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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工業東部之痞

一、均衡發展政策緣起

台灣在經濟起飛階段 ， 基於運載、市場及聚集經濟等因素之考量 ， 區

域問之成長傾向 1Y~'不均衡發展 。 朝向南北兩大區域兩極化發展 ， 過度集中

的結果 ， 產生了都會問題、璟境惡化及公共設施不足等聚集不經濟現象 ，

東部區域則發展遲緩、人口外流 ， 整體生活水準明顯地低於其它區域 ， 造

成國內空間經濟結構之失衡 。

空間均衡與空間效率兩者問具有高度替易性 ， 但期發展而言 ， 空間均

衡與空間效率間是衝突的 ， 但就長期發展而言 ， 均衡和效率間卻是相輔相

成的 ， 因均衡可減少過度聚集之不經濟 。 而就國家整體發展而言 ， 均衡發

展其重要性應高1f~效率性 ， 產業東移政策實兼具經濟及社會之意義且有其

必要性 。

政府施政一向極為重視區域均衡發展 ， 在各項國家建設計畫中 ， 都將

均衡區域發展列為政策目標 。 針對東部區域的發展 ， 李總統1ï'~七十九年四

月 巡視東部地區後 ， 提出「產業東移 j 之政策指示 ， 希望透過產業東移 ，

繁榮東部地區經濟 ， 縮但區域發展差距 。

隨後花蓮與台東縣政府分別於七十九年六月及八十二年一月成立「推

動產業東移促進委員會 J ' 承辦產業東移地方配合事項 ， 並就地方需求擬

定計畫方案及建議意見供上級採納 ; 台灣省政府於八十一年四月成立「台

灣甚至產業東移促進委員會 J ' 負責協調省政府所屬機關推動產業東移相關

工作 ; 行政院經建會於八十二年八月成立「促進產業東移專案小組 J ' 負

責策略之研棋及有關計畫之協調、輔導及審議 ; 八十三年十一月成立東部

聯絡中心，負責資料蒐集與政策宣導，諮詢服務及地方連繫事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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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繁榮東部 點發展

行政院院會於八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通過「現階段促進產業東移行動

計畫」。計畫目標、策略及優先發展產業，茲分述如下:

一、目標

希望透過生產璟境的建設、生活璟境的改善及生態璟境的維護，以妥

善利用當地資源，兼顧自然璟境保育，創造就業機會，並提升東部區域的

生活品質，推動東部區域發展 。

二、具體的發展策略

(1)加強東部地區投資建設，包括建設及改善交通、水利防洪及其它產

業發展所需之必要公共設施與設備，以改善其發展條件 。

(2)利用東部地區觀光資源，積極發展觀光遊憩事業。

(3)採重點發展策略，引進適合地方發展產業，如高附加價值、低污染

產業，以促進地方發展 。

(4)利用當地資源，配合「和平水泥專業區 J '設置發展水泥工業，並

重點發展石材及寶石加工業，惟須加強璟境保護工作 。

(5)加強自然、人文資源育存，維護資源之永續利用。

(6)推動地方生活圈建設，改善文化、教育及生活璟境，提升國民生活

品質。

三、依據目標與策略，東部區域優先發展的產黨如下:

478 

(1)觀光遊憩 。

(2)水泥、石材及寶石加工等工業;惟須加強璟境保護工作。

(3)高附加價值、低污染產業，如生物技術產業。



污染工業東部之瘟

三、工業開發衝擊環境

產業東移政策依據其目標、策略訂定之行動計畫，在過去多年來推動

的結果，有些則成妓良好，有些則因行動計畫選擇不妥或執行上的偏差，

導致有所衝突、影響。以下針對行動計畫做一檢討:

一、加強交通建設方面:

(1)執行東部鐵路改善計畫。

(2)執行台十一線東部潰海公路改善計畫 。

(3)進行國道東部公路可行性研究。

(4)進行國道南橫公路路線研選 。

(5)進行中部橫貫快速公路工程規劃及路廊研選 。

(6)進行玉里至長演段公路璟境影響評估 。

(7)研究鐵路局機車廠東移之可行性 。

(8)進行台二十四線公路工程規劃興建 。

(9)進行高雄至中正機場到花蓮接駁作業之先期規劃工作 。

上列各項行動計畫如可順利執行完成，屆時可提高東部區域、東部海

岸風景區交通可及性，縮捏區域內交通時間，提升道路服務等級，縮起各

區域與東部之行車時間、疏解交通，帶動產業及觀光遊憩之發展，促進東

部地區均衡發展，帶動沿線地區產業之開發，促進沿海、縱谷鄉鎮之發

展，繁榮當地創造就業機會，並具國防運輸功能 。

但是南橫高速公路及中橫快速道路之興闢，將對沿線丘陸及山林地區

帶來開發壓力 。 東部高速公路跨越太魯閻國家公園範圍內，並可能通過多

處沿海自然保護區範圍 ( 烏石鼻自然保護區、觀音海岸自然保護區及清水

斷崖自然保護區 ) ;南橫高速公路可能跨越大武山自然保護區，而中橫快

速道路亦須經過崇山峻嶺，對自然生態及水土保持之影響均大 。 由於本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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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地域地理璟境特殊，各項重大交通建設均可能對自然璟境及水土保持構

成嚴重的衝擊 。

東部高速公路、中部快速道路、南橫高速公路、南迴鐵路及北迴鐵路

改善等聯外交通建設、提高聯外交通可及性後，若產業無法有效配合發

展，將可能因聯外交通改善，導致區域人口外流之情形加遷，造成區域間

發展更加不均衡 。

二、開發工業區方面:

(1)興建馬鞍溪萬榮堤防以備開發，預計占地 1480 公頃之花蓮縣鳳林

綜合工業區 O

(2)進行「地上綠藻及農產品加工專業區 j 預定於“ 公頃立璟境影響

評估，以備開發該專業區 。

(3 )執行花蓮和平水泥工業區設置計畫 。

(4 )積極辦理光華工業 ( 石材專業區 ) 第二期 71 公頃售于場商建廠事

宜 。

(5 )開發利嘉工業區 。

開發工業區，儲備工業用地，以供產業東移廠商進駐之需 。 提供就業

機會，提高二、 三級產業人口比重，減緩人口外流情形 。 和平水泥工業

區，可提供西部地區水泥原料，對和平地區都市擴展、就業及工商發展潛

力之提升將有明顯之碑益 。

但是鳳林綜合工業區與池上綠藻及農產品加工專業區，在現今國內投

資意願低迷下，能否吸引足夠廠商進駐，尚待考驗 O

和平水泥工業區，對於自然生態及景觀資源可能產生負面的威脅，同

時工業的污染、運輸均可能對附近地區產生嚴重的璟境壓力 。

臺灣西部已開發許多工業區，卻因市場機能或法令的因素，以致使用

程度低 O 現在東部擬開發如此多工業區，又投資璟境劣於西部，若無法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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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瓶頸，易流11，'與西部同樣困境 O

投資廠商 ( 例如:台泥花蓮美崙廠 ) 假借產業東移、倡導生產技術革

新立名，擴大產量，增加污染，亦造成嚴重的璟境壓力 。

三、加強觀光遊憩資源開發方面:

(1 )執行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建設計畫 O

(2)執行太魯閣國家公園建設計畫 。

(3)執行王山國家公園建設計畫 O

(4 )執行他南、富源、向陽山、知本及卓1美森林遊樂區發展計畫 。

(5)執行「知本綜合遊樂區」開發言十畫 。

(6)執行花蓮海洋公園開設計畫 。

(7)執行旅館區開發計畫。

(8)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 J '經目的專業主管機關

選定模開發之服館區或觀光遊憩區，畫IJ定開發範圍，擬妥主計畫

者，得由國有財產局公告招標，民間申請投資 。 民間選定範圍，擬

訂開發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者，得比照前項辦理 。

(9)進行「在東部海岸風景特定區內選擇一處約二百公頃範圈 ，依據

『獎勵民間參與交通建設條例J '將其規畫為渡假區 ， 獎勵民間興建

放館及休閒設施」之可行性研究 O

(10)設置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籌備處 ，辦理相關規晝工作 O

妥善利用東部豐富觀光遊憩資源，整體積極開發建設及有效地經營管

理，增加就業機會，提高服務業人口比例，帶動產業及觀光發展 ，增加地

方稅收，塑造地方特色，提供全國民眾休閒旅遊之地點 O

各開發計畫硬體建設可能會對自然生態璟境造成破壞，大量的方主運人

吹，將增加當地的交通負荷與璟境髒亂 。

四、加強教育、文化建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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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籌建國立台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及卑南文化公園。

(2)積極推動東華大學五年系所發展計畫。

(3)推動知本大學城特定區計畫 。

史前文化得以保存、維護，並避免自然、人為立破壞 。

東華大學特定區之設立，除可發揮文教及居住功能外，尚可依附大學

之設立發展多項產業及活動，有助於鄰近地區之發展 。

大量活動之引進，交通擁擠、垃圾及污水等璟境污染、公共設施之配

合及地價之提升等問題均可能發生，而造成發展上之凌亂 。

本區域擁有保存完整之原住民文化及純樸殷實之民風，在各項重大建

設計畫及產業東移政策之主導下，引進大量人口及產業，對本區域之人文

產生負面衝突 。

五、加強治山防洪方面:

(1 )執行東部地區及蘭陽地區治山防洪計畫。

(2)執行河堤後續六年計畫 。

(3)執行海堤後續六年計畫 。

(4)執行區域排水工程後續六年計畫。

治山造林、農地水土保持、築防沙土霸、蝕溝控制、野溪治理、崩塌

地處理防洪工程，整治河川、海岸侵蝕防治、改善區域排水工程等，將有

效保護土地資源，促進土地利用;改善生活璟境，促進區域發展;涵養水

源，保護水質，促進水資源之永續利用;增加綠資源，維護景觀;保障人

民生命財產，確保投資璟境安全 。

各項建設計畫可能會對自然生態璟境造成破壞 。

六、加強東部電源開發方面:

(1 )民間籌備設立電廠 。

(2)研擬和平溪碧海水力計畫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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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產業及民生用電來源，妥善利用水資源 。

電廠設置可能會引起璟境受到干擾。

七、執行石材工業技術開發與輔導計畫

開發 4 項石材工業技術、進行 7 項石材工業技術改進與推廣 。

八、其它
(1)推動辦理木瓜溪清流發電廠引水計畫以徹底解決大花蓮地區用水問

題，並配合產業東移政策 。

(2)研擬馬鞍溪引水工程計畫，以應鳳林綜合工業區之需 。

九、配合措施:

(1)提供優惠融資 。

(2)協助業者取得土地 。

(3)促進休閒農業發展 。

(4)加強人才培訓 。

四、經濟掛帥仍陷迷恩

產業東移敢策推動至今，在石材工業、和平水泥工業區、觀光遊憩產

業、生物技術產業專業區、及財稅收支上皆有相當大的進展 。 在自然資

源、交通建設、觀光發展及文化發展上與產業東移政策之關係，已有參與

本研討會之專家學者提出精闢的論點，本人茲就整個政策之原則，提出以

下之省思興建議:

一、政策方向:

產業東移政策在方向上，似乎太偏重二級產業的建設發展，對於產業

東移後會對東郡的人文、自然、璟境造成如何的衝擊，並無相關的評估;東

部地區擬規劃許多工業區，但現今台灣西部已開發完成許多的工業區，卻

因市場撥能或法令的因素，以致使用程度低，東部地區面對西部地區經濟

483 



河川清流研討會

強大的優勢下，如何從頭做起，不重蹈覆轍，亦相當值得探討 。 東部地區

有其特有的自然、文化背景，亦是台灣地區受污染程度較低的地方，現在

要產業東移，我們須付出多大的社會成本，才能獲得名目上的經濟發展?

台灣西部已經是一個高度工業化地區，但是自然璟境的破壞、污染情形四

處可見，居住璟境品質差、社會結構改變等，皆是急速工業化所造成的嚴

重後果。產業東移亦要在但捏幾年間，透過生產現境的建設，來改善生活

璟境，兼顧自然生態璟境的保育與維護，是否真能達成?又均衡區域發展

以經濟發展為指標是否正確，亦值得考慮 。

產業東移政策，應是以自然生態保育與維護為首要目標，適度的建設

生產璟境，以不破壞生活璟境為原則，並以循序漸進方式加以建設，不可

以經濟發展來作為區域均衡發展指標，應考慮地方的特性加以發展 。

二、政策內涵:

產業東移的政策行動方案在制定上太過於倉促，在程短的時間內決定

了多項的發展與建設方案，缺乏評估、考核的內容 。 又一個區域發展策略

應有時間序列的觀念，要以長、中、捏期發展來做一妥善的規畫IJ '現在的

行動方案中以一次全面性的發展，缺乏彈性、無法適時修正 O

三、現實配合:

台灣法令多如牛毛，政府在政策推動上，經常縛手縛腳，無法突破現

況，專賣機構成立是必需的，在中央應有較高的層級，而且與地方專責機

構應簡化其中的行政手續，以達貫徹之效 O 區域性的發展應是經常性、持

續性、長久性的，在地方尚無法自行編列足夠經費時，中央應要拋棄投資

效益的評估，專案專款給予補助，得使建設持續 。 而對於該地區的居民主

向應要納入政策的考量中，畢竟他們才是居住生活在當地的，地方自主權

亦是非常重要 。 現在產業東移政策在推動上，雖然在行政院經建會成立專

案小組，然、政策涵蓋了各部會單位，無法統一，行動方案大多侷限現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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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基礎上，困難重重;建設的經費龐大，而且無法預期經濟上的效益，建

設經費可否持續的編列，亦是一大問題;對於地方上的發展意願，發展方

向，似乎不夠重視 。

在中央應成立跨都會專責機構，統一事權，並對下級推動機關直接傳

達執行命令，簡化行政手續，貫徹政策之執行;對於政策有阻礙之法令應

予以排除，必要時制定特別法專案處理;建設經費來源應要有長期的規

劃，編列經常性專款可以持續支持政策推行;對於當地居民與企業集團應

加強宣導，進行溝通，減低政策推動上之阻力 。

四、原先未可知之因素:

外在璟境一直改變，對於政策上亦有相當程度的問題 。 例如:和平水

泥專業區原台泥企業預計投資 870 億元，進行相關開發建設，但因台泥花

蓮美崙地區廠房的「汰舊換新 J 風波，使台泥有意暫停和平水泥專業區的

投資，使政策推動上蒙上陰影。對於如何誘導與規範投資廠商，亦是重要

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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