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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諸言

由於地緣因素，台灣環境品質與中國大陸存在密

切關連性；特別於民國90年代起，中國大陸推動改

革開放後之經濟發展迅速，亦導致大量排放污染物並

造成嚴重水、空氣、廢棄物、土壤／地下水等污染問

題，衍生大陸民眾不滿與國際議論，並影響台灣環境

品質。以近年台灣民眾感受最直接之沙塵暴及霾害問

題，乃由於中國大陸嚴重環境污染問題，於秋、冬之

際隨著東北季風傳輸台灣，嚴重影響台灣空氣品質與

居民健康；此外，中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河川漂流廢

棄物排入海洋而污染金門、馬祖海域環境資源，皆為

典型案例。上述例證顯示海峽兩岸環境污染問題存在

密切關連性，有待雙方合作才能改善解決。 

中國大陸國務院自1990年代後期，開始推動環

境保護工作；於《國家環境保護十一五規劃》啟動多

項專案，奠立中國大陸環境污染控制技術發展之基

礎。隨後大陸再推動《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

強化污染物排放標準、環境監測、環境保護標準實施

評估等工作。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已啟動各項污

染防制與環境保護，對減輕台灣環境品質衝擊應有助

益。台灣歷經40年發展，深刻體會環境污染危害，

於環境污染防制與環境品質改善累績豐富經驗；因此

如何藉由兩岸環境保護合作機制，以加速改善海峽兩

岸環境污染問題，乃為急切課題。

貳、兩岸環境保護合作交流現況

兩岸環境保護議題交流可追溯至1992年，由台

灣、中國大陸各10所大學與華人環保協會共同主辦

「海峽兩岸環境保護研討會」，可謂為兩岸環境保護

交流之濫觴，爾後漸漸從學術交流拓展至產業合作與

官方交流。時至今日，台灣環保服務業西進中國大

陸已甚活絡，不少台商以中國大陸於世界貿易組識

（WTO）所開放之合資方式進駐中國大陸發展。台

灣歷經40年之豐富環境污染控制經驗豐富，環境品

質改善成果十分顯著，亦為中國大陸民眾熟知。因

此，近年中國大陸相關領域單位人員來台參訪絡繹不

絕，冀期參考台灣經驗治理當地環境污染問題；台灣

相關領域單位人員亦察覺中國大陸環保領域具有急迫

且大量需求，赴大陸境內進行交流、尋求商機之活動

亦甚頻繁；兩岸於環境保護領域互動交流已然事實。

有鑑於此，兩岸就環境保護合作議題進一步交

流、協商，甚或建立合作機制平台，以提昇合作成果

並維護改善兩岸環境品質，確保環境保護關連產業與

人員之權益，乃屬大勢所趨。因此，雙方於2012年

8月兩岸兩會第八次高層會談，同意針對「兩岸空氣

品質監測合作」議題積極推動兩岸相關主管機關間之

溝通與商討；2013年6月，第九次兩岸兩會高層會談

時，雙方同意就環保議題推動主管機關之間的交流；

2014年2月，兩岸兩會第十次高層會談更將兩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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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合作議題納為第十一次會談的協商議題。

台灣由於地理上接近中國大陸，環境品質易受中

國大陸影響，尤以空氣污染問題最為顯著。台灣長年

承受來自大陸地區大氣污染傳輸影響，如：沙塵暴、

微粒霾害、酸雨等問題，過去10年間，中國大陸每

年平均發生17次沙塵暴污染，並有數次影響台灣，

皆為民眾關注焦點。相同問題亦發生於中國大陸，霾

害即為最典型問題。有感於大眾壓力，中國大陸空氣

污染治理亦為中國大陸近1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規劃重點項目，期盼參酌台灣相關治理技術及排放源

控制經驗，亦就空氣領域與台灣多所交流，空氣領域

交流亦漸頻繁，學術界往來與民間環境保護相關組織

亦積極辦理空氣環境品質相關研討會；自2011年開

始，兩岸輪流舉辦「兩岸大氣保護學術研討會」，已

連續舉辦4屆。

此外，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經貿成長迅速，船

隻往來隨貿易需求增加更加頻繁；兩岸直航亦集中於

此海域，因而潛在衍生海域污染與環境保護問題，通

過台灣海峽船舶所造成污染亦是兩岸須共同合作問

題。2010年1月，中國「浙洞機156 號」貨船在金門

觸礁擱淺，遭到漲潮滅頂，造成船載輕柴油外洩及

487噸苯乙烯塑膠原料流散污染海域；2012年3月，

新加坡籍BARELI輪在福州興化灣江陰港附近海域發生

觸礁擱淺沉船事故，導致大量燃油和船載有機氯農藥

等危化物入海，對台灣海峽海域造成極大威脅。

針對海漂垃圾問題，金門、廈門率先展開合作；

自2007年起，中國大陸國家海洋監測中心在大陸沿

海選定50個區域展開垃圾監測。多年合作努力終於

展現成效，於2004年清除海漂垃圾高達1400噸，至

2012年減低至約300∼400噸，減少幅度近7成。為

改善海漂垃圾問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每年需提撥高

達4,000多萬補助款協助離島清理垃圾。

環境保護產業交流，亦為兩岸須共同合作問題。

於兩岸皆加入WTO後，透過WTO機制平台，兩岸經

貿往來類型、次數與規模皆較過去更豐富、龐大；列

入聯合國中央產品分類清單之環境保護相關產業，包

括：污水處理服務業、廢棄物處理服務業、廢棄清理

服務業、噪音與震動防制服務業、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整治服務業、環境檢測分析服務業等，皆為簽署

WTO承諾開放之項目。中國大陸於2002年承諾開放

環境保護服務業進入大陸市場，台灣亦於2009年分

批公告開放陸資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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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與中國大陸中

國環境科學學會，於台北市辨理「2012兩岸環保高

峰會議」簽訂合作備忘錄，正式確立兩岸環境保護合

作交流窗口，為兩岸環境保護合作交流立下新里程

碑。此項合作備忘錄內容概要如下：

⑴促進兩岸環保交流：雙方同意依據兩岸環保事

業發展需求，定期研商雙方合作方向及各階段合

作交流主題。可圍繞環境管理及政策、環保科技

與產業、環境教育和科普等主題，但不限於此，

通過各項活動進行交流，取長補短，互相啟發學

習。

⑵推動兩岸永續發展合作：雙方同意推動產、官、

學、研參與永續發展合作，促進科技界、企業界、

官方所屬單位及民間團體之積極參與及自主合作，

可通過兩會合作之窗口，彙整兩岸民間環保合作事

宜，提高合作成效。

⑶建立兩岸永續發展合作平台：雙方同意積極推動建

立兩岸合作交流活動平台，定期舉辦論壇或會議，

組織雙方會員及專家學者互訪，組織環保相關培訓

和教育活動，擴大企業夥伴參與等，並儘量利用已

開展的一些合作形式。

參、中國大陸環境保護政策之規劃進展

　　概況 
中國大陸近20年社會經濟建設進展極為迅速，

衍生環境污染負荷與生態失衡問題甚為嚴重。因此，

自1990年代後期，於五年建設規劃計畫導入環境污

染治理項目，投注豐沛資源，全面啟動環境保護工

作；於2006年發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

五年規劃》導入具體環境污染治理對策，開始啟動全

面性環境污染改善；於2011年發布《國民經濟和社

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大幅擴充環境污染治

理對策範疇。以上述綱要計畫為基礎，中國大陸於

2013年發布《大氣污染防制行動計畫》；《水污染

防制行動計畫》今年即將全面公布實行，同時已規劃

進行《土壤污染防制行動計畫》。自2006年起，中

國大陸各級政府開始關注管理廢棄物，亦於此段時期

開始陸續修改廢棄物相關政策與法規研究。蒐集中國

大陸近年環境建設

迅速，煤炭消費量

在2013年就超過

全世界其他國家用

煤量的總和；每年

因空氣污染早死的

人數是5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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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環境污染治理對策與資料顯示，近十年環保政策

重點主要在四個領域之污染治理：空氣、水、土壤與

地下水、廢棄物等。

中國大陸國務院環境保護部根據「十二五綱要」

發布之《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亦為陸方環境

保護政策之重要指導文件；「十二五規劃」即將於

2015年結束，2014年4月，2016年─2020年國民經

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綱要─「十三五」規劃起步，預計

於2015年底發布，2016年3月完成審議。「十二五規

劃」中期評估報告顯示，4個約束性指標（ 節能環保

之能源消費強度、二氧化碳排放強度、能源消費結構

和氮氧化物排放量） 進展落後；雖然中國大陸國家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表示，2015年「十二五規劃」結

束前會加強措施使環境治理得到較好改善，但仍可預

期「十三五」規劃勢必會較預期更加重視環保問題，

以達到設定目標。自中國大陸國家發展委員會發展規

劃司司長徐林於「啟動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新聞發

布會所言:「十三五規劃在資源環境、生態建設方面

的力度，只會進一步加大，不可能弱化，更不可能放

水」可見一斑。就防制重點，「十三五規劃」對於環

境保護規劃重點將包括「危險廢棄物處理」及「細懸

浮微粒（PM2.5） 」等大氣污染問題。

目前中國大陸所面對空氣相關問題，以《重點區

域大氣污染防制「十二五」規劃》規劃區域範圍為主

軸，包括京津冀、長江三角洲⋯等地區，進行區域大

氣污染聯防聯控機制，以減少污染物為重點目標制定

標準。為解決上述問題，《重點區域大氣污染防制

「十二五」規劃》制定下列4項目標，並依能源、污

染物防制、排放源防制、建立新制度以及擴大資金投

入等5項工作執行政策內容

由於以可吸入顆粒物（PM10）、細顆粒物

（PM2.5）為特徵污染物之區域性大氣環境問題日益

惡化，加上隨工業化、城鎮化所導致能源資源消耗增

加，持續加重中國大陸大氣污染防制壓力；因此，

為加強空氣污染防制，確實改善空氣質量，乃特別獨

立於國民經濟和社會規劃綱要之外，於2013年發布

「大氣污染防制行動計畫」（亦稱「大氣十條」），

預計投入數兆元人民幣。

水資源污染防制問題與空氣資源污染防制，皆

為近十年來中國大陸環境保護政策的重點。依據

「十二五規劃」，水資源治理重點分為重點流域治

理、飲用水治理以及城市污水治理三個部分；其中更

明確指出需解決飲用水不安全的問題，並加強高污染

行業的污染治理，推動重點流域水污染防制，並加強

重點跨界河流環境管理和污染防制力度。 

中國大陸廢棄物問題亦甚嚴重，廢棄物污染防制

重點可分為三部分: 城市垃圾處理、危險廢棄物處置

與監管、重金屬污染治理等。中國大陸近年公告與廢

棄物相關政策：《「十二五」危險廢物污染防制規

劃》、《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

設規劃》，綜合以上問題及「十二五規劃」就廢棄物

領域欲達成指標，制定出重點工程包括三項: 危險廢

物產生與堆存情況調查工程／利用和處置工程、監管

能力和人才建設工程等。

總合各種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已啟動各項污染防

制與環境保護工作，為確保台灣環境品質能夠持續改

善，減輕來自中國大陸排放之影響，兩岸簽訂環境保

護合作協議乃重要關鍵。

肆、結論

由於地緣效應與兩岸人民長期互動往來，兩岸環

境議題合作交流近年亦甚熱絡，為兩岸人民生活福祉

所共同關注課題。中國大陸規劃未來數十年將致力推

動環境保護政策，產生效應與衍生商機皆與台灣相

關；因此，持續推動兩岸環境保護交流合作並建立交

流平台，將有機會為台灣取得最佳利益。 

此外，由於兩岸環境議題具時間變動性，兩岸環

境議題合作交流之損利競合亦將隨之演變；因此，國

內應持續系統性收集評析大陸與台灣環境議題、政策

發展與交流狀態，定期評估我國於兩岸環境議題合作

交流之得失損益，及時調整交流策略與議題，才能於

不同階段皆確保台灣之最大利益。

（本文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教授）（本

文不代表本會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