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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對市場化學品進行登記和評估

聯合國環境與
發展會議UNCED)

國際化學品安全
論壇（IFCS）

1992年建議應展開國際間
化學品分類與標示之調和工作

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聯合國危險物品
運輸專家委員會
（UNCETDG）

國際勞工組織
（ILO）

健康性與環境
危險分類標準 化學品物性安全標準

標示與分類方式

化學品管理國際發展

2002年
生效

1998年04月
歐盟開始針對現有化
學物質法令進行評估

2003年10月
提出REACH草案

2007年06月
歐盟REACH
正式生效

化學品管理國際發展



1992年

斯德哥摩爾公約

1998年

羅馬公約

2001年

鹿特丹公約

2006年

斯德哥摩爾公約

2013年

斯德哥摩爾公約

1. 風險評估
2. 限制使用
3. 促進替代品
4. 提高公眾意識

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免受有害化學品的危害

公約採取措施

許多有害化學品使用量已減。
(多氯聯苯，1992-2012減少99%)

成效

化學品管理國際發展

全球化學品現況

ˇ

中國流通使用
數萬餘種

歐盟
流通使用
14萬餘種

CAS Registry

化學物質
204百萬種

危險
化學品
幾千餘種



全球化學品展望全球化學品現況

爆炸, 43%

火災, 27%

洩漏, 

27.10%

其它, 

2.50%

事故種類

20世紀化學品事故

• 英國「主要危害事故資料服務」

(Major Hazard Incident Data Service, MHIDAS)分析 10,089件：

交通運輸; …

製造工廠; 

15%

儲存; 

7.50%

家/商用; 

4%
其他; 

6.5%

事故場所



• 新興工業國及開發中國家在1990年代及千禧年後更是故不斷

1970s

化災死亡人數

20世紀化學品事故

1980s

1990s 2000s

應變體系沿革

聯防組織

台灣應變體系

應變體系發展

化學品管理



過去 化學物質「誤用、濫用、非法」流入食品鏈

100年 101年 102年 105年 106年

塑化劑事件
芬普尼

雞蛋污染
湯圓添加工業
染料玫瑰紅B

順丁烯二酸酐
毒澱粉案

飼料用工業
再生硫酸銅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蔡總統2016年政見提「食安五環」為重要施政方針

環保署源頭管控
系統性流入食品

跨部會合作
防堵個案違法使用

上游
化學
原料
源頭
管理

下
游
食
品
管
理

57種具食安風險
疑慮化學物質

第二環

重建生產
管理

第三環

加強查驗

第四環 第五環

第一環

源頭控管

全民
監督食安

加重惡意黑心
廠商責任

OFF 環保署
2016.12.28成立

毒物及化學物質局

專責毒物及化學
物質之源頭管理

解決部會管理間
「斷點」

防止化學物質非
法流入食品製程

源頭控管-化學局成立緣由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政策綱領
2018 年 4 月 2 日行政院核定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國家治理

知識與
資訊之建立

降低風險

非法跨境
運輸防制

能量建置
與

技術合作

聯合國SAICM

參考
聯合國SDGs(2015年發布)連結

確保健康及促進各年齡層的福祉

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水及衛生及其
永續管理

確保永續消費及生產模式

(2006年通過)

訂定國家上位指導方針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1項

1項

1項

1項

1項

1項

2項

2項

3項

4項

7項

8項

12項

57項

13部會

主辦措施數

國家化學物質管理行動方案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降低
風險

國家
治理

管理
量能

知識
建立

跨境
管理

國際公約 5

販運措施 3

跨境運輸 5

貿易環保協調 4

國際交流 2

管控措施

綠色化學 5

循環經濟 3

風險評估 3

事故應變

社會責任 3

社區知情 6

全民教育 5

民間參與 2

制度 5

法規 6

方案 2

會報 1

財源 4

18 36 12 16 19

13

12

資訊整合 5

登錄制度 3

檢驗勾稽 3

新興汙染調查 1

架構於政策綱領5大目標、23項推動策略 → 延伸101項具體執行措施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化學物質管理署

2023.8.22改制
化學物質管理署

毒性化學物
質管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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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2016.12.28成立
毒性及化學物質局

2019.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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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

被忽略或低估的化學物質危害風險

• 化學污染與毒性每年900萬人早死
• 化學污染與有害對健康、人權及生態系統的
整體性破壞損失相當大忽視與低估

• 多數有毒物質未控制或廣泛使用,部分國家
空有法令未履行實施

• OECD估計約2至10萬種化學物質資訊缺乏
且未充分評估風險，全世界化學品生產仍急
遽增加,2017至2030年倍增、2050年增3倍

• 管理斷點及分散各部會，於運作階段、區域
或用途各自管理良善,但發生關注事件時權責
不清

• 運作資訊不完整,也未統整，化學物質危害特
性、調查及流布分析、暴露度均被忽視與低
估

• 化學災害態樣多元且複合,危害程度不定，應
變量能、專業人力與資源待補強

• 國際追求無毒環境，化學品數與量遽增，傳
統組織架構及環境管制手段無法因應

資料來源：聯合國2021/10/08報告資料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化學物質管理署擴增業務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解決問題

改制化學物質管理署之功能

由管理毒性及關注化
學物質,逐步擴大至在我

國運作的所有物質

強化
危害應變

補強
管理斷點

建立完整
風險資訊

勇於面對
新政挑戰

盤點調和各部會管理法規,
統合執行措施,減少管理斷
點

源頭管理延伸至邊境,阻絕
具危害性化學品偽報或非
法輸入

建立完整化學物質運作清
冊及資訊

統整推動化學物質暴露與
風險評估及管理策略

危害資訊完整傳遞與溝通,
降低暴露風險

串聯產官學研災防及應
變之資源與人力

補強專業技術人力,擴大至
化學物質災害預防與應變
管理

接軌國際公約,排除跨國貿
易障礙

應用綠色金融之經濟手段,
推動資源永續無毒轉型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化學物質管理署擴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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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化災應變體系發展

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臺灣化學物質管理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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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 災防法第三條－災害種類及主管機關

項次 災害種類 中央主管機關

一 風災、震災、重大火災、爆炸災害 內政部(消防署)

二
水災、旱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

線路及工業管線災害
經濟部

三 寒害、土石流災害 農業部

四 空難、海難(港口)及陸上交通化學品事故 交通部

五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懸浮微粒物質災害 環境部

六 其他災害(海洋化學品事故) (海委會海保署)

應變體系沿革

內政部
內政部、勞動部、經濟部、
科技部、農業部、環境部、
交通部… 災害防救(消防)署

特種搜救隊、災害搶救組、災害管理組、
危險物品管理組、訓練中心、港務消防隊等

國防部

主要救災單位

支援

運作業者緊急應變計畫

危險性化學物質管理資料庫
救
災
救
護
指
揮
中
心

直轄市縣市災害應變中心

直轄市縣市
消防救災單
位

工業區、業
者救災能量

業界
聯防組織

變時互相合作

管理機關

變時資訊輔助提供

第一線救災單位 資訊統整協調

資訊統整協調

資
訊
統
整
協
調

協助

督導

應變體系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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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變體系沿革

OSPCT

現場協調小駔
3 諮詢中

心現場諮詢
及偵測

•OSPCT
•應 變 手
冊
•演 練 測
試

24 小時
化學品
資訊提
供及諮
詢

Stage 1
Stage 2 Stage 3 

Stage 4

7 應變隊
1小時內赴現
場，偵測、
採樣及協助

應變

•廠家事故
潛勢分析
•廠家輔導
及無預警
測試

Stage 5

20031996 1997 2009 20132002 2006 2014

Stage 6

•安全管理
•國外訓練應變
及經驗交流

•緊急應變計畫
及事故模擬

10隊技術小
組專業應變
人員；訓練
及應變機構

20182010

Stage 7

2023

整合毒化災及
空污、土水應變

L1 電話諮詢 L2 專家現場諮詢 L3 現場應變

化學局

22

福國化工事故

改制
化學署

毒
化
災
應
變
體
系
沿
革

應變體系發展

2001



公共事業毒災
緊急應變小組

地方毒災
應變中心開設

中央毒災
應變中心開設

公共事業機關（構）
，公共事業者應立即
成立災害現場緊急應
變小組。

地方政府所管轄發
生毒災，地方政府
首長應視需要成立
地方毒災應變中
心。

災情達一定規模，環保
署應視需要開設中央災
害應變中心，並通報相
關機關派員配合進駐，
協助災害應變事宜。

運作業者應成立災
害現場緊急應變小
組並動員毒災聯防
組織協助救災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各級主管機關權責

23

應變體系發展

第一時間災害事故處理

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

毒化物專業應變人員

其他外部支援

業者

無法控制
請求支援

中央與地方政府 業者

 其他

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

地方環保單位

地方警消單位

公民營事業單位

預防擴大介入協助 善後復原

 地方政府督導

 業者依法執行
善後復原

New   專業應變機構

應變體系發展



化學署：
毒化災應變專業人員訓練
NFPA472 五級制 (4訓練機
構、南區及中區訓練中心)
消防署：
防火管理人、防災士

化學署：
毒化災聯防組織、毒
化災應變機構
工業局：工業區聯防
/石化管線聯防

縣市消防局
港務消防隊
環境部技術小組

應變體系發展

26

自助

毒化物事故發生時，業者應負責防護、應變、清理等處理措
施(毒管法§37)

2023.06 核定1家專業應變機關構

2020年3月長春人造樹脂公司雙酚A運輸事故

應變體系發展



應變體系沿革 環境部化學物質管理署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時程(西元
年)

三區毒災應變
諮詢中心24小時技術

諮詢服務

毒災諮詢監控中心
毒災應變隊（7隊）

20071995 2002 2012 20222017 2027

2001年
福國化工事故

環境事故專業
諮詢監控中心
及技術小組

2014年合併空
污緊急事件更名

2016.12.28
化學局成立

2020年新增桃園隊、麥寮隊

2021年新增屏東隊
現為10隊2中心之規模

2021.8
應變人員訓練

環
境
事
故
應
變
技
術
小
組
沿
革

北區技術小組

 宜蘭隊
 臺北隊

 新竹隊
 桃園隊

(109.1成立)

中區技術小組

 臺中隊
 雲林隊
 麥寮隊 (109.1成立)

南區技術小組

 臺南隊
 高雄隊
 屏東隊 (110.10成立)

諮詢中心

監控中心

 各隊維持全時至少3人以
上值勤

 災況環境監測作業
 現場即時訊息傳遞
 統合現地救災資源
 協助業者組建應變量能

 傳媒體、槽車運輸系統監控
 事故專業諮詢建議、災情研析
 建置及整合資訊平台

 全時維持至少1人以上
 事故通報、研析
 媒體、運輸系統監控
 擔任中央應變中心幕僚

應變體系發展

10隊 2中心

共194人

監控諮詢
中心

環境事故
專業技術小組

2022年25件

2007-2022年
支援危害性化學物質

2007年123件

出勤支援事故監控



聯防組織運作
透過民間業者橫向運作機制，提供適切支援能量，
彼此間協助應變搶救，達到應變補強及地區力量的
凝聚性

全國性聯防組織：
 運作行為跨越兩個直轄市、縣
 依其產業別、化學物質種類、狀態用途或運輸鏈等方式
成立

 組織成員(責任轄區範圍內)提供人力資材趕赴現場支援-
--2小時內

地區性聯防組織：
 運作行為於同一直轄市、縣(區域)
 依其業別、區域或運作量等方式成立
 組織成員就近提供人力資材等支援事項

第1-3類
毒性化學物質

具危害性
關注化學物質

製造

使用

運送

儲存

65組 3,314家

98組 1,051家

聯防組織運作

事故應變所需個人防護設備器材，等級與

數量應符合協助救災人員實際需求

因應事故現場需求，提供或告知現場應變

及救災人員化學物質危害特性、安全注意

事項、濃度偵檢、圍堵止漏作業

除污作業與善後復原作業

清理

應變

防護

責任區

聯防成員發生毒化災事故，責任區內啟動支援防
護、應變、清理等

支援 支援

2023 核備應變機關構



聯防組織運作發展

短期

中期
長期

強化聯防體系
與相關配套

提升聯防組織與
應變機構合作

完備聯防組織與
應變機構整合

 促進聯防組織發展為
專業應變體系

 推動聯防成員應變人員訓練
 完備組織應變設備資材支援
 建置全國毒化災聯防系統資
料

 提升聯防組織支援能力
(執行北中南區聯防測
試)

 跨區域聯防演練及觀摩
 依物質種類、包裝容
器、業別等方式逐步整
合聯防組織

毒化災技術發展

應變人員訓練機構

毒化災訓練場域

應變量能提升



100年台中工業區科技公司火警事故

96年化學廢液貨車事故

107年彰化酚槽車事故

應變量能提升1

99年台中工廠火災事故

毒化災3D模擬情境

利用模擬軟體提升訓練成效與效率，也可應用於演訓任務

106年全國毒災演練演練程序3D模擬影片

107年彰化酚槽車事故3D模擬影片

105年台中港硝酸貨櫃
洩漏事故

環保署與消防署化災搶救精進
訓練共識營

3D兵推訓練

石化指揮官兵推訓練菲國高級消防軍官
兵推訓練

石化災害搶救訓練
3D兵推

應變量能提升2
緊急出勤測試結合



搭載功能：
• 可見光環景影像
夜視功能

• 紅外光顯像氣體洩漏偵測
• 多用氣體偵測器模組
• 氣體採樣組
• 遠端數據影像監控

多功能偵檢機器人

搭載功能：
• 車載式衛星模組
• 即時視訊系統
• 訊號傳輸模組

搭載功能：
• 紅外線熱顯像儀觀測

衛星指揮車 多旋翼空拍無人機

應變量能提升3

5G通訊包

搭載功能：
• 傳輸設備

RDK監測儀器

搭載功能：
• 五用氣體遠端監測
• 即時GPS定位
• 場域氣象監測

國立聯合大學

新北市消防局緊急
應變學院

財團法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

新竹市消防
教育訓練基地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內政部消防署訓練中
心、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等6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南區毒化災專業訓練
中心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應變人員管理辦法
(109.11發布、110.07正式施行)

 全台4家專業訓練機構 (110.5指定公告)

 規範應登載人員 5,508人
 訓練合格達12,584人 (110.8至112.8)

訓練課程
 參照美國聯邦法規及國家防火協
會規範，擬定專業應變人員等級

通識級
8小時

操作級
16小時

技術級
40小時

專家級
64小時

指揮級
40小時

提昇各級政府及事業單位
毒化災應變相關人員專業
能力，更使訓練制度與國
際接軌，讓國內毒化災應
變訓練更專業及國際化

專業應變訓練機構



中區訓練場域

南投縣消防署
竹山訓練中心

(建置中)

南區訓練場域

高雄科技大學
第一校區

●訓練對象
消防、警察等政府單位

●特色
高科技廠房、石化廠事故、
污染控制等訓練設施

●訓練對象
民間業者、政府單位

●特色
運輸槽車、實驗室事故、管
線桶槽洩漏訓練設施

東亞首座毒化災國
際訓練中心
111.6.22通過美國德州
農工大學工程服務中心
實場驗證

 東亞首座毒化災國際
訓練中心

 通過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工程服務中心實場驗證
(111.6.22)

可供各界相關應變人員專業訓練使用，強化毒性化學物質運輸的安全
與災害應變能力，避免災害擴大及減少傷亡與損失，提升事故現場救
災之有效性與安全性

毒化災訓練場域

戶外複合型訓練模組

地上6層樓，分A、B兩棟

半戶外管線桶槽洩漏模組

小型資材庫房

大型資材庫房

實驗室災害暨實物偵
檢模組

擴增實境模擬訓練室

污染防制設施及控制
室 防護衣功能測試與清洗設施

自給式空氣呼吸器功能測試設
施

空氣鋼瓶灌充設施

儀器偵檢訓練室

除污訓練室

止漏器材訓練室

南區訓場
毒化災訓練場域



T34 毒化災訓練館暨
資材調度中心

T33A石化訓場戶外
教室

中區訓練場域

南投縣消防署
竹山訓練中心

T33 石化災害洩漏情境
訓練設施(已完成建置)

毒化災訓練場域
中區訓場(建置中)

T35 戶外教學區

T33A 石化訓場
戶外教室

T34 毒化災訓練館
暨資材調度中心

T35 戶外教學區

可進行人孔及下水道、排水溝渠之應
變與不明氣體偵檢訓練。

合計總面積
1.72938 公頃
(約5,231坪)

T33(已建造)
石化災害洩情境

訓練設施

T25 石化災害搶救訓練場
(消防署)

建置
提供氣體洩漏、液體洩
漏及火點等模擬情境之
石化設施，作為搶救訓
練使用。

提供
石化訓練之教官、
學員使用以及存放
應變資(耗)材。

戶外訓練
整備區域

T34B
戶外倉儲訓練區

化學品
裝卸及填充區

訓練場

空間規劃包含資材調度中
心、高科技廠房模擬情
境、展示及互動區域、環
境偵檢訓練、應變除污訓
練、影像及虛實整合模擬
情境訓練。

除污訓練
區域

毒化災訓練場域
中訓場區域介紹



毒化災訓練場域

氣體洩漏(3處)

液體洩漏(3處)

火點設施(4處)

T33 石化災害洩情境訓練設施

毒化災訓練場域

T34 毒化災訓練館暨資材調度中心

T34B倉儲訓練區

4樓虛實互動平台

3樓影像模擬訓練平台

2樓資安及行政中心

1樓高科技模擬訓練區
門廳投影互動區

T34A高科技廠房訓練區

T34E門廳互動展示區

二樓操作訓練室

T34D虛實互動平台

T34C影像模擬訓練平台

四樓多功能訓練教室

辦公室
會議室

頂樓設施設備展示

頂樓設施設備展示區
空氣污染防制設施、細水霧防救災系統



中區毒化災訓練場(4)毒化災訓練場域
T34毒化災訓練館暨資材調度中心

門廳視覺意象
設計構想：光雕投影、助理機器人(語音

識別)

展示主題：毒災歷史沿革、場館導覽。

毒化災全民防災教育
設計構想：裸視3D、手機AR互動、沈

浸式投影、互動展示燈箱

展示主題：疏散避難、除污教學、偵檢

儀器、個人防護器具…等。

門廳視覺意象及互動展示區 影像模擬訓練平台區

現場指揮站模擬情境

應變中心模擬情境

虛實整合(偵測儀器+除污)

應變除污及偵檢虛實整

合訓練平台
可使用已採購危害物質偵檢仿

真訓練模組(ChemProX)進行

偵測器虛實互動訓練。

以RFID感應搭配除污情境運

用，並搭配平板呈現除污效果。現場應變模擬情境

現場操作人員/應變模擬情境
(低溫+熱氣+體感)

中區毒化災訓練場(4)毒化災訓練場域

4

56

1

7

8

2

9

3

應變中心

整備區

高處管線

氣瓶櫃及
管線Y鋼及管線

機台及管線

通往二樓樓
梯

除污訓練區

低處管線

1)應變中心(通報及啟動)

2)整備區(集結及著裝)

3)低處管線洩漏模擬情境

T34A 高科技廠房模擬情境規劃



中區毒化災訓練場(4)毒化災訓練場域

4

56

1

7

8

2

9

3

應變中心

整備區

高處管線

氣瓶櫃及
管線Y鋼及管線

機台及管線

通往二樓樓
梯

除污訓練區

低處管線

4)高處管線洩漏模擬情境

5)氣瓶櫃及管線洩漏模擬
情境

6)Y鋼及管線洩漏模擬情境

T34A 高科技廠房模擬情境規劃

中區毒化災訓練場(4)毒化災訓練場域

4

56

1

7

8

2

9

3

應變中心

整備區

高處管線

氣瓶櫃及
管線Y鋼及管線

機台及管線

通往二樓樓
梯

除污訓練區

低處管線

7)機台及管線洩漏模擬

情境

8)通往二樓高架地板樓

梯鋼構樓梯

9)除污訓練區

T34A 高科技廠房模擬情境規劃



毒化災訓練場域

化學品裝卸及填充區

2

4

3

固定式除污

化學品裝卸及填充區

高壓/常壓事故槽車與

支援槽車

6鋼瓶情境

仿高壓/常壓儲槽區
5

1

高科技廠管線檢修口

N

T34B 化學品裝卸及填充區規劃

 環境部成立及化學物質管理署升格，整合及完

善化學品管理及應變體系—確切管制製造、輸

入、輸出、販賣、運送、使用、貯存或廢棄等

行為。

 事故應變從廠家專業應變人員自助、聯防互助

及專業應變協助，到災害防救部門之保護公眾

安全及環境污染，提升我國整體應變量能。

 發展產業別訓練量能及持續與國內外相關單位

組織交流案例及處置經驗，實現安全寧適家園。

未來展望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