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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永續產業政策的里程碑

周桂田

今年六月中研院院士會議，與會學者提出馬政府提升臺灣經濟

轉型的台灣六大新興產業議題，包括生技製藥、綠色能源、國際醫

藥、文化創意、精緻農業與觀光旅遊，這個提議令我們看到具有前

瞻、善用科技優勢、擘劃台灣下個二十年永續未來之經濟社會藍

圖。另一方面，在七月底超過千名的大學教授簽名連署，要求政府

停止八輕國光石化廠的開發案，引發了台灣未來永續社會的走向辯

論，也為本刊所關注與重視。

根據學者評估，國光石化空污擴散全台在未來將導致每年增加

數百人致命，而除了嚴重的健康風險之外，該案並牽涉到水資源分

配（導致民眾超抽地下水與地層下陷）、彰雲嘉糧倉與蔬果污染、全

國醫療費用支出增加、濕地與生態保護（白海豚生存危機）、加速溫

室氣體排放、產業政策失衡與分配爭議等問題。這些爭議令我們很

明顯的可以看到，政府在規劃台灣的產業政策，仍徘徊在前瞻永續

與環境、健康、社會不正義的典範中躊躇。前者的典範揭示，台灣

將積極的擺脫過去代工、高社會環境成本，而精微思慮台灣的優

勢，邁向前瞻與永續的社會經濟發展。後者則是重複複製近三十年

來高污染、高耗能、環境與健康成本高度外部化、去管制化的經濟

社論



科技、醫療與社會 第 11 期10

生產結構。問題是，幾番經過極端氣候變暴雨、食品污染風暴、土

地污染與毒物污染之台灣，脆弱如蛋殼之生態與社會，是否能夠再

承受這些舊有的經濟生產典範？

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來思考。其一，台灣目前的經濟生產結

構與配置分配問題。其二，外部成本社會之承受能耐。

一 、 根 據 主 計 處 統 計 ， 2 0 0 8 年 台 灣 產 業 結 構 中 服 務 業

（service sector）佔 GDP 之 73.27%，工業（industry sector）約

佔 25.04 ％，農業（agriculture sector）佔 1.69%。然而，雖然工

業部門 GDP 產值只有四分之一，但其消耗能源比佔全國一半以

上；相對的，台灣能源進口率達 99.3%。我們要思考的是，在能源

高度依賴的結構下，台灣是否仍然要發展高耗能的產業政策？

二、溫室效應可能帶來類似莫拉克颱風之嚴厲氣候變遷豪雨災

難。全國 2008 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是 2 億 9 千公噸，目前台塑六

輕一年就排放了溫室氣體 6 千 7 百萬公噸，再加上國光石化可能排

放 1,200 萬噸到 2,300 萬噸，兩家廠商就將佔全台排放量的 1/3 。

而雖然環保署宣稱國光石化在環評承諾階段，承諾未來減量溫室氣

體的排放減半，但再加上台塑六輕擴建每年增量 1058 萬噸，恐違

反我國宣示溫室氣體減量的期程目標。並且，此兩家廠商溫室氣體

的高排放量，卻要全國民眾未來承受減量及氣候災難之代價。

三、 2008 年工業部門佔台灣二氧化碳總排放量 2 億 5 千 5 百

萬噸之 48%，其中，化工業佔工業部門排放二氧化碳之 35%，然

而，化工業產值僅佔主要工業部門之 18.67%。這麼高的排放量，

卻只有不符合比例的工業產值，產業政策不但違背永續方向，更不

符合產業發展的成本效益。一旦，再增加國光石化，此失衡的比例

將再增添，而未來國際制裁台灣溫室氣體之產業成本，卻需要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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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共同負擔，此也不符合產業發展分配正義。更嚴重的是，我國

目標設定在 2020 年回到 2005 年的排放量水準，是否受到國際上

的承認與協議同意仍然未知。

四、在政策思考上一個重要的議題是，台灣的石化內需是否充

足，是否需要再發展高污染、低附加價值、以出口為導向的石化工

業？據日本產經省統計，台灣的乙烯自給率已經充足，在內需已經

足夠的條件之下，是否再發展此等不永續的產業，值得慎重思考。

同時，不斷攀升的溫室氣體排放，屆時的國際制裁與社會成

本，將不符合經濟正義。也就是說，這些石化廠並非符合國家產業

升級的永續標的，反而帶來高耗能、高污染、高健康風險、高食品

風險、高生態風險的未來成本，又不是現在的基本經濟結構需求，

為什麼要推動呢？

相對於產業經濟面向，在外部成本社會之承受能耐上，五、國

光石化案涉及台灣沿海長期的地層下陷、超抽地下水問題之結構性

問題，再經由六輕不斷的擴建，水資源的分配與不正義，當更為嚴

重，並危及近年來媒體不斷提到的高鐵沿線基地每年平均下陷 7 公

分的問題。

六、空污的擴散到不僅僅只是區域性的，將擴及全國。並且

PM2.5 懸浮微粒之侵害健康風險更勝於過去的空氣污染效應。全國

各區域將造成嚴重的健康風險、癌症比例上升、未來國家醫療財務

將擴大支出，造成健康風險與社會不正義。

七、對於我國主要糧食、蔬果供應縣市彰雲嘉的污染，其輸送

擴散到全台各地，其食品風險風暴將可能遠勝於 2005 與近來戴奧

辛污染鴨蛋、鴨肉、米的事件，屆時的食品風險風暴將不可擋。而

數以萬計之農、漁民的生計鍊也將受到影響。尤其，近年來的我們



科技、醫療與社會 第 11 期12

研究顯示，公眾對於政府食品治理的信任已經相當脆弱，若經濟管

制的結構未見改善，此類的風暴將層出不窮。

八、濕地的保存、白海豚的保護是其中的一環，這一部份的濕

地涉及了生物多樣性物種的保存棲地，已為國際上所重視。不當的

產業開發一旦破壞棲地，涉及的不僅是物種的消失，也牽涉到對未

來世代的環境正義問題。因此我們看到彰化的福興國小同學積極的

投入認購濕地之國民信託運動。這些風險評估的問題遠比南港 202

開發案複雜。

九、沿海蚵民的生存權是否能夠透過石化產業替代移轉，或者

將因此快速的因產業開發而造成之產業的不復存在，也需要謹慎的

思考。

從這些思考點，我們看到直至目前為止已經相當脆弱的台灣，

在生態、社會、經濟永續發展面向上，已經毫無空間再停留在舊的

污染、耗能、社會、經濟不正義的產業結構上。我們需要新的發展

典範，大步的向前跨出！事實上，德國在 1980 年代初期也曾掀起

萊茵河污染整治與產業轉型的難題，當時，工業界也都多所抱怨，

指稱一旦政府要求產業轉型，將抵減國家競爭力及增加失業率云

云。所幸，在有識之士對於產業前瞻、永續的堅持規劃下，德國在

2,000 年以後已經變成全球重要的綠能產業技術、設備輸出的優勢

國，而跨出這一步的艱辛與成果也是有目共睹。馬總統喊出環保就

國，真正的意涵也就應是在於，政府擬重新、慎重的思考這個攸關

台灣產業、健康、生態與溫室氣體效應的永續課題。在不同的時空

環境下，台灣社會需要重新擬定新的李國鼎經濟社會永續策略，需

要新的經濟社會治理架構，才是生活在這一塊土地健康、快樂之福

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