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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部 函
地址：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1段83
號
聯絡人：陳柏志
電話：02-23117722#2932
電子信箱：bjchen@moenv.gov.tw

受文者：金門縣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11月20日
發文字號：環部綜字第1121321267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修正「公害糾紛事件紓處暨蒐證作業程序」部分規定及第三點附表二、第八點附

件四 (1121321267-0-0.pdf)

主旨：修正「公害糾紛事件紓處暨蒐證作業程序」部分規定及第

三點附表二、第八點附件四，並自即日生效，請查照。

說明：檢送修正「公害糾紛事件紓處暨蒐證作業程序」部分規定

及第三點附表二、第八點附件四。

正本：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本部綜合規劃司、環境保護司、
大氣環境司、水質保護司、監測資訊司、氣候變遷署、資源循環署、化學物質管
理署、環境管理署、國家環境研究院

副本：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1120102175

■■■■■■環保局                           ■■■■■■■112/11/20 16:30

■■■■■■■有附件

■■■■■■水保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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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糾紛事件紓處暨蒐證作業程序部分規定及第

三點附表二、第八點附件四修正規定 
一、為主動、迅速與積極處理造成民眾傷亡、財產損失之公害糾紛事件，

期使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接獲公害事件通報後，進行證據保

全及鑑定調查，適時啟動公害糾紛紓處作業，以利公害糾紛事件之調

處或裁決處理，並減輕公害事件影響及避免糾紛擴大，環境部特訂定

本作業程序。 

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知公害事件發生後，應依緊急應變體系

進行應變工作，並應立即派員前往查處、稽查與採樣，作業程序流程

圖如附件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事件現場應依權責及環境法規執行管制

及蒐證查處外，如發現有造成民眾傷亡或財產損失時，應啟動紓處作

業，進一步勘查現場污染狀況及受害情形，並填寫「事件現勘與處理

紀錄表」（附表一）或稽查紀錄表。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就轄內公害糾紛事件均應於二十四小時內

至環境部指定之資訊系統填報處置情形。  

四、環境部就公害糾紛事件之分工及作為如下： 

（一） 綜合規劃司：應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迅速進行蒐證調查及

處理作業。 

（二） 環境管理署暨所轄環境管理中心：於事件現場督察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進行蒐證調查作業。 

（三） 相關業務單位：提供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蒐證調查作業、

技術或設備必要之支援。 

七、公害糾紛事件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會同相關單位執行附件

三各證據之蒐集作業。 

檢送污染物與環境介質採樣之樣品至合格單位進行檢驗分析，採樣

或檢測方法應優先參考環境部公告之方法，未定方法者，應先洽詢國

家環境研究院釐清如何適用相關檢測方法；無相關檢測方法可適用

時，優先參考先進國家環保機關或國內外相關機關公告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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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害糾紛事件紓處暨蒐證作業程序流程圖 

 

 

 

  

開始 

接獲通報 

環保局 

應變及派員查處、稽查與採樣 

環保局 

1. 地方及中央單位通報 

2. 民眾報案 

3. 主動監看電視 

4. 其他機關公布 

5. 媒體報導 

民眾傷亡或財產損失 

啟動紓處作業及現勘 

環保局 
事件現勘與處理紀錄

表或稽查紀錄表 

緊急公害糾紛 
會同相關單位執行證據蒐

集，系統填報處置情形 

環保局 

啟動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 

直轄市、縣（市）政府 

蒐證調查及處理，系統填報處置情形 

直轄市、縣（市）政府 
查核表 

1. 環境部綜合規劃司督導直轄市、縣（市）政府。 

2. 環境管理署暨所轄環境管理中心現場督察地方環

保局蒐證調查作業。 

3. 環境部（相關業務機關與單位）提供地方環保局

蒐證調查作業、技術或設備必要之支援。 

4. 直轄市、縣（市）政府督導所屬機關依權責分

工，採行適切處理措施；並指派機關擔任求償案

件受理窗口。 

1. 掌握事件現況與跨局處聯

繫作業。 

2. 針對受害體及可疑污染源

之蒐證。 

3. 接獲民眾通報有受體受

損，應繪製受害分布圖。 

4. 現場環境樣品採樣與保存

送驗。 

5. 訪談相關民眾。 

6. 收集可疑污染源資料。 

7. 依事件屬性填寫公害蒐證

調查表單及流程查核表。 

8. 會同其他機關進行損害程 

度之查估。 

環保局 

1. 進行農林作物、水產生

物、畜產動物受害體之採

樣、送驗與樣品保存。 

2. 會同勘查受害區，協助調

查與鑑定，並做成紀錄。 

3. 進行損害程度之查估，並

做成紀錄。 

農業局（處）或相關機關 

1. 民眾因公害致健康受害緊

急救護。 

2. 提供環境污染事件醫療體

系。 

3. 協助受害人於醫療院所採

集檢體及送驗。 

4. 協助受害人取得醫師診

斷、治療報告。 

5. 會同勘查受災區，協助調

查、訪查與鑑定，並做成

紀錄。 

衛生局 

1. 彙整求償申請案件及各 

機關初估結果。 

2. 協助申請人與相對人進 

行協商，並召開協調會 

議。 

環保局 

警察局：因公害事件所造成民眾

圍廠、抗爭事件之秩序維

護（海上秩序維護由海巡

署辦理）。 

民政局（處）：會同勘查受災區， 

協助調查與訪查受害民

眾。 

教育局（處）：會同勘查受災學

校，協助調查與訪查受害

師生。 

勞工局（處）：就工作場所發生死

亡或重傷之職業災害，協

助維護罹災勞工權益。 

法務(制)局(處)：提供民眾及機關

單位法律意見或建議。 

其他相關局處 

鑑定調查 

直轄市、縣（市）政府 

得邀集由爭議各方推薦之學者專家組成污染

事件查證、健康影響或損害程度評估小組，

提供諮詢或協助判斷。 

紓處結果合意 

輔導當事人申請調處或

循民事途徑解決紛爭 

直轄市、縣（市）政府 

結束 

進入調處程序

或民事訴訟 

是 

否 

否 

是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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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學者專家組成與專家會議議事相關事項 

一、 爭議各方推薦之學者專家組成：得由當地政府、環境部、衛福部（有民眾因

公害致健康受害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經濟部、交通部、農業部

等）、受害民眾（或當地鄉鎮市區公所、村里辦公室）、可疑污染事業（或其

廠商聯誼會、協會、公會等代表組織）為之。 

二、 設置各小組之類型及其目的、成員： 

（一）  污染事件查證小組：為協助查明與事件關係密切之污染源，並對當地可

能潛在之污染提出改善建議，進而防範未來可能污染之再發生。本小組

成員之專長領域應以公害事件之污染類型為主，如空氣污染、水污染、廢

棄物污染、噪音及振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海洋污染、非游離輻射及公

害鑑定等方面。 

（二）  健康影響評估小組：釐清本事件之污染物對當地受害民眾造成之症狀與

污染成因之關聯性，及透過當地受害民眾健康訪視、身體健康檢查等相

關之檢驗分析，研判與事件關係密切之污染源排放污染物對人體健康之

流行病學上影響及個案之關係。本小組成員之專長領域應以醫學、毒理

學、職業病學、流行病學、環境醫學、環境衛生、公共衛生、人體健康風

險管理及評估、公害鑑定等方面。 

（三）  損害程度評估小組：釐清本事件之污染物對當地受害農林作物、水產生

物或畜產動物造成之症狀與污染成因之關聯性，及透過當地農林作物、

水產生物、畜產動物受害體之檢驗分析及損害程度查估，研判與事件關

係密切之污染源所排放污染物對受害體之損害程度及個案之關係。本小

組成員之專長領域應以植物病理、獸醫學、水產養殖、畜產、公害鑑定等

方面。 

上述各小組成員由爭議各方推薦專家學者一人至二人，經當地政府核定

後組成。各小組成員至多十人，置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各一人，由小組成員相

互推舉。必要時，得由當地直轄市長、縣（市）長指定之。 

三、 專家會議依下列程序進行： 

（一） 主席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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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議事項追蹤辦理情形報告。 

（三） 背景說明。 

（四）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 

（五） 專家指定權益相關人員回答其疑問。 

（六） 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離席，主席同意時得列席旁聽。 

（七） 專家就會議議題進行討論。 

（八） 專家結論。 

（九） 研擬下次開會議題。 

（十） 臨時動議。 

（十一） 散會。 

四、 會議中專家角色定位如下： 

（一）  係基於所具專業與專業倫理，就文獻查考、調查及統計方法與過程、事

實證據可信度之確認、推論及預測方法過程正確性與結果之不確定或確

定之程度等，進行價值中立與利益中立的科學性客觀討論與結論。 

（二）  非基於其推薦單位或團體的利益或價值觀而發言，亦非維護自己的價值

觀而發言。 

（三） 確保其他專家未因其推薦單位或團體的利益或價值觀而扭曲事實或推論，

使審查或評估結果具有公正性，以保障所有權益相關者的利益獲得正當

的對待。 

五、 專家會議針對每次主題以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如議程無法於開會首日完

成，將另訂日期繼續開會，且下次開會時將從前次未完成之議程繼續進行，

視為第一天會議之延續（以下簡稱延續會議）。 

六、 列席團體或人員，如需口頭陳述意見，協助專家澄清議題之背景及本質，提

供專家正確思考及討論之方向，應於首次會議時登記發言，如無法於一次會

議達成結論，延續會議將不再受理列席團體及人員登記發言，如仍有意見應

以書面為之；延續會議時團體或人員仍可列席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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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列席團體或人員發言之登記，應於「議程（四）申請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

見」之議程結束前完成，否則不予受理。 

八、 專家會議僅就特定範圍之議題進行意見陳述及討論，專家或列席人員與討

論議題無關之討論及意見，將予以記錄，但會議時得不予處理或回應。專家

討論時，主席得同意列席團體及人員繼續列席旁聽；列席旁聽者，不得干擾

專家討論之進行，如有違反者主席得請其離場。 

九、 首次會議時列席團體或人員之意見，將記錄後予以分類，屬本專家會議特定

範圍之議題者，將納入討論；非屬本次專家會議特定範圍之議題者，將由幕

僚單位於紀錄上以書面回應處理意見。 

十、 已陳述意見者，不得再登記口頭陳述意見，應以書面為之。但專家對議題

本質或背景有疑問時，指定權益相關人員或登記發言之團體或人員回答其

疑問時，不在此限。 

十一、  列席團體或人員陳述意見時間，由主席視登記發言人數多寡決定之，並

於會議開始時宣布。 

十二、 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告休息。 

十三、  公害糾紛緊急紓處小組幕僚人員為製作紀錄之需要，得於專家會議召開

中錄音、錄影或照相；其餘出（列）席人員均不得錄音、錄影或照相。

但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四、 其他未盡事宜，由主席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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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事件現勘與處理紀錄表 

現勘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現勘單位及人員  

會同單位及人員  

案件基本資料 

事由 
 

 

發生地點及 GPS位置  

發生時間 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公害類型 
□空氣污染 □水污染 □噪音/振動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 □其他：                    

受體種類 
□人體 □農林作物 □水產生物 

□畜產動物 □其他(說明於「受害程度」一欄) 

氣象狀況  

污染物性質 
顏色  氣味  

其他描述  

受害程度 

受害物種
註 1
  

受害數量或面積
註 2
  

受害症狀
註 3
  

是否達「公害糾紛緊急紓處案件認定原則」
註 4       

□是      □否   

註 1：若受害種類為農林作物，「受體物種」則請填寫水稻、蔬菜類、水果、花卉等物種名稱；若受害種類為水

產生物，「受體物種」則為魚、蝦、貝等物種名稱；若受害種類為畜產動物，「受體物種」則為雞、鴨、

鵝、豬、牛、羊等物種名稱。若受害種類為材料、土地或其他，此欄可照實填寫。 

註 2：「受害數量或面積」若以數量計，則以棵、尾、隻、人為單位(視受害物種決定)；若以面積計，則以公頃為

單位。 

註 3：若受害物種為農林作物，「受害症狀」則請填寫枯萎、捲曲、枯褐、壞疽、變色、腐爛、脫落、出現斑

點、凋萎、黃化等症狀；若受害物種為水產生物，「受害症狀」則請描述皮膚、體色、眼球、鰓等部位之

外觀改變，以及呼吸狀態等；若受害物種為畜產生物，「受害症狀」則請描述皮膚、體色、羽毛等部位之

外觀改變；若受害物種為人體，「受害症狀」則請描述人體外觀或器官病徵。若受害種類為材料、土地或

其他，此欄則填寫受害情況。本欄若無法填寫，請以拍攝方式記錄。 

註 4：受害程度達「公害糾紛緊急紓處案件認定原則」應立即以電話通報環境部（綜合規劃司）。 

污染範圍（可圖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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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處理第     報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 

蒐證調查 

情形 

污染源查證及稽查

管制情形 

 

 

 

受害區調查及損害

查估情形 

 

 

 

民眾訴求及

紓處情形 

受害民眾訴求(包

括要求賠償、希望

政府作為等) 

 

 

 

紓處情形 

 

 

 

 

請求支援項目說明 

 

 

 

 

（請依照事件處理狀況陸續填寫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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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公害糾紛緊急紓處案件認定原則 

項目 內容 

受體損害 

人體 
因公害所造成之死亡人數一人或就醫人數五人以

上 

農林作物 因公害所造成之農林作物總受害面積五公頃以上 

水產生物 因公害所造成之水產生物總受害面積一公頃以上 

畜產動物 
因公害所造成之家禽總受害數量三千隻以上或家

畜總受害數量三百隻以上 

其他 
媒體、社會大眾關切並經當地政府緊急公害糾紛紓處小組召集人

指示辦理事件或環境部督導辦理事件   

 

註 1：當一公害事件達上述任一條件者，即定義為緊急公害糾紛事件。 

註 2：人體之受害以就醫人數認定，包括 119 送醫或自行送醫，但不包括廠內因工安或

勞安意外送醫之人員。 

註 3：農林作物、水產生物及畜產動物損害內容之受害面積（數量）表示該次事件經環

保人員研判之受害面積（數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