 10 月 23

日至 10月 27日共拜訪、會晤政府部門、國際組織、

NGO等機構人員 14場次，田野訪查 3場次，考察

所見重點如下： 

1. 美國大使館致力協助當地空氣污染改善：環境

部代表團會同我國駐烏蘭巴托台北貿易經濟代

表處羅代表，拜會美國大使 Buangan，美國大

使表示協助蒙古解決空污為使館重點工作，盼

能借助臺灣經驗技術。大使表示為改善蒙古包

區燒生煤取暖排放空污，10年前即引進補貼潔

淨暖爐（clean stove）每台以 3000美元之三分

之一價格，惟貧戶取得後隨即轉售作為家用，

而仍用傳統火爐燒煤，經濟能力為主要問題

點。另當夏季來臨空污問題消散善，居民即集

體遺忘，社會對空污防制難以形成共識。 

2. 美國環保署目的在於蒐集區域性合作議題：美

國環保署代表於所安排訪談中多次強調，此行

是為了「臺美國際環境夥伴計畫(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artnership, IEP)」下之「東南亞及

東亞區域空氣改善計畫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Air Improvements in the Region, 

SSEA-AIR)」推動，本次蒙古考察目的在於了

解蒙古的空氣污染問題，評估可以推動蒙古國

際環境合作的議題，同時研擬東亞區域合作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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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3. 蒙古在地理、民族、政體上具特殊地位：蒙古

領土是夾在俄羅斯、中國之間的民主政體國

家，被已發展民主國家視為該區域的可突破、

交流重點，其遊牧經濟生活型態使其成為所在

區域至中亞一帶國際上游牧經濟代表國，相關

政策以蒙古馬首是瞻。故成為國際合作/援助的

重點國家，具備特殊的重要性。 

4. 國際組織投入蒙古推動空氣污染改善合作/援

助項目廣泛：法國、日本及韓國均曾捐助設置

空氣品質監測站，聯合國國際兒童福利基金會

亦推動蒙古包使用電熱器/爐取代燃煤火爐、以

地熱交換系統替換社區機構（學校、幼兒園）

暖氣鍋爐等計畫，限於所需經費不昂貴，推動

廣度及深度仍屬示範階段，依據受訪單位所呈

現的訊息，以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空氣污染防

制援助措施最具系統性，在污染源調查掌握、

空氣品質監測設備、發電廠排煙連續自動監測

設備、交通污染削減（大客車加裝濾煙器）等

均可見到該機構援助的項目。 

5. 蒙古 NGO 發展公民環境意識及與政府部門觀

點差異：認為蒙古政府的空氣品質監測數量（密

度）不足、囿於儀器老舊數據品質存疑、指標

反應即時性落後及監測數據未能公開等多有意

見，並希望藉由裝設價格便宜之空品感測器增

進空氣品質即時資訊反應，讓民眾了解並注意

自身衛生防護。另由於室外空氣品質於冬季空

污季期間長期處於不良情形，短期內改善不

易，故希望空氣品質感測器安裝於室內協助維

護、確保民眾室內空氣品質，故評估穩定適用

室內的空氣品質感測器具備一定需求。 

6. 蒙古政府機構具備調查研究功能，雙方有合作

可能：蒙古空氣品質監測機關-大氣環境監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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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所具備基本的資料調查蒐集與研究能

力，由於人力與經費短缺，需要外送訓練或招

募方式增進作業能量，協助空氣污染管制。該

研究所與美國 NASA合作合作進行 PANDORA

計畫，所蒐集觀測資料可評估研析長程傳輸影

響（我國）的潛力；另蒙古國家氣象及環境監

測局監測部門主管(Director)亦主張區域性數據

分享合作，我國可在大氣環境科研與對我國影

響研究需求的基礎上與對方進一步接洽合作可

行性。 

7. 蒙古國家衛生中心特別關注室內空氣品質，希

望推動系統性管理確保室內空氣品質，會中我

方分享臺灣室內空氣品質立法管理概況與戶外

空氣惡化因應做法。 

8. 蒙古規劃藉替換燃料改善空氣品質：蒙古國家

環境污染削減委員會(21 人)召集人及成員包括

總統、6位市長、相關部會首長、技術專家等，

考察團由委員會執行秘書(Head of Office)代表

接待會談，表示蒙古致力改善（烏蘭巴托）空

污，2018年公告禁止燃燒生煤，民眾以媒球磚

為替代燃料，並規劃引進半焦煤(Semi coking 

coal)為蒙古包火爐燃料，預計能大幅減少空氣

污染物排放，惟未掌握半焦煤生產技術，須從

中國引進成品或技術。本部考察團於會議中簡

報，說明我國過去也有季節性空氣品質不良的

情況，經由近年空氣污染防制策略推動，已達

成空氣品質改善成果，蒙古對我國環境即時通

的各項資訊服務表達高度興趣。 

9. 烏蘭巴托市詢問我國空污費與燃料管理制度：

空氣污染削減委員會召集人為市長，屬地方層

級跨部門行政編組，訪談會議由市環保部門主

管、稽查管制主管等主要空污業管單位代表出

席，對於本部考察團簡報我國各項防制策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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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成果，該委員會對於我國制定空氣污染防

制法、空污費收費制度及油品查驗制度提問表

達相當的興趣。蒙古空污費僅向車主（固定費

率）、煤礦業主徵收。 

10. 蒙古採行新低污染技術、設備受限經濟能力：

蒙古礦產資源豐富，盛產煤礦，因此煤成為蒙

古所能運用成本最低的燃料，煤成為定居都會

裙帶區域蒙古包民眾用以度過漫漫酷嚴寒冬所

必需、能負擔的必要燃料，蒙古包區的民眾(佔

53%)屬於經濟弱勢的族群，且數量龐大，固然

有其他更環境友善的燃料、火爐技術，囿於負

擔能力，對各種的改善策略推動也形成一定的

侷限，如何讓蒙古採行有具體效果且能負擔的

空氣污染減量措施是蒙古最大挑戰。 

11. 短中程內改善蒙古包使用火爐、暖房使用效率

仍具效益：德蒙資源與技術研究所資深研究員

表示，蒙古包火爐若在技術上提升，可減少 80%

的燃料使用或污染排放，惟遺憾的是已進行多

年的火爐效能提升研發計畫已經停擺。 

（四） 心得與建議事項 

1、 我私部門研發製造專長可與國際組織計畫合作 

臺灣比較少接觸到聯合國附屬單位及國際援助

機構，這些機構提供貸款、補助和技術援助來協

助計畫推動，我國學術、民間公司、團體等具備

靈活的反應能力與製造開發技術，由民間社團參

與這類組織計畫合作、運用我國專長優勢，應有

助於該國加速改善環境問題。 

2、 蒙古土地遼闊具備發展太陽能與風力發電空間 

蒙古地廣人稀，且有廣大緩坡地形，目前再生能

源比率未達 1 % (2020, IEA)，評估因發展經費與

國內消費力不足為限制條件，若設置成本降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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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權上升至一定價位後，應可誘發大規模應

用，發揮共利效果減少空氣污染。 

3、 我國與蒙古可先就環境資訊技術合作 

雙方可藉由取得對方環境監測項目為基礎，由大

氣司與監資司所委託國內產學機構針對長程傳

輸掌控、空氣品質模式模擬需求進行評估，提出

我方需求，透過環境監測、研究交流合作掌握蒙

古污染物伴隨冷高壓氣流影響至本國之變化情

形。 

4、 我國與美國環保署就 SSEA-Air規劃推動方向 

我方空氣污染管理經驗分享： 

（1） 移動污染源之管制措施及規劃經驗分享。 

（2） 固定污染源防制設備及法規制度交流。 

（3） 監測數據品保程序與資料管理應用、公開  

   及呈現。 

（4） 各項環境業務人員交流見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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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ient Air Quality 
Management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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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ng-Fei Hsu, Environmental Technical Specialist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MOE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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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llenges on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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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graphy of Taiwan

The Taiwan’s area is 35,808 km2 and lies some 180 kilometers from the 
southeastern coast of mainland China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2/3 of the island mostly consists of rugged mountains and most of Taiwan's population. 
 Mountain Ranges cover the central area through the island.

2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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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d Dust
Pollutant 
Emission

Biomass Burning

5

Direct control of air pollutants imported by monsoon is unfeasible

http://www.bored-todeath.com/wp-content/uploads/2007/09/sahara1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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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industry 2.5%

Steel industry 2.3%
Chemical material 1.4%

Cement-concrete mixing 
0.6%

Petroleum refining 0.2%
Other industrial sources 

3.7%
Truck 5.0%

Private car 3.2%

Other diesel car 2.1%
Four-stroke motorcycle 

1.6%

Other petrol car 0.6%

Other transportation 
3.4%

Car dust 4.6%

Catering 1.6%

Construction 1.4%

Agriculture 0.7%

Exposed terrain 0.7%

Other fugitive emission 
13.8%

Biological source
3.7%

East-Asian background 
3.1%

International shipping 
14.8%

East-Asian countries 
28.9%

Industrial source
10.7%

Transportation
16.0%

Fugitive 
Emission

22.9%

Biological 
source
3.7%

Imported
46.8%

Contribution ratio of various emission 
sources to the annual mean PM2.5  

concentration in Taiwan in the base 
year of 2019

Complex Source of PM2.5 :
Multi-Sector Collaboration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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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on PM2.5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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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7 2020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ion Plan: 

Halving Red Alert Days

•Halving red alert days by 
2019

•Promote pollution reduction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ighten mobile source 
control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AQ

•Tighten stationary air 
pollution source control

•Heavier penalties

Air Pollution
Control Plan
(2020-2023)

• Enhance particulate and 
ozone reduction

• Expand mobile source 
control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Taiwan: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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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Pollution Control Plan (2020~2023)

Air Pollution Control Act Article 7

EPA develops control plans, reviews, 
and revises every four years.

Execution Framework

 4 aspects
 27 strategies

Law

Goal

PM2.5 consistently below 15μg/m3, 
achieving 97% good AQI.

Stationary Sources
9 strategies covering key 
industries Fugitive Sources

6 strategies covering dust 
and odor

Management & Research
6 strategies covering research and 
education

Mobile Sources
6 strategies covering all 
transportation typ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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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Owned Enterprises Leading
Air Pollution Improvement

Emission reduced
(Compared to base emission in 2016)

Performance:
Total Air Pollutant Reduction

52%

MOENV an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MOEA) collaborate across departments to 
track pollution improvement progress in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Taipower

CPC

CSBC

CSC、DragonSteel

Petro-
chemical
IndustrySteel

Industry

Power
Industry

Ship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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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 
emission 
standards

Additional 
control 

equipment

Subsidize boiler 
replacement

Switch to 
electricity, natural 

gas

 Accelerated boiler replacement enhances emission reduction. Focus on fuel, combustion 
technology, and pollution control..

96%(6,725) boilers improved #Gas boilers increased by 3 times.

Boiler Improvement and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SOx
Reduced 7,138 ton

equivalent to

1Taichung Power Plant

(Power plant capacity 5500MW)

NOx
Reduced 4,441 ton

equivalent to

0.5Taichung Power Plant

(Power plant capacity 5500MW)

CO2
Reduced 1,060 kiloton

equivalent to

2,171Daan Park’s 

Carbon Adsorption

(26 hectares metropolitan 

park)

Change
fuel

Fuel medium, 4% Fuel medium, 
3%

Others, 
12%

Others, 
11%

Fuel oil, 
60%

Fuel oil, 
15%

Gas, 73%

Gas, 24%

Before 
(2018)

After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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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lly 
Tightening 
Standards

Subsidize 
DisposalDiagnosis 

System

Expand benefits of eliminating 

old motorcycles
Accelerate replacement of 

large diesel vehicles

Phasing Out Old and Highly Polluting Vehicles

Reduced around 37％

Eliminated 1.733 M in total
Eliminated old diesel vehicles

Reduced around 47％

Regular 
Inspection & 
Maintenance

Gradual 
Tighten 

Standards

Repair & 
Install 

Equipment

Subsidize 
Vehicle 

Replacement

Duty-free 
Parts

Detect 
Sulphur 
in Diesel

Reduce burden 
on car owners

Low-interest 
Credits and 
Subs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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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th Feb, 2021: Enforced "Air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y Management Regulations
for Catering Industry" (amended on 24th

Aug, 2021)
 Applicable to restaurants with area > 

1,000m2 or > 300 seats
 Taipei City and New Taipei City 

adjust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 Provide guidance for fume handling
 Vendors in night markets shall install oil 

fume prevention equipment
 Compliance and management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facilities in chain 
restaurant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 Catering Industry

Suitable 
Discharge 
Location

Sufficient 
Exhaust 
Volume

Monitor 
Equipment 
Parameters

treatment, baffle, 
filter and

water-washed
fume hood

collectors, water 

activated carbon 
and other control

washing machines, 

Install dust

equipment

Front-end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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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in Construction

 Whole building covered

 Material convert control

 Earthwork, gravel and sand covered

 Trunk body covered completely

 Clean up before dump trunks leave 

sites

 Grass plant on Bare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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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of 'less coal, more gas' strategy in compliance with Air Pollution Law

 Taichung and Xingda power plants: reduced coal consumption by ~22.76%, and increased 
natural gas usage by ~1.76 billion m3 (12.50%)

Balance Power Stability and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Gas Power

Renewable Energy
Coal Power

Reduce

Increase



1717

Directions of Air Pollution Prevention Plan for 
2024-2027

2 Indicators 3 Goals

8 Cross Ministries Collaboration
(MOI, MOEA, MOTC, COA, NSTC, PCC, EDU, EPA)

1 Visions 

Persistent Air Quality Improvement Aligned with 2050 Net-Zero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s

PM2.5 Annual mean concentration

O3, 8-hr red alert improvement： 80 % (compared to 2019)

National level ： 13 μg/m3

Central/Southern Region ： 15 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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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ing Co-Benefits of 2050 Net-Zero 
Emissions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Promote 
electric vehicles

Build support 
systems for electric 

vehicles

Reduce air pollution by  
transforming  high 

carbon-emitting 
industries

Control and reduce 
pollution from 

renewable fuels

Utilization of livestock 
manure to reduce 
odor & methane

Assess air pollution 
from hydrogen 
energy

Assess air pollution 
from power facilities 
using recycled fuels

3

4

5

6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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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2020

National Air Pollution Improv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2020 to 2023)

Stationary Sources
9 control measures

Permit management and source control of fuel

Control of 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

Establish or revise emission standards for specific industry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CEMS) management

Enhance emission reduction of exist stationary pollution sources

Emission reduction in state-owned and public enterprises

Review air pollution control fees

Pollution emissions improvement from boiler

Promote the cap control program

Riverbed fugitive dust improvement in jhuoshuei river

Public bare lands and exposed area greening

Improvement of pollution from folk activities, agricultural work, and port areas

Control of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Vocs) in coatings

Management of construction site and exposed area (PM)

Control of oil fume in the cateringFugitive Sources
6 control measures

Four Major Areas 27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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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ple subsidies for replacement the large diesel trucks

Subsidies for replacement the phases I to IV motorcycles

Low-sulfur content of ship fuels and maintenance of aviation fuel quality

Mobile Sources
6 control measures

Transportation control at port area 

Electrification of urban buses

Emission reduction of gasoline vehicles

Enhanced simulation evaluation models

Improve the representativeness of emissions inventories

Improving air pollution response mechanisms

Monitoring equipment renew and maintenance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specialized personnel training

Deepen basic research on air pollution

General 
Management & 

Research
6 control measures

Four Major Areas 27 Control Measures

National Air Pollution Improvement and 

Implementation Plan (2020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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