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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審查及成效評估作業說明表 

108 年 10 月 15 日環署空字第 1080076619 號函訂定 

110 年 4 月 19 日環署空字第 1101048512 號函修正 

112 年 7 月 11 日環署空字第 1121083320 號函修正 

112 年 11 月 27 日環部空字第 1121324718 號函修正 

112 年 12 月 15 日環部空字第 1121328644 號函修正 

項目編號 M-H-2-3-12 

項目名稱 
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審查及成效評估

作業 

承辦單位 大氣環境司交通防制管理科 

作業程序 

說明 

一、 本流程適用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空氣品質需求

及污染特性，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授權因地制宜劃

設空氣品質維護區後，擬訂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報本部

核定後公告，並於正式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定期

提報執行成果。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報請核定前應辦理事項： 

(一) 確認新設或變更空氣品質維護區之涵蓋範圍（劃設原

則請參閱附件一）。 

(二) 研擬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評估計

畫書（撰寫重點請參閱附件二）： 

1. 管制必要性：說明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

制措施之緣由與目的，並敘明管制現況、管制措施、

管制時段及方式、稽查方式與特殊情況之說明。 

2. 管制合理性：針對管制措施、管制區域與預定施行日

期（改善污染所需期程）進行合理性分析，以明確說

明透過此管制作法有助於目的之達成。 

3. 執行可行性：針對管制措施執行可行性進行分析，並

於執行前應有周延宣導措施，且部分管制措施執行

時，可加入替代可行方案，提供便民措施。 

4. 衝擊評估：分析受管制之移動污染源種類及數量或影

響產業。 

5. 預期成果分析：得依以下方式分析預期成果。 

(1) 藉助空氣品質監測站、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移

動式監測或微型感測器等，分析空氣品質維護區

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可達成空氣品質之提

升。本項應於計畫書中詳述監測或微型感測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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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地點。  

(2) 藉助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

污染源管制措施可達成空氣品質之提升。 

(3) 估算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污染物之減

量。本項估算方式得參考中央主管機關提供之移

動污染源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減量模組說明。 

(4) 估算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移動污染源

（車輛）組成變化之改善。 

(5) 其他可分析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之效益，

如民眾滿意度提升。 

(三) 與相關機關及受影響對象協商： 

應與受管制措施影響對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及相關機關進行協商溝通，並得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

議。 

(四) 法制作業程序： 

1. 辦理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預告程序

及研商會議，應將不同意見及未採納理由詳敘於會議

紀錄，並依附件三所列格式整理參採情形。 

2. 應提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法制單位審查，

未辦理者應敘明原因及檢附佐證文件。 

3. 應提送直轄市、縣（市）政會議或同層級之會議審核

通過。但於研商會議已邀請轄內跨局處單位者，不在

此限。 

(五)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1. 依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第三項規定報中央主管機

關核定。 

2. 報核定時應檢附資料如下： 

(1) 管制措施評估計畫書：包含原始電子檔（WORD

檔、PDF 檔）及書面資料。 

(2) 召開相關會議之會議紀錄及辦理法制作業之佐證

文件。 

(3) 各影響單位意見彙整表（附件三）。 

(4) 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及審

查確認表（附件四）。 

(5) 應提供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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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修正）總說明。 

三、 中央主管機關收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請核定資

料後，應辦理事項如下： 

(一) 書面資料審查： 

1. 檢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核定時應檢附資

料之完整性。 

2. 檢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已踐行第二點規定

之辦理事項。 

3. 審查所擬訂之管制措施應與管制目的、預期成果分

析具關聯性。 

4. 提送中央主管機關法制單位就法制面審查所擬訂公

告草案之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 

5. 經檢核結果認定內容有欠缺、需補充資料或修正

者，中央主管機關應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限期補正。 

6. 必要時中央主關機關得邀請專家、學者、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及相關人員於劃設區位時進行現

場勘查，與地方共同推動。 

7. 經通過書面資料審查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檢附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份數之報核資料，提送

中央主管機關會商審查會議討論。 

(二) 召開會商審查會議： 

1.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每案管制措施影響層面、管制作

法及衝擊程度，召開會商審查會議，邀請本部空氣

污染防制技術諮詢小組委員（至少三人）擔任會商

審查會議委員並出席會議，並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列席說明；若案情簡單，則由本部自行審

查，不再召開審查會議。 

2. 另中央主管機關得視前述案件需求邀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列席。 

3. 審查方式： 

(1) 經檢覈認定內容無牴觸法規。 

(2) 針對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

緣由、管制現況、管制措施、管制期程、衝擊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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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及預期成果是否合理等進行審查，可參考附件

四所列重點進行審查。 

(三) 本部作成審查結論，審查結論樣態如下： 

1. 決議： 

(1) 准予核定：依會商會議審查結論，全案審查通過

且無需修正，予以核定。 

(2) 部分核定：依會商會議審查結論，部分內容須再

研議，其餘審查通過且無需修正予以部分核定。 

(3) 修正後核定：會商審查會議審查結論為需修正內

容，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修正後送中央

主管機關確認後核定。 

(4) 不予核定：經審查退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再行斟酌，全案不予核定。重新擬訂管制措

施，依本作業流程重新提報。 

2. 未決議：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會商審查

會議意見修正報請核定資料後，再次提報會商審查

會議確認，並辦理後續事項。 

(四) 辦理期限： 

1. 自收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核資料後應於

六十日內完成審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

次補正日數不納入計算。 

2. 前項因情況特殊，需較長時間審查者，中央主管機

關得敘明理由通知延長審查期限。 

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且實施

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應每月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

站系統提報管制措施實施之成果（詳附件六）。 

控制重點 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是否依

「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審查及成

效評估作業」提送相關資料。 

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提擬訂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

污染源管制措施資料是否皆已完成法制作業程序。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提空氣品質維護區擬訂移動

污染源管制措施符合空污法第四十條規範，且管制措施有

其必要性。 

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且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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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應每月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網

站系統提報管制措施實施之成果。 

五、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完成審查。但因情況特殊，需

較長時間辦理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通知延長審查

期限，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各次補正日數不納入計

算。 

法令依據 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 

使用表單 附件一、空氣品質維護區設置參考原則 

附件二、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評估計畫書

撰寫重點。 

附件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空氣污染防制法擬訂空

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各相關單位意見彙

整表。 

附件四、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及審查確

認表。 

附件五、空氣品質維護區標示與告示牌型式（範例）。 

附件六、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平臺系統填報頁面與填報內容指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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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及審查作業流程圖 

開始

與相關機關及受影響對象協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辦理預告與研商會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送主管機關之法制單位審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備齊前述相關資料提報中央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擬定管制措施評估計畫書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酌各單位意見，修正管制措施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通知限期補正

中央主管機關

1.管制必要性
2.管制合理性
3.執行可行性
4.效益及衝擊評估
5.預期成果分析

提送縣(市)政會議或同層級之會議
審查通過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L-F-2-3-12

未辦理者應敘明原因
及檢附佐證文件

已於研商會議邀請轄內
跨局處單位者，不在此
限

審查

中央主管機關

否

是

1.檢視報核定時應檢附資料完
整性。

2.視已踐行作業程序說明第二
點規定之辦理事項。

3.審查所擬訂之管制措施應與
管制目的、預期成果分析
具關連性。

4.提送中央主管機關法制單位
就法制面審查。

5.審查方式：
(1)經檢覈認定內容無牴觸法規

。
(2)針對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

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緣由、
管制現況、管制措施、管制
期程、衝擊評估及預期成果
是否合理等進行審查

(3)中央主管機關或審查小組依
附件四所列重點進行審查

結束

依決議核定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

通知不予核定

中央主管機關

修正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

依決議核定
部分措施

中央主管機關

·准予核定 ·部分核定 ·修正後核定 ·不予核定

六
十
日
內
完
成
（
各
次
補
正
日
數
不
算
入
）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情況會同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實地勘查

必要時中央主管機關得邀請專
家、學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相關人員於劃設區
位時進行現場勘查，與地方共
同推動。

1.管制措施評估計畫書 
2.召開會議之會議紀錄與法制作
業之佐證文件

3.各影響單位意見彙整表（附件
三）

4.空維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
擬訂及審查確認表（附件四）

5.應提供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
染源管制措施之公告（修正）
總說明

審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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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空氣品質維護區設置參考原則 

 

以改善空氣品質、維護國人健康為宗旨，本部鼓勵各縣市政府設置空氣

品質維護區（以下簡稱空維區）。其中低污染運具因無涉廢氣排放或屬較低

污染排放，對空氣污染影響較小，鼓勵各縣市政府設置空氣品質維護區時，

能以僅准許行駛低污染運具進入為優先考量。為使各縣市政府在規劃空氣品

質維護區有所依歸，擬訂「空氣品質維護區設置參考原則」，包含：匡列原

則、命名原則、管制時段、管制措施原則等事項，分項建議如後。 

1、 匡列原則 

1. 規劃設置空維區應以提升空氣品質及改善污染特性為優先目標，並需

有主體標的，因地制宜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如：「禁止或限制

特定車輛進入」、「禁止或限制移動污染源所使用之燃料、動力形

式、操作條件、運行狀況及進入」或「其他可改善空氣品質之管制措

施」。 

2. 以「學校」為主體劃設空維區者，應包含學校周圍 4 米以上巷道進行

管制為原則。 

3. 以「工業區」、「物流園區」、「轉運站」及「觀光地區」為主體設

置空維區，則應至少需包含車輛出入口、所屬停車場及周圍 8 米以上

道路管制為原則。 

4. 船舶以「港區」為主體設置空維區，應包含行政院核准之港區範圍為

原則。 

2、 命名原則 

    空維區應依管制區域之主體標的名稱命名為原則，讓民眾及用路人能

從名稱判讀受管制之範圍，如：ＯＯ學校、ＯＯ港、ＯＯ轉運站、ＯＯ

工業區、ＯＯ物流園區等。 

3、 管制時段 

    空維區管制時段應視管制效益，可限全時段管制或可針對尖峰時間

（如：上下班時間、市場營業時間）、空品不良季節等與空氣品質改善

直接相關的時段進行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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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制措施原則 

為改善空氣品質，管制措施優先以電動車為原則，次之以柴油車、汽油

車、燃油機車、施工機具與船舶為輔，具體建議管制措施分述如下：     

1. 電動車：電動車為低污染運具，建議朝向鼓勵電動車進入為原則。 

2. 柴油車：柴油車因其排氣成分污染程度較高，建議管制措施為准許

「取得各縣市有效期限內自主管理標章者進入」或「因緊急狀況或執

行公務經縣市政府特許者除外」。 

3. 汽油車：汽油車排氣對環境污染影響較柴油車輛小，建議管制措施為

准許「取得各縣市有效期限內之定檢合格者進入」或「因緊急狀況或

執行公務經縣市政府特許者除外」。 

4. 燃油機車排氣對環境污染影響較汽柴油車輛小，但距人群活動範圍

近，管制措施為擁有「有效期限內之定檢合格紀錄者進入」或「因緊

急狀況或執行公務經縣市政府特許者除外」。 

5. 施工機具：施工機具於運轉、行駛或操作時產生粒狀污染物致影響空

氣品質，建議納入空維區管制對象內，管制措施為取得有效期間內之

「施工機具清潔排放自主管理標章」。 

6. 船舶：船舶於港區範圍內行駛及停泊期間，因其主引擎、輔助引擎及

輔助鍋爐運作之空氣污染物排放，直接衝擊港區及鄰近地區空氣品

質，並對於從業人員及鄰近居民有影響之虞，建議管制措施可概略區

分如下： 

A. 「船舶減速」：於公告之水域範圍內，船舶進出港區航行速度

應低於 12 節以下。 

B. 「使用岸電」：具岸電之船舶停泊於具岸電碼頭，時間超過二

小時以上，且有用電需求時，應使用岸電，並關閉輔助引擎。 

C. 「使用低污染燃料」：船舶於公告之水域範圍內，使用超低硫

燃油（硫含量 0.1% m/m）或其他低污染燃料如 LNG、甲醇

等。 

7. 建議管制措施能特別針對高污染運具限制或禁止，或是針對空品不良

季節或空品不良的尖峰時間實施管制措施（如：提高該時段停車費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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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評估計畫書撰寫重點 

一、管制必要性： 

說明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緣由與目的，並

敘明擬管制對象、管制範圍、管制時段及方式、稽查方式與特殊情況。  

（一）管制緣由與目的： 

空氣品質維護區（以下簡稱空品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

措施之擬訂緣由、特殊需要及管制目的。 

（二）管制現況：本項得依以下方式之一說明。 

1. 藉助空氣品質監測站、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移動式監測

車或微型感測器等，分析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

管制措施前之監測期程與污染物濃度。本項應於計畫書中

詳述監測站或微型感測器之設置地點。 

2. 分析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前，欲管制

對象之移動污染源特性、組成，如調查期程、車輛期別佔

比等。 

3. 其他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必要性，如民眾滿意度低。  

（三）管制措施： 

針對參考空污法第四十條第二項所訂定之管制措施內容進行說

明，原則如下： 

1. 車輛符合排放標準即可以使用，勿強制要求淘汰。  

2. 同一類型的區域（例如七大商港），因污染類型相同，可參考

其他縣市管制措施作法，規劃相同或類似之管制措施。 

（三）管制時段及方式： 

說明於空品維護區執行管制措施施行之時段，如平日、假日，

抑或全時、分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之預警或嚴

重惡化時段等。此外，如有配合其他交通管制措施一併於此進

行說明。如：實施高乘載管制、改變紅綠燈秒差或減少停等時

間等。 

（四）稽查方式： 

說明未來施行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時，將如何執行稽查管制作

業，如：稽查人員不定期稽查或科技執法…等。以下將以機車

或柴油車為例，說明管制進入空品維護區之汽車稽查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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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執法 

目前車輛大量稽查篩選工具以自動車牌辨識系統效益最佳，

故視空品維護區出入口需求條件（如電源供應、固定式門桿 /

燈桿 /號誌桿/監視器桿 /門架），協調該區域管理單位設置固定

式車牌辨識系統，或採移動式車牌辨識系統管制之。辨識結果

依車號、車種（或行程別）、違規日期時間、違規地點之照片

等具體事證，作為後續告發處分參考。 

2.稽查人員不定期稽查 

若空品維護區部分出入口無法設置固定式或移動式車牌辨

識系統者，將由稽查人員不定期至該區域採人力稽查方式執行

之。稽查結果亦依車號、車種（或行程別）、違規日期時間、

違規地點之照片等具體事證，作為後續告發處分參考。 

（五）特殊情況： 

說明倘遇自然或人為重大災害、緊急交通事故等其他緊急特

殊情況，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緊急管制疏導工

作，空品維護區實施之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得不在此限，待緊急

狀況解除則恢復原有空品維護區之管制規定。 

二、管制合理性： 

針對管制措施、管制區域與預定施行日期（改善污染所需期程）

進行合理性分析，以明確說明透過此管制作法有助於管制目的之達成。  

三、執行可行性： 

針對管制措施於空氣品質維護區可否執行進行可行性分析。說明

藉由相關方法或作為，可符合空品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規定。 

為減少民眾反彈，執行前應有周延宣導措施，亦可加入替代可行

方案說明，提供便民措施。如受限制之車輛不得進入空品維護區，相

關機關可宣導使用替代道路、提供其他交通方式代替（如搭乘公共交

通工具、提供鄰近公共自行車租賃站點…等）、研擬增加公車專用道

等便民措施；另為利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向社會大眾充分說

明或指示空氣品質維護區相關規定，可參考如附件四之空氣品質維護

區標示與告示牌型式範例。 

四、衝擊評估： 

分析受影響之移動污染源種類、數量或產業（如物流業、砂石業、

營造業、拖吊業等）。 

五、預期成果分析 （本項得依以下方式之一分析預期成果）  ： 

（一）藉助空氣品質監測站、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移動式監測或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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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感測器等，分析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可

達成空氣品質之提升。本項應於計畫書中詳述監測或微型感測

器之設置地點。 

（二）藉助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

施可達成空氣品質之提升。 

（三）估算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污染物之減量。本項估算方式

得參考中央主管機關提供之移動污染源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減量

模組說明。 

（四）估算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移動污染源（車輛）組成變化

之改善。 

（五）其他可分析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之效益，如民眾滿意度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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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研商會議各影響單位意見彙整

表 

單位名稱 建議修正意見 回應意見 

  【就各單位建議修正意見逐點

回應，並就參採情形擇一選定

以下選項】 

✽□參採 

✽□部分參採 

說明 

1. 

2. 

□未參採 

說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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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及審查確認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項     目 
頁碼或說

明 

符合者

打ˇ 

中央主

管機關

複核 

一、研擬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評估計畫書 

（一）管制必要性 

1. 管制緣由與目的。    

2. 管制現況。    

3. 管制措施。    

4. 管制時段及方式。    

5. 稽查方式。    

6. 特殊情況。    

（二）管制合理性 

1. 管制措施、管制區域合理性分析。    

2. 預訂施行日期（改善污染所需期程）合理性分析。    

（三）執行可行性 

1. 針對管制措施執行可行性分析。    

2. 執行前應有周延宣導措施。    

3. 替代可行方案說明，提供便民措施。    

（四）衝擊評估 

   分析受管制之移動污染源種類及數量或影響產業。    

（五）預期成果分析 

1. 藉助空氣品質監測站、交通空氣品質監測站、移動式監測或

微型感測器等，分析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

施可達成空氣品質之提升。本項應於計畫書中詳述監測或微

型感測器之設置地點。 

   

2. 藉助空氣品質模式模擬空氣品質維護區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

措施可達成空氣品質之提升。 

   

3. 估算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污染物之減量。    

4. 估算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移動污染源特性之改善。    

5. 其他可分析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之效益，如民眾滿意

度提升。 

   

二、與相關機關及受影響對象協商 

（一）應與受管制措施對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關進

行協商溝通之會議討論紀錄、相關意見及回覆處理情形等

相關文件。 

   

（二）召開專家學者審查會議之會議討論紀錄、相關意見及回

覆處理情形等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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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制作業程序 

（一）辦理預告程序。    

（二）研商會議之會議討論紀錄，應將不同意見及未採納理由

詳敘於會議紀錄，並依附件二所列格式整理參採情形。 

   

（三）應提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法制單位審查，未

辦理者應敘明原因及檢附佐證文件。 

   

（四）應提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縣（市）政會議或

相同層級之會議審查通過。但於研商會議已邀請轄內跨局

處單位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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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空氣品質維護區標示與告示牌型式（範例）  

為充分向社會大眾說明或提醒空氣品質維護區相關規定，可參考如圖 1 與圖

2 之空氣品質維護區標示與告示牌。其中標示圖示應與圖 1 一致，文字內容

得視管制措施調整；告示牌內容應至少包括：空氣品質維護區告示、管制區

域與範圍（含地圖）、管制注意事項（管制措施與處分方式）與設置單位。

前述標示與告示牌涉及尺寸、材質、設置位置等，得因地制宜設置，惟設置

前應取得各縣市管理單位同意；另設置提醒道路車輛使用者，距離應參考道

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如一般道路約 300 公尺前明確標示之；快速

公路、高速公路應於 1,000 公尺前明確標示之），並以離地設立為原則。 

                                           

                           

        圖 1 標示型式（範例）         圖 2 告示牌型式（範例）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10050001900-1060614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A040110050001900-10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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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平臺系統填報頁面與填報內容指引  

1、 本指引適用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視空氣品質需求及污染特性，依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授權因地制宜劃設空氣品質維護區（下稱空維區）

後，擬訂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報本部核定後公告，並於實施移動污染源管

制措施後，每月提報執行成果。 

2、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空氣品質維護區後，應於正

式實施前 1 個月，至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平臺系統（網址：

https://mobile.moenv.gov.tw/AirWebManage/Main，需環境部授權），提供空

維區劃設範圍、管制對象、管制時段、管制措施、正式實施日期等。 

3、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且正式實施空氣品質維護區

後，應至少每月 5 日前，至空氣品質維護區管制平臺系統（網址：

https://mobile.moenv.gov.tw/AirWebManage/Main，需環境部授權），填報以

下成果。若尚無實際成果者，僅需填報「—」即可。 

(1) 設置告示牌、標示與固定式車牌辨識系統座標與數量（表 1）。 

(2) 稽查管制對象數量與完成告發處分數（表 2）。 

(3) 進出空維區車種、期別與數量（不限管制對象）（表 3）。 

(4) 實施空維區後，藉助空氣品質監測站、交通測站、移動式監測車、微型

感測器等，監測空維區中之空氣污染物濃度，包括 PM、PM2.5、NO、

NO2 或 CO 等。（表 4） 

(5) 其他可分析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後之效益，如民眾滿意度（表

5）。  



18 

 

表 1、空維區設置告示牌、標示與固定式車牌辨識系統清冊  

縣市 空維區名稱 
告示牌 

（處） 

標示 

（處） 

固定式 

車牌辨識系統 

（套數） 

固定式車牌辨識

系統設置座標 

      

 

表 2、空維區稽查成果  

縣市 空維區名稱 管制對象 稽查數 告發處分數 

  

柴油大貨車   

柴油大客車   

柴油小貨車   

柴油小客車   

汽油小貨車   

汽油小客車   

四行程機車   

二行程機車   

電動公車   

電動小貨車   

電動小客車   

電動機車   

其他替代清潔燃料車輛   

船舶   

施工機具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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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空維區實施前 /後移動污染源組成變化（1）  

空維區 

名稱 
管制對象 期別 調查起日 調查迄日 車輛數 車輛佔比 

 

柴油大貨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柴油大客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柴油小貨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柴油小客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汽油小貨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汽油小客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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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空維區實施前 /後移動污染源組成變化（2）  

空維區 

名稱 
管制對象 期別 調查起日 調查迄日 車輛數 

車輛佔比 

 

二行程機車 

1 期        

2 期        

3 期        

四行程機車 

1 期        

2 期        

3 期        

4 期        

5 期        

6 期        

電動公車        

電動小貨車        

電動小客車        

電動機車        

其他替代清潔燃料車輛        

船舶 

使用岸電        

未使用岸電        

符合船舶減速        

未符合船舶減速        

施工機具 
未取得標章        

有取得標章        

其他          

說明：其他替代清潔燃料車輛包括油電混合、使用生質柴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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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空維區實施前後空品濃度監測結果  

空維區 
名稱 

監測站性質 
設置地點（請提供經

緯度座標） 
監測污染物 

實施前/實施後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單位 

 

空品測站  

PM10             μg/m3 

PM2.5             μg/m3 

NO             ppb 

NO2             ppb 

CO             ppm 

交通測站  

PM10             μg/m3 

PM2.5             μg/m3 

NO             ppb 

NO2             ppb 

CO             ppm 

移動式 
監測車 

 

PM10             μg/m3 

PM2.5             μg/m3 

NO             ppb 

NO2             ppb 

CO             ppm 

微型感測器 
 

請填寫「微型感測器
設置座標」 

PM10             μg/m3 

PM2.5             μg/m3 

NO             ppb 

NO2             ppb 

CO             ppm 

說明： 

1.請至少擇一監測污染物填寫，監測數值請以四捨五入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 

2.實施後監測起迄期程建議涵蓋一整年，包含各季，避免秋冬季節影響空維區執行成效。 

3.移動污染源中屬柴油引擎者建議至少監測PM2.5；屬汽油引擎者建議至少監測CO。 

4.若有數個微型感測器者，請填寫微型感測器座標位置座標。 

5.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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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空維區實施前後民眾滿意度  

縣市 空維區名稱 

實施前 實施後 

調查 

樣本數 

調查 

起日 

調查 

迄日 
滿意度 

調查 

樣本數 

調查 

起日 

調查 

迄日 
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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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空氣品質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之擬訂、審查及成效評估作業說明

表 

評估期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本部核定是否依空氣品質

維護區移動污染源管制措施

之擬訂、審查及成效評估作

業提送相關資料。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提擬訂空氣品質維護區移

動污染源管制措施資料是否

皆已完成法制作業程序。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所提空氣品質維護區擬訂移

動污染源管制措施符合空污

法第四十條規範，且管制措

施有其必要性。 

      

四、中央主管機關應於六十日內

完成審查。但因情況特殊，

需較長時間辦理者，中央主

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通知延長

審 查 期 限 ，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各次補正日

數不納入計算。 

      

填表人：               複核： 

註： 

1. 機關得就 1 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 1 類之作業流

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 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

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

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

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