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修正草案研商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9月14日（星期四） 上午10時0分 

二、 地點：法鼓文理學院推廣教育中心 R715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

延平南路77號7樓），同步採視訊會議進行 

三、 主席：蔡孟裕司長                                                  紀錄：謝知行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到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簡報：略。 

七、 研商意見： 

（一） 經濟部工業局 

1、 本次空氣污染防制費菒案，第一級距適用門檻下修，受

衝擊對象除國內重大產業如石化、鋼鐵、電力、水泥等，

將擴大影響範圍至其他大型企業。另經濟部水利署於112

年2月開徵耗水費，未來加上碳費開徵，將大幅增加產業

經營成本。 

2、 甲苯、二甲苯為製造業廣泛使用之有機溶劑，包括機械

製造、印刷、表面塗裝、膠帶製造等產業均會大量使用，

本次修正將甲苯、二甲苯徵收費率提高100%~150%，將

對中小企業造成明顯衝擊，且中小企業多以質量平衡法

申報空污費，未將產品殘留、廢液等非排放於空氣之溶

劑量扣除，造成申報排放量大於實際排放量，建議大部

考量中小企業經營現況及申報狀況，再考量費率合理性。 

3、 近年受疫情影響，國內傳統產業面臨訂單下滑、人力不

足等困境。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112年9月公布之當前經

濟情勢報告，全球經濟成長力道疲弱，7月我國工業生產

指數年減15.2 %，持續呈現負成長，傳統產業因終端需求

持續疲軟，景氣展望不佳。空氣污染防制費於112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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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已調整1次費率，不宜在短期內2度調整，造成產業

沉重負擔。 

（二） 地球公民基金會 

1、 肯定環保署大氣司重新檢討及調高空污費率，民間團體

有聽到部分業者提出的擔心包括景氣及費率調整等問題，

其實上次（今年初）費率調整研商會議中，許多民間團

體已認為跟社會的期待有落差，還有很多不足，所以我

們那一次研商會就提出修訂建議，並非是6月底新的空污

費率公布後民間團體才又再提修改意見。 

2、 從數據看，台灣空氣品質是在改善中，但正因為如此，

改革已進入到深水區所以需要更進一步的努力去注入力

量，空污費當然是其中之一。 

3、 其實各項環保政策壓力是促進各產業思考包括減碳及淨

零及空污等的挑戰，如剛剛主持人蔡司長舉例減少 VOCs

改用水性製程等等，希望以製程的調整與替代的方向來

因應，希望產業提升與轉型，更有競爭力，並非想阻礙

產業發展，地公跟很多環保團體，都希望在當前淨零減

污共利的趨勢下產業可以脫胎換骨。 

4、 友團主婦聯盟南部辦公室也很關心此事，今天剛好有事

無法出席，我也代為一起表達，我們支持這次修法方向。 

5、 呼應台南社大環境小組及大社環境守護聯盟提出包括考

量空氣污染防制成本及減量成效等訴求，也支持本次大

氣司提出的大戶級距。台灣整體空品尚未達到WHO空氣

品質指南的目標，尤其南部空氣品質仍有不平等落後的

情形，期待在即將公告的第二期空氣污染防制行動方案

中，大氣司能更應積極強化政策。 

6、 建議大氣司未來能彙整廠商逐年增設改善空污相關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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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數據（因此而能減免空污費），以讓社會廣為知曉空

污費率調高的成效。 

7、 臭氧管制是日後焦點，VOCs 收費級距與費率的檢討頻率

應該更為積極。 

8、 有害、致癌空氣污染物種（尤其是鄰近社區的工業區常

見、排放包括甲醛、各種VOCs健康疑慮物質如乙醛、環

氧乙烷、重金屬鎳及其化合物等）收費應盡速列入評估 

（三）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新法（112/06/30公告）已調升空品不良季節收費費率，本

次草案（112/07/11公告）針對排放量大戶新增收費門檻，

但仍建議調升第二、三季費率，促使中小型工廠積極推動

製程改善或提升防制效率，進而降低各污染物排放量。 

2、針對112/06/30修正草案公告新增收費的3種揮發性有機物

個別物種（氯乙烯、1,3-丁二烯、丙烯腈），公私場所若

有使用含有氯乙烯 、1,3-丁二烯 、丙烯腈且使用質量平衡

計算者在10月申報時就要申報上述3項個別物種嗎？申報

計算基準是從112/07/01開始起算嗎？ 

（四）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根據環境部歷次的新聞稿，大氣空氣品質有越來越好的趨

勢，感謝先進的一起的努力，針對產業界，空污費可作為

一種經濟誘因，但希望空污費徵收可以考量技術可行性、

經濟可行性及社會衝擊性，因為產業後續還有碳費徵收的

壓力，對業界為蠻沉重的負擔，根據業者社會衝擊性，大

氣環境司於今年6月已修正發佈收費費率，大氣司是否可

依據6月內容，先實施一段時間，再評估第二次草案加徵

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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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社環境守護聯盟 

1、 尚有許多有害物種如：甲醛、乙醛、環氧乙烷，都應納

入收費標準，例如我們住在高雄大社工業區旁，環氧乙

烷常出現於社區，我們希望這些物種可納入項目裡面。 

2、 有害空氣污染物的排放對居民健康影響很大，但收費常

受揮發性有機物排放1公噸才收費的限制，建議有毒、致

癌的個別物種收費應與揮發性有機物的收費門檻脫鉤，

只要有排放就收費。 

3、 大社工業區有許多風險物質未收費，如：重金屬鎳，希

望大氣司規劃收費標準。 

（六） 台南社大環境小組 

1、 感謝環境部納入我們的建議，調高甲苯、二甲苯及氮氧

化物的費率，但調升幅度與我們訴求尚有差異，舉例：

甲苯、二甲苯為有害物種排放量的冠、亞軍，排放量還

是很大，占總體排放量的8成，我們期望甲苯、二甲苯費

率是否能與其他有害物種相同，甲苯、二甲苯於預期效

益未呈現，本次費率修正是否能促使甲苯、二甲苯實質

降低? 

2、 氮氧化物目前防制成本尚較空污費高，業者可能選擇繳

費不做空污防制，希望環境部進一步說明如何減量？我

們期望能調高費率讓業者能轉嫁至防制措施，而非僅是

繳費。 

3、 支持本次費率修正，空污費不只收費，其引導廠商利用

補助的方式減少排放，許多廠家反映景氣問題，希望延

後推動，空氣影響大家的健康，故因經濟問題而延後推

動，不合理，支持政策勾稽，持續改善。 

（七） 台灣螺絲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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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污費徵收應漸進，現在景氣不好，應延後徵收，若要加

重，請未來再加重。 

（八） 台灣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 

目前製造業約10幾萬家，依台電相關數據顯示，有5萬家

為衰退的，我們當然支持投資空污防制設備，但是否有思

考現行減量是因為景氣不好，工廠減產，導致減量，還是

投資在空氣設備品質，或是因加嚴管理措施，而減量，是

否有客觀分析，讓業者充分瞭解，支持國家政策推動，均

未於本次報告說明，僅說明本次空污排放還是很高，需持

續減量，這個我們支持，但拉力與推力須均衡，空污收費

能否轉成拉力，補助工廠裝設防制設備，除加嚴管理外，

是否能有補助及正面協助輔導方式。 

八、結論： 

本次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將作為草案修正參考。對於

本次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會後1周內提出意

見，俾作為後續草案修正參考。本案承辦人聯絡窗口：謝先生，

聯 絡 電 話 (02)2311-7722 分 機 6213 ， 電 子 郵 件 ：

chhshsieh@moenv.gov.tw。 

九、散會：上午12時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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