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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之殤-從高雄氣爆解析環境正義與轉型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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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氣爆事件發生於今年 8月 1日凌晨，至今正好是事件滿一百天。政府

除了提出石化專區的構想，以及認為石化產業高值化辦公室能解決石化業高耗

能、高污染、低產值的問題之外，並沒有提出任何因應世界上氣候變遷、能源

及產業轉型的方向與策略。臺灣的石化產業建立在政府能源補貼的獲利基礎

上，創造出的產品附加價值不到 4％，卻耗用了工業部門能源消耗比率的 44.84

％、更佔能源密集產業的能源消耗比率達 71.9％，顯見石化產業已經面對整體

經營環境的嚴峻轉型挑戰，未來，世界各國一旦啟動碳排放貿易制裁，將對於

我國的經濟發展，有十分不利的影響。因此，為因應臺灣整體產業、能源、環

境與民眾健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特別邀集學者，

合力撰寫「永續之殤-從高雄氣爆解析環境正義與轉型怠惰」，以探討我國的石

化業問題。 

 

首先，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周桂田教授提出，從

統計數據來看，2000年以來石化產業的耗能與碳排放數據持續升高，2007年耗

能及碳排放幾乎是 1999年的兩倍，但 GDP的貢獻並沒有增長。更精確來說，

2011年石化業佔工業部門能源消耗之 44.84%，更佔能源密集產業能源消耗之

71.9%，但實際上我國能源密集產業僅佔 GDP總額的 3.91%，石化業更只佔

1.48%而已。也就是說，近十餘年來石化業消耗能源比例節節上升，但對全國

GDP貢獻非常不相當。在這個社會為能源議題紛擾不休、並面對全球減碳潮流

的同時，臺灣應該從褐色經濟轉型至綠色經濟。 

 

臺灣大學公衛學院副院長詹長權教授提出，這次的高雄石化管線爆炸事

件，是一種或多種的液態化學物質，從劣化的管線洩漏出來後，加上人為疏

失，導致有害物質濃度提升到足以爆炸的程度。詹長權教授指出，現行的法規

與政策容許石化管線進入人口稠密的市區，讓居住在管線附近的民眾、負責救

災的消防人員，都承受和石化工廠第一線工人一樣的健康風險。觀察災難爆發

之後，不論是居民或受過專業訓練的消防人員，都不具備面對石化災害的基本

知識以及公共安全訓練，而救災單位也缺乏面對石化災害的專業設備，因此才

讓多位第一線的警消同仁因公殉職。詹長權教授指出，類似事件，各國政府對

石化工業的原料及管線配置皆有詳細的規範，包括輸送管線的材質、管線的檢

查維修程序、鄰近土地的利用規範、災害緩衝區域等等都有依循標準。我國卻

沒有相關規範，讓事業單位鋪設，對市民沒有提供充足的防災教育及宣導，對

第一線負責救災的消防單位也沒有提供化學災害的專業訓練。顯見，我國的石



化制度及政策、石化管線配置方式、防災救災體系，都到了需要通盤檢討的時

候。 

 

中興大學陳吉仲教授提出，臺灣石化產業上中下游，2012年的產值占全國

總產值的 12.6％。GDP只有 0.54兆，占全國 GDP的 3.97％，亦即整個石化產

業上中下游的附加價值不到全國的 4％。尤其是不能將產值和附加價值混為一

談，石化產業在高度依賴政府能源補貼以及高污染、碳排放的情況下，總產值

12.6％，附加價值卻只有 4％，並不高，可見這個利潤是建立在政府補貼原油進

口上面。這種狀況，嚴重違背 2008年「永續能源政策綱領」的發展目標，以及

2010年的「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的發展方向。另外，石化產業就業人數，上

游和中游廠商的就業人口約 4萬人，目前全國有 1028萬人的就業人口中，僅佔

全國總勞動人口的 0.3%。若包括下游就業人數則為 42萬人，在創造就業少、

附加價值低落的情況下，卻耗用這麼高的能源，排放這麼多的污染，確實已經

到了必須檢討的地步。 

 

中國醫藥大學許惠倧教授指出，他回顧了 47篇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許多

國外案例發現，越接近石化工業區，越容易發生健康危害。石化工業區的自然

流產率與一般人比較，分別為 8.8％與 2.2％，相差四倍。其次，在男性方面，

越接近石化工業區，隨著距離石油儲槽的距離越近，肺癌和非何杰金氏淋巴瘤

的罹患率都隨之提高。在孩童方面，國內外研究都證實，對於孩童的呼吸道健

康有明確的負面影響證據。 

 

中興大學莊秉潔教授提出石化產業所產生的細懸浮微粒 PM2.5，對於全民

健康都有一定的影響。從科學數據資料顯示，全臺空氣品質從北往南，污染遞

增，且主要污染源都來自能源及石化產業。例如南部之 PM2.5高濃度的原因，

除了受當地污染源之影響外（如中鋼佔 1.8μg/m3），主要額外受臺北、桃園及中

雲嘉之石化及電力業等中大型污染源的額外之影響。如六輕佔 3μg/m3、臺化彰

化廠佔 1.4μg/m3、臺化新港廠佔 1.2μg/m3、臺中電廠 0.6μg/m3及華亞汽電佔

0.5μg/m3。而目前國家之年平均標準為 15μg/m3，以上述六家工廠(工業區)，就

佔限值的一半了。在根據國外研究資料顯示，這種程度的 PM2.5污染，六輕造

成全民壽損 44天，雲嘉南居民壽損 100天。所以，石化與電力業，如何在兼顧

社會正義與社會成本的情況下思考轉型，甚至存廢，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洪文玲教授從石化產業發展歷程、五輕造成的污染歷

史，提出臺灣的石化產業發展，應該以開放的過程，納入討論與溝通，並提供

給公民社會公開透明的資訊。更重要的是，這種跨領域互動也必須融入臺灣的

工程教育、工程知識，以回饋於產業調整石化專業知識與價值，而促成工程知

識與石化技術發展的方向的再思考。長遠來看，臺灣學院內的工程教育、技術



教育、產業經濟教育等各種專業教育，必須是以培養一個有社會責任意識的工

業人為目的。有真正社會責任的產業所堅持的就會是「不會造成居民的空污困

擾」的才是好設備，並創造「符合在地社區多元社會需求」的好產業。 

 

成功大學翁裕峰教授從制度及法規面出發，高雄氣爆事件，經濟部指稱地

方政府可以採用道路管理條例對石化管線進行管理的說法、條文以及業界的專

業認知與慣習等可以發現，早有法令可管，也與經濟部的油料管線說法一致。

因此，整個事件仍是仍應屬經濟部所轄的災害防救範圍，國家必須以其公權力

進行積極監督。其次，公民團體於第一時間即指稱經濟部是主要的負責對象，

並要求不得將管線經過住宅區。這種基於公眾的環境、健康、安全而提出的基

本訴求，是公民團體經驗性在地知識的反思與回應，這個價值無需研究，而是

他們過去多年累積的成果，更與法制規定石化管線不得經過都市計畫區一模一

樣。經濟部應該被納入以事業單位主管機關的角色，運用國家災防體系，結合

石油管理法、道路管理條例等，利用其在地知識，與國家監督規定，與其他災

防相關部門形成兩股外部力量，以嚴格進行監督現存油料管線的維護與操作，

補過去管線無法管的漏洞。 

 

臺大社科院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歐陽瑜研究員從 2014年 OECD的永

續治理指標提出，將永續發展與治理視為一體兩面，共包含三個柱石：政策績

效、民主與國家治理能力，來評估我國政府的石化產業政策。在會議中，他也

提出了荷蘭過去十多年來發展的「轉型管理」的典範，他們以一種建設性的方

式，來處理複雜性與不確定性的問題，也成為歐洲國家「轉型管理」的典範。

荷蘭政府認為推動「轉型管理」幾乎是唯一可能且可行的方法可以達到真實的

永續治理。一方面受惠於長期永續規劃，另一方面卻能維持短期的多樣性，這

樣的發展路徑，非常值得作為我國目前所遭遇到邁向永續治理的轉型困境之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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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公安與災難緊急應變 

一、高雄市政府應針對此次氣爆之災難應變、消防與危機管理提出徹底檢討，

公諸國人。 

 

二、中央政府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統整全國石化廠區之災難緊急應變與管

理，提出綱領性的變革，包括組織（成立專責機構）、法規修訂，並嚴格管理石

化業之管線運作、嚴密監督呈報資料，落實資訊透明。 

 

針對褐色經濟、空污與環境污染、氣候變遷公約制裁 

三、政府應明晰規劃石化產業徹底轉型之十年到二十年的路徑圖(roadmap)，揚

棄高度耗能、耗用化石原料的落後產業思維及不符合國家經濟安全戰略。 

 

四、政府應以前瞻視野，掌握國土狹小人口稠密、環境惡化威脅生態與食物

鏈、民眾健康風險意識興起，規劃並推動石化業在台灣的永續性，促使人、環

境與經濟共榮共存。特別避免再濫用專家來護航老舊的產業模式。 

 

五、政府應儘速就目前石化業生產模式造成驅動全國二氧化碳排放、碳足跡過

高之事實，推動徹底的產業轉型，訂定十年減排目標，以避免受到氣候變遷公

約及國際之制裁。 

 

六、產業應正視國際綠色公約潮流與制裁可能性，強化研發創新，揚棄失落二

十年的補貼生產模式，方能對抗中國及東南亞石化產品量產威脅，保持競爭優

勢，並能受到國人支持、永續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