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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接連兩天舉行的「全國產業會議」，由於將爭議性極高的環評、用水、用地、人力鬆綁等議題放入「共同意見
」，環保團體當場舉手要求重新討論但不被接受。接著在行政院長陳沖、經濟部長施顏祥發言時持續抗議，但兩人卻
繼續發言不處理台下抗議，導致現場爆發激烈衝突。

兩天的會議結束後，由經濟部官員唸各項「共同意見」、「其他意見」，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副教授陳椒華不斷舉手：
「有些不是共同意見要先確認」但不被採納。接著施顏祥上台報告時，綠黨發言人潘翰聲站起來：「
部長這不是大家的意見」，台中生態協會秘書長大喊：「部長不要再講了」，但施顏祥不理會繼續唸稿。

剛好坐在附近的立錡科技董事長邰中和嗆蔡智豪：「再吵下去我告訴你連15K都到不了。」蔡智豪回嗆他，邰中和再
回：「我給多少人工作，你給誰工作？」雙方或許無心的對話導致衝突升高。隨後陳沖上台完全不處理現場繼續唸稿
，唸到一半突然指著台下嗆聲：「你應該尊重別人講話吧」，台下鼓噪叫好，最後在抗議聲中草草散會。

施顏祥在會後記者會中表示，所有共同意見、其他意見用的字眼都是「研議」，表示會再討論，包括環保團體意見，
三個月內重新整理後將提報行動方案給行政院裁示。

關於鬆綁人力資源涉壓榨國內勞工

以下這些「共同意見」應是主要的衝突引爆點：

「適時調整外勞核配比率，研議鬆綁外勞基本薪資的可行性」
「因應急短訂單所造成的人力需求壓力，加班工時可適度調整」
「研議適度調鬆綁工時、定期契約與資遣解雇規範，避免過度限縮勞務派遣」
「研議開放取得技能檢定的藍領外勞，可申請永久居留」
「雇用部分工時勞工的保費負擔不宜強制依最低投保薪資級距納保」

陳椒華認為，這將影響本國勞工工作權，未來資方可任意調整工時、資遣解雇員工、增加勞務派遣、而且未來部分工
時勞工連勞保費都不保。高階藍領屬於較高階人力，開放可申請居留，未來對大學生的工作權更沒有保障。何況大陸
對台灣不友善，更不應該任意開放。

相較於對本國勞工權利的限縮，共同意見還有：

「研修爭取陸籍幹部來台服務」
「在台設有營運總部、研發中心或重大投資之企業，高階人才可減所得稅」

而事實上，10日上午大會邀請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做五分鐘報告時，他也明確表達反對以上共同意見，最後又被
放入共同意見中，難免引發爭議。

關於這點在會後記者會中，經濟部工業局局長沈榮津表示，這是過去分組會議的結論，不過這些都只是研議，未來還
會有進一步討論。

關於檢討環評制度

原本昨天會中將「審查准駁權交由行政機關為之」列入「共同意見」，環保團體抗議後，今天的「共同意見」已拿掉
這項，有善意回應民間訴求。但「共同意見」還是保留：「檢討環評審查委員會定位及組成、制度、規範、時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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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翰聲表示，最後共同意見中拿掉「取消環評准駁權」不滿意但可以接受。陳椒華認為，在國土規畫、汙染總量等上
位計畫未定前，環評制度不宜草率檢討，所以共同意見中連「檢討」都不應該列入。

關於這一點，施顏祥強調，有關環評都用「檢討」兩字， 而行政院也正在檢討環評制度。 環評制度是法律，在還沒
有修改前主管機關還是環保署。他也強調，「這個影響深遠，應有更充分時間好好討論再給院裏裁示。」

關於開發新水源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昨天報告時強調，我國產業已由農業轉成工業，工業產值佔國民生產毛額26%~30%，
但用水只佔一成，農業用水卻佔七成，只要農業用水省一點就可給工業使用，他也認為水資源開發不易導致工業用水
不穩定。

於是產業用水部分的共同意見出現：「研議推動桃園、新竹、台中、彰化、雲林、台南及高雄七大缺水區域，水資源
開發計畫的可行性」。

陳椒華表示，已經缺水的地方不應該再開發新水源，何況有些地區還嚴重地層下陷。水資源是個複雜的議題，應有更
充分討論，這點不應列入共同意見。

關於水資源運用過去各界有許多辯論，而水資源運用的辯論不應只停留在農業、民生、工業誰用多、誰用少的分配而
已，而應朝向工業廢水回收、海水淡化、減少漏水率、節水等「節水型方案」，而不是無限制開發水庫，許多地區還
是優良農地或原住民保留地，每有新水源開發遇到的抗爭力道也很大，長此以往終究不是辦法。

關於讓工業廢水繼續搭排

另外讓工業廢水不要排入農業用水渠道的「禁止搭排」是解決農田受汙染的重要政策，但共同意見卻列入：「建議既
存搭排戶工業廢水無汙染之虞者仍准予搭排」，如此一來，好不容易推動的灌排分離政策將全面瓦解。

環球科技大學助理教授張子見昨天發言時就強調，不應該搭排，因為未來有計畫回收農業尾水，如果搭排水被汙染未
來回收的可能性就降低，無助於農業用水合理利用。

現行許多工廠都跟農田水利會申請將廢水排入灌溉渠道，然後再由環保單位核發排放許可，導致台灣農田汙染至今無
法根絕。多年來民間呼籲應灌排分離，而農委會也正提出一個限縮搭排的政策，目前正在檢討中。

業者的擔心可想而知，因為一旦限縮搭排，廢水排放就會較困難。但灌排分離終究是要推動的，因此才需要更多討論
。把這項納入共同意見則有待商榷。

而原本預擬的共同意見還有：「審慎律定潛在汙染行為人、汙染土地關係人等定義範籌」(後來未放入共同意見)。依
現行規定，土地關係人需負善良管理人責任，一旦土地被汙染要負連帶責任。要求「審慎律定」有何未說破的意圖？

關於放寬產業用地

龔明鑫報告中指出，目前工業用地仍無法滿足廠商需求。今天「共同意見」即納入：「產業園區授權地方政府核定權
責，研議30公頃以下非都市土地，擴大到30公頃以下非都市及都市土地，以縮短新設園區審議時程。」以及：「研
議都會型工業區給予容積獎勵，以促進園區活化轉型。」

地方的產業園區多由地方政府主導，一旦開放30公頃以下的都市土地也由地方政府核定，那未來更多都市土地將被
轉移。陳椒華表示，如此一來，很多台糖土地、近水源區土地、都市土地都要變成園區，未來住宅、水源區、農地汙
染都會很嚴重。

台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廖本全痛批：「這是財團在挑戰我們的國土規畫。」財團把手伸進「非都市土
地」後，現在又想再伸進「都市土地」，如果給地方政府自己審等於是不用審，未來都市的邊陲土地可能都會變工業
區。

                                2 / 3



MEPO Forum / 經濟
[轉載] 抗議「血汗經濟」 產業會議閉幕爆衝突 [朱淑娟 2012-12-11]

至於建議給工業區容積獎勵，廖本全表示，之所以要有都市計畫，就是在規範一個城市的開發限度，冒然開放容積獎
勵將導致城市全面失控。

經濟部獨斷獨行 應為衝突負最大責任

今天環保團體或有失控演出，但引爆點是經濟部擅自將沒有共識的項目列入「共同意見」，經環保團體反映後不理會
。而在場的施顏祥、陳沖只要指示會議暫停，讓環保團體表達意見並討論，不該放入共同意見的就拿到其他意見，過
去所有類似會議不都是這樣處理的，更何況經濟部已表明所有意見都只是「研議」。

而陳沖或施顏祥可能不要10分鐘就可以化解衝突，讓會議好好落幕，但兩人卻完全不處理繼續唸稿，陳沖還加入嗆
聲，才會引爆更大的衝突。最高行政首長、經濟首長無視人民不同聲音，就連會議危機都處理不了，如何放心把國家
危機交給他們處理？

於 星期二, 12月 11, 2012

標籤： 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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