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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氣污染嚴重時進行戶外活動，容易受空污影響而急性促發健康問題。然現行「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於民國八十九年制定，無法因應現代社會需求，爰建請環保署加速修訂

「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納入 PM2.5 指標；另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協助建立戶外活

動管理機制。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資料顯示，我國中南部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細懸浮微粒（

PM2.5）指標，長期處於紅色警戒範圍，甚至達到最嚴重的紫爆等級。然而現行「空氣品質嚴重

惡化緊急防制辦法」，係於民國八十九年制定，其中並未將 PM2.5 指標納入規範，缺乏管制措

施可能損害國民健康。 

二、學者研究亦指出，若在空氣污染嚴重時進行戶外活動，將吸入大量污染物，提高全身性

慢性發炎的風險，兒童、老人、孕婦、肥胖者、心血管及呼吸道慢性病者，都容易受空污影響

而急性促發健康問題。 

三、爰建請環保署加速修訂「空氣品質嚴重惡化緊急防制辦法」，納入（PM2.5）指標，強化

相關管制措施；另會同相關主管機關協助建立戶外活動管理機制。 

提案人：王育敏  李彥秀  費鴻泰  蔣乃辛 

連署人：陳宜民  林為洲  林德福  許毓仁  陳學聖  

羅明才  曾銘宗  林麗蟬  陳怡潔  周陳秀霞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七案，請提案人賴委員士葆說明提案旨趣。 

賴委員士葆：（17 時 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5 人臨時提案，因為接獲民眾陳

情指出，近來在市面上的偽鈔流竄，坊間亦流傳偽鈔流水編號有相同開頭，促使受害商家及攤

販，要求員工拒收該編號開頭鈔票引發消費爭議；顯示國內社會的秩序，需要採取自立救濟來

自保。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必須加強查緝該不法行為，以安定人心，穩定金融秩

序；同時，也應該研議加重累犯的偽鈔集團成員罰則，並制定偽鈔處理專門法條之可能性。是

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七案： 

本院委員賴士葆等 15 人臨時提案，接獲民眾陳情指出，近日市面偽鈔流竄，坊間亦流傳偽鈔流水

編號有相同開頭，促使受害商家及攤販，要求員工拒收該編號開頭鈔票引發消費爭議；顯示國

內社會的秩序，已亮起了紅燈，國人不得不採自立救濟以為自保。因此，為挽回新台幣公信力

，劍及履及遏阻偽鈔的製造與流通，爰提案要求行政院及其相關單位，必須拿出魄力，加強查

緝該不法行為，以安定人心，穩定金融秩序；同時，應研議加重累犯的偽鈔集團成員罰則，並

制定偽鈔處理專門法條之可能性。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賴士葆 

連署人：蔣乃辛  王育敏  張麗善  曾銘宗  林麗蟬  

徐榛蔚  柯志恩  簡東明  鄭天財  李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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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啟臣  羅明才  蔣萬安  陳雪生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八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偉哲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黃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九案，請提案人高潞‧以用‧巴魕剌委員說明提案旨趣。 

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委員：（17 時 8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高潞

‧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等 12 人，有鑑於國內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原住民族地區

更因為具有文化多樣性和地域特殊性，部落老人的照顧問題迫在眉睫，應即刻發展因地制宜的

在地化長照服務；且由於長照業務涉及各部會權責，允宜統籌由行政院進行跨部會協調。爰建

請 行政院組成「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推動工作小組」，由政務委員一人協調相關部會定時召開

，並邀請相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和部落代表共同參與討論相關事宜。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九案： 

本院委員高潞‧以用‧巴魕剌 Kawlo．Iyun．Pacidal 等 12 人，有鑑於國內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原

住民族地區更因為具有文化多樣性和地域特殊性，部落老人的照顧問題迫在眉睫，應即刻發展

因地制宜的在地化長照服務；且由於長照業務涉及各部會權責，允宜統籌由行政院進行跨部會

協調。爰建請 行政院組成「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推動工作小組」，由政務委員一人協調相關部

會定時召開，並邀請相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和部落代表共同參與討論相關事宜。是否有當？

請公決案。 

說明： 

一、根據衛福部統計資料，截至 105 年 2 月，台灣老年人口達 296 萬 9,778 人，占總人口

12.64%，有長期照顧需求者也隨之增加，估計失能人口已達 77 萬人。然原住民族地區由於青壯

年人口外移，部落人口老化問題更加嚴重；加上交通不便形成地理障礙，醫療和社會福利資源

均嚴重匱乏；國家法令在原住民地區經常出現窒礙難行之處，且原住民族有其傳統語言文化，

種種因素均凸顯原鄉地區長期照顧高度的複雜性。 

二、以蘭嶼為例，全鄉 99.4%為公有地，95%建物都沒有建照，當地青年想要返鄉成立居家護

理所，照顧自己的族人，卻因為找不到一間有建照的房子，至今仍無法成立。相較於此，統一

超商前年七月進駐蘭嶼時，即使沒有建照卻還是能取得商業登記、營業。 

三、行政院鑑於原鄉長照議題亟待解決，現已指示原民會與衛生福利部建立「原住民族長照

業務合作平臺」，將原鄉地區特殊處境及原住民族長照需求，落實在長照相關法令規範，以維

護原住民族長照權益。然因為長照業務涉及各部會權責，例如人力問題即同時涉及勞動部和教

育部，為避免部會之間各行其是產生扞格，仍宜由行政院組成跨部會工作小組，並指定政務委

員一人進行協調，較為妥適。 

四、綜上，建請行政院組成「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推動工作小組」，由政務委員一人召集衛福

部、原民會及相關部會，並邀請相關民間團體、專家學者和部落代表，共同參與討論相關事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