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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石材業一直是花蓮重要的經濟命脈，石材業的發展也隨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遷興衰

起落，從1950年代到現今，石材工業歷經1960年代台灣退出聯合國，國際大環境不利台灣

發展，1970年代美崙工業區的設立帶動花蓮石材業的蓬勃發展，接著光華工業區的設立更

引領石材業發展踏上另一個高峰。然而面對中國、東南亞的長期的低價競爭，民國99年與

中國簽訂的「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都讓花蓮石材工業面臨嚴峻的挑戰。此外，

我的家族也在花蓮經營石材工業，由父親王徙在民國62年一手創立的「嘉太企業」，至今

仍在石材加工技術的研發、產品的創新上奮鬥不懈，而嘉太企業的發展歷程，更是花蓮石

材產業發展的縮影。 

 

因此，我將透過文獻資料的回顧，了解花蓮石材產業的興衰，並訪問花蓮在地的石材

加工企業主和石材中心人員，企圖了解花蓮石材產業的發展歷程和未來的展望，也希望能

藉此紀錄父親創業的心路歷程。 

 

貳●正文 

 

一、花蓮石材產業的發展歷程 

 

「石材加工業」係指自然岩石經由切割、雕刻或研磨等加工過程，使原石成為石材成品

或半成品之工業。石材材料種類包括花崗石、大理石及蛇紋石等天然原石，而以花崗石之

需求量最大，主要產品包括建築材料、飾品及雕刻品等，年產值近400億元。我國石材產業

占全球石材供應鏈及經濟發展極重要之地位，目前已成為世界石材貿易市場之重要國家。 

 

在花蓮，只要是五十歲以上的在地人，一定對民國50、60年代花蓮幾乎全民投入生產大

理石工藝品的景況，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個時代，除了大理石加工廠，花蓮充斥不少個

體戶，他們憑著一、兩台小型加工機具，院子充當工廠，就這樣加入生產行列，也造就了

花蓮的石材加工業的基礎。台灣石材加工業的崛起，雖說是就地取材，以花蓮生產的蛇紋

石、大理石為材料，發展出來的產業，但產業的蓬勃發展仍得歸功於1950、1960年代日本

經濟起飛，日本觀光客來台人數與日俱增，加上台灣大理石產品曾於1970年代在大阪萬國

博覽會上大放異采，成為爾後日本觀光客來台必買的名產。 

 

以下將花蓮石材業的發展依年代區分為五階段，敘述各階段重要的產品和工業區的設立

造成的影響，也將探討勞工不足、引進外勞和環境污染造成的產業生態的變遷。 

 

（一） 工藝品外銷階段：民國 50 年代 

 

民國 49 年東西橫貫公路的通車，縮短台灣東西部交通距離，使得花蓮不再是遙遠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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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隔年，退輔會為輔導榮民就業成立榮民石礦場，不僅是花蓮石材業的開端，更是開啟

台灣石材相關產業的序幕，榮民石礦場主要處理的業務為採集大理石碎石供應台灣肥料公

司製作肥料。花蓮在 50 年代起初只是幾家小型加工廠少量製作，51 年 4月，當時榮民工

程處（今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於花蓮市海濱街設立大理石工藝品工廠，民國 52 年 4

月正式更名大理石廠，工廠位置偏僻、房屋破舊，此時工藝品的製作方式先以手工將大理

石轉石打製成粗胚，做為工藝品製作之原料，再以僅有五、六部軍方淘汰的車床，車製大

理石工藝品初期的製品，如花瓶、煙灰缸、文鎮等。民國 53年 4月，榮民大理石廠以穩定

石材來源為由，開採和平地區大濁水礦場的白色大理石，接著將場址遷至美崙地區，並設

立門市部，展示石材工藝品，榮民大理石廠的設立與經營，開啟台灣前所未有的大理石工

藝品工業。民國 59 年，榮民工程處大理石廠以該廠生產之大理石產品參加 1970 年日本大

阪萬國博覽會，受到熱烈的讚賞，掀起國外人士對台灣大理石產品的熱潮，台灣大理石首

度在國際市場獲得肯定，開啟台灣外銷之門，外銷產品如桌面、椅面、檯燈、鋼筆台、椅

墊、花瓶、煙灰缸等，為台灣賺取不少外匯，其中又以日本市場為最大宗，約佔出口量的

八成。隨著市場逐漸開拓，產品設計不斷推陳出新，民間紛紛仿效設立加工廠，部分經訓

練之榮民員工亦自行創業而有所成就，不少人家爭相購入小型加工機具，利用院子就這樣

加入大理石加工的行列，花蓮石業的蓬勃發展，加上消費者的喜愛，就此打響花蓮石頭的

故鄉名號，成為台灣有名的大理石加工生產區。 

 

其中值得一提的，這些製作時製工藝品的專業機具多半為花蓮本地的五合興機械廠，

五合興機械廠主要生產大理石切割機械，與花蓮石材產業緊密結合，因此五合興與花蓮石

材產業的發展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此時期石材產業是以實用性之工藝品為主，同時期雖

有建材產品像是樓地板或是地磚，但規模不大，且建材產品全部內銷。 

 

（二） 開拓建材市場階段：民國 60 年代 

 

民國 50 年代花蓮石材業蓬勃發展的榮景一閃即逝，民國 60 年代台灣陸續受到 1970 年

的中日斷交、1978 年的中美斷交以及兩次石油危機等事件影響，經濟大幅衰退，石製工藝

品訂單銳減。 

 

此時，台灣大理石有了新出路，在建材市場中成為新寵，民國 60 年之後，中東地區開

始採買台灣的建材產品，大量國產的石製建材外銷國外，建材用石材產品的大量需求，因

此大量民間企業投資資金設立石材加工廠，使全國石材廠從 300間暴增為 500間，帶動建

築產業蓬勃發展，接著引進許多新型機具，民國 67 年自義大利引進第一部鑽石拉鋸機械，

取代當時台灣普遍使用的沙拉鋸機械，使得加工的品質、準確度、速率大幅提升，大大的

增加台灣石材業的競爭力。 

 

花蓮縣政府於民國 63年與經濟部和榮工處研議建造美崙工業區，於 7月 1號由花蓮縣

政府協助取得土地及中華工程顧問社設計下，開工興建美崙工業區，花費新台幣三億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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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萬元，經過二年六個月，於民國 65 年 12月竣工，並於民國 66 年 6月 1號正式啟用，為

一綜合性工業區。工業區內為石材加工廠佔大多數，其他廠商包括石材加工機械設備製造

修配業以及非金屬礦物製造業、金屬製品製造業，進行花蓮石材工業的垂直整合，奠定花

蓮成為全國石材加工重鎮根基，石材產業從此成為花蓮地方特色產業，但民國 68 年前後，

因兩伊戰爭而爆發第二次石油危機，造成台灣出口額大量減少，使得我國石材產業陷入惡

性競爭的循環，多數石材廠紛紛倒閉重創花蓮石材業的經濟命脈，讓花蓮的經濟陷入一片

慘澹之中。 

 

（三） 進口石材加工階段：民國 70 年代 

 

民國 70 年代是花蓮石材業站在選擇的十字路口，民國 70 年代初期日本大理石市場大

幅縮水，但台灣出口至歐洲的數量，由於歐美普遍流行使用家用大理石產品因而增加，家

用大理石產品像是桿麵棍、轉盤等等，促使花蓮的大理石業者配合新的需求引進更多元的

機械，以加工別於以往的大理石用具與工藝品，讓花蓮石材業重現春光。然而到了民國 70

年代末，由於國內工資上漲，加上歐洲居家用品市場萎縮，讓花蓮的石材業又再度陷入困

境，也在此時政府為降低成本，政府開放自東南亞引進外籍勞工。 

 

在民國 76 年，建築業復甦，加上世界天然石材建材用量大增，使得建築石材相關產品

需求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在民國 76 年開放原石進口完全免稅，接著民國 79 年開放大

陸花崗石原石進口，我國花崗石原石進口量從開放前每年不到五萬公噸，逐年增加，民國

83年超過 110萬公噸，直逼 150萬公噸，之後受到經濟的波動兩度稍微減少花崗石進口量，

民國 87 年後進口量又持續上升，民國 90 年更突破 200萬公噸。(圖一) 反觀國內花崗石產

量，原本每年二十餘萬的自產量，由於工資上漲加上環保意識抬頭使得礦場租地取得困難，

讓國內產量掉到不到五萬公噸的產量(圖二)，這種轉變，澈底改變當時國內建築石材業選

擇石材來源的習慣，進而影響石材產業的生產製程。

 

 

圖一：我國歷年花崗石進口量 

（圖一資料來源：郭志成、林志善（2011）走過半世紀－台灣石材產業的風華歲月。中華

民國鑛業協進會創會百年慶紀念特刊（138）。台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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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材出口全盛階段：民國 80 年代 

 

民國 80 年代，經過前些階段的奠基，讓石材產業在此階段穩定的發展，由花蓮縣政府

規劃，委託台開公司進行開發，民國 81 年在吉安鄉設立光華工業區。其設立目的在於發展

東部交通，促進產業東移，增進地方就業機會，以發展大理石加工地方資源型產業為其特

色，並被經濟部核定為石材發展專區，之後因開發範圍不夠大，造成廠商搶購進駐，因此

台開公司和花蓮縣政府研議進行第二期工程，完工後至此花蓮石材產業重心從美崙工業區

擴展至光華工業區。 

 

民國 80 年代初期財團法人石材發展工業中心成立。以研究石材應用為重點，輔導石材

產業的發展，提升生產各項技術，成為石材專業研究機構，近一步促進石材產業的升級，

再造產業榮景。 

 

民國 80 年代中期，建材業蓬勃發展，在一片欣欣向榮的榮景下，為花蓮石材業的企業

主們賺進大筆的金錢。在此時台灣的加工出口量佔世界第四位，石材加工設備量世界第二，

平均每人石材消費量排名世界第五，在世界石材市場佔有一席之地，造就這段石材產業的

「黃金年代」，被譽為石材工業的經濟奇蹟。 

 

雖然石材業創造花蓮經濟的榮景，但也為花蓮帶來許多污染，如石材廢料、廢機具等

加工廢棄物，甚至是許多污水、污泥破壞著花蓮的環境，尤其在民國 83年到民國 87 年間，

營建業的巔峰時期對花蓮的自然環境更是雪上加霜。花蓮石材業每年產生石材廢料 13 萬公

噸、石材乾污泥 75萬公噸，清運污泥時，由於工廠以沉澱池方式處理污泥，使得污泥含水

 

圖二：我國歷年大理石、蛇紋岩自產量與進口量 

（圖二資料來源：郭志成、林志善（2011）走過半世紀－台灣石材產業的風華歲月。中華

民國鑛業協進會創會百年慶紀念特刊（138）。台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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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過高清運時經常污染路面，且因數量過於龐大找不到適當的垃圾掩埋場處理，導致石材

污泥隨意棄置，造成花蓮環境髒亂和生態破壞。廢棄物的處理成為此時期石材產業發展的

重要課題。 

 

民國 80 年代末期，石材業者逐漸凝聚共識，在石材中心的輔導下，許多更為環保的機

制應運而生如沉澱池曝曬、水質分析及材料實驗室的設立。在民國 89 年花蓮石材業者共同

成立「石材廢棄物資源共同處理體系」，讓昔日如燙手山芋般的石材污泥成為水泥原料，為

這個令人頭痛的問題找到解套的辦法。 

 

（五） 升級轉型階段：民國 90 年代 

 

民國 90 年代，台灣經歷數次經濟波動使建築市場萎縮，造成建築石材供過於求，年產

值大幅滑落，再加上國際市場的競爭，中國大陸藉著充沛又廉價的勞力、豐富的石礦資源、

大量的資金投入讓中國石材業飛快的成長，在 2000 年超越當時石材製品石輸出量第一名的

義大利(圖三、圖四)，成為世界第一大石材加工國。自此世界石材業發展重心自義大利轉

移至中國大陸。 

 

花蓮石材業在近年來融入多元的元素，縣政府積極推動石雕藝術為低迷的石材業注入

一股活水，另一方面業者將高科技技術加入石材製程中如奈米科技等，讓花蓮石材業進入

下一個黎明。 

 

 

 

圖三：全球前五大石材製品輸出國歷年石材製品輸出量 

（圖三資料來源：郭志成、林志善（2011）走過半世紀－台灣石材產業的風華歲月。中華

民國鑛業協進會創會百年慶紀念特刊（141）。台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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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全球前五大原石輸入國歷年原石輸入量 

（圖四資料來源：郭志成、林志善（2011）走過半世紀－台灣石材產業的風華歲月。中華

民國鑛業協進會創會百年慶紀念特刊（142）。台北市：中華民國鑛業協進會。） 

 

花蓮石材業面對環保因素、中國及東南亞的低價競爭，不只是花蓮乃是全台的石材產

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跳戰。不僅如此勞工不足也是影響產業發展的重要原因，辛苦的大理

石產業，面臨找不到勞工的窘境，就算應徵到員工，幾天後就離職走人，極高的流動率造

成產業發展的阻礙，此時外藉勞工變成為企業主的最佳選擇，但勞委會規定僱用外勞人數

不得超過僱用勞工數的 20%，讓勞力不足的現象並沒有獲得解決，林慶明表示：「「「「希望勞希望勞希望勞希望勞

委會依個別產業實際現況調整外勞僱用比例委會依個別產業實際現況調整外勞僱用比例委會依個別產業實際現況調整外勞僱用比例委會依個別產業實際現況調整外勞僱用比例，，，，硬性規定一體適用硬性規定一體適用硬性規定一體適用硬性規定一體適用，，，，將導致石材產業無法生將導致石材產業無法生將導致石材產業無法生將導致石材產業無法生

存存存存，，，，失業失業失業失業會會會會更嚴重更嚴重更嚴重更嚴重。。。。」（」（」（」（註一註一註一註一）））） 

 

「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正式簽訂，中國的巨大威脅，以及印度、巴西、土

耳其的崛起，花蓮石材業已未來趨勢的國際化、高值化，結合綠色科技、景觀設計讓石材

走入生活，加上政府推動台灣製產品徽章（MIT 標章）鞏固台灣的內需市場，在財團法人

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於民國 95 年由石材中心更名）的輔導下，網際網路的使用、

創新的設計、製程的改善皆有大幅的斬獲。 

 

在未來花蓮石材業將融合更多科技、環保、設計藝術領域的想法，統合上下游產業，

再創未來石材產業的榮景。 

 

二、「嘉太企業」的個案研究 

 

（一）創業起源 

 

創辦人王徙於民國 60 年 4月 10日從嘉義縣太保市來到花蓮，先後於北濱及慶豐的東

光大理石公司學習大理石加工技術，兩年後，民國 62 年 10月 9日，於花蓮縣吉安鄉創立

嘉太企業有限公司，秉持著不斷開發研究，自我提升，與國際接軌的精神繼續努力。嘉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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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過去的四十幾年間，在技術和觀念上力求與時俱進，在實務上則是不斷學習創新，

使產品符合顧客的需求。 

 

（二）發展歷程 

 

1. 工藝品時期：民國 60 年代 

 

嘉太企業剛創立時的民國 60 年代，是花蓮石材業的

第二階段，此時正值台灣經濟的出口擴張時期，使得台

灣成為美、日兩國的加工基地。嘉太以工藝品起家，民

國 60 年代前期製作筆筒、文鎮、煙灰缸、石筆、花瓶、

雕刻品等產品（照片一），花瓶是當時主要出口商品，

以輸出到日本為最大宗，日本遊客到花蓮旅遊時，非常

喜愛花蓮所產的工藝品，特別喜歡黑、白、灰三種顏色，

而花蓮本地所產的大理石也正好符合這三種顏色，包括

花蓮和平所產的白色大理石、和仁所產的灰色及黑色的

大理石；再加上民國 60 年代台灣的石材加工成本低廉，

品質又佳，讓花蓮的石材加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大量出現，大理石藝品出口貿易蓬勃發展。

民國 60 年代後期，嘉太除了工藝品外，開始加入平面石材和石製傢俱生產。 

 

2. 石製傢俱(本地石材)時期：民國 70 年代 

 

民國 70 年代，經歷之前時兩次石油危機及中日斷

交的影響，日本來台旅遊人數銳減，使得花蓮石製工藝

品市場逐漸萎縮，而平面板材和傢俱逐漸崛起。 

 

此階段也曾外銷露天咖啡桌面（照片二）到歐洲地

區、新加坡，但後來因中國大陸及東歐的崛起，台灣在

歐洲的市場又逐漸萎縮。此時期嘉太的主要市場漸漸轉

向國內，產品以石製桌椅傢俱為主，開始使用從國外進

口的石，如墨西哥的紅龍玉石及黃玉石、巴基斯坦的青

玉石、伊朗的白玉石，但此時花蓮本地的石材使用比例

上仍然大於從國外進口的大理石。值得一提的是，當時

的鎮店之寶「美猴王」的創意（照片三），乃是某次製

作傢俱組裝桌腳的過程中，碰巧發現所組合的桌腳圖案

上竟出現了美猴王的圖像。 

 

3. 石製傢俱(進口石材)時期：民國 80 年代 

照片一：花瓶 

照片二：露天咖啡桌 

 

照片三：鎮店之寶「美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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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0 年代，正值台灣的黃金時期，臺灣已成為經濟高成長期，臺灣人經濟能力普遍

提升，內銷量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此時嘉太也首度將進口玉石石材產品出口到香港，甚至

轉進深圳。此時使用石材上，進口石材製造的產品大多為內銷，本地石材製造的產品則銷

至國外地區為主，而進口石材使用比例已大於本地石材使用比例。 

 

由於石材加工業屬於勞力密集產業，是較辛苦的產業，許多在地的年輕人不願意進入

石材加工廠工作，加速了勞工老化的現象，嘉太工廠內本地勞工普遍年齡偏高，而嘉太也

在此時開始引進外籍勞工，嘉太所聘用的外籍勞工都來自菲律賓，在薪資上外籍勞工較本

地勞工薪資較為低廉，且在工作時間上，本地勞工較不願意加班，而外籍勞工則多半較願

意多加班賺外快。雖上述聘用外籍勞工有諸多優點，但外勞逃跑問題一直是個困擾，因為

每個外籍勞工來台灣都有三年的時限，因此期限一到就有可能逃跑，一旦逃跑，外籍勞工

的限額將會被削減，又會造成工廠勞力不足的問題。 

 

4. 超輕複合石材時期：民國 90 年代 

 

到了民國 90 年代，隨著時間的推進，世界大環

境經濟的衰退加上中國大陸的崛起，石製傢俱漸漸的

退流行，失去它的市場，接著在環境所趨下，王徙董

事長鑒於傳統石材十分沉重，製作上無法將石材做的

太大片，否則容易碎裂，且對建築物的靜載重造成基

地的負擔，故減輕重量是未來石材製品的趨勢；又在

因緣際會下拿到德國的 FRP、蜂巢背襯材，因此想出

了用蜂巢背襯材加上石材薄片，藉此既可以大大的降

低石材的重量，又可增加其強度，稱為「超輕複合石

材」（照片四）。 

 

推出之初，正值台灣建築業衰退期，且石材薄板加工及背襯材料成本極高，市場上對

於複合石材反應並不熱烈，使得剛推出的那段時期極為辛苦，也曾經想過是否要放棄。約

一年後，921 大地震發生，王董事長認為超輕複合石材在抗震防災市場上的確深具潛力，

內裝用石材在此時有了出頭的機會，開始將 FRP 複合石材用於大樓電梯內部和內部牆面裝

潢，又與許多建築師討論防火的需求，再結合德國製的鋁蜂巢板的複合石材，終於創造出

輕薄又兼具防火功能的「超輕複合石材」。 

 

之後，在某次建材展覽中，遊艇造船公司發現了嘉太企業有生產此類輕質複合石材，

正符合遊艇所需要的條件－輕量化、質地強、經得起在水面上的壓力變化，因此受到遊艇

公司造船工程師的好評，於是在一位派駐於台灣專門幫客戶驗船的英國人的推薦下，許多

遊艇公司開始使用嘉太的輕質複合石材，這也使得讓嘉太在經濟不景氣時，因為有著輕質

照片四：超輕複合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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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石材的產品，得以逆境求生，堅持下來。 

 

嘉太此階段仍以內銷為主，但輕質複合石材也曾透過香港公司出口到大陸北京東方廣

場電梯車廂內使用。石材使用上，進口石材使用比例已遠大於本地石材使用比例。工廠內

勞工老化的問題依舊，雖台灣失業率高，但廠內仍然招不到本地勞工，外籍勞工在此時期

改成聘用越南籍勞工，雖然外籍勞工工作年限放寬為九年，但是外籍勞工的逃跑問題仍然

存在，勞工不足仍為最大的問題。 

 

（三）未來願景 

 

在未來 3到 5 年，嘉太企業會在浴室的預鑄輕質隔間材料放入較大的心力，使用石材

薄板加上發泡陶瓷做成的材料，和防潮的特性管線預埋，在工廠內即可先將所有組裝材料

完成，到工地現場就可直接在在鋼骨大樓上組裝，快速完成的浴室隔間。可節省用料以及

人力成本，符合環保的精神。 

 

中國石材加工業的飛快進步，激烈的市場競爭，無疑讓台灣的石材業面臨嚴峻的考驗，

嘉太企業必須不斷思考、持續努力和創新，貫徹不斷開發研究、自我提升的精神，才能在

未來的石材加工市場佔有一席之地。 

 

參●結論 

 

1. 花蓮石材產業的發展，從民國 50 年代以生產工藝品起家，經歷民國 60 年代開拓建材市

場，民國 70 年代改採進口石材加工，民國 80 年代建材出口全盛期，到民國 90 年代面

對中國的競爭，力求轉型升級，石材業的興衰起落反映著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遷。 

 

2. 嘉太企業的發展歷程即是花蓮石材產業發展的縮影，從中讓我看見石材產業如何面對一

次次的逆境考驗，將危機化為成長的契機，更深刻體會我的父親－王徙董事長，以其無

比堅韌的意志力和創造力，帶領嘉太企業險中求生，再創石材業發展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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