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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緣起：

為提昇事業及工廠 (場) 污染防治技術，環保署自

民國77年12月30日起即訂定「事業廢水處理專責

單位或人員設置辦法」，推動環保專責 (技術) 人

員證照制度。

二、目的：提供事業充足之環保從業人力，協助事業

做好污染防治與管理。

三、責任：依法執行專責工作，落實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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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廢(污)水專責人員職掌與相關法規

一、水污染防治法

1.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之法源-母法授權：(＃21)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
專責單位或人員。

專責單位或人員之設置及專責人員之資格、
訓練、合格證書之取得、撤銷、廢止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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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7) -緊急措施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 (污) 水，有嚴重危害人體
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虞時，負責人應立即採
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前項所稱嚴重危害人體健康、農漁業生產或飲用水水源之
虞之情形，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1項之緊急應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第1項情形，主管機關應命其採取必要防治措施，情節嚴
重者，並令其停業或部分或全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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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 (28) -緊急措施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之輸送或貯存設備，有疏
漏污染物或廢 (污) 水

❖至水體之虞者，應採取維護及防範措施；

❖致污染水體者，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於事
故發生後3小時內通知當地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
命其採取必要之防治措施，情節重大者，並令其停
工 (業)。

❖前項之緊急應變措施，其措施內容與執行方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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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刑責及罰則
(1) 未立即採取緊急措施 (＃34)

◆違反第27條第1項、第28條第1項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不遵行

主管機關依第27條第4項、第28條第1項所為之命令或不遵行主管機

關依本法所為停工或停業之命令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金。

◆不遵行主管機關依本法所為停止作為之命令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

(2)不實申報文書虛偽記載 (＃35)
依本法規定有申報義務，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
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
幣20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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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入或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者 (＃36)

◆事業排放於土壤或地面水體之廢 (污) 水所含之有害健康物質超過本法所定各

該管制標準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500萬

元以下罰金。

◆事業注入地下水體之廢 (污) 水含有害健康物質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上2,000萬元以下罰金。

◆犯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

以上1,500萬元以下罰金：

一、無排放許可證或簡易排放許可文件。

二、違反第18條之1第1項 (繞流) 規定。

三、違反第32條第1項 (不得注入地下水體與土壤) 規定。

◆第1項、第2項有害健康物質之種類、限值，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負責人或監督策劃人員犯第34條至本條第3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9

(4)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注入或排放有害健康物質超
過管制標準﹐因而致人於死、傷、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
者之刑罰規定 (＃37)

A. 致人於死者--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

B.致重傷者--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2,500萬元以下罰金

C.致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或嚴重污染環境者--

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00萬元
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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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專責人員設置及違反處分(＃48)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違反第21條第1項或依第21條第2項所定
辦法者，處新臺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補正
或改善，屆期仍未補正或完成改善者，按次處罰。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違反依第21條第2項所定辦法者，處新臺
幣1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必要時，得廢止其廢水處理專責
人員合格證書。

(6)有申報義務，不為申報之處分 (＃56)

◆有申報義務，不為申報者，處新臺幣6,000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
鍰，並通知限期申報，屆期未申報或申報不完全者，按次處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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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

到職訓練 (＃22)

➢ 取得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
未經依法設置或登記為該項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
應於到職之翌日起6個月內，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完成到
職訓練。

(修)在職訓練 (＃23)

➢ 經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者，每二年應完
成在職訓練至少六小時，其中政策法規類課程不得少於三
小時。

➢ 中央主管機關得視需要，調訓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其無正當理由者，不得拒絕。

➢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因故未能參加前項調訓者，應於
報到日前，以書面敘明原因，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訓。



2020年8月5日 12

 前條第一項所定每二年期間，於本辦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七月一日修正施行後，就環境保
護專責及技術人員執行業務事實發生年度之次
年一月一日起算；

 修正施行前已設置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者，自一百十年一月一日起算。逐年以年度計
算之連續二年，其設置期間未滿一年者，仍以
一年計。

 但逐年以年度計算時，設置年度未連續者，不
在此限。

(新增)在職訓練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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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合格證書 (＃25)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
主管機關應撤銷其合格證書：
(1)以詐欺、脅迫或違法方法取得合格證書。

(2)檢具之學經歷證明文件有虛偽不實。

經撤銷或廢止後3年內不得參加訓練 (＃27)

➢經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之合格證書者，3年內不得參加該項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證照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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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廢止合格證書 (＃26)

➢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止其
合格證書：

(1)執行業務違法或不當，致污染環境或危害人體健康，情節嚴重。

(2)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公私場所或事業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但屬依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3)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或登記為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4)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5)連續二次未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調訓且未依第二十三條第三項
規定申請延訓。

(6)1年內受該類環境保護法規裁處罰鍰金額累計至最高罰鍰。

(7)其他違反本辦法或有關環境保護法規規定，情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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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代理人 (＃9)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本辦法規定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
責單位或人員時，應同時設置1名以上之代理人。但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至少設置2名代理人：

(1)依規定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
(2)依第7條第1項規定，負責人兼任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或人員之
員額，超過依規定應設置之員額者，得扣減其同一級別之代
理人之人數。

➢第1項設置之代理人應具參加同一級別以上廢 (污) 水處理專責
人員之訓練資格。

➢第1項設置之代理人如有更動時，應於更動日起15日內向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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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職訓練之規定 (＃12)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設置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於取得廢
(污)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為廢 (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者，應於到職之翌日起6個月內，依環境保護專
責及技術人員訓練管理辦法之規定完成到職訓練。

➢ 前項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設置屆滿6個月後15日內，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應檢具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完成到職訓練之證明文件
，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報備。

➢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未於第1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到職訓練，或事
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未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報備者，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廢止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之設置核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並應於15日內向直轄市、縣 (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依前項規定申請核定設置，不得聘僱取得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合格證書後，連續3年以上未經核准設置之廢 (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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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應至少1人專職之規定 (＃15)

➢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應於勞動基準法所定工作時
間內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廢 (污) 水處理專
責人員應至少1人專職負責第22條所定業務：

一、應設置廢 (污) 水處理專責單位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

二、應設置甲級或乙級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之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工
業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三、服務戶數達2,000戶以上之社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四、應設置甲級或乙級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且員工人數500人以上之事業
或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五、3年內有本法所定之情節重大且經處以停工 (業)，申請復工 (業) 之事業
或其他指定地區或場所專用污水下水道系統。

➢ 前項專職係指不得兼任環保法規以外其他法規所定專責 (任) 人員或從事其
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但依第7條第1項兼任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之
負責人，不在此限。

➢ 前項所稱其他與污染防治無關之工作係指未同時擔任其他正職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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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請假規定 (＃16)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因故

未能常駐在場者，應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以備查閱。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於勞動基準法所定休息、休假

規定之日數外，半年內累積超過30日未到職，或經主

管機關查獲1年內3次以上未符合前項規定者，不得再

繼續設置為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 (污) 水處理

專責人員。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並應於事實發生後

30日內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重新申請核定設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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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或代理人禁止之行為 (＃17)

➢依本辦法規定所設置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或代理人
，不得有下列之行為：

(1)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
情形下，違反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2)同一時間設置於不同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但屬依
法共同設置者，不在此限。

(3)使他人利用其名義虛偽設置。

(4)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
虛偽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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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離職、異動時之規定 (＃19)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離職、異
動時，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並於
事實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
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3個月，代理期滿前15日內，事業或
污水下水道系統應完成同一級別以上之合格廢 (污) 水處理
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第1項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應於離職或異動日起30日內以
書面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

➢第1項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異動，係指調離原事業或污水
下水道系統廠址或仍於原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廠址，惟未
擔任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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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之規定 (＃20)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非因離
職、異動而因故未能執行業務時，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
統應由設置之代理人代理。代理期間連續達15日以上者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於事實發生後15日內以書面
報請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代理期間不得超過3個月。但報經該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者，可延長至6個月。代理期滿前15日內，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完成同一級別以上之合格廢 (污
) 水處理專責人員核定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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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應執行之業務 (＃22)
➢廢 (污) 水處理專責人員或依規定設置之代理人，應執行下列業務：

(1)協助釐定廢 (污) 水收集、處理及改善，訂定廢 (污) 水處理設施故障之
應變計畫及緊急措施。

(2)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 申請、檢測申報：

A. 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 變更、展延之申
請文件。

B. 協助辦理水污染防治措施及污泥處理改善計畫之申請文件。
C. 依規定之期間及方式，填具檢測申報資料，並簽章確認。

(3)廢 (污) 水操作管理事項：
A. 依核發機關核准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或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文件) 之內容，

監督代操作營運機構操作或自行操作廢 (污) 水 (前) 處理設施。
B. 簽章確認廢 (污) 水處理設施之維修及保養。
C. 每日簽章確認監測（視）及連線傳輸設施維持與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正常連線。
D. 每日簽章確認廢 (污) 水處理設施之重要參數及電度表、廢 (污) 水排放之累

計讀數。
E. 按次簽章確認廢 (污) 水處理設施藥品使用量，及污泥之產生、貯存、清運

量，每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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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或代理人應執行之業務 (＃22)
(4)廢 (污) 水管線及放流口管理：

A. 監督廵檢廢 (污) 水收集、處理、排放管線，有異常或有非核准之
管線，應告知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負責人，並簽章確認。

B. 監督放流口進出道路、採樣平台通暢及告示牌座標標示之正確性
及維護情形，並簽章確認。

C. 監督放流口所設置之獨立專用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正常運作及校
正，並簽章確認。

(5)廢 (污) 水水質檢測管理：

A. 監督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所委託之檢驗測定機構依規定進行廢
(污) 水之採樣。

B. 主動向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告知放流水水質檢測報告之結果及
其適法性。

(6)其他經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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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人員違反規定之處罰 (＃25)

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依本法第48條第
4項規定處罰：

(1)1年內2次以上未依第15條第1項規定常駐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且
未依第16條第1項規定備有請假紀錄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2)明知並有意，或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違反
本法第18條之1第1項或第2項規定。

(3)違反第17條第2款規定。
(4)違反第17條第3款規定。
(5)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報不實或於業務上作成之文書為虛偽記載。
(6)1年內2次以上未依第22條第2款第3目規定，於規定之期間及方式，填

具檢測申報資料，並簽章確認。
(7)1年內2次以上未依第22條第3款第4目或第5目規定之廢(污)水操作管

理事項執行業務。
(8)違反第22條第5款第1目規定，要求委託之檢驗測定機構採樣人員違反

採樣方法，採取定期檢測申報之水樣。

前項第1款、第6款及第7款規定所稱之1年內，指本辦法施行後之違規
行為，自違規之日起，往前回溯至第365日止。



四、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遴選要點

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指依環境保護相關法規規定設置
之下列現職人員：

（一）空氣污染防制專責人員

（二）廢（污）水處理專責人員

（三）廢棄物清除、處理專業技術人員

（四）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技術管理人員

（五）環境用藥製造業、販賣業及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

（六）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

（七）土壤污染評估調查人員

（八）健康風險評估專責人員

25



參選資格

於遴選年度前一年至遴選報名截止日，依法規設置於該機構為
參選類別之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連續滿一年以上，並符合
下列條件，且確實執行法規賦予之職責而有具有優良事蹟者，
得就其所設置之類別擇一報名參選：

(一)最近三年內未曾獲得同一類別獎項。

(二)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本人及其任職機構，於遴選年度

前一年至遴選期間內，無違反環保法規而受處分。

報名方式
自本署指定報名日期起一個月內，由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
任職機構檢具報名表及相關證明文件，向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
練所報名參選，或由任職機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環境保
護局轉送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參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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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方式

 全國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表揚名額每年以十名為原則
，依第二點所定類別分別遴選；同類別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
員之表揚，最多不得逾五名。經遴選小組認定特定類別之環境
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未達評分標準者，得從缺之。

 獲選為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累積達三次者，頒發榮譽
模範環境保護專責及技術人員獎座，爾後並得予列入前點第二
款遴選小組成員。

27

 分初選、複選二階段辦理，其規定如下，並由本署環境保護人員訓
練所陳報署長核定遴選結果：
(一)初選：於報名截止日起二個月內完成；由本署環境保護人員

訓練所進行資格審查。
(二)複選：於初選作業結束後三個月內完成；先由本署環境保護

人員訓練所邀請專家、學者及有關機關人員組成遴選
小組議定評分方式及程序。遴選小組得選派代表擇優
進行實地查證，並得邀請資格符合通過初選人員親自
說明，複選結果由遴選小組召開會議評定。



第190條

投放毒物或混入防害衛生物品於供公眾所飲之水源、水
道或自來水池，處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
重傷者，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00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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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華民國刑法

我國刑法第十一章係規範涉及公共危險罪的罪刑，
其中第190條及190條之1是屬於環境污染行為所觸犯
的公共危險罪。



第190條之1
✓ 投棄、放流、排出、放逸或以他法使毒物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污

染空氣、土壤、河川或其他水體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1,000萬元以下罰金。

✓ 廠商、事業場所之負責人、監督策劃人員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
從業人員，因事業活動而犯前項之罪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1,500萬元以下罰金。

✓ 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 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200

萬元以下罰金。
✓ 因過失犯第2項之罪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0

萬元以下罰金。
✓ 犯第1項或第2項之未遂犯罰之。
✓ 犯第1項、第5項或第1項未遂犯之罪，其情節顯著輕微者，不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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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案例說明
案例1：高雄旗山溪事件

案由：

為上市化工公司委託◎◎甲級處理業處理廢溶劑，以次
級溶劑為名轉包給非法清除業者，任意排放或棄置有害事
業廢棄物，致污染環境，涉殺人未遂，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 項、第2 項

刑法第190條第1項及刑法第190條之1第1項

判決結果：

化工公司受僱人3人，處有期徒刑1年2月至3年不等。

◎◎甲處公司負責人處有期徒刑6年，併科罰金新臺幣300

萬元；其餘受僱人處有期徒刑3年6個月至4年不等。



案例2：埋設暗管繞流排放

案由：

從事金屬電鍍及表面處理業，未依廢水種類及方法處理，逕
排放入溝渠內，致有害事業廢棄物(電鍍氰系廢液)、含有強
酸、強鹼或其他有害健康之物(銅、鎳、總鉻、六價鉻、鋅及
鎘等重金屬、氰化物）之電鍍廢水(液)，進入地面水體，嚴
重破壞生物生存環境，進而污染河川水體，經臺灣高等法院
台中分院105年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2款、刑法第190條之1第1、2項

判決結果：

2家公司負責人各處有期徒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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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私接管線繞流排放

案由：

從事汽車零件電鍍業，圖節省廢水處理措施所需添購設備及
添加藥劑成本，非法繞流排放含有害健康物質超過管制標準
之廢水致污染水體，經臺灣台中地方法院108年刑事判決：

論罪法條：

水污染防治法第36條、39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刑法第
190條之1

判決結果：

負責人犯污染水體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緩刑2年，並向
公庫支付新臺幣25萬元，接受法治教育2場次。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扣案之沉水馬達、紅色活動塑膠軟管各壹組沒收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4,664元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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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4：高雄後勁溪事件

案由：

X公司委託Y公司於102年10月某日9時，派員至廠更換鹽酸儲桶管

線之止漏墊片、並將部分管線內鹽酸排出，該儲桶所設感應器誤

判鹽酸量已至低位而自動進行補充，導致約2.4 噸鹽酸溢流並流入

酸鹼中和池，廢水pH值急遽下降，運作程序發生異常，使放流水

中鎳、銅及SS均逾法定排放標準。

X公司操作主管及同仁均知悉製程廢水含有鎳、銅等有害人體健康

重金屬，須透過廢水處理系統在混凝前將pH值調整為8 至10間，方

能使重金屬凝聚形成膠羽沈降於沉澱池，再抽至污泥濃縮池及脫

水為污泥，該污泥性質上屬有害事業廢棄物，放流水排至後勁溪

；倘pH值太低，除添加液鹼調整外，若仍無法改善，依緊急應變

措施需回抽再處理，而預見此等措施猶無法有效改善水質時，應

積極建議採停工措施，避免含有害事業廢棄物之廢水向外排放。



論罪法條：

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款；刑法第190條之1第1，2項

判決結果：

地院：X公司處罰金新臺幣300萬元；受僱人4人，處有期徒

刑1年4月至1年10月不等。均緩刑。

高院：X公司及受僱人均無罪

最高法院：發回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更審

高院(更一審)：受僱人4人，處有期徒刑1年4月至1年10月不

等。均緩刑。刑法第190條之1第1，2項部分

均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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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污染預防：許可制度、專責人員、應變計畫、

事故演練

應變處理

➢通報：及時通知主管機關

➢應變：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防堵：污染擴散控制(空、水、廢、毒)

➢處理：配合消防救災，妥善處理污染

復原

➢ 善後復原(廠內廠外環境、廢水、廢棄物)

➢ 合理賠(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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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嚴守法令課以專責人員之職掌與責任，熟
悉各項法令規定，協助雇主做好各項污染
防治工作，善盡社會責任

本於專業人員工作倫理，誠實管理及依法
申報，檢舉不法行為，確保環境生態之保
護並保障自身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