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林縣固定源空氣污染防制法
規說明會 

中華民國108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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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主席致詞 

14：40~14：55 議題一：許可證申請及管理應注意事項 

14：55~15：10 休息 

15：10~15：25 
議題二：近期已預告相關之空污法子法草案內

容說明 

15：25~15：40 綜合討論 



議題一：許可證申請及管理應注意事項 

議題二：近期已預告之辦法、公告或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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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許可證申請及管理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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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可管制」是建立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前之審核，

及運轉後之追蹤管理制度，以達成「新設污染源之預

防」及「已設立污染源持續改善」之管理策略。 

藉由許可查核及稽查管制作業執行，陸續發現部分業

者對法規認知差異及未依許可規定內容操作等問題。 

5 



 透過許可制度當作法規遵循之整合平台，主管機關藉由事

前審查，確保業者於符合各項法規規定之前提下，方能設

置及操作。 

 許可內容係整合空污法相關法規要求，業者可從許可證核
定內容瞭解應符合之規定及應盡之義務。  

許可審核 

排放標準 
20條 

設施及操作規範 
23條 

監檢測規定 
22條 

排放量申報 
21條 

易致空氣污 
染物限制 

28條、29條 

緊急應變 
33條 

總量管制 
8-12條 

專責人員 
34條 

依
許
可
內
容
設
置
及
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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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撰寫文件 

 工廠負責人及專責人員至少需了解申請文件內容(E表-現場

設備、M表-原物燃料產品、A表-防制設備、P表-管道)與

現場一致性。 

 有產生污染量之設備皆須計算排放量-逸散或密閉收集至管
道。 

 排放量計算與空污費申報排放量計算方式相同。 

 管道高度計算。 

 展延許可證申請者環保局已設立諮詢專線及快速審查窗口。 

 現場操作紀錄報表與對應之監測儀表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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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代辦代書業者申請 

 工廠負責人及專責人員至少需了解申請文件內容(E表-現場

設備、M表-原物燃料產品、A表-防制設備、P表-管道)與

現場一致性。 

 需自行掌握申請進度，建議利用固定源網路系統了解退補
件狀態。 

 現場操作紀錄報表與對應之監測儀表合理性。 

 各項應紀錄頻率的可行性。(每小時、每批或每日紀錄)。 

 發證前現場查核，建議廠方及代辦者皆到場會同。 

  核發之許可證書僅能郵寄或廠方人員攜帶大小章親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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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證核發前現勘，符合率
65.9%，補正期限前完成修正者
核發新證，未完成者駁回案件。
常見不符合原因： 
儀表與文件不同-壓差計單位

mmH2O與cmH2O差異、以
公噸作為氣體及液體計量單位
☞依現況修正 
操作參數須修正-操作條件未

落於申請範圍內☞依申請內容
修正 
紀錄項目不符-申請「操作溫

度」、「物料溫度」或「廢氣
溫度」等通用之記錄項目，但
現場操作項目中操作溫度還可
分為爐膛溫度、廢氣出口溫度
或熱媒油溫度☞依現況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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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一: 

 A工廠從事熱媒加熱產生(M05) ，106年度因燃料用量超過許可核定量導致粒
狀物年排放量超過許可核定量10%。 (不符空污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案 例 二: 
  B工廠從事其他橡膠製品製造程序(M01)，現場燃油鍋爐(E011、E012)無裝
設水錶，無法確認自來水使用量，另洗滌塔(A002)現場監測儀錶為水錶，和
許可證核定監測儀錶為洗滌液流率表不一致。 (不符空污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 

解決方案: 
1.應注意燃料用量與每季污染物排放量掌握，日後之用量如可能超過許可核

定用量應請業者盡速辦理許可異動。 

2.應再確認許可核定內容及應記錄項目，是否與現場儀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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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三: 

 C工廠鍋爐製程設有洗滌塔、且須加入藥劑控制pH值，現場pH計已損壞無法
讀值又現場無加藥記錄報表、藥品購買數量單據明確顯示不足，經認定為防制
設備未正常操作(不符空污法第二十三條) 

案 例 四: 
 D工廠從事金屬表面處理(M03)，廢氣以氣罩收集至防制設備處理後排放，現
場發現氣罩效率明顯不足，輔以紅外線熱像儀偵測逸散嚴重。(不符空氣污染
防制法第二十三條) 

解決方案: 

 1.損壞之儀表應盡速修好；做好自主管理確實加藥並記錄；不應節省成本減
少加藥量，未來可能涉及不當利得罰款。 

2.應加強氣罩馬力或圍封設備，廠方可自購風速計隨時監測，另涉及逸散之
空污費追徵，環保局將進行追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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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五: 
    某工廠從事鍋爐蒸氣產生程序(M01)，現場查核發現固定污染源網路申報系
統於107年05月21日定期檢測報告未依規定進行申報。 (不符空氣污染防制法
第二十二條第3項規定) 

解決方案: 
    定期檢測報告完成後之三十日內，應於固定污染源網路申報系統進行申報，
且應確認申報狀態為完成申報而非申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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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二：近期已預告之辦法、公告或草案 

14 



 

15 

 108年8月6日修正發布「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名稱並

修正為「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新增健康風險評估

專責人員的設置規定，並強化代理制度。 

 第 十 一 條     本辦法修正施行前已核定設置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者，應於本辦法修

正施行日起六個月內，完成代理人之設置 。 

 優先納管鋼鐵、水泥、電力及石化業等有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HAPs ) 固定源，要

求設置健康風險評估專業人員，以落實執行降低有害空氣污染物所致健康風險之減

量管制工作。2年緩衝期進行人員招募及訓練， 至110年8月1日生效。(草案) 

 石化業指- 石油煉製業、基本化學原料製造業、石油化工製造業、塑膠、合成樹脂

製造業及人造纖維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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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7月26日訂定發布「違反空氣污染防制法義務所得利益核算及推估辦法」，

作為主管機關追繳不法利得之計算及推估依據。未來違反空污法規定者，除了可能

面臨最高2,000萬元的罰鍰外，如果有因為違規行為而有獲利者，包括違規者本身

( 例如工廠 )及相關人員( 例如代操作者、代檢驗者、專責人員… )等，都可能會被

追繳不法利得。  

  對於長期或重大違規者，可能有財產上的積極利益(例如超量使用原( 燃 )物料生產

所多賺的錢 )，或有該支出而未支出的污染防制設備購買及操作維護費用( 例如水、

電、耗材、藥劑等費用 )，而產生的消極利益( 即少花的費用 )，這些利益都應該追

回。 

 辦法內容：提示主管機關注意追繳所得利益的重大違規行為；積極、消極及總所得

利益的類型及核算、推估方法；引用數據、資料的來源、追繳期間的認定方式( 往

前追溯6年， 往後到改善為止 )；舉證責任及相關機關( 構 )協助查證、專家協審及

協調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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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狀物、重金屬及戴奧辛： 

1.屬環保署公告之72個行業製程別者，107年第三季起應依檢測結果或公告係數
(已公告223個固定源排放係數)計算排放量並繳納空氣污染防制費。 

2.化學製造、塑橡膠業、金屬鑄造、冶煉、表面處理、塗料製造等製程需申繳粒
狀物排放量及徵收金額。 

3.指定製程除粒狀物排放量需再加增重金屬與戴奧辛；砂石/堆置場僅徵收粒狀物 



空氣污染防制法於於107年8月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0700080891號
令公布施行，公布實施後新增多項管制工具，包含燃料成分及混燒比例管制、
資訊公開、三級防制區指定削減、技師操證簽證等，延續污染預防管理外，
進而依實際管制需求減量。 

此次修正強化源頭管理、專業管理、區域管理及資訊公開四個面向，以強化
與精進污染預防管理作為及實際行政管制需求，另由於本次修法幅度較大因
此將許可管理辦法另作系統性章節整併，此外根據近年執行現況，簡化及彈
性化部份行政及執行流程，以簡政便民。 

18 



 盤點空污法修正後有關許可之條文，除既有之預防管理精神外，增加了減量
與公開的概念，因此啟動許可管理辦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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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標準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適用於本縣轄內固定污染源使用燃料之加熱設施。 
第三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加熱設施：指使用固體、液體或氣體燃料之加熱爐、裂解爐及鍋爐。  
二、新設污染源：指本標準發布日(含)後設立之污染源。  
三、既設污染源：指本標準發布日前已完成建造、建造中或完成工程發包之

污染源。但既設污染源符合固定污染源設置與操作許可證管理辦法所稱
變更條件者以新設污染源論。  

第四條  本縣加熱設施排放管道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如附表。但特定行業別、區域設
施另定有較嚴格之排放標準者，應優先適用該標準。  

第五條  本標準各種污染物之濃度計算，均以凱氏溫度二百七十三度及一大氣壓下未
經稀釋之乾燥排氣體積為計算基準，燃燒過程排氣中之氧氣百分率以六%氧
氣為參考基準，但對特定行業標準另有規定者，則採該項規定中之排氣含氧
百分率為參考基準。  

第六條  本標準除另定施行日期者外，新設污染源自發布日施行，既存污染源自發布
後二年施行。 污染物 排放標準 

施行日期 
新設污染源 既存污染源 

粒狀物 30 mg/Nm3 
自發布日實

施 
發布後二年

實施 
硫氧化物 50ppm 
氮氧化物 100ppm 



許可證查核結果，歷年皆有不符情形，輕者可立即改善，重者可處分10

萬至2000萬元。彙整工廠應注意重點如下： 

 掌握法規新訊:應了解掌握修正新法，多參加環保局說明會或點閱環保局、

環保署網頁。 

 專責人員加強許可證核定內容的認知。 

 環保人員應加強廠內現場操作人員橫向溝通，尤其針對紀錄項目。 

許可證辦理諮詢專線：5321631、5320025 

固定源空污費申繳諮詢專線：5334114(申報月每周五上午9時

至11時，專人備有筆電於環保局1F諮詢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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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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