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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火力發電廠建廠及空污排放概況 

一、中火建廠及十部機組建置歷程 

臺中火力發電廠（以下簡稱中火）於 80年至 86年間陸續啟用

1號至 8號燃煤機組。之後，在 90年間原臺中市長胡志強與原臺中

縣長黃仲生任期內，又再度擴增 9號與 10號燃煤機組，並在 94年

至 95年間啟用 9號與 10號燃煤機組（詳如表 1），成為當時世界最

大燃煤火力發電廠，直到 105年陸續被中國大陸內蒙古托克托電廠

及韓國泰安、唐津電廠超越，當前仍是世界排名第四大燃煤發電廠。 

表 1  中火十部燃煤機組商轉資訊表 

機 組 商轉日期 
裝置容量

（MW） 
燃料種類 地方縣市執政首長 

中一機 80.05.27 550 生煤 

原臺中市長

林柏榕 

原臺中縣長

廖了以 

中二機 80.08.25 550 生煤 

中三機 81.06.26 550 生煤 

中四機 81.10.04 550 生煤 

中五機 85.03.29 550 生煤 

中六機 85.05.04 550 生煤 

中七機 85.10.17 550 生煤 

中八機 86.06.27 550 生煤 

中九機 94.08.01 550 生煤 原臺中市長

胡志強 

原臺中縣長

黃仲生 中十機 95.06.30 550 生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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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火污染排放概況 

中火目前為全國最大燃煤電廠及世界第四大燃煤電廠，因使用

燃煤發電，依據國內外及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研究，生煤及石油焦作

為燃料使用為 PM2.5的主要來源，而燃燒過程除了排放粒狀污染物之

外，也排放大量的硫氧化物與氮氧化物。 

統計本市固定污染源燃燒生煤所產生之粒狀物、硫氧化物及氮

氧化物分別約占本市列管固定污染源排放總量之百分之四十八、百

分之九十及百分之八十五。依環保署國家空氣污染排放清冊

TEDS9.0 資料，臺中市的 PM2.5排放總量為 8,498 公噸/年，而中火

為本市排放量最大之固定污染源，燃煤機組管道排放量及生煤堆置

場的逸散量合計達 1,244公噸/年，占全市總量的 14.6%，硫氧化物

與氮氧化物排放量則占全市的比例 63.6%與 39.2%，污染排放占比

高（如表 2），因此有嚴格管制必要。 

表 2  台中電廠排放量摘要表 

項目 
台中電廠全廠 

排放量（公噸/年） 

占固定源排放 

總量比例（%） 

占全市排放 

總量比例（%） 

TSP 1,907.43 31.9 % 4.8 % 

PM2.5 1,235.44 46.0 % 14.5 % 

SOx 14,886.12 75.9 % 63.6 % 

NOx 23,188.26 79.1 % 39.2 % 

註：TEDS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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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火 103年火力全開情形 

中火自設廠到 103年，操作許可證經過 55次換照、展延等程序，

歷任縣市首長對於生煤許可用量皆未有具體減量措施。依中火歷年燃煤

量來看，103 年燃煤量為 1,839 萬公噸，攀上 10 部燃煤機組設置以來

最高峰，最接近火力全開（如圖 1），除造成粒狀污染物空污外，103年

之硫氧化物排放高達 1萬 5,562噸/年、氮氧化物排放為 2萬 1,726噸

/年。 

 

圖 1  中火 100年至 106年燃煤量比較圖 

 

依行政院環保署空品監測站數據，經統計本市 100 年至 107 年細

懸浮微粒（PM2.5）最大值（如圖 2），100 年細懸浮微粒（PM2.5）最大值

為 191微克/立方米、101年細懸浮微粒（PM2.5）最大值為 185微克/立

方米、102年細懸浮微粒（PM2.5）最大值為 240微克/立方米、103年細

懸浮微粒（PM2.5）最大值為 196 微克/立方米，顯示 100 年至 103 年空

氣品質污染相對嚴重。 

從臺中市細懸浮微粒（PM2.5）大於 71微克/立方米日數（也就是紫

爆天數）統計資料數據來看，100 年紫爆天數 112 天、101 年 88 天、

102年 104天，103年 87天，紫爆天數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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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中市 100年至 107年 PM2.5各年度比較圖 

 

參、管制措施與成效 

為加速空品改善，市府於 104年即邀集專家學者、環保團體及跨局

處成立「空污減量小組」，並由市長親自擔任召集人，擬訂並推動 86項

減量行動方案，對於中火之污染管制，藉由即時連線數據查核、落實電

力業降載，公告管制生煤及禁用石油焦自治條例，確保中火符合排放標

準。 

此外，為落實生煤自治條例管制精神，市府於 106年 11月核減中

火 500萬噸生煤量，未來為進一步促請中火減排，市府已啟動第三次加

嚴標準修法並要求台電加速汰換燃煤機組，嚴格管制污染排放。 

一、中火管制措施 

（一）CEMS數據監控與稽查 

本局自 104 年起至 107 年 6 月底，針對中火共執行 45 次主動

稽查檢測(RATA 6根次、生煤含硫份抽測 24次、管道 PSN及 CO (粒

狀物、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2根次、管道六價鉻 1根次、

管道重金屬 5 根次、管道粒狀物 2 根次及管道戴奧辛 4 根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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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結果均符合排放標準。除了稽查檢測外，本局亦執行連續自動監

測設施 CEMS 訊號平行比對查核，統計 104 年迄今共執行 23 根次

(104年 10根次、105年 5根次、106年 7根次、107年 6月底 1根

次)，比對結果相關係數皆落於 0.9以上，符合規定。 

（二）協調中火啟動環保降載 

市府在 104 年 11 月 8 日成功協調台中電廠首次配合空品不良

執行環保降載，並率先全國協調經濟部訂定國營事業於空污事件之

降載機制。106 年 6 月公告之空品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環保署

亦參採本市作法，要求電力業於空品達嚴重惡化等級時執行降載。

中火自 104年首次降載至 107年 6月底配合降載 258次，減少發電

21億 4,807萬 3,000度，細懸浮微粒累計減排 65.09公噸。 

（三）105年生煤自治條例公告實施 

中火為本市最大之固定污染源，為進一步管制生煤使用，削減

大型污染源排放量，在兼顧能源穩定與環境永續下，於 105年 1月

25日率全國之先公告管制生煤自治條例，要求中火於 109年前減少

40%生煤用量，希望促使中火加速汰除老舊燃煤機組，改用效率較

高、污染較小的燃氣設施，以改善空氣品質。 

（四）督促中火防制設備更新 

中火已投入 92 億元進行 1-4 號機的空污防制設備更新，更新

氮氧化物防制設備及提升粒狀污染物、硫氧化物防制設備效率等，

預計在 109年完成 4部機組空污改善工程，屆期估計可削減粒狀物

61噸/年、硫氧化物 503噸/年及氮氧化物 2,154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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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火污染排放減量成果 

自 104 年起，市府為管制中火污染排放，以源頭減煤及管末防

制雙重管制機制下，使污染排放逐年改善。硫氧化物從 104年 1萬

5,444噸/年，降至 106年 1萬 4,171噸/年，削減 1,273噸/年；氮

氧化物從 104 年 2萬 1,602噸/年，降至 106年 1萬 8,765噸/年，

削減 2,837噸/年（如圖 3及圖 4）。 

圖 3  中火 103年至 106年硫氧化物排放量趨勢圖 
 

 

圖 4  中火 103年至 106年氮氧化物排放量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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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行政院環保署空品監測站數據，統計本市細懸浮微粒（PM2.5）

年均值，於 103年細懸浮微粒（PM2.5）年均值為 27.0微克/立方米，

林市長上任後積極推動各項創新空污防制策略，本市細懸浮微粒

（PM2.5）年均值已逐年下降，104年 23.5微克/立方米、105年 22.8

微克/立方米，106年改善至 20.2微克/立方米，其中 106年改善幅

度 11.4%為全國最多，且已優於全國平均值 20.5微克/立方米。 

在紫爆天數方面，市府沿用較嚴格的舊制標準認定，由 103年

87天、104 年 69天、105年 50天，降至 106年 24天，今(107)年

上半年紫爆天數更僅有 10天，創下近 8年來同期新低（如圖 5）。 

 

圖 5  臺中市 100年至 106年紫爆天數統計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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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空污成因多元，包括固定、移動、逸散三大污染源防制都不可偏廢。

對於中火之管制，市府已藉由管制生煤自制條例促使台中電廠加速興建

2 座天然氣機組取代既有燃煤機組，並已刪減中火 500 萬噸（24%）生

煤用量，同時將加嚴排放標準，多管齊下讓污染降至最低。根據統計但

中火今(107)年上半年用煤量僅 785.91萬噸，已較去年上半年減少 122

萬噸，由全年核發操作許可量為 1,600萬噸估算，下半年最高用量僅能

為 814 萬噸，上下半年度雙雙刷新中火自民國 96 年 10 部機組全數運

轉後的歷史新低紀錄。 

為改善本市空品，市府持續推動 86 項空污減量措施，包括台中火

力發電廠、中龍鋼鐵、正隆紙廠等大型污染源管制改善，依據行政院環

保署空品監測數據，雖今(107)年上半年降雨量減少，但臺中市今（107）

年上半年 PM2.5月均濃度已改善至 20.9 微克/立方米，創近 8 年同期新

低，改善率全國居冠，顯現市府管制措施策略正確、成效顯著，未來將

持續落實各項污染減量及管制措施，並加強與中央及跨縣市合作，加速

空品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