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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慈濟中學的後山上有一塊白色石壁，石壁是石灰岩。花蓮也是擁有水泥產業

很多的縣市。讓我們不禁想到，地球能源耗竭，自然資源也不斷減少，地球環境

的情形每況愈下，人口卻每日巨增，都市裡林立著高樓大廈。土地上的建築、每

個人身上的任何東西都與水泥脫不了關係，想想，如此之大的使用量，製作材料

的數量也一定是相對的可觀，但這些石灰岩是從哪裡取得的呢？又是如何搖身一

變成為水泥的？水泥業和環境保護真的無法取得平衡嗎？為了捍衛我們美麗的

家園，我們也應該更深入地去瞭解相關的資訊！ 

二、研究目的： 

1.了解水泥業的污染排放量，以及有無補正的可能？ 

2.水泥業會對自然環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 

3.花蓮一定要有水泥產業的存在嗎？ 

4.如果台灣停止開採水泥改由國外進口的話，排放量是增是減？ 

三、研究流程 

 

貳【正文】 

由於花蓮縣境內富含石灰石礦及大理石礦，因此有許多公司在此進行開採，

我們將舉其中最大的兩家水泥公司來當作例子，介紹花蓮縣水泥業的各項方面表

現，這兩家公司，分別是台灣水泥公司(以下簡稱台泥)，以及亞洲水泥公司(以下

簡稱亞泥)。 

觀察、蒐集新聞
•請各個小隊員蒐集並閱讀相關新聞

提出問題

•why為何花蓮適合發展水泥業?

•what水泥業對環境的影響有哪些?

實地踏查

•how亞洲水泥如何減少汙染物的排放?

•what if 藉由這些減排措施，是否可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資料分析

•花蓮縣境內水泥業的簡介

•與亞泥礦區簡報

綜合討論 •對於花蓮縣是否應該持續發展水泥業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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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泥簡介： 

台泥創立於 1946 年，主要營業範圍包含水泥、水泥製品之生產與銷售，以

及預拌混凝土之產銷。目前，台泥在花蓮設有三個礦場，及三個水泥廠，分別為

合盛原、金昌及寶來礦場，和宜蘭蘇澳、花蓮和平、花蓮市三個地方設有水泥廠。

近期水泥產業遭到大眾蹦擊，台泥則表示，正在朝有“水泥、發電、環保”三大核

心的真正環保企業發展。目前台泥也擁有許多的環保技術，像是「二氧化碳捕獲

封存與再利用」、「微藻固碳與養殖」和「旋窯燃燒廢棄物」，現階段的目標是朝

『零排放』邁進。 

二、亞泥簡介 

亞泥創立於中華民國 46 年 3 月 21 日，在花蓮所設立的礦場為新城山礦場，

採用預熱預鍛式旋窯設備，並運用廢熱回收發電技術，有效節約能源，策劃山腰

式階段開採方式，採用先進內降階段(又稱內凹式)採礦法，環境保育也有規劃復

育原生生態山林，預防土石流則是設立排水溝，引水到山下設置的大型滯洪沉砂

池，容積 37,525m3，可承受 50 年降雨強度(170mm/hr)，歷經兩次強颱無任何礦

害情事，亞泥公司秉持著「工業發展與環境保護並行不悖」的理念，除了引進最

先進的收塵設備，有效控制落塵量，使之遠低於國家標準外，並致力於廠區公園

化，尤其是花蓮廠不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設立溫室育苗系統，栽培各種鄉

土植物，移植到礦山採掘跡殘留壁，植生綠化成果績效卓著，屢屢獲得肯定，除

獲頒第一張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認證外，並連續三年得到企業環保獎之殊

榮。 

 我們收集兩家公司在花蓮的資料後，打電話詢問是否可以到水泥廠參訪，台

泥在打電話過程中，電話多次無人接聽。受限於研究時程，且亞泥新城廠願意接

受參訪，所以我們決定先統整亞泥的新聞。並在行前討論出 10 個問題詢問亞泥

陳副廠長。 

亞洲水泥新城礦廠基本資料 

建廠時間 民國 62 年 

地  址 花蓮縣新城鄉新城村新興路 125 號 

聯絡電話 +886-3-8612101 

圖一：亞泥開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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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5~2017 年與亞泥新聞 

本項研究統整自 2015 年至今，花蓮縣內有關於社會大眾、各界媒體，對於

亞洲水泥此公司的看法，我們把相關的各類新聞了解、過濾並且消化了解亞泥這

家企業過去的形象與近日的紛爭。 

表 1：亞泥正面新聞 

新聞標題及內容摘要 日期 

1.亞泥捐 200 萬水泥提貨單 

2016 年 8 月遭到尼伯特颱風侵襲，尤其台東地區災情最為嚴重，亞泥公司

則向台東縣地方政府捐贈了新台幣貳佰萬元等值之水泥提貨單（約八八八

噸）協助賑災。 

2016/8/2

3 

2.富世村可樂部落兒童免費課業學習輔導班結業式感謝企業協助 

富世村可樂部落兒童免費課業學習輔導班是由富世村村長邱金成，積極向

台灣電力公司東部發電廠、亞洲水泥公司花蓮廠、原鄉診所等機關企業尋

求協助，希望提供孩童課後有一個安全舒適學習環境。 

2016/2/1 

3.企業送愛贈秀林國小學用品 

由於花蓮縣秀林國小地處偏遠，家長工作難覓、經濟不穩，學童家境，多

屬清寒。在學校苦無經費添購之下，幸蒙「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企業，捐贈校服球鞋以及學習用品。 

2016/11/

13 

4.亞泥 4 度獲頒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 

亞洲水泥多年來持續耕耘溫室氣體減量工作，包括採用 BACT 製程、廢熱

回收發電、添加礦物摻料取代熟料、冷卻機改善工程等多項措施，節能減

碳的績效卓著；四度獲頒「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並首度榮獲 2015

「企業永續報告獎」金獎肯定。 

2015/11/

28 

5.日誠石業 10 萬亞泥 2 萬挹注太魯閣族射箭好手 

台灣射箭隊的高文浩(太魯閣族)選手因為家中金濟狀況不寬裕，但他要參

加奧運射箭賽，日誠石業有限公司老闆林萬樑知道以後捐贈十萬元贊助參

加奧運的經費，除了林萬樑外，亞泥也捐贈二萬元經費挹注。 

2016/3/2

3 

6.徐榛蔚：政府應該嘉許亞泥植被覆蓋 

國民黨立委徐榛蔚表示，國外許多政府的專家學者和業者都來台，向亞泥

取經植被覆蓋率的部分，政府應該要給亞泥掌聲和嘉許。若停止採礦將衝

擊逾千個賴以生計的家庭。 

2016/5/2

6 

7.因應環保業界努力看得到 

亞泥，為因應環保推動植生綠化與復舊計畫，結至 2014 年共復育了 56 公

頃，亞泥採用自創之植生土包工法，去種植樹木，兩年後樹即高 4 米，此

法可立即改善裸露景觀，於最短時間內達到成林的效果。 

2016/5/2

7 

亞泥的正面新聞雖然不是很多，但還是有許多關於社會關懷、自然生態的相

關報導，像是社會救助，協助富世村的居民修補房屋、捐錢為當地小學開設課後

輔導班、資助當地原住民射箭好手參加奧運，自然生態方面，亞泥有開闢一座全

台最大的蝴蝶生態園區，裡面各式各樣的生態，都讓人們嘆為觀止，展現完整與

多樣性生態。這些新聞都是 2016 年的，除此之外，亞泥其實還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媒體都沒有更深入地去了解，只因今年亞泥礦權展延的事情，讓大眾被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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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蔽了雙眼，沒有機會去更深入地去瞭解過去的亞泥公司。 

表 2：亞泥負面新聞 

新聞標題及內容摘要  

1.不滿亞泥採礦續挖 20 年高志鵬槓經部 

經濟部展延亞泥新城山礦場 20 年採礦權，引發立委與社團不滿。高志鵬

質疑，礦務局以史上最快的速度所通過的延展案，絕對無法接受。但礦物

局表示是亞泥積極的提供所有資料才可以這麼快速就完成。 

2017/5/23 

2.亞泥礦權展延廿年惹議經部：依法核准 

經濟部礦務局暫停核可礦權展延半年。結果卻爆出經濟部早在十四日就火

速核發亞洲水泥廿年採礦權展延，且審查時間僅三點五個月就通過，引發

多位民進黨立委及環團不滿、痛批。 

2017/3/25 

3.亞泥礦權展延惹議經濟部：程序無違法 

亞泥採礦權展延時機惹議，日前遭立委抨擊在礦業法修法前夕偷渡，要求

撤銷採礦權。經濟部長李世光今天表示，撤銷得依行政程序法辦理，但目

前檢視並無違法。 

2017/3/27 

4.亞泥礦權神速過關經部挨批 

經濟部在立法院遭指公文進展神速。礦務局回應亞泥案主要是因為態度積

極，補件及繳費都相當快速所致。高志鵬立委質疑，嘉新水泥南澳礦場僅

0.85 公頃審核長達 22 月，和平礦場 4.45 公頃達 26 個月，亞泥 185 公頃竟

然 3.5 個月就通過，亞泥礦場面積幾乎快 200 倍、審查時間卻僅五分之一。 

2017/3/28 

 

5.反亞泥礦權展限環團總部重現採礦現場 

不滿亞洲水泥礦權展限，環團今天前往亞泥總部辦記者會，不但痛批經濟

部隱蔽事實、欺瞞社會，更在現場播放爆破音效、製造煙霧來重現採礦現

場，要求政府撤回違法的礦權展限。 

2017/3/28 

6.亞泥不排除串連業界上街頭抗議 

近期亞泥礦權展限，反對聲浪不斷，受注目；經討論，亞泥支持政府依法

行政、抗議環團污名亞泥，我們要工作、保權益、求生存、拚經濟，如政

府不正視基層勞工訴求，將結合相關產業界走上街頭進行大規模抗議，同

時也會進一步陳情立法院、行政院、花蓮縣政府。 

2017/4/6 

7. 齊柏林上月重返太魯閣 嘆亞泥「比 5 年前挖得更深」 

「看見台灣」導演齊柏林，昨執行「看見台灣Ⅱ」時不幸罹難。齊柏林 5

月於清水斷崖勘景時，又路過太魯閣國家公園內亞洲水泥公司採礦場，拍

下全景。 

2017/6/11 

統整: 

    可以看到亞泥的負面新聞其實都是在 2017 年才密集出現的，因為礦權展延

一事，才讓大眾開始關注亞泥公司的水泥產業，如果今天把亞泥換成台泥的話，

相信民眾也一定會痛批台泥。尤其在今年齊柏林導演逝世後，新聞媒體密集的報

導亞泥的礦場，引發亞泥董事長徐旭東回應「養魚說」。讓大眾對花蓮水泥業的

疑問更多，也讓我們思考水泥業在花蓮的重要性。 

四、關於水泥產業的問題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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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 月 20 日的參訪過程中，我們向亞泥提出了以下十個問題，這些問題的

解答皆由亞泥公司所提供簡報整理回答。 

(一)亞泥礦地是否與太魯閣國家公園重疊？ 

答：現今亞泥礦場並沒有與國家公園重疊，因亞泥是早在民國 62 年就設廠，而

國家公園則是於民國 75年才設立、並且畫地，雙方在民國 83年的 4 月發現問題，

經過協調後，亞泥於民國 105 年 12 月 20 日完全退出國家公園，並且保有一定的

距離，所以亞泥礦場並不在太魯閣國家公園內，而且是亞泥先來的，所以我們認

為新聞所報導的是錯誤的，凡事應該講求先來後到。 

(二)水泥生產目前皆從台灣本地取材，為什麼不仰賴進口？ 

答：從國外進口水泥對於地球的污染其實遠比國內自產要來的多，國外進口不但

會產生開採時的二氧化碳，還需多承擔陸、海兩個交通的工具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且國內所使用的開採方式也遠比國外的開採方式要來的環保，這樣總合下來，國

外進口其實並沒有比較好。 

(三)水泥產業對環境的破壞多少？做了多少保育措施？ 

答：開採水泥對環境造成傷害這是不可避免的，但重要的是開採後有沒有做好復

原？開採水泥會使我們的山變少、變小，還會變得光禿禿的，但是亞泥每開採到

一定的程度就會停止，並且去做復育的工作，可以看到現在亞泥的新城山礦場有

一條一條橫列的樹木，這些並不是他們在被批評後才種的，這些樹不可能一夕之

間就忽然冒出來，都是需要時間的累積，目前亞泥的開採作業區維持在 22 公頃，

已綠化的面積則有 58.5 公頃，占開發完成礦區的 72%，現階段還在努力綠化所

有的開採完成區。 

(四)那保育復原生態的流程有哪些？(難道石上種樹!?)要如何做到？ 

答：在開採礦石前的土地表層會有一層原表土，而亞泥會把那層原表土保留下來，

並使用山腰式階段開採，而這種開採方式會使開採後的地方留有一個溝，亞泥稱

之生植溝，而開採完畢後會再將表層土給填置生植溝中，生植溝就可以種植樹木

了，亞泥仿造自然生態造林法復育成效經由研究試驗證實，只需 20 年便可以回

復近原始森林。 

(五)下豪雨及颱風來襲時，會不會有土石流產生？ 

答：設廠這 44 年以來，亞泥表示：新城山礦場從未、也不會發生土石流。亞泥

所使用的山腰式階段開採，在瞬間暴雨時，可將雨水收集蓄洪，不會直接往下衝，

所以並不會造成土石流。在西元 1973 年新城山礦場下方的富世村有水患問題，

每逢大雨必定淹水，亞泥礦場開採後，他們自費建造了排水溝，引水至底下所設

置的滯洪池中，再緩緩排到何流，解決了多年水患的問題，且富世村的防颱緊急

避難收容處所、幼兒園及活動中心皆設於礦場的下方。而近幾個月來太魯閣國家

公園有發現坍方，可以看出開發後的礦場比自然生態區還要安全。 

(六)製造時所需能源為何？消耗量大小？ 

答：根據統計平均每生產一公噸的水泥需要 1.4 公噸的石灰石，300 公斤的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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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60 公斤的細沙，依據 IPCC 的清查結果估算細述每製造 1 噸水泥會產出 0.6383

噸二氧化碳，水泥產製過程中使用的能源主要可分為燃煤、電力及油等 3 種。生

產每公噸平均要耗用 112.9 度的電、132.7 公斤的煤和 0.42 公升的重油。依據經

濟部能源局的調查報告，水泥業消耗各項能源的比率是燃煤 75%、電力 23%及

燃油 1.5%，能源支出佔總生產成本的三分之二以上。 

(七)製造後廢棄物量？處理方式？ 

答：亞泥表示生產水泥並不會產生任何的廢棄物，自然也就不用去探討他的處理

方式。亞泥的循環經濟是協助處理國內其他產業所製造的廢棄物。 

(八)未來發展趨勢？有甚麼計畫？ 

答： 對於亞泥在新城山礦場所挖的坑洞，各界稱為「天坑」，而亞泥未來開採的

最終模擬規劃，則是希望可以效仿加拿大的「布查特花園」，這座花園始建於 1904

年。當時珍妮•布查特夫人著手美化一座曾經是她丈夫的水泥廠提供原料的廢棄

的石灰石礦坑。開採後礦場植生復育巧思建構，變身為加拿大旅遊重要景點之一，

每年近 100 萬名遊客造訪，更於 2004 年被評比為加拿大國家歷史遺跡。亞泥表

示，未來礦區最終會闢出一個 22 公頃的平地，而現階段的天坑在亞泥未來的計

劃裡則會變成一座池塘，而周圍的平地則會種滿各式的花草，闢建成功後，也可

帶動經濟效應，甚至可以傭有比國家公園更勝一籌的觀光人潮。 

(九)花蓮是否該繼續發展水泥產業？ 

答：水泥業的開發，對當地居民的影響有好有壞，但是全台最大的兩個石灰石礦

區，皆位在花蓮，而我們每個人所使用的每個物品，他的源頭都來自礦，我們所

居住的房屋，也都是由石灰石製成的水泥所建造而成的，如果今天把這兩家水泥

廠都從花蓮給移除，那麼我們台灣人未來要用什麼建造房屋，要用什麼製作各式

各樣的生活用品。亞泥挖了山后，他們是不見了，但他們也盡全力做好了水土保

持及復育的工作，我們失去了一小塊山，但我們卻換得了未來 20 年的建材及原

料，台灣的山那麼多，為什麼我們要糾結在這一小塊的山呢。沒有一個國家是不

需要水泥業的，假設我們今天使用國外進口的話，那我們不是要花費更多的金錢

去取得我們原本就擁有的東西嗎，我們認為，台灣的環團應該要將視線放遠，去

看看他國的水泥業是如何開採、運作的，看看他們是否有做好環境保護。 

(十)與居民的溝通狀況？ 

答：亞泥會每個月會定期邀請村民們到礦場參訪，並於開會時報告近期狀況讓居

民們了解，如果居民的房屋毀損，他們會至亞泥公司填報修單，亞泥就會到住家

處幫忙，另外亞泥也在 2015 年成立了「亞泥富里小學堂」，以幫助偏鄉弱勢的小

孩提升閱讀與學習能力，各類的社區回饋有像是，原住民青少年課後輔導、為原

住民設置山泉水管路、主動協助富世村村內颱風災後環境、道路的復原工作，亞

泥所做的這些，就是希望可以與附近的居民們和平共處。 

五、問題與討論 

在經過新聞統整之後及到亞泥參訪後，我們思考水泥業對花蓮縣的重要性，

並且針對水泥業所造成的環境汙染做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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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花蓮是否該持續發展水泥產業？ 

從產值與稅收來看，水泥業實際對花蓮縣的幫助有哪些呢？我們從行政院主

計處網站，找到民國 100 年工商普查資料，計算花蓮縣各產業產值與聘僱員工比

值。前 10 大中類行業創造花蓮縣近 7 成 2 之生產總額，其中前 6 大貢獻逾 5 成

生產總額，創造逾 4 成之就業機會。水泥業屬於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創造生

產總額 246 億元排名第二。且花蓮縣 103 年稅收分析中，制訂土石採取及礦石開

採景觀維護特別稅自治條例，103 年收入 230,462 千元。符合亞泥陳副廠長所言

之繳稅情況。 

表三中也可以看出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聘用員工數排名第 5，尤其亞泥簡報

中也提及該廠聘用原住民員工佔 46.7%，其中亞泥新城鄉礦場山腳下富世村民有

86 人。對於製造業較少的花蓮縣，是難得的工作機會與薪資收入。 

表 3：花蓮縣工商及服務業場所單位生產總額前 10 大行業產值與員工數(100 年) 

按「生產總額」排序前 10

大中行業 

全年生產總額 

   (百萬元) 

年底從業員工人

數 

員工數

排名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30118 70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24616 4049 5 

零售業                 13680 14720 1 

醫療保健服務業             12117 6723 2 

批發業                 7034 4856 4 
保險業、強制性社會安
全         6962 1384  

陸上運輸業               6198 3633  
紙漿、紙及紙製品製造
業         5870 716  

專門營造業               4962 3824  

餐飲業                 4856 5039 3 

本研究整理 

 但是從聘用員工數排名也可以看出，零售、餐飲、批發等產業聘用人數較多，

且這些產業皆與觀光業息息相關。石灰岩除了是礦業原料之外，也是構成花蓮獨

特地形的材料。尤其亞洲水泥礦場位置就在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入口，從長久經營

與無法復元的觀點來看，花蓮縣民的損失不輕。 

(二) 水泥業造成的環境問題 

水泥業生產過程引發的環境問題，大致可以分為以下五項，我們也統整了台

泥與亞泥的因應措施： 

1. 空氣汙染 

水泥生產每公噸平均要耗用112.9度的電、132.7公斤的煤和0.42公升的重油，

所以會排放出粉塵、碳粒與等粒狀汙染物，如台泥在蘇澳地區燒製水泥的過程，

落塵嚴重，空氣又帶酸味，引發當地民眾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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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泥建設了全球最大的「碳迴路鈣捕捉廠」，以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目前

的捕捉率已高達 90%，台泥現階段目標是朝「零排放」挺進，除了減少排放量，

台泥公司採用最先進之階梯式採礦法，並搭配豎井捷運系統，讓石灰石的開採過

程除了可以避免破壞景觀，減少運輸車輛能源耗用外，尚有作業安全、運輸量大、

品質控制容易、降低採運成本的效果。 

2. 環境景觀改變 

花蓮盛產石灰岩和大理石，是一個適合發展水泥業的地方。但是近年來花蓮縣也

大力推動觀光業，這兩個產業的需求是相違背的。雖然亞泥有提出採完礦後未來

美化與綠化，但與原本自然的景觀已有許多差異。 

3. 水土流失 

水泥開採必須要先去除地表上的土壤，有可能引發礦場當地的土石流發生，

尤其亞泥新城礦場有三條土石流潛勢的溪流。但亞泥表示從設廠以來，已對當地

進行整治目設立沉沙池與礫石擋土牆，山下富世村從未出現土石流災情。 

4. 動植物生態棲地 

亞泥目前使用「山腰式階段開採」其好處為，(1) 降低景觀衝擊：減少公路

上的視覺裸面。(2)發揮水土保持蓄洪沉沙功能：瞬間暴雨時，可將雨水收集蓄

洪，不會直接往下沖刷。亞泥邊開採也會一邊進行復育的工作，他們開採過程中

會產生一個溝(他們稱為生殖溝)，而開採結束後再把開採前的表面土給填入生殖

溝裡，就可種植樹木，且亞泥仿自然生態造林法復育成效經東華大學研究證實，

20 年後即可達原始森林 60%以上的生態豐富度。 

亞泥新城礦區鄰近太魯閣國家公園，動植物豐富度高，雖然亞泥從設廠開始

就在開採後的土地上植栽復原，但生態復原程度到底能不能回復原有森林，仍需

時間驗證。 

5. 噪音汙染 

水泥生產過程需要將石灰岩破碎後再收集，亞泥目前每天爆破兩次，確實在

礦場周圍與富世村偵測噪音與震動程度，偵測系統與成功大學連線，目前皆符合

國家法規。震動的影響是否有影響富世村，目前仍未有定論，但亞泥宥於民眾觀

感，主動協助社區房屋修繕。 

6. 原住民文化 

1957 年，亞泥取得花蓮新城山礦權，到了 1970 年代，原本住在山坡上的太

魯閣族原住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下，被迫遷到新城山礦場下方，展開四十多年

與礦場為鄰的生活。隨著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通過，亞泥所在原屬於太魯

閣族的土地，也引發太魯閣族抗議。 

 

(三)結論與建議 

 台泥與亞泥都在網站上，詳細的說明生產方式與解決污染的方式，甚至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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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循環經濟，利用水泥窯的高溫處理事業廢棄物，如台泥花蓮廠協助處理燃

煤飛灰、紙廠紙漿汙泥。台泥和平廠持續處理和平火力電廠飛灰、底灰及脫硫，

並在 2017 年 5 月取得花蓮縣環保局使用廢輪胎膠片試車許可，預計 2017 年 

7 月底可完成投料設備的建置，協助環保署及花蓮縣解決花蓮縣廢輪胎處理。水

泥窯產生的飛灰可以再加入水泥成為添加物，因此沒有排出廢棄物。亞泥則設置

了一個完善的生態園，並打造廠區周邊的生態廊道，也在開採後做植生的復育。

由上可知兩家水泥廠都全力在翻轉水泥業給於人們的高污染產業形象。 

 花蓮縣在這兩年來受陸客減少的影響，觀光業的發展不如預期，有很多民宿、

旅館求售，若再減少水泥開採，對於花蓮的就業與經濟發展也會有影響，所以我

們覺得在短期間花蓮不能沒有水泥業。但就長期發展而言，花蓮每年的颱風與地

震頻繁，保育原本的生態已很困難，如果又有人為開發破壞，背後付出的代價也

許是無法想像的，所以未來政府必須要思考水泥業的未來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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