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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綠色及永續型(GSR)推廣 



綠色永續型整治(GSR) 

依據場址特性，於污染場址生命週期任一階段執行兼顧環境、社會與經濟的技
術、工法、策略或管理方式。 

綜合考量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向，最小化場址管理活動負面影響，創造最大正
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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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社會 經濟 

1.成本 
2.效益 
3.經濟影響 

1.減少能源消耗 
2.降低大氣排放 
3.最小化水資源使用影響 
4.土壤及生態系影響 
5.資材與廢棄物減量 

1.人體健康安全 
2.社會公義 

GSR功能及效益 

 正確的決策 
透過環境、社會及經濟評析， 
選取最適合場址之整治方案 

 最佳化場址管理 
鑑別排放熱點，擬定減量方法 
減低整治人員、居民健康風險與生活干擾 
降低支出，並使土地利用價值最大化 
擬定與執行最佳管理措施(BMPs) 

 



綠色永續型整治發展與現況 

我國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演進 

 早期傾向採用能快速處理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工法 

 近10年導入綠色永續型整治(Green and sustainable remediation, 
GSR)思維選擇工法 

導入綠色及永續觀點，選
擇更適切之整治工法 追求短期內解除列管 

1980 - 1990 1991 - 2004 2006 –現在 

綠色及永續導向型整治
(GSR) 

風險評估 

風險溝通 

風險管理 

土壤及地下水品質恢
復至原來狀態 

考慮整治過程中環境，
社會及經濟效益的兼顧 

強調污染源、暴露途徑及
受體間的關係 

完全移除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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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場址採用GSR必要性 

避免在解決污染問題同時卻衍生二次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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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具設備操作 
噪音、整治人員與附近居民健
康風險、居民恐慌 

空氣污染、溫室氣體排放、廢棄
物與廢水產生、能資源使用 

 原物料開採、製造 
 

以最具經濟效率方式完成污染改
善，創造更大正面效益 

 人員、原物料、
機具設備運輸 

 實驗室分析 

 廢棄物處理 

 水資源使用
與廢水處理 



綠色永續型整治 

GSR概念應用時機 

 可應用於場址管理的任何階段，根據評估目標基本上可將污染場
址管理區分為兩個重要階段 

 

• 應用環境足跡分析工具、經濟影響工具、
健康風險評估等工具 

 

• 透過方案決策系統，經利害關係人參與，
選取相對符合永續精神的整治方案 

污染改善方案未選定 

• 應用環境足跡分析工具與健康風險評估等工
具，瞭解場址現況 

 

• 環境面鑑別排放熱點；社會面考量整治人員、
居民健康安全與生活干擾，擬定最佳管理措
施(BMPs) 

污染改善方案已選定或實施中 

做出最適合場址的的整治策略決策 了解現況，污染改善工作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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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GSR應用工具發展 

我國自行發展之GSR應用工具 

 參考國外多種工具之精神及方法，依據國內最常見之調查、整治工法，打造
最適合國內之工具，建立GSR評估作業流程 

 提供GSR評估導入控制計畫及整治計畫報告撰寫指引之計算參考 

 綠色永續型整治宣導平台與工具 
 提供GSR相關資訊及整治決策支援工具 

 https://gsr.epa.gov.tw/gsr_public/CHT/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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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R應用工具 

評估工具流程 

 依據評估標的引導進行參數填寫，進行各方案之比較，藉由不同利害關係人
的參與，選擇各利害相關人皆可接受之方案。 

 方案選取後，再行擬定可行最佳管理措施(Best Management 
Practices,BMPs)於後續污染改善工作進行時施做 

 

初步篩
選可行
方案 

利害關係
人討論選
擇最適整
治方案 

選定評估
指標 

定義評估
指標權重 

各方案環境、
社會與經濟
面評估 

判定各項評
估指標得分 

量化影響
總值 

系統評估工具 

1 2 3 4 5 

污染改善最佳措施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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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GSR系統說明 



GSR首頁 

於首頁登入頁面即可檢視兩類型全國GSR儀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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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全國儀錶板 

最新消息及下載 

網站基本資訊 

BMP 



儀錶板切換 

場址類型/數量排名 

全國場址分布 

首頁儀錶板 - 全國GSR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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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儀錶板 - 環境足跡儀錶板 

縣市有進行整治方案評估之 
環境足跡減量排序 

污染物種類切換 

實際應用GSR系統
及執行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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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工具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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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場址實際執
行階段，提醒每
季填報時間 

調整既有場址查
詢收合 

新增場址執行狀
態 

調整方案評估按
鈕與新增場址儀
表板 

 

評估工具－基礎查詢顯示 

查詢區塊收合 

執行狀態 

方案評估 場址儀表板 

場址未執行實際確認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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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場址資料帶入，以場址編號帶入SGM欄位資料，避免
二次填寫 

 

場址資訊建立－SGM場址資料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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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資訊建立－新增方案 

改善執行期程 

顯示場址目前狀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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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資訊建立－新增工法/時間/參數 

• 單一方案可新增含多種工法/調查/監測項目 
• 各工法依據填寫執行期程計算環境足跡預計量 
• 實際環境足跡由確認執行勾選項目確定 

單一方案可含多種工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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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資訊建立－方案建立 

完整新增方案中的技術工法/基本資料/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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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工法的基本資料將會自動帶入
環境面工法中的資本資料中 



新增方案後進入
GSR評估細項填寫 

 

 

 

 

 

進入評估選項逐步
填寫環境面、經濟
面與社會面內容 

評估工具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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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面點選後新增計畫書執行內容(操作數量) 

 

 

 

 

 

評估工具頁面-環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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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將會自動帶入 



舉例工法填寫_抽出處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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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需填寫完基本資料才能繼續填寫後面表單 

選擇井管、井篩材料與井管直徑 

輸入鑽孔直徑、開篩長度及皂土厚度 



舉例工法填寫_抽出處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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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管線與管線總長 
1.選擇載運項目(下拉選單) 
2.填入單趟運輸距離 
3.選擇卡車燃料類型 
4.填入載運車次(預設值為1) 



評估工具頁面-方案選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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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環境面、經濟面與社會面各項參數填寫完成後 
1.進行利害關係人權重設定 
2.方案評比結果將依具參數結果與權重設定進行計算 

2.方案評比結果 
1.利害關係人權重設定 



計畫書核定後_確認核定方案變更方式 
1.先進行核定方案的GSR數量修正!!!!!!!!!!! 
2.回到方案基本資料修改狀態(因確認狀態後就無法修正GSR數量，此方案為場址全期程環境足跡排放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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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核定內容 

依據計畫書核定內容修正工法期程與內容 



計畫書核定後_確認核定方案變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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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核定內容 

依據計畫書核定內容修正工法期程與內容 



3個月進度報告須定期更新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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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書核定內容 



3個月進度報告須定期更新填報-填報當季執行數量 

回到實際確認頁 

1. 編輯修正為當季執行數量，包含調查、整治、監測 

2. 儲存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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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月進度報告須定期更新填報－確認執行狀態 

勾選後計算該場址執行時間區段內
環境足跡統計(3個月確認一次) 

• 新增修正執行數量後進行確認勾選 
• 無修正將以系統紀錄自動產製 
• 僅可開放前一次方案內容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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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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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儀表板呈現1-改善方案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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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儀表板呈現2-核定改善方案 

• 顯示核定改善方案實際執行期程 

• 依據評估工具內實際執行確認
勾選內容顯示各工法執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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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儀表板呈現3-環境足跡排放量 

• 場址每季預計執行環境足跡與
實際執行環境足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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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統一進行分類區分為 技術優化、庶務與通用性、其他 

 

請用7.zip解壓縮 

BMPs修正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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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112年考評說明 



112年度績效考核指標 
112年度 說明 

固定權重6% 

一、施政重點-1. 綠色及永續整治 

實際計分 =場址執行GSR成果計分 + 場址BMPs檢核作業計分 + 環保局推動落實率
計分。 

• 權重變成固定權重 

• 指標項目經確認屬於縣市條件考量，而未能計算分數者
則直接減少權重 

場址
執行
GSR

成果  

1.控制/整治計畫書(包含變更)：改善工法方案選擇，係依據本署「綠色及永續
型整治推廣平台」進行環境、社會與經濟面影響評估，並完成2種以上污染改
善方案評估所得，每場址核定1項計畫，得0.5分。 

• 針對尚未執行整治之場址所提出計畫書內容，採用GSR

系統進行方案比較者，完成1場址可得0.5分 

2.控制/整治計畫進度或成果報告： 

(1)  針對符合 GSR 核心元素與原則之最佳管理措施（以下簡稱BMPs），
BMPs為專案管理、工安、二次污染防護措施等項目，不列入BMPs 計分
項目（請自「綠色及永續型整治推廣平台」下載「技術類BMPs」）；每
列出1項技術優化之BMP 且確實執行者（檢附佐證），經各縣市審查通過
者，每項可獲得0.1分；每場址每年可得分1次，最高得1分。 

 

(2) 前述BMPs如係針對工法設計規劃，並說明量化可減少環境足跡，且檢附
執行與計算佐證文件，可額外獲得0.5分；每場址每年可得分1次，最高得
1分。 

 

(3) 計算環境面、社會面與經濟面之GSR 實施成果並使用「綠色及永續型整
治推廣平台」比較實際值與預估值差異，經各縣市審查通過者，可獲得
0.5分；每場址每年可得分1次，最高得0.5分。 

(1)清楚定義針對非庶務性的BMPs計算分數 

 

(2)需計算BMPs執行後環境足跡減少狀況 

 

(3)因應111年度系統已改版，可以直接檢視整體”

執行過程中實際產生環境足跡”與”提送計畫書
時預估值”的差異→故僅使用GSR系統計算差異
即可取得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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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績效考核指標 
112年度 說明 

固定權重6% 

一、施政重點-1. 綠色及永續整治 

實際計分 =場址執行GSR成果計分 + 場址BMPs檢核作業計分 + 環保局推動落實率計
分。 

• 權重變成固定權重 

• 指標項目經確認屬於縣市條件考量，而未能計算分數者
則直接減少權重 
 EX:如不可計分有2分，則考評總分為100-2=98分，後續再回

算總分(XX/98) 

場址BMPs

檢核作業 

針對執行GSR措施場址辦理最佳管理措施檢核作業，針對工法
規劃、成效與BMPs比對現場參數與規劃差異，以利提高場址改
善品質與成效。完成1場址檢核作業得1分。本項目最高得3分。 

• 分數設定修正一場1分與最高得3分 

環保局推
動落實率
(新增項目) 

(1)針對轄內所有場址進行GSR合適性評估作業，評估完成率達
80%者，可得2分；評估完成率達100%者，可得3分。 

 

(2)針對合適執行GSR措施場址，計算輔導執行達成率(實際執行數
量/評估合適執行數量）；；雖非屬合適執行GSR措施場址，
然仍輔導執行，可列入實際執行數量，每年可納入計算分數1

次。達成率大於或等於80%，則可得2分。。 

 

(3)統整轄區內已執行GSR措施場址每月排碳量，計算全縣市排碳
總量，有連續兩季下降趨勢，可得3分，每年可計算分數1次。 

 

(1) 所有場址完成GSR合適性評估，原則於第2/3季
於GSR系統設置線上輸入功能，協助匯出分數計
算評估完成率 

 

(2) 針對列管場址提出GSR執行確認，原則於第3季
於GSR系統設置完成並協助計算輔導執行達成率 

 

(3) 計算112年1月至9月的場址碳排放量，然需於場
址清單說明計算內容 

(原則於第4季於GSR系統提供下載系統場址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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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整治計畫書(包含變更)：改善工法方案選擇，係依
據本署「綠色及永續型整治推廣平台」進行環境、社會
與經濟面影響評估，並完成2種以上污染改善方案評估所
得，每場址核定1項計畫，得0.5分。 

112年度績效考核指標_項目一(1) 

場址執行GSR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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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以上污染改善方案” 是比較場址選擇工法組合，其提出
方案須為完整的整治週期所執行技術，非階段性之單
一技術 

舉例: 實際執行方案為 “方案一:開挖離場+SVE+生物復育” 

         應設定第二比較方案如 “方案二:開挖離場+SVE” 

         非 進行 “開挖離場” vs “SVE” vs “生物復育” 等比較 

 

方案一:開挖離場
+SVE+生物復育 

方案二:開挖離
場+SVE 

開挖離場 SVE 生物復育 



場址執行GSR成果  

 2.控制/整治計畫進度或成果報告： 

(1)….BMPs為專案管理、工安、
二次污染防護措施等項目，不列
入BMPs 計分項目（請自「綠色
及永續型整治推廣平台」下載
「技術類BMPs」）；每列出1項
技術優化之BMP 且確實執行者
（檢附佐證）。 

112年度績效考核指標_項目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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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述BMPs如係針對工法設計
規劃，並說明量化可減少環
境足跡，且檢附執行與計算
佐證文件，可額外獲得0.5分 

技術優化之BMP 

→場址所實際執行的內容 

非直些謄錄GSR系統提供BMPs措施通則 



場址執行GSR成果  

 
(3) 計算環境面、社會面與

經濟面之GSR 實施成果
並使用「綠色及永續型
整治推廣平台」比較實
際值與預估值差異，經
各縣市審查通過者，可
獲得0.5分；每場址每年
可得分1次，最高得0.5

分。 

112年度績效考核指標_項目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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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BMPs檢核作業 

 
針對執行GSR措施
場址辦理最佳管理措
施檢核作業，針對工
法 規 劃 、 成 效 與
BMPs比對現場參數
與規劃差異，以利提
高場址改善品質與成
效。完成1場址檢核
作業得1分。本項目
最高得3分。 

112年度績效考核指標_項目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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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場址自我評估表 污染場址最佳管理
措施場址檢核表 

檢核結果紀錄發文告
知場址 

場址回覆缺失改善進
度與處置說明 



肆、討論與建議 



提醒事項 

因應系統更新通知 
一. 既有場址於即日起至112/3/31完成場址編號輸入，屆時無編號場址將會被

先隱藏(無法開放檢視) 

一. 僅系統管理員可檢視，藉以先保留場址資料並讓使用者主動確認相關實際數值 

二.系統統計將採行”有場址編號者”才會納入統計 

三.場址因應更新須參照步驟並自行修正設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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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與建議 

沒有最有效的整治技術，只有最適合目前現況且對未來最有利的整
治規劃 

 決策支援工具協助進行整治決策 

GSR的觀點可擴大應用至整治工作乃至於後續污染土地開發的工程
管理 

 可與永續工程評估方法進一步結合 

持續優化評估工具的介面簡化及模組化，可幫助GSR觀念的普及與
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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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興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關問題請聯繫: 

  

窗口1: 王先生；bn@setl.com.tw 

窗口2: 詹小姐；kvzan@setl.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