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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水泥自主供應及出口之必要性

1.1 水泥業範疇與現況

1.2 自主供應之必要性與水泥自給率

1.3 出口之必要性與法令措施



1.1 台灣水泥業現況(1/2)

上
游

•產業包含非金屬礦業、
鋼鐵冶煉等。

中
游

•製程分為生料製備、熟
料燒成及水泥製備。

•產業包含營造與預拌混
凝土等業者。

資料來源：(1) 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
(2) 財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 近5年水泥生產量，由1,685萬公
噸遞減至1,344萬公噸，水泥的各
指標皆呈下降趨勢。供需趨勢

產
業
範
疇

下
游



1.1 國外水泥業現況(2/2)

123 • 日本因為地形山多，石灰岩也多，有利於發展水泥業，具
原料優勢。

• 近年致力於發展使用廢棄物來替代原料與燃料之相關技術
(如鋼鐵業之高爐礦渣及建築業之木屑)。

• 德國水泥業包含大型跨國水泥業及本地大型企業，具產業優
勢。2014年德國水泥業替代燃料比例達63.4%。

• 一年可協助處理303萬公噸的廢棄物量，更推動廢棄建築混
凝土的回收作業，降低礦產原料消費，促進產業資源循環。

• 美國近年研究證實，水泥旋窯可利用可燃性廢棄物替代燃料
進行生產水泥，達到節約能源與實現廢棄物循環之目標，主
要的種類有廢輪胎、回收的液態燃料及廢塑膠包裝物等。



1.2 水泥自主供應之必要性(1/2)

產
品
特
性

• 水泥由於量重價廉且易受潮而影響品質，所以不耐久存也
不利於長途運輸，各國均自主供應為主。

港
口
吞
吐
量

• 水泥不利於以進口取代自主供應，因為水泥易受潮而變質
不利海運的長途運輸，且考慮重量與成本之下，更不利使
用空運進口。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水
泥
用
途

• 水泥為民生及國防建設之根，災後重建及政府建設需求
(如：十大建設、科學園區及都市開發等)均須水泥投入。

• 水泥自主供應的意義在於維護國家安全，若從他國進口，
將受制他國水泥價格哄抬或限量的影響，影響國家發展。

發展策略：自主供
應為主、進口為輔



1.2 水泥自給率(2/2)

• 2014年台灣之水泥自給

率大於一，可自給自足

滿足國內需求。

• 近年配合政府政策及法

令，落實水泥出口管制

及大理石開採總量管制

後，台灣水泥自給率已

逐年下降。

資料來源： (1) Statista.

(2) UN Comtrade Database.

(3) The Global Cement Report – 11th Edition.

(4) 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
(5) 政部關務署統計資料庫查詢系統。



1.3 水泥出口之必要性與法令措施(1/1)

季節
性
需求
特性

• 氣候亦會影響水泥消費量，水泥業淡季通常為7至8月，容
易發生滯銷情況。然而，受限於其製程特性，故須出口以
調節產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發展策略：內需
為主、出口為輔

製程
特性

• 水泥業屬於連續性製程產業，生產水泥熟料必須用1,500

度熱能連續燒製，隨意停窯後再生產將不利於成本管控。

• 就產能利用率而言，各國在投入原料不變下，多以高產出
為目標，且高產能利用率可使單位水泥耗能降低。

• 國際上一般核准長期之採礦權，使業者在法律層面獲得保
障，不會因原料生產中斷而影響水泥穩定供應。

大理石礦石開採總量管制

禁止國內水泥產能擴充

嚴格管控國產水泥外銷率

• 法令措施： 1. 符合礦石開採以內需為
主的發展策略。

2. 達成理想外銷率20%作
為產銷調節之目標。



2. 水泥業在清潔生產的發展概況

2.1 上游：礦山開採技術與環境保育

2.2

下游：潔淨產品2.3

中游：能源效率與CO2排放自主減量



2.1 上游：礦山開採技術(1/2)

• 有鑑於水泥生產採礦與環境保護共存的重要性，水泥業以高成本及新觀念
投入豎井運輸，透過最先進的山頂平臺式階段開採豎井運輸法(如左下圖)，
使用完全地下化、自動化及環保化的設計，並利用密閉式帶運機(如右下圖)

設備，直接將開採之原料大理石至礦廠送至水泥加工廠，避免掉落和揚塵，
大幅降低對環境的衝擊。

豎井運輸採礦法示意圖
資料來源：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

密閉式帶運機示意圖
資料來源：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1 上游：環境保育(2/2)

• 台灣水泥業已具體落實大理石礦場之生態保育(如：植生綠化工法)。

環境保育成效如下：
1. 台泥高雄壽山礦區之環境復育成果(如圖1)。
2. 亞泥新城山礦場復育成果受日本(如圖2)及澳洲(如圖3)讚賞。

圖3 澳洲政府將新城山礦場
列為綠化示範礦場

圖1 台泥壽山礦區植生礦場實績
資料來源：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資料來源：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2011)。

圖2 日本團體參訪及報導新城山礦場

資料來源：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2008)。

註：11/5中國時報A6版「水泥4.0改變與創新系列」亦有提及相關環保篇幅。



2.2 中游：能源效率(1/2)

• 在單位耗熱方面，我國熟料生產加權後的
單位耗熱為3,140MJ/公噸熟料，優於全球
平均水準(3,510MJ/公噸熟料)。此係由於
台灣全部水泥廠的製程皆採用乾式製程，
高能源效率技術的設置率已相當高。

我國水泥加權後的單位耗熱變化趨勢
資料來源：(1)工業技術研究院(2015)。(2)WBCSD (2015)。

我國水泥加權後的單位耗電之國際比較
資料來源：(1)工業技術研究院(2015)。(2)WBCSD (2015)。

• 在單位耗電方面，我國水泥生產加權後
的單位耗電為92度電/公噸水泥，優於全
球平均水準(104度電/公噸水泥)。主要由
於我國大部分水泥廠在生料研磨設備已
加裝預磨或設置高效率的豎磨機。



• 水泥業歷年在自願減量之成效良好，自99年至104年共執行184項節
能減碳措施，總共投入714,911萬元，節約電力704,766,748度，總共
減量1,167,584公噸CO2。

2.2 中游：𝐂𝐎𝟐排放自主減量(2/2)

93-104年度水泥業節約能源措施執行成效

資料來源：臺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2015)。



2.3 下游：潔淨產品(1/1)

傳統水泥與綠色水泥碳排放比較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以潔淨產品而言，我國水泥業者所開發的低二氧化碳排放量的環保水泥
(如：墁砌水泥)，每生産1公噸綠色水泥能吸收0.6公噸CO2，可有效降低
水泥工業能源的消耗及CO2排放量，發展低碳經濟。



3. 水泥業關聯效果及區域經濟影響

3.1 投入產出模型與產業關聯效果

3.2 水泥業之全國與區域經濟影響分析



3.1 投入產出模型之各效果概述(1/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投入產
出模型

產出效
果

向後關
聯效果

向前關
聯效果

所得效
果

就業效
果

經濟效果
 分析產業對產

出、就業與所
得之影響

產業關聯效果
 評斷產業之

重要性



3.1 產業關聯效果(2/2)

• 若水泥業生產100萬元，將
可帶動上游其他產業約
46.96萬元之產出。

• 水泥業對於上游產業有帶動
能力。

向後關聯效果

• 若水泥業生產100萬元，將可帶
動下游其他產業約153.93百萬
元之產出。

• 水泥業對帶動下游產業的產出
關聯效果明顯高於國內其他產
業。

向前關聯效果

• 水泥業產品之供給對國內其他產業之發展極為重要。

部門 向後關聯效果 排序 向前關聯效果 排序

水泥 1.4696 41/54 2.5393 7/5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2 水泥業之全國與區域經濟影響分析(1/2)

宜蘭與花蓮地區
水泥產值
(百萬元)

向後關聯產出效果
(百萬元)

向後關聯就業效果
(人)

向後關聯所得效果
(百萬元)

30,791

(依原始產量計算)

44,829 6,848

(3,075) 

13,950

(7,836) 

占宜蘭與花蓮地區
之比例(%)

16.36 1.90 13.50 

註1：括號內數字為直接效果。
註2：東部地區水泥業生產所需之投入原料及其他要素幾乎都來自於東部地區，但其產品乃提供給全國使

用，因此東部地區水泥業生產對宜蘭與花蓮地區的區域經濟影響僅計算其對上游產業之向後關聯效
果。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水泥業所帶動之上游及下游的產出、就業與所得效果占全國比例相當
小，其原因在於僅以單ㄧ水泥業能帶動的全國經濟影響有限。

• 然而，水泥業對於宜蘭與花蓮兩地區域經濟發展，特別在產出與所得
效果有明顯貢獻。



3.2 水泥業之全國與區域經濟影響分析(2/2)

78%

22%

花蓮廠

就業狀況

47% 
53%

承攬廠商

就業狀況

74%

26%

和平廠

就業狀況

56%

44% 承攬廠商

就業狀況

亞 泥 台 泥
• 亞泥花蓮廠與台泥

和平廠皆約有20%

以上聘用當地原住
民，承攬廠商則有
約半數聘雇當地原
住民。

• 顯示就業效果雖然
僅占宜花地區就業
人口之1.90%，但
是水泥業對當地原
住民就業及所得有
顯著效益。

就業效果

原住民
身分者

原住民
身分者

原住民
身分者

原住民
身分者

其他就
業者

其他就
業者

其他就
業者

其他就
業者

註：11/4中國時報A6版「水泥4.0改變與創
新系列」亦有提及原住民就業之報導。

資料來源：台灣水泥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
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4. 水泥業在循環經濟之角色

4.1 循環經濟

4.2 國內水泥業之廢棄物處理應用

4.3 國內水泥業廢棄物具體處理量



4.1 循環經濟(1/1)

• 傳統線性經濟模式：
原物料從挖掘、製
造、使用、到丟棄
的消費模式。

• 3R模式：
增加再循環、能源
回收及廢棄掩埋。

• 循環經濟模式：
結合產業共生概念，
將一產業之廢棄物
視為另一產業之原
物料，使產品物料
可持續回到工業循
環。

資料來源：(1) EMF循環經濟小組和循環台灣基金會。
(2)本研究整理。



4.2 國內水泥業之廢棄物處理應用(1/3)

• 利用水泥之製程特性，可將生活及工業廢棄物作為
水泥製程之原料及燃料，此亦為國際間與我國環保
署認可的最佳可行處理方案。

資料來源：亞洲水泥公會。



4.2 原料替代(2/3)

煤灰

高爐水淬爐石

營建混合物

電弧爐煉鋼爐渣

無機性汙泥

原料替代

飛灰替代部分原料

高爐石粉替代部分原料

剩餘土方替代粗細骨材

石材污泥替代部分原料

煉鋼爐渣替代部分原料

• 我國2015年重點事業廢棄物之產量，前五大廢棄物依序為煤灰(28.07%)、
水淬高爐石(15.76%)、營建混合物(7.98%)、電弧爐煉鋼爐渣(5.65%)、
及無機性汙泥(4.97%)，共占全國事業廢棄物之62.43%，主要可作為水
泥、混凝土等產品之材料及添加物。

(持續研發中)



4.2 燃料替代(3/3)

燃料替代

電子業液態廢棄物

汽車業廢輪胎

• 廢棄物透過水泥窯高溫燒結處理循環，以1200~1450℃高溫燃燒，可
充當輔助燃料以取代生產中使用之燃料。

• 電子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動力之一，電子事業廢棄物若無法
有效處理，環保問題及民眾抗爭勢必會阻礙到電子產業的發展，吞
噬掉過去創造的成果。

• 廢輪胎亦為重大問題，廢輪胎被任意丟棄或掩埋對生態環境是嚴重
的威脅。

廢光阻液、異丙醇及廢
溶劑充當輔助燃料

廢輪胎碎片充當輔助燃料



4.3 國內水泥業廢棄物具體處理量(1/1)

• 實際上，水泥業已擔負台灣廢棄物處理的重大責任。茲整理我
國四家主要水泥業者處理之廢棄物種類及2014年處理量如下：

項目/年 2014年

事業性廢棄物平均用量 338,032

水泥平均產量(公噸) 3,085,055

每噸水泥平均處理廢棄物量(公斤/公

噸)
109

資源整合種類：氟化鈣汙泥、有機汙泥、無機汙泥、淨水汙泥、

電廠煤灰、底灰、化鐵爐爐渣、焚化爐底渣、廢鑄砂、廢熱煤油、

工程廢棄物、廢輪胎、泥燃劑、碳酸鈣廢料、廢壓模膠、脫硫石

膏、煉鋼礦泥、煉鋼轉爐石、廢棄土、石材汙泥、鋁渣等。

資料來源：我國主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註：平均用量、產量及處理量之計算採用一般算數平均數，為4家主要水泥業者之各項加總後除以4。



5. 大理石礦流向及加值應用(1/2)

大理石
(碳酸鈣)

林業

製品

高分子
材料

建築

材料

消費

用品

農業與

水質處理

• 大理石主要組成分為碳酸鈣，可以應用在不同領域上之加值與應
用，然而因為它主要做為各種製品的基本原料，以致多數民眾忽
略它對各產業之重要貢獻。



5. 大理石礦流向及加值應用(2/2)

領域 應用 特性

建築材料 環保水泥、墁砌水泥
環保水泥擁有高強度、高材料相容性等多方
面優異之性質。

林業製品 石頭紙、環保紙袋
碳酸鈣為最常見的填料，能使紙張增進光澤、
白度、不透明度與吸墨性。

聚合材料 奈米碳酸鈣應用於塑膠產品
主要在於降低生產成本，並可改善基體的熱
抵抗性、尺寸穩定性及堅硬性。

消費用品 碳酸鈣片加工於藥品
碳酸鈣能中和人體分泌的胃酸，降低胃裡的
酸度，為制酸劑主要原料。

農業與水
質處理

2MW鈣迴路捕獲二氧化碳先導
技術、蝦紅素培養技術試驗廠

碳酸鈣與廢水中的氟離子及重金屬離子反應
後沉澱，經由揮發後所得到的氨可被回收淨
化水質。



6. 結論

水泥業

一、自主供應及出
口之必要性

二、清潔生產的發
展概況

三、水泥業之全
國與區域經
濟影響分析

四、水泥業在循環
經濟之角色

五、大理石礦流
向及加值應用

1.水泥自主供應攸關
國家安全與經濟發
展。

2.我國水泥自給率大於
一，可保障國內穩定
供應無虞。

3.水泥有出口以調
節產銷之必要性。

1.上游透過豎井運輸
法並進行植生綠化
作業。

1.水泥業對於宜蘭
與花蓮區域的經
濟發展，在產出
與所得有明顯貢
獻。

1.各產業之廢棄物
做為水泥業之替
代燃料及原料使
用。

4.依循外銷率管制政策。

2.中游在水泥生產加
權後之單位耗熱、
耗電皆在國際上名
列前茅。

2.水泥業對當地
原住民就業及
所得有顯著效
益。

1.台灣蘊含豐富的
碳酸鈣礦石，具
有高品質、高純
度與高白度等特
性。

2.對於下游產業
能以更節能與
更優質的方式
製造產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下游透過替代原料及
發展潔淨產品，推動
低碳經濟發展。

2.替代原料、燃料可
降低生產成本、減
少能源使用及削減
CO2排放。

3. 替代原料、燃料可
降低原料開採、有
害物質減量及垃圾
掩埋的問題。



6. 建議

水泥業

一、自主供應
及出口之
必要性

二、清潔生產
的發展概
況

三、水泥業之
全國與區
域經濟影
響分析

四、水泥業在
循環經濟
之角色

五、大理石礦
流向及加
值應用

• 宜配合政府內需為主、出
口為輔之發展政策，逐年
調降我國水泥之外銷率。

• 持續推動環境友善開採
及製程設備之汰舊換新
，提高廢熱回收再利
用。

• 提升替代燃料及原料使
用比例，推動循環經濟
發展。

• 宜持續關注溫室氣體減
量議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宜有效溝通說明水泥業對
東部區域經濟產出、所得
及原住民就業之效益。

• 業主、設計者及預拌混
凝土業者宜密切合作，
建構嚴密之品管系統確
保施工品質。

• 加強與環保團體、民眾
之溝通與宣導，並加強
水泥業與其他產業資源
循環之鍊結。

• 宜加強宣導礦物利用之通識教育，以
有助於提升民眾了解礦物(如：大理
石)與生活之密切關係及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