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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 書函 (公開性會議)                                            

地 址：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號
聯 絡 人：戴鴻勳
電 話：02-23117722#6210
電子郵件：hunghsun.tai@moenv.gov.tw

受文者：如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13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 環部空 字第 1131061958 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會議紀錄及會議簽名單請至雲端下載（https://reurl.cc/vvLAkN）

 檢送本部113年8月28日召開「使用資源循環燃料之空氣

污染防制相關修正草案研商會」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 經濟部、內政部、交通部、農業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經濟部產業發展

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農業部農業科技園區管理中心、國家科學及技術

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環境部環境管

理署、國家環境研究院、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大地心環境關懷協會、大

肚山改善空污協會、中科汙染搜查線、中華民國化工原料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太陽光電發電系統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資源環

境保育協會、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中華民國自然步道協會、中華民國妘尚

愛地球低碳協會、中華民國乳業協會、中華民國社區產業永續發展協會、中華

民國金屬家具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建設機械道路安全協會、中

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美化人生發展協會、中華民國

消防工程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病媒防治商業同業公會全國

聯合會、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新竹分會、中華民國清潔服務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中華民國視野人文協會、中華

民國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全國聯

合會、中華民國儀器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廢棄物清除處理商業

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廢機動車輛回收處理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

會、中華民國環保大地協會、中華民國環保科技協會(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環安

系)、中華佛教如來功德慈善會、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鍋爐協會、內政

部、主婦聯盟台中分會、台中市大地鄉土關懷協會、台中市社區婦女成長協

會、台中市原鄉文化協會、台中市登山環保協會、台中市塑膠製品商業同業公

會、台中市環保生活促進會、台中縣大甲溪永續發展協會、台中縣大甲溪生態

環境維護協會、台中縣和平鄉文化環境保護協會、台中縣梧棲鎮港區生態環境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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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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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協會、台中縣龍井鄉綠地環保促進協會、台中縣龍井鄉環保建設福利協進

會、台中縣環保義工協會、台北市工業會、台北市日本工商會、台北市油漆業

職業工會、台北市建設機械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

儀器商業同業公會、台北市橡膠製品商業同業公會、台東縣工業會、台南市二

仁溪沿岸發展協會、台南市工業會、台南市生態保育學會、台南市綠手指生態

關懷協會、台南市環保聯盟、台南社區大學研究發展學會、台南縣公害防治協

會、台南縣月港志工服務協會、台南縣永續家園協會、台南縣生活環境關懷協

會、台南縣西港鄉環保義工協會、台南縣曾文溪沿岸發展協會、台南縣環境保

護聯盟、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毛衣編織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水產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加工出口

區光學及精密儀器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加工出口區金屬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加工出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加工出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台灣永續綠營建聯盟、台灣生態城市暨國土規劃學會、

台灣生態學會、台灣生質能木顆粒造粒協會、台灣田野學習學會、台灣光學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冷凍肉品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台灣拉鍊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空氣品質管理

交流協會、台灣肥皂清潔劑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染料顏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流體傳動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省玻璃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省電器商業同

業公會聯合會、台灣科技產業園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科學園區科學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美恩生命關懷協會、台灣耐火材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要

健康婆婆媽媽團協會、台灣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氣候聯盟、台

灣消防器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胺基酸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協會、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大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木材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毛衣編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毛紡織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水泥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水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玉米類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瓦斯器

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用電設備檢驗維護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皮革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皮革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石礦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石礦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印刷暨機器材

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合成皮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合成樹脂接著劑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地毯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竹籐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米

穀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空調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冷凍蔬果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玩具暨兒童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表面處理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金屬

品冶製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金屬資源再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玻璃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紅糖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食品暨製藥機械工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氣體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珠寶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紙器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航太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動物用醫藥保健工業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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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會、台灣區教育用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眼鏡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被服

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造船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麥粉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植物油製煉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棉紡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視聽錄音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飲料工業同

業公會、台灣區塑膠原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塑膠製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塗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煙火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煤礦業同業公會、台

灣區遊艇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信工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氣工程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氣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動屠宰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線電纜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預拌混凝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漁網具製造工業同業公

會、台灣區蜜餞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冰冷凍冷藏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

衣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製傘工業同業公會、台灣

區酸鹼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彈簧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模具工業同業公會、

台灣區樂器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磚瓦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糖果餅乾麵食工

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環保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環境保護工程專業營造業

同業公會、台灣區螺絲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黏性膠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

織布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織襪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舊船解體工程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區鐘錶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鑄造品工業同業公會、台灣區鑿井工

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陶瓷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魚魚協會、台灣鄉村文化景觀

發展學會、台灣塗料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農機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台灣綠氛環境公義協會、台灣製鞋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製藥工業同業

公會、台灣橡膠暨彈性體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鋼線鋼

纜工業同業公會、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台灣環保酵素綠生活協會、台灣環

境公義協會、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台灣環境綠化保育協會、台灣醫療暨生技器

材工業同業公會、台灣護樹團體聯盟、台灣罐頭食品工業同業公會、正隆股份

有限公司后里分公司、正新橡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餘造紙股份有限公司

新屋廠、交通部、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有限責任台灣大地生質能燃料回

收運銷合作社、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花蓮製造廠、宜蘭縣工業會、爭好氣聯

盟協會、社團法人中國生態環保促進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自然生態保育協

會、社團法人中華蜂產品協會、社團法人台南市野鳥協會、社團法人台灣水資

源保育聯盟、社團法人台灣石虎保育協會、社團法人台灣電池協會、社團法人

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社團法人台灣環境公義協會、社團法人台灣蠻野

心足生態協會、社團法人看守台灣協會、社團法人媽媽氣候行動聯盟協會、社

團法人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花蓮縣工業會、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花蓮

縣原住民生態保育暨環境保護發展協會、花蓮縣萬榮鄉環境生態保育及文化產

業暨就業促進發展協會、金門愛鄉協會、金門縣工業會、金門縣環保志工隊、

阿凡達生態協會、南投縣工業會、南投縣仁愛鄉河川生態保育會、南投縣水里

鄉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南投縣永續生態旅遊協會、南投縣信義鄉自愛生態環境

保護協會、南投縣埔里鎮河川生態保育協會、南投縣國姓鄉猴洞坑自然資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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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會、南投縣鹿谷鄉大水掘自然生態保育協會、南部反空污大聯盟、屏東縣九

如鄉環保志工協會、屏東縣大戇牯環境保育協會、屏東縣工業會、屏東縣竹田

鄉環境保護協會、屏東縣里港環境綠美化促進會、屏東縣佳冬鄉文化環保協

會、屏東縣枋寮村東海環境保護發展協會、屏東縣長治鄉水資源開發保育協

會、屏東縣恆春鎮海洋環境保護協會、屏東縣恆春鎮環境衛生協進會、屏東縣

原住民部落環保促進協會、屏東縣環境安全促進協會、屏東縣環境保護協進

會、屏東縣環境保護聯盟、屏東縣麟洛鄉環境保護促進會、屏東縣鹽埔鄉環境

衛生促進會、紅樹林保護協會、美濃愛鄉協進會、苗栗縣工業會、苗栗縣中港

溪紅樹林環保人文聯盟、苗栗縣環境保護協會、洄瀾夢想聯盟、桃園市工業

會、桃園市起重機商業同業公會、桃園縣復興鄉河川保育協會、桃園縣環境品

質監測協會、荒野保護協會嘉義協會、草山生態文史聯盟、財團法人主婦聯盟

環境保護基金會、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

會、財團法人淨竹文教基金會、財團法人資源循環台灣基金會、財團法人福爾

摩莎新世紀環境保護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權

保障基金會、高雄市工業會、高雄市文化愛河協會、高雄市空氣防污維護協

會、高雄市起重機具協會、高雄市環境保護協會、高雄教師產業工會、高雄縣

永安鄉環保協進會、高雄縣林園鄉環保促進會、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環境研究院、基隆

市工業會、雲林淺海養殖協會、雲林縣大地保護協會、雲林縣工業安全暨環境

衛生保護協會、雲林縣工業會、雲林縣元長鄉環境保護促進會、雲林縣環境保

護聯盟、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新北市土城區自然景觀保護協會、新北市工業

會、新北市建設機械商業同業公會、新北市照明業產業工會、新竹市工業會、

新竹市海洋湖面生態保育協會、新竹縣工業會、新竹縣竹東鎮環保協會、經濟

部、經濟部產業發展署、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農業部、農業部農業科技園

區管理中心、嘉義市八掌溪人文生態發展協會、嘉義市工業會、嘉義市總工

會、嘉義縣工業會、彰化縣工業會、彰化縣醫療界聯盟、監督施政聯盟、臺中

市工業會、臺中市直轄市塗料油漆商業同業公會、臺中市總工業會、臺中直轄

市油漆工程業職業工會、臺北市塑膠製品製造工職業工會、臺南市社區大學研

究發展協會、臺南市社區營造協會、臺南市總工業會、臺灣中藥工業同業公

會、臺灣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臺灣省工業會、臺

灣烘焙油脂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不織布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玻璃工業同業

公會、臺灣區茶輸出業同業公會、臺灣區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臺灣區裝飾

燈泡燈串輸出業同業公會、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臺灣區體育用品工業

同業公會、臺灣植物保護工業同業公會、臺灣機械工業同業公會、臺灣環保暨

資源再生設備工業同業公會、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廠、澎湖野鳥協會、

澎湖縣自然學友學會、澎湖縣鳥嶼燕鷗保育協會、環境部資源循環署、環境部

環境管理署

副本：本部法制處、環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成大研究發展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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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源循環燃料之空氣污染防制相關修正草案研商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3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0分 

二、 地點：本部後棟 301 會議室（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156
號），視訊同步。 

三、 主席：張順欽司長                    紀錄：戴鴻勳 

四、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單。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委辦單位簡報：略。 

七、 與會單位意見： 

（一） 再生能源推動聯盟 

1、 資源循環燃料名詞不恰當，把燃燒廢棄物美化為資源

循環，第一類燃料可列入生質能、綠能，第二類、第

三類應屬廢棄物焚化發電，不可引入綠能，只能算一

般火力發電或假綠電。 

（二） 監督施政聯盟 

1、 燃料要均一，成份固定要標準化，以利管理。 

2、 固體燃料之成份不應進口外國之廢棄物補充。 

3、 第二類或第三類燃料定義不明確，有開後門或空白支

票之嫌疑。 

4、 應有總量管制。 

5、 SRF 最好是用來取代燃煤發電，而不是主要用於解
決缺電問題。 

6、 第三類燃料應歸類為廢棄物處理，而非發電為主。 

7、 資源循環燃料是否有抽檢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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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看守台灣協會 

1、 對於大氣司打算將使用廢棄物再利用燃料（草案中打

算修訂為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的工業鍋爐之戴奧辛

排放檢測頻率加嚴至每季一次、使用 SRF 二級至五
級（草案中歸類為第二類資源循環燃料 SRF-2）者加
嚴至每半年一次、使用 SRF 一級（草案中打算歸類
為第二類資源循環燃料 SRF-1）者則要求每年一次的
作法表示肯定；但也應該一併檢討現行各固定污染源

的戴奧辛檢測頻率，比如專門燃燒垃圾的大型焚化爐

（處理量達每日 300噸以上者，目前每半年一次）或
處理有害或感染性事業廢棄物的焚化爐（目前每年一

次），應該加嚴至每季一次、中型焚化爐（處理量達

每小時 4 噸以上者）加嚴至每年兩次，小型焚化爐
（處理量未達每小時 4噸者）則應每年一次；煉廢鐵
的電弧爐及其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也應該加嚴至每

季一次；PVC 製程、銅冶煉製程應加嚴至每季一
次，即使不使用廢棄物當燃料、也拿底渣等多種爐渣

來當生料的水泥窯則應加嚴至每年一次。 

2、 即使上述固定污染源的戴奧辛檢測頻率都加嚴至一級

的每季一次，也等於一年四季各只有 6小時的戴奧辛
排放情形有受到監控，對於一年操作八千小時的焚化

廠或其他會排放戴奧辛的工業製程而言，仍有 98.2％
的時間其排放「世紀之毒」戴奧辛的情形是完全未知

的，這一方面顯現從燃料或廢棄物的源頭加嚴管理其

成份（比如要求建材或裝潢材料不得使用 PVC）的
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凸顯引進戴奧辛連續採樣設備

（採樣時間可長達一個月）的必要性。 

3、 燒垃圾的焚化爐，以及燃燒不確定來源的 SRF 的工
業鍋爐，其戴奧辛定檢頻率，不應該因為其表現良好

而放寬，因為無法確認其來年的垃圾或 SRF 會不會
含有較複雜的成份與較高含量的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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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廢棄物當燃料不是資源循環，是破壞資源，不宜稱為

資源循環燃料；建議可改稱廢棄物衍生燃料，其包含

SRF，以及非 SRF 的廢棄物衍生燃料（現行的廢棄
物再利用燃料） 

5、 （初級）固態生質燃料的含氯量標準不應放寬（目前

要求小於 0.1％，草案中卻放寬至 0.3％）；若是因為
比照 CNS 標準之故，也建議應分級管理。以用料最
大的木質燃料為例，根據美國克拉克森大學空氣資源

工程與科學中心研究，其氯含量平均約在 30 ppm 上
下，芬蘭木質燃料品質指南，則是將氯含量小於 0.1
％的又分成好幾級。可見木質燃料要低於 0.1％並不
難，可能只有少數其他生物質燃料會有超出 0.1％的
可能。故建議低於 0.1％的（初級）固態生質燃料，
比照草案中的管理，低於 0.2％者則比照草案中的
SRF-1 規範其應有之空氣污染防制設備；低於 0.3％
者比照 SRF-2。 

6、 既然草案中使用廢棄物燃料的固定污染源定期檢測項

目中包含氯化氫，那麼鍋爐空污排放標準更應包括氯

化氫。 

7、 再者，戴奧辛排放標準應與廢棄物燃料混燒比例連

動，否則工業鍋爐主燃料的稀釋效應，可讓其輕鬆達

標。 

8、 目前在各事業廢棄物管理辦法附表或再利用許可或處

理許可中容許當作燃料、卻非拿來製成 SRF 的各種
廢棄物，只有少數有規範其有害成份，如有機溶劑；

其餘的廢棄物種類，都欠缺對於氯含量與重金屬等有

害物質的規範；而依照空污法的授權，大氣司大可加

以規範：要求未具備戴奧辛污染防制設施者，其廢棄

物再利用燃料成份標準應該比照 SRF-1；具備活性碳
注入設備及觸媒濾袋等戴奧辛污染防制設備者，則可

比照 SR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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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灣區造紙工業同業公會 

1、 考量各產業不同製程建置適當的空污防制設備，若已

採行防制設施已經符合排放標準，不必要強制要求加

裝活性碳或觸媒濾袋等設施規定，建議將第四條附表

二備註一『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得檢具符合排放濃
度之佐證資料，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後
為之』調整到法條本文。 

2、 建議「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

準」草案第六條增加『天災或其他不能歸責在排放源

因素應給予適當的展延、變更防制計畫』等文字，以

保留適當彈性。 

3、 建議「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第六條」先刪除自

11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 6%戴奧辛含氧校正，未來廢
棄物焚化爐加嚴管制到 6%再進行管制一致性。 

4、 針對「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染源公告

事項附表二修正草案」最後一項『使用第三類資源循

環燃料為燃料、輔助燃料或燃料原（物）料之固定污

染源』檢測頻率每季一次，雖於第一項附表二規範

『二次定期檢測間隔...不得逾九個月』以及好學生放
寬檢測頻度機制，業者仍擔心如遇工廠歲修、改善工

程、天候因素、甚至其他不能歸責在排放源的檢測量

能、行政作業，建請大氣司再研究檢測頻度級數調整

標準的實務可適性，修法公告之後也持續管考運作效

能。 

5、 本會會員廠曾在 7/1 研商會議上表達應以燃料熱值計
算，像歐洲對 SRF 的混燒比例通常基於燃料的發熱
量和排放特性，並且會考慮燃燒過程中的各種環境因

素，仍建請貴司積極與跨單位研究，和國際接軌一致

採用燃料熱值計算。 

6、 建請相關主管單位提供過渡期技術或設備補助來幫助

企業逐步符合加嚴排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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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灣生質能木顆粒造粒協會 

1、 本會於今(113)年 7 月 1 日研商會曾表示，反對第一
類固態生質燃料與第三類適用相同重金屬及戴奧辛排

放標準，但經統計後發現不論國內與國外進口之木顆

粒，皆可能有成分複雜或摻雜廢棄物之情形，故本會

轉換立場，同意資源循環燃料適用相同鍋爐空氣污染

物排放標準，加強燃料管控。 

2、 我國出口海外木顆粒皆有進行 CNS 品質認證，而海
外進口木顆粒皆無要求，實測其含量，皆無符合

CNS 標準，恐有協助海外處理廢棄物之虞，希望資
源循環署可以特別留意。 

（六） 台灣生質能技術發展協會 

1、 資源循環燃料成分標準，部分項目單位不統一，建議

補充換算公式，以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計算使
用。 

2、 使用替代燃料主旨為減煤降低排放量，而各種替代燃

料熱值皆不相同，若混燒比例公式以重量計算，且主

管機關只核 5%的重量，熱值較低之替代燃料，其重
量可能達不到欲替代煤之熱值，建議以熱值作為混燒

比例計算。 

3、 建議可以在研商會上分享現階段、加嚴後鍋爐空氣污

染排放標準不符合名單，供大家參考。建議提供既存

鍋爐無法符合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之名

單。 

4、 有關定檢檢測頻率，建議針對使用第三類資源循環燃

料中成分較複雜者者，要求其每季執行檢測；針對使

用成分較單純且戴奧辛排放潛勢較低之第三類燃料

（如：污泥、輪胎片）者，建議可再評估檢測頻率。 

5、 目前檢測量能尚充足，但實際執行會有檢測排程的問

題，建議以抽檢輔助定檢，較能反映實際工廠操作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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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關於使用 SRF-1 工廠檢測頻率為每年一次，應為專
燒 SRF-1 才可使用此檢測頻率，本會統計國內目前
無專燒 SRF 工廠，而 SRF 品質分級，主要為商品品
質以及價格衡量參考。在檢測頻率上依 SRF 等級做
區分意義並不大，且會造成業者混淆，建議 SRF-1
與 SRF-2採相同定檢頻率。 

（七）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1、 我們認為政府訂定規範的名稱，應該以意義清楚為第

一優先，其次才是考慮文字的簡潔。 

2、 修正草案名稱『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成

分及防制設施管制標準』建議修正為『公私場所固定

污染源燃料混燒成分及其比例與防制設施管制標

準』。 

3、 反對刪除現行規定「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應符合混燒

比例及成分標準之燃料」附表一「初級固體生質燃料

分類」，反對將初級固體生質燃料併入「資源循環燃

料」之分類中，「初級」不是「再生」，不應誤導民

眾。 

4、 SRF 是廢棄物再生燃料，不該誤導民眾。SRF 是事
業廢棄資源再生燃料，不該刪除「廢棄」兩字，誤導

民眾使不知是『事業廢棄物再生』燃料。 

5、 修正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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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資源循環燃料的分類

應先分初級燃料與再生燃料兩類，再生燃料即事業廢

棄物再生燃料，再生燃料之下再分為兩類。 

6、 不能只考量新增量的致癌風險，應該加上既有的致癌

風險。 

（八）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1、 可當作輔助燃料的原料及其他固體再生燃料，沒有訂

定製造規範及防制規範前，卻都已經在使用，環境部

及經濟部顯然瀆職。現今因經濟部將其包裝為綠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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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及環境部製造為資源循環的假象，這些輔助性燃

料及固體燃料的使用會越來越多，故製造端及使用端

皆應該速訂製造及使用規範（法規）。 

2、 所有可當作燃料的成分可能是固體燃料或污泥有機溶

劑輔助燃料，製造端將各種原料再製成燃料，製造過

程應該訂定規範（法規），製造端的空污排放管制也

應具體訂出，地方環保單位的管理才能有所依循。很

遺憾我於多次研商會議皆提出並已超過半年，至今環

境部資源循環署卻仍未提出製造端的草案預告，環境

部長公開表示年底要公告，至今卻仍未預告。 

3、 廢棄物混燒再利用，以前就在做，現在要法制化、當

作綠能，很多工廠都可燒、又便宜，又包裝成資源循

環燃料，故意誤導大眾認知，所以，反對使用資源循

環燃料美化名稱，大氣環境司不該先行訂定，要求應

維持用固體燃料或輔助燃料。 

4、 大氣環境司率先修法規允許固體燃料或輔助燃料可以

混燒並不應該，廢棄物處理再利用應該由資源循環署

先訂定法規，大氣環境司再訂定相關空污管制法規。 

5、 大氣環境司加嚴定期稽查並無法確認固體燃料或輔助

燃料或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是否違法混燒，不定期稽

查量能也不足，如何確保使用合乎規定。 

6、 有關固體再利用燃料或輔助燃料混燒污染與致癌風

險，除了新增的致癌風險，也應評估既有的致癌風

險，例如環保署前幾年做的臨海工業區健康風險評估

報告中，明顯可看到總致癌風險已高於千分之一，所

以使用乾淨能源勢在必行，如果各工廠再增加使用固

體燃料或輔助燃料，致癌風險將更高，此舉無異故意

致人民於污染環境及導致健康危害。所以，焚燒生質

能以外的固體再利用燃料或輔助燃料或廢棄物，並不

符合聯合國永續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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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反對使用高污染的固體燃料或輔助燃料，反對經濟部

及環境部美化其名稱為「資源循環燃料」，也反對以

綠能作為鼓勵使用的誘餌（鼓勵各工廠製造與使

用）。 

（九） 台南社區大學 

1、 初級固體生質燃料，屬於生質能，不應歸類在資源循

環燃料中，SRF 不應命名為資源循環燃料，可能有
美化燃燒廢棄物的疑慮，初級固體生質燃料、SRF、
固體廢棄物再利用燃料，建議名詞定義要區分開並分

別管制。 

（十） 石虎保護協會 

1、 垃圾焚化處理，是遠比掩埋還要更好的處理方式，但

衍生的空污防制工作，是垃圾焚化處理工作的重中之

重，如果管控不好，臺灣民眾不熟悉的 SRF 廠，很
快也會變成嫌惡設施，目前已知有非常多地方民眾深

受 SRF 廠困擾，但公部門為了強行讓很多 SRF 廠建
置完成，也裝死不管制很久了，所以避免 SRF 廠變
成完全不受歡迎的嫌惡設施，也沒多少時間留給公部

門處理。 

2、 SRF 的官方說明是「以非有害適燃性固體廢棄物做
為燃料，轉廢為能」，其減排、減碳的效果，是跟原

本燃煤帶來的污染、碳排比較，但實際會創造的污染

是燒多少量就會產生多少污染。因為覺得 SRF 廠比
燃煤還友好，所以政府隨意放行造成許多問題，環境

部在許多環團、民眾的抗議下，制定排放標準來要求

廠商做好污染防制，只是亡羊補牢的第一步，環境部

應該要更謙卑的積極作為，而不是一副高高在上我是

主管機關我說了算的態度。 

3、 呈上，個人反對從國外進口 SRF 來燒，因為那就是
進口固體廢棄物，所以國內的 SRF 廠的數量規模也
是需要被管控，國內的廢棄物製成固體廢棄物焚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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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了，不能再讓廠商進口國外廢棄物製成的

SRF。 

4、 SRF 廠燒垃圾表面上可能是要跟其他廠商買固化廢
棄物，但實務上的操作是燒自己與鄰近工廠的廢棄

物，可以免除原本要支付廢棄物處理廠商的處理費，

協助鄰近工廠處理其廢棄物，同時後也會售電賺錢，

所以政府可以輔導更新設備，但不應過度補助補貼廠

商，尤其是有能力將鍋爐改成 SRF 處理設施，本身
企業的資源就是高的，補助有錢有資源的企業不是公

部門預算合理的運用方式。 

5、 一直聽官員講跟歐盟標準一樣，實在是覺得很有問

題，臺灣的國土大小、產業結構，跟其他國家還是有

非常大的差異，直接抄其他國家的制度而沒有針對臺

灣現況做改進，就注定了失敗，這在過去有太多的案

例存在，尤其是國土狹小這件事情，就導致人口密集

區會離這些廢棄物處理設施太近，所以直接套用國外

的標準常常還是對鄰近居民影響巨大，最佳做法還是

應該把標準加嚴，或者是要求污染防制設備的處理效

率要更高、每基礎面積建置污染防制設備的量要更

大。 

6、 SRF 廠應該要有區域性總量管制的設定，否則燒完
國內自己可固化非有害廢棄物後，SRF 廠還會額外
進口很多國外固化非有害廢棄物進來燒，用民眾的健

康來成就這些 SRF 廠出資企業的利潤，是完全不符
合公共利益的做法。 

7、 聽官員說前立委陳椒華被大里 SRF 廠商告是個案狀
況，但如同第一、二點上面的說明，其實我們現在是

在亡羊補牢設定管制規範，我自己帶抗爭十年，所以

也會有很多自救會要陳抗時都會來找我諮詢協助，關

於 SRF 案件，我自己是有接到桃園、新竹縣的幾個
人請教該如何處理 SRF 廠空污問題，所以 SRF 污染
問題，絕對不可能是個案；其次現行空污問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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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是居民聞到有異味時，打電話給地方縣市環保

局或 1999 檢舉，環保局人員到現場都要在很久以
後，來了以後就以查無事證結案，由於這樣的處理做

法已經成為常態，導致地方民眾很難去信任政府對於

空氣污染、公害的防治與處理，所以除了要從空污費

裡抽出更多經費來進行檢驗、裁罰的工作外，更得要

真正做到「第三方」抽檢這件事情，由環保局來抽檢

不叫第三方，因為環保局也是官方。 

（十一）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 本次修法第二類（第二類-1、第二類-2）及第三類檢
測頻率不同，建議第二類及第三類定檢頻率，都每季

檢測一次，避免給外界有第二類燃料比較乾淨的觀

念。另外第一類燃料（白料）也應執行定檢，建議一

年一次。 

2、 環境部於 7 月 16 日新聞稿說明，未取得設置許可證
之鍋爐均屬新設污染源，後續將納入草案修正。惟經

檢視本次草案修正仍未將上述說法納入法規。 

3、 另針對重金屬、戴奧辛分三階段含氧校正的部分

（Ⅰ：不需校正、Ⅱ：11%校正、Ⅲ：6%校正），
建議環境部既存鍋爐應立即先以 11%含氧校正執
行，後續再降至 6%。經技術可行性分析，本市使用
資源循環燃料工廠的檢測數據，可符合含氧校正後之

排放標準。 

4、 草案重金屬僅有鉛、鎘、汞標準，歐盟標準係分為

（銻+砷+鉛+鉻+鈷+銅+錳+鎳+釩）、（鎘+鉈）及
汞三類，建議環境部可將各種金屬之健康風險納入評

估考量。 

5、 本府建議其他污染物應加嚴標準（如：粒狀物、硫氧

化物、氮氧化物、氯化氫、一氧化碳、汞等）。 

（十二）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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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廠廢溶劑轉為合成氣，進到鍋爐混燒，接近天然氣

潔淨能源，無氯化氫、重金屬及戴奧辛等污染物產

生，是否能夠排除或放寬 CEMS、定檢機制？ 

2、 請問 CEMS 公告第六批以熱處理方法處理有害事業
廢棄物的認定範疇，是否依照廢清法-事廢貯存清除
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 8條定義之熱處理法。 

3、 請問 CEMS 第六批之說明，廢棄物於處理階段符合
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此處的處理階段是否是
對應廢棄物進入熱處理設施或廢棄物處理單元的部

分？ 

（十三）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南聖湖廠 

1、 水泥旋窯因石灰石原料已具脫硫效能，自動監測管理

辦法亦已依製程特性無須設置硫氧化物自動監測，使

用第二、三類燃料是否仍需具備排煙脫硫設備？ 

（十四）揚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 請問熱處理程序是依照空操許可證申請之製程程序

嗎？還是依照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製程處理程序？ 

2、 請問使用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旋轉窯是否需連線（事

業廢棄物再利用或處理程序）？ 

3、 請問再生燃料油是否屬於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 

4、 可否提供第 6 批次列管 69 家 117 根次給廠商確認自
己是否為列管對象？ 

（十五）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1、 農業廢棄物是屬於哪種燃料？木屑、稻殼、稻草混合

是否為第 1類燃料？ 

（十六）台灣糖業公司環境保護處 

1、 請教本公司若使用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蔗渣），但

是蔗糖製糖期每年僅運轉約 4個月，仍需每季進行檢
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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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永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 請問如果依照循環署說的木屑使用 140017 代碼那會
歸類到第三類資源循環燃料嗎？管制屬於最嚴格的項

目那一類？從修正草案中規範使用 SRF 燃料的設施
其戴奧辛檢測頻率比起焚化爐的檢驗還嚴苛似乎不合

理。 

（十八）台灣曼寧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 本縣內糖廠燃料使用榨乾後之蔗渣，屬於初級固體生

質燃料還是事業廢棄物呢？ 

（十九）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新屋廠（書面意見） 

1、 關於使用第三類循環燃料之戴奧辛檢測頻率定為每季

執行，然而大型鍋爐每年執行歲修，設備改善工程時

間可能達數週甚至 1-2 個月，若再因天候因素影響原
本排定的檢測時間調整，非常容易超過該季定檢時

間，進而產生行政處罰，卻根本是非廠商可控的因

素。 

2、 敬請於相關條目增列，若因不可抗力或正當理由導致

該季測項無法執行時，可免除或併同下季檢測一同執

行。此為考量實務執行面，非不願執行此高頻率的檢

測。 

3、 簡報提及「好學生條款」可適用，使績優業者漸進式

放寬檢測頻率，然而目前「固定污染源自行或委託檢

測及申報管理辦法」中，第 17 條規定須「連續 2 次
例行檢測低於限值 50%且測值差異 20%以內者」。
戴奧辛檢測目前法規限值最嚴為 0.1 ng-TEQ/Nm3，

實已接近目前技術檢測極限，若連續 2 次低於標轉
50%(0.05 ng-TEQ)，例如 0.04、0.02 ng-TEQ/Nm3，

應可視為表現優秀，卻會因 2 次結果差異超過 20%
而不適用，建議戴奧辛適用第 17 條規定時僅採 2 次
低於限值 50%即可。 

（二十）大園汽電共生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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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預告修正「公私場所應定期檢測及申報之固定污

染源」一案，修正公告主旨載明「自即日生效」，但

因修正內容涉及採樣頻率問題，固定污染源定期檢測

日期通常都是事業與檢測公司事前就先預排好，並非

能在當月就能完成預排及檢測，若此法案公告在三

月，我司採樣頻率依新修正規定從半年一次改到每季

一次，屆時無法立即在三月安排採樣；更何況規定之

檢測項目增多，採樣需求日從原本的 1 天變成要 4~5
天才能完成所有項目採樣；最後，採樣頻率又涉及許

可證異動及檢測計畫變更，這些文件變更事項所需時

間也未納入考量，建議應給予事業足夠的緩衝日期去

因應修正內容。 

2、 每季一次的檢測，可能會因為大修、各檢測公司量能

或氣候等不可抗力的因素而延遲，是否有相應的措施

（在申請好學生之前的時間）？ 

3、 承上題，假設「第一季因各種因素（天候+機組遇到
長時間維修+檢測公司排程）無法於當季完成檢測，
經主管機關同意於 4 月 10 日前完成檢測，但第二季
檢測時程已預先安排在 4月底，是否可以合併第二季
檢測一起執行?若不可以合併檢測，第二季安排在 4
月底是否會有檢測時間間隔較短的問題?」（實務上
與檢測公司敲定檢測時間都至少半年前就預先安排） 

（二十一）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書面意見） 

1、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第三條標準適

用對象為各行業所設鍋爐設施，已明訂本標準適用對

象為鍋爐設施，然草案第八條新增非屬鍋爐設施之加

熱設施似有不當，且易造成法令解讀混淆，建請考量

參酌。 

2、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修正草案第八條：「除

水泥業外…準用附表二、附表三及第六條規定」，經
查煉鋼業集塵灰高溫冶煉設施（旋轉窯）類似水泥業



14 
 

之旋轉窯，故應比照草案第八條水泥業排除適用於

「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 

3、 根據國内現行「固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及

「廢棄物焚化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的規範，所訂

定之 CO 排放標準主要針對燃燒氧化製程中的燃燒效
率進行管制（富氧燃燒-氧化製程）。 

4、 例如熱處理法處理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Walze Process 
製程特性（低氧-還原製程）等還原製程，係採用金
屬冶煉方式進行，主要是透過焦炭燃燒形成 CO 作為
還原劑將金屬鋅還原，其製程效率控制的概念與氧化

製程中提升燃燒效率以降低 CO 生成的需求存在明顯
差距，且參考國外針對金屬冶煉製程對於 CO 排放皆
採未管制。此外，另因煉鋼業集塵灰旋轉窯高溫冶煉

製程有可能於窯渣崩料會瞬間產出高量 CO，現行法
規針對還原製程無適用之排放標準，故 CO 測項連線
恐會造成工廠數據使外界對該製程產生誤解，建議將

草案連線監測項目比照水泥業或鋼鐵冶煉業連線監測

項目，予以排除煉鋼業集塵灰高温冶煉設施等還原製

程之 CO監測項目。 

（二十二）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書面意見） 

1、 考量「專燒 SRF」或「混燒 SRF」其混燒比例不
同，因此應以分級管理為宜，建議增訂一級如：第四

級管制混燒 SRF 比例 10%（含以下）維持目前公告
之檢監測項目及頻率如：CEMS 連續監測硫氧化物、
氮氧化物、排放流率等、重金屬鉛、鎘、汞每半年檢

測一次、粒狀污染物每半年檢測一次、氯化氫每年檢

測一次及戴奧辛每二年檢測一次。 

（二十三）國家環境研究院（書面意見） 

1、 大氣司預告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

標準中資源循環燃料第二類固體再生燃料的管制項目

建議與資源循環署一致例如 1.低位發熱量（濕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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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熱值是一樣的 2.大氣司管制含汞量（乾基），但循
環署管制汞含量（到達基）建議本部公告管制項目能

夠一致，便於後續數據使用、統計及管理。 

（二十四）正隆股份有限公司大園廠（書面意見） 

1、 針對混燒資源循環燃料鍋爐，是否是指現有 CEMS
的加測項目？而尚未有 CEMS 的鍋爐未在此次公告
項目中？ 

（二十五）嘉義縣環境保護局（書面意見） 

1、 簡報說明新設廠適用新標準，與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

燃料混燒比例及成分標準之新設污染源及既存污染源

定義不同，認定上是否會產生爭議？例如修正標準公

告前，業者已完成建造、建造中、完成工程招標程序

或未經招標程序已訂定工程施作契約之污染源，但未

完成設置許可申請，應適用既存標準或新設標準？ 

2、 如業者自產自用 SRF，並搭配外購 SRF 參配，管制
重點應在 SRF製造或使用？ 

3、 另業者自產自用 SRF，且申請不同原料（包含 SRF
生產剩餘廢棄物）製造 SRF，原料來源不同名稱都
是廢塑膠混合物，而業者表示不同原料分別經過

SRF 製造流程，產出就是 SRF 產品，僅表示會視需
要進行混拌不同 SRF 產品（混拌參考參數為熱
值），惟該廠 SRF 產出就馬上燒掉，管制上是否有
漏洞？ 

4、 103 年 6 月 16 日修正「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及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政府其他機關辦理鍋爐燃燒高

污染特性燃料之固定污染源許可證審查參考原則」，

其中提及「涉及鍋爐使用下列高污染特性燃料者，

(三)其他與前項廢棄物性質相近之燃料或輔助燃料
（如：紡織污泥、紙漿污泥、木材（屑）、廢潤滑

油、垃圾衍生燃料及各項製程下腳料等），應參考本

原則辦理審查作業」，後續操作許可證均以此原則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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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金屬及戴奧辛排放標準，準用中小型廢棄物焚化

爐戴奧辛管制及排放標準，核定上是否有問題？另如

果業者除使用廢棄物燃料產品化（木材（屑））當燃

料外，並使用廠內紙漿污泥 (R-0904)當輔助燃料
(3%)，兩者相加之設計處理量達四公噸/小時以上，
是否應適用戴奧辛標準為 0.1 ng-TEQ/Nm3？ 

（二十六）環境部環境管理署中區環境管理中心（書面意見） 

1、 經查部分事業廢棄物處理廠採熱處理方式處理事業廢

棄物，其收受之廢溶劑處理方式係作為廠內加熱爐之

輔助燃料。因資源循環燃料第三類僅提到就事業廢棄

物再利用之規定所公告、核准或廠內自行再利用，可

作為燃料或輔助燃料使用者，建議相關規範可修正為

『非屬第一類或第二類之資源循環燃料，且符合主管

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事業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

之規定所公告、核准或廠內自行處理或再利用，可作

為燃料或輔助燃料使用者』。 

（二十七）環境部資源循環署 

1、 關於 SRF 種類來源，本署發布之固體再生燃料製造
技術指引與品質規範，已規定適燃性廢棄物不包含有

害性之廢棄物、醫療用廢塑膠，且不包含進口之廢棄

物等，並無替國外處理廢棄物之嫌疑。 

2、 本署後續評估補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之必要

性，以利其輔導 SRF 製造廠，使其在合理、合法的
條件下生產 SRF。 

3、 固體再生燃料原料用事業廢棄物共通性再利用管理辦

法會參考 SRF 輔導團結果，加嚴 SRF 管理，後續將
辦理研商或交流會議。 

（二十八）環境部大氣環境司 

1. 資源循環燃料名詞及分類將接軌資源循環署訂定管理
辦法，避免造成大眾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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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公私場所之抽檢，後續將與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共同討論稽查檢測量能、執行對象等問題，評

估是否以專案計畫形式執行。 

3. 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之定期檢測應由通過國家環境研
究院認證之檢測公司執行，公私場所在執行定期檢測

前七日須以電子網路傳輸方式通知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檢測當下之操作參數應依檢測計畫書核定

內容執行（即許可證登載最大量之 80%以上），以確
認在污染源操作量較高之情形下其防制設施之能力。 

4. 有關本次鍋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草案內容，已明定
無論新設及既存鍋爐皆應符合相同之排放標準，僅給

予合法既存鍋爐合理之製程調整與改善時間，又依空

氣污染防制法第 24 條立法意旨，於修正草案發布前
已取得審核機關核發之固定污染源設置及操作許可證

之鍋爐即為合法之鍋爐設備，屬本草案可適用緩衝改

善規定之對象。 

5. 請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於會後惠予協助提供相關資
訊，就所提轄內使用各項固態生質燃料、固體再生燃

料、廢棄物再利用燃料之公私場所固定污染源重金屬

及戴奧辛皆可符合歐盟鍋爐重金屬排放標準之檢測數

據，俾憑作為可立即加嚴至 11%含氧校正技術可行
性、法規合理性之依據，供本部草案研修參考。 

6. 針對使用廢棄物再利用燃料經熱裂解，再將裂解氣作
為鍋爐燃料者，可視熱裂解程序為廢棄物處理再利用

作為燃料之其一單元，因此若透過熱裂解製成之製程

氣若其原料為第三類燃料，則該製程氣仍屬於第三類

燃料。 

八、 結論：本次研商會各與會代表所提意見，將綜整研析作為草

案內容檢討之參考，必要時將再召開研商會議。 

九、 散會：下午 16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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