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洲水泥公司澄清新聞稿 

針對地球公民基金會於今(23)日舉行「修法前夕急偷渡，亞泥續挖太魯閣 20

年！」記者會所指稱之各項內容，亞洲水泥公司為正視聽，避免錯誤訊息誤導

社會大眾，有損公司形象及股東權益，特澄清說明如下： 

一、 亞泥依法申請展延，何來偷渡？ 

亞洲水泥新城山礦場之礦權將於民國(下同)106 年 11 月 22 日屆滿，亞洲

水泥依礦業法第 13 條之規定期限辦理礦權展限申請，經濟部及礦務局秉

持「依法行政」之立場進行審查，並基於申請案符合現行礦業法之相關規

定，爰於 106 年 3 月 14 日准予礦權展限在案。另，環保署針對亞洲水泥

礦權展限案，曾於 106 年 2 月 20 日之新聞稿明白表示：「對於亞泥太魯閣

礦權展延問題，目前環保署正研商環評認定標準中尚未定案，環保署內亦

無所謂堅持不得給予展延或極力反對亞泥太魯閣採礦之說法」，特此一併

敘明。 

二、 亞泥早已沒有在國家公園內採礦！ 

亞洲水泥花蓮廠早於民國 62 年取得礦業權，並申請核准在礦區內合法採

礦，太魯閣國家公園是在 75 年才劃設，且遲至 83 年亞洲水泥始被告知有

約 25 公頃礦區被劃入國家公園內。為謀合理解決爭端，案經內政部陳請

行政院核准採礦，依法妥適解決此重疊區爭議。亞洲水泥雖依法可在上述

重疊區合法採礦，惟近年來已經沒有在裡面開採了，並積極進行植生綠化

復育工作，有關之立委國會助理及公民團體等亦曾進行實地參訪，並對礦

場員工投入植生復育技術的努力表示肯定。另外，亞洲水泥為呼應環保署

李應元署長於 105 年 5 月 25 日就任記者會上：「未來將禁止在太魯閣國家

公園採礦」之宣示，並避免外界對亞洲水泥在國家公園採礦之刻板負面印



象，主動於 105 年 10 月 6 日向經濟部礦務局提出國家公園重疊區之減區

申請，並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正式獲准。減區後之礦區已完全脫離國家公

園之範圍，後續仍將依既定計畫做好重疊區之植生綠化復育相關作業。 

三、 亞泥致力環保的實績，眾所肯定！ 

亞洲水泥花蓮廠自開廠以來，秉持企業社會責任，運用資源投注在各項對

環境友善舉動，持續採用先進環保設備，降低製程中污染、節能減碳、綠

(美)化廠、礦區，亦積極投入環境教育及地方敦親睦鄰工作，期望為社會

付出正向力量。尤其是在礦區植生綠化方面，更是投入無數的人力、物力

，並獲得國、內外礦業專家的肯定，而且也獲獎無數(如連續三屆企業環保

獎、五度獲頒溫室氣體自願減量績優廠商、全國工業減廢績優獎、進用原

住民績優機關及廠商、台灣企業永續獎傳產金獎等等諸多獎項)，也得到日

本及澳洲政府認定為永續典範。亞洲水泥花蓮廠新城山礦場採用的自創植

生土包快速綠化工法，除加速植生復育速度外，更能有效降低景觀衝擊，

未來仍將會積極朝向減少開採裸露面積及加快植生綠化速度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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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亞洲水泥籲請： 

1. 政府應落實礦業法立法精神：政府制定礦業法之目的，係為有效利用國

家礦產，促進經濟永續發展，增進社會福祉，並希望藉由礦產相關產業

鏈之永續發展，使國家及地方均能獲得經濟繁榮、增加稅收、創造就業

等綜效。 

2. 台灣需要自主性水泥工業：水泥是國防及民生建設重要物資，對國家建

設及經濟發展影響極大，世界各國皆將其視為不可或缺的基礎工業，並

採「自給自足」原則。為確保各項建設所需水泥無虞及兼顧工程品質，

台灣必需維持自主性的水泥工業，如果一味依賴進口，則台灣的水泥供

應及價格均會完全受制於人，對經濟、國防及相關產業發展極為不利。 

3. 循環經濟需要水泥業的參與：水泥廠之旋窯具高溫燃燒、滯留時間長、

擾流大的特性，是資源化處理廢棄物最佳設備，可將工業或事業廢棄物

轉化為資源再利用，亞洲水泥願全力配合政府「循環經濟」政策，使廢

棄物處理達到『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的理想目標，並繼續貢獻台

灣經濟發展，致力環境保護與善盡企業社會責任。 

4. 回歸日常監督管理機制：礦業開發需依據礦業、水保、環保、森林及相

關法令規定提出申請，並經上揭法令嚴格審查通過後始得進行開採。政

府各權責機關應依法落實在日常開採過程中之監督、管理，以確保礦產

開發與環境保護、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共存共榮。 

五、 台灣是民主、法治國家，政府應當「依法行政」，並秉持「法律安定性及

不溯及既往」及「信賴保護原則」，保障業者合法權益。否則不但會對礦

業、水泥等關聯產業產生嚴重衝擊及不利影響，且對現有已設廠投資之業

者，更平添經營上的鉅大不確定因素及潛在風險，另也會造成相關產業鏈

的數萬名勞工(原住民)失業，影響家庭生計，造成嚴重社會問題。以上澄

清說明，敬祈社會各界鑒察為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