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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都會區人口集中且大量使用機車等交通運具，使人們對交通運具依賴性日益增加，而機車具有機動、迅速、便捷、經濟與

停車方便等特性，適合做短距離的代步工具，加上我國地狹人稠的特性，導致機車成為目前我國最普遍的交通工具，且機

車密度高，因此環保署透過各項管制政策，包括：加嚴排放標準、建立稽查檢驗制度、推廣低污染車輛及汰舊換新等措施

，期能將其污染排放量降低。本文的目的是透過雲嘉南空品區機車污染排放狀況歷年演變及評估定期檢驗制度檢測結果數

據分析，以探討其成效差異。另外亦冀望藉由歷年來雲嘉南空品區各機車定期檢驗站的量測數據統計彙整，進一步探討都

會區與非都會區機車族群基本資料、排放濃度分布、不合格率比較、不同參數(行程別、車齡、里程數、車籍地)的影響及

定檢減量等。以綜合探討空品區特性及定檢制度的執行成效，並提出具體可行的改善建議，以提升整體管制建議，做為後

續研擬相關管制策略之重要參考依據。由定檢站檢測資料統計得知，都會區與非都會區之機車共通特性，二行程機車

的CO 及HC 檢測結果，無論是平均濃度及不合格率皆明顯較四行程機車為高。交叉比對分析不同車齡、不同里程數與行

程別之不合格率顯示，二行程機車並非里程數越高，其檢測濃度或不合格率即明顯隨之增加。在不合格車輛改善部分，

CO 及HC 的排放濃度皆有明顯下降的趨勢，CO 平均濃度由改善前5.7 %降為改善後2.1 %，而HC 則由6,400 ppm 降

為3,600 ppm。由於都會區車輛較集中，執行排氣定期檢驗制度比非都會區容易，因此都會區型市到檢率遠高於非都會區

型縣到檢率。定檢率多寡將直接影響整體污染削減成效，以93~97 年定檢改善車輛數推估各縣市定檢率提升所可能達到的

削減效益結果得知，削減量以非都會區高於都會區，其中以台南縣及雲林縣為最高，主要為二行程機車不合格改善車輛數

量較多，使其整體污染削減效益最為顯著。

關鍵詞 : 移動污染源、排氣、定期檢驗、管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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