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事長的話

         台化彰化廠停工之省思

   10 月 6 日 700 多名台化員工前往
彰化縣政府前表達「我要工作權」訴

求時，場面突然失控，大批員工闖越

300 多名警方布防的人牆，警方與抗

爭員工爆發流血衝突，縣政府前廣場

有如無政府狀態，造成數十名警民與

媒體記者掛彩，縣警局長楊崇德現場

坐鎮指揮，直到縣長魏明谷出面接見

台化代表，大家才冷靜下來。10 月 15

日台塑集團 5000 員工上街高喊「要復

工」，邁出台灣史上最大規模單一民

營企業集團陳情抗爭的第一步，台化

彰化廠停爐事件的激情拉到最高點。 

台化是因為 3 張燃煤許可超過展延期

限仍拒絕補正，遭彰化縣政府停發，

引發行政院長林全、經濟部長李世光

及環保署長李應元的關心，並由林全

指派李應元介入協調。經由環保署穿

針引線的在台北三方會談，台化已同

意將三座鍋爐總排放量減量到彰化縣

政府要求的標準，復工的曙光卻因台

化執意走展延程序、不願重新提出申

請而破局。

  台化彰化廠歷年來排放臭味，讓居

民及路過的旅客掩鼻難聞，燃煤發電

造成廠房空氣品質非常惡劣，污染非

常嚴重，人民長期在這惡劣環境下生

活，受夠污染之害，激起民怨。縣政

府多年要求台化改善，未能達成目標，

因此縣政府利用換證的機會，展露殺

手锏停發新證，要求改善汙染。結果

造成廠商與縣政府鬥法，大批員工像

潮水般衝向縣政府，對公權力施壓。

  台化與縣政府鬥法，魔鬼藏在細節

裡，各懷鬼胎。沒有開誠佈公，爭取

雙贏。台化方面想以小利換取大利 :

以回饋金施捨給地方，保留企業最大

利益，包括土地重劃後所分回土地比

率少。因此 假借員工爭取工作權，員

工及家庭數以萬計人的生計來逼迫政

府就範。而中央官員為了經濟發展，

保護企業，曾經經濟部長李世光說「發

電不要問燒什麼」頗缺乏環保意識。

環保署長李應元變成勞動部長，為勞

工爭取工作，忘記自己的本職，保護

環境及周遭居民生活條件的惡化。兩

位部長發言失格，無法進入狀況，贏

得民心。縣政府想要趕走台化，重劃

涵蓋台化廠區在內596公頃這塊土地，

逐步發展成類似台北信義計劃區、台

中 7 期重劃區。彰化縣都市計劃雖能

關掉汽電共生廠，讓市區空氣更好、

讓土地價值上漲，但完全忽略其他的

聲音，未能事先 ! 規劃新廠地點，促

進產業轉型及 1000 個員工的工作機

會。造成兩個輸家合力對抗地方政府。

  雙方應放下己見，把餅做大，事緩

則圓。給台化限期完成建新廠於彰濱

工業區，逐步遷廠轉型，提升效能。

至於彰化縣都市計劃分段進行，最後

達到四贏的局面，才是良策。 

       廖財明 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