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 
 
 
 
 
 
 
 
 
 
 
 
 
 
 
 
 
 

113 年度 

環保法規趨勢分析報告 

(定稿) 
    
 
 
 
 
 
 
 
 
 

 
 

主辦單位：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I 

 

摘  要 

「113 年度環保法規趨勢分析報告」(下稱本報告)，協助產業適時掌握環保

法規管制動態，提前準備因應改善，以符合環保單位規定與國民對生活品質與

健康提升之期待。共計彙整空氣污染防制相關法規 10 項、水污染防治相關法規

3 項、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 1 項，共計 14 項。配合產業發展署計畫屬性，本

報告未彙整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及氣候變遷因應法相關法規制(修)

訂內容，相關管制方向可參考環境部彙編之 113 年度環境部施政計畫。 

在空污法規修訂方面，涉及業者防制措施、排放標準及費用收受等對產業

有影響之內容，包含：「違反固定污染源逸散性粒狀污染物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管

理辦法之缺失記點及處理原則」、「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三級防制

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特定大型污染源之種類規模及

最低可達成排放率控制技術」、「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

準之燃料」、「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鍋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臺中市鋼鐵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四條、第五條修正草案」、

「屏東縣設備元件加嚴標準」、「臺中市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在水污法規修訂方面，涉及業者防治措施、排放標準及費用收受等對產業

有影響之內容，包含：「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管理辦法」、「放流

水標準」、「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臺中市大安溪放流水標準」。 

另此外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修正探礦、採

礦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小水力發電定義，調

整增訂裝置容量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設施興建或添加機組工程規定、增加位

於特定敏感區位或大規模設置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應環評規定，並修正設置地

熱發電機組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 

隨著國內環保法規趨嚴，建議產業於平時運作之情況，加強自廠數據之蒐

集及整理，並可搭配統計方式，作為自我檢視之診斷工具，以提升各項環保政

策之因應能力。另建議產業持續注意修法動態，並適時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供意見，俾使修法內容不至於對產業產生負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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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在我國經濟發展歷程中，工業部門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依據

112 年工業部門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重為 37.99%，且工業就業人

口占總就業人口之比例為 41.53%，其中我國工業發展以製造業為主，

112 年製造業產值約為 17.6 兆元(文獻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112

年第 4 季製造業產值統計」，2024 年 2 月 23 日)，工業於我國經濟發

展及整體就業具有相當貢獻；而隨著時代的進步，且為因應全球暖

化帶來日趨頻繁的極端氣候型態，國人除追求經濟成長，對環境保

護愈加重視。我國環保法規管制日益趨嚴，且為有效提升空氣品質、

水質、土壤及地下水品質，環境部除加嚴環保法規管制規定外，另

制訂空氣污染防制方案及水污染防治方案，並授權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擬訂空氣污染防制計畫，訂定更具體改善作為及目標，爰

近年來與產業相關的環保規定及標準要求，已逐漸影響產業之發展

方向；然國家發展政策是以整體為考量，無法偏廢任何一個重要環

節。我國永續發展策略中的三大支柱為經濟、社會、環境，經濟部

產業發展署(下稱本署)歷年來協助產業致力於降低對環境之影響，

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及永續經營，兼顧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目

標。 

本署「產業綠色技術提升計畫」針對 113 年度環保機關修法重

點，包含「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水污染防治法」(下稱

水污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下稱土污法) 及「環境影響

評估法」(下稱環評法)，分析環保法規修訂動態、彙整產業現況分

析與衝擊及國際管制趨勢，彙編「113 年度環保法規趨勢分析報告」

(下稱本報告)，協助產業適時掌握環保法規管制動態，提前準備因

應改善，以符合環保單位規定與國民對生活品質與健康提升之期待。

因受計畫執行方向影響，本報告未彙整廢棄物清理法、資源回收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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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法及氣候變遷因應法相關法規制(修)訂內容，相關管制方向可

參考環境部彙編之 113 年度環境部施政計畫。 

環境部組織法業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奉總統 112 年 5 月 24 日

公布，環境部於112年8月22日正式改制為環境部。環境部成立後，

為因應 2050 淨零排放、改善空氣品質、資源循環與化學物質管理等

議題的重視，調整環境品質改善策略由污染管制轉變為預防管理，

設置 4 個三級行政機關（含氣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

理署、環境管理署）及 1 個三級機構（國家環境研究院），規劃整合

事權擴增業務；另設有 5 個業務司(含綜合規劃司、環境保護司、大

氣環境司、水質保護司、監測資訊司)，相關組織架構及業務司執掌

如附件所示。 

本報告彙整 113 年度各級環境主管機關制(增)修訂之空氣污染防

制相關法規共 11 項、水污染防治相關法規共 4 項、環境影響評估相

關法規共 1項，共計 16項，如圖 1.1-1所示，詳細內容於第二章分別

說明修正內容、法制進度、產業現況分析與國際管制趨勢。 

 

 

圖 1.1-1 113 年度環保法規修訂領域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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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環保法規因應成果 

2.1 空氣污染防制法規 

空氣污染是近年來國人極為重視的環境污染議題。隨著資訊科技

的進步、公民針對空污議題的關注程度提高、以及環保團體持續揭

露空污危害與嚴重性，加上媒體的傳播報導，越發提升民眾對空污

之風險意識與重視。為回應民眾對空氣品質改善的迫切訴求，有效

解決國內空污問題，故近年環保機關新增與修正許多有關空氣污染

防制法規之管制措施。 

環境部於 106年 6月 23日發布「空氣污染防制法」(下稱空污法)

修正草案，106 年 12 月 14 日行政院會通過修正案，歷經立法院審議

及 8次朝野黨團協商，立法院於 107 年 6 月 25 日三讀通過，107 年 8

月 1 日由總統公布施行。為落實空污法相關規定，環境部盤點後續

須完成之子法並陸續配合空污法條文之授權與立法精神作修正；法

規研訂面向可分為 4 大類，包含源頭管制塗料揮發性有機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 VOCs)成分標準、透過排放標準訂定及健康風險

評估工具管制有害空氣污染物(Hazardous Air Pollutants, HAPs)管末排

放、精進連續自動監測設施(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s , 

CEMS)及強化空氣品質不良應變達到預防管理目的、落實許可內容

及空氣污染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等相關資訊公開。 

為全面改善國內空氣污染問題，環境部於 106 年提出空氣污染

防制策略，擬定並執行「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且為持續擴大空

污減量成效，並於 109年再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09－112年)，

主要為解決細懸浮微粒(PM2.5)及臭氧(O3)問題，規劃以改善 PM2.5 年

平均濃度為目標，同時納入 VOCs 污染減量，以達成 PM2.5 及 O3 符

合空氣品質標準之目標；由於即將屆期環境部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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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每 4 年滾動式檢討之規定，訂定「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13 年至 

116 年）」（以下簡稱第二期方案）），以持續改善我國空氣品質。短期

性污染影響主要發生於特定季節時期等，則推動季節性改善措施及

應變作為，期減緩空氣品質不良事件之發生。 

為結合淨零排放路徑之能源轉型、產業轉型、生活轉型等，並

搭配綠運輸及循環經濟推動改善，環境部等共九大部會 、國營事業

及經濟部轉投資事業等預計投入約新臺幣 766 億元執行第二期方案，

打破傳統固定源、移動源、逸散源面向思考，改以專案管理方式，

由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八大面向 37 項管制策略(如圖 2.1-1)，包

括：（一）精進行業減量技術、（二）車輛 機具全盤掌握、（三）建

構跨部會專案管理、（四）區域開發重點監控、（五）特定季節強化

應變、（六 ）2050 淨零共利減污、（七）經濟誘因推動減量、（八）

綜合管理及輔助工具；同時連結 2050 淨零共利減污，掌握減碳可能

之減污效果，預期於 116 年可減少約 15.5 萬公噸之空氣污染物排放，

若加計第一期方案減量，預計空氣污染物排放量相較 108 年可削減

約 35%。 

 
資料來源：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13 年至 116 年）核定版 

圖 2.1-1 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13 年~116 年)固定污染源管制策略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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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6 年「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推動起，在產業及各界努

力下，PM2.5、硫氧化物(SOx)、氮氧化物(NOx)、VOCs 總排放量自

105 年至 111 年 9 月已減少 30%；PM2.5 年平均值已提前達到降低至

15μg/Nm3 之目標，全國空品不良(PM2.5 空氣品質指標(AQI)>100)比

率亦由 106 年 13.1%減少至 110 年 5.6%。故為持續提升環境品質及

維護國人健康，環境部將持續推動「空氣污染防制方案」(113~116

年)，綜合考量國家政策規劃、跨部會合作及空氣污染管制技術發

展。，正式核定版已發布於環境部空氣品質改善維護資訊網 

(https://air.moenv.gov.tw/envTopics/AirQuality_7.aspx)。 

其中與固定污染源管制最為相關的為面向--精進行業減量技術

(圖 2.1-2)，主要以固定污染源為主要管制對象，盤點重要行業別具 

可行性之減量技術，並推動與產業減量協談共規劃 7 項管制策略，

包括水泥業、膠帶製造業、一般廢棄物焚化爐、半導體與光電製造

業、聚氨基甲酸酯塗布業、汽車製造業表塗作業等行業別排放標準

以及針對石化業之揮發性有機物管制標準等。透過環境部與地方政

府積極落實執行 113 年起生效之新（修）訂行業別排放標準，以達

推動法規所致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及揮發性有機物等空氣污染物減

量，預計規畫修正重點項目如下： 

一、鋼鐵業燒結工場空氣污染排放標準 

未來規劃採分章整併鋼鐵業相關排放標準，加嚴燒結工場氮氧

化物、硫氧化物排放標準。 

二、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未來規劃採加嚴氮氧化物及硫氧化物排放標準，並訂定起爐期

間氮氧化物排放標準。 

三、光電半導體產業空氣污染減量 

未來規劃採修正「 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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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 」 及 落實執行 「 半導體製造業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 ，

加嚴揮發性有機物與酸性氣體排放標準，並強化廢氣收集管制規範、

提升空氣污染物處理效率、強化新設污染源管制要求等方式，督促

公私場所落實空氣污染物有效處理 。 

四、汽車製造業表面塗裝作業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未來規劃以降低單位塗佈面積所致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強化

逸散源操作管理及推廣使用水性塗料或高固含量塗料。 

五、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未來規劃採修正燃燒塔使用、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揮發性有

機液體裝載設施、設備元件等管制規範；並考量石化工業區周圍有

風險偏高疑慮，優先針對重點運作有害空氣污染物之製程，包含儲

槽、裝載及槽車、設備元件等污染源加強排放管制。 

六、研議凹版印刷業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 

未來規劃採推動凹版印刷製程揮發性有機物管制。透過源頭管

制鼓勵業者採用低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之油墨，訂定製程廢氣收集

規定要求業者針對不同製程單元選用適當之集氣設施及應裝設具一

定處理效率之防制設備，訂定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標準等方式加以管

制，以期有效減少凹版印刷業所致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 

七、 研議表面塗裝作業揮發性有機物相關管制規範 

未來規劃採透過訂定塗裝、乾燥、清洗等不同作業區之操作及

處理規範，以及含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之儲存、運輸、調配及 

使用過程（如擦拭、清潔等之操作及處理規範 ，期能強化表面塗裝

程序逸散 

113年空氣污染防制法規制(修)訂現況彙整如表 2.1-1，針對重點

制(修)訂法規說明修正重點、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建議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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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內容說明如後。 

表 2.1-1  空氣污染防制法規修訂現況 

                                                   更新日期：113.12.20 

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作業

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中央公告法規修訂現況 

1 
行政

指導 

違反固定

污染源逸

散性粒狀

污染物空

氣污染防

制設施管

理辦法之

缺失記點

及處理原

則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4.2 

違反固定

污染源逸

散性粒狀

污染物空

氣污染防

制設施管

理辦法公

私場所 

考量公私場所未能依

本辦法設置或採行空

氣污染防制設施、監

測儀表或攝錄影監視

系統，且已提出替代

之方法， 報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後，仍未依替

代方法執行者，等同

未依本辦 法規定設

置、採行污染防制設

施，爰於新增未依替

代方法執行之記點規

定。 

2 
行政

指導 

環境部審

查開發行

為空氣污

染物排放

量增量抵

換處理原

則修正草

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10.1 

環境部辦

理環境影

響評估審

查之開發

行為 

因應環境影響評估開

發單位執行開發行為

施工期間空氣污染增

量抵換需求，將施工

期間空氣污染物排放

量增量抵換納入本原

則適用，並新增園區

導入低污 染運輸車

輛、施工機具取得清

潔排放自主管理標章

及街道揚塵洗掃、認

養空氣品質淨化區之

空氣污染減量得做為

抵換使用。 

中央預告法規修訂現況 

3 
法規

命令 

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

源應符合

混燒比例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6.20 

使用生質

燃料、廢

棄物再利

用燃料鍋

1. 以分3級方式管理資

源 循 環 燃 料 之 成

分、應具備之設施

及應採行之防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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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作業

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及成分標

準之燃料

(草案) 

爐業者 施。 

2. 合併初級固體生質

燃料及廢棄物再利

用燃料為資源循環

燃料。 

3. 簡化混燒比例計算

公式，以重量比例

計算混燒後低位發

熱量及燃料成分，

進 行 混 燒 比 例 規

範。 

4 
法規

命令 

公私場所

固定污染

源燃料混

燒比例及

成分標準

(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6.20 

使用生質

燃料、廢

棄物再利

用燃料鍋

爐業者 

配合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

成分標準修正並因應

國家淨零轉型政策及

產業循環經濟趨勢，

新增資源循環燃料，

本預告附表之燃料種

類、名稱須修正為一

致。 

5 
法規

命令 

鍋爐空氣

污染物排

放標準(草

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6.20 

工 業 鍋

爐、使用

資源循環

燃料其他

加熱設備

業者 

1. 新增資源循環燃料

排放標準使用單位

之定義。 

2. 新增資源循環燃料

適用之重金屬與戴

奧辛排放標準。 

3. 使用資源循環燃料

之既存鍋爐，加嚴

其重金屬與戴奧辛

排氣含氧百分率參

考基準。  

4. 除水泥業外，其他

加熱設備使用資源

循環燃料者，準用

本標準之重金屬與

戴奧辛排放標準規

定。 

6 
法規

命令 

「空氣品

質標準第

三條、第

四條修正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7.23 ―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5條

第3項規定應至少每4

年檢討1次本標準，並

考量我國空氣品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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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作業

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草案」 善現況及污染管制需

求，參考國際空氣品

質管制趨勢，修正各

項空氣污染物之標準

值及符合空氣品質標

準之判定方法。 

7 
法規

命令 

公私場所

應定期檢

測及申報

之固定污

染源公告

事項第二

項及第一

項 附 表

一、附表

二、附表

五修正草

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8.14 
工廠等固

定污染源 

因應「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

及成分標準」、「公私

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

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

準之燃料」及「鍋爐

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

準」修正，爰修正本

公告。 

1. 新增固定污染源同

時符合同一附表之

製程條件者，應依

最高之頻率實施例

行性定期檢測。 

2. 新增固定污染源使

用第二類、第三類

資源循環燃料之空

氣污染物檢測項

目、頻率規範及戴

奧辛排放檢測頻率

規範。 

3. 依膠帶製造業揮發

性有機物空氣污染

管制及排放標準規

定，修正附表五之

條件說明。 

8 
法規

命令 

固定污染

源空氣污

染物連續

自動監測

設施管理

辦法修正

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8.20 

符合本法

規條件應

設置連續

自動監測

設備之固

定污染源 

1. 新增粒狀污染物重

量濃度監測項目，

及其監測設施應符

合之設施與性能規

範、例行查核保養

及紀錄、數據連線

傳輸與保存、替代

監測方式及備用監

測設施等管制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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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作業

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範。 

2. 修正廢氣燃燒塔揮

發性有機物監測項

目名稱。 

3. 強化數據採擷及處

理系統管理規範。 

4. 使用資源循環燃

料，且應設置連續

自動監測設施之固

定污染源，應增設

氯化氫及一氧化碳

連續自動監測裝

置。 

地方預告法規修訂現況 

9 

自治

規則

及委

辦規

則 

臺中市鋼

鐵業空氣

污染物排

放標準第

四條、第

五條修正

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5.30 

臺中市轄

內鋼鐵業

者 

1.修正既存及新設污

染源的定義。 

2.加嚴燒結工場、煉

焦工場、煉焦爐排

氣設備及電弧爐粒

狀物、硫氧化物及

氮氧化物管制。 

3.環境部於 113.5.30 邀

請專家學者及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召開

審查會議，結論認

為仍有防制技術可

行性及執法實務上

之疑義。 

4.環境部將請臺中市

政府依「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

加嚴排放標準之作

業流程」規定之程

序，確認防制技術

可行性合理並與相

關機關及管制對象

協 商 或 進 行 說 明

後 ， 再 行 報 部 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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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作業

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10 

自治

規則

及委

辦規

則 

屏東縣設

備元件加

嚴標準(草

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6.6 

屏東縣轄

內具有石

化製程、

揮發性有

機液體儲

槽或揮發

性有機液

體裝載操

作設施之

設備元件

之業者 

1.環境部「揮發性有

機物空氣污染管制

及排放標準」第 30

條：「設備元件之淨

檢 測 值 不 得 大 於

10,000 ppm;並 自 中

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

日起設備元件之淨

檢 測 值 不 得 大 於

1,000 ppm。但經主

管機關稽查檢測設

備元件之淨檢測值

大於 1,000 ppm 且小

於 5,000 ppm，自發

現時起 24 小時內完

成修護者，不在此

限」。 

2.屏東縣參照高雄市

101 年公告之設備元

件加嚴標準，將設

備元件淨檢值由中

央公告法規之 10,000 

ppm 加 嚴 至 2,000 

ppm。 

11 

自治

規則

及委

辦規

則 

臺中市電

力設施空

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

(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6.18 

臺中市轄

內電力業

者 

1.增訂汽力機組之 10

項非汞重金屬排放

限值，並檢視轄內

汽電共生設備鍋爐

排放現況，加嚴硫

氧化物及氮氧化物

排放限值。 

2.加嚴氣渦輪機組及

複循環機組之氮氧

化物、氨氣及甲醛

排放限值。 

3.加嚴緊急備用設備

空氣污染物排放標

準。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上述增(修)訂法規中，本報告以對產業影響較深之法規進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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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目前主要研析內容為針對「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公

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及「公私場所固定污

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修正草案比較相關管制規

定，研析內容彙整如下。 

一、「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

燒比例及成分標準」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

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 

(113.06.30 研商會) 

(一)法規重點說明 

本次法規修正，主要為整併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及廢棄物

再利用燃料為資源循環燃料，並修正相關燃料品質及鍋爐排

放標準，修正重點如下； 

1. 新增定義： 

新增資源循環燃料之定義，於「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

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中，將資源循環燃料

分為 3 類，分別為固態生質燃料、固體再生燃料(SRF)、其

他廢棄物再利用燃料，詳表 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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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2 應符合「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

規範 

 
資料來源：環境部，113年。 

2. 增訂第 1 類、第 2 類(再細分 2 類) 燃料成分：於「公私

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附表 1 分別

規定第 1、2類共 3 種資源循環燃料成分標準，第 1類包

括氯、硫、鉛、鎘、汞、低位發熱量共 6 項、第 2 類包

括氯、鉛、鎘、汞、低位發熱量共 5 項，詳表 2.1-3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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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 

 
資料來源：環境部，113年。 

3. 防制設備規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

成分標準」，訂定使用第 2、3 類資源循環燃料者，須裝

設符合附表 2 之防制設備，未能符合規定者可於 114 年

4 月 1 日前提出防制計畫，報請地方環保局核准，改善

期限不得超過 117 年 1 月 1 日。 

4. 規範燃料用途：「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

成分標準」中，明訂第 2 類之燃料僅能使用符合「再生

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之廢棄物發電設備、水泥

旋窯、流體化床式鍋爐，並須裝設符合 BACT(最佳可行

控制技術 Best available control technology)之防制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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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類之燃料則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事業廢棄物

再利用之規定所公告、核准內容使用，詳表 2.1-4 所示。 

表 2.1-4 分類規範適用之污染源、應裝設之防制設施 

 
資料來源：環境部，113年。 

5. 新增管制標準：「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新增使

用資源循環燃料應符合重金屬(汞、鉛、鎘)及戴奧辛排

放標準(附表 2、附表 3)，另規定使用資源循環燃料者，

其排氣含氧量參考基準為：自法規公告至 114年 12月 31

日前以實測值計；自 115 年 1 月 1 日起為 11%，自 117

年 1 月 1 日起為 6%。 

6. 擴大管制對象：「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明訂

除水泥業以外之加熱設備，使用資源循環燃料者準用本

標準之重金屬與戴奧辛排放標準規定，詳表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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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 使用資源循環燃料者之重金屬與戴奧辛排放標準(草案) 

項目 
新增適用

對象 
草案排放標準 現行排放標準 

粒狀物 

SOx 

NOx 

有 使 用 資

源 循 環 燃

料之鍋爐 

30mg/Nm3 

50ppm 

100ppm 

(準用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30mg/Nm3 

50ppm 

100ppm 

戴奧辛 0.1 ng-TEQ/Nm3 

(準用中小型焚化爐排放標準) 

處理量<4 公噸/小時：0.5 ng-TEQ/Nm3 

處理量>4 公噸/小時：0.1 ng-TEQ/Nm3 

重金屬

及其化

合物 

鉛 Pb：0.2mg/Nm3 

鎘 Cd：0.02mg/Nm3 

汞 Hg：0.005mg/Nm3 

(準用中小型焚化爐排放標準) 

處理量<4 公噸/小時 

鉛 Pb：0.5mg/Nm3 

鎘 Cd：0.04mg/Nm3 

汞 Hg：0.05mg/Nm3 

處理量>4 公噸/小時 

鉛 Pb：0.2mg/Nm3 

鎘 Cd：0.02mg/Nm3 

汞 Hg：0.05mg/Nm3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二)國內管制規定草案修法過程說明 

3項修正草案前次於 112 年 7月 14日、7 月 20日預告，並

經環境部於 112 年 9月 25 日辦理研商會議，持續收集研析各界

意見後，於 113 年 6月 20 日再次預告修正，將等級 1固態生質

燃料改為第 1 類資源循環燃料，刪除「且非屬廢棄物再利用燃

料者」字樣；等級 2 固體再生燃料改為第 2 類，增加「並依其

成分區分 2 類」字樣；等級 3 改為第 3 類，刪除「包括以廢棄

物再利用作為燃料或輔助燃料，其指固體或液體之廢棄物直接

使用或以廢棄物為原料製造之固體燃料」字樣。 

新設與既存鍋爐認定日期，環境部於 103年 6月 24 日公告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其中對於新設與既存

鍋爐認定日期，將由前次草案之 107 年 9月 19 日，改為 113年

O 約 O 日(本報告截稿前尚未完成修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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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 

1. 本次「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將鍋爐及

水泥窯以外之加熱設備，使用資源循環燃料者均納入標

準，管制重金屬及戴奧辛排放，使用循環資源燃料之業

者面臨增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以及排放管道採樣設施

改造之成本壓力。 

2. 國際傳統燃料價格上漲及淨零減碳壓力，產業必須積極

尋求價格較低、具減碳效益之燃料，以減輕營運壓力，

本次標準修正除提供產業選用資源循環燃料之依據外，

相對提高使用再生燃料之成本。 

(四)國際管制趨勢 

參考環境部 111 年「三級防制區新設污染源控制及既存

污染源減量改善技術研析管制計畫」，各國推行廢棄物再利

用政策，因考量廢棄物成分複雜，並非所有廢棄物皆能作為

燃料使用，為避免公私場所隨意將廢棄物作為燃料使用，造

成更嚴重的空污危害，故訂定廢棄物作為燃料使用之種類、

來源、品質及限值規範等。 

美國 40 CFR Part 241.4 對於廢棄物燃料以廢棄物種類及

處理方式區分，如：規範廢棄物能作為燃料之種類，且須經

過前處理才能作為燃料、擬訂通用性之成分規範，或是依各

行業或污染源設備特性訂定特定的燃料品質要求規範，以達

廢棄物再利用與資源循環最大化、廢棄物及其污染控制最佳

化之效益，彙整表如表 2.1-6 所示。目前歐盟、日本及南韓

等國相關廢棄物再利用燃料之規範彙整如表 2.1-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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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 美國 40 CFR Part 241.4 對於廢棄物燃料之規範彙整 

  輪胎 煤渣 脫水漿紙污泥 建築廢木 回收廢紙 
經木餾油防腐 

處理之枕木 

用於燃

料之運

作管理 

1.非廢棄輪胎。 

2.需為輪胎收 集計

畫下生產之輪胎，

如從車 輛上拆卸 之

輪胎或 製程中不 合

規輪胎。 

1.從廢棄物中回

收之煤渣。 

2.生產方式需與

現行生產煤渣

方式相同。 

1.應在生產之紙漿或

造紙廠脫水製造及燃

燒。 

2.此材料應保持具提

供能量效益之熱值。 

1.燃燒設備需獲得最佳

管理程序之認證。 

2.最佳管理程序要求業

者使用之建築廢木不得

含有鉛料、防腐劑、重

金屬、塑膠及 PVC。 

3.廢木燃料需經過正分

選及負分選剃除含上述

物質之廢木，同時操作

人員應經過最佳管理程

序之訓練並保留訓練紀

錄並在 3 年內應為現場

操作人員，方可獲得認

證。 

1.需為已經過廢紙回

收程序產生之廢

紙。 

2.僅能為廢紙回收廠

內的固體燃料鍋

爐使用。 

1.需經過金屬移除及

破碎或粉碎處理。 

2.需為設計為生物質

燃料與燃油混燒之

設備使用。 

資料來源：111 年「三級防制區新設污染源控制及既存污染源減量改善技術研析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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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各國廢棄物再利用品質標準規範 

項目 

歐盟其他國家之 SRF 品質標準 日本 RPF JIS Z7311分類標準 南韓 SRF 品質標準 

歐盟 EN 15359 水泥窯燃料標準 
RPF-

coke 
RPF SRF 生質 SRF 

  1 2 3 4 5 西班牙 歐盟 瑞士   A B C 顆粒 非顆粒 顆粒 非顆粒 

含氯量(wt%) ≦0.2 ≤0.6 ≦1.0 ≦1.5 ≦3 - 0.5 <1 ≦0.6 ≦0.3 ≧0.3 且≦0.6 ≧0.6 且≦2.0 ≦2 - ≦0.5 - 

灰分(wt%) - <10 5 0.6~0.8 ≦5 ≦10 ≦10 ≦10 ≦20 - ≦15 - 

含鉛量(mg/kg) - - 200 - - - - - ≦150 - ≦100 - 

含鎘量(mg/kg,d) - - - <5 - - - - ≦5 - ≦5 - 

含汞量(mg/kg,d) ≦0.6 ≦0.3 ≦0.8 ≦1.5 ≦5 - - <5 - - - - ≦1 - ≦0.6 - 

熱值(MJ/kg) ≥25 ≥20 ≥15 ≥10 ≥3 - 15 - ≥33 ≥25 ≥25 ≥25 ≥35 ≥35 ≥30 ≥30 

含硫量(mg/kg,d) - <3 0.4 <0.5 - - - - ≦0.6 - ≦0.6 - 

含鎳量(mg/kg,d) - - - <10 - - - - - - - - 

含砷量(mg/kg,d) - - - - - - - - ≦13 - ≦5 - 

含鉻量(mg/kg,d) - <1.5 - <30 - - - - - - ≦70 - 

含水率(%,ar) - <1 - <10 ≦3 ≦5 ≦5 ≦5 ≦10 ≦25 ≦10 ≦25 

資料來源：111 年「三級防制區新設污染源控制及既存污染源減量改善技術研析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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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 各國廢棄物再利用品質標準規範(續) 

項目 

德國 義大利 芬蘭 法國 奧地利 

BPG1 

(發電) 

BPG2 

(水泥) 

BPG 3(磚

瓦窯) 

CDR中級

(焚化) 

CDR 高

級(水泥

/發電) 

CSS 汽化爐 A B C D 水泥廠 
發電廠熱輸出

比例≦10% 

熱輸出比

例≦15% 

含氯量(wt%) ≦1 ≦0.9 ≦0.7 

符合

EN15539 

之 1-3級 

≦0.6 ≦0.5 0.5-1 1-2 ≦2 - - - 

灰分(wt%) ≦20 ≦15 ≦9 ≦20 ≦15   ≦15 ≦15 15-25 25-35 ≦35 - - - 

含鉛量(mg/kg) ≦100 ≦200 ≦100 600 - - - - - - - - 

含鎘量(mg/kg,d) 9 7 10 - - - - - - - - 

含汞量(mg/kg,d) ≦0.5 ≦3 ≦1 

符合 

EN15539 

之 1-2級 

≦0.1 - - - - - - - 

熱值(MJ/kg) 
3,284-

4,780 

4,780-

5,736 

5,497-

6,453 
≧3,585 ≧4,780 - 

4,302-

5,736 
≧4,780 

3,824-

4,780 

2,868-

3,824 
≧2,868 - - - 

含硫量(mg/kg,d) ≦0.2 ≦0.3 ≦0.3 ≦0.6 ≦0.3     ≦0.25 
0.25-

0.5 
0.5-1 ≦1 - - - 

含鎳量(mg/kg,d) ≦50 ≦40 ≦30 ≦200 - - - - - ≦10 ≦11 ≦7 

含砷量(mg/kg,d) ≦10 ≦9 ≦5 ≦15 - - - - - 2 

含鉻量(mg/kg,d) ≦120 ≦100 ≦70 ≦500 - - - - - ≦25 ≦31 ≦19 

含水率(%,ar) ≦35 ≦20 ≦12.5 - - - - - - - - - - - 

資料來源：111 年「三級防制區新設污染源控制及既存污染源減量改善技術研析管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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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後續建議 

1. 針對前述事項，產發署已針對產業需求，提供環境

部相關草案修正建議配套，包括建議「因情形特殊

採用燃料、製程操作條件最佳化、新型式技術，致

未能採用附表二表列之防制設施者，業者應檢具符

合排放濃度之佐證資料，則不在此限。」並納入

「倘情況特殊，業者應提供相關佐證資料及詳細之

後續改善計畫及所需期程，向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申請展延，則可不受前項改善期限之限制。」

之修正文字，使業者於相關法規容有操作彈性。 

2. 因應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即將加嚴，本報告於

現場輔導使用 SRF 業者時，均建議應儘速檢視使用

之原物料含氯量，訂定含氯 3%以下之允收標準，同

時檢視廠內現有防制設備是否有處理戴奧辛或重金

屬之能力，必要時應增設有效之防制設備，以免法

令公告後因排放污染物濃度不符合排放標準而受罰。 

3. 建議使用資源循環燃料的業者，加強燃料品質管控

與來源追溯，逐步建立適合爐體的混燒配比、操作

條件及空污排放（包括 CO2）的相關數據，全面衡量

營運成本與減碳壓力。透過基礎數據的收集與分析，

作為未來全廠管理與優化運營的重要依據。 

二、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112.08.04 研商會) 

(一)法規修正內容描述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參考美國及歐盟等國

家最佳可行控制技術(BACT)、國內現行採用控制技術及歷

年監（檢）測結果、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研訂之加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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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及重大開發環評案件等，曾於 104 年、105 年及 109 年

計 3 次公告修正特定行業別製程之控制技術種類及應符合條

件。 

鑑於污染防制技術日益更新精進，因應國內製程現況，

並為改善近年臭氧空氣品質不良之狀況，環境部針對臭氧前

驅物揮發性有機物規劃預防性管制作法，本次修法係針對表

面塗裝中之船舶塗裝與鋼捲塗裝擬定相關技術管制規範，要

求其採行最佳可行之控制技術，包含管制源頭塗料之揮發性

有機物含量、製程集氣設施型態、排放管道濃度或削減率等。

詳如表 2.1-8 所示，要點如下： 

1.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條文說明： 

(1)增訂表面塗裝之鋼捲塗裝程序及表面塗裝之船舶塗裝

程序之 VOCs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2)修正非屬前述製程燃燒以外之污染源粒狀污染物最佳

可行控制技術規範之應符合條件內容。 

表 2.1-8  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加嚴管制標準 

管制對象 新設、變更製程之固定污染源 

污染物 揮發性有機物 

加嚴產業 
1.鋼鐵塗裝相關產業 

2.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控 制 技 術

種類限制 

鋼鐵塗裝相關產業 

1. 熱焚化技術。 

2. 活性碳吸附回收技術。  

3. 使用低污染性原（物）料。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1. 熱焚化技術。  

2. 活性碳吸附回收技 術。  

3. 使用低污染性原 （物）料。 

排放標準 

鋼鐵塗裝相關產業 

1.削減率大於或等於 98% 或排放濃度不大於 25ppm 規定 

2.塗料季平均符合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不大於 160g/L 規定。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鋼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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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最新動態 

環境部於 112 年 5 月 8 日預告草案，於 112 年 8 月 4 日

辦理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三)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 

本次「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公告事項」與「三

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針對鋼

鐵塗裝相關產業及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併同修正，修正目

的係為改善近年臭氧空氣品質不良之狀況，針對臭氧前驅物

揮發性有機物規劃預防性管制作法，詳細衝擊產業別及衝擊

面向如下： 

4. 衝擊產業別 

(1)從事鋼捲表面塗覆處理且產品為鋼捲，並具有塗裝及

乾燥單元者。 

(2)從事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且從事船舶及浮動設施之艙

口蓋、船體、鋼材、船舶內部裝潢塗裝作業單元者。 

5. 衝擊產業面向 

(1)從事鋼捲表面塗覆處理且產品為鋼捲，並具有塗裝及

乾燥單元者。 

(2)行業別為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且從事船舶及浮動設

施之艙口蓋、船體、鋼材、船舶內部裝潢塗裝作業單

管制對象 新設、變更製程之固定污染源 

1.採用密閉集氣設施，且符合排放削減率大於或等於 90% 或

排放濃度不大於 50 ppm 規定。  

2.塗料季平均符合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不大於 420 克/升規定。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玻璃纖維) 

1.採用密閉集氣設施，且符合排放削減率大於或等於 90% 或

排放濃度不大於 50 ppm 規定。  

2.塗料季平均符合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不大於 560 g/L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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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者。 

(四)環境部修法方向 

1. 本草案目的係針對高屏地區主要產業加強管制，包含鋼捲

及船舶塗裝，期望改善高屏空污問題。 

2. 環境部刻正積極規劃空氣污染防制方案與空氣污染防制計

畫之相關準則，以減少其他污染物如 VOCs 之排放量，包

括未來 4 年減量內容與期程，使地方政府有所依據。此

外，將於高屏地區規劃相關 VOCs 減量策略，之後並針對

行業別排放標準如光電業、印刷業等陸續檢討修訂。 

(五)後續產業因應建議 

1. 建議業者應掌握自廠狀況，有變更許可需求時應確認能否

因應相關管制辦法；最佳可行控制技術通常皆屬較為先進

或相對昂貴之設備，若有改善需求應儘速評估改善計畫，

檢視製程及相關設備之使用及操作現況，提早進行設備之

汰換及生產操作程序之調整，以符合法規要求。 

2. 本次修正草案預期對船舶塗裝製程有較大的影響，主要是

因為船塢過大不易圍封，建議船舶塗裝製程提早準備。另

本次修法有放寬低 VOCs 塗料的認定以符合產業實務使用

需求，因此建議廠商提早嘗試使用低 VOCs 塗料。 

三、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 

(112.08.04 研討會) 

(一)法規修正內容描述 

考量臭氧為近年空氣品質不良的指標污染物之一，為持

續改善三級防制區空氣品質，有必要同步針對臭氧前驅物氮

氧化物與揮發性有機物加強污染管制，減輕對於區域環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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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荷，故環境部擇定高揮發性有機物污染排放之製程對象，

與「固定污染源最佳可行控制技術」共同修正，要求特定行

業別採行合理可行之控制技術，包含管制源頭塗料之揮發性

有機物含量、集氣設施型態、排放管道濃度或削減率等，以

達妥善收集、減少揮發性有機物逸散排放，並削減三級防制

區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修正要點如下： 

1. 加強揮發性有機物(VOCs)進行管制，要求排放量較大的

固定污染源採用合理可行控制技術，達到排放濃度或削減

率的規定。 

2. 新增適用對象：修正草案新增了管制揮發性有機物的對象

和規模門檻，包括從事鋼捲表面塗覆處理和船舶塗裝作業

的製程，並規範其應採用的集氣設施、塗料揮發性有機物

含量等控制技術，詳細規範如表 2.1-9 所示。 

3. 修正草案明確規定公私場所提出固定污染源操作許可證

展延申請時，應檢附的證明文件和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內

容，以及集氣設施應核定的操作參數項目。草案預計於

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既存固定污染源的改善

工作，以期達到降低既存污染源空氣污染物之排放情

形，改善區域空氣品質的目標。 

表 2.1-9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污應削減排放量準則加嚴管制標準) 

法源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 

管制對象 既存之固定污染源許可排放量，達五公噸以上者。 

污染物 揮發性有機物 

加嚴產業 
1.鋼鐵塗裝相關產業 

2.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 

控制技術種

類限制 
無 

排放標準 
鋼鐵塗裝相關產業 

1.削減率大於或等於 95%或排放濃度不大於 30ppm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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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 

2.塗料季平均符合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不大於200g/L 規定。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鋼質) 

1.採用附表二之集氣設施，且符合排放削減率大於或等於 

85%或排放濃度不大於 60ppm 規定。 

2.塗料季平均值符合 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不大於 450g/L 規定。 

船舶及浮動設施製造業(玻璃纖維) 

1.採用附表二之集氣設施，且符合排放削減率大於或等於 

85%或排放濃度不大於 60ppm 規定。 

2.塗料季平均值符合 揮發性有機物含量不大於 650g/L 規定。 

資料來源：三級防制區既存固定污染源應削減污染物排放量準則 

(二)最新動態 

環境部於 112 年 5 月 8 日預告草案，於 112 年 8 月 4 日

與辦理修正草案討論會議。 

(三)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 

1.鋼捲塗覆塗裝 

(1)年排放量大於 5 噸的鋼捲塗覆業者包含中○、中○等

業者計 11家、15個製程。其中桃園市、台南市及屏東

縣各 1 家，其餘 8 家皆在高雄市。 

(2)鋼捲塗覆製程中 VOCs 排放約有 80%來自塗佈機逸

散，20%來自烘乾設備烘乾中產生，經調查目前僅 1

製程尚未設置集氣設備；72%密閉收集、塗布及烘乾

分別有 62%及 73%以 TO 或 RTO 焚化方式處理，其他

則以水洗塔處理，高雄市環保局近年持續要求增加處

理設備。 

(3)由於鋼捲塗覆業者因多位於高雄市及桃園市，近年縣

市環保局持續要求業者加強防制設備，目前已有 70%

業者密閉收集後以 TO 或 RTO 焚化處理。預期法規加

嚴對業者衝擊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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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船舶塗裝業 

(1)年排放量大於 5 噸的船舶塗裝業者計 15 廠 、20 個製

程。其中，基隆 1 廠，其餘 14 廠皆在高雄市。 

(2)船舶塗裝可分為金屬船及玻纖船 2 大類，其中金屬船

廠 5 家，玻纖船廠 10 家，目前船塢除台○外皆未設置

集氣或處理設備。由於船塢體積非常大，船體塗裝亦

不易達到包圍式操作，預期草案將對船舶塗裝業者造

成巨大衝擊。 

(四)後續產業因應建議 

1.有關船舶塗裝業的新增管制規定，本次管制條件包含艙口

蓋、船體、鋼材及船舶內部裝潢等對象之塗裝作業，其中

船體及鋼材是直接在船塢中進行塗裝作業，由於船塢體積

大，圍封抽氣後風量大、濃度低，空污防制設備設置及操

作成本高且將增加電費、燃燒瓦斯等消耗，建議廠商提早

因應。 

2. 本次修正草案有考慮源頭減量，提出產業實務上可達到的

的低 VOCs 塗料規範，建議業者先試用此類低 VOCs 塗

料，如台灣技服科技有限公司相關產品，或 SMART 

STRIP 等(若有全部清單可列出)，若有足以替代的商品可

省去後續圍封及處理工作。 

表 2.1-10 低 VOCs 塗料廠商及相關商品(節錄) 

序號 廠商 商品系列 

1 台灣技服科技有限公司 環保溶劑型-塑膠塗料 

2 沅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ALLNEX 水性塗料系列 

3 富聚股份有限公司 HI ROCK 系列 

4 台亨貿易有限公司 VERTECBIO ELSOL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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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F 水性樹脂系列 

3.業者若覺得製程中所排放 VOCs 或有害空氣污染物較環境

部公告的係數更低，可依「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

物排放量申報管理辦法」中附表：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空

氣污染物排放量計算方法申請自廠係數，自行建立廠內

VOCs 或有害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以爭取合理的費率。 

4. 草案要求業者於中華民國 114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改善工

作，若依現行草案要求，業者須於不到 2 年時間內完成改

善，時間似過於緊迫，建議產業踴躍參加環境部修法會議

反映現實狀況，以利爭取適當緩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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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水污染防治法規 

基於全球化發展及科技快速進步，事業為因應國內外生產之需

求，而產生之廢水種類日趨多元複雜，為有效管理事業或污水下水

道系統所排放之廢(污)水及強化環境生態體系之維護，環境部配合

資源循環經濟之政策推動與水污法及其相關子法之修正，積極加強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管理及加嚴特定業別之放流水標準，以提升水

資源之維護管理及創造宜居之生活環境。 

本年度水污染防治法規修訂現況彙整如表 2.2-1，與產業較有關

連之法規為「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及「放流水標

準」的修正草案，說明如下： 

表 2.2-1  水污染防治法規修訂現況 

更新日期：113.12.20 

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 

作業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中央公告法規修訂現況 

1 
法規
命令 

放流水標
準(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12.18 
指定之事

業 

1. 針對半導體業、

光電業和科學園

區優先推動保護

區外放流水總磷

管制，給予既設

者適當緩衝期，

區 分 三 階 段 管

制 ， 分 別 為100 

mg/L(116年1月1

日)、30 mg/L 

(118年1月1日)和

16 mg/L (120年1

月1日)。 

2. 針對106年已經加

嚴銅限值的對象

(半導體業、光電

業、化工業、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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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 

作業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刷電路板業、電

鍍業、金表業、

金屬基本工業、

園區污水下水道)

管制。 

3. 針對製革業(濕藍

皮 製 成 成 品 皮

者)、印刷電路板

製 造 業 、 屠 宰

業、肉品市場以

及醫院、醫事機

構，新增放流水

氨氮標準，給予

既設者適當緩衝

期，區分兩階段

管制，分別為75 

mg/L (115年1月1

日)、30mg/L (118

年1月1日)。 

中央預告法規修訂現況 

2 
法規

命令 

水污染防

治措施計

畫及許可

申請審查

管理辦法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1.11 
指定之事

業 

1. 新增核發機關審

查水措計畫或許

可證（文件）之

申請、變更或展

延，不得以任何

形式之處分增加

法規未明定之義

務。並規定核發

機關因水措計畫

或 許 可 證 （ 文

件）之誤寫、誤

算等顯然錯誤，

得隨時更正。另

就水措計畫或許

可證（文件）之

展延審查，規定

核發機關得予變

更原核准登記事

項情形。 

2. 新增事業或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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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 

作業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下水道系統辦理

水措計畫或許可

證（文件）之申

請 、 變 更 或 展

延，須先繪製污

染流向示意圖。

另如涉及他類環

保許可之申請、

變更、異動或展

延時，須同時提

出。 

3 
法規

命令 

水污染防

治措施及

檢測申報

管理辦法

(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11.1 
指定之事

業 

1. 增訂廢污水化學

需 氧 量 濃 度 達

2,000 mg/L以 上

且核准排放或納

管 水 量 達500 

CMD之石化業、

造紙業、食品製

造業與醱酵業應

採行厭氧處理廢

水。 

2. 廢污水或污泥採

行厭氧處理者應

申報沼氣生成、

回 收 或 處 理 情

形、能源化利用

率。 

3. 增訂指定對象進

行水質全氟化合

物檢測申報並符

合監視值 規定。 

地方預告法規修訂現況 

4 

自治

規則

及委

辦規

則 

臺中市大

安溪放流

水 標 準

（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11.27 

依水污染

防治法事

業分類及

定義公告

之事業或

污水下水

道系統，

以臺中市

列管項目：磷酸鹽 

1. 新 設 事 業 或 系

統：100 mg/L (自

發布日後6個月施

行) 

2. 既 設 事 業 或 系

統：285 mg/L (自

發 布 日 後3年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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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 

名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 

作業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大安溪為

最終承受

水體，且

廢（污）

水許可相

關文件所

核准之最

大日排放

量規模達

1000CMD

以上 

行)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一、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草案) 

(113.11.01 研討會) 

(一)法規重點說明 

1.廢水能源化、資源化管理 

傳統廢水處理主要以污染物去除、符合放流水標準為

目標，多採好氧生物處理，有用電量大、耗能排碳及廢棄

污泥量大等問題。目前國際上已積極推動透過厭氧方式處

理高濃度有機廢水，並將產生之沼氣回收作為能源使用；

在此國際趨勢下，為達到我國淨零排放、資源循環等發展

目標應思考採行厭氧處理技術、利用所生沼氣等措施，以

推動廢水處理朝能源化發展。 

為推動廢水處理朝能源化發展，環境部推動廢水處理

具能源化潛勢事業(如造紙、石油化學、食品及醱酵業等)

達一定規模以上者，規範其應採行厭氧處理，以及公共污

水處理 廠達一定規模以上者，規定其污泥應採行厭氧消化；

另廢水或污泥厭氧處理所生沼氣應收集、處理或利用，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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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沼氣量申報相關事項等。  

2.廢水全氟化物管理 

研究顯示全氟化物對人體及環境生物具毒性或致癌性，

近年來國際斯德哥爾摩公約已將 PFOS、PFOA和 PFHxS等

列為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因應國際斯德哥爾摩公約對全氟化物禁限用管制，各

國已啟動廢污水全氟化物含量調查，美國部分州已於許可

要求進行放流水監測。 

根據國內調查顯示，事業原廢水和放流水全氟化物檢

出濃度範圍介於 ND 至數十 µg/L 間，為保護水體環境及接

軌國際管理趨勢，環境部規劃增定相關管理規定。 

(二)國內外管制規定比較 

1.廢水能源化、資源化管理 

國際上紙漿及造紙業、食品業及公共污水廠以厭氧

處理高有機廢污水回收沼氣產能歐洲沼氣協會(EBA)建議

歐盟應訂定指引規範污水處理廠汰舊換新時導入如厭氧

處理等更節能及永續廢水處理方式。 

國內能源化潛力業別約千家僅約 12%採厭氧，有沼

氣回收再利用者更是少數(僅 22 家)，詳表 2.2-2 所示。 

表 2.2-2 國內能源化潛力業別 

事業別 水污列管家數 設置厭氧處理單元

家數 

已規劃或設置沼氣 

再利用家數 

石油化學業 70 13 1 

造紙業 146 7 5 

食品製造業 655 78 3 

醱酵業 56 18 1 

公共污水下水道 137 12(污泥) 12 

合計(家數) 1,064 128(約 12%) 22(目前有調查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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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推動廢水處理能源化座談會議，環境部，113 年 

2.廢水全氟化物管理 

美國 2021 年發布多行業 PFAS 研究報告 2023 年發布 

「15 號放流水指引規劃」說明 PFAS管理策略方向。各州

政府積極推動廢污水全氟化物管理作為，詳圖 2.2-1 及圖

2.2-2 所示： 

 
資料來源：廢水全氟化物管理諮商座談會議，環境部，113 年 

圖 2.2-1 美國「15 號放流水指引規劃」PFAS 管理策略方向 

 
資料來源：廢水全氟化物管理諮商座談會議，環境部，113 年 

圖 2.2-2 美國州政府廢污水全氟化物管理作為 

於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增訂指定對

象進行水質全氟化合物檢測申報並符合監視值規定，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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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受影響家數約 610 家(電鍍業最多)： 

(1) 科學工業園區和工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79 家) 

(2) 廢水排放至地面水體且製程有使用光阻劑之晶圓製造

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36 家) 

(3) 廢水排放至地面水體且製程有使用鉻霧抑制劑之電鍍

業、金屬表面處理業。(440 家) 

(4) 廢水排放至地面水體且製程有使用撥(潑)水劑或具撥 

潑水效能化學品之印染整理業、紡織業、製革業、造

紙業、化工業。(55 家) 

列管對象需檢測申報放流水 PFOS、PFOA 和 PFHxS

濃度，頻率為每年 1次，放流水新興關注項目檢測結果連

續 2 次未能符合監視值(PFOS：0.12μg/L、PFOA：1.7μ

g/L、PFHxS：2.1μg/L)者，應進行自主削減管理。檢測

申報數據累計連續 3次以上均符合監視值者得免檢測申報。

但經主管機關稽查採樣數據不符監視值者應恢復監測，

詳表 2.2-3 所示。 

表 2.2-3 國內全氟化合物檢測申報規劃 

申報項目 指定申報對象 申報規定 

全氟化物 

半導體業 

光電業 

化工業 

電鍍業 

金表業 

印染業 

紡織業 

製革業 

造紙業 

園區污水下水道 

新增要求檢測 PFOS、PFOA和 PFHxS 

檢測申報頻率 1 次/年，連續 2 年未符合監視值，應自主削減管

理，連續 3 次符合監視值，後續可免申報： 

監視值： 

PFOS：0.12μg/L    

PFOA：1.7μg/L 

PFHxS：2.1μg/L 

資料來源：廢水全氟化物管理諮商座談會議，環境部，113 年，本報告彙整 

(三)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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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廢水能源化、資源化管理 

產業推動事業廢水能源化，需同時考量廢水特性及

廠內經營環境等客觀條件，不一定全部適用厭氧處理： 

(1) 廢水特性是否適合生物處理：部分有機廢水含有抑制

微生物物質，如鹽類、油脂、巨環類芳香族等，導致

微生物無法生存。 

(2) 廠內設置空間是否充足：部份業者廠內無額外空間增

設厭氧處理系統。 

(3) 工廠環保人員是否具有穩定操作的能力：厭氧處理系

統操作難度高，稍有不慎，可能反而造成放流水超過

放流水標準。 

(4) 沼氣產量是否具經濟效益：部分案場沼氣產量低或不

穩定，收集後經濟效益低，導致回收年限長，對中小

型企業負擔大。 

(5) 初設設備資金是否足夠：部分設備如厭氧反應槽、沼

氣發電機初設成本高，對中小型企業有資金壓力。 

(6) 在沼氣計量上，數據品質及管理作法恐難以統一：目

前業界皆採用不同的流量計，且流量計有易阻塞、損

壞。 

(7) 國內專業人員不足：厭氧系統運轉與設計專業人力不

足，國內缺乏專門訓練課程，甲級廢(污)水處理專責

人員訓練班亦無相關課程。 

(8) 產業園區沼氣再利用方式受限：依據「都市計畫法施

行細則」所設立的乙種工業區(如頭份產業園區、台

中產業園區)，無法設置沼氣發電設施。 

2.廢水全氟化物管理 

(1) 我國目前並無全氟化物製造廠商，事業使用含全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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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化學品均為進口，且多以混合物方式添加於各類

化學品： 

⚫ 半導體業、光電業：黃光顯影製程作為光阻劑或界

面活性劑。 

⚫ 印染整理業、紡織業、造紙業、製革業：定型製程

作為拋光劑、清潔劑或是撥(潑)水劑。 

⚫ 電鍍業、金表業：硬鉻電鍍製程使用作為鉻霧抑制

劑。 

⚫ 造紙業：表面塗層，作為防水含防油用。 

(2) 依據環境部調查顯示，因多數 POPs 具高疏水性，存

在廢污水濃度低，除增 設活性碳或離子交換樹脂設

備外，不易藉由廢水處理程序移除，國外多由源頭進

行化學品管理或限制使用，降低進入廢水風險： 

(四)後續建議 

國內部分為國際供應鏈之產業多以因應供應鏈業主

要求進行改善，如宏 O 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其 2021 企業

永續報告書指出，自 2017 年起，每年進行 2 次危害性化

學品零排放(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ZDHC)

廢水檢測，除已於 2016年全面停用危害度大的碳 8(C8)含

氟撥水劑，並逐步提高無氟撥水劑的使用比例，終端製

程廢水檢測從未檢測到 PFCs。 

然國內部分電鍍及金表業之硬鉻製程，鍍槽在陽極

產生氧氣、在陰極產生氫氣，這些氣體由電極處上昇至

鍍槽的液面，由於壓力降低，使得氣泡變大，並在液面

破裂時將鍍液逸散出來，形成懸浮於空氣中的霧滴。除

了會損失鍍液，散佈在作業場所空氣中的鉻酸霧滴是一

種高腐蝕性物質，會造成勞工危害，並且污染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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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止鉻酸霧滴逸散，是藉由降低表面張力的方式

處理。一般電鍍工廠會使用鉻霧抑制劑、懸浮塑膠或保

麗龍球來降低氣泡的表面張力。鉻酸霧滴抑制劑主要為

含氟系列的界面活性劑，亦可使用陰離子或非離子的界

面活性劑；雖各工廠因應方式不同，但都必須考慮鉻酸

具強氧化能力的特性。 

綜上所述，有關全氟化物之管理，產業主要壓力為

國際趨勢將逐步要求禁限用。國內管理作法皆接軌國際，

化學署已指定禁限用物質共計 151種。後續建議業者應朝

尋找替代品之策略，如光電半導體顯影製程光阻劑、金

表電鍍業鍍鉻製程鉻霧抑制劑、造紙、紡織及印染業防

油防水塗佈等，協助產業因應未來禁限用趨勢。 

二、放流水標準(草案) 

(113.11.04 研討會) 

(一)法規重點說明 

環境部研擬針對高科技產業如晶圓製造及半導體製造

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科學工業園區專用污水下水

道系統，增訂放流水標準總磷管制。 

另考量銅為水體品質標準項目，且對水生生物具毒性，

爰推動放流水標準銅加嚴案 

此外，環境部自 100 年起已陸續推動高科技產業、石

化產業等放流水氨氮管制，具一定成效。108 年工業廢水

氨氮排放總量約為 24.9噸/日，已施行氨氮管制事業之排放

總量約占 80%，其餘未管制氨氮事業中以製革業(濕藍皮製

成成品皮者)、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屠宰業、肉品市場以及

醫院、醫事機構等廢水氨氮排放總量相對較高，故納入本

次氨氮管制加嚴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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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外管制規定比較 

1.總磷 

國外逐漸重視磷的管制，管制的國家及項目如：新加

坡管制正磷酸鹽，限值為 2 或 5 mg/L，日本、越南、韓國

則管制總磷，限值介於 4~16 mg/L，中國大陸、德國、越

南等針對特定業別管制總磷，限值為 0.3~20 mg/L，其中中

國大陸電子工業水污染物排放標準（管制對象包含半導體、

光電材料及元件等製造業）之總磷排放限值為 1 mg/L 

2.重金屬銅 

半導體業、光電業、化工業、印刷電路板業>500CMD；

電鍍業、金表業、金屬基本工業>150CMD 及園區污水下

水道，116 年 1月 1日由現行的 1.5 mg/L 調整為 1.0 mg/L。 

半導體業、光電業、化工業、印刷電路板業<500CMD；

電鍍業、金表業、金屬基本工業<150CMD，116 年 1 月 1

日由現行的 3.0 mg/L 調整為 1.5 mg/L。 

3.氨氮 

針對製革業(濕藍皮製成成品皮者)、印刷電路板製造

業、屠宰業、肉品市場以及醫院、醫事機構，新增放流水

氨氮標準。給予既設者適當緩衝期，區分兩階段管制，分

別為 75 mg/L (115年 1月 1日)、30mg/L (118年 1月 1日)。 

本報告彙整目前放流水標準加嚴項目及對象，詳表

2.2-4 所示。 

表 2.2-4 放流水標準加嚴項目及對象規劃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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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嚴

項目 
加嚴對象 加嚴標準 現行標準 

總磷 

半導體業 

光電業 

科學園區 

既設：100mg/L(116/1/1)   

              50mg/L(118/1/1) 

              25mg/L(120/1/1) 

新設：25mg/L 

位於水質保護區者：2mg/L 

氨氮 

製革業(濕藍皮製成者)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 

屠宰業 

既設：75mg/L(115/1/1)  

            45mg/L(118/1/1) 

新設：30mg/L 

位於水質保護區者：10mg/L 

銅 

半導體業 

光電業 

化工業 

印刷電路板業 

電鍍業 

金表業 

金屬基本工業 

園區污水下水道 

半導體、光電、化工、印刷電路板： 

既設(>500CMD)：1.0 mg/L(116/1/1) 

         (≦500CMD)：2.0mg/L(116/1/1) 

新設(>500CMD)：1.0 mg/L(116/1/1) 

         (≦500CMD)：1.5mg/L 

電鍍、金表、金屬基本工業：  

既設(>150CMD)：1.0 mg/L(116/1/1) 

         (≦150CMD)：2.0mg/L(116/1/1) 

新設(>150CMD)：1.0 mg/L(116/1/1) 

         (≦150CMD)：1.5mg/L 

園區污水下水道：1.0 mg/L 

半導體、光電、化工、印刷電路

板： 

(>500CMD)：1.5 mg/L 

(<500CMD)：3mg/L 

電鍍、金表、金屬基本工業： 

 (>150CMD) ：1.5mg/L 

(<150CMD)：3mg/L 

園區污水下水道：1.5 mg/L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三)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 

1.總磷 

依據環境歷年國內調查結果顯示，高科技產業（晶圓

製造及半導體製造業、光電材料及元件製造業、科學工業

園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原廢水總磷濃度達數百至數千

mg/L，處理後放流水總磷濃度最高為數百 mg/L，屬磷排

放濃度較高之對象；另近年科學園區環評監測資料顯示，

特定科學園區亦屬磷排放濃度較高之對象，放流水總磷濃

度最高可達數百 mg/L。 

磷酸鹽廢水主要處理方式：國內外污水除磷技術主要

有生物法、物理化學法 2 大類： 

(1) 生物法：藉由不同生物處理程序搭配(如 A/O(缺氧/好氧

生物程序)，A2/O(厭氧-缺氧-好氧)，利用微生物將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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磷酸鹽類消化掉，主要適合處理低濃度及有機態含磷廢

水。 

(2) 物理化學法：主要有混凝沉澱法、結晶法、離子交換吸

附法、電透析、逆滲透等，主要適合處理無機態含磷廢

水。 

目前傳統含磷廢水之混凝沉澱處理技術會衍生大量污

泥。即便採廢(污)水磷資源化技術，但因為國內法規限制

磷酸銨鎂等肥料再利用來源不得使用事業廢棄物，所產生

資源化產物將去化面臨問題。 

2.重金屬銅 

(1) 一般產業廢水中重金屬銅的樣態主要可分為離子銅(如

硫酸銅)，或是焦磷酸銅及化學銅的螯合型態。 

(2) 離子銅可使用常見的化學混凝沉澱，在適當的操作條件

下(pH 值 8.2~8.5)，處理水質可達到目前放流水標準；

倘再加嚴，則需再加鹼劑將 pH 值調整至 9.2 才可將放

流濃度降至 1mg/L 以下，而後續則需要再加酸劑將 pH

值調整至 6~9 以符合放流水標準。 

(3) 承上，業者後續調整酸鹼的過程中，將增加污染產生量

及相關藥劑的使用操作成本，另外，添加酸鹼劑亦將使

放流水的導電度增加，將增加業者推動放流水回收使用

難度，恐不利於產業推動節水及減碳措施。 

(4) 另化學銅因屬螯合樣態，實務上需再經過電解或是化學

氧化等方式進行前處理後，才能再用混凝程序沉澱，倘

後續加嚴排放標準，預期產業對於回收去化管道之需求

將會提升。 

3.氨氮 

製革業(濕藍皮製程成品皮者)因為有機物含量高，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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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主要採取生物曝氣法進行氨氮廢水的處理，受限於產業

規模，延長曝氣處理時間恐缺乏足夠改善用地面積，需再

用其他源頭減量的方式降低生物處理設施(如加裝截流器減

少油脂、動物組織毛髮進入)的處理負荷。 

印刷電路板製造業其氨氮廢水，因含重金屬及雜質等

不利生物處理之因素，加上採用傳統化學混凝方式去除對

氨氮去除效果有限，而實務上產業不易增設處理設施，且

本業屬代工型態在原物料替代上需多方考量產品品質，不

易執行。爰建議在訂定管制標準時，應考量本業在整體水

環境的貢獻度酌以訂定合理的排放標準。 

目前氨氮資源化，還是以高科技產業的高濃度氨氮廢

水為主要再利用對象，故後續如需推動製革業(濕藍皮製程

成品皮者)、印刷電路板製造業之氨氮廢水資源化，尚需考

量再利用處理廠之處理技術及量能，否則僅加嚴放流水標

準，業者只能增加設備提高處理成本因應，難以配合政策

規劃達成資源化之目標。 

(四)建議因應 

1.建議業者優先從原物料進行源頭管制，盤點磷酸及氨氮污

染物產生來源，提升原物料使用率，降低相關物質進入廢

水之量體，減少後續管末系統處理負荷。 

2.建議將廠內含銅廢水單獨收集處理，並視需求增設線上回

收裝置，減少重金屬銅進入廢水轉化成污泥的比例。 

3.針對廠內的氨氮廢水，建議考量增設相關濃縮設備，將濃

度提高至 1,000mg/L 以上，轉交相關再利用廠商，降低委

託處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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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 

環境影響評估(以下簡稱環評)制度引進國內已逾 20 餘年，我國

環評制度主要以美國為範本，惟有別於歐美先進國家，國外環評審

查係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導，評估開發案對於環境之影響，綜合

考量國家經建發展需求做成開發准駁之決定。然國內環評審查則係

由環保主管機關召開審查會議，作成環評審查結論，並依據環評法

第 14 條規定，擁有准駁開發行為之權利。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中，無論在評估制度、審查程序、相關

技術等方面之進展皆日趨成熟，環評制度之精神首重於開發行為之

事前預防及事後管制，即環評開發案件在規劃階段即先考量環境保

護，符合環境品質標準或使現已不符環境品質標準者不致惡化。環

評法自民國 92 年後便無修正更新，直至 112 年再次修正。環評法增

訂第 16條之 2條文，經立法院於 112 年 4月 14日三讀通過，並由總

統於 112年 5月 3日公布，為有效運用國土資源及考量環境保護與經

濟開發平衡，環境影響說明書、評估書或環境現況差異分析及對策

檢討報告之審查結論公告後，開發單位遭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廢止其

開發許可文件者，審查結論失其效力，並且溯及既往。原環評法僅

規定環評或環差審查結論對開發行為之構成要件效力，而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針對開發計畫之廢止後，是否影響環評或環差審查結論之

效力，並無完善法令規章與制度，本次條文增訂除了賦與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介入已獲得環評審查結論之開發案之權力，未來對於開發

許可的廢止也會受到更多關注。 

立法院於 112年 5月 9日三讀通過環境部組織法，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於 112 年 8 月 22 日改制為環境部。原環保署綜合計畫處之環評

相關業務移交至新成立之環境保護司，組改後之業務亮點包含環境

影響評估、環境教育與環境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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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影響評估：透過環境影響評估法規定需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之開發行為，使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兼籌並顧，

以達永續發展之目標。 

⚫ 環境教育：透過建置環境教育探索館，整合環境部環境

教育資源及成果，並擴大宣導環境部重點政策。 

⚫ 環境非政府組織：推廣設立環境保護財團法人及公益信

託，並擴大輔導及監督環境保護財團法人及公益信託之

業務範圍及財務狀況。 

環境部未來施政目標及策略包含檢討環境影響評估制度，精進

強化現有法令執行及改善行政作業程序；健全環境影響評估機制及

相關配套措施，並加強開發單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盡之義務，

落實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落實專案小組初審會議 3 次為原則，提

升個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效率。 

除前述之環評母法第 16 條之 2 增訂案外，本年度環境部修訂環

境影響評估法規項目彙整如表 2.4-1，主要為 113 年 9 月 5 日修正並

研商公聽之施行細則及認定標準，因增修內容主要為探礦、採礦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規定，並配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小水力發電

定義，調整增訂裝置容量未達二萬瓩之水力發電設施興建或添加機

組工程規定，另增加位於特定敏感區位或大規模設置之太陽光電發

電系統應環評規定，無涉及產業執行環保法規之實際作為，故本報

告無進一步詳細說明環評法規修正重點、產業現況分析與衝擊說明、

國際管制趨勢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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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1  環境影響評估法規修訂現況 

            更新日期：113.12.20 

序

號 

法制

層級 

法(律)規名

稱 

制(修)訂概況 

管制對象 主要修訂內容 法制作業 

進程 

最新動態

日期 

中央公告法規修訂現況 

1 
法規

命令 

開發行為應

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細目

及範圍認定

標準(草案) 

☑研議 

☑預告 

☑研商公聽 

□正式發布 

113.9.5 

應 實 施

環 境 影

響 評 估

之 開 發

單 位 及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關 

1. 修正探礦、採礦應

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規定。 

2. 配合再生能源發展

條例修正小水力發

電定義，調整增訂

裝置容量未達二萬

瓩之水力發電設施

興建或添加機組工

程規定。 

3. 增加位於特定敏感

區位或大規模設置

之太陽光電發電系

統應環評規定。 

4. 修正設置地熱發電

機組應實施環境影

響評估規定。 

5. 為鼓勵新興能源之

研究發展（如氫

能、去碳燃氫技

術），新增經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核准

之試驗性計畫免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規

定。 

6. 配合歷次修正並依

實務需求，明確開

發行為涉及累積

（開發擴建）規模

累積起算方式。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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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論 

本署歷年參與各環保法規會議，皆廣蒐產業意見，並蒐集相關

環保法規文獻資訊，彙整分析擬修訂之環保法規修訂動態、彙整產

業現況分析與衝擊及國際管制趨勢，包括空氣污染防制、水污染防

治、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環境影響評估及環境檢驗測定等法規

領域，分析受衝擊之產業類別。 

環境部為加強揮發性有機物的治理，本年度預告多項相關法規，

包含「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及「鍋爐空氣污

染物排放標準」等草案，以分 3 級方式管理資源循環燃料之成分、

應具備之設施及應採行之防制設施，並擴大將其他加熱設備使用資

源循環燃料者納入管制。建議業者依此標準規劃使用鍋爐種類及其

防制設備類型，以因應未來法規實施後的衝擊，並建議使用加熱設

備的業者皆須注意法規生效日期。 

環境部另外為達成整體環境水質的保護目標，陸續推動廢水能

源化及資源化政策，修正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檢測申報管理辦法，逐

步推動新興污染物自主監測管理制度，並加嚴放流水標準，針對特

定行業別分階段加嚴總磷、氨氮以及重金屬銅排放濃度，建議業者

後續應持續加強廢水操作系統管理及穩定度，並依據後續實施期程

預先規劃相關改善工程措施。 

除環境部持續增(修)訂環保法規外，各縣市環保局亦可透過增

(修)訂地方法規強化區域污染排放管理，本署於本年度掌握臺中市

環保局之修法動態，臺中市則透過訂定自治條例加強管理重大空氣

污染源，以及加嚴標準控制電力業及鋼鐵業之空污排放，業者亦須

關注各縣市之管制作法，若有執行困難建議在草案公告前加強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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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國內環保法規趨嚴，產業如被迫改善，必須進行大規模調

整而使營運受影響；惟技術可行性應為訂定眾多加嚴標準考量之一，

在緊湊之草案訂定程序下，產業往往無法及時提供有關執行面上窒

礙難行之佐證，供環保單位作為制訂標準之參考，故建議產業於平

時運作之情況，加強自廠數據之蒐集及整理，並可搭配統計方式，

作為自我檢視之診斷工具，以提升各項環保政策之因應能力。另建

議產業持續注意修法動態，並適時配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供意見，

俾使修法內容不至於對產業產生負面影響。 

本署持續協助輔導改善污染排放之業者，達成削減目標及維持

正常營運發展，並提升產業之改善意願，以確保我國產業於永續發

展歷程中，能即時採取有效且靈活之策略行動，並兼顧環境保護與

經濟發展，促進產業升級及競爭力。亦呼籲產業應配合以下事項，

以確保本身權益： 

一、 常與產業公(協)會聯繫，關心環保法規修訂訊息及時程。 

二、 積極參與本署或環境部召開之法規研商公聽、宣導說明及其他

環保法規相關會議。 

三、 隨時掌握污染排放現況，考量各項污染改善方案，可申請本署

輔導資源。 

四、 各類污染物排放源頭改善方面，應評估使用清潔能源及導入清

潔生產之可行性；後端管末防治(制)方面，應優先考量使用

BACT 之可行性，及強化自主管理，俾免因環保法規加嚴修訂

而投入更多因應成本。 

五、 參考及運用本署所提供之輔導、諮詢等資源平台。例如：產業

綠色資訊網(https://proj.ftis.org.tw/eta/)等。

https://proj.ftis.org.tw/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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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院環境部組織架構及業務司執掌說明

圖 1 環境部組織架構圖。 

綜合規劃司(原綜合計畫處)業務新增「綠生活轉型與淨零排放

關鍵戰略」；環境保護司(原綜合計畫處)業務新增「污染防治許可證

整合營運」，並擴大「非政府組織管理」業務量能；大氣環境司(原

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擴大「逸散污染源與施工機具空氣污染

管理」業務量能；水質保護司(原水質保護處)業務新增「水體水質

低污染衝擊創新技術」、「事業廢水創新處理技術與資源化之政策」、

「新興污染物質管理」，並擴大「水質總量管制」、「飲用水水質管

理」、「廢水及污水污染源管理」等業務量能；監測資訊司(原環境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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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及資訊處)擴大「環境資料」業務量能，彙整如圖 2 所示。 

圖 2 環境部業務司組織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