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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 

中部科學園區四期計畫，去年八月遴選彰化縣二林鎮為預定地。一個用地 600

多公頃、投入 1.2兆、聲稱每年可創造 9千億營業額、3萬個就業機會的開發案，

是政府眼中拼經濟的救命仙丹。 

 

但另一方面，在金融海嘯重創高科技產業、國科會負債高達千億的情況下，政府

決定再度舉債興建中科四期，引爆國家資源不當投入、陷國家經濟於更大風險的

疑慮。 

 

特別是世界農糧組織才剛宣布全球飢餓人口將破 10億人，中科四期徵收大面積

農地、排擠農業用水、引發國家糧食安全、國土利用合理性批評。國家資源應如

何分配才能保障台灣人民的未來，政府有必要給全民一個交代。 

 

內文 

中科從 91年起，陸續開發台中、虎尾、后里等三期園區，中科主張前三期園區

土地核配率已達八成，用地已不夠，另規劃在彰化縣二林鎮開發中科四期園區，

總面積 635公頃，主要提供給友達一家公司興建面板廠。 

 

工業與農業搶水  

 

中區水資源已嚴重缺乏，中科四期二林園區再度引爆搶水爭議。 

 

中科四期用水規劃，短期用水（98~100年），每日 0.48萬噸，預計從自水來系

統供應。中期用水（101~104 年），每日 7.13 萬噸，由自來水系統、集集攔河

堰北岸既有水源供給。長期供水（105年以後）每日 16萬噸，由自來水系統及

大度攔河堰聯合供水。 

 

中科指出，關於短、中期用水已取得自來水公司、彰化農田水利會同意。依「調

度使用農業用水契約書」內容，彰化農田水利會承諾以「持續穩定」提供園區用

水。而且即使在枯水期、非灌溉期間也會「確保調度水量的穩定供給」。環評審

查時有委員質疑這份合約「割地賠款」，非常不合理。 



 

糧食自給率只有 3成的台灣，種稻總面積 50萬公頃，卻有近半、22萬公頃休耕

中 (一、二期作合計)。農地休耕只是因應世貿組織、調節產銷的權宜之計，並

非廢地。當糧食自給不足，還有復耕的機會。一旦農地變工地，未來完全沒有緩

衝的餘裕。政府在支持工業同時，是否想到糧食安全要付出多少代價。 

 

工業與農業搶地 

 

工業用地為了爭取完整區塊，農地勢必被犧牲。以中科三期七星農場基地為例，

總計 111 公頃全數是台糖農地；中科四期面積 635 公頃，8 成台糖農地，其他

2成也是農地、甚至有 1成 4是私有地。 

 

台灣許多農田已休耕，政府又不斷為了工業開發釋出農地，有些甚至還是生產力

高的優良農地。不顧農民意願強制收購農地也有違公平正義。 

 

工業用地往往涉及徵收私有地，政府以「公益需要」之名，未依土地徵收條例規

定的協議價購程序辦理。徵收價格往往過低，農民被迫賣地、且失去農保資格，

導致農民的恐慌。台灣已是民主國家，但為了追求效率，輕易動用土地徵收權，

未來勢必引發更大的民怨。 

 

高科技廢水、空汙人人怕 

 

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未來光是揮發性有機物每年排放 1000多公噸，對臭氧日益嚴

重的中部地區而言，如果沒有其他有效的空汙管制策略，未來空氣品質的變化、

民眾的健康風險難以預料。 

 

另外，中科四期二林園區每天排放近 10萬噸廢水，原本中科打算將廢水排入舊

濁水溪流域、三和制水閘下游河段。福興鄉漁民抗爭後，中科提出改排濁水溪的

新方案，從二林園區往南拉 17公里專管，將廢水排放到自強大橋下游，下游高

灘地有農作，出水口兩側有養殖魚塭，對雲林縣影響相當大。 

 

中科一再表示，廢水符合放流水標準，適合養殖漁業。然而所謂低於管制標準，

並不表示對養殖業、灌溉用水或民眾健康沒有影響。究竟有多少影響、又如何因

應，政府有必要充分評估健康風險後，做出對人民最有利的決定。 

 

中科四期的廢水不論排到彰化縣或雲林縣都不受歡迎，因為重點不在廢水排放到

那裏，而是廢水根本無法讓人放心。未來中科必須誠實提出解決方案，否則即使

強行過關，開發的正當性永遠都會受到質疑。 



 

科學園區是迷思、還是未來 

 

自民國 69 年新竹科學園區設立以來，台灣科學園區發展已經過 30 年，如今還

是台灣賴以提升經濟的產業。但是，往年的高成長如今已不復見，國際間一有風

吹草動，台灣科技業感受的衝擊也愈強烈，去年即負成長 5%。 

 

每當政府提案興建科學園區，理由不外促進經濟、增加就業，科學園區或工業區

又往往設在經濟相對弱勢的區域，當地民眾對科學園區的期盼可想而知。 

 

然而國科會統計，科學園區就業人口達 20萬人，其中 95%擁有高中以上學歷。

中科表示，二林園區可帶進 3萬個就業機會，但多數漁民只有國中學歷，他們是

否真能進入科學園區就業也很令人懷疑。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系主任徐世榮表示，科學園區是否真能為國家帶來這麼多的好

處，大家好像都已陷入到一個迷思，好像科學園區都是好的。他認為，所謂的利

益，絕對不能只從經濟面向來考量。 

 

徐世榮指出，永續發展的概念政府已經推很久了，但都只停留在表面上、口頭上，

並未真正落實。「你說農業不永續嗎？」他認為農業是非常永續的，可以世世代

代養活很多人口，當然政府也應重視工業發展，但不能像現在這樣，動不動用經

濟產值把農業侵奪，完全以為工業發展是最好的。「我們台灣未來生存的命脈，

在於我們人民對土地的認同跟愛護，這才是最關鍵的。」 

 

側記 

金融海嘯算是對過去全球經融體制的一次總體檢，許多曾經撐起經濟半壁江山的

產業如今面臨重大挑戰。光電、半導體這些高耗能、高耗水產業未來是否能重新

再起，已引發巨大疑慮，許多國家為了避險，已積極尋找綠能產業。 

 

如今政府依然把重振經濟的期待放在光電、半導體業，投入巨大資源，已對其他

新興產業產生排擠作用。隱藏不見的，還牽扯工業與農業搶水、農業面積減少衝

擊糧食安全、工業汙染的世代正義等爭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