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迷思的產業政策

從j賓南工業區開發後所引進的兩個產業內容來看，它們都

已經是非常成熟，而且是屬於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產業

，絕對不是需要扶植的、屬於產業升級的新興工業。這樣的產

業，加上低廉的土地與低利率的資金，以及種種的優惠措施，

所能帶來的是真正的繁榮嗎?即使是繁榮，但繁榮的背面與付

出代價又是什麼?

在這裡，我們將過去幾年來在產業政策、社會公平正義、

國土保護、國家總體資源永續經營與合理分配等方面的訴求，

一一記錄下來，告訴所有熱愛這塊土地的朋友，我們不是抽象

式的表達反對的意見，而是據理力爭的在打這場硬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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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1-4 潰南工業區開發計畫金權結構與社經環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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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耗能產業不符合升級政策

在地狹人桐與自然資源極度有限的條件下，台灣的產業政

策膚、該是以技術密集、低自然資源與能源需求為導向，這些基

本方向對於有識的經營者而言，應該是明確的!但是，東帝士

七輕石化綜合廠與煒隆煉鋼廠卻是一個最明顯的反例。

石化業與鋼鐵業在台灣都是很成熟的產業，絕對不是需要

扶植的、屬於產業升級的新興工業。根據經濟部能源委員會的

統計資料顯示:鋼鐵基本工業與化工業的能源消耗佔台灣總體

能源消費的比例平均高達27%以上(表 1 - 1 )也因為這些高耗

能產業(包括紙及紙製品、化學材料、石油及煤製品、基本金

屬工業、非金屬礦物製品等)的附加價值佔製造業的比重過高

(表 1 -2) ，使得我國在能源密集度的改善工作上，成效仍屬有

限(表卜 3)

表 1-1 化工業與鋼鐵基本工業能源消費比例

年 別 總能源需求 化 工 業 鋼 鐵 化工與鋼鐵

千公秉油當量 基本工業基本工業

1991 55.334.7 9 , 501.3 5 , 612.9 27.31 % 

1992 58 , 555.5 10 , 290.8 5 , 635.5 27.20% 

1993 61 , 972.3 10 , 653.0 6 , 217.0 27.22% 

1994 66 , 371 .3 11 , 805.5 6 , 647.0 27.80% 

1995 70 , 113.0 12 , 695.2 6 , 648.5 27.59% 

資料來源:經濟部能源委員會「台灣能源統計年報 J 199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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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耗能產業附加價值佔製造業比重

年別 中 日 美

1977 22.8% 21.4% 

1981 25.3% 22.4% 20.8% 

1989 28.0% 19.6% 18.8% 

從能源消耗的比重來看，這種產業不僅已不適合台灣，更

不應該得到國家資源的補貼。然而工業局卻藉著「產業升級」

之名，圖利財圖，使得潰南工業區開發案，逃避了「海埔地開

發管理辦法」的法令管制，更擬比照台塑六輕，由政府低率借

款給財圈，先讓財團取得種種優惠的措施，再讓全民承擔環境

的破壞和產業無法升級的惡夢。

表 1-3 總體能源密集度下降幅度比較

一
吋
/
U

-Q/ 期
一
心

週
一
扎

台灣

4.14% 

日

38.55% 
美
-
M註:能源密集度:公秉油當量/國民生產毛審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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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空污排放量恐違反環保公約

國際間為了將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碳、甲院、氧化亞氮

等)的濃度穩定在一個不會危及大氣系統的水準，使生態系統

有足夠的時間自然調整適應氣候的變遷，以確保糧食生產不受

威脅，並使經濟發展轉變為永續發展型態。 1992年六月世界各

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高峰會議，約 154個國家簽署了「圈際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J 該公約已於 1994年六月生效，到 1997年

八月止，共有 169個國家遞交認可書。公約成員國分成二組:第

一組包括OECD二十四個會員國、歐洲聯盟及東歐經濟轉型國等

，共計 37個高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工業化國家，這些國家必須將

他們在西元2000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回歸到 1990年的水準，其

中， OECD二十四個會員國，必須提供資金及技術援助開發中國

家防制氣候變遷;非第一組國家則包括南韓在內的 132個國家。

1996年七月各締約國於瑞士日內瓦舉行第二屆大會，會中

針對第一組國家檢討其承諾的執行情形，結果僅有四個國家可

望達成目標，其餘包括美日等大國均己承認無法達成，但經各

國研商後仍預定在 1997年年底針對第一組國家簽署真有法律效

力的議定書，雖減暈目標可能做修正，但未來國際管制二氧化

碳將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雖然「國際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並

未明述管制氣體的優先順序，然而依科學界的研究指出，二氧

化碳對溫室效應的影響最大，約佔66% '而人為產生的二氧化

碳中，約有80%是由燃燒石化能源所致。

在我國經濟的展過程中，工業部門所佔的比重極高，相對

的，工業部門所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佔我國所排放的二氧化碳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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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一半以上(表卜4) ，其中，又以鋼鐵業、水泥業及石化業

等為最主要的來源(表卜 5 ) 

表 1~4 我國各部門能源消費C02排放比例 0990年)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我國在 1990年因使用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總量為 113百

萬公噸，排名世界第25名;每人平均排放量為 5.5公噸，排名世

界第23名，到了 1995年總排放量則成長為 166百萬公噸，每人平

均排放量為7.7公噸;預估到西元2000年時，年排放量將高達206

百萬公噸，每人平均排放量則提高到9.2公噸，屬於二氧化碳高

排放量國(表 1 -6 ) 

依相關研究推估(表1-7) ，潰南工業區的嬋隆精緻一貫作

業鋼廠每年能源消費量達40 ， 194X l09 Kca1 ' 相當於 1995年鋼鐵

基本工業總能源消費量的85% '所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為一

千五百萬公噸，佔 1990年年排放量的 13% '加上東帝士七輕的

一千八百萬公噸( 18% )與台塑六輕的二千五百萬公噸( 23% 
) ，可以預見的是，當這些工廠一旦完工，龐大的發電、煉焦

、裂解製程所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勢必對台灣地區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造成明顯的增量效果，屆時將不是採行碳稅或調高能

源價格所能解決。



我國因外在因素未能簽署公約，但仍將與簽約國一樣擔負

相同的義務，以善盡地球一份子的職責。目前國際間對於不履

行環保公約者，多以『貿易制裁』為懲罰手段，對於一向以貿

易為導向的我國

，實不可掉以輕表 1-5 耗能產業C02排放比例( 1990年)

心。若從另外一個

角度來看，我們卻

發現政府竟然以

二氧化碳排放總

量管制的國際壓

力與國內能源不

足為由，主張核能

發電、興建核四廠

，卻也無視二氧

化碳排放總量的

管制壓力，亟力促

成開發潰南工業

區、興建高耗能的

七輕石化、煉油廠

與煉鋼廠，進行兩

面行銷手法，玩弄

老百姓判斷力的

『愚民策略 dl

能源消費 比例

C02排放量

(千公噸)

鋼鐵工業 14 , 359 12.7 

水泥業 7 , 644 6.7 

石油及煤製造業 5 , 516 4.9 

基本化學及石化原料業 4 , 516 4.0 

造紙業 3 , 372 3.0 

化纖業 3 , 187 2.8 

塑膠業 2 , 349 2.1 
塑膠製品業 1 , 502 1. 3 

化學製品業 907 0.8 
橡膠製品業 389 0.3 

非鋼金屬業 268 0.2 

肥料業 108 0.1 

總計 44 , 129 38.9 

註:水泥生產製程中產生 9 ， 192千公噸 (8% )C02 '未
列入能源消費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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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我國能源消費C02排放概況

年 別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20 

能源消費C02排放量 113 166 206 237 256 316 
(百萬公噸)

與 1990年比較 100 147 182 210 227 280 

排放量(公噸) /人 5.5 7.7 9.2 10.2 10.6 12.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局 1996.12.

表 l 一 7 2000年台灣地區鋼鐵產能擴克與C02排放量預估

煙隆案 中鋼四期 鋼鐵業

擴充案 總 量

產能(萬公噸〉 753 235 2 , 788 
煤品( 109 Kca 1 ) 28 , 676 8 , 107 73 , 034 

總能源( I09 Kca 1 ) 40 , 194 11 , 365 100 , 798 

煤品C02 排放量(千公噸) 9 , 894 2 , 798 25 , 202 

總能源C02 排放量(千公噸) 15 , 672 4 , 474 39 , 012 

資料來源:林素貞等， 1996 '台灣地區鋼鐵工業的產業開聯與能源消
費對空氣污染物排放量之影響，能源季刊，第 26卷，第三

期， P2-24 。



(三)開放油品市場七輕可以不建

按照目前所訂的石油業自由化四階段政策來看，煉油廠的

設置條件已由過去『開放具有輕油裂解廠者，得設立煉油廠』

'進入「不以輕油裂解廠之設置為前提，全面開放煉油廠設立

』。而油品的進口條件，也由過去的僅能作為裂解進料，作了

部份的放寬，但仍以設有煉油廠者方可進出口，惟進口數量不

得超過其前一年生產量的一半，對於全面開放油品進口，則仍

然遙遙無期。

此兩政策導向雖號稱是為了維持石油市場的秩序與適應石

油產業結構的調整，但多少可以看出，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為

了配合中油公司民營化過程而量身製作，中油公司是國營企業

，由於該公司肩負有國家能源政策的責任，我國的油品市場由

中油公司獨市，國人尚可接受:一旦台塑六輕及計畫投入煉油

、石化產業的財團相繼進入市場後，此 A政策將使得台灣的油

品市場由過去的中油獨占，走向少數財團所寡占。由於出現寡

占市場時，中油是否能走向民營化仍為未知數，即或可能，以

中油所背負的包袱來看，其營運成本勢必高過台塑或其他新加

入者，屆時價格的競爭，即可能擊垮中油;若為維持中油的生

存，維持較高的泊品價格，則台塑或其他新加入者的獲利將更

為可觀!到時候，人民的反彈應是可以預期的。因此，主管機

關應該及早擬定因應方案，否則等到 1999年台塑六輕開始生產

時，這些問題將-寸宇現，特別是當台塑與多數加油站結盟或

自行擁有加油站時， [十I 油公司痛苦的日子將提早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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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新加坡、日本等國皆已陸續對油品採全面開放進口

的政策，台灣開放的速度似乎過於緩慢。由於原油的提煉與石

化基本原料的裂解，是個重污染的產業，加上國內已投入及己

核准投入的產能已經可以滿足國內的需求，甚至已有部份產品

出現供過於求(表卜 8) ，例如:車用汽油將於西元 1999年，台

塑六輕投入生產後接近供需平衡、燃料油與柴油則皆已呈現供

過於求，將來若再准許東帝士七輕興建，則國內石油產品將會

有于產過剩的現象。以地狹人祠的台灣而言，實在沒有發展重

污染的煉油工業，再將其產品出口的本錢與必要;更何況部份

產品的國內生產成本遠高於進口成本，以中油公司 1996年的資

料顯示:車用汽油的進口成本為4.6元/公升，自製成本為6.8

元/公升。

現已核准投入或正計畫投入煉油與石化產業的財團，都是

以台灣西部海岸低價的沙洲與濕地為基地，抽沙填海造地，破

壞海岸，並使國土面臨流失的浩劫。主政當局應有重視台灣自

然生態保育的永續經營理念，拒絕財團予取予求的濫用台灣有

限的自然資源，並應確實衡量油品與石化原料的供需關係'嚴

肅檢討石化產業政策，重新評估原油煉製過程因污染、生態破

壞所衍生的社會成本，全面開放油品自由進出口，以打破財團

繼續設置煉油廠的迷思。



表 1-8 原油煉製及石化設備產能與需求預估

項 自 中 i由 LE1 A 塑 東帝士 煉 2004年 2004年
總產能 總需求

原油煉製能量 77 45 30 20 172 

(萬桶/日)

乙婦產能 101 .5 135 90 90 416.5 312 

(萬噸/年)

汽油產量 593 620 414 360 1987 1350 

(萬公秉/年)

柴油產量 620 725 210 151 1706 826 

(萬公秉/年)

燃料油產量 1400 75 170 154 1799 1431 

(萬公秉/年)

資料來源.中國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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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內粗鋼產量並非求過於供

依據台灣區鋼鐵工業同業公會委託中鋼公司所作的「台灣

地區鋼品需求預測( 1996年至 2001 年) JJ 研究報告指出 r ( 

台灣)除了上游的粗鋼(煉鋼部份)需求大於供給外，下游絕

大部份的鋼品(車L鋼)均呈現供過於求的現象，而目前各項投

資計畫，幾乎都以擴展車L鋼或部份煉鋼車L鋼為主，很少單純擴

展煉鋼計畫。若依此發展趨勢，未來國內鋼鐵產品在嚴重供過

於求的情況下，產業生態勢必重新調整，否則勢必形成車L鋼設

備利用率不足，甚至造成經營上的危機」

煒隆集團為達成鋼鐵業上、中、下游整合的長期經營曰標

及提供國內所需的各項鋼品 計畫興建國內第二家精緻

一貫作業鋼廠(簡稱煒隆煉鋼廠)。該集團表示:建廠後，可

將國內粗鋼自給率由目前的50%提高到70% '進而解決我國鋼

鐵自給率不足的問題。

這一個計畫由西元 1995年台灣粗鋼的供需情形(表卜的與

煒隆煉鋼鐵廠產品結構(表 1 - 10) 來看，樺隆集團的計畫表面

看起來似乎合理，但實際上卻不是那麼回事，因為， ì 995年所

進口的220萬噸的扁鋼胚是峰安熱車L廠鋼捲與鋼板的原料，日前

峰安公司已決定到澳洲設廠每年生產240萬噸的局鋼胚'再全數

運回國內使用，因此，煒隆一貫作業鋼廠所生產的 106萬噸扁鋼

胚勢必外銷，否則將打擊到既有生產廠商，如此耗用大量資源

的產業，生產附加價值不高的扁鋼胚供其他國家使用，實屬不

智。至於其所生產外售的90萬噸小鋼肝，卻不能如其所言，將

圍內粗鋼自給率由目前的50%提高為70% 。



表 1 9 1995年台灣粗鋼供需情形

單位:公噸

小鋼胚 扁鋼胚 合計

國內生產 6 , 608 , 607 ‘ 4 , 646 , 942 11 , 225 , 549 

進 口 5 , 062 , 985 2 , 204 , 901 7 , 267 , 886 

自 給 率 56% 的%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1996年 8月)

2 鋼鐵資訊( 1996年 8月)

表 1 10 樺隆一貫作業鋼廠產品結構

產 日仁I11 別 產 豆主 萬 公 噸

熱車L鋼捲 230 

線材 60 

棒鋼 60 

鋼板 80 

型鋼 75 
一一

外售扁鋼胚 106 

外售小鋼胚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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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熱車L鋼捲

表卜 11 為 1995年台灣熱車L鋼捲的國內生產量與進口量，

其中，進口量為 113萬噸，而國內生產量486萬噸中，峰安鋼

鐵佔有 114萬噸，以峰安鋼鐵的設計產能200萬噸來看，若其

能全能生產，則 1995年國內熱車L鋼僅不足27萬噸。此外，中

鋼四階段擴建完成後，熱車L鋼捲將增產240萬噸，而桂裕鋼鐵

亦將在煒隆煉鋼廠完成前，率先生產 192萬噸熱車L鋼捲'字到時

將有400萬噸的過剩產能，若再加上煒隆煉鋼廠230萬噸產能

，則未來將有630萬噸的過剩產能，必然發生嚴重供過於求的

現象。

表卜 12為依據;嘩隆煉鋼廠計畫書的市場需求預估，所計

算出2001年熱車L鋼捲的供需情形，若採用高估計，則產能過

乘U808萬噸;採用低估計，則產能過剩889萬噸，這些過剩的

鋼品要外銷，談何容易?而800萬噸鋼材是整個中鋼四階段擴

建後的產量，不是個小數目。同時，表卜 12的計算尚不包括

聯鼎四湖計畫( 750萬噸)及亞太計畫仆， 200萬噸) ，這兩

個計畫是煒隆煉鋼廠的 2.5倍，若依樺隆煉鋼廠的產品架構

推算，則將再多出 575萬噸，同時，產能過剩也將高達

1 ， 383-1 ， 464萬噸。



表卜11 1995年台灣熱車L鋼捲生產及進口量

生
一
噸

一
萬

-rhu 
-
n
δ
 

內
-
4

進產

113萬噸

口

資料來源:鋼鐵資訊( 1996年 8 月)

表 ]-12 2001年台灣熱車L鋼捲的供需情形

單位:萬噸

煒隆煉鋼廠的需求預估

2001年的產能 高估計 低估計

中鋼 504 

峰安 200 

桂裕 192 318 237 

煒隆 230 

計 1126(1701) 

過剩產能 808 (1383) 889 ( 1464) 

註:本節內表格的括弧中的數量是加計聯鼎四湖及亞太

計畫的產量

2. 線材

表卜 13為依據煒隆煉鋼廠計畫書的市場需求預估，所計

算出2001年台灣線材的供需情形，若採高估計則產能過剩246

萬噸，採用低估計則產能過剩高達到0萬噸;若再加計聯鼎四

湖及亞太計畫的產量，則產能過剩將高達396-46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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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 2001年台灣線材的供需情形

單位:萬噸

煒隆煉鋼廠的需求預估

2001年的產能 高估計 低估計

現 中鋼 84 
有 煒興 20 

華卡 20 205 141 

龍慶 8 
震台 4 

未 峰安 55 

來 龍慶 50 

興 嘉益 60 
建 桂裕 60 
中 鍵華 30 

;嘩隆 60 

小計 451 (601) 

過剩產能 246 ( 396) 310 (460) 

1995年台灣進口的各類線材包括:快削鋼、高碳鋼、中

碳鋼、低碳鋼與合金鋼，共計75萬噸(資料來源:華新卡本

特) ，依表卜 13所示:未來興建中的線材廠產能為315萬噸，

若以 1995年的進口量為準'未來產能將過剩240萬噸，而未來

台灣的線材需求是否能維持 1995年的水準將很難斷言， 1996 

年年初以來，因受產業外移及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使得線材

需求量大幅 F降，以其中佔大宗的低級鋼材為例( 1995{f進



口量 70萬噸) '1996年上半年的進口量即較 1995年同期大幅

減少52% (表 1 - 14 ) 

表 l …14 1993年 -1996年上半年台灣低碳棒線進口統計

年 度 數量( K G ) 價值(美兀) 平 均 價 值

( K G /美元)

1993 148 , 727 49 , 011 , 428 0.33 

1994 246 , 838 84 , 378 , 499 0.34 

1995 332 , 407 112 , 723 , 610 0.34 

1996 158 , 674 55 , 095 , 335 0.35 

資料來源:台灣螺絲螺帽同業公會

3. 棒鋼

表卜的為依據;嘩隆煉鋼廠計畫書的市場需求預估，所計算

出2001 年台灣棒鋼的供需情形，若採高估計，則產能過剩95

禹公噸，採低估計，則產能過剩 125萬公噸;若再加計聯鼎四

湖及亞太計畫的產量，則產能過剩將高達245-275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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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l 一 15 2001年台灣棒鋼的供需情形

單位萬噸

;嘩隆煉鋼廠的需求預估

2001年的產能 高估計 低估計

現有 中鋼 30 

豐興 51 

其他 38 84 54 

未來興建中 煒興 60 

小計 179 ( 329) 

過剩產能 95 (245) 125 (275) 

4. H型鋼

表 1 - 16為依據煒隆煉鋼廠計畫書的市場需求預估，所計

算出2001年台灣 H型鋼的供需情形，若採高估計，則產能過

剩21 1. 7萬公噸，採低估計，則產能過剩290.7萬公噸;若再

加計聯鼎四湖及亞太計畫的產量，則產能過剩將高達399-478

萬公噸。

5. 鋼板

表卜 17為依據煒隆煉鋼廠計畫書的市場需求預估，所計

算出2001年台灣鋼板的供需情形，若採高估計，則產能過剩

77萬公噸，採低估計，則產能過剩 119萬公噸;若再加計聯鼎

四湖及亞太計畫的產量，則產能過剩將高達277-319萬公噸。



表 116 2001年台灣 H 型鋼的供需情形

單位:萬噸

煒隆煉鋼廠的需求預估

2001 年的產能 高估計 低估計

現 東京日 65 
有 泰利 2.4 

末 東和(['臼雄) 45 276 197 

來 社裕 90 

組 J i'i主S !fl哥1 仁卡11 70 

建 協勝發 70 

中 東和(苗栗) 70 
串串串同 75 

口 487.7 (675) 

過乘l 產能 211 .7 (399) 290.7 (478) 

表 117 2001年台灣銅板的供需情形

單位 1 萬噸

煒隆煉鋼廠的需求預估

2001 年的產能 高估計 低估計

現有 中鋼 96 
台煉 30 

未來興建中 嘩興 80 129 87 

小計 206 ( 406) 

過剩產能 77 (277) 119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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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的說明，我們除了針對煒隆集團所說 I 我國鋼鐵

白製率低於54% J 加以質疑外，並預測西元 1996年-2000年台灣

熱車L鋼板捲、線材及型鋼的自給率，以打破嘩隆集團所提出「

提高台灣鋼鐵自製率」的騙局!

1.我國的鋼鐵白給率真的低到54% 嗎?

煒隆煉鋼廠計畫書中提到我國鋼鐵白給率為54% '這個

數據是國際鋼鐵協會( 11 S 1) 1992年的統計資料，而且是所

有鋼材(包括普通鋼、特殊鋼)的平均統計，以煒隆煉鋼廠

所打算投入生產的產品(如熱車L板、棒鋼、線材、型鋼)來

看，不僅目前已有很高的自給率，而且再 A或三年後均將面

臨生產過剩的問題。

表卜 18與表卜 19是台灣鋼鐵工業同業公會最新的統計資

料。表卜 18顯示 1996年上半年我國熱車L鋼板捲的自給率為82

%，圓棒鋼的自給率為95% '盤元的自給率為86% ' H 型鋼

的自給率為60% '冷車L鋼的自給率更高達 135% ;也就是說，

除了 H 型鋼外，線材、鋼板捲、棒鋼等鋼材的自給率均高達

82%-95% '絕非煒隆煉鋼廠計畫書所說的我國鋼鐵的自給率

僅為54% 。

表卜"為 1997年上半年主要特殊鋼的消費量統計，無縫

鋼管的自給率為 0% '其他特殊鋼的自給率為 53.4% '合金

鋼材的自給率為22.5% ' ;嘩隆煉鋼廠計畫書中的 54%鋼鐵自

給率，可能是類似前述三種低自給率的鋼品。這些自給率低

的鋼品通常是高合金鋼或特殊鋼，一般而言，一貫作業鋼鐵

廠是不適合生產高合金鋼或特殊鋼的，煒隆煉鋼廠亦無生產

此類鋼品的計畫，由此可斷言，煒隆煉鋼廠無法解決我國鋼



鐵自給率低的問題。

2.1996年 -2000年台灣熱車L鋼板捲、線材及型鋼的自給

率預測

未來五年，我國最大宗的三項鋼鐵產品:熱車L鋼板捲(

包括鋼板、鋼捲)線材及型鋼的自給率，不但不會如煒隆煉

鋼廠所說的低到54% '而且是遠超過100% '百家爭鳴，生產

嚴重過剩的局面。本預測以表卜的的資料為基準\將表卜 18

的數字乘以 2 '作為 1996年的表面消費量，再以年增長率5%

計算 1997年 -2001年的需求量;至於 1997年-2001年的空產量

，則以當年將投入生產的產量逐年累計加上去，並假設桂裕

可在西元2000年量庫，煒隆煉鋼廠可在2001 年量產。

表卜 20為 1996年 -2001 年我國熱車L鋼板/鋼捲的自給率

預估，西，元 1997年中鋼240萬噸熱事L鋼捲投入生產後，自給率

將由 1996年的82% 激增到 115% '假設桂裕 192萬噸的熱車L鋼

捲投入生亮，則自給率將增加到 125% '換句話說，煒隆煉鋼

廠未投入 !t產前，熱事L鋼板/鋼捲的產能就已經過剩， 2001 

年樺隆煉鋼廠再增加產能320萬噸(鋼捲240萬噸，鋼板80萬

噸) ，那時候台灣每年必須外銷470萬噸熱車L鋼板/鋼捲。

表卜 21 為 1996年 -2001年我國線材的自給率預估，西元

2000年特裕投入生產，則自給率為220% ' 2001年嘩隆煉鋼廠

再加入，則臼給率將提高到243% '屆時台灣每年必須外銷256

萬噸線材，否則設備利用率僅4成 o

表卜 22為 1996年 -2001 年我國型鋼的自給率預估，西元

1998 年東和]高雄廠投入生產後供需即能平衡，假設2000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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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再投入生產，加上東和苗栗廠、高興昌、協勝發等產量，

自給率就高達358% '煒隆煉鋼廠再投入，則自給率將再提高

到411 % '到時後，每年必須外銷304萬噸型鋼才能達到供需

平衡。

綜合表卜 20 、表卜 21 與表卜泣，;嘩隆煉鋼廠完工後，若讓

國內投資的設備全能發揮，則必須外銷 1 ， 030萬公噸的鋼材，這

可能嗎?若不能，勢必面臨低開工率，可能只有4-5成的開工率

，造成投資浪費、削價競爭，後果不堪設想，即使能外銷，生

產鋼鐵對環境的破壞力相當強，台灣這麼小的一塊地方每年出

口一千萬噸以上的鋼鐵，划得來嗎?



表 1-18 1996年 1-6月主要普通鋼重覆鋼材表面消費量

單位:公噸

頃 11 呼聲軍 進 [1 單 的口量 表面消費量 自給學

(%) 

銅川別 1995 1-6 1996. 1-6 1995.1-6 1996.1-6 1995 1-6 1996 1-6 1995.1-6 1996.1 司 6 1996.1-6 

鍋 'I!\ 367 941 2103 日 : 77)2 1661 561 2)754 1 ~ 1 3且 5 22 

制 熱串L 2364522 2532783 992981 1013097 408784 458265 2948719 3087615 82 03 

你 冷'ÏL 1424003 1530752 270101 131043 387304 532657 1306300 112913且 135 57 

路 IJ 、 d 3788525 4063535 1623082 1144140 796588 990922 4255019 4216753 96 37 

會自 1垃丸之L 鋼)'， 91439 107 心 84 105548 7 且 752 33146 41744 163 且41 r44992 74.48 

I11 鍍錫制)'， 10537 S 133 ì7 5 62488 41788 4 甘 537 34878 118326 140685 95 09 

鋼 鍍金色鍋)'， S 119 5166 : 229 5 7804 119 281 17295 12689 40. 17 

板 鍍鈴綱}\ 433011 。 51870 312508 146424 45747 137007 699772 661287 98.58 

畫畫鉛鋼片 52049 51219 9350 3336 449 762 60950 53793 95.21 

表由j處理鋼tlx 129756 153622 31675 29578 9865 11086 151566 172114 89.26 

找他關 liff鋼板 C 。 31620 11863 193 日。 39547 12320 27684 

小，;1 816749 1103636 565484 319545 158163 2653 日早 1224070 1157876 95 32 

間l 條 460502 416604 2856 屆 24698 2832 2747 468238 4385 月 5 94.99 I 

條 鋼筋 3537270 3272204 208 578 24926 27607 3512552 3245175 100.83 i 

輸 JC 5&4 839 611018 366231 194550 84321 98.988 866749 706580 86.48 I 

鋼 Jt他條鋼 15176 15147 3994 3675 3719 4841 15451 13981 108.34 

小，;1 4597 787 4314973 399001 223501 115798 134183 4880990 4404291 97 97 

I 時'1 鋼 164 。 7n7 5429 168 9 7983 5420 o 00 

)~IJ. HJ \，1.í淵 274 l6 2 2 汽 5137 199 且 92 172424 2069 6731 672185 420825 6日 63

Ll J\1J鍋s 31987 48402 25498 30449 2428 1635 55057 77216 62 68 

!il $制 234ö76 20363 I 12102 15338 49801 67529 196917 151440 134 46 

制 JUili 械制 J8ó79 42887 23 日 5 250 406 140 40578 42997 99 ,4 

IJ、，;1 579g6 再 f 汽 0052 447784 223890 54872 76044 972780 697898 78 日 2

鍋 1J 縫 456645 467001 17036 11305 73493 76338 400188 401968 116.18 

i'Ï'II'可縫 。 。 51347 61966 3145 33 日8 48202 58658 0.00 

IJ 、“| 456645 4670日 i 68383 73271 76638 79646 448390 460626 I G 1. 38 

o ~~! !02J 叫 ()41 1 U5U Ll I 44 2770773 2ü C2099 1203720 15'6661 1180699. 10955582 '1 5. 84 

39 



表 l 一 19 1996年 1-6月主要特殊鋼童覆鋼材表面消費量

單位:公噸

項 日 生產量 進口量 出口量 表面消費量 l司給率

(%) 

1995.1.6 19%. [.6 1995.1.6 [996. [.6 1995.1.6 1 <)46. 1 ~ 6 llj(J5.1.6 [996.1.6 1996.1.6 

鋼 熱車L 73160 237138 120867 99395 7062 23375 186965 313158 75 72 

板 冷車L 172529 252501 70511 40713 30787 84309 212253 208905 120 87 

捲 小計 245689 489639 191378 140108 37849 107684 399218 522063 93.79 

鋼 有縫 47668 52285 635 747 1016 'i 13677 38134 39355 132.85 

管 無縫 。 。 2932 3031 101 385 2831 2646 o 00 

小計 47668 52285 3567 3778 10270 14062 40% 事 42001 124 49 

棒鋼 5147 4568 5992 3965 3762 .ì7 44 7440 4789 95 39 

型鋼 2067 2904 1204 1133 580 962 26 甘 l 3075 94 44 

盤元 25783 54780 2 育 909 13099 3646 19604 48046 48275 113 47 

三口』 圭口↓! 326381 604176 228050 162083 56071 146056 498360 620203 y7 42 

其他特殊 15710 1 1668 13276 16484 6594 6288 22392 21864 53 37 

鋼

合金鋼材 8366 20939 129110 101380 23593 29153 113883 93166 22.47 

合計 3504571 6367831 3704361 279947 862581 1814971 6346351 7J苦 2331 86 61 

表 1-20 1996-2001年我國熱車L鋼板捲的自給率預估

單位:萬噸

表面消費量 生 產 量 自給率( % ) 

1996 617 506 82 

1997 648 746 115 

2000 750 938 125 

2001 788 1258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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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 1996-2001年我國線材的自給率預估

單位﹒萬噸

表面消費量 生 產 量 自給率( % ) 

1996 141 121 86 

1997 148 181 122 

1998 155 316 204 

2000 177 376 220 

2001 180 436 243 

表 1-22 1996-2001年我國型鋼的自給率預估

單位:萬噸

表面消費量 生 產 重E 自給率( % ) 
1996 84.1 51 60 

1998 92.6 96 104 

2000 102. 1 366 358 

2001 107.2 441 4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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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勿讓台灣再扮世界邊陸角色

台灣的石化產業在以國家的力量介入上游，補貼中游業者

的發展策略下，已成為涵蓋資本、技合~J 、勞力密集的產業，上

、中、下游產業關聯性強，是一個垂直整合體系 (vert ically 

integrated system) 完整的產業。目前的石化原料工業，是由

中上游的家廠商所組成，主要設於高雄縣仁武、大社、林園及

苗栗縣頭份等四個石化專業區，從業人員約3.2萬人， 1995年年

產值約新台幣4 ， 830億元，產品87% 內銷， 13%外銷。

一般而言，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的石化工業，是以乙鳩產

能作為指標， 1995年我國乙:埔年產能為 102萬公噸，需求量約207

萬公噸，自給率約49% 。若台塑六輕計畫能在 1998年完成，並

於2000年完成擴大計畫，則乙:埔年產能將增加 135萬公噸以上，

也就是說到了西元2000年，乙懦的自給率將達到83% 。

再就亞太地區石化市場而言，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與

泰國等東南亞國家，正積極、且大規模的擴建乙:崎石化廠，大

幅提高該國的石化原料自給率，日本大商社也紛紛投入印尼石

化工業的投資。預估四年後，東南亞各國的乙:埔年產能將高達

近九百萬公噸，約為台灣六輕、七輕完工後的三倍，亞太石化

原料市場將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甚至銷售到台灣市場。台塑

集團董事長王永慶更指出，六輕、七輕完工後，無法只靠加工

出口，而必須直接銷售原料，且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油

品走向市場經濟，台灣唯有降低成本才能競爭。

台灣石化廠以生產單一產品為主，關鍵性的中間體商業化

製程技術交難以取得，在後進國家挾廉價勞力擴充產能，以及



石化原料低關稅的衝擊下，將難以面對未來亞太地區石化原料

市場的激烈競爭。因此，台灣是否還要依舊以犧牲環境作為代

價，延續自身在世界石化產業分工結構中的邊陸角色。

另一方面，由於石化廠的污染問題與當地社區經常發生環

保糾紛，引起抗爭，且台灣現有石化工業區設廠已飽和，用地

取得困難，加 t國內地價高漲，投資設廠成本高，導致石化下

游加工業大量外移到中國投資。未來六輕、七輕投產後，為了

消化石化原料多餘的產能，以及為了提供原料給在中國建立起

產業規模的下游石化廠商，除了部份內銷台灣市場外，可能會

透過專用港轉銷中國，亦即由台灣負責中上游的生產，中國則

成為中下游的生產基地。

因此，站在區域發展的觀點，我們必須考慮:台南縣是否

有必要在這種錯誤的發展模式下，引進高污染的上游石化業，

作為基礎資源型工業的生產基地。

註{勿讓台灣再扮世界邊陸角色〉論述整理自台灣大學建築

及城鄉發展基金會〈台南縣沿海地區發展觀光休閒漁業規

劃計畫 --21世紀宣言:一個資源永續發展的新方向:臺灣

台南沿海生態旅遊發展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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