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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柴靜的記錄片《穹頂之下》播出，這部探討中國

空污問題的影片隨即引發兩岸民間的熱烈迴響。雖然影片很快被中國

政府封殺，但臺灣社會的討論未曾停歇，空污與 PM2.5所造成的危害

與應採取的防治措施成為全臺關注的議題。順應民間的討論熱潮，同

年反空污的遊行也接二連三的出現且成為媒體焦點。

4月18日，埔里舉辦「還我清新空氣遊行誓師」遊街活動，這

是第一場以反對 PM2.5為訴求的反空污遊行。包括埔里鎮公所與鎮

長、當地立委、鎮民、自救會與在地的社團學校，和來自外地的環境

NGO，約700人參與活動，共同對埔里近年 PM2.5的嚴重污染表達抗

議，並要求地方政府重視該問題，訴求縣政府成立空污防治委員會、

南投空污減量、督促台中火力發電廠改燒天然氣、麥寮六輕禁止燃燒

石油焦與生煤、埔里鎮公所立即成立空污防治推動委員會等（環境資

訊中心，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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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6日，台灣健康空氣聯盟發起「六○六反空污大遊行」，在

臺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嘉義、臺南、高雄、屏東各地同步

展開十一場遊行與示威活動（林佳禾、宋小海，2015）。此次行動是

以空氣污染相對嚴重的中南部地區為主，各地行動者都分別針對地區

性的空污問題提出訴求。彰化、雲林、高雄等地在境內爭議污染源附

近進行示威活動，彰化台化廠、雲林六輕、高雄石化工業等污染源均

成為抗議對象。嘉義與臺南等境內無大型污染源的地區即強調境外污

染的問題，並要求地方政府具體提出管制措施。

12月26日，台灣健康空氣聯盟再次發起「反空污抗暖化全臺大

遊行」，集合環境 NGO、各地空污自救會與教育界和藝文界人士至環

保署與總統府前遊行示威。此次活動有114個團體連署，超過8,000

位個人連署，當日還有中南部等縣市的團體包車北上，約2,000人動

員到臺北，堪稱六○六遊行後規模最大的全國性反空污運動。運動者

將遊行日期選在2016年1月的總統大選之前，並提出五訴求要求各

總統候選人回應，包括呼籲籌組空污暖化防制行動小組、非核無煤家

園、2020年達到 PM2.5國家標準、三級空品區固定污染源排放總量四

年至少削減40%，且每鄉鎮至少一空品監測站、固定污染源開徵健康

稅捐、制定有害空氣污染物管制標準、推動「電力需求零成長」的能

源政策目標。雖然沒有總統候選人到場，但三位副總統候選人均至現

場回應，國民黨與民進黨也表態支持部分的訴求（黃小玲，2015）。

至此，臺灣的反空污運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過去臺灣各地不乏空氣污染的相關討論與抗爭，但運動的性質與

形式均和近年的反空污運動有所差異。從1960年代的工業化開始，

各地工廠設立與運轉常伴隨著各種廢水、噪音、廢氣等污染物排放。

許多污染源製造的廢氣造成鄰近居民明顯或立即性的感官刺激與身體

症狀，如嘔吐、流淚、喉疼、暈眩等不適的感受，甚至是更嚴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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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傷害。附近的受害者藉由感官刺激直接感知到空氣污染的存在，

痛苦感受才進一步成為運動者的動能，產生被稱為反公害污染自力救

濟的環境運動。這些運動大多帶著強烈的地區性，參與抗爭者主要是

當地的受害者，其抗爭對象則為單一污染源與業主。抗爭民眾對污染

表達不滿，並希望污染情況能改善或終止（何明修，2006: 61-63）。

以後勁反五輕運動為例，鄰近後勁的高雄煉油廠長期在當地製造嚴重

的空氣與水污染，硫化物的惡臭與油氣長期造成當地居民的噁心與身

體不適，有時還會造成酸雨的問題，讓附近的農作物枯萎受損，但問

題卻一直未被政府與業者認真回應和有效解決。直到1987年中油決

定在煉油廠增設五輕廠，積壓已久的民怨終於爆發，讓後勁社區起身

反對五輕的設立，至1990年事件才在五輕的動工下落幕（Ho, Ming-

sho, 2014: 7-8）。

然而經觀察即可發現「空氣品質」已取代特定污染源，成為近年

反空污運動的焦點所在。運動不再侷限於特定地區，而是進一步發展

成全國性的環境運動，訴求政府實行相關防治措施。本文欲瞭解近年

反空污運動出現的脈絡與其如何產生與擴大，及政府對運動的回應。

壹、反空污運動出現

若要討論晚近空污運動出現的契機，須先瞭解 PM2.5議題在臺灣

社會出現的脈絡。PM2.5即是細懸浮微粒，近年因反國光石化的抗爭

才開始被臺灣社會廣泛認識。2010年6月，國光石化開發方與反對

方還在環評會議上僵持不下時，《商業周刊》刊出一篇報導介紹中興

大學環工系的莊秉潔教授針對國光石化所做的研究報告。文中介紹何

謂 PM2.5及其對人體之危害，並指出由於懸浮微粒未被政府列為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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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評估標準項目，因此國光未將 PM2.5列入環境評估報告，從而導

致兩方計算結果的巨大差異，亦強調臺灣目前 PM2.5濃度已達美國環

保署認定會造成人體危害的程度（賴寧寧，2010）。該文刊出後引發

各界迴響，PM2.5隨即進入環評會議的討論中，業者與政府被迫針對

該議題做出回應。隔年4月總統馬英九在彰化反國光石化餐會上公開

承諾將 PM2.5納入政府管制，並立即展開相關作業，原本並非政府管

制污染物的 PM2.5在2012年8月被環保署正式納入空氣品質管制標準

裡（謝志誠、何明修，2011: 329-330）。

PM2.5因反國光石化抗爭而被關注，但並未隨著國光石化爭議的

落幕而落幕，反而引發了新一波的環境運動。參與反國光運動的彰化

醫療界聯盟兩度在立法院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盡速修法將 PM2.5納

入《空氣污染防制法》的管制範圍內，持續關切修法進度與內容之餘

也編印《PM2.5與健康》說明手冊發放給民眾宣傳相關資訊（台灣健

康空氣行動聯盟，2015）。以 PM2.5為契機，運動者亦開始注意到臺

灣存在已久的空氣污染。一位投入反空污運動的環團成員即表示自己

是在參與反國光石化運動的過程中接觸到 PM2.5議題，之後便開始搜

尋既有資料，並發現自己從未留意過的空污問題。這成為他關注反空

污的議題的開端：

對空污比較有概念是看了莊秉潔教授的文章，他講了很

多空污和健康的關係。等國光石化真的停掉之後我才真正有

自己去查很多相關的文獻來閱讀。以我自己來講，我是看到

網路上很多（國光石化）的討論，那時候算是一個滿大的議

題，有看到莊秉潔老師在講健康的問題，就發現這個問題這

麼嚴重⋯⋯所以我看到這個滿震驚，就是為什麼我自己以前

完全不知道這東西。（環境運動者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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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公民基金會等中南部的環境團體也開始宣傳該議題，他們使

用環保署的空氣污染監測歷史記錄與空氣污染指標 PSI 1 描述臺灣的

空污問題，強調其嚴重性與對健康的影響，以及中南部的污染程度較

其他地區高的情況（劉開元，2012）。

「空氣污染」的意義開始轉變，以往是指立即明顯可感知或引發

身體症狀的污染，後來則是以 PSI、AQI 2 與 PM2.5等科學標準所界定

出的污染。運動者又由此延伸出「合格」或「良好」的空品標準，訴

求讓空氣不對人體造成危害，並以達到該標準為運動目標（台灣健康

空氣行動聯盟，2015）。以空污為主要運動議題，討論內容不再侷限

於地方公害，而是國內所有產生空污的污染源。一名台灣健康空氣行

動聯盟的成員即表示，在團體命名時內部成員就刻意淡化地區性的色

彩，並將自身定位為全國性的環境組織：

⋯⋯我不是只關心南部、只關心中部，我是關心全臺灣

的空氣。所以我們的名字是叫「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

不是彰化而已⋯⋯台灣健康空氣聯盟它的屬性很強，它第一

個代表臺灣，第二個代表空氣，我們是要健康的空氣，這是

一個願景、一個夢想，第三個我們強調行動。這不同喔，空

氣是一個名詞，健康空氣就不是一個普通名詞了喔⋯⋯台灣

健康空氣聯盟是以空氣為主的東西，但是空氣這東西就是天

跟地都有關係。所以我打大甲媽祖（繞境）、煮吃的也打、

汽車我也管、機車我也管、什麼我都管。（環境運動者 A）

1 PSI是納入 PM10、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及臭氧等空氣污染物測量

數據計算得出的數值，為環保署用來標示空氣污染狀態的指標。

2 AQI是以公式計算各種空氣污染物得出的空氣品質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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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者也希望號召中南部以外的民眾加入運動，透過宣傳空污的

科學論述喚起全國民眾的受害意識，進而擴大運動的民意支持：

因為其實臺灣西半部空氣最髒的是中南部，所以當初國

光石化運動也是碰到這樣的問題，那就要把這個議題變得

全國化。⋯⋯把這個在地問題變得全國化，變得全國都來

關心、都來做一些訴求，造成政治壓力。應該說12月那個

全國的運動其實訴求並不是在中部啦，而是全國的空氣污

染。⋯⋯北部團體要來關心這個問題，可能是要做一些努力

啦。要讓他們清楚說其實對北部人也是有影響的。怎麼樣讓

大家知道說也是對北部有影響，就要靠宣傳，就是要讓北部

人有感的機會可能比較少。那其實 PM2.5是很小的粒子，可

以飄很遠，全臺灣都會飄。（環境運動者 B）

就在環團的經營下，新的反空污運動成為全國性的環境運動，逐

漸引發各地民眾的迴響。

貳、反空污運動與反公害抗爭

近年反空污運動興起的過程中全國與地方層次都有空污的抗爭行

動，且彼此間開始相互聲援。臺灣各地近年仍存在許多公害污染事

件，尤其具爭議性的大型污染源集中的中南部出現許多反公害的自救

會或環境 NGO進行抗爭活動。

台中燃煤火力發電廠是台電為因應中部工業用電的需求於1992

年設立運轉，其燃煤發電排碳量為全球第一，被許多環團批評製造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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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區的嚴重空污，甚至影響到附近的南投、彰化等地，莊秉潔更指

出其產生的 PM2.5會導致全臺民眾平均壽命減少。近年來主婦聯盟、

台灣生態學會、爭好氣聯盟等當地團體與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彰

化縣醫療界聯盟等外地環團和學者要求其採取實際措施改善空污，改

燃燒潔淨燃料與台電採取預防性降載以避免紫爆等（主婦聯盟環境保

護基金會臺中分會，2016）。

彰化台化廠位處彰化市中心人口稠密處，過去是化學纖維工廠，

但近年燃煤發電與賣電的業務已取代化纖成為其本業，其製造的空污

更直接影響到彰化市中心的居民。在台化固定污染源許可證到期的

2016年9月，在地的環境團體彰化醫療界聯盟與彰化環境保護聯盟

號召在地民眾，舉行示威遊行反對縣政府展延許可證並要求其停止燃

煤發電。3

雲林六輕是台塑設立在雲林麥寮的煉油廠，於1998年營運以來

一直爭議重重，不僅發生多次工安意外引發火災和有毒氣體外洩之事

件，環保團體與學者更批評其平時排放的各種污染物長期影響雲林

與附近的縣市，造成附近居民嚴重的傷害。臺大公衛團隊在2009年

提出的研究報告指出，六輕設廠後附近居民的罹癌率顯著增加（劉力

仁、曾慧雯、林國賢，2009）。學者莊秉潔的研究則指出六輕工業區

PM2.5年排放量為全臺第一（莊秉潔，2014），對中南部居民造成嚴重

健康危害。立委、環團、當地居民與農漁民近幾年發起過多次抗爭要

求改善污染，在地亦在2012年成立《自從六輕來了》電子報討論六

輕的各種問題。

3 至截稿前的發展是，因許可證展延被彰化縣環保局退件，台化廠被迫在2016
年9月29日後停止運行所有燃煤發電設備，業者為此向縣府抗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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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各工業區的污染一直是地球公民基金會抨擊的問題。從民

國5、60年代以來陸續在高雄出現的工業區在當地製造了各種空氣、

水、土地污染，其逸散的毒性化學物質長期影響民眾健康，甚至引發

附近學校師生集體中毒送醫的事件。過去高雄各地也因此出現過後勁

反五輕、林園反公害運動、大社反公害運動等多次抗爭事件。但這些

污染至今仍困擾高雄民眾。

反空污運動開始將這些個別的污染源抗爭統整入反空污運動中，

六○六反空污大遊行即納入這些公害議題，集合這些反公害的運動者

共同發聲。

參、地方反空污自救會出現

反空污運動出現也影響地方反空污自救會的誕生。反空污自救會

所在的地區內多半沒有固定的境內污染源，當地居民亦非公害污染下

毒氣或廢氣的受害者，但均為 PSI與 PM2.5測量標準下被界定為空污

嚴重的區域。在接觸到環境 NGO提供的空污科學理論後，部分民眾

開始接受並挪用這套理論建構出在地的空污論述，且發起反空污自救

會號召他人關心該議題，向政府訴求改善在地空污。

埔里反空污自救會即是典型的案例，2015年前空污與 PM2.5還不

是廣泛被熟知的議題，雖有部分居民察覺到當地的空氣污染，但自救

會成立的契機卻是 PM2.5。自救會成員之一就表示自己已注意到焚燒

農田的廢氣對自家孩童的影響，但直到接觸環境團體的資料才發現

PM2.5的存在與危害並發起反空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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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開始在2013年11月那時候，有一位自救會的成

員。那時候還沒有成立自救會，因為我們一起當彩虹媽媽在

學校講故事，他就問我說：你有沒有覺得埔里空氣不好，要

不要大家來討論看看怎麼去改善。在這之前對於 PM2.5這件

事我個人是完全陌生、完全不知道的。然後就說要開會，我

就上網去找資料，找到一份資料是當初彰化的健康空氣聯盟

他們的一份簡報⋯⋯那時候看它裡面的一些報告，才知道說

這個是 PM2.5。後來就是這樣，隔天又成立一個粉絲頁，把

一些空污相關的訊息放上去。在那之間因為剛好遇到九合一

選舉，就做了一份由候選人簽的承諾書，要致力於空污的改

善。那這是一個開端，我們的開始是從這裡開始的。（自救

會成員 F）

由這次行動開始，一群埔里媽媽發起自救會持續關心埔里的空污

問題。為更瞭解空污知識，成員開始上網蒐集相關資訊與國外的研究

報告，或是瞭解附近地區大型污染抗爭的情況，也持續留意官方公布

的空氣污染物數據。這也成為環境 NGO與自救會合作的契機。自救

會成員因為多數沒有相關科學背景，所以連絡上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

盟，邀請他們到埔里演講，提供更深入的專業理論說明，而運動者也

樂於分享專業知識。除了資訊交換，運動者也在實務上協助自救會進

行抗爭，和自救會一起向在地政府訴求：

那時候因為我們（自救會）剛成立，覺得自己知道的很

少，所以就想要請葉醫師（環團成員）他們進來演講⋯⋯然

後就很冒昧寫信去說我們想關心空污議題，請他們進來演

講。那葉醫師就進來，楊博士（環團成員）也講了一場。但

是因為葉醫師他們是很清楚整個國家的政治運作方式，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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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政策上面有改變，然後你施壓要施壓到關鍵人物，遠比

你在後面一個個講來的有效。所以那時候是葉醫師很積極的

在串連，帶我們去拜訪南投縣府和縣長⋯⋯那後面真的促成

我們去拜訪縣府是葉醫師有再請這邊跟縣府關係比較好的，

也是拜託了好幾次才緊急的把時間敲出來，然後我們（才）

去縣府。（自救會成員 E）

其後埔里鎮公所發起當地的反空污遊行時，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

盟亦積極動員許多其他團體前來參與，擴大遊行規模。除了外地的環

團，也因主要動員的運動者本身具有的醫師身分與醫療界的人脈，當

地的醫師團體也被號召參與：

那外縣市的那些環團其實是葉醫師他們跟大家聯繫的，

所以連生態協會、護樹聯盟、彰化醫療界聯盟、主婦聯盟都

找了⋯⋯所以就變成民間的聲音跟公所裡面的人全部都出

來，很浩浩蕩蕩。然後回來看到大家在上面合照的照片，我

就想這是什麼場面啊，鎮長知道站在他旁邊的是誰嗎？我覺

得有些他應該不認識。（自救會成員 E）

葉醫師就是只要登高一呼，就會有一大群人來。因為

他跟埔榮（醫院）他們都有熟，所以他又去找埔基（醫院）

的。然後埔基竟然都來了，埔榮怎麼可能不來呢，所以埔榮

也來了。（自救會成員 F）

另一方面，自救會也持續經營在地社區，號召更多人投入運動。

成員以空污知識為基礎投入社區的空污防治行動，開始自行監測當地

的空污（杜文苓、張景儀，2015: 37）。並在當地推動環境教育，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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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宣導不任意焚燒農田、垃圾與大量紙錢，盡量騎乘電動汽機車或自

行車。總結來說，環境 NGO與地方團體藉著空污議題串連起來，形

成動員的組織網絡，並互相提供人力支援與資訊交流。

肆、中央與地方政府之回應

反空污運動的主要訴求內容是改善臺灣的空污狀況，因此其運動

內容大多是呼籲政策制定的遊說活動，強調政府單位的責任，要求各

級政府實行防治與管控具體措施以減少區域或全國的空氣污染物。

地方政府是運動者遊說的對象之一，因為污染的地緣分布，中南

部的地方政府與官員經常被要求積極防治空污。部分地方政府也對此

做出正面回應。在污染嚴重的區域，中南部六縣市政府包括雲林縣、

彰化縣、臺中市、嘉義縣、嘉義市、臺南市宣示將以區域聯防的方式

處理 PM2.5問題（賴品瑀，2015）。境內污染嚴重的三縣市也訂出燃

料管制的自治條例。雲林縣率先在2015年5月通過《禁止使用生煤

及石油焦自治條例》草案，要求未來雲林縣轄內的所有工廠不得燃燒

石油焦與生煤，但因為環保署宣示地方政府不得禁止特定能源使用，

因此該條例無效，此案並未正式實施（侯俐安、陳雅玲，2015）。有

了前車之鑑，之後提出相關條例的地方政府改訂出較寬鬆的條例避

免中央政府的箝制。臺中市在2015年12月通過《管制生煤及禁用石

油焦自治條例》，在2016年1月公告實施（陳文姿，2016）。彰化縣

則在2016年7月通過《彰化縣公私場所使用高污染特性燃料自治條

例》，要求境內業者需使用潔淨燃料取代高污染的生煤與石油焦（彰

化縣環保局空氣品質科，2016）。而運動者亦支持縣府訂出的管制條

例，多個環團包括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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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基金會等團體，在2016年7月北上召開記者會，支持時代力量

提出的《空污法》修正案，讓地方政府可訂定較中央政府嚴格之燃料

管制規範。

空污防制委員會亦為常見的運動訴求，近年許多人要求空污嚴重

的地區內，地方政府需額外成立委員會討論管控空污的措施並實行

之。嘉義市、彰化縣、南投縣、臺中市等縣市級政府單位也應其要求

成立，且都邀請環團運動者如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學者與地方自

救會成員擔任委員共同參與會議討論。委員會中召集各處室針對其業

務範圍提出相應的防治工作並管控其進度。運動者也會受託協助其工

作，擔任空污講師培訓營之講師進行空污知識宣導，訓練志工投入社

區的空污防治工作（陳薏安，2015/8/4）。整體而言，雖然運動者或自

救會成員認為某些政府單位態度消極，會議常流於形式或虛應故事，

需要運動者督促才會運作。或雖然有所作為，但空污減量的成效不

彰。然而他們亦同意部分地方政府面對空污問題的態度較為積極，亦

有防治空污或民眾宣導的成果。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回應就相對保守。以空污總量管制為例，

運動者希望政府規範特定區域內的污染物排放總量。事實上《空氣

污染管制法》在1999年就加入空污總量管制的條文，但法條中卻註

明總量管制須經過經濟部同意才能實施。所以立法十幾年來因經濟部

的否決而從未實際啟動管制計畫。近年地球公民基金會等環團與立委

希望修法取消經濟部的否決權，讓空污總量管制可以擺脫經濟部的箝

制，但其訴求未果。不過經濟部終於願意放行高屏地區的空污總量管

制，讓其在2015年6月開始公告實施（朱淑娟，2015）。

另外，運動者也將空污問題結合能源轉型的議題，提出具體的

污染減量方法。過去火力電廠與燃煤發電造成的空氣污染經常被環

境 NGO抨擊，所以民間出現能源轉型的討論，結合反核的民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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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的反空污遊行中就喊出「非核無煤家園」的口號，希望

政府在廢核的同時減少火力發電的使用比率，停止使用會產生較多污

染物質的燃煤發電，改燃燒較潔淨的天然氣，最終停止燃煤發電。並

進一步發展再生能源與提升用電效率，達成用電零成長的目標（台灣

空氣健康行動聯盟，2016）。對於能源轉型的訴求，2016年新上任的

民進黨政府的回應較正面，表示願意推動綠能產業與節能措施，也會

逐漸改用較潔淨的燃氣發電取代燃煤。但並沒有對環團2025非核無

煤的訴求做出明確承諾（郭瓊俐，2016）。

伍、結語

2015年以《穹頂之下》為契機，全臺灣都開始關注空污議題，

長期經營反空污議題的各環境 NGO與自救會亦乘勢而起，發起多次

大型活動向各界展示反空污運動的動能與龐大的民意基礎。透過空污

議題的討論與各地團體的串連，反空污運動不再只關注特定污染源，

而是將所有的空氣污染抗爭藉由空污論述統合為全國性的運動，訴求

整體國家政策的轉向，將人民健康與環境保護放在第一優先，達到無

污染的目標。在運動者的宣傳之下，更多民眾意識到空污的存在與危

害，也越來越多人對運動表示贊同與支持，也願意在日常生活中避免

會產生空污的行為。地方與中央政府近年亦更積極的回應空污治理的

訴求，提出相關政策和法規試圖改善空氣污染。而未來政府是否會更

積極投入空污防治？臺灣社會是否會持續關心空污的議題？反空污運

動是已過巔峰、或是才剛起步？這些都有待未來的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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