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給總統的公開信──建立長治久安的礦業法 

近日因環團之抗爭及立委之要求，經濟部正研擬修改礦業法，我們是成功大學

資源工程系的老師，成大自一九五三年到現在，一直長期培養及教育台灣之礦

業人才，而我們這些現任及退休的老師們，更是無私的奉獻於台灣之礦業界，

對台灣礦業的未來發展，有著很深的責任感及使命感，然此次礦業法之修法，

卻未廣泛徵詢學界的意見，為對台灣礦業歷史負責之態度，我們只能以公開陳

情的方式表達下列意見。  

一、提升行政效率，讓礦業開採、安全生產與環境保護得以兼顧並存：  

台灣自二 O 一六年政黨輪替，新的政府上台後，沒有過往的包袱，正好可

以大刀闊斧的改善舊存之沉痾，故此次修法需同時檢討現有礦務局的組織架構

及職掌權限，讓礦務局能有效率的管理採礦業者，使其同時符合環保及工安要

求。並藉此重新劃分各相關局部的權責，避免多頭馬車的困境。  

如：現在礦業用地的取得、環境保護及工作安全的執行，應統一整合各主管機

關的權限，避免管理時疊床架屋，究責時互踢皮球，須得權責分明，方能提高

效能。  

二、建立多元考量，長治久安之礦業法：  

礦業是國家的基礎產業，也是國家生存發展的戰略產業。現今世界各國都

在限制本國的原礦石出口，且現今較落後之東南亞各國，目前正是蓬勃發展，

經濟大幅起飛之際，未來台灣即可能面臨礦石難以進口的窘境。所以不能貿然

將礦業停產，對台灣的礦業發展，須有長遠眼光和長期規畫，以及適當的輔導。

礦業法之修改須從根本做起，以符合台灣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需求。我們堅

決反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修法，若是倉促貿然修法，不僅未能達到環境保

護的需求，更會影響台灣未來的整體經濟發展。  



三、礦業與地方發展之公平共存制度：  

全世界的礦業開採都不可避免的對周遭居民產生衝擊，對居民的回饋及兼

顧採礦業者的生存發展，應予以制度化。礦業資源屬國家資源，為全民所共有，

並非業者或特定族群所持有。此次修法之重點，應是多方考量後訂出一套公平

公正的法令制度，才能化解爭議，創造雙贏，以求和平永續發展。  

四、維持台灣本身自主性之資源利用，平衡國土規劃，經濟發展，及環境保護：  

以就地取材及長期供應之觀念，衡量國土規畫利用，針對供應台灣永續經

濟發展上所需的礦業予以開發，儘可能掌控及供給台灣各產業界未來之生產所

需。在保護產業生存的同時，也應避免過度開發及浪費資源。  

以上各點，盼鈞座予以重視，期能有公平發聲的機會，進一步表述細節。

望此次修法，能修出一長治久安可有效執行之礦業法，則為台灣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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