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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修正草案 

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2年8月14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 

二、 地點：以視訊會議方式辦理 
三、 主席：蔡孟裕處長                                           紀錄：戴忠良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簡報：略。 
七、 與會單位意見（依發言順序）： 
（一） 中華民國石油化學品儲槽商業同業公會： 

1. 第十八條內浮頂儲槽槽頂上方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由
34,000ppm 加嚴至10,000ppm，對於新設儲槽可以符合，
但既設儲槽需經改造後方能符合，建議政府單位能有經

費補助以利業者執行改善。 
2. 第二十五條明列十二項物種在岸上儲槽裝載至船舶時，
應裝設迴氣管，其十二項物種有將甲苯納入卻無乙苯，

建議重新檢視需裝設迴氣管之列管物種。 
（二） 地球公民基金會： 

1. 地球公民肯定本次草案中部份條文之修改方向，包括：
第三十一條，「洩漏跡象的檢測」、「難以檢測之重質液設

備元件、輕質液及氣體設備元件」等檢測頻率的調整；

第四十三條，不再把空污季限定於每年十月至翌年三月

之期間等相關規定。 
2. 針對第十三條，密閉集氣系統之例外核可案件，盤點狀
況如何，是否評估刪除此項例外規定之可行性? 

3. 為增進公民參與及知情權，進一步強化資訊公開的品質
及效率，關於草案中對民眾公開之相關資訊，敬請評估

透過統一平台之方式公告相關資訊： 
(1) 第七條第三項：廢氣燃燒塔使用計畫書中規定應上傳
至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公開訊息（第七條第二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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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內容）。 
(2) 第九條第一項：廢氣燃燒塔使用事件之相關說明內容。
（於三日內上傳至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公開說明事件

發生之原因及防止未來同類事件再發生之方法。） 
(3) 第十一條第一項：各業者提供之電話服務專線資訊。 
(4) 第十一條第二項：廢氣燃燒塔預定使用及緊急使用之
相關公告資訊。 

(5)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歲修預告資訊。 
4. 有關第三十一條第三項，新增元件檢測困難之「延長頻
率」規定，請具體說明。 

5. 簡報15頁，第十三條二項考量產能規模以及一個管編收
受多廠處廢氣等因素，煉油廠、輕油裂解等製程放寬至5
公噸/年，請說明5公噸/年的評估基礎（參考數據）為何。 

（三）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發言）： 
1. 考量天然氣非本標準管制對象，且於第三條燃燒塔、第
十五條儲槽及第二十四條裝載設施適用對象已排除天然

氣相關管制，為使法規具一致性，建議第十二條製程及

第二十九條設備元件等相關章節一併增列為排除對象。 
2. 第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管制石油煉製製程處理年百萬桶原
油廢氣燃燒塔排放二氧化硫0.25公噸，可能因進口原油
中硫份含量品質不穩定，造成廢氣燃燒塔二氧化硫排放

量波動，建議環境部能輔導業者改善。 
3. 第二十四條雖已明定運輸揮發性有機液體之槽車業者為
適用對象，惟仍建議大部針對草案第二十六條，於「裝

載操作作業執行前及完成後，應確保槽車裝卸口為氣密

狀態…」敘述前加註「槽車業者」等文字，俾雙方業者

均落實自主管理。 
4. 第三十條加嚴設備元件洩漏管制規定，此修訂未能考量
業界實務，建議能維持原規定之洩漏管制值10,000ppm。 

（四） 經濟部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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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第二條，廢氣燃燒塔使用事件日之定義由
15,000Nm3/日降低為5,000 Nm3/日，因石化製程特性（易
聚合堵塞），故於廢氣燃燒塔主管或其安全閥後端均有氮

氣吹驅之原始設計，故建議每日處理廢氣量應排除氮氣

吹驅量。 
2. 第三十條，設備元件洩漏管制值由10,000 ppm 加嚴至

5,000 ppm，維修時間由8小時（前次修正）放寬至24小
時，但地方主管機關執法過程可能直接以5,000 ppm開罰，
如上述狀況裁罰比例會很高，建議應搭配裁罰準則實施。 

3. 第四十四條，操作人員開啟任何密閉設施時，設備開口
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應小於1,000 ppm，目前除了氯乙烯
以外，其餘的物料若皆要達到此規範，氮氣吹驅所需時

間冗長，建議貴署考量業者執行之可行性，以有害空氣

污染物優先執行。 
4. 第二十條，定義通氣孔量測位置為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
但浮頂儲槽多數已沒有通氣孔，僅剩餘呼吸閥或調節閥，

此類元件檢測位置之定義建議明確化。 
5. 呈上，通氣孔很多在半空中，實際上無法接近量測，主
管機構執行上，會要求業者打開量油或取樣口，將火焰

離子氣體偵測器(FID)裝上延伸管後，超過與大氣接觸面
量測，建議上開文字亦可納入條文明確化檢測流程。 

6.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本次修正草案內容已正面表列13種
物料，建議貴署應給予儲槽業者緩衝期限，以給予現行

儲轉符合本條款之物料之儲槽增設迴氣管的工程設置時

間。 

（五） 台塑企業總管理處： 
1. 第四十四條有關密閉設施管制，因石化製程密閉設施其
構件由設備元件組成，因此應回歸設備元件洩漏維護管

理規定，避免主管機關於執法上認定原則不一致。 
2. 呈上，建議本法條檢測及紀錄留存規定應回歸既有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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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報告）書設備開槽提報規定，留存符合設備開口

總碳氫化合物濃度應小於1,000 ppm之紀錄及照片即可。 
3. 其他標準修正意見內容另以書面提供參考（如附件一）。 

（六） 匯僑股份有限公司： 
1. 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三款：此條款應適用常壓儲槽，丁二
烯蒸氣壓大於570 mmHg，需儲存於高壓氣體特定設備，
於同法前款以述明應依附表一所列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

辦理。因此，建議刪除此處之丁二烯字樣，以避免混淆。 
2. 第十六條第五項第一款：內浮頂儲槽已屬貴部公告之最
佳可行控制技術，倘依本條規定再加裝密閉集氣系統收

集導入污染防制設備，其對於防制揮發性有機氣體之逸

散更具效益，再準用第17條固定頂規定似有不妥之處！
其中最為關鍵之因素為固定頂常壓儲槽僅能儲放蒸氣壓

21 mmHg 以下之化學品，內浮頂常壓儲槽則僅不能儲轉
蒸氣壓大於570 mmHg 之化學品外，對於常壓化學品則
無限制。因此，本條款內容形同限縮儲槽業者儲轉物料

之彈性。建議研議較為妥適之規範說明。 
3. 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五款：倘以第十六條第五項第一款之
儲槽型式既是內浮頂也是固定頂儲槽的情況下，業者仍

須遵照本條款規定於24小時內將收受船舶卸載物料之儲
槽所屬真空壓力調節閥之氣密狀態。建議應予以明確規

範。 
4. 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款：倘地方環保機關於117/1/1起，
執行公私場所之設備元件稽查抽測時發現內浮頂上方濃

度高於10,000ppm 時，是否可依此條款予以處分？因本
條款尚有「或不得高於爆炸下限50%」之規定，若業者
後續自行以測爆機量測該處之濃度低於爆炸下限50%以
下時，後續會衍生相關爭議與訴願。建議可將此規定訂

定內浮頂上方濃度不高於10,000ppm。 
5. 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開啟儲槽上方人孔及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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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口後目視檢查浮頂及密封，對此檢查方式恐造成作業

人員之危害（化學品蒸氣對於人體都有一定程度的危害，

更何況有些化學品是具急毒性或生物累積毒性）。因此，

建議以檢測內浮頂上方濃度之規定研判內浮頂是否損壞

較為妥適之規範。 
6. 第二十四條第二項：建議將天然氣「罐」裝修正為天然
氣「灌」裝。 

7. 第二十五條第三項：本次修正草案內容已正面表列13種
物料、其中，甲苯並非屬於化學液體船構造與設備規則

之附表一個別危險化學品船舶構造與設備最低規定一覽

表之範疇內，本次修法特將甲苯納管是否有特殊考量。

且建議應給予儲槽業者緩衝期限，以給予現行儲轉符合

本條款之物料之儲槽增設迴氣管的工程設置時間。 
8. 第二十八條第一項：儲槽業者已依據第二十五條第三項
所正面表列之化學品儲槽設置儲槽，惟船舶本身無迴氣

管道可供業者銜接時，如拒絕船舶裝載，儲槽業者恐面

臨無法營運之窘境，如果完成船舶裝載作業，則違反本

法規定。建議再審酌本法條妥適之規範說明。 
（七）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發言）： 

1. 第五條廢氣燃燒塔蒸氣與廢氣量之比重，雖本條訂有各
公私場所得依製程特性報請排除條款，惟地方主管機關

對前述報請之核可範圍以及送審方式，因條文未明訂審

查方式，故多持保留態度而傾向不同意公私場所之報請，

請大部就該比值之適用性及審查方式，明定於立法說明，

俾地方主管機關和公私場所有所遵循。 
2. 其他標準修正意見內容另以書面提供參考（如附件二）。 

（八） 中國石油化學工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1. 第十六條第五項規定內浮頂或外浮頂槽經改裝後，準用
第十七條固定頂槽之規定。考量採密閉回收至防制設備

處理，碳氫化合物濃度可能相當高，若為毒化物，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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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樣人員有工安風險之虞，建議補述不再適用其他內、

外浮頂槽之相關規範。 
2. 第三十七條增納儲槽廢水收集系統之管制規定，建議排
除依消防法規『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

存處理場所設置標準暨安全管理辦法』設置之油水分離

設備，說明如下： 
(1) 儲槽所屬之廢水收集系統，非屬常態性使用，係為因
應儲槽洩漏時緊急狀況使用。 

(2) 油水分離設備在廠區設置廣泛，除製程所需外，儲槽
區、泵浦區均設置以因應洩漏之緊急事件得以收集外

洩之物質，非屬常態性使用之設備。 
3. 第四十四條有關密閉設備開蓋檢測規定，於歲修作業、
歲修期間有相當多的對外開口須打開，包含排氣閥、洩

水閥，若須依本條第二、三項規定進行監測與紀錄，在

執行面實有困難。 
（九） 中華民國化學工業責任照顧協會： 

1. 建議提供充足時間以利本協會收集各業者對於本標準修
正之建議。 

2. 有關標準修正意見內容另以書面提供參考（如附件三）。 
（十） 環境部環境管理署（書面意見）： 

1. 本次修正草案第三十條第一項第二款有關給予業者24小
時之修護免罰規定，執行面上仍有其困難性，按法條文

字內容，依修正草案第三十二條第三款規定：「完成前款

所稱完成修護係指修護後洩漏源淨檢測值低於洩漏定義

值。」另第三十一條規定：「公私場所應委託依本法第四

十九條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給許可證之檢驗測定機構檢

測前項第三款至第七款設備元件之洩漏。」是否表示業

者須在24小時內完成修護並經合格檢驗機構出具檢驗合
格報告，另提報修護報告期限未訂定，實際執行時會有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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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條新增免罰規定法源精神類似空污法第八十九條規定，
惟該條規定免罰前提是業者自主管理發現設備有故障情

事於一小時內通知主管機關，與本次新修規定經主管機

關稽查檢測發現故障（洩漏），兩者發現洩漏態樣不同，

修正草案內容是否符合母法中免罰之法律授權樣態，請

再考量。 
3. 建議探討本次修正之淨檢測值標準合適性及取消免罰條
件。 

（十一）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第十三條第二項：本次修正草案第三章增列適用對象-公
私場所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年用量超過5公噸者應符
合表列排放標準。惟依管制現況，部分製程已訂有行業排

放標準（如：膠帶業、PU 塗布業…等），倘本標準與行業
標準針對廢氣收集及排放標準有不一致，恐造成業者混淆，

爰建議第三章適用對象應排除已訂有行業排放標準之製程

（建議針對已訂有行業排放標準之製程，應以行業排放標

準進行管制）。 
（十二）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第二條第二項：石化製程之定義過於廣泛，以化學或物
理操作產製各類石油產品、石化基本原料、石化中間產

品或石化產品之製造程序，包括產製各類有機化學品、

樹脂、塑膠、橡膠及合成纖維原料等產品，及硫磺或氫

氣等副產品之定義，容易因不同角度擴大解讀或誤判本

法第二章、第三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其適用對

象，建議應再明確定義，或者訂有排除對象，如：原物

料、產品僅為固體或蒸氣壓小於一定數值之製程進行排

除。 
2. 第五條：廢氣燃燒塔蒸氣與廢氣量之比重，建議提供地
方主管機關因製程特性無法符合該規範之審查指引，避

免造成申請審查之困難及爭議。 



第 8 頁，共 21 頁 

3. 第六條第三項：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
施管理辦法規定免設置廢氣成分及濃度監測設施者，為

已申報中華民國九十九年所有廢氣燃燒塔處理廢氣流量

總計低於五百萬立方公尺且無觸媒或吸附劑之再生或活

化，亦未經冷凝循環回收或燒處理後之排放者。建議於

本條文及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連續自動監測設施管理

辦法，修正公私場所具有石化製程或第十五條所納管揮

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使用之廢氣燃燒塔，皆應設置廢氣成

分及濃度監測設施。 
4. 針對第十二條修正條文建議如下： 

(1) 「公私場所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年用量超過五噸
者」，是否指包含所有石化業以外之各行業別?建議應
邀集相關行業之公私場所及所屬工會辦理研商會，避

免造成衝擊及爭議。 
(2) 第二項之以石化中間產品為原料進行物理加工之製程，
建議於第二條專有名詞明確定義。 

(3) 第三項排氣中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小於三百五十
mg/min（揮發性有機物排放量以甲烷表示）之批次
操作製程，建議於第二條專有名詞明確定義。 

(4) 第四項排氣流量小於六十 Nm3/hr 之連續操作製程，
建議於第二條專有名詞明確定義。 

(5) 第五項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製程，建議明確列
出。 

5. 第十三條：建議修正為石化製程原物料或產品輸送管線
不得破損，「其檢測值不得大於洩漏定義值」，且排放管

道排氣應以密閉集氣系統收集。但採密閉集氣系統有困

難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6. 第二十條：該條文與環檢所檢測方法有所不同，條文為
於通氣孔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進行檢測，然環檢所檢測

方法為儲槽通氣孔需以延伸管深入通氣管內，這也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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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檢測公司認證時的重點，如需修訂只測通氣孔與大氣

接觸之開口面，應請環檢所修訂。另呼吸閥與水封槽出

氣口檢測是否應在進料時再行檢測，才能實際檢查浮頂

槽有無符合標準。 
7. 針對第三十條修正條文意見如下： 

(1) 建議設備元件淨檢測值修正為不得大於1,000ppm，
且不訂有免予處份條件，或修正為設備元件之淨檢測

值不得大於1,000ppm。但經主管機關稽查檢測設備
元件之淨檢測值大於1,000ppm 且小於5,000ppm，自
發現時起一小時內完成修護者，不在此限。 

(2) 指定時間內完成修護之排外條件，建議應明確規範業
者應委託環檢所認證機構執行複測，並出具檢測報告，

始得認定完成修護。 
8. 第三十二條：歷年稽查檢測過程中發現部分業者，疑似
以低於洩漏定義值之設備元件掛牌因應稽查檢測作業，

現場複測該掛牌元件其總碳氫化合物濃度，多差異甚大，

故建議增訂以檢測機構每日複測並紀錄核查。公私場所

設備元件之洩漏管制規定建議修正如下： 
(1) 設備元件經發現為洩漏源者，應於發現時起八小時內
以鎖緊或密封等方式修護。無法以鎖緊或密封等方式

修護者應於發現日起二日內以更換零件或克漏等方式

修護。且並應委託環檢所認證機構執行複測，並出具

檢測報告，始得認定完成修護。 
(2) 採取前款修護方法後仍無法完成修護者，應於發現日
起七日內檢具洩漏源發現日期、修護方法、展延修護

之理由、展延修護時間及洩漏源之維護措施，報經地

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展延。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

況核定展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最近一次停車期間。 
9. 第三十八條：建議修正為石化製程廢水收集系統之廢水
液面不得與大氣接觸，「其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不得大於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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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定義值。」 
（十三） 友亦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對於修正第十八條第一項第十款及第二十條第一項

第一款，於管制濃度由「揮發性有機物」改為「總碳氫

化合物」提出以下兩點建議： 
(1) 法規名稱為「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
準」，未來法條測定濃度值修改為測定「總碳氫化合

物」，建請同時制定對應「總揮發性有機物」管制濃

度值。 
(2) 因目前市售量測揮發性有機物儀器常見為光離子氣體
偵測器(PID)或 FID 型式，可量測之濃度值分別為
「總揮發性有機物」或「總碳氫化合物」，法條中僅

對 FID可量測之「總碳氫化合物」制定濃度標準，建
議亦應對 PID可測定之「總揮發性有機物」制定相對
應之濃度管制標準。 

（十四） 中華民國石化化學品儲槽商業同業公會 
內浮頂儲槽排放濃度改為10,000ppm之依據為何? 

(1) 經查既設內浮頂儲槽之排放係依據修正草案第18條規
定進行操作與維護，但貴部於112年1月17日提出排放
濃度加嚴至10,000ppm，此將對既有設施產生難以追
溯之莫大衝擊。 

(2) 本會會員針對修改既有規定，造成原有合格儲槽轉變
為違反標準，更誠非如同法令朝令夕改可改變及其結

構，除對產業造成巨大影響外，廠商當初為符合法令

規定所投入之成本化為烏有，其損失難以估算，建議

在法令中加入對現有設備廠商的落日條款。 
(3) 此外會員廠商針對貴部提出之排放濃度從原規定之

34,000 ppm 改為10,000ppm，其根據與核算標準，難
以理解並存有相當疑慮，懇請貴部能賜告係從何處取

得之數據，抑或參照哪個國家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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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結論： 
（一） 請本部委託計畫執行團隊持續彙整各單位之意見，以作

為後續草案修正之參考。 
（二） 對於本研商會議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者，請於112年8月31

日前以電子郵件提供意見，或與本案承辦人戴忠良高級

環境技術師聯繫，電話（02）2311-7722分機6208，傳真
（02）2381-0642，電子郵件 cltai@moenv.gov.tw。 

九、 散會：下午5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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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法規合理修訂建議提案表 

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第 2條 第 59項 

五十九、廢氣燃燒塔使

用事件：指公私場所具

石油煉製製程或輕油裂

解製程者，所有廢氣燃

燒塔每日處理廢氣總流

量大於三萬立方公尺；

其餘公私場所之所有廢

氣燃燒塔每日處理廢氣

總流量大於一萬五千立

方公尺之情形，或於一

百十四年一月ㄧ日起所

有廢氣燃燒塔每日處理

廢氣總流量大於五千立

方公尺之情形。 

台化公司(彙整) 

所有廢氣燃燒塔每日處理廢氣總

流量大於三萬立方公尺；其餘公

私場所之所有(單一或同一廢氣

來源之)廢氣燃燒塔每日處理廢

氣總流量大於一萬五千立方公尺

之情形，或於一百十四年一月ㄧ

日起所有(單一或同一廢氣來源

之)廢氣燃燒塔每日處理廢氣總

流量大於五千立方公尺之情形。 

台化公司(彙整) 

1. 建議採用以單一或同一廢氣來源之廢氣燃燒塔來納管。 

2. 依六輕廠區特性，各公司在同一管編下有有數廠石化製程，並分別擁有各自之廢氣

燃燒塔，而同一管編下各廢氣燃燒塔需共用本次草案規定，每日處理廢氣流量總流

量五千立方公尺，恐增加操作困難。 

3. 在六輕廠區，各公司及各廠在於廢氣燃燒塔的管理上，除緊急狀況或歲修定檢外，

鮮少使用廢氣燃燒塔，基於工安、製程安全的層面上，因此建議採用以單一或同一

廢氣來源之廢氣燃燒塔來納管。 

第 2條 第 34項 

三十四、壓力槽：指內部

壓力大於七百七十三 

mmHg 以上或符合勞動

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認定

裝有高壓氣體之高壓氣

體特定設備，且無自由

管道與大氣連通使其操

作時無任何揮發性有機

物排放之儲槽。 

塑膠部 

建請專有名詞說明應再新增第一

種壓力容器敘述。 

塑膠部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危險性設備中有分第一種壓力容器及高壓氣體特定設備，操作

時皆無自由管道與大氣連通，因此建請再新增第一種壓力容器，以利專有名詞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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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第 2項第 3款 

flare水封槽壓力計應

設置於水封槽前，且應

每年校正一次。 

化一部 & 塑膠部 

燃燒塔水封槽壓力計應設於水封

槽前端(入口管線處)，以掌握管

線內氣體排入水封設備之壓力變

化狀態，作為管線內氣體是否有

排放之證明。 

化一部 & 塑膠部 

建議改為明定水封槽壓力計應設於水封槽前端(入口管線處)，以掌握管線內氣體排

入水封設備之壓力變化狀態，作為管線內氣體是否有排放之證明，且燃燒塔水封前

的壓力係統一來源，壓力計設置的位置，理論上都一樣(有些微壓損) ，若增加(入

口管線處)字眼，其範圍會因稽查人員認知上差異擴大解讀(若解讀成入口管線)，導

致有所爭議，例如設置在氣液分離槽，也是在水封槽前，理論上與設置在入口管線

處都一樣，然若改入口管線，是否壓力計設置在氣液分離槽勢必要修改，僅能設置

在入口管線，如此有多少業者因此要修改，修改是否會造成困難。 

第 10條 

公私場所使用廢氣燃燒

塔達下列情形者 

二、公私場所具有石油

煉製製程或輕油裂解製

程者，所有廢氣燃燒塔

揮發性有機物年排放量

累積達五公噸以上者；

其餘公私場所石化製程

之所有廢氣燃燒塔揮發

性有機物年排放量累積

達二點五公噸以上者。 

前項廢氣燃燒塔改善計

畫書 

台化公司(彙整) 

公私場所具有石油煉製製程或輕

油裂解製程者，所有(單一或同一

廢氣來源之)廢氣燃燒塔揮發性

有機物年排放量累積達五公噸以

上者；其餘公私場所石化製程之

所有(單一或同一廢氣來源之)廢

氣燃燒塔揮發性有機物年排放量

累積達二點五公噸以上者。 

台化公司(彙整) 

1. 建議廢氣燃燒塔揮發性有機物年排放量累積達五公噸或二點五公噸以上，以單一或

同一廢氣來源之廢氣燃燒塔管制揮發性有機物年排放量，而不是以管編管制。 

2. 依六輕廠區特性，各公司在同一管編下有有數廠石化製程，並分別擁有各自之廢氣

燃燒塔，而同一管編下各廢氣燃燒塔需共用本次草案規定，每日處理廢氣流量總流

量五千立方公尺，恐增加操作困難。 

3. 歲修期間廢氣燃燒塔排放係考量工安危害的必要性排放，建議可分別針對緊急排放

或計畫性歲修情形進行管制；或由業者於自行提報改善期程，以階段性管制方式給

予業者製程改善空間。 

第 12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

所具有石化製程之設施 

或公私場所揮發性有機

台化公司(彙整)： 

1.建議此次增加納管對象的部分

取消增訂。 

2.若無法取消，應針對公私場所

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年用量

台化公司(彙整)： 

1.本次增加納管公私場所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年用量超過五噸者，除要求密閉集氣

同時增訂排放標準之規定，排放標準亦未採納BACT之標準，此條文增加納管將擴大

列管眾多業者，建議取消增訂。 

2.若本次增加納管公私場所揮發性有機物原(物)料年用量超過五噸者，應清楚定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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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物原(物)料年用量超過

五噸者 

第 13條 第 2項 

前項排氣及公私場所揮

發性有機物原(物)料年

用量超過五噸者之排放

標準如下表。但未採密

閉集氣系統者，應適用

削減率之規定。 

超過五噸者明確定義。 些製程將被納管，並列於何項排放標準。 

第 16條第 2項第 1款 

另儲存丁二烯、丙烯腈、

苯、乙苯等物料，應依附

表一所列揮發性有機液

體儲槽規定辦理。 

附表一，丁二烯、丙烯

腈、苯、乙苯應符合： 

一、採用壓力槽 

二、採用內浮頂槽 

三、採用外浮頂槽 

塑膠部： 

1. 

附表一，丁二烯及丙烯腈、苯、乙

苯等 1,000M3 以上之大型儲槽應

符合： 

一、採用壓力槽 

二、採用內浮頂槽 

三、採用外浮頂槽 

丙烯腈、苯、乙苯等 1,000M3以下

小型儲槽應採用固定頂槽 

2.針對附表一，採用內浮頂槽者，

應裝設密閉集氣系統連通至鍋

爐或加熱爐之爐膛火焰區，或

其他使削減率達百分之九十五

或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濃度一百

五十 ppm 以下之污染防制設

備，並於完成後適用固定頂槽

規定。 

塑膠部： 

1.目前本廠丙烯腈及乙苯儲槽型式為固定頂槽容積最大僅 100M3，最小僅 50M3，廠內

無適合地點可設立新浮頂槽，勢必只能透過改造變更為浮頂槽，現有技術小型儲槽

無法變更為浮頂槽，且由於改造時製程需停車影響業者生產，應管制 1,000M3以上

之大型儲槽，1,000M3以下小型儲槽維持固定頂槽。 

2.密閉集氣系統連通至鍋爐或加熱爐之爐膛火焰區，針對民國 86 年 2 月 6 日以前設

立者，建請比照第 13 條增加使其削減率達 90%或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濃度 200 ppm 

以下規定，以利主管機關及業者看法一致。 

3.建請第一項裝載操作所使用之進料及卸料管線，應採止漏型接頭且保持密封，其保

持密封敘述應改為氣密狀態，避免與內外浮頂儲槽及設備元件修復文字敘述密封混

淆。 

4.因若採氮氣吹趨會造成儲存系統壓力提升，且立法目的為管制 VOC逸散，因此建請

修正為丁二烯裝載操作之管線符合氣密狀態，則已可達法規管制目的；若有加嚴需

求，則再逐年降低揮發性有機物排放濃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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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3.針對附表二，建請第一項裝載

操作所使用之進料及卸料管

線，應採止漏型接頭且保持密

封，其保持密封敘述應改為氣

密狀態。 

4.針對附表二，建請丁二烯裝載

操作之管線符合氣密狀態即

可。 

第 18條第 1項第 10款 

內浮頂槽浮頂上方之總碳

氫化合物濃度不得高於爆

炸下限 50%或 34,000 

ppm，或於 2028/1/1起不

得高於爆炸下限 50%或

10,000 ppm。 

化三部 

內浮頂槽浮頂上方之總碳氫化合

物濃度不得高於爆炸下限 50%或

34,000 ppm，或於 2028/1/1起不

得高於爆炸下限 50%或 10,000 

ppm。 

化三部 

可否維持 

第 26條 附表二修正對

照表 

槽車裝卸管線之接頭應

採止漏型接頭 

且前端接頭於未使用時

應保持氣密狀態。 

裝載操作或以槽車運輸

丁二烯、丙烯腈、苯、

乙苯等物料，應符合附

表二列之規定。 

台化公司(彙整) 

丁二烯、丙烯腈、苯、乙苯防制

技術規定一致 

台化公司(彙整) 

台化公司廠處所使用丁二烯為高濃度，因此裝載操作作業執行後，氮氣吹趨管路內

丁二烯只能至空氣污染防制設備處理，又因管內為高濃度丁二烯，如果直接吹趨到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會產生工安危害，且浪費氮氣及丁二烯資源，應比照丙烯腈、

苯、乙苯防制技術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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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第 30 條 公私場所設備

元件之洩漏管制規定如

下：  

二、設備元件之淨檢測

值不得大於一千ppm。但

經主管機關稽查檢測設

備元件之淨檢測值大於

一千 ppm 且小於五千

ppm，自發現時起二十四

小時內完成修護者，不

在此限。 

台化公司(彙整) 

1.建議此條文取消加嚴，若不行，

如下述 2、3建議。 

2.建請增加說明洩漏設備元件完

成修復證明方式。 

3.針對 24小時內修復之規定，建

議是否增加地方主管機關負荷

及業者能否即時完成，應再另

開研商會協商。 

台化公司(彙整) 

1.各縣市已有加嚴規定，宜蘭縣已加嚴至 2,000ppm 即開罰，若此條文再加嚴，是否

會使宜蘭縣或其他縣市再加嚴，恐使業者無所適從。 

2.是否廠內可自行採火焰離子氣體偵測器(FID)或光離子氣體偵測器(PID)複測該設

備元件拍照後，以電子檔方式寄送主管機關。 

3.針對加嚴至 1,000~5,000ppm，於 24 小時內修復者不在此限，業者經主管機關稽核

發現屬 1,000~5,000ppm之元件，倘若在 24小時內修復，然地方主管機關無法入廠

進行確認(或遇國定假日)，恐喪失其法規期望業者自主管理之目的；況且，若某元

件業者無法立即處理，需委託外面廠商入廠修繕，亦須配合廠商時間，若超過恐使

業者無故受罰。 

第 34條 

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

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合物化學製造程序所屬

設備元件，應符合附表

三所列有害空氣污染物

相關製程設備元件之防

制技術規定。 

塑膠部 

第三十四條 

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

烯-苯乙烯共聚合物化學製造程

序，使用之丁二烯、丙烯腈、

苯、乙苯等物料設備元件，應符

合附表三所列有害空氣污染物相

關製程設備元件之防制技術規

定。 

塑膠部 

應明確定義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合物化學製造程序，僅丁二

烯、丙烯腈、苯、乙苯等物質之設備元件適用。 

第 34條 附表三 

修正對照表附表三、有

害空氣污染物相關製程

設備元件之防制技術規

定 (二)既存污染源設

備元件之淨檢測大於一

百 ppm者，應於最近一

化一部 

第三十四條附表三修正對照表附

表三、有害空氣污染物相關製程

設備元件之防制技術規定 (二)

既存污染源設備元件之淨檢測重

複兩季大於一百 ppm者，應於最

近一次停車或歲修期間，更換為

化一部 

1.本法係參考氯乙烯及聚氯乙烯進行修法，進而將芳香烴等製造程序加入。然氯乙

烯及聚氯乙烯製程屬毒性化學物質，且製程規模較小，雖芳香烴等製造程序亦含

有毒性物質，然相對比氯乙烯及聚氯乙烯製程較低毒性，例如芳香烴製造程序中

的環保署列管毒化物為苯，然其只占芳香烴製程一小部分，如此將芳香烴製造程

序全部納入又以淨檢測大於一百 ppm者，應於最近一次停車或歲修期間，更換為

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雖政府修法對環境立意良善，如此對於業者無形增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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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次停車或歲修期間，更

換為低洩漏型式設備元

件，更換期間最長不得

超過一次歲修期或二

年。但因採低洩漏型式

設備元件有困難或安全

疑慮，報經中央主管機

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更換期間

最長不得超過一次歲修期或二

年。但因採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

有困難或安全疑慮，報經中央主

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本，但對於環境改善卻不成對比。 

2.建議剔除本法規或測值由一百 ppm改為五千 ppm方須於近一次停車或歲修期間須

強迫更換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 

3.建議芳香烴製程只針對毒化物的設備元件進行加嚴，且應重複兩季大於一百 ppm

方須於近一次停車或歲修期間須強迫更換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 

4.或者將既存污染源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大於一百 ppm者，應於最近一次停車或歲修

期間，更換為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改為既存污染源設備元件之淨檢測重複兩季

大於一百 ppm者，應於最近一次停車或歲修期間，更換為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 

第 43 條 中央主管機關

每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

質預報資料達下列啟動

時機之條件之一者，自

預報日翌日起，公私場

所不得執行石化製程密

閉設備或第二十二條揮

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清槽

作業之開蓋作業，並於

中央主管機關各日上午

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

料顯示已未達啟動時機

之條件時，停止適用。 

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

者，不在此限。  

一、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

區有懸浮微粒或細懸浮

微粒濃度可能達初級預

警等級，且再次日為中

塑膠部 

建請修正密閉設備或揮發性有機

液體儲槽清槽作業，若揮發性有

機物排放濃度已低於 1,000ppm以

下或加嚴製程管制 500ppm 以下

者，可排除。 

塑膠部 

係因業者已達第四十四條開槽標準，已無影響空氣品質之虞，因此建請將達標設備排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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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內容 建議事項 具體說明 

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

級。  

二、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

區有連續二日懸浮微粒

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

惡化至中級預警或嚴重

惡化等級。 

第 44條 

開啟任何密閉設施，設

備開口之 THC 濃度應低

於 1,000ppm，ARO、ABS、

SM則應低於 500ppm，量

測記錄應以每十秒紀錄

一筆，每分鐘需紀錄六

筆數據，連續五分鐘測

得所有數據之算數平均

值計算。 

台化公司(彙整) 

1.建議取消此條文增訂。 

2.若無法取消，是否只加嚴針對

列管毒化物密閉設施，或開槽

濃度規定改為爆炸下限百分之

五十或三萬四千 ppm以下。 

3.針對 5 分鐘紀錄所使用之量測

儀器，是否可增加 PID 為量測

儀器，另外針對每 10秒紀錄，

可否改為每分鐘紀錄一次。 

台化公司(彙整) 

1.石化製程在歲修期間，擬開槽檢查或維修之設備眾多，且台化公司各廠開槽前皆會

以蒸汽或氮氣沖吹，確保開槽無 VOC 洩漏；且要求每 10 秒紀錄 1 筆、連續紀錄滿

5 分鐘，恐增加人員過多之工作量，同時影響事業單位定檢歲修期程，進而影響營

運。 

2.密閉設施未經清洗管壁上仍會殘留有機物，開啟時設備開口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不

會小於一千 ppm，應參照儲槽清洗後開槽前總碳氫化合物濃度管制標準。 

3.因量測儀器若採火焰離子氣體偵測器(FID)量測，因其單價較高且販售代理廠商較

少，較易造成業者財務負擔，因此檢測儀器建請增加較平價光離子氣體偵測器

(PID)，以利業者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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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草案) 修正建議表 
 

112.08.29 

建議修正條文 草案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廢氣燃燒塔之母火不可熄滅，且應使

用獨立穩定之燃料系統。使用蒸氣輔助燃燒型

式之廢氣燃燒塔，其蒸氣量與廢氣量之重量比

應介於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三百。但因製程特

性需加嚴管制者，主管機關得另訂之。 
 

第五條 廢氣燃燒塔之母火不可熄滅，且應使

用獨立穩定之燃料系統。使用蒸氣輔助燃燒型

式之廢氣燃燒塔，其蒸氣量與廢氣量之重量比

應介於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五十。但因製程特

性報經主管機關核可者，不在此限。 
廢氣燃燒塔之設計及操作條件應符合下表之規

定。 

廢氣燃燒塔蒸氣量與廢氣量之重量比： 
1. 依據 FLARE TIP 原廠 JOHN ZINK設計資
料（附件 1），介於 19%至 80%可達完全燃
燒，廢氣分子量越高所需蒸汽量越多，高

熱值下蒸氣廢氣比即使達到 200%~300%，
仍可達到無煙燃燒。 

2. 有關美國中央及地方燃燒塔之法規，皆無
蒸氣/廢氣重量比相關規範，僅有地方州政
府要求煉油廠蒸氣及廢氣重量比比應小於

300％重量比即可（附件 2）。顯見法規不
合時宜，建議修正。 

第十五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所之揮發性有
機液體儲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儲存天然

氣、食用酒精、生質酒精之儲槽及加油站之儲

油槽，不適用本章規定： 

第十五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所之揮發性有
機液體儲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但儲存食用

酒精之儲槽及加油站之儲油槽，不適用本章規

定： 

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儲放生質酒精之儲槽，爰

建議排除列管。 

第十六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儲存物料之實際
蒸氣壓五百七十mmHg以上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 
一、採用壓力槽。 
二、採固定頂者，…  
三、儲存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應依附表一

所列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規定辦理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儲存物料之實際蒸氣壓小

於五百七十mmHg者，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第十六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儲存物料之實際
蒸氣壓五百七十mmHg以上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之一： 
一、採用壓力槽。 
二、採固定頂者，…  
三、儲存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應依附表一

所列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規定辦理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儲存物料之實際蒸氣壓小

由於中油前鎮儲運所在五年內將搬移至高雄

港洲際二期，新的洲際儲運所會配合修正草

案規劃相關 VOCs 防制設施，惟中油前鎮儲
運所因在五年內將完成搬遷，若目前規劃丁

二烯、苯槽增設密閉回收管線，完成之後又

馬上面臨拆遷，對中油公司來說是個成本的

浪費，也無法達到法規預期的效益，執行上

有其難處。建請主管單位能考量中油前鎮儲

運所五年的搬遷期程，在修正條文施行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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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用浮頂槽。 
二、採固定頂者，…  
三、儲存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應依附表

一所列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規定辦理。有特殊

原因，採替代措施，經主管機關同意者，不在

此限。 

於五百七十mmHg者，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採用浮頂槽。 
二、採固定頂者，…  
三、儲存丙烯腈、苯、乙苯等物料，應依附表

一所列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規定辦理。 

予適當的寬限期，該項法條應於 118年 1月
1日起實施。 

第十八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採內浮頂槽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略) 
十、內浮頂槽浮頂上方之揮發性有機物濃度不

得高於爆炸下限百分之五十或三萬四千 ppm。 

第十八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採內浮頂槽者應
符合下列規定： 
(略) 
十、內浮頂槽浮頂上方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不

得高於爆炸下限百分之五十或三萬四千 ppm，
或於一百十七年一月一日起不得高於爆炸下限

百分之五十或一萬 ppm。 

1. 應於修正說明下修至 10,000ppm 之緣

由，目前浮頂槽為最佳可行性控制技術

之一，儲槽 5 年內部檢查規定，考量儲
槽結構、運作頻率必須進行檢查維修，

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2. 內浮頂槽上方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下修

至一萬 ppm，由於浮頂槽上方主要逸散
源為呼吸閥或通氣孔，常態下並不開

啟，當內浮頂槽因進油導致液位上升，

槽內氣體因擠壓由呼吸閥排出，為單純

之物理現象，且呼吸閥的作動機制為閥

片(板)受壓力變化之開/合動作，不具備
控制排氣濃度於一萬 ppm 以下之功能，

檢附本公司高市環保局內浮頂上方

VOCs 濃度定檢紀錄表（附件 3）為例，
多數內浮頂槽檢測濃度均達一萬 ppm 以

上，請比照本條文爆炸下限 50%不作調
動，維持原先三萬四千 ppm 之規定。儲

槽封氣設備（密封）未見改動，則逕自

加嚴管制濃度至現行設備元件管制標

準，不符比例原則。此外依石油業儲油

設備設置管理規則第 27條規定，業者應
每 5年實施內部檢查，現此標準逕加嚴
至一萬 ppm，顯然並未考量油槽封氣設
備於正常使用便會有所損耗，若業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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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槽於正常使用期間損耗至揮發性有機

物超過管制濃度即為違法，而囿於前述

規則及因應國家穩定供油政策，業者亦

無法及時維修亦處於兩難。此外如欲要

求業者符合此規定，此規定應加上「如

逾越本規定，業者應於下次開放檢查期

間更換密封設備，自發現超過管制濃度

日起至開放檢查結束時，此期間視為改

善期間，主管機關不得再度處罰。」之

但書。 
3. 本公司於前次研商會議版本已敘明「油

槽封氣設備於正常使用便會有所損

耗…，業者應於下次開放檢查期間更換

密封設備，自發現超過管制濃度日起至

開放檢查結束時，此期間視為改善期

間…」之但書一事，惟相關建議仍未獲

大部採納。 
4. 承上，若業者為符合草案加嚴管制

10,000 ppm 而自行縮短內浮頂槽開放檢

查更換封氣設備之時程，不僅影響國內

油料油槽調度，且為配合本次草案限制

全年度空品不良期間不得開槽之規定，

則更加難以配合可行之作業時間，建議

大部仍應考量以「改善期間更換封氣設

備」之精神，使業者依照輸儲調度及檢

修排程作業自主改善，望參採。 
5. 其次，內浮頂槽已屬 BACT 最佳可行控

制技術，有關浮頂上方之總碳氫化合物

濃度加嚴管制為 10,000 ppm，是否有相
關科學意義、調查或統計?或是參照其他
國家之管制案例? 且各業者於草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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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否有既設儲槽改善之方案?業者如
無法於施行日期前符合要求，是否有替

代方案? 此部分亦建請大部援以技術輔
導並釋疑相關調查統計、案例。 

6. 另業者如為符合本草案標準，針對空氣

污染物排放減量而採用破壞性(焚化)污
染防制設備，則反使業者未來排碳量增

加，雖碳費與空污費課徵內容物不同，

然業者為降低空氣污染物逸散至大氣所

增設之措施，卻可能使碳費增加，實有

不公平之虞。此議題建議大部應協調個

管法令主管機關之起徵認定及減量優

惠，亦建議大部針對前述情形，酌予研

議增列空污費減量優惠之適用條件。 
二十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檢查與修護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內浮頂槽 
(一)於首次進料前應目視檢查浮頂及密封，若發
現破洞、裂縫或其他開口，應於修護完成後始

可進料。 
(二)配備液態鑲嵌式密封或機械式鞋形密封或其
他單封式封氣設備之儲槽，自首次進料後每十

二個月應經由固定頂上之人孔及頂艙口，目視

檢查浮頂及密封；配備雙封式密封之儲槽應每

五年目視檢查一次。 
(三)浮頂上方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應每季檢測一
次，檢測位置應位於通氣孔、人孔、取樣口、

鵝頸管、呼吸閥之開口面； 如真空壓力調節閥

二十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檢查與修護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 內浮頂槽 
(一)於首次進料前應目視檢查浮頂及密封，若發
現破洞、裂縫或其他開口，應於修護完成後始

可進料。 
(二)配備液態鑲嵌式密封或機械式鞋形密封或其
他單封式封氣設備之儲槽，自首次進料後每十

二個月應經由固定頂上之人孔及頂艙口，目視

檢查浮頂及密封；配備雙封式密封之儲槽應每

五年目視檢查一次。 
(三)浮頂上方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應每季檢測一
次，檢測位置應位於通氣孔開口面； 如真空壓
力調節閥或通氣孔採密閉連通 至 水 封 系 統 

建議修改為：檢測位置應位於通氣孔開口面

或儲槽上方開口處(如：人孔、取樣口、鵝頸
管、呼吸閥等)；如真空壓力調節閥或通氣孔
採密閉連通至水封系統者，檢測位置應於水

封系統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 說明：依照環
保署 8月 14日修正草案研商會簡報資料第
26頁圖示之檢測位置為儲槽側邊通氣口，但
通氣口位置檢測難度高，建議納入儲槽上方

開口處。  



5 
 

或通氣孔採密閉連通 至 水 封 系 統者，檢測
位置應於水封系統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 
(四)浮頂未浮在液面上、浮頂上有液體累積現
象、 密封上有破洞或裂縫、或浮頂上方之總碳 
氫化合物濃度未能符合第十八條第十款規定

者，應自檢查發現日起九十日內完成修護或排

空儲槽停止使用。無法於九十日內完成修護 
或排空儲槽者應檢具文件說明無法取得替代儲

槽及預定儘速修護或排空儲槽之時間表，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展延修護或排空儲槽期

限，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一百八十日。…. 
 

者，檢測位置應於水封系統與大氣接觸之開口

面。 
(四)浮頂未浮在液面上、浮頂上有液體累積現
象、 密封上有破洞或裂縫、或浮頂上方之總碳 
氫化合物濃度未能符合第十八條第十款規定

者，應自檢查發現日起九十日內完成修護或排

空儲槽停止使用。無法於九十日內完成修護 
或排空儲槽者應檢具文件說明無法取得替代儲

槽及預定儘速修護或排空儲槽之時間表，經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展延修護或排空儲槽期

限，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一百八十日。…. 

第二十二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具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其儲槽之清洗作業應符合本條之規

範。但壓力槽及排空槽不適用本條規定。 
一、儲存物料實際蒸氣壓一百七十 mmHg 以上
者，且單一儲槽容積一百立方公尺以上。 
二、儲存物料實際蒸氣壓二十一 mmHg以上者
或含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公告

之個別污染物種類；且單一儲槽容積四百立方

公尺以上。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清洗作業，應於儲存物

料排空後有效收集儲槽內氣體，並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視為符合本法規定，始得開槽。但安

裝清洗機具時，不在此限： 
一、總置換氣體體積達體積三倍。 
二、儲槽內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低於爆炸下限百

分之五十或三萬四千 ppm 以下，連續累積達一

小時者。 
前項置換之氣體應有效處理，其削減率應達百

第二十二條 揮發性有機液 
體儲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儲槽之清洗作

業應符合本條之規範。但壓力槽及排空槽不適

用本條規定。 
一、儲存物料實際蒸氣壓一百七十 mmHg 以上
者，且單一儲槽容積一百立方公尺以上。 
二、儲存物料實際蒸氣壓二十一 mmHg以上者
或含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防制費收費費率公告

之個別污染物種類；且單一儲槽容積四百立方

公尺以上。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清洗作業，應於儲存物

料排空後有效收集儲槽內氣體，並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始得開槽。但安裝清洗機具時，不在

此限： 
一、總置換氣體體積達儲槽體積三倍。 
二、儲槽內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低於爆炸下限百

分之五十或一萬 ppm 以下，連續累積達一小時

者。 

1. 建議儲槽清洗規定修訂為「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視為符合本法要求，始得開

槽：」，原因如下：實務上即使遵照本規

定執行儲槽清洗作業，惟由於人類嗅覺

較儀器靈敏，仍無法完全消除所有異

味，中油之儲運單位即發生過雖以依照

本標準執行儲槽清洗，但因物理上之限

制故油槽仍可嗅得些微油氣味，並遭主

管機關進廠並以 PID檢測得 5~6 ppm，
即依本法第 32 條規定視為從事污染行
為，並舉發裁罰之情事。依據行政罰第

7條第 1項「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處罰。」及

第 11條第 1項「依法令之行為，不予處
罰。」等規定之精神，建請增訂此註

記，以維信賴保護原則。 
2. 以本公司原油槽開槽為例，即使已經持

續運作一週的油氣回收，其油氣濃度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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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九十以上。採非破壞性物料回收處理方

式，其削減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採用無人化機械清洗作業者，適用第二項第二

款開槽規定。 
因情形特殊無法依前三項規定進行儲槽清洗作

業者，得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後，以核可之

替代方式辦理。 
第二項至第四項儲槽清洗作業之氣體收集、處

理及削減率應作成紀錄，儲槽內總碳氫化合物

濃度應每小時檢測並記錄，於清槽作業完成日

起算十五日內提報地方主管機關，並保存五年

備查。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第一項儲槽清洗作業日五日

前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每年一月至三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如中央

主管機關每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有

符合下列啟動時機情形時，自預報日翌日起，

公私場所不得執行清槽、開槽作業，並於中央

主管機關各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

示已未達啟動時機之條件時，停止適用。 
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或採用無人化機械清洗

作業者，不在此限。 
一、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懸浮微粒或細懸浮
微粒濃度可能達初級預警等級，且再次日為中

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 
二、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連續二日懸浮微粒
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惡化至中級預警或嚴重

惡化等級。 

前項置換之氣體應有效處理，其削減率應達百

分之九十以上。採非破壞性物料回收處理方

式，其削減率應達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固定頂 
儲槽體積之計算則依儲槽全部體積為計算基

準；浮頂槽體積之計算則依維修時浮頂固定位

置下方體積為計算基準。 
採用無人化機械清洗作業者，適用第二項第二

款開槽規定。 
因情形特殊無法依前三項規定進行儲槽清洗作

業者，得報經地方主管機關同意後，以核可之

替代方式辦理。 
第二項至第四項儲槽清洗作業之氣體收集、處

理及削減率應作成紀錄，儲槽內總碳氫化合物

濃度應每小時檢測並記錄，於清槽作業完成日

起算十五日內提報地方主管機關，並保存五年

備查。 
公私場所應於執行第一項儲槽清洗作業日五日

前通知地方主管機關。 
每年一月至三月及十月至十二月期間，如中央

主管機關每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有

符合下列啟動時機情形時，自預報日翌日起，

公私場所不得執行清槽、開槽作業，並於中央

主管機關各日上午第一次空氣品質預報資料顯

示已未達啟動時機之條件時，停止適用。 
配合政府機關實施檢查或採用無人化機械清洗

作業者，不在此限。 
一、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懸浮微粒或細懸浮
微粒濃度可能達初級預警等級，且再次日為中

級預警或嚴重惡化等級。 
二、 隔日起各空氣品質區有連續二日懸浮微粒
或細懸浮微粒濃度可能惡化至中級預警或嚴重

有 2萬多 ppm，加嚴至 10,000ppm 恐將

造成調度問題。建議仍維持原管制規

定。 
3. 承上，第 22條修正說明七「儲槽清洗作

業採用無人化機械清洗者，係於槽內密

閉空間中，採用溶劑(柴油等)吸收槽內
氣體。由於無氣體收集及排出後再處理

之處理流程……適用開蓋濃度之規定」

使用溶劑(柴油)主要為軟化底泥使其均
質化以利後續作業，其後端仍有氣體處

理問題，應非使用溶劑吸收槽內氣體，

若直接適用濃度標準，恐無法進行開槽

作業，影響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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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化等級。 
第二十六條 
裝載操作作業執行前及完成後，槽車業者應確保

槽車裝卸口為氣密狀態。 
裝載操作作業執行期間，應有人員於裝載設施 
進行監看。 
 

第二十六條 
裝載操作作業執行前及完成後，應確保槽車裝卸

口為氣密狀態。 
裝載操作作業執行期間，應有人員於裝載設施 
進行監看。 
 

草案第二十四條雖已明定運輸揮發性有機液

體之槽車業者為適用對象，惟仍建議大部針

對草案第二十六條，於「裝載操作作業執行

前及完成後，應確保槽車裝卸口為氣密狀

態…」敘述前加註「槽車業者」等文字，俾

雙方業者均落實自主管理。 
第二十九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所具有石化製程、第十

五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或第二十四條規

定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操作設施之設備元件，

其分類包括泵浦、壓縮機、釋壓閥、安全閥等

釋壓裝置、取樣連接系統、開口閥、閥、法

蘭、管牙、快速接頭或其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

連接頭等。 
但下列設備元件不適用本章規定： 
一、流經該設備元件之流體中，天然氣或其揮

發性有機物重量比小於百分之十者。 
二、屬於真空設備元件者。 
三、設備元件埋於地下無法量測者。 
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操作設施之灌裝臂出口於

灌裝物料過程者。 

第二十九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所具有石化製程、第十

五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或第二十四條規

定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操作設施之設備元件，

其分類包括泵浦、壓縮機、釋壓閥、安全閥等

釋壓裝置、取樣連接系統、開口閥、閥、法

蘭、管牙、快速接頭或其他與製程設備銜接之

連接頭等。 
但下列設備元件不適用本章規定： 
一、流經該設備元件之流體中，其揮發性有機

物重量比小於百分之十者。 
二、屬於真空設備元件者。 
三、設備元件埋於地下無法量測者。 
揮發性有機液體裝載操作設施之灌裝臂出口於

灌裝物料過程者。 

考量天然氣非本標準管制對象，且於第 3條
燃燒塔、第 15條儲槽及第 24條裝載設施適
用對象已排除天然氣相關管制，為使法規具

一致性，建議第 29 條設備元件增列排除說
明。 
天然氣定義係指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CNS3719 之燃料氣。 

第三十條 公私場所設備元件之洩漏管制規定如
下： 
一、設備元件軸封處之製程流體包括重質液及

輕質液，製程流體滴漏每分鐘不得超過三滴。 
設備元件軸封處之製程流體包括重質液及輕質

液，製程流體滴漏每分鐘不得超過三滴。 
二、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不得大於一萬 ppm。
但經主管機關稽查檢測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大

於一千 ppm 且小於五千 ppm，自發現時起二十

第三十條 公私場所設備元件之洩漏管制規定如
下： 
一、設備元件軸封處之製程流體包括重質液及

輕質液，製程流體滴漏每分鐘不得超過三滴。 
二、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不得大於一千 ppm。
但經主管機關稽查檢測設備元件之淨檢測值大

於一千 ppm 且小於五千 ppm ，自發現時起二
十四小時內完成修護者 ，不在此限 。 
三、開口閥之下游端應裝設栓蓋、盲法蘭、栓

現行設備元件洩漏管制值為一萬 ppm，未見
大署敘明相關研究之敘述，管制標準即逕加

嚴 10倍；此修訂未能考量業界實務，建請仍
維持維持原規定；以高雄為例，管制標準訂

於 2000ppm，石化業之相關罰單即屢見不
鮮，石化業環保努力遭抹煞，遭環團、媒

體…等遭污名化。終恐影響石化業於本國之

永續發展。 
石化產業是國家發展的基本工業之一，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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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時內完成修護者 ，不在此限 。 
三、開口閥之下游端應裝設栓蓋、盲法蘭、栓

塞或二次閥以封止其開口端。但實際操作中製

程流體需自開口閥排出者，不在此限。 
四、輕質液及氣體取樣連接系統應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 
(一)取樣連接系統裝設有密閉集氣系統連通至污
染防制設備，且該污染防制設備符合第三十條

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之規定。 
(二)採用密閉迴路式取樣連接系統。 
(三)採用線上取樣分析系統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不適用已依第三十二條第

二款規定標示標籤，且依第三十一條規定期限

內修護之設備元件 

塞或二次閥以封止其開口端。但實際操作中製

程流體需自開口閥排出者，不在此限。 
四、輕質液及氣體取樣連接系統應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 
(一)取樣連接系統裝設有密閉集氣系統連通至污
染防制設備，且該污染防制設備符合第三十條

第一項第四款第一目之規定。 
(二)採用密閉迴路式取樣連接系統。 
(三)採用線上取樣分析系統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不適用已依第三十二條第

二款規定標示標籤，且依第三十一條規定期限

內修護之設備元件 

業發展將為國家經濟發展帶來廣大利益。 其
所生產的產品廣泛用於民生用途，包括資

訊、電子、汽車工業等精密產品的硬體部

分，如零件、外殼、輪胎、化學品，約有

60~70%來自石化產業，因此石化產業不僅是
一個國家的民生工業，亦是發展高科技產業

不可或缺的基礎工業；建請大署考量設備元

件維修實務，訂定合理規定俾使業界遵循。 

第三十二條 公私場所應依下列規定進行設備元
件修護： 
一、設備元件經發現為洩漏源者，應於發現時

起二十四小時內以鎖緊或密封等方式修護。無

法以鎖緊或密封等方式修護者應於發現日起十

五日內以更換零件或克漏等方式修護。 
二、採取前款修護方法後仍無法完成修護者，

應於發現日起二十日內檢具洩漏源發現日期、

修護方法、展延修護之理由、展延修護時間及

洩漏源之維護措施，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

後，始得展延。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展

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最近一次停車期間。 
三、前款所稱完成修護係指修護後洩漏源淨檢測

值低於洩漏定義值 

第三十二條 公私場所應依下列規定進行設備元
件修護： 
一、設備元件經發現為洩漏源者，應於發現時

起二十四小時內以鎖緊或密封等方式修護。無

法以鎖緊或密封等方式修護者應於發現日起七

日內以更換零件或克漏等方式修護。 
二、採取前款修護方法後仍無法完成修護者，

應於發現日起十日內檢具洩漏源發現日期、修

護方法、展延修護之理由、展延修護時間及洩

漏源之維護措施，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

始得展延。主管機關應依實際狀況核定展延期

限，最長不得超過最近一次停車期間。 
三、前款所稱完成修護係指修護後洩漏源淨檢測

值低於洩漏定義值 

1. 現行法規有關設備元件更換零件或克漏

修護時間規定為十五日，即考量發現洩

漏當下通知克漏業者，洩漏處仍須經業

者經現勘、製作夾具、計算藥劑強度及

現場施工，並無法於二十四小時內完

成，另以更換零件方式修護如需臨時調

料等因素，驟然縮短修護時效至二十四

小時確滯礙難行。遑論所謂「改善完

成」是否指業者修護後並經檢測業者複

測合格那刻才算改善完成？請定義修護

完成認定方式，是否依合格檢測業者出

具之報告或是公私場所自行使用檢測儀

器亦可認定。 

2. 環保署訂定修護原則應具一致且實務可

達成，第三十二條規定如業者擇克漏或

更換零件者應於十五天內完成修護，但

第三十條卻只允許二十四小時，實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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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場所須俟發現洩漏源無法單純以鎖

緊、密封後，才會通知克漏業者到廠，

此時已消耗許多時間。而克漏業者即便

於下一工作天就到廠後，也僅可先進行

現勘測量作業，須待克漏業者取得這些

現勘資料並回傳資料，克漏業者尚須設

計夾具及試算強度，後續才是製作克漏

模具，意即，即便是同樣的元件形式，

但不同尺寸或不同內容物(流體)洩漏，
克漏業者所製作的模具都因個案而有所

差異。克漏業者待夾具製作完尚須運送

到公私場所並安裝以及灌注藥劑，而克

漏業者夾具工廠可能跟公私場所並未位

於同縣市，夾具施作完工後由公私場所

通知檢測商複測合格後才算修護完成。

而前述程序，尚未扣除星期六、日或其

他國定假日，而現行草案看似允許公私

場所於二十四小時以克漏修復，實際上

為刁難公私場所，畢竟前述程序均無法

由公私場所獨立作業，亦無法於二十四

小時內完成。而依據前述程序包含克漏

公司以及檢測公司調配時間，本廠仍建

議本條維持原規定十五天。畢竟時間再

縮短，也只是徒有條文而不利公私場所

遵循及落實。 
第三十四條及附表三內容中設備元件檢測值

>100ppm 即須更換為低洩漏型式設備元件，建

議更換對象為經修護處理後，檢測值仍>100ppm
之元件，給予業者修護處理之改善機會 

第三十四條 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烯-
苯乙烯共聚合物化學製造程序、苯乙烯化學製

造程序所屬設備元件，應符合附表三所列有害

空氣污染物相關製程設備元件之防制技術規

定。 

設備元件發生洩漏，業者將立即修護處理改

善，不論修護成效是否<100ppm，皆概括要求
必須更換為低洩漏型閥件，徒增業者人力及財

務成本，建議加註強制更換對象為經修護後檢

測值仍>100ppm 之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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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條 石化製程正常操作下密閉設施應保
持氣密狀態。但遇歲修或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

之情況，不在此限。 
操作人員開啟任何密閉設施時，設備開口之總

碳氫化合物濃度應小於一千 ppm。 
屬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合物化學製造程序、苯乙烯化學製造程序，應

依附表四所列密閉設施開啟規定辦理。 
前二項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值量測，以五分鐘

量測所得濃度之算數平均值計之。濃度測值之

產生應以每十秒紀錄一筆，每分鐘需紀錄六筆

數據，連續五分鐘測得所有數據之算數平均值

計算。 
量測揮發性有機物濃度過程應以影像或照片方

式紀錄。量測過程之紀錄至少每分鐘一次，且

紀錄需呈現檢測期間之濃度值、時間及日期標

記，併同檢測結果之書面紀錄資料，保存二年

備查。 
製程管線阻塞必須即時開啟任何容量之重合

槽、聚合槽或其他密閉設備，以進行檢修清除

者，應量測揮發性有機物濃度，但不適用第三

項規定，且應紀錄事發原因、日期、開啟時間

及結束時間，相關紀錄須保存二年備查。 

第四十四條 石化製程正常操作下密閉設施應保
持氣密狀態。但遇歲修或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

之情況，不在此限。 
操作人員開啟任何密閉設施時，設備開口之總

碳氫化合物濃度應小於一千 ppm。 
屬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
合物化學製造程序、苯乙烯化學製造程序，應

依附表四所列密閉設施開啟規定辦理。 
前二項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值量測，以五分鐘

量測所得濃度之算數平均值計之。濃度測值之

產生應以每十秒紀錄一筆，每分鐘需紀錄六筆

數據，連續五分鐘測得所有數據之算數平均值

計算。 
量測總碳氫化合物濃度過程應以影像或照片方

式紀錄。量測過程之紀錄至少每分鐘一次，且

紀錄需呈現檢測期間之濃度值、時間及日期標

記，併同檢測結果之書面紀錄資料，保存二年

備查。 
製程管線阻塞必須即時開啟任何容量之重合

槽、聚合槽或其他密閉設備，以進行檢修清除

者，應量測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但不適用第三

項規定，且應紀錄事發原因、日期、開啟時間

及結束時間，相關紀錄須保存二年備查。 

現業者執行歲修開啟密閉設備前之檢測，多

委由合格代檢業參考 NIEA A706.73C 之程序
以火焰離子型偵測器執行檢測。參照 TVA-
2020原廠型錄，一般檢測反應時間約 3.5秒
可達最大值的 90%，是否加裝過濾器或延伸
管又各自有不同的反應時間。依 A706.73C，
檢測時需至少停留兩倍儀器反應時間，為求

檢測數據有代表性，中油大林廠為例，規範

廠商檢測時需停留超過 10秒（附件 3）。 
爰草案規定需每十秒產出一筆數據，恐窒礙

難行；次依據現行業者申報此項檢測之測

值，多遠低於草案訂定限值，此有公私場所

向地方主管機關每季定期申報之資料可稽，

顯示業者歲修開啟任何密閉設備前，已善盡

企業責任，執行有效之空氣污染防制，綜

上，於草案要求業者需連續監測，實勞民傷

財亦有圖利檢測業者之嫌，爰建請刪除本項

連續監測之規定，以彰簡政便民。 
總碳氫化合物更正為揮發性有機物之理由同

第二條建議。 

第四十五條 公私場所具有石化製程者，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格式於歲修前一個月提報歲

修計畫書，至地方主管機關查。 
前項歲修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預計歲修起迄時間。 
二、預計歲修製程編號及名稱。 
三、預計管線與操作單元 
氣體置換及清洗程序。 

第四十五條 公私場所具有石化製程者，應依中
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格式於歲修前一個月提報歲

修計畫書，至地方主管機關查。 
前項歲修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預計歲修起迄時間。 
二、預計歲修製程編號及名稱。 
三、預計管線與操作單元 
氣體置換及清洗程序。 

已新增設備維修作業之定義，建議增訂設備

維修作業通報規定，將歲修與設備維修作業

進行區分，避免事實發生時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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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預計揮發性有機氣體處理方式及處理流程

圖。 
五、預計揮發性有機氣體經由防制設備處理後

之排放情形及排放量推估。 
六、依第四十二條規定應主動通報對象。 
六、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項目。 
石化製程因緊急狀況須進行歲修，未能於一個

月前提報歲修計畫書者，應於歲修開始後二十

四小時內，檢具具體理由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並於歲修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報歲修報告書至地

方主管機關備查；設備維修作業應於開始後二

十四小時內，檢具具體理由通報地方主管機

關，若維修作業時間超出二十四小時，應於開

始維修作業十五日內向地方主管機關提出書面

報告。 
 
歲修計畫書及歲修報告書應保留五年備查。 

四、預計揮發性有機氣體處理方式及處理流程

圖。 
五、預計揮發性有機氣體經由防制設備處理後

之排放情形及排放量推估。 
六、依第四十二條規定應主動通報對象。 
七、其他主管機關規定之項目。 
石化製程因緊急狀況須進行歲修，未能於一個

月前提報歲修計畫書者，應於歲修開始後二十

四小時內，檢具具體理由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並於一個月內提報歲修報告書至地方主管機關

備查。 
歲修計畫書及歲修報告書應保留五年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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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發性有機物空氣污染管制及排放標準修正草案 

修正建議 

TRCA 彙整/2023.08.31 

謹就 8月 14日研商會修正草案及簡報提出以下修正建議，敬請酌予考量，感恩！ 

一、 第 2條第 59款燃燒塔使用事件： 

1 提案單位：中石化 

2 修正建議： 

2.1 石化製程於歲修、開車、停車時，因工安考量必然會使用廢氣燃燒塔，

且每日極容易超過五千立方公尺而造成使用事件，故建請排除石化製程

中因計畫性歲修、開車、停車之狀態。 

2.2 簡報 P8 ，覆現行標準已無納入蒸氣氣，續於於申報報增列氮氣氣、氣氣

欄位以作為排除。惟於草案內容，第五十九款之廢氣燃燒塔事件定義仍

以總流量為判斷依據，與覆現內容相歧，建議將廢氣明訂為揮發性有機

物。 

2.3 非人為因素或是外部原因(如台電跳電…等)可能會導致排放流量異常，建

議將公私場所發生異常狀態時導致排放流量超準，入蒸排除條款。 

二、 第 5條第 1項廢氣燃燒塔氣氣量與廢氣量之重量比：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依據 FLARE TIP 原廠 JOHN ZINK 設計資料（附件 1），介於 19%至 

80%可達完全燃燒，廢氣分子量越高所需氣汽量越多，高熱值下氣氣廢

氣比即使達到 200%~300%，仍可達到納煙燃燒。 

2.2 有關美國中央及地方燃燒塔之法規，皆納氣氣/廢氣重量比相關規範，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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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方州政府與煉油廠簽訂一系氮的同意令，規定氣氣及廢氣重量比比

應小於 3.0 重量比。 

2.3 雖本條訂有各公私場所得依製程特性報請排除條款，惟地方主管機關對

前述報請之核可範圍以及送審方式，因條文未明訂審查方式，故多持保

留態度而傾向不同意公私場所之報請，請大部就該比值之適用性及審查

方式，明定於立法說明，俾地方主管機關和公私場所有所遵循。 

三、 列訂第 5條第 3項排除條款：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廢氣燃燒塔之設計及操作條件應符合下增之規定…，與第4條第2項第3款：

公私場所因廢氣熱值不足補充之氣氣、天然氣或液化石油氣產生之排放。條

文內容對於熱值規定有所矛盾，因熱值不足而補充卻須符合排放熱值規定，

建議增訂第5條第 3項：因前條第二項第三款內容或前條第一項排放操作條

件有困難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者得不依前項規定。 

四、 第 10條： 

1 提案單位：中石化 

2 修正建議： 

2.1 第 1項第 2款，累積排放量達 2.5 公噸以上者提交改善計畫書，建議補

充說明累積排放量計算依據或計算公式，如依據為 CEMS 或空污費公

式…等，建議明訂於條文中。 

2.2 第三項，…應於 30分鐘內完成廢氣採樣，並進標揮發性有機物成分、濃

度及總淨熱值分析…。相關疑義說明如下，建議明訂於條文中，以避免

爭議。 

2.2.1 未明確定義採樣方式應為自標或委託第三方執標，此外依法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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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MS 者，若 CEMS為正常運作，是否可援用。 

2.2.2 依條文所述，納法判讀為 30分鐘內完成採樣及分析，或 30分鐘

內完成採樣即可，分析事項得於續於作業，建議於條文中描述清

楚。 

五、 第 11條廢氣燃燒塔使用事件對外通報之對象： 

1 提案單位：中石化、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若屆時歲修未被排除於燃燒塔使用事件，歲修時恐有重複通報之虞，造

成民眾恐慌及主管機關觀感不佳，建議建立通報平台，能減少通報流程、

列加通報效率及避免重複通報，資訊方面公開透明，展行政府和企業對

於環境保護的承諾，有助於改善公眾對於空氣污染排放管理的觀感。 

2.2 若條文修正目的為保障民眾知的權利，應先確認透過通知區公所及通報

民眾聯合服務中心是否可以完整正確傳達訊息；基於標政一體性原則，

業者無通報主管機關應毋須再通報其他機關；另地方政府多訂有強化所

屬機關或單位間橫向聯繫之要點或辦法，惟草案要求公私場所應個別通

知地方政府轄下之機關、單位，顯未善用政府機關橫向聯繫之機制，為

善用標政資源以及簡政便民，爰建議僅通報地方主管機關即可。 

2.3 建議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公私場所應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服務專線，接受民眾詢問廢氣燃燒塔使

用事宜。  

當發生燃燒塔使用事件，應依下列規定，以簡訊或其他方式通知公私場

所所在地之鄉（鎮、區）公所，並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所設民眾聯合服

務中心、專線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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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 12條排除天然氣之適用：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考量天然氣非本準已管制對象，且於第 3 條燃燒塔、第 15 條儲槽及

第 24 條裝載設施適用對象無排除天然氣相關管制，為使法規具一致性，

建議於第 12 條製程設施及第 29 條設備元件列氮排除說明。 

2.2 天然氣定義係指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準已 CNS3719 之燃料氣。 

2.3 建議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 公私場所具有石化製程之設施或公私場所揮發性有機

物原（物）料年用量超過五噸者。但天然氣製程及下列石化製程之設施

不適用本章規定： 

七、 第 15條列訂排除生質酒精儲槽：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配合政府能源政策儲放生質酒精之儲槽，爰建議排除氮管。 

2.2 建議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  

本章適用對象為公私場所之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但儲存天然氣、食用酒精、生質酒精之儲槽及加油站之儲油槽，不適用

本章規定： 

八、 第 16條第 2項第 3款及其附增一： 

1 提案單位：中油、南帝、中碳 

2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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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由於中油前鎮儲運所在 5年內將搬移至高雄港洲際二期，新的洲際儲運

所會配合修正草案規劃相關 VOCs 防制設施，惟中油前鎮儲運所因在 5

年內將完成搬遷，若目前規劃丁二烯、苯槽列設密閉回收管線，完成之

續又馬上面臨拆遷，對中油公司來說是個成本的浪費，也納法達到法規

預期的效益，執標上有其難處。建請主管單位能考量中油前鎮儲運所 5

年的搬遷期程，在修正條文施標上給予適當的寬限期，該項法條應於 

1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 

2.2 行標HAPs 物質採固定頂槽型式並連通至防制設備，無符合本法規草案

第16條第2項第2款之規定，但本次法規草案修正於同條新列第3款”

附增一”規定，明定HAPs 儲槽限制只得採壓⼒槽或浮頂槽連接至防制

設備，易遭誤解為採用固定頂型式連通防制設備者不適用，建議附增一

列加“固定頂槽連通至防制設備”相關字眼，請酌參。 

2.3 第 2項第 3款所述「應依附增一所氮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規定辦理….」，

因附增一限定壓⼒槽、內、外浮頂等，與本條第 2項第 2款所述「採用

固定頂槽…」，語意有重複且衝突之處，建請修正。 

九、 第 16條第 5項： 

1 提案單位：中石化 

2 修正建議： 

內浮頂或外浮頂槽經下氮改裝續，已用第 17 條固定頂槽之規定。考量採密

閉回收至防制設備處理，碳氣化合物濃度可能相當高，若為毒化物，對於採

樣人員有工安風險之虞，建議補述不再適用其他內、外浮頂之相關規範。 

十、 第18條第10款內浮頂槽上方之總碳氣化合物濃度建議仍維持在34,000 ppm ：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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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應於修正說明下修至 10,000 ppm 之緣由，目前浮頂槽為最佳可標性

控制技術之一，儲槽 5 年內部檢查規定，考量儲槽結構、運作頻率必須

進標檢查維修，建議維持行標規定。 

2.2 內浮頂槽上方之總碳氣化合物濃度下修至 10,000 ppm，由於浮頂槽上

方主要逸散源為呼吸閥或通氣孔，常態下並不開啟，當內浮頂槽因進油

導致液位上升，槽內氣體因擠壓由呼吸閥排出，為單純之物理行象，且

呼吸閥的作動機制為閥片(板)受壓⼒變化之開/合動作，不具備控制排氣

濃度於 10,000 ppm 以下之功能，檢附本公司高市環保局內浮頂上方

VOCs 濃度定檢紀錄增（附件 2）為例，多數內浮頂槽檢測濃度均達

10,000 ppm 以上，請比照本條文爆炸下限 50%不作調動，維持原先

34,000 ppm 之規定。儲槽封氣設備（密封）未見改動，則逕自加嚴管

制濃度至行標設備元件管制準已，不符比例原則。此外依石油業儲油設

備設置管理規則第 27 條規定，業者應每 5 年實施內部檢查，行此準

已逕加嚴至 10,000 ppm，顯然並未考量油槽封氣設備於正常使用便會

有所損耗，若業者之油槽於正常使用期間損耗至揮發性有機物超過管制

濃度即為違法，而囿於前述規則及因應國家穩定供油政策，業者亦納法

及時維修亦處於兩難。此外如欲要求業者符合此規定，此規定應加上「如

逾越本規定，業者應於下次開放檢查期間更換密封設備，自發行超過管

制濃度日起至開放檢查結束時，此期間視為改善期間，主管機關不得再

度處罰。」之但書。 

2.3 本公司於前次研商會議版本無敘明「油槽封氣設備於正常使用便會有所

損耗…，業者應於下次開放檢查期間更換密封設備，自發行超過管制濃

度日起至開放檢查結束時，此期間視為改善期間…」之但書一事，惟相

關建議仍未獲大部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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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承上，若業者為符合草案加嚴管制 10,000 ppm 而自標縮短內浮頂槽開

放檢查更換封氣設備之時程，不僅影響國內油料油槽調度，且為配合本

次草案限制全年度空品不良期間不得開槽之規定，則更加難以配合可標

之作業時間，建議大部仍應考量以「改善期間更換封氣設備」之精神，

使業者依照輸儲調度及檢修排程作業自主改善，望參採。 

2.5 其次，內浮頂槽無屬 BACT 最佳可標控制技術，有關浮頂上方之總碳氣

化合物濃度加嚴管制為 10,000 ppm ，是否有相關科學意義、調查或統

計?或是參照其他國家之管制案例? 且各業者於草案公告續，是否有既設

儲槽改善之方案?業者如納法於施標日期前符合要求，是否有替代方案? 

此部分亦建請大部援以技術輔導並釋疑相關調查統計、案例。 

2.6 另業者如為符合本草案準已，針對空氣污染物排放減量而採用破壞性(焚

化)污染防制設備，則反使業者未來排碳量列加，雖碳費與空污費課徵內

容物不同，然業者為降低空氣污染物逸散至大氣所列設之措施，卻可能

使碳費列加，實有不公平之虞。此議題建議大部應協調個管法令主管機

關之起徵認定及減量優惠，亦建議大部針對前述情形，酌予研議列氮空

污費減量優惠之適用條件。 

十一、 第 20條第 1款第 3目內浮頂槽上方的檢測位置：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建議修改為：檢測位置應位於通氣孔開口面或儲槽上方開口處(如：人孔、

取樣口、鵝頸管等) ；如空空壓⼒調閥閥或通氣孔採密閉連通至水封系統

者，檢測位置應於水封系統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依照環保署 8 月 14 

日修正草案研商會簡報資料第 26 頁圖示之檢測位置為儲槽側邊通氣

口，但通氣口位置檢測難度高，建議入蒸儲槽上方開口處。 



8 

2.2 內浮頂槽如具備雙封式密封(密封圈加氣封) ，因納通氣孔且採密封操作，

建議本密封類型儲槽，浮頂上方檢測位置為呼吸閥出口與大氣接觸面，

以利推動業者將內浮頂槽改善為雙封式密封。 

2.3 內浮頂槽建置油氣回收裝置之過渡期，通氣孔將逐一封閉及廢除，如因

廢除通氣孔反而招致浮頂上方檢測結果超準，衍生環保罰單，勢必降低

業者建置油氣回收裝置之意願，請研議補充雙封式密封(密封圈加氣封)

排除浮頂上方檢測規定或定義檢測位置為呼吸閥出口處。 

2.4 建議修正條文： 

二十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檢查與修護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內浮頂槽 

(三)浮頂上方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應每季檢測一次，檢測位置應位於通

氣孔開口面； 如真空壓力調節閥 、孔孔、樣口口、頸管管 或通氣孔採

密閉連通 至水封系統者，檢測位置應於水封系統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 ，

配備雙封式密封(密封圈或氮封)之儲槽，無通氣孔之儲槽，檢測位置為

呼吸閥與大氣接觸之開口面。 

十二、 第 22條第 2項：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建議儲槽清洗規定修訂為「符合下氮規定之一，視為符合本法要求，始

得開槽：」，原因如下：實務上即使遵照本規定執標儲槽清洗作業，惟由

於人類嗅覺較儀器靈敏，仍納法完全消除所有異味，中油之儲運單位即

發生過雖無依照本準已執標儲槽清洗，但因物理上之限制故油槽仍可嗅

得些微油氣味，並遭主管機關進廠並以 PID 檢測得 5~6 ppm ，即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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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32 條規定視為從事污染標為，並舉發裁罰之情事。依據標政罰法

第 7 條第 1 項「違反標政法上義務之標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予

處罰。」及第 11 條第 1 項「依法令之標為，不予處罰。」等規定之精

神，建請列訂此註記，以維信賴保護原則。 

2.2 以本公司原油槽開槽為例，即使無經持於運作一週的油氣回收，其油氣

濃度尚有 2 萬多 ppm，加嚴至 10,000 ppm 恐將造成調度問題。建

議仍維持原管制規定。 

2.3 承上，第 22 條修正說明七「儲槽清洗作業採用納人化機械清洗者，係

於槽內密閉空間中，採用溶劑(柴油等)吸收槽內氣體。由於納氣體收集及

排出續再處理之處理流程……適用開蓋濃度之規定」使用溶劑(柴油)主要

為軟化底泥使其均質化以利續於作業，其續端仍有氣體處理問題，應非

使用溶劑吸收槽內氣體，若直接適用濃度準已，恐納法進標開槽作業，

影響運作。 

2.4 建議修正條文： 

第二十二條 

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之清洗作業，應於儲存物料排空後有效收集儲槽內

氣體，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視為符合本法規定，始得開槽。但安裝清

洗機具時，不在此限：  

一、總置換氣體體積達體積三倍。  

二、儲槽內總碳氫化合物濃度低於爆炸下限百分之五十或三萬四千 

ppm 以下，連續累積達一小時者。 

十三、 列訂第 25條第 4項船舶卸載過程迴氣處理建議： 

1 提案單位：奇美 

2 修正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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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奇美的運作方式：船舶「卸載」或「裝載」作業，皆有設置迴氣管以保

持壓⼒平衡，避免多餘的 VOCs 氣體排放。 

2.2.1 船舶卸載-儲槽氣體迴氣至船艙。 

2.2.2 船舶裝載-船艙氣體迴氣至儲槽。 

2.3 建議修正條文： 

第二十五條第四項 

船舶卸載苯、丙烯腈、甲苯、苯胺、四氯化碳、氯仿、1,2-二氯丙烷、

環氧乙烷、環氧丙烷、硝基苯、四氯乙烷、甲苯二異氰酸酯或三氯乙烯，

得裝設迴氣管，將儲槽內氣體導回船舶儲槽。 

十四、 第 26條第 1項：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草案第 24 條雖無明定運輸揮發性有機液體之槽車業者為適用對象，惟

仍建議大部針對草案第 26 條，於「裝載操作作業執標前及完成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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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槽車裝卸口為氣密狀態…」敘述前加註「槽車業者」等文字，俾雙方

業者均落實自主管理。 

2.2 建議修正條文： 

第二十六條  

裝載操作作業執行前及完成後，槽車業者應確保槽車裝卸口為氣密狀態。 

十五、 第 26條第 3項附增二： 

1 提案單位：南帝 

2 修改建議： 

若以氣氣吹趨管線內殘氣回原料儲槽，因氣氣與丁二烯並不相容，將造成氣

氣儲存於丁二烯儲槽內，影響丁二烯原料儲存容量及壓⼒過高伴隨之工安風

險，建議附增二可列氮以空空抽引之方式將丁二烯裝載操作之管線殘料抽除

至儲槽或回收系統之項目，請酌參。 

十六、 第 29條第 1款排除天然氣之適用：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考量天然氣非本準已管制對象，且於第 3 條燃燒塔、第 15 條儲槽及

第 24 條裝載設施適用對象無排除天然氣相關管制，為使法規具一致性，

建議於第 12 條製程設施及第 29 條設備元件列氮排除說明。  

2.2 天然氣定義係指應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準已 CNS3719 之燃料氣。 

2.3 建議修正條文： 

第二十九條 

但下列設備元件不適用本章規定： 

一、流經該設備元件之流體中，屬於天然氣或其揮發性有機物重量比小

於百分之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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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第 30條第 1項第 2款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行標法規有關設備元件更換零件或克漏修護時間規定為 15 日，即考量

發行洩漏當下通知克漏業者，洩漏處仍須經業者經行勘、製作夾具、計

算藥劑強度及行場施工，並納法於 24 小時內完成，另以更換零件方式

修護如需臨時調料等因素，驟然縮短修護時效至 24 小時確滯礙難標。

遑論所謂「改善完成」是否指業者修護續並經檢測業者複測合格那刻才

算改善完成？請定義修護完成認定方式，是否依合格檢測業者出具之報

告或是公私場所自標使用檢測儀器亦可認定。 

2.2 環保署訂定修護原則應具一致且實務可達成，第 32 條規定如業者擇克

漏或更換零件者應於 15 天內完成修護，但第 30 條卻只允許 24 小時，

實務上公私場所須俟發行洩漏源納法單純以鎖緊、密封續，才會通知克

漏業者到廠，此時無消耗許多時間。而克漏業者即便於下一工作天就到

廠續，也僅可先進標行勘測量作業，須待克漏業者取得這些行勘資料並

回傳資料，克漏業者尚須設計夾具及試算強度，續於才是製作克漏模具，

意即，即便是同樣的元件形式，但不同尺寸或不同內容物(流體)洩漏，克

漏業者所製作的模具都因個案而有所差異。克漏業者待夾具製作完尚須

運送到公私場所並安裝以及灌注藥劑，而克漏業者夾具工廠可能跟公私

場所並未位於同縣市，夾具施作完工續由公私場所通知檢測商複測合格

續才算修護完成。而前述程序，尚未扣除星期六、日或其他國定假日，

而行標草案看似允許公私場所於 24 小時以克漏修復，實際上為刁難公

私場所，畢竟前述程序均納法由公私場所獨立作業，亦納法於 24 小時

內完成。而依據前述程序包含克漏公司以及檢測公司調配時間，本廠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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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本條維持原規定 15 天。畢竟時間再縮短，也只是徒有條文而不利

公私場所遵循及落實。 

十八、 第 31條第 1項第 5款： 

1 提案單位：中石化、中碳 

2 修正建議： 

2.1 …屬於難以檢測之輕質液及氣體設備元件應每二年檢測一次，於一百十

四年一月一日起應每一年檢查測一次。 

2.2 難檢重/輕質液體設備元件自114年起改為每年檢測。建議可針對 12項

HAP自114 年改為每年檢測，其餘難檢重質液體、輕質液體仍維持 4、

2年檢測規範。 

十九、 第 32條第 1、2款：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同第 30條修正建議。 

2.2 建議修正條文： 

第三十二條 

一、設備元件經發現為洩漏源者，應於發現時起二十四小時內以鎖緊或

密封 方式修護。無法以鎖緊或密封 方式修護者應於發現日起十五日

內以更換零件或克漏 方式修護。  

二、採樣前款修護方法後仍無法完成修護者，應於發現日起二十日內檢

具洩漏源發現日期、修護方法、展延修護之理由、展延修護時間及洩漏

源之維護措施，報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展延。主管機關應依實

際狀況核定展延期限，最長不得超過最近一次停車期間。 

二十、 第 34條附增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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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案單位：中油、中碳 

2 修正建議： 

2.1 第34條及附增三內容中設備元件檢測值>100 ppm 即須更換為低洩漏

型式設備元件，建議更換對象為經修護處理續，檢測值仍>100 ppm之

元件，給予業者修護處理之改善機會。 

2.2 設備元件發生洩漏，業者將立即修護處理改善，不論修護成效是否

<100ppm ，皆括要要求必須更換為低洩漏型閥件，徒列業者人⼒及財務

成本，建議加註強制更換對象為經修護續檢測值仍>100ppm 之元件。 

2.3 針對本條附增三規定，建議本條所規範之範圍以 12項 HAP為限，因該

入管製程之製程代碼除了該 12項 HAP，仍有其他重質液設備元件納法

符合附增三規定。本公司有其他製程(例如有機溶劑使用)與芳香烴製造

程序(180099)共用防治設備，因此全被入蒸芳香烴製造程序，而其他製

程使用與 HAP 納關，不應比照附增三規定，且重質液體取樣系統使用

密閉式取樣系統有實質困難、窒礙難標。 

二十一、 第 37條： 

1 提案單位：中石化 

2 修正建議： 

2.1 建議排除依消防法規『公共危險物品及可燃性高壓氣體製造儲存處理場

所設置準已暨安全管理辦法』設置之油水分離設備，說明如下： 

2.1.1 儲槽所屬之廢水收集系統，非屬常態性使用，係為因應儲槽洩漏

時緊急狀況使用。 

2.1.2 油水分離設備在廠區設置廣泛，除製程所需外，儲槽區、泵浦區

均設置以因應洩漏之緊急事件得以收集外洩之物質，非屬常態性

使用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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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依據簡報 P46 之意見及覆現，建議第 15條規定揮發性有機液體儲槽所

屬廢水收集系統束限於儲槽清洗作業之廢水。 

二十二、 第 42條第 3項歲修通報： 

1 提案單位：中油、中石化、中碳 

2 修正建議： 

2.1 建議修正條文 ：公私場所至少應於石化製程預定歲修前二日通報地方主

管機關 ，並以簡訊或其他方式通知公私場所所在地之鄉（鎮、區）公所，

並於公私場所網站或以其他方式公開說明。並應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所設

民眾聯合服務中心、專線或平台。 

2.1.1 若條文修正目的為保障民眾知的權利，應先確認透過通知區公所

及通報民眾聯合服務中心是否可以完整正確傳達訊息。 

2.1.2 行標準已第 42 條無訂有歲修 1 個月前提報歲修計畫書給地方主

管機關之規定，且基於標政一體性原則，公私場所無通報主管機

關應毋須再通報其他機關；另地方政府多訂有強化所屬機關或單

位間橫向聯繫之要點或辦法，惟草案要求公私場所應個別通知地

方政府轄下之機關、單位，顯未善用政府機關橫向聯繫之機制，

為善用標政資源以及簡政便民，爰建議僅通報地方主管機關即可。 

2.2 若屆時歲修未被排除於燃燒塔使用事件，歲修時恐有重複通報之虞，造

成民眾恐慌及主管機關觀感不佳，建議建立通報平台，能減少通報流程、

列加通報效率及避免重複通報，資訊方面公開透明，展行政府和企業對

於環境保護的承諾，有助於改善公眾對於空氣污染排放管理的觀感。 

2.3 於第 45 條無規範 1 個月前須提報歲修計畫書至地方主管機關，本條規

定須於歲修 2 日前通報主管機關，無重複提報，建請依第 45 條 1 個月

前須提報歲修計畫書之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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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歲修屬計畫性工作，與第 11 條燃燒塔使用事件通報性質不同，建請本

通報仍維持 1個月前提報環保局，由主管機關氮管管制；多重通報可能

引起民眾聯想。 

二十三、 第 44條： 

1 提案單位：中油、中石化、中碳 

2 修正建議： 

2.1 建議修正條文：第 4、5、6項 

前二項之總碳氫化合物濃度值量測，以五分鐘量測所得濃度之算數平均

值計之。濃度測值之產生應以每十秒紀錄一筆，每分鐘需紀錄六筆數據，

連續五分鐘測得所有數據之算數平均值計算。 

量測揮發性有機物濃度過程應以影像或照片方式紀錄。量測過程之紀錄

至少每分鐘一次，且紀錄需呈現檢測期間之濃度值、時間及日期標記，

併同檢測結果之書面紀錄資料，保存二年備查。 

製程管線阻塞必須即時開啟任何容量之重合槽、聚合槽或其他密閉設備，

以進行檢修清除者，應量測揮發性有機物濃度，但不適用第三項規定，

且應紀錄事發原因、日期、開啟時間及結束時間，相關紀錄須保存二年

備查。 

2.1.1 行業者執標歲修開啟密閉設備前之檢測，多委由合格代檢業參考 

NIEA A706.73C 之程序以火焰離子型偵測器執標檢測。參照 

TVA-2020 原廠型錄，一般檢測反應時間約 3.5 秒可達最大值

的 90% ，是否加裝過器器或伸 管又各自有不同的反應時間。依 

A706.73C ，檢測時需至少停留兩倍儀器反應時間，為求檢測數據

有代增性，中油大林廠為例，規範廠商檢測時需停留超過 10 秒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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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爰草案規定需每 10 秒產出一筆數據，恐窒礙難標；次依據行標

業者報報此項檢測之測值，多遠低於草案訂定限值，此有公私場

所向地方主管機關每申定期報報之資料可稽，顯示業者歲修開啟

任何密閉設備前，無善盡企業責任，執標有效之空氣污染防制。 

2.1.3 綜上，於草案要求業者需連於監測，實勞民傷財亦有圖利檢測業

者之嫌，爰建請刪除本項連於監測之規定，以彰簡政便民。 

2.1.4 查前大署環境檢驗所公告「揮發性有機物」洩漏測定方法-火焰離

子化偵測法係針對設備元件洩漏濃度測定之準已檢測方法(NIEA 

A706.73C)，並非「總碳氣化合物」檢測方法；另查該所公告空

氣及物理類別準已檢測方法提及「總碳氣化合物」者分別為： 

NIEA A723.75B  、 NIEA A740.10C  、 NIEA A759.10B(中文方

法名稱恕略) ，為求法規名詞精確性不致誤解，爰建議維持原有名

詞；或建請大 部與國家環境研究院就前述NIEA A706.73C 所檢

測之物質屬「揮發性有機物」或屬「總碳氣化合物」進標科學上

之研商及確認。 

2.2 第 1項密閉設施應保持氣密狀態無將歲修排除，惟第 4項並未敘明排除

歲修作業，歲修期間相當多的對外開口須打開，包要排氣閥、洩水閥，

數量近百，若須依第 2 、3項規定進標監測與紀錄，在執標面實有困難。 

2.3 第 6項其他密閉設備範疇過於廣泛小至過器器大至反應器，設備眾多執

標不易，建議範圍縮小且明定設備範疇。 

2.4 第 44 條相關規定於石化製程中之實際執標面有相當困難度，建請再考

量。 

2.5 第 3項規定屬芳香烴製造程序、丙烯腈-丁二烯-苯⼄烯共聚合物化學製

造程序、苯⼄烯化學製造程序，應依附增四所氮密閉設施開啟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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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第 34條建議只氮管 12項 HAP，不以入管製程之製程代碼。 

二十四、 第 45條第 2、3項： 

1 提案單位：中油 

2 修正建議： 

2.1 無新列設備維修作業之定義，建議列訂設備維修作業通報規定，將歲修

與設備維修作業進標區分，避免事實發生時納所適從。 

2.2 建議修正條文： 

第四十五條 

前項歲修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六、依第四十二條規定應主動通報對象。 

石化製程因緊急狀況須進行歲修，未能於一個月前提報歲修計畫書者，

應於歲修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檢具具體理由通報地方主管機關，並於

歲修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報歲修報告書至地方主管機關備查 ；設備維修作

業應於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檢具具體理由通報地方主管機關，若維修

作業時間超出二十四小時，應於開始維修作業十五日內向地方主管機關

提出書面報告。 



1









user
文字框
附件2





user
文字框
附件3


	MX-M266N_20230921_130217
	1120814_VOCs標準草案會研商會(會議紀錄)_r4
	附件一、VOCs標準草案修正建議表-台塑企業
	附件二、VOCs標準草案修正建議表-中油
	附件三、VOCs標準草案修正建議表_TR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