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概述

明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
洪明瑞博士╱August 03, 2023

112年度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宣導說明會
Propaganda for Indoor Air Quality Self-Management Mark



時 間 議 題 講師/單位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長官致詞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0：10~11：40

 室內空氣品質法規及計畫書撰寫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標章要點與推

動情形
 綠點獎勵制度及使用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系統

申辦作業

明志科技大學
洪明瑞教授

11：40~12：00 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

12：00~ 散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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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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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推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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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15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草案函送至
立法院進行審議

2008.02.12
「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草案檢
陳至行政院進行
審議

2008.10.09
行政院院會通過「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草案

2005.12.30
公佈「室內空氣
品質建議值」

2008.12.29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草案立法院一讀審查

2011.11.08
立法院三讀通過「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2023年

2006.06.01
行政院消保會審議
通過「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推動方案」

2012.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正式實施

2012.11.23
「室內空氣品質管
理法施行細則」等
五項法規公布實施

2011.11.23

總統公布實施
「室內空氣品
質管理法」

2005年

2014.0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
質管理法之第一批公
告場所」(十類型場所)

2017.01.11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法之
第二批公告場所」 (十六類型場所)

2014.06.26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
理計畫文件」公布實施

2020.12.11
「預告訂定應符合室
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
公告場所(草案)」

2021.04.13
暫停第三批公
告，改採申請
自主管理標章

2021.07.02
推動「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
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2021.07.01
修正「公告場所室內空氣
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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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室外空
氣污染物之
國民健康風
險評估及管
制成本效益
分析

IAQ法規源起

100

公告「室內
空氣品質管
理法」，並
於一年後施
行

「室內空氣品質
管理法」公告

第一批公告場
所於1月23公
告，7月1日正
式列管

第一批場所
正式列管

106

1月11日公告
列管第二批公
告場所

第二批場所
正式列管

109

整併一、二批
預公告第三批

大專院校、圖書館、醫療、
社福機構、政府機關辦公場
所、鐵路、民用航空站、大
眾捷運系統、展覽室、百貨
量販商場（10類型）

正面表列

博物館、美術館、金融機構、
電影院、視聽歌唱業、表演
廳、健身場所（16類型）

定義型非正面表列

91

103

110

• 中小型場所(約2,200多家次)

• 幼兒園200人、產後護理20

床以上
• 托嬰中心收托35人以上
• 第一 、二批類型 擴增對象

(地區型醫院、護理之家、
1000~2000m2健身房)

定義型非正面表列

暫緩第三批並推
動自主管理標章

幼兒園、產後護理
之 家 、 托 嬰 中 心
（19類型）

定義型非正面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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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令(規則、文件、指引)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母法(法律)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 全部 100.11.23

子法(法規命
令)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母法第23條 全部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母法第07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母法第09條 專責人員 101.11.23

105.08.11修正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母法第10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110.07.01修正
111.06.24修正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母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6.01.11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之架構(一母法、七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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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令(規則、文件、指引)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行政規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母法第04條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專用切結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專用切結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簡易版-非公告場所參考格式) ― 非公告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簡易版-非公告場所參考格式) ― 非公告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之架構(一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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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令(規則、文件、指引)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其他(文件)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 母法第08條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

行細則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6.02

105.06 、 109.12 、
110.06修正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公告場所
103.06.26

105.06.0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
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第4條

公告場所
103.06.26

108.05.0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
處公布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

驗測定管理辦法第18條
公告場所 105.06.01

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範例

其它(指引、
手冊、規範)

大型場所室內裝修空氣污染物防制施工指引 ― 大型場所 110.09版(未發佈)

醫院通風換氣及空調設施清潔維護管理規範 ― 醫療院所 110.12版(未發佈)

大眾捷運系統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手冊(初稿) ― 大眾運輸 110.08版(未發佈)

幼兒園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規範(指引) ― 幼兒園 110.12版(未發佈)

校園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手冊―綠色校園 淨化
空氣

― 國中小學 109.11版(未發佈)

電子書-空氣清淨綠化好 校園健康沒煩惱(注音版) ― 小學 109.12版(未發佈)

我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規之架構(五文件、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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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下列公私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依其場所之公眾聚集量、進出量、室內空氣污染物危害風險程度及場所
之特殊需求，予以綜合考量後，經逐批公告者，其室內場所為本法之公告場所：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場所。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補習班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

四、政府機關及公民營企業辦公場所。

五、鐵路運輸業、民用航空運輸業、大眾捷運系統運輸業及客運業等之搭乘空間及車(場)站。

六、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七、供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八、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

九、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場所。

十、旅館、商場、市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場所。

十一、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場所及大眾運輸工具。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室內：指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密閉或半密閉空間，及大眾運輸工具之搭乘空間。

員工會議室()

對外營運租用會議室()

員工餐廳()

對外營運餐廳()11



經逐批
公告者

密閉或半
密閉空間

供公眾使
用建築物

那些公私場所會被逐批列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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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戶外游泳池 (B)室內游泳池

(C)會議室(內部員工使用) (D)會議室(對外出租營運)

公告場所(滿足三條件)非公告場所(僅滿足二條件)

非公告場所(僅滿足一條件) 未來可能為公告場所(已滿足兩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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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文件

公告場所名稱：

公告場所編號：
□□□-□□-□□-
□□□□□ˍ   

文件建立日期：
年 月
日

六、申報定檢結果
定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檢

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併
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

一、設置專責人員
參訓並考試及格以取得專

責人員合格證照
專責人員發文地方環保局

申請設置並核備

四、辦理定期檢測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實

施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每二年實施定期檢測室內

空氣污染物濃度至少一次

三、進行巡查檢驗
於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

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營業及辦公

時段至少量測二氧化碳

二、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
畫並據以執行

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室內空氣
品質時，應立即檢討修正

五、公布定檢結果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應
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
內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至少一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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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標準值 單位

二氧化碳(CO2) 8小時值 1,000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一氧化碳(CO) 8小時值 9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甲醛(HCHO) 1小時值 0.08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TVOC，包含：十二種揮
發性有機物之總和)

1小時值 0.5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細菌(Bacteria) 最高值 1,500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真菌(Fungi) 最高值
1,000；但真菌濃度室內外比
值小於等於1.3者，不在此限。

CFU/m3(菌落數/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10微米(μm)之懸浮微粒(PM10) 24小時值 7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粒徑小於等於2.5微米(μm)之懸浮微粒(PM2.5) 24小時值 35 μg/m3(微克/立方公尺)

臭氧(O3) 8小時值 0.06 ppm(體積濃度百萬分之一)

註：1.一小時`值：指一小時內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一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2.八小時值：指連續八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八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3.二十四小時值：指
連續二十四小時各測值之算術平均值或二十四小時累計採樣之測值。4.最高值：指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檢測方法所規範採樣方法之採樣分析值。5.總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TVOC，包含：十二種揮發性有機物之總和)：指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之標準值係採計苯(Benzene)、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氯仿(三氯甲烷)(Chloroform)、
1,2- 二 氯 苯 (1,2-Dichlorobenzene) 、 1,4- 二 氯 苯 (1,4-Dichlorobenzene) 、 二 氯 甲 烷 (Dichloromethane) 、 乙 苯 (Ethyl Benzene) 、 苯 乙 烯 (Styrene) 、 四 氯 乙 烯
(Tetrachloroethylene)、三氯乙烯(Trichloroethylene)、甲苯(Toluene)及二甲苯(對、間、鄰)(Xylenes)等十二種化合物之濃度測值總和者。6.真菌濃度室內外比值：指室內
真菌濃度除以室外真菌濃度之比值，其室內及室外之採樣相對位置應依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規定辦理。15



室
內
空
氣
品
質
標
準

勞工
作業
場所
容許
暴露
標準

CO2

二氧化碳
5000

8hr    ppm

CO

一氧化碳
35

8hr    ppm

HCHO

甲醛
1

8hr    ppm

O3

臭氧
0.1

8hr    ppm

環保署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 勞動部勞工作業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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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符合義務事項 違反條文 罰鍰額度（元） 第1次限期改善 按次處罰 無限期改善 情節重大

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12條 100,000~500,000 ● ●

設置專責人員 第9條 10,000~50,000 ● ●

撰寫維護管理計畫並據以執行 第8條 10,000~50,000 ● ●

定期檢驗測定、自動監測設 第10條 5,000~25,000 ● ●

紀錄虛偽記載者 第10條 100,000~500,000 ●

公告管制污染物項目，應符合
品質標準

第7條 50,000~250,000 ● ● ●1

室內空品不符標準未張貼公告
且繼續使用者

第15條第2

項
5,000~25,000 ● ●

檢驗測定機構 第11條 50,000~250,000 ● ● ●2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公告場所，將視其情節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第三章罰則第13條～第21條的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公告場所不符合第七條第一項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經主管機關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再命其限期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
者，得限制或禁止其使用公告場所，必要時，並得命其停止營業。

前項改善期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於場所入口明顯處標示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未依規定
標示且繼續使用該公告場所者，處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處罰。17



第九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本法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於場所入口明顯處標示，其標示規格如下：

一、標示應保持完整，其文字應清楚可見，標示方

式以使用白色底稿及邊長十公分以上之黑色

字體為原則。

二、標示文字內容應以橫式書寫為主。

三、標示內容應包含場所名稱、改善期限及未符合

項目與日期。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9條

室內空氣品質不合格
場所名稱：○○○○○○○

改善期限：○年○月○日～○年○月○日

未符合項目：○ ○ ○

檢測日期：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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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管制規模 數量 比例

大專院校 國立圖書館總館 45 10.16%

圖書館 教育部主管、縣市政府主管圖書 總館 24 5.42%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 22 4.97%

社會福利機構 公立老人安養機構 13 2.93%

政府機關 中央政府機關、地方政府機關 116 26.19%

交通運輸

鐵路運輸業 36 8.13%

民用航空運輸業 3 0.68%

大眾捷運車站 26 5.87%

展覽室 世界貿易中心等級大型展覽室 3 0.68%

商場 連鎖量販店、百貨公司 155 34.99%

註：本表更新至111年11月10日

第一批公告場所，採正面表列方式，原466家，計24家因停、歇業等原因解除列管，公告場所目前總計為

443家(至111年11.10止)，以大專院校、政府機關及商場類型所占家數居多(占全臺總數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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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本表更新至111年11月10日

第二批公告場所，採定義型方式，原980家，因新增列管、解除列管及暫停歇業等因素，公告場所目前總計

為1,174家(至111年11月10日止) ，以大專院校、圖書館及運動健身場所類型所占家數居多(占全臺總數約

46%)。

項次 類別 管制規模 數量 占比

1 大專院校 圖書館室內空間 115 9.80%

2 圖書館 樓地板面積達1,000平方公尺以上 223 18.99%

3 博物館、美術館 樓地板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66 5.62%

4 醫療機關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之醫療機構 99 8.43%

5 社會福利機構 中央及縣市政府設立之公立老人福利機構 8 0.68%

6 政府機關 行政院暨所屬二級機關或獨立機關辦公場所 32 2.73%

7 鐵路車站 鐵路車站站區之各幢 (棟) 建築物室內空間 8 0.68%

8 航空站 年旅客數100萬人次以上者 3 0.26%

9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總樓地板面積達1萬平方公尺以上 60 5.11%

10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銀行總行營業部 50 4.26%

11 表演廳 國家級之表演中心、音樂廳、戲劇院及歌劇院等場所 4 0.34%

12 展覽室 展場面積達5,000平方公尺以上 6 0.51%

13 電影院 樓地板面積達1,500平方公尺以上 83 7.07%

14 視聽歌唱業場所 樓地板面積達600平方公尺以上 117 9.97%

15 商場 百貨公司 : 全室內空間；量販店業：樓地板面積達3,000平方公尺以上者 94 8.01%

16 運動健身場所 樓地板面積達2,000平方公尺以上 206 1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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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批採正面表列公告
• 共計10種場所類型
• 全臺共441家列管場所

• 第二批採定義型非正面表列公告
共計16種場所類型

• 全臺共1,183家場所列管

全臺超過1,600家公私場所管
制室內空品(六都占74%)

註：更新至112年0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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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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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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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類別 CO CO2 甲醛 TVOC 細菌 真菌 PM10 PM2.5 臭氧

大專院校    

圖書館    

博物館、美術館    

醫療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     

政府機關   

鐵路車站    

航空站    

大眾捷運系統車站   

金融機構營業場所   

表演廳    

展覽室   

電影院     

視聽歌唱業場所    

商場    

運動健身場所    

第一批、第二批公告場所各類別污染物之管制項目以通風指標(CO2)+致癌風險指標(HCHO)+場
址污染源特性指標，進行管制項目之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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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各地方環保局稽查檢測之彙整，各類型場所之稽查檢測數據，除1家政府機關之二氧化碳(CO2)
數據超標並已完成改善外，其餘
類型場所皆符合「室內空氣品質
標準」
• 二氧化碳(CO2)平均濃度最高為政府

機關 (1,017ppm)；次為醫療機構

(826ppm)。

• 一氧化碳(CO)平均濃度最高為商場-

量販店(1.82ppm)；次高為商場-百

貨公司(1.02ppm)。

• 甲醛(HCHO)平均濃度最高為鐵路車

站(0.05ppm)。

• 細菌平均濃度最高為政府機關

(829CFU/m3)；次高為運動健身場

所(773CFU/m3)。

• 懸浮微粒(PM10)平均濃度最高為鐵

路車站(30μg/m3)；次高為視聽歌

唱業(24μg/m3)

場所類型

CO2

(ppm)
CO

(ppm)
HCHO
(ppm)

細菌
(CFU/m3)

PM10

(μg/m3)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大專院校 27 509 - - 27 0.04 36 229 27 18

圖書館 34 617 - - 34 0.04 36 423 29 22

醫療機構 48 826 47 0.79 48 0.04 82 745 47 21

社會福利機構 30 558 10 0.43 30 0.04 13 572 30 21

政府機關 1 1,017 - - - - 1 829 - -

鐵路車站 7 519 7 0.89 7 0.05 7 213 7 30

大眾捷運 8 556 8 0.93 - - - - - -

商場(百貨公司) 46 680 45 1.02 46 0.03 7 753 45 17

商場(量販店) 72 815 70 1.82 68 0.03 3 529 68 16

展覽室 1 619 - - - - - - - -

博物館、美術館 14 629 3 0.70 14 0.04 14 357 14 12

金融機構 6 643 - - 6 0.04 - - 6 20

電影院 36 617 36 0.81 36 0.02 - - 34 20

視聽歌唱業 26 624 25 1.00 26 0.03 1 341 26 24

運動健身場所 45 798 8 0.90 45 0.04 56 773 44 2126



110年各地方環保局稽查檢測之彙整，各類型場所之稽查檢測數據皆符合「室內空氣

品質標準」。

• 二氧化碳平均濃度(CO2)最高為

金融機構 (765ppm)；次高為商

場-量販店(743ppm)。

• 一氧化碳(CO)平均濃度最高為視

聽歌唱業(1.30ppm)；次高為商

場-量販店(1.22ppm)。

• 甲醛(HCHO)平均濃度最高為商

場-量販店及金融機構(0.04ppm)。

• 細菌平均濃度最高為商場-百貨公

司(1,045CFU/m3)；次高為圖書

館(713CFU/m3) 。

• 懸浮微粒(PM10)平均濃度最高為

鐵路車站(32μg/m3) ；次高為視

聽歌唱業(31μg/m3) 。

場所類型

CO2

(ppm)
CO

(ppm)
HCHO
(ppm)

細菌
(CFU/m3)

PM10

(μg/m3)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大專院校 3 459 - - 3 0.03 3 388 3 4

圖書館 48 599 - - 48 0.02 47 713 46 14

醫療機構 17 725 15 0.60 17 0.03 17 518 15 24

社會福利機構 1 605 1 0.20 - - 1 476 1 21

政府機關 9 613 - - 9 0.02 5 484 8 26

鐵路車站 6 557 6 0.75 6 0.01 - - 6 32

大眾捷運 52 522 52 0.72 52 0.02 - - - -

商場(百貨公司) 15 703 15 0.61 15 0.03 2 1,045 15 15

商場(量販店) 19 743 19 1.22 22 0.04 - - 19 16

金融機構 2 765 - - 2 0.04 - - 2 27

電影院 7 593 7 0.77 7 0.02 - - 7 14

視聽歌唱業 1 654 1 1.30 - - - - 1 31

運動健身場所 25 660 - - 25 0.02 31 618 20 1527



場所類型

CO2

(ppm)
CO

(ppm)
HCHO
(ppm)

細菌
(CFU/m3)

PM10

(μg/m3)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濃
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檢測
數

平均濃
度

檢測
數

平均
濃度

大專院校 8 527 - - 8 0.02 9 126 7 15

圖書館 7 640 - - 7 0.02 9 352 7 13

醫療機構 16 805 16 0.66 16 0.03 30 543 16 20

社會福利機構 3 533 3 0.20 3 0.02 3 225 3 16

政府機關 18 594 5 0.50 18 0.03 5 314 18 16

鐵路車站 10 513 10 0.58 10 0.01 - - 10 35

大眾捷運 18 539 18 0.73 18 0.03 - - - -

商場(百貨公司) 21 669 21 0.74 21 0.01 - - 21 15

商場(量販店) 40 725 40 1.06 40 0.03 - - 40 15

博物館、美術館 1 530 - - 1 0.02 1 125 1 11

金融機構 29 746 - - 29 0.02 - - 29 15

電影院 22 611 22 0.60 22 0.02 - - 21 18

視聽歌唱業 24 594 24 0.87 24 0.03 - - 24 21

運動健身場所 19 724 - - 21 0.03 25 470 17 16

111年各地方環保局稽查檢測之彙整，各類型場所之稽查檢測數據皆符合「室內空
氣品質標準」

• 二氧化碳(CO2)平均濃度最高為醫療

機構(805ppm)；次高為金融機構

(746ppm)。

• 一氧化碳(CO)平均濃度最高為商場-

量販店(1.06ppm)；次高為視聽歌

唱業(0.87ppm)。

• 甲醛(HCHO)平均濃度最高為醫療

機構、政府機關、大眾捷運、商場

(量販店)、視聽歌唱業及運動健身

場所(0.03ppm)。

• 細菌平均濃度最高為醫療機構

(543CFU/m3) 。

• 懸浮微粒(PM10)平均濃度最高為鐵

路車站(35μg/m3)；次高為視聽歌

唱業(21μ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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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後，比較管制前、後第一批公私場所稽查合格率變化，

顯示公告管制後合格率皆較管制前提升(以細菌項目提升31%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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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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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至110年5月底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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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公告後，比較管制前、後第二批公私場所稽查合格率變化，

顯示公告管制後合格率皆較管制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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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

98.32%

99.80% 99.7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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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CO2) 一氧化碳(CO) 甲醛(HCHO) 懸浮微粒(PM10) 細菌(Bacteria)

合
格
率

第一次 第二次

資料統計至110年5月底止30



貳、近期法令修訂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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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 法令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母法(法律)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 － 全部 100.11.23

子法(法規命令)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 母法第23條 全部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母法第07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 母法第09條 專責人員 101.11.23首發
105.08.11修正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母法第10條 公告場所 101.11.23首發
110.07.01修正
111.06.24修正

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 母法第19條 公告場所 101.1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一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3.01.23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第二批公告場所 母法第06條 公告場所 106.01.11
32



性質 法令名稱 依據 主要對象 發佈日期

行政規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母法第04條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專用切結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申請專用切結書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簡易版-非公告場所參考格式) ― 非公告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件(簡易版-非公告場所參考格式) ― 非公告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圖示 ― 各類場所 110.07.02

其他(文件)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 • 母法第08條
•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施行細則第06

條

公告場所
103.06.26首發
105.06.01修正

室內空品維護管理計畫文件撰寫指引 公告場所
103.06.26首發
105.06.0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申請書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
管理辦法第4條

公告場所
103.06.26

108.05.01修正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
辦法第18條

公告場所 105.06.01
室內空氣品質公告場所定期檢測結果範例

33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109.07.01)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108.08.06)

• 廢(污)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110.02.05)

• 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辦法(105.11.25)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應變人員管理辦法(109.11.03)

•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設置管理辦法(105.06.29)

•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管理辦法(105.05.19)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設置管理辦法(105.08.11)

個
別
性
的
規
定

各類環保專責人員之資格、訓練、合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等共通性事項規範，於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訓練管理辦法」統一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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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名稱：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公發布日： 民國105年05月13日

修正日期： 民國109年07月01日

發文字號： 環署訓字第1098000346D號、台內營字第10900219281號、臺教資（六）字第
1090063770A號、經工字第10904602460號、農牧字第1090714576A號、衛部醫
字第1091609372號、科部產字第1090031966B號令

法規體系： 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環保人員訓練

立法理由： •中華民國109年7月1日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pdf

•中華民國108年7月8日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pdf

•中華民國105年5月13日訂定總說明及逐條說明.pdf

法規名稱： 環境保護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發布日期： 民國84年06月21日

廢止日期： 民國105年08月11日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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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發布日：民國105年05月13日；修正日期：民國109年07月01日；發文字號：環署訓字第1098000346D號、台內營字第10900219281號、臺教資(六)字
第1090063770A號、經工字第10904602460號、農牧字第1090714576A號、衛部醫字第1091609372號、科部產字第1090031966B號令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 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其級別分為甲級及乙級。

•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其級別分為甲級及乙級。

•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其級別分為甲級、乙級及 丙級。

• 廢棄物清理專業技術人員：(1)廢棄物清除專業技術人員，其級別分為甲級
、乙級及丙級；(2)廢棄物處理專業技術人員，其級別分為甲級及乙級。

• 環境用藥專業技術人員：(1)環境用藥製造業專業技術人員；(2)環境用藥販
賣業專業技術人員；(3)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 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

• 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2條第1項第1款的定義

專責人員、專業技術人 員，其類別與級別如下：

八
大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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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專責人員應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
辦法之規定參加在職訓練，公告場所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不得拒絕或妨礙專責人員參訓
(專責人員應參加在職訓練之義務)。

第八條 經取得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
連續三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為專責人員者，應
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環境保護專責及
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完成到職訓練(專
責人員應完成到職訓練的規定)。

前項專責人員設置屆滿六個月後十五日內，公
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應檢具完成到
職訓練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報備。

專責人員未於第一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
者，或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未於
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備者，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廢止公告場所專責人員之設置核定。

到職訓

練

【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01010609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9條；並自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八月十一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50063738號

令修正發布全文9條；並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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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第23條第1項、第23-1條辦理。

第23條 經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每二年應完成在職訓練至少六

小時，其中政策法規類課程不得少於三小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調訓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其無正當理由者，

不得拒絕。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因故未能參加前項調訓者，應於報到日前，

以書面敘明原因，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訓。

第23-1條 前條第一項所定每二年期間，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修正

施行後，就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執行業務事實發生年度之次年一月一日起

算；修正施行前已設置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

算。逐年以年度計算之連續二年，其設置期間未滿一年者，仍以一年計。但逐

年以年度計算時，設置年度未連續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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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訓練
的時間點

109.07.01

之前履職者

自110.01.01起算
每兩年一次

之後履職者 在職訓練
的時間點

自履職後隔年01.01

起算每兩年一次

環保專責人員在職訓練之時間點

110.01.01 .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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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取的環保專責人員證照但未掛牌(未執法、未履職)者，不受在職訓
練(俗稱回訓)之約束。

 被設置為專責人員，即使僅設置一天，當年度即算一年。

 在職訓練的精神是跟著人，不是跟著公司。

 同時被設置為不同的環保專責人員(如空水廢等)，則應各別回訓。但
若有共同的課程，則可申請抵免。

 因環境用藥分為製造業、販賣業以及病媒防治業等三種專業技術人員，
若同時被設置為二或三種環境用藥的技術人員，則只要回訓一種即可。

 目前在職訓練費用一節課費用250元，在當年度政府預算仍可支應的前
提下，由主管機關環訓所支應。

 未依規定參加在職訓練者，地方環保局得依相關規定進行裁處。



第21條 參加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合格者，應於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個月內，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核發合格證書。

未於前項規定期間內申請核發合格證書者，其所參加之證照訓練課程、內容有變更時，
應就變更部分參加補正訓練合格後始得申請(如圖2-2.11)。

第18條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證照訓練各科目之測驗(評量)成績，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
及格。各科目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者，為訓練合格。

有科目成績不及格者，自訓練結訓之日起一年內，得申請該科目補考二次 ，屆期未參加
補考者，該科目為不及格。

補考後仍有科目成績不及格者，其不及格科目未超過該證照訓練總測驗科目四分之一，
得就其不及格科目於最後一次補考結束之日起三個月內，申請參加再訓練(如圖2-2.11)一
次。

參加再訓練者，補考科目之測驗(評量)以一次為限，該科目仍不及格， 則認定該次證照
訓練為不合格。

公發布日：民國105年05月13日；修正日期：民國109年07月01日；發文字號：環署訓字第1098000346D號、台內營字第10900219281號、臺教資(六)

字第1090063770A號、經工字第10904602460號、農牧字第1090714576A號、衛部醫字第1091609372號、科部產字第1090031966B號令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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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條 經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每二年應完成在職訓練至少六小時，其中政策法
規類課程不得少於三小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調訓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其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因故未能參加前項調訓者，應於報到日前，以書面敘明原因，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延訓。

第22條 取得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三年以上未經依法設置或登記為該項環境保護
專責及技術人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六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在職訓練(俗稱回訓，履職者應每兩年一次)

到職訓練(超過三年後履職者)

補正訓練(超過三個月未領照且訓練內容變更)

再訓練(重修，年考照三次仍未通過，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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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沿革】

1.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1010624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0條；並自一百零一年
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2.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101065329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18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
名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新名稱：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3.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 1111074233 號令修正發布第 10、18 條條文；並自一百
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

發布日期：民國101年11月23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010106241號令訂定發布全文20條

修正日期：民國110年07月01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空字第1101065329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18條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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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發布，至今未修正。因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並考量近年實務執行需求，爰修正本辦法，並將名稱修正為「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規定巡查檢驗之紀錄保存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增訂公告場所應就其定期檢測不合格之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項目進行複測，並

納入維護管理計畫。（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之場所，降低定期檢測頻率為每三

年實施一次及其採樣點數得減半計算，以鼓勵公私場所自主管理。（修正條文
第十條）

四、定期檢測結果之公布方式，可張貼標章取代，以容易識別。（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

五、為利業者明瞭自動監測設施相關規範，新增附錄規定，並移列納入現行條文第
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等技術規定以統一規範。（修正條文第十
七條）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管理辦法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
辦法

一、本辦法之規範對象為公告場
所 所 有 人 、 管 理 人 或 使 用
人 ， 而 非 檢 驗 測 定 機 構 ， 為
避免混淆，爰修正名稱。

二、公告場所指依本法第六條公
告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十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分下列二種：
一、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以

下簡稱公告場所）應於規定之一定期限
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測，並定
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

二、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
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其所有人、
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之自動監測
設施，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
濃度，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數值，以連
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
定，分下列二種：
一、定期檢測：經本法公告之公告場所

（以下簡稱公告場所）應於規定之一
定期限內辦理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量
測，並定期公布檢驗測定結果。

二、連續監測：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
置自動監測設施之公告場所，其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設置經認可之自
動監測設施，應持續操作量測室內空
氣污染物濃度，並即時顯示最新量測
數值，以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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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
檢式檢測儀器進行簡易量測室內
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查作業。

二、巡檢點：指巡查檢驗使用檢測儀
器量測之採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指具有量測室
內空氣污染物濃度功能，可直接
判讀及方便攜帶之檢測儀器。

四、管制室內空間：指公私場所建築
物之室內空間，其全部或一部分
經公告適用本法之樓地板面積總
和，不包括露臺、陽(平)臺及法
定騎樓面積。

五、自動監測設施：指可自動採樣、
分析與記錄空氣污染物濃度之
設施。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巡查檢驗：指以可直接判讀之巡檢式檢測儀
器進行簡易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之巡
查作業。

二、巡檢點：指巡查檢驗使用檢測儀器量測之採
樣位置。

三、巡檢式檢測儀器：指具有量測室內空氣污染
物濃度功能，可直接判讀及方便攜帶之檢
測儀器。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指公私場所建築物之室內
空間，全部或一部分經公告適用本法者，
其樓地板面積總和，但不包括露臺、陽(平)

臺及法定騎樓面積。

五、校正測試，指下列：

(一)零點偏移：指自動監測設施操作一定期
間後，以零點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進
行測試所得之差值。

(二)全幅偏移：指自動監測設施操作一定期
間後，以全幅標準氣體或校正器材進
行測試所得之差值。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未修正。

二、第四款將「室內樓地板」
修 正 為 「 管 制 室 內 空
間」，以與本署公告應
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法之第一批、第二批公
告場所規定一致。

三、校正測試之規定己納入
「空氣中二氧化碳檢測
方 法 - 紅 外 線 法 (NIEA

A448.11C)」統一規範，
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五款
規定。

四、第五款新增自動監測設施
定義，以補充連續監測
之規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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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
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定期檢
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辦公
時段進行量測，由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管理專責人員操作量測或在
場監督，並得以巡檢式檢測儀器
量測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
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外，至少應包含二氧化碳。

第一項巡查檢驗紀錄應逐次彙
集 於 室內 空氣品 質維 護管 理計
畫，並建立書面檔案或電子檔，
保存五年。

第四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應於每次實施
定期檢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
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場所營業及
辦公時段進行量測，由室內
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操作量測或在場監督，並得
以巡檢式檢測儀器量測室內
空氣污染物濃度。

巡查檢驗應量測之室內空
氣污染物項目，除中央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外，至少應包
含二氧化碳。

一、第一項至第三項未
修正。

二、參照第十六條第三
項定期檢測資料保
存及年限之規定，
增訂第四項巡查檢
驗 紀 錄 之 保 存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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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公告場所巡查檢驗應避免受局部污染源
干擾，距離室內硬體構築或陳列設施最少零點
五公尺以上及門口或電梯最少三公尺以上，且
規劃選定巡檢點應平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空
間樓地板上。

前項巡查檢驗應布設巡檢點之總數依下列
原則定之:

一、管制室內空間小於等於二千平方公尺者，巡
檢點總數至少五點。

二、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二千平方公尺小於或等於
五千平方公尺者，以管制室內空間每增加四
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或巡檢點總數至少
十點。

三、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五千平方公尺小於或等於
一萬五千平方公尺者，以管制室內空間每增
加五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或巡檢點總數
至少二十五點。

四、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一萬五千平方公尺小於或
等於三萬平方公尺者，以管制室內空間每增
加六百二十五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或巡檢
點總數至少四十點。

五、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以管制
室內空間每增加九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
且巡檢點總數不得少於四十點。

第五條 公告場所巡查檢驗應避免受局部污染源干擾，
距離室內硬體構築或陳列設施最少○．五公尺以上及
門口或電梯最少三公尺以上，且規劃選定巡檢點應平
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上。

前項巡查檢驗應佈巡檢點之數目依下列原則定之:

一、室內樓地板面積小於等於二千平方公尺者，巡檢點
數目至少五點。

二、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二千平方公尺小於或等於五千
平方公尺者，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四百平方公
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以巡檢點
數目至少十點。

三、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五千平方公尺小於或等於一萬
五千平方公尺者，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五百平
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以巡
檢點數目至少二十五點。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一萬五千平方公尺小於或等於
三萬平方公尺者，以室內樓地板面積每增加六百二
十五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
且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不得少於二十五點；或以巡
檢點數目至少四十點。

五、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以室內樓地
板面積每增加九百平方公尺應增加一點，累進統計
巡檢點數目，且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不得少於四十
點。

一 第 一 項 修 正 酌 修 文
字。

二 第 二 項 修 正 說 明 如
下：

三 將 「 室 內 樓 地 板 面
積」修正為「管制室
內空間」，理由同第
三條說明二。

四 考量應布設之巡檢點
係以總樓地板面積計
算總數，爰於各款將
「 數 目 」 改 為 「 總
數」。

五 為避免外界混淆，刪
除 第 二 款 至 第 五 款
「累進統計巡檢點數
目」及第四款「且累
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不
得少於二十五點」文
字。

48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
人於管制室內空間實施定期檢測，應委
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但公告場所依本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
關核發之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者，得自
行辦理檢驗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辦
公時段。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品
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各室內空
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行。受託
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時，亦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總數超過二個以
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不同日期
進行，但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公告場所實施第一項定期檢測，不
符合本法第七條所定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者，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就不符合標準
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複測，並納入維
護管理計畫。

第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
使用人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進行定
期檢測，應委託檢驗測定機構辦理
檢驗測定。但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規定取得中央主管機關核發許可
證者，得自行辦理檢驗測定。

定期檢測之採樣時間應於營業及
辦公時段。

檢驗測定機構受託從事室內空氣
品質定期檢測業務，同一採樣點各室
內空氣污染物項目之採樣應同日進
行。受託檢驗測定機構為多家時，亦
同。

定期檢測之採樣點數目超過二個
以上，各採樣點之採樣時間得於不同
日期進行，但仍應符合前二項規定。

一、第一項酌修文字；第二
項、第三項未修正。

二、修正第四項將「數目」改
為「總數」，理由同第五
條說明二（二）。

三、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不合格
者，應改善不符合標準之
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再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針對不
合格之項目複檢，並檢討
修正維護管理計畫，爰新
增第五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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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進行定期檢測，除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
染物之定期檢測外，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
點之位置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依濃度
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之。但有特殊情形，
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
相關文件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總數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管制室內空間小於或等於五千平方公尺
者，採樣點至少一個。

二、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五千平方公尺小於或
等於一萬五千平方公尺者，採樣點至少
二個。

三、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一萬五千平方公尺小
於或等於三萬平方公尺者，採樣點至少
三個。

四、管制室內空間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採
樣點至少四個。

第七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
進行定期檢測，除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
染物之定期檢測外，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
點之位置須依巡查檢驗結果，優先依濃度
較高巡檢點依序擇定之。但有特殊情形，
經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檢具
相關文件報請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目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室內樓地板面積小於或等於五千平方公
尺者，採樣點至少一個。

二、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五千平方公尺小於
或等於一萬五千平方公尺者，採樣點至
少二個。

三、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一萬五千平方公尺
小於或等於三萬平方公尺者，採樣點至
少三個。

四、室內樓地板面積大於三萬平方公尺者，
採樣點至少四個。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修正說明
如下：

(一)將「數目」
修正為「總
數」，理由
同第五條說
明 二
（二）。

(二)「室內樓地
板面積」修
正為「管制
室 內 空
間」，理由
同第三條說
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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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細菌
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於採樣前應先
進行現場觀察，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生物生長痕
跡，列為優先採樣之位置，並得增加採樣點；規劃
採樣點應分布於各棟、各樓層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
樓地板上，且每一場所採樣點應至少二個。

前項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目，
依場所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一千平方
公尺（含未滿），累進採樣點一個。但其樓地板面
積有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間者，
得減半計算採樣點。

第八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進行
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於採
樣前應先進行現場觀察，發現有滲漏水漬或微
生物生長痕跡，列為優先採樣之位置，且規劃
採樣點應平均分布於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
上。

前項細菌及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採樣點之數
目，依場所之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一
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採集一點。但其樓地
板面積有超過二千平方公尺之單一無隔間室內空
間者，得減半計算採樣點數目，且減半計算數目
後不得少於二點。

一、為確保採樣數據之
代 表 性 ， 以 因應 不
同 類 型場 所 活動 特
性 、 空調 型 態及 污
染 源 特性 ， 每一 場
所 採 樣 點 至 少 二
個 ， 爰 修 正 第 一
項。

二、第二項配合酌作文
字修正。

第九條 前條進行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測，
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引入
室內者，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調系統之外氣引
入口且和外氣引入口同方位，儀器採樣口高度與
空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氣機
者，採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樣點相對直接與
室外空氣流通之窗戶或開口位置。

前項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之數目至少一個。

第九條 前條進行真菌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定期檢
測，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應依下列規定:

一、公告場所使用中央空調系統設備將室外空氣
引入室內者，採樣儀器架設應鄰近空調系統
之外氣引入口且和外氣引入口同方位，儀器
採樣口高度與空調系統之外氣引入口相近。

二、公告場所以自然通風或使用窗型、分離式冷
氣機者，採樣儀器架設應位於室內採樣點相
對直接與室外空氣流通之窗戶或開口位置。

前項室外測值採樣相對位置之數目至少一
個，不受前條第二項限制。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二項規範室外真
菌 檢 測數 目 至少 一
點 ， 以降 室 外污 染
源 對 檢查 室 內真 菌
濃 度 之干 擾 ， 不 受
前 條 室內 真 菌檢 測
數 目 限制 ， 爰作 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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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公告場所應每二年實施
定期檢測一次。但取得室內空
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
者，每三年檢測一次，其定
期 檢 測 採 樣 點 數 得 減 半 計
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公告場所依前項規定實施
定期檢測，除初次定期檢測外
之各期檢測實施時間自前一次
定期檢測完成時起算。

第十條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之
檢驗頻率，除中央主管機關
另有規定者外，應每二年實
施定期檢測室內空氣污染物
濃度至少一次。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實施第二次以後之定期
檢測，應於第一次定期檢測
月份前後三個月內辦理之。

一、配合本署推動「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修正第一
項規定，新增優良級每三年檢
測一次，其採樣點數並得減半
計算。

二、二已完成第二次以上之定期
檢測者，其下一次定檢時間改
為，應於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
後起算辦理，不再強行規範以
第一次檢測月份之時間為準，
爰修正第二項規定。

第十一條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
應 量 測 之 室 內 空 氣 污 染 物 項
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者外，依其場所公告類別所列
者辦理。

第十一條 公告場所定期檢測
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
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者外，依其場所公告類別
所列者辦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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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公告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者，應於公告
之ㄧ定期限內辦理下列事項:

一、檢具連續監測作業內容，包含自
動監測設施運作及維護作業，併
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內
容 ， 以 網 路 傳 輸 方 式 ， 向 直 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上傳前款
文件，經審查核准後，始得辦理
設置及操作。

公告場所應依連續監測作業計畫
內 容進 行自 動監 測設施 之設 置與操
作。

連續監測操作時間應為營業及辦
公日之全日營業及辦公時段。

公告場所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汰換
或採樣位置變更時，應依第一項規定
辦理。

第十二條 公告場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設置自
動監測設施者，應於公告之ㄧ定期限內辦理下列
事項:

一、檢具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包含自動監測設施
運作及維護作業，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計
畫，送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核准
後，始得辦理設置及操作。

二、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內容，以網路傳
輸方式，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其
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但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
定以書面申報者，不在此限。

公告場所依連續監測作業計畫書進行設置自
動監測設施，於開始操作運轉前七日，應通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並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監督下進行操作測試，操作測試完成後，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並副知該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始得操作運轉。

連續監測操作時間應為營業及辦公日之全日
營業及辦公時段。

公告場所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汰換或採樣位置
變更時，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一、為簡化自動監測設施設
置行政流程，刪除第一
項書面申報規定及第二
項操作運轉前七日應通
知當地主管機關監督操
作之流程，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 、 第 三 項 及 第 四 項 未 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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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
數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外，
依其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二
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置一台自
動監測設施。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四
千 平 方 公 尺 以 上 之 單 一 無 隔 間 室 內 空
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數
目，且減半計算後數目不得少於二台。

第十三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數目，除中央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
外，依其公告管制室內空間樓地板面積每二千平方公尺（含未滿），應設
置一台自動監測設施。但其樓地板面積有超過四千平方公尺以上之單一無
隔間室內空間，得減半計算應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數目，且減半計算後數目
不得少於二台。

前項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
層，於同樓層者應平均分布於樓層空間。

一、第一項未
修正。

二、第二項刪
除，移列
至附錄規
定。

第十四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
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如下：

一、二氧化碳。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第十四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量測之室內空氣污染物項目如下：

一、二氧化碳。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者。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前二條規定之自動監測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效測定範圍應大於該項室內空氣污染物之室內空氣品質標準值上限。

二、配有連續自動記錄輸出訊號之設備，其紀錄值應註明監測數值及監測時
間。

三、室內空氣經由監測設施之採樣口進入管線到達分析儀之時間，不得超過
二十秒。

四、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應以一小時平均值作為數
據紀錄值。其一小時平均值為至少十個等時距數據之算術平均值。

五、每月之監測數據小時紀錄值，其完整性應有百分之八十有效數據。

六、採樣管線及氣體輸送管線材質具不易與室內空氣污染物產生反應之特
性。

本條刪除，移
列 至 附 錄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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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公告場所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進行校正及維護儀
器。

自動監測儀器應依下列規定進行例行校正測試及查核：

一、零點及全幅偏移測試應每半年進行一次。

二、定期進行例行保養，並以標準氣體及相關校正儀器進行定
期校正查核。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校正測試及查核應作成紀錄，紀錄方式應依主管機
關同意之方式為之，並逐年次彙集建立書面檔案或可讀取之
電子檔，保存五年，以備查閱。

本條刪除，移列
至附錄規定。

第十五條 公告場所操作中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汰換
或採樣位置變更，致無法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
質時，除應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辦理外，其所
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汰換或變更前三十日報
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依其同
意文件核准暫停連續監測。但任一自動監測設施
以不超過三十日為限，其須延長者，應於期限屆
滿前七日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
長，並以一次為限。

公 告 場 所 操 作 中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故 障 或 損
壞 ，致無法連續監測室內空氣品質時 ， 其所有
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發現後二日內，通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暫停連續監測。但超
過三十日仍無法修復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公告場所操作中自動監測設施進行汰換或採樣位置
變更，致無法連續監測其室內空氣品質時，除應依第十二條
第一項規定辦理外，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汰換或變
更前三十日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依其
同意文件核准暫停連續監測，但任一自動監測設施以不超過
三十日為限，其須延長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七日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延長，並以一次為限。

公告場所操作中自動監測設施故障或損壞，致無法連
續監測室內空氣品質時，其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於發現
後二日內，通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暫停連續監
測。但超過三十日仍無法修復者，應依前項規定辦理。

一、配合調整條
次。

二、第一項酌作
文 字 修 正 ，
第 二 項 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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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六條 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用人依
第六條辦理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之結果應自
採樣之日起四十五日內，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
維護計畫，以網路傳輸至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供查核，同時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
公布。但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或
良好級標章者，可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張貼
標章取代公布定期檢測結果。

第十二條規定公告場所辦理連續監測，
即時連線顯示自動監測之最新結果，同時於營
業及辦公時段以電子媒體顯示公布於場所內或
入口明顯處，並將自動監測設施監測數值資料
予以儲存保留，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查核。

前二項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及連續
監測結果之紀錄資料，應逐次彙集建立書面檔
案或電子檔，保存五年。

第十八條 第六條規定公告場所所有人、管理人或使
用人辦理定期檢測，其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
果應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三十日內 ，併同其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計畫，以網路傳輸方式申報，供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同時於主要場
所入口明顯處公布。

第十二條規定公告場所辦理連續監測 ，各
監測採樣位置量測之監測數值資料，即時連線顯示
自動監測之最新結果，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段以電
子媒體顯示公布於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並將自動
監測設施監測數值資料，製成各月份室內空氣品質
連續監測結果紀錄，於每年一月底前，以網路傳輸
方式上網申報前一年連續監測結果紀錄，供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

前二項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及連續監
測結果紀錄資料，應逐年次彙集建立書面檔案或可
讀取之電子檔，保存五年。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考量檢驗測定機構定檢作業及產出
報告時程，爰於第一項延長業者定
期檢測結果網路傳輸為四十五日
內，並酌作文字修正。另定期檢測
結果之公布方式，可張貼標章取
代，以容易識別。

三、考量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測設施設
置之管理目的為使公告場所施行自
主管理並公布即時監測數據，爰於
第二項刪除以網路傳輸前一年連續
監測結果紀錄之規定，改為連續監
測數據予以保留。

四、第三項修正監測紀錄之保存規定。

第 十 七 條 本 辦 法 有 關 自 動 監 測 設 施 之 設 備 規
範、作業方式、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系統、
準確度查核、校正與維護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應符合附錄規定。

第十九條 本辦法有關自動監測設施之設備規範、作
業方式、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系統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為利業者明瞭自動監測設施相關規
範，新增附錄規定，並將現行條文
第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及第十
六條等技術規定一併納入規範。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施行。

一、配合調整條次。

二、依法制體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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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資訊記錄設備

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設備

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
作業方
式規範

監測資訊
記錄設備
規範

附屬電子
媒體即時
顯示設備
規範

準確度查
核、校正
及維護規

範

設置自動
監測設施
方式

室內空氣品質自動監測設施之組成架構(3設備+5規範)57



(一)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設備監測位置擇定原則，以公告管制空間內公眾聚集量大、

進出量大之區域優先設置，但距離門口、電梯或外氣引入設施排氣口及可開啟之

窗戶最少三公尺以上，且於不使用器具或設施狀態下，一般人員無法直接觸碰該

採樣口。如為擴散或主動抽氣擴散型式之測定裝置，其採樣開口方向不能面向該

測定裝置採樣口安裝固定之室內硬體構築，如牆壁。

(二)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儀器安裝位置應以距離樓地板一點五至三公尺處為原則，且

取樣及分析應在六分鐘之內完成一次循環，並應以一小時平均值作為數據紀錄值。

其一小時平均值為至少十個等時距數據之算術平均值。

(三)管制室內空間範圍如分別座落於不同棟建築物，每棟建築物至少需安裝一台自動

監測設施。如因監測資訊管理因素，監測資訊記錄裝置可不需於每棟建築物內進

行設置。

一、作業方式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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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與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設備或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信號輸出可相容之記錄

器或數據擷取系統，且適當轉譯傳輸資訊為ppm單位。

(二)至少需記錄測定氣體項目、濃度值、濃度單位、時間(年／月／日／時／分)，如

該監測資訊記錄裝置同時與多台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測定裝置共用，則另須記錄

足以區隔或辨識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測定設備及其輸出之資訊。

(三)應有適當資訊管理或備用監測資訊記錄裝置，不因單一監測資訊記錄裝置故障、

損壞或汰換，影響任一自動監測設施之連續監測資訊。

(四)須具有自動記錄存檔之功能，並建立使用者登入／登出管理機制及權限，且應保

留原始數據，而該功能需確認不因斷電或人員誤觸，而喪失該情況發生之前之監

測資訊。

二、監測資訊記錄設備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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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規範

(一)該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需同時顯示該測定裝置辨識資訊(如未能顯示區域

名稱，請於面板上方標示)及其測定氣體項目、濃度值、濃度單位，於該附屬電

子媒體即時顯示資訊對應區域標示說明該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測定設備辨識等必

要資訊，該標示文字應以橫式書寫為主。

(二)安裝位置以距離樓地板一點五至三公尺為原則。

(三)公告場所辦理連自動續監測，各監測採樣位置量

測之監測數值資料，即時連線顯示自動監測之最

新結果，同時於營業及辦公時段以電子媒體顯示

公布於場所內或入口明顯處。

(四)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裝置須可顯示各室內空氣污染物濃度測定值，且應清晰可見。

(五)電子媒體安裝位置應具有適當隔離與防護，於不使用器具或設施輔助狀態下，一

般人員無法直接觸碰該電子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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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設置自動監測設施，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包含室內空氣污染物測定設備、監測資訊記錄設備及附屬電子媒體即時顯示設備。

(二)設置自動監測設施之監測採樣位置，應具代表性且分布於各樓層，於同樓層者應

平均分布於樓層空間。

(三)二氧化碳測定設備之測定範圍，至少應涵蓋四百至五千ppm之室內空氣中二氧化

碳濃度範圍，且解析度應達一p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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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準確度查核、校正及維護規範

(一)定期進行例行保養，並以標準氣體進行準確度查核或相關校正儀器進行校正查核。

(二)以一千ppm或近似濃度之二氧化碳標準氣體執行設施準確度之查核，應由中央主

管機關許(認)可之檢驗測定機構、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認可之實驗室或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實驗室辦理，每年至少進行一次。

(三)準確度查核結果之相對誤差應小於或等於百分之十，相對誤差大於百分之十或查

核濃度正負七十ppm，則應立即進行設備維護保養或校正，並應符合規定始可使

用。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應符合之規定。

(五)設施準確度查核、例行保養及校正應作成紀錄，記錄方式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同意

之方式為之，並逐次彙集建立書面檔案或電子檔，保存五年，以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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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一百零一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發布，至今未修正。因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
並考量近年實務執行需求，爰修正本辦法，並將名稱修正為「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規定巡查檢驗之紀錄保存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增訂公告場所應就其定期檢測不合格之室內空氣品質污染物項目進行複測，並

納入維護管理計畫。（修正條文第六條）
三、增訂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之場所，降低定期檢測頻率為每三

年實施一次及其採樣點數得減半計算，以鼓勵公私場所自主管理。（修正條文
第十條）

四、定期檢測結果之公布方式，可張貼標章取代，以容易識別。（修正條文第十六
條）

五、為利業者明瞭自動監測設施相關規範，新增附錄規定，並移列納入現行條文第
十三條第二項、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等技術規定以統一規範。（修正條文第十
七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 公告場所應每二年實施定期檢測一次。但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
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者，每三年檢測一次，其定期檢測採樣點數得減
半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

公告場所應實施定期檢測之期間、頻率及起算點如下：
一、第一次定期檢測：依本法第六條公告規定之檢測期間辦理。
二、第一次定期檢測以外之其他各期檢測：依前項規定之檢測

頻率辦理；檢測實施時間，自前一次定期檢測完成日起算，
並得提前或延後三個月內辦理。

公告場所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實施定期檢測，於第一項所定檢測
期間內自行增加一次以上之定期檢測，且符合室內空氣品質標準，
並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核者，檢測實施時間，自最近一
次定期檢測完成日起算。

公告場所於定期檢測期間內，暫停營業後復業者，依下列規定
實施定期檢測：

一、復業時尚未屆前二項所定之應實施定期檢測期間者，依原
定期間辦理。

二、復業時已屆前二項所定之應實施定期檢測期間者，應於復
業後三個月內完成定期檢測。

第十條 公告場所應每二
年 實施定期檢測一
次。但取得室內空
氣品質自主管理優
良級標章者，每三
年檢測一次，其定
期檢測採樣點數得
減半計算，遇小數
點時，採無條件進
位法取整數計算。

公告場所依前
項規定實施定期檢
測，除初次定期檢
測外之各期檢測實
施時間自前一次定
期 檢 測 完 成 時 起
算。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第 二 項 修 正 說 明 如 下： (一)公告

場所應依本法 第六條公告規定， 實
施第一次定期檢 測。 (二)為使公告場
所具充 裕前後時間彈性完 成定檢，
除初次檢 測 以 外 之 各 期 檢 測，公
告場所可提 前或延後三個月內 委託
檢測機構辦理 定期檢測，以給予 公
告場所定期檢測 時間合理緩衝；並
明 定 期 間 之 起 算點。

三、公告場所實施定期檢 測，且提報地方
主管 機關查核認可者，其 最近一次
定期檢測完 成日，可作為下一次 定
檢日重新起算，以 提升自主檢測意
願， 爰新增第三項規定。

四、公告場所於定期檢測 期間內，因暫停
對外 營業，且提報商業所 在地主管
機關申請停 業之登記，為確保定 期
檢測數據足具代表 性，可暫緩辦理定
期檢測，但恢復營運時 仍在應實施定
期檢測 期間內，應依原定期 程完成
定期檢測。倘 恢復營運時，已超過
應 實 施 定 期 檢 測 時 間，應於復業
後三個 月內，儘速執行定期 檢測，
及後續公布結 果 與 作 成 紀 錄 等 事
宜，爰新增第四項規 定。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修正之第十條條

文，自一百十一年七月一日施行。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
日施行。

一、現 行 條 文 移 列 第 一 項。
二、為使公告場所得有充 分餘裕與檢測機

構重 新排定檢測事宜，爰 於第二項
新增本次修 正條文之施行日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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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人員：洪明瑞博士/明志科技大學環安衛系
通訊地址：243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84號
聯絡電話：(02)2908-9899 # 4657 或 0960-613-309

電子信箱：mingjui@mail.mc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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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
管理標章實施作業

簡報人員：洪明瑞博士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112年08月03日

112年度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宣導說明會
Propaganda for Indoor Air Quality Self-Management Mark



時 間 議 題 講師/單位

09：30~10：00 報到

10：00~10：10 長官致詞
桃園市政府
環境保護局

10：10~11：40

 室內空氣品質法規及計畫書撰寫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標章要點與推動

情形
 綠點獎勵制度及使用說明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系統申

辦作業

明志科技大學
洪明瑞教授

11：40~12：00 綜合討論 與會人員

12：00~ 散會

議程(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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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Preface)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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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2017)指出全球92%的
人 無 法 呼 吸 到 安 全 的 空 氣

71



THIS IS A SLIDE TITLE

⬢ Here you have a list of items
⬢ And some text
⬢ But remember not to overload your slides with 

content

Your audience will listen to you or read the 
content, but won’t do both. 

9 out of 10 people worldwide breathe 

polluted air

7 million deaths every year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02-05-2018-9-out-of-10-people-worldwide-breathe-polluted-air-

but-more-countries-are-taking-action

重災區

WHO(2019)指出每年有700萬
人直接或間接死於空氣污染

72

https://www.who.int/news-room/detail/02-05-2018-9-out-of-10-people-worldwide-breathe-polluted-air-but-more-countries-are-taking-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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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世界霧都

Are you sure he can 

return home saf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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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 幽暗的國度――印度馬德里 76



黑壓壓一片到底是哪？觀光大國廢氣籠罩，一周20萬人就醫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312001304-260408?chdtv

泰國飽受空污之苦，百萬人染相關疾病
https://today.line.me/tw/v2/article/WBWZ3rL

77泰國曼谷近期空污嚴重，圖為2023/3/7曼谷被黃褐色有害霧霾籠罩，看不出曼谷原貌（圖／路透
社）



台北101大樓

高雄東帝士(85)大樓

台北松山機場

宜蘭南方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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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持續惡化的空氣品質

或許〜

您已逐漸習以為常了……？

上海的仙境 高雄的朦朧

當有人在呼籲或提醒您空氣品質不良時

您還在以為我們危言聳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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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千萬不要讓自己掉入溫水煮青蛙的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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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

MCS

SBS

病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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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doors (>90%)(WHO,2000)

and 10% 

outdoor

Total exposure

age group
People spend most of their time indoors (>86.9%)(US EPA,1994)

83

People are 

90% in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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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回答之前，我們先思考一些問題 ?

人可以7天不吃東西，可以3天不喝水，但無
法1刻鐘不呼吸。

一個成每天吃的食物大約5公斤左右，喝的水
大約3公斤，呼吸的空氣大約12～15公斤。因
此，食物、水、空氣孰輕孰重，不說自明。

3公斤

5公斤

12～15公斤

空氣、食物、水進入身體之比重示意圖



White

Is the color of milk and 
fresh snow, the color 
produc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all the 
colors of the visible 
spectrum.

YOU CAN ALSO SPLIT YOUR CONTENT

Black

Is the color of ebony and of 
outer space. It has been the 
symbolic color of elegance, 
solemnity and authority.

重災區

中風

缺血性心臟病

慢性阻塞性肺病

肺癌

肺炎

https://www.who.int/airpollution/infographics/Air-pollution-INFOGRAPHICS-English-5-1200px.jpg

WHO(2019)指出每年有380萬人因室內空氣
污染而過早死亡

85

https://www.who.int/airpollution/infographics/Air-pollution-INFOGRAPHICS-English-5-1200px.jpg


腦部

心血管

肝臟

膀胱
子宮

呼吸道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the-top-10-causes-of-death

2016年WHO統計全球前十位死亡原因

86

https://www.who.int/news-room/fact-sheets/detail/the-top-10-causes-of-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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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
(IAQ)之關聯性

呼吸權利以及
空氣品質訴訟

居住環境與生
活品質舒適度

病態大樓症候群
與建築物關聯症

身體健康與罹
患疾病的風險

相關醫療支出
以及健保成本

工作效率、產
出與生產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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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

MCSSBS

病態建築

免疫建築

幸福建築

因應不良空氣品質的
危害推動室內空氣品
質 管 理 法 的 目 的

健康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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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1996)

中華民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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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
是否具有法源

依據
國家 制訂機關 法令/規範

亞洲

具法源依據

中國
衛生部 公共場所衛生標準(法令)
建設部 民用建築工程室內環境污染控制規範(法令)

南韓 環境部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Indoor Air Quality Management Act)(法令)
日本 厚生勞動省 建築物衛生管理法(法令)

中華民國 環境保護署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法令)

不具法源依據

中華民國 內政部營建署 建築技術規則(指引)
中國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 室內空氣品質標準(指引)
香港 環境保護署 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指引(指引)

新加坡 環境部
良好辦公建築室內空氣品質指引(Guideline for Good Indoor Air Quality in Office 

Premises) (指引)

印度
採暖、製冷和空調工程師協會

(ISHRAE)
室內環境品質標準(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standards)

北美洲 不具法源依據 美國

環境保護署
學校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工具(Indoor Air Quality Tools for Schools, IAQ TfS)(指引)

建築物空氣品質：建築物所有人及設備管理人員指引(Building Air Quality： A Guide for Building 
Owners and Facility Managers) (指引)

美國OSHA 商業和機構建築的室內空氣質量(Indoor Air Quality in Commercial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s)
美國採暖-製冷空調工程師學會

ASHRAE
可接受的室內空氣品質通風(ASHRAE Standard 62.1-2019 ventilation for acceptable indoor air 

quality)

歐洲 不具法源依據

芬蘭
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室內空氣質量和氣候協會(FiSIAQ)

室內空氣品質指引(Indoor Air Guidelines)(指引)
Classification of Indoor Climate

法國

The French Agency for 
Environmental and Occupational 

Health Safety and the French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Centre for 

Building

Indoor air quality guidelines (IAQGs)

德國 AOLG 室內空氣指導值(Indoor air guide value)

挪威 勞動和社會事務部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design and layout of workplaces and work premises (the Workplace 

Regulations)

歐洲辦公室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室內空氣品質指南」

(WHO guidelines for indoor air quality： selected pollutants)

世界各國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令及規範彙整

專法

相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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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t big impact?
USE BIG IMAGE.

第15 條 下列場所全面禁止吸菸：
一、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校及其他供兒童及少年教育或活動為主要目的之 場所。
二、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及其他文化或社會教育機構所在 之室內場所。
三、醫療機構、護理機構、其他醫事機構及社會福利機構所在場所。但老 人福利機構於設有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

室內吸菸室，或其室外場所 ，不在此限。
四、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所在之室內場所。
五、大眾運輸工具、計程車、遊覽車、捷運系統、車站及旅客等候室。
六、製造、儲存或販賣易燃易爆物品之場所。
七、金融機構、郵局及電信事業之營業場所。
八、供室內體育、運動或健身之場所。
九、教室、圖書室、實驗室、表演廳、禮堂、展覽室、會議廳（室）及電 梯廂內。
十、歌劇院、電影院、視聽歌唱業或資訊休閒業及其他供公眾休閒娛樂之 室內場所。
十一、旅館、商場、餐飲店或其他供公眾消費之室內場所。但於該場所內 設有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之室內吸菸室、

半戶外開放空間之餐飲場 所、雪茄館、下午九時以後開始營業且十八歲以上始能進入之酒吧 、視聽歌唱場所，
不在此限。

十二、三人以上共用之室內工作場所。
十三、其他供公共使用之室內場所及經各級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場所及交 通工具。 前項所定場所，應於所有入口處

設置明顯禁菸標示，並不得供應與吸菸有 關之器物。
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十一款但書之室內吸菸室；其面積、設施及設置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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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世界唯一有兩部強制性的單一法令管制室內空氣品質的國家，就是我們的
寶島台灣。其一為民國86年3月的「菸害防制法」，另一則為民國100年11月的
「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此兩部法令尤如為民眾室內環境健康把關的雙道保險
或兩把利刃，只要是公共或公眾使用的密閉或半密閉空間，包含各類交通運輸工
具等，未來將逐一被公告列管並應符合我國的「室內空氣品質標準」的要求。

顯示我國對於人權的重視與發展，已經由免於迫害以及言論、結社、遷徙等自由的實質人權，進一步昇華至保障健康的環境人
權層級。為「進步臺灣、美哉家園、建康呼吸」奠定永續發展的基礎，值得我們慶幸與按個讚。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
章之介紹／An introduction to self-

management mark on indoor air quality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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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
公共場所

103年第一批
10類型

敏感族群經
常出入場所

處理方式(廣泛聽取各單位意見)：

1.110年4月13日宣布優先推動
自主管理標章。

2.優先推動自主管理標章，廣泛納入多
元性場所自願參與。

3.與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研商，納入評
鑑指標。

地區醫院

109年12月11日預告

中小型
場所

106年第二批
6類型

已納管16類型、
超過8成以上大型
場所 (約1,500家
公私場所)

標章分級制度
(優良、良好級)

修法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措施

標章推廣申請

爭議點：
1.小型室內場所，人員及成本負荷
大。

2.使用空間特性單純、人數固定。
■修訂「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訂定「室內空氣品
質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作業要點」

新增納管公私場所

預告第三批

幼兒園

護理之家

產後護理

預計110年6月
引導室內空氣品質管理制度朝向「場
所自主維護管理」、「標章制度」與
「政府柔性輔導管制」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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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 月標章制度研擬
•109.9~10月進行標章圖樣徵選活動
•109.12月辦理標章圖樣決選會議及頒獎
典禮
•110.2月圖樣修正定稿
•110.5月規劃申請標章註冊
•110.6月規劃正式發布實施標章

109年
• 修訂「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 推動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制度
• 舉辦「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徵選
110年
• 鼓勵公告場所取得室內空品自主管理標章。

111〜112年

• 鼓勵非公告場所取得室內空品自主管理標章。

• 驗證並推廣自動監測、通風、空調整合系統節電效能

• 結合綠色居家推廣室內空品管理。

標章設計徵選活動

優良標章分級制度

檢討修訂「室內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

鼓勵裝設連續自動監測

推動
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
標章制度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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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wnload_dataArea.aspx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6%8E%A8%E5%8B%95%E4%BD%9C%E6%A5%AD%E8%A6%81%E9%BB%9E%E7%B8%BD%E8%AA%AA%E6%98%8E.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6%8E%A8%E5%8B%95%E4%BD%9C%E6%A5%AD%E8%A6%81%E9%BB%9E%E7%B8%BD%E8%AA%AA%E6%98%8E.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13/%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5%84%AA%E8%89%AF%E7%B4%9A%E6%A8%99%E7%AB%A0%E8%A6%8F%E6%A0%BC%E6%A8%99%E6%BA%96.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8%89%AF%E5%A5%BD%E7%B4%9A%E6%A8%99%E7%AB%A0%E8%A6%8F%E6%A0%BC%E6%A8%99%E6%BA%96.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7%94%B3%E8%AB%8B%E6%9B%B8.odt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7%94%B3%E8%AB%8B%E6%9B%B8.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13/%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7%94%B3%E8%AB%8B%E5%B0%88%E7%94%A8%E5%88%87%E7%B5%90%E6%9B%B8.doc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13/%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7%94%B3%E8%AB%8B%E5%B0%88%E7%94%A8%E5%88%87%E7%B5%90%E6%9B%B8.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5%84%AA%E8%89%AF%E7%B4%9A%E6%A8%99%E7%AB%A0%E5%9C%96%E7%A4%BA.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8%89%AF%E5%A5%BD%E7%B4%9A%E6%A8%99%E7%AB%A0%E5%9C%96%E7%A4%BA.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5%84%AA%E8%89%AF%E7%B4%9A%E6%A8%99%E7%AB%A0%E5%9C%96%E7%A4%BA.ai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8%89%AF%E5%A5%BD%E7%B4%9A%E6%A8%99%E7%AB%A0%E5%9C%96%E7%A4%BA.ai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8%AD%89%E8%99%9F%E5%9C%96%E7%A4%BA%E7%AF%84%E4%BE%8B(%E5%83%85%E4%BE%9B%E5%8F%83%E8%80%83).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E8%A1%8C%E6%94%BF%E8%A6%8F%E5%89%87/%E3%80%8C%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8%87%AA%E4%B8%BB%E7%AE%A1%E7%90%86%E6%A8%99%E7%AB%A0%E3%80%8D%E5%B8%B8%E8%A6%8B%E5%95%8F%E9%A1%8C.pdf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13/%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7%B6%AD%E8%AD%B7%E7%AE%A1%E7%90%86%E8%A8%88%E7%95%AB%E6%96%87%E4%BB%B6(%E7%B0%A1%E6%98%93%E7%89%88-%E9%9D%9E%E5%85%AC%E5%91%8A%E5%A0%B4%E6%89%80%E5%8F%83%E8%80%83%E6%A0%BC%E5%BC%8F).doc
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oc/13/%E5%AE%A4%E5%85%A7%E7%A9%BA%E6%B0%A3%E5%93%81%E8%B3%AA%E7%B6%AD%E8%AD%B7%E7%AE%A1%E7%90%86%E8%A8%88%E7%95%AB%E6%96%87%E4%BB%B6(%E7%B0%A1%E6%98%93%E7%89%88-%E9%9D%9E%E5%85%AC%E5%91%8A%E5%A0%B4%E6%89%80%E5%8F%83%E8%80%83%E6%A0%BC%E5%BC%8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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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

訂定目的

第二點

標章分級

第三~五點

•申請標章使用權之申請與
管理備查、應備文件及審
查核發程序

第六~八點

• 標章顏色、比例、大小
• 使用權有效期限及展延規定
• 取得優良級標章者，其定期檢
測每三年實施一次

第九~第十點

• 巡查檢驗應佈巡檢
點之總數

• 定期檢測採樣點總
數計算依據

• 依公告場所空氣品
質檢驗測定管理辦
法進行巡查檢驗

架構(共十八點)

第十一~第十四點

• 標章使用情形之追蹤、查核及檢驗規定
• 未符合標章規格標準之限期改善
• 不符合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經廢止標章
使用權，但符合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
得申請改為授予良好級標章使用權。

• 不得將標章用於未依規定取得標章場所

第十五~第十八點

• 標章使用權人停業或歇業
相關規定

• 使用期限屆滿之處理方式
• 撤銷與廢止標章使用權之
條件。



目 的

• 為促進公私場所改善室內空氣品質及公眾使用環境，鼓勵公私場
所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提升企業形象，維護國民健
康，特訂定本要點。

適用對象

•公告場所(16類)、非公告場所(19類)，皆可申請。

標章分級 - 依申請條件分為

• (一)優良級；(二)良好級。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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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標準適用於下列公私場所：

•應符合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之十六類型公告場所。

•符合十九類型（大專校院、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醫療機構、社會福利機構、政府機關辦
公場所、鐵路車站、航空站、大眾捷運系統車站、金融機構營業場所、表演廳、展覽室、電
影院、視聽歌唱業場所、商場、運動健身場所、幼兒園、產後護理機構、托嬰中心），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法之非公告場所。

舉例

公私場所 類型 適用公私場所 管理室內空間

公告場所

圖書館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面積達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圖書館之建築物室內空間，以圖書
資訊供閱覽區、自修閱讀區及入館
服務大廳為限。但不含位於以上室
內空間之餐飲區、視聽室及資訊室。非公告場所

指由中央主管機關、各級主管機關及鄉(鎮、
市)公所設立之圖書館，且其樓地板面積未
滿一千平方公尺者。 100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
良級標章規格標準 .pdf

101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
好級標章規格標準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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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項次 適用公私場所 管理室內空間 室內空氣污染
物項目

監測
時間

標準(單位)

非
公
告
場
所

十七 幼 兒 園 ： 公 立
（含國小附幼）
幼兒園及其分班、
私立及非營利幼
兒園。

幼兒園所在之各幢(棟)

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提供幼童日常活動場
所之教室、遊戲室為
限。

二氧化碳
(CO2)

8hr 800 ppm

甲醛(HCHO) 1hr 0.03 ppm

十八 產後護理機構：
各級政府所設立
公立、私立產後
護理機構。

產後護理機構之建築
物室內空間，以提供
產婦日常活動之大廳、
交誼廳(會客室)

細菌(Bacteria) 最高
值

800

CFU/m3

十九 托嬰中心：各級
政府所設立公辦
民營托嬰中心及
私立托嬰中心。

托嬰中心之建築物室
內空間，以提供嬰幼
兒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粗懸浮微粒
(PM10)

24hr 50 μg/m3

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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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項次 適用公私場所 管理室內空間 室內空氣污染
物項目

監測
時間

標準(單位)

非
公
告
場
所

十七 幼 兒 園 ： 公 立
（含國小附幼）
幼兒園及其分班、
私立及非營利幼
兒園。

幼兒園所在之各幢(棟)

建築物室內空間，以
提供幼童日常活動場
所之教室、遊戲室為
限。

二氧化碳
(CO2)

8hr 1,000 ppm

甲醛(HCHO) 1hr 0.08 ppm

十八 產後護理機構：
各級政府所設立
公立、私立產後
護理機構。

產後護理機構之建築
物室內空間，以提供
產婦日常活動之大廳、
交誼廳(會客室)

細菌(Bacteria) 最高
值

1,500

CFU/m3

十九 托嬰中心：各級
政府所設立公辦
民營托嬰中心及
私立托嬰中心。

托嬰中心之建築物室
內空間，以提供嬰幼
兒日常活動場所區域。

粗懸浮微粒
(PM10)

24hr 75 μg/m3

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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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pdf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良好級標章規格標準.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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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地方環保局)為申請案件之受理機關及應每六個月彙
整標章核發情形送環保署備查。

四

•申請書
•一年內場所
無違反室內空品相關法規切結書。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關設
立許可、登記、執照之證明文件。
•依法完成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後出具
之檢測報告。
•非公告場所提交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並承諾據以執行之文件。
•其他。

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室內空氣品質
自主管理標章推動作業要點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環保
綠點回饋實施作業原則

受理、審查、發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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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註冊
• 基礎資料：帳號、密碼

• 帳號管理者資訊：使用者姓名、部門、職稱、連絡電話

• 場所資訊：統一編號(非必填)、場所類別、郵遞區號、

所在縣市、所在地址

送出

環保局
審核通過

作業時間約
為1~3天

系統自動
寄信

108



2.室內空氣品質自主標章申請5步驟

獲得帳號後，登入系統

109



申請文件與流程

申請書

本署認可檢測機構出具檢測合
格報告(公告場所檢測報告得以前一年定期檢測合

格證明文件代替之)

公告場所依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
計畫執行管理維護及專責人員之證
明文件

非公告場所提交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並承諾據以執行之文件。

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
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
記、執照之證明文件。

前一年無違反室內
空氣品質管理相關
法規之切結書及其
相關說明資料。

申請標章

應備文件

五

六 前點文件如有缺漏或不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指定期限通知申請人補正，屆
期未補正者，駁回申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標章規格標準規定，審查申請案件，通過者，授予優良級
或良好級標章之使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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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標
準之改
善費用

定期檢
測費用

行政
費用

115

申請費用七 0(免費)

0(免費)

自費(1-3萬)

自費(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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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顏色、大小比例及標示位置規定

• 取得標章使用權者，於標章使用期間內，應依規定標示於場所明顯處。

• 標章使用權人不得變形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大或縮小。

• 標章使用權人得申請調整標示顏色及標示方式，但以單色印刷為限，並應於申請使用標章
時一併提出。

7472 C

7563 C

367 C 395 C

399 C364 C

國際標準色卡色票系統
多色印刷

八



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管理計畫文件

公告場所名稱：

公告場所編號：
□□□-□□-□□-
□□□□□ˍ   

文件建立日期：
年 月
日

六、申報定檢結果
定期檢測結果應自定期檢

測採樣之日起四十五日內
併同其室內空氣品質維護
計畫以網路傳輸方式申報

一、設置專責人員
參訓並考試及格以取得專

責人員合格證照
專責人員發文地方環保局

申請設置並核備

四、辦理定期檢測
 委託檢驗測定機構定期實施室內

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優良級標章每三年定期檢測一次
，良好級標章每二年定期檢測一
次

三、進行巡查檢驗
 優良級標章每六個月巡查檢驗一

次；良好級標章每次實施定期檢
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

 巡查檢驗應於營業及辦公時段至
少量測二氧化碳

二、訂定維護管理計畫
 訂定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文

件(簡易版-非公告場所)並據以執行

 室內使用變更致影響室內空氣品質
時，應立即檢討修正

五、公布定檢結果

室內空氣品質定期檢測結果應
自定期檢測採樣之日起四十五
日內於主要場所入口明顯處公
布（至少一處）

自主管理標章之法定行政作業(非公告場所)

法定行政作業九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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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檢驗及定期檢測規定

• 優良級標章：每六個月巡查檢驗一次；每三年定期檢測一次。

• 良好級標章：每次實施定期檢測前二個月內完成巡查檢驗；每二年定期檢測一次。

巡查檢驗應佈巡檢點之總數，優良級標章及良好級標章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
管理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

室內樓地板面積 巡檢點數目

≦2,000 m2 巡檢點數至少5點以上。

>2,000 m2~≦5,000 m2 每4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或巡檢點數目至少10點以上。

>5,000 m2~≦15,000 m2 每5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或巡檢點數目至少25點以上。

>15,000 m2~≦30,000 m2 每625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但至少25點以上。或巡檢點數目
至少40點以上。

>30,000 m2 每900 m2增加一點，累進統計巡檢點數目，但至少40點以上。

現行法規(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巡查檢驗規定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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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級標章：採樣點數得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條(定
檢點數)及第八條(細真菌點數)規定減半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
數計算。

• 良好級標章：依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檢驗測定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辦
理。

室內樓地板面積 定檢點數目

面積≦5,000 m2 至少1點

5,000 m2<面積≦15,000 m2 至少2點

15,000 m2<面積≦30,000 m2 至少3點

面積>30,000 m2 至少4點

現行法規(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檢驗測定管理辦法)定期檢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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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使用期間，優良級為三年，良好級為二年。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標章使用權人應於

期滿前三個月至六個月內申請展延。逾期提出申請者，視為新申請案。

•標章使用權有效期限及屆期展延

得不定期對標章使用情形進行追蹤查核，或對取得標章使用權之公私場所進行室內空氣

品質檢驗測定；每三年應至少實施一次。

•本署及縣市主管機關對標章使用情形之追蹤、查核及檢驗規定

•未符合標章標準限期改善條件

命其限期
改善

未符合標
章標準

公告方法
現場檢測

(限改期90日為限)

• 改善期間應於入口明顯處張貼限期改善
公文

• 取得優良級標章之公私場所，經查核未
符合優良級標章規格標準，但符合室內
空氣品質標準者，廢止優良級標章，並
得申請改為授予良好級標章。

標章之展延與後市場查核、限改機制十一

120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停歇(業)及使用期屆滿規定十二

標章使用權人不得將標章圖樣、證號或文字使用於未取得本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

管理標章之場所。未取得標章使用權者，亦同。

•標章使用限制

•使用權人停、歇業注意事項

標章使用權人停止營運或歇業逾二個月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以書

面方式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情形，標章使用權人亦得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廢止標章使用權。

•使用期限屆滿處理方式

標章使用權人自使用期間屆滿之翌日起，應停止使用標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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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提供不正確資料。

2.以詐欺、脅迫、賄賂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標章使用權。

•標章撤銷條件

•標章廢止條件

1.公司登記、商業登記、工廠登記或其他相關設立許可、登記、執照經該管主管機關撤銷或

廢止。

2.不配合第十一點追蹤查核或檢驗測定。

3.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二點及第十三點規定，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4.違反第十四點規定者，擅自使用標章、證號或文字於未取得本署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

章之場所。

5.依第十五點第二項規定申請廢止使用。

6.違反室內空氣品質管理法經認定情節重大。

7.其他經本署認定之情形。

• 撤銷與廢止案件，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每六個月彙整送環保
署備查。

撤銷及廢止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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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標章
之企業由
環保署發
放綠點(推
動初期)

納入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評鑑
項下訂定
加分機制

提高企業
品牌形象

取得優良級標章:

1.等同延長一年
檢測頻率(原為
2年檢測1次)

2.檢測點數減半

3.取代張貼公告

環保署辦
理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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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綠
點
回
饋
實
施
原
則

實施
對象

實施
內容

實施
原則

•全臺取得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章（優良級、良好級）之非
公告場所。

•取得優良級標章之非公告場所回饋綠點核發350,000點。
•取得良好級標章之非公告場所回饋綠點核發200,000點。

•本原則實施對象限非公告場所，且首次取得優良級或良好級自
主管理標章為限，依直轄市、縣（市）環保主管機關核發標章
日期，由本署依序核發綠點，每年綠點額度有限，贈完為止。
•綠點點數之使用期限，自活動兌換日起算，為期二年，點數逾
期則等同失效，各場所可逕於環保集點會員平臺及APP查詢點數。
•餘有關環保集點相關事宜，以環保集點官網公布環保集點規則
為主。

凡符合本原則規定取得標章者，都能獲得「環保綠點」享實質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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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保
綠
點
回
饋
實
施
原
則

實施
限制

綠點
用途

• 針對非公告場所首次取得自主標章者核發綠點，曾獲得綠點回饋實施者，不予
重複核發。

• 上述各項綠點之回饋以當年度為主，若因綠點核發完畢或預算不足時，得停止
核發或移至下年度回饋核發。

• 非公告場所獲得綠點後可自行運用，包含給予場所內部同仁或職員使用，或透
過發贈綠點進行相關業務之推廣事宜。

• 「環保綠點」可兌換、折抵具有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MIT微笑標章以及在
地農產品（CAS標章／有機農產品標章／TAP產銷履歷）認證的綠色商品。

• 前往綠色服務業(環保旅館或環保旅行社)、生態遊憩及環境教育場所，也可享
有住宿、遊憩、門票等折扣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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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 類型 評鑑名稱 評鑑頻率

教育部
公、私幼兒園 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 每5學年1次

非營利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績效考評指標 每學年度1次

衛福部 托嬰中心 托嬰中心評鑑作業規範參考範例 每3年1次
128

已納入標章項目之部會評鑑

協調納入標章項目之部會評鑑

主管機關 類型 評鑑名稱 標章納入項目

教育部 大專校院
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
執行成效檢核實施計畫

「環境保護及能資源管理現況」項目，
將標章納入執行成效檢核指標

衛福部
社福機構

112年度一般護理之家評鑑基準
項目D之創新或配合政策執行項目，
納入取得標章之指標

112年「住宿式機構強化感染管制獎
勵計畫」

指標四納入取得標章之指標

產後護理之家 112年度產後護理之家評鑑基準 項目D之加分項目，納入取得標章之指標

交通部 航空站
民用航空局111年度目標管理年終績
效評核報告

協助3個航空站申請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
理標章



A1
A2

電腦 手機(平板)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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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尋：需選擇對應搜尋
條件後，顯示標章訊息

4.輔助物件：返回首頁、
底圖更換、鷹眼圖、圖
層、測量工具、匯出

2.全國數量：查看全國及各
縣市優良級、良好級場所數
量

3.基礎地圖：剛進入系統後，
會顯示乾淨的圖層，須先完
成搜尋條件

「搜尋」的內容共分為指定場所、附近場所等2大類型查詢(標章等級、場所性質、縣市、類別為共用條件)
1.指定場所：搜尋輸入特殊關鍵字的場所資訊(不限於縣市)
2.附近場所：搜尋並指定單一場所，查詢周邊場所資訊 130



•可查詢各縣市目前優良級、
良好級場所數量及全國總
數。

•註：系統統計時間為進入
自主標章地圖時間，非開
啟全國數量統計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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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尋條件

• 重新搜尋：須調整篩選條件，須點選搜
尋

• 查詢條件：會即時顯示本次設定的查詢
條件，點選場所的「查看」按鈕，會顯
示本次選擇的場所類別

• 表單下載：下載篩選的場所清單

2.查詢清單

• 清單模板：以GOOGLE地圖清單顯示
方式

• 即時導航：可點選「導航」自動引導至
GOOGLE設定導航路線

3.標章圖層

• 分級顯示：分為優良、良好圖示

• 太陽圖：集合太陽圖解決密集座標

• 顯示輔助：底選欄位會顯示輻射性紅
光，提醒選擇座標

• 資訊小窗：點選座標會顯示場所資訊小
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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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首頁

底圖變換

鷹眼圖

相關圖層

測量工具

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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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地點查詢

座標資訊

清單查詢

• 不受限於手機座標

• 模糊查詢場所單位

• 轉移查詢範圍中心

• 場所座標分優良、良好圖示

• 點選可查看場所資訊

• 查詢“環域”範圍場所資訊

• 拋轉座標快速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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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章總數
1 2 3 0

995

1707
1826

0

500

1000

1500

2000

110年 111年 112年5月底

標章歷年累積核發數量

室內空品自主管理標章推動

 截至112年5月非公告場所301張，較110年(48張)成長6.3倍(右上)

 截至112年5月發證數1,826張，較110年(995張)成長84%(右下)

48

254
301

30

130

230

330

110年 111年 112年5月底

全國非公告標章數

成長 6 . 3倍有效效期

資料統計至112年5月底

資料統計至112年5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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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空氣品質自主管理標
章之申請／ Application for indoor

air qual i ty se l f -management mark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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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

•在網頁右側點選申報及標
章專區

室內空氣品質資訊網https://iaq.epa.gov.tw/indoor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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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資料：帳號、密碼

•帳號管理者資訊：使用者姓名、部門、職稱、連
絡電話

•場所資訊：統一編號(非必填)、場所類別、郵遞
區號、所在縣市、所在地址

送出

作業時間約為
1~3天

環保局
審核通過

系統自動
寄信



A-1 A-2 A-3 A-4 A-5

141

標章申請狀態

•點選「標章申請」
按鈕啟動申請

•依 序 A-1~A-5 步
驟填寫定檢數據
及上傳相關檔案，
並送出標章申請

獲得帳號後，登入系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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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 入 定 期 檢 測
的 座 落 建 築 物
及 樓 層 名 稱 ，
並新增至下表

• 在 表 中 可 察 看
「 填 寫 狀 況 」
確 認 是 否 有 填
寫定檢結果

• 「 定 檢 結 果 」 ：
每 一 筆 檢 測 項
目 結 果 須 逐 一
填 寫 資 料 後 點
選「新增」

1.新增建築物

2.點選請點我
填寫(定檢結果)

3.新增檢測結
果

4.儲存返回數
據填報

5.儲存返回申
請畫面

每
筆
項
目
皆
獨
立
新
增

A-1定檢數據填報+定檢報告書上傳

A-1



• 點選A-1的定檢報告書上傳

• 彈跳檢測報告上傳視窗

• 上傳檢測報告書

• 選擇檢測報告日期(通常在報告書
前幾頁)

• 如果上傳錯誤，只需重新上傳可覆
蓋前一次檔案

A-1定檢數據填報+定檢報告書上傳

A-2維管計畫書上傳

• 在A-2步驟按鈕下方，可在下方下
載簡易版範本文件

• 點選A-2的維管計畫書上傳

• 彈跳維管計畫書上傳視窗

• 上傳維管計畫書

• 選擇文件建立日期

• 如果上傳錯誤，只需重新上傳可覆
蓋前一次檔案 143

A-2

A-1



• 點選A-3的公司登記證明上傳
• 彈跳維公司登記證明上傳視窗
• 上傳公司登記證明
• 若單位維政府單位，可直接勾選Step1的機關單位，

無須上傳
• 如果上傳錯誤，只需重新上傳可覆蓋前一次檔案

A-3 A-4

• 切結書可在A-4按鈕下方下載
• 點選A-4的切結書上傳
• 彈跳切結書上傳視窗
• 上傳切結書
• 如果上傳錯誤，只需重新上傳可覆蓋前一次檔案

• A-2、A-3、A-4、A-5，皆為報告或資料上傳
• 「維管計畫書上傳」，在標章申請畫面系統提供範本下載
• 「切結書上傳」，在標章申請畫面系統提供範本下載
• 「公司證明上傳」，若為政府機關可勾選政府單位，可不用上傳佐證檔案
• 公告場所無須上傳檢測報告書及維管計畫書，系統會自動帶入

A-3公司登記證明上傳

A-4切結書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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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確定填寫完畢後，點選A-5「標章申請
送出」，會跳出「標章申請等級」的選項

• 系統會依據上傳數據，建議標章申請等級

• 送出後，所有資料會鎖定無法修改

A-5標章申請送出

A-5



• 標章到期前3-6個月，展延按鈕會自
動亮起，並可選擇展延申請

• 點選展延申請(B)，系統會開
• 為一種狀態，根據要點，規定時間內

點選可啟動狀態
• 狀態啟動後，申請資料送出最後期限

為標章到期前

B • 點選展延申請(B)，標章狀態轉換為
展延申請中

• 狀態啟動後，會開啟申請5步驟，重
新填寫申請資料送出

• 資料通過期限為標章到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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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重新申請標章，重
新點選標章申請即可

147

C

• 場所在通過狀態可點選
廢止

• 系統會再次確認是否同
意廢止

• 確定後系統會直接廢止
本次標章



標章申請通過

標章展延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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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人員：洪明瑞博士/明志科技大學環安衛系
通訊地址：243新北市泰山區貴子里工專路84號
聯絡電話：(02)2908-9899 # 4657 或 0960-613-309

電子信箱：mingjui@mail.mcut.edu.tw

LINE ID：e000045648

室內空氣品質自主
管理標章實施作業



Pray that the world is peaceful……
150



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