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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大氣環境司

空氣品質管理

114.02

議題聚焦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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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推動政策方向與執行成果

各界關注事項與問題分析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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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政策方向與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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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上位計畫一棒接一棒 空品持續改善

清淨
空氣
行動
計畫

空氣污染防
制行動方案

14+N

第一期空氣污染
防制方案
109~112

第二期
方案

113~116

目標值

實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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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方案 (109-112) 第二期方案(113-116)

計畫
目標

重點
工作

經費
預算

• PM2.5年均值 ≦ 15 μg/m3

• O3-8hr紅色改善率 80%

• PM2.5年均值 ≦ 13 μg/m3

4大面向，27項策略 8大面向，37項策略
•國營事業改善 (台電/中油等)
•鍋 爐 改 善 (煤轉氣)
•車 輛 汰 換 (柴油車、機車)

•結合淨零碳排政策

•區域開發監控

•強化季節應變

•跨部會專案管理

511億 766億

(4年總計)

•中央:174億
•事業:337億

•中央:117億
•事業:649億

• 中央減少過去補助車輛汰換所需經費
• 事業納入淨零碳排及能源轉型策略投入經費

相較108年

新
架
構

推動第二期空氣污染防制方案
(113~116年)

行政院112年12月21日核定

8 面向

2 目標

1 願景

9 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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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190

102

39

98
66

73

57

45
27

108年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臭氧高值顯著改善
臭氧紅色警示(AQI>150)站日數

非明顯境外污染事件

明顯境外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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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12月
至1/14止

114年1月
114年2月

2/24-2/25
114年3月

3/27

啟動
好空氣許願池

徵求
意見

臺灣空品
管理策略平台

成立
平台

北中南
公民咖啡館

廣泛
討論

專家諮詢
廣徵意見

專題
探討

｜1部曲

｜2部曲

｜3部曲 ｜4部曲

智慧城市
永續清淨
空氣科技
創新論壇

AIR 2025

新空品政
策白皮書

記者會

7

部長宣示四部曲型塑政策白皮書

作為第三期（117年~120年）空氣污染防制方案執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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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曲 好空氣許願池 319項願望
(由237位民眾與
團體提出)

三部曲

113/12/18~114/1/14

公民咖啡廳
114/1/20(北)、1/21(中)、1/15(南)

253項願望
(200人參與)

1/20北部

1/21中部

1/15南部

二部曲 臺灣空品管理策略平台
邀集國際及國內專家學者，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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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關注事項與問題分析

空氣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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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關注重點議題彙整

污染改善與健康永續 科學研究與淨零共利

議題一：跨域合作發展
與健康導向空品目標

健康導向目標 受體保護

議題二：空品維護
區與室內空氣品質

精進模式

議題三：精進模式以提
升淨零路徑空品改善

議題四：強化監測研
究及受體預警

強化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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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跨域合作發展
與健康導向空品目標

健康導向目標

各界建議

 大數據與健康做連結，並量化空品數據

 探討空氣品質改善的健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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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跨域合作發展與健康導向空品目標

管制現況 參考WHO AQG、歐美國家經驗，依我國空品現況、可行控制技術，並參考與衛福部國
建署、國衛院合作本土健康研究結果，113.9.30修正空品標準與提出改善願景

PM 2.5 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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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跨域合作規劃構想

健康研究單位
(中央研究院、國家衛生研究院…)-大氣環境司

-氣候變遷署

-人工智慧AI司

-國家環境研究院

空

環境部

氣

A

研

空

氣

研

空

空

氣

空

空

空A

空 研

空空 氣空

AA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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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程：
跨域合作發展直接連結
健康的空品改善副指標

第一期
方案 (109-112)

第二期
方案 (113-116)

105

第三期
方案 (117-120)

中長程：
以國際(WHO)及本土健康建議
「濃度值」為目標逐期逐步邁進

議題一：跨域合作發展與健康導向空品目標

發展再生能源

後續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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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體保護

議題二：
空品維護區

室內空氣品質

各界建議

 敏感受體區域限行油車，如校園周邊、公園周

邊、市中心、住宅區、觀光步行區、傳統市場..

 空污季節及高濃度事件期間，限制高污染車輛

行駛範圍

 加強推廣全台各縣市空維區、簡化審查程序

 提供即時室內空氣品質資訊

 加強推動室內空氣品質標章

 將長照機構、產後護理機構納入列管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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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空品維護區與室內空氣品質
管制
現況

特定
場域

特定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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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 近程行動範例
• 持續擴增空維區劃設

特定區域人車分離，

避免民眾受空污影響

健康。實施空維區，

限自行車、電動機車

進入

作法

 限自行車、電動機

車進入

 裝設微感+顯示器，

讓民眾先有感受

 協調交通局規劃周

遭停車

目標

中程行動範例
低污染都市規劃

• 都 市 通 風 規 劃

Urban Ventilation

Planning ， 以 減 少

空污累積

作法

 識別影響城市空

污累積的關鍵區

域和風向

 設計綠色廊道與

開放空間

規劃

近程：
強化空維區功能，擴大敏感族群保障及移動源多元改善

中程：
關鍵區域精準管制，達成淨零減污共利目標

後續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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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doors (>90%)(WHO,2000)

10%   outdoors

age group

根據WHO(2000)的研究與統計資料顯示，
都會區人們的室內曝露時間≧90%

Total exposure

18

都 會 區 民 眾 的 曝 露

90%  indo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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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室內空氣品質
管制
現況  公告場所已納管1,627家

自主管理標章有效數為2,120 張

非公告場所(其中敏弱族群910家，包含：社福機
構、幼兒園、托嬰中心及產後護理機構等)

後續
重點 智慧化監測提供即時空品資訊

增加管制彈性、擴大防護對象
 推動場所設置自動連續監測設施並提供即時訊息

 簡化優化連續監測規範

 修改標章規定，設置自動監測即取得初級標章

 檢討法令窒礙難行之處，增加管制彈性
定檢、專責人員、標準、檢測方法…

 優先公告納管敏弱族群場所

 逐步檢討公告納管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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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模式

議題三：精進模式以提
升淨零路徑空品改善

各界建議

 評估淨零目標下，何時PM2.5可以低於 10 μg/m3

 發展空污、淨零與健康效益的綜合評估工具，採最

佳化措施

 評估氣候變遷對於空品達標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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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精進模式以提升淨零路徑空品改善

淨零政策減污偕同效應待科學評估

2

1

 共利策略 優先推動
 持續科學研究掌握影響性，負面影響部

分，尋求協同(harmonized)

O3、BC既是空污亦是短期GHGs

(SHORT-LIVED CLIMATE POLLUTANTS)

空白部分為目前未掌握到明顯研究資料顯示正面或負面影響，有待持
續科學研究

溫室氣體
減量措施

PM NOx O3 VOCs NH3 HAPs

運具電動化 + ++ ++

風力發電和太
陽能發電

++ ++ ++ +

資源循環零廢
棄-轉廢為能

+ + + --

氫氣、氨氣混
/專燒發電

- --

CCS技術 --

現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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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精進模式以提升淨零路徑空品改善
後續重點

 介接、精進 溫室氣體及空污排放清冊  精進模式模擬工具、發展空氣品質決策
綜合評估支援系統

量化淨零減碳及空氣污染改善共利效益的第一步

TEDS

溫室氣體排放清冊
分為五大部門：能源部門、工業製程及產品使用部
門、農業部門、廢棄物部門、「土地利用、土地利
用變化及林業部門 」

空品達標評估納入
氣候情境及減碳減污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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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建議

 加強監測掌握
• 增加光學雷達或衛星的觀測
• 強化微型感測器的設置及數據即時分析與溯源
• 檢討近港區、交通、工業區等測站數量及設置位置

 強化資訊公開、污染來源及影響資料
• 強化空氣污染源識別與追蹤，應用AI分析、且揭示

污染來自境外或本地污染源造成
• 建立即時污染地圖，公開讓民眾可以隨時查詢

 強化受體民眾空氣品質變化通知
• 提升AQI更新頻率、檢討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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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資料來源：國家環境研究院- 我國細懸浮微粒成分特徵及污染來源解析

現況挑戰
PM 2.5 硝酸鹽及其前驅物是未來減量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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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強化監測研究及受體預警

 繼113年完成高屏實驗，114年將推動
雲嘉南地區3D實驗，後續更將持續擴
大推動至中部地區

 發展微型感測
器、衛星及AI
技術，應用於
污染熱區鑑
定、排放追蹤
溯源

國際合作與NASA合作推動空拍與地面
監測之3D空品實驗

強化監測與精進AI運用

落 實 精 準 治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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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空氣解析地圖

整合監測數據與排放清冊等，並透過可視化圖層
計進行分類，讓民眾了解周遭排放源資訊，供使
用者快速取得所需資訊，合理進行健康防護

後續重點

議題四：強化監測研究及受體預警

清新空氣路線AI導航

輸入起點與終點，找出最
佳「健康優化路徑」!

資料庫：路網、

空污、氣象、

土地利用、衛

星

自113年9月30日起新增
即時顯示小時濃度達防護提醒

精 進 AQI

小 時 防 護
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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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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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管理 各界關注重點議題

污染改善與健康永續 科學研究與淨零共利

議題一：跨域合作發展
與健康導向空品目標

健康導向目標 受體保護

議題二：空品維護
區與室內空氣品質

精進模式

議題三：精進模式以提
升淨零路徑空品改善

議題四：強化監測研
究及受體預警

強化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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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