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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今（2020）年 3 月 20 日《工廠管理輔導法》（以下簡稱《工輔法》）公告上路，9 月 2

日經濟部公布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的遷廠子法〈非屬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轉型遷廠或關廠及

輔導期限處理原則〉（以下稱〈中高污遷廠原則〉），要求廠商要在明年 3 月 19 日前提出

遷廠、關廠或轉型計畫，並於計畫提出後 2-4 年內完成計畫內容。因此，2020 年 9 月 2 日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是解決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的關鍵期。 
 

對廠商而言，最快要在半年內規劃好工業區租購地、貸款、訂單移轉等工作，時程上相

當急迫。但現行子法內容，只提出期限，卻未規劃導引，政府未盤點產業製程類別、規劃資

金融貸、土地供給等遷廠配套條件與措施，放生工廠自行處理，恐讓工廠表面上關廠，實際

卻是遷至其他農地廠房內，繼續違法經營。 
 

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偷排廢水，造成農地污染面積持續擴大，根據環保署「土壤與地

下水整治」資料，被污染農地至今已累積近 6,000 筆，面積達 787 公頃，受到鎘、鉻、銅、

鉛、汞、硫酸鹽、甲苯、三氯乙烯等 58 種有毒物質侵害，然而這些已知面積與污染物質卻

也只是低估。依據邱顯智委員向經濟部取得的資料，全台農地上中高污染違章工廠有 1,467

間，而其中 314 家臨時登記工廠竟可取得就地合法的申請資格。農地中高污染違章工廠，宛

如農地未爆彈，讓農田灌溉、台灣糧食安全陷於污染風險，於是，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的

遷廠轉型是亟須解決的問題。 

 
貳、企劃目標 

為了讓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離開農地，須從透過推力「逼遷」與拉力「找出遷廠配套

與規劃」雙管齊下。關於逼遷，須透過民意壓力來督促政府稽查未遷廠廠商，讓廠商不能再

持續觀望，應盡速辦理遷廠。而關於遷廠配套與規劃，本會於 2018 年至深入日本，研究日

本政府如何處理農地、住家周邊設置工廠的「住工混合」問題，如何建立「公害防止事業

團」、「協同組合」，串連產業上下游、共同搬遷至工業區，協同合作污染防治。 
 

在取得與借鏡日本的執行策略後，本會欲與政府、立法機構與利害相關人研商討論，思

考如何創造適合台灣操作的遷廠配套，我們將透過(1)建立農地污染、污染產業地圖與資料庫、

(2)監督《工輔法》子法、(3)友團串連共同行動、(4)教育講座推廣，讓民眾了解農地中高污

染違章工廠對農地、生活環境與健康風險的影響，一起監督政府落實中高污染遷廠，一起守

護農地、法律，遏止污染繼續發生，為農地止血，捍衛國土與糧食安全。 
 

叁、計畫期程：2020 年 9 月~2021 年 4 月 

 

肆、企劃內容 

 

一、建立農地污染、污染產業地圖與資料庫 

  基於社區知情權，政府應該揭露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的所在位置與廠內製程，讓民眾

預先防範與警惕，如工廠可能會造成哪些水污染、空氣污染、火災時可能燒出的有毒物質，

避免更多的公安意外發生。然而，現行政府卻以各種理由推辭中高污染工廠的資訊公開，對

此，民間團體將自主揭露農地中高污染工廠污染概況，要求政府提出具體遷廠、關廠計劃。 



（一）農地上的污染產業介紹與分布地圖 

  許多中高污染的廠商就在我們生活之中，但我們卻不知道這就是中高污染產業，像是味

精製造、紙漿製造、水泥及混凝土製品製造與強化玻璃製造等，這些產業的工廠會造成哪些

空氣或水質的污染，其位置分布又在哪裡？ 
 

  現行《工輔法》認定的 51+1 項中高污染有電鍍、染整、皮革...產業，我們將透過經濟地

理資訊系統與透明足跡的分析與套圖，揭露哪些縣市鄉鎮的農地和社區民眾健康被何種中高

污染產業危害，並進一步要求縣市政府在 2021 年 3 月 20 日後依法執行斷水斷電、遷廠或關

廠。 

 

 

（圖示：經濟部經濟地理資訊系統） 

 

 

（二）揭露各縣市鄉鎮溪河渠道中可能的毒化物、可能吸入肺的物質 

  透過經濟地理資訊系統、透明足跡與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圖資套疊比對，呈現各地中

高污染工廠分布與工廠歷年污染裁罰、懲處記錄，並揭露工廠造成的潛在水污、空污與爆炸

火災風險，透過召開記者會公開，讓各縣市的民眾知道家鄉的河川可能含有何種有毒化學物

質、呼吸的空氣可能含有的致癌物與隨時可能發生的火災風險（下圖為河川與污染場址的分

布圖）。 

 

 
(圖示：水利署水利地理資訊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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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各縣市農地污染案例故事與照片資料庫 

  鄉村裡的污染問題不斷發生，目前台灣未有中高污農地違章工廠偷排、水質或空氣污染

案例事故資料庫。我們將訪談第一線查緝中高污染的檢察官、環保稽查大隊、水利會水質稽

查人員及台中市政府中高污染調查輔導團的學者，建立各縣市農地污染故事案例與照片，作

為農地中高污染案例教育宣傳、記者會案例分享素材。 
 
（四）揭露台灣最優良的農產業群聚地區的中高污廠商 

  「農產業群聚地區」是農委會今年依使用現況而劃出的台灣最好農地，農業經營達 90%

（每 25 公頃）、80%以上完整地塊、政府輔導的集團產區及有機產區等。然而經濟部僅以地

段的文字表格檔來呈現農產業群聚地區的分布位置(表一、經濟部公布之農產業群聚地區地

段資料)，未有圖資化資料。加上政府也不開放地籍圖資購買，無法套疊出農產業群聚地區

內的中高污染產業的工廠。 
 

  我們將透過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經濟地理資訊系統與透明足跡的比對，來找出現況下

全台灣在最優良的農地中，有哪些中高污染產業的工廠，並揭露這些工廠可能如何危害台灣

最優良農地與糧食安全，並要求經濟部、地方政府於 2020 年 3 月 19 日後落實工廠的遷廠或

斷水斷電。 
 

 
（表一：經濟部公布之農產業群聚地區地段資料） 

 

 
（圖示：內政部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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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aubing.gcaa.org.tw/


二、監督《工輔法》子法 

  《工輔法》於 2020 年 3 月 20 日施行後，於施行日起半年內，有關《工輔法》第四章之

一「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的子法也陸續公布，下列子法內容與中高污染工廠

遷廠緊密相關。 
 

  另外，處罰機制能否落實令人懷疑。針對應主動申請遷廠、關廠與轉型但未辦理，或未

依計畫執行遷廠、關廠與轉型的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依〈未登記工廠停止供電供水作業

程序〉斷水斷電。然而，現行新增建違章工廠的斷水斷電，就有未落實的情形，未來中高污

染農地違章工廠的處罰恐也會面臨政府怠於執法的問題，我們將持續監督子法執行與落實。 
 

子法名稱 現行子法不足之處 達到的目標 監督方式 時程 

非屬低污染未

登記工廠轉型

遷廠或關廠及

輔導期限處理

原則（簡稱中

高污遷廠原

則） 

1. 只有目標，缺乏操

作手段 

2. 各部會權責不清 

3. 處罰機制能否落實 

要求成立專責

機構、輔導廠

商聯合貸款 

透過國會遊說

請立委質詢、

開記者會施

壓。 

預計國會遊說

9/2-3/19 

預計拜會經濟

部時間 

10/8 

預計跨團體記

者會 

9/2-10/15 

各縣市管理輔

導計畫審查原

則 

尚未頒布 須以農工分離

作為審查原

則，且須詳列

如何解決各種

潛在公安、消

防、農安及食

安風險以及環

境保護措施。

落實聯合稽查

機制。 

透過拜會經濟

部提交意見

書、國會遊說

來請立委質

詢、與跨團體

開記者會施

壓。 

預計國會遊說

10/20-12/31 

預計跨團體記

者會 

11/15-12/15 

特定工廠申請

用地計畫變更

編定為特定目

的事業用地審

查辦法草案 

尚未頒布，僅有草案 

 

1. 經環保主管

機關認定情節

重大命其停工

或停業者，不

得取得特目申

請資格。 

2.特目編定不

得突破國土計

畫法精神 

透過拜會經濟

部來提交意見

書、國會遊說

請立委質詢、

與跨團體開記

者會施壓，並

與跨團體舉行

專 家 學 者 座

談。 

預計國會遊說

10/20-1/31 

預計拜會經濟

部時間 

11/8 

跨團體記者會 

11/15-2/15 

 



（一）中高污遷廠機制--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及內政部成立跨部會專責機構 

政府公佈中高污遷廠子法依然只有目標，沒有任何具體作法的方式。就目前既有中高污

染業者量能，無論轉型或遷廠，政府未出面主導產業鏈群聚、提供適當的土地以及低利率資

金借貸，很難在既要維持原有產業，又要重新開闢新廠兩面兼顧下，進行產業轉型及遷廠，

最終只有選擇關廠一途。 
 

在推動中高污工廠遷廠轉型中，其他部會的角色定位不清。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

各縣市政府，都負有農地違章中高污染工廠納管的部分職責，但在中高污遷廠子法中卻未說

明清楚。中高污染廠商是否遷廠，責任不僅在經濟部中辦，必須要農業、環保、內政、經

發....等跨部會機關共同規劃，成立專責機構、輔導廠商聯合貸款與遷廠，且更需有工業用地

媒合。 
 

日本 70 年代處理產業擴張的噪音、水污、空污問題，政府面對住工工廠的污染問題，

從各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調派環保、財務與經發部門人力，動員各相關行政部門與融貸機構，

成立 200 多人跨部門的『公害防止事業團』，以 2 兆日圓帶動 20 兆公害防治投資，不只解

決污染問題，更促進中小企業產業、污染防治升級，解決經濟與環境問題。 
 

（二）「農工分離」是各縣市管理輔導計畫審查原則 

  依據《工輔法》第 28-2 條，各縣市政府應有違章工廠管理輔導計畫，作為管理及輔導

未登記工廠之整體規劃及執行依據，裡頭除了載明新增及既有未登記工廠之調查情形與辦理

情形外，還有既有未登記工廠的遷廠、轉型或關廠的執行規劃。為整合資源及分工合作，並

採一致性措施，可在管理輔導計畫中規劃主協辦機關，結合土地、建築、農業、環保、消防

及衛生單位聯合稽查執法，處理措施之法令依據、執行目標、督考機制及預算經費等事宜，

以期落實管理及輔導措施。 
 

  2020 年 9 月 20 日各縣市政府的管理輔導計畫已經全數呈報給經濟部中辦，然而目前經

濟部中辦審查各縣市管理輔導計畫的審查原則尚未出來，民間團體將主張經濟部應以「農工

分離」為審查原則，且須詳列如何解決各種潛在公安、消防、農安及食安風險以及環境保護

措施。 
 
（三）「農地」地目變更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 

  依據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草案第二條：「取得

特定工廠登記之後，未有因污染情事，經環保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命其停工或停業者；或

經環保主管機關認定情節重大命其停工或停業，經改善完成，核准復工超過一年以上者。」

仍可以申請特目。對於中高污染工廠變更用地的要件過於寬鬆，完全沒有考量工廠排放污染

對環境及糧食生產系統產生的傷害，將使得不肖廠商心存僥倖、不做好污染防制措施。 
 

  為了維護農地永續及糧食生產系統安全，不應忍許農地遭受污染，更遑論造成嚴重污染、

違規情節重大的廠商，竟不需負起環境復原的責任，僅完成改善就可變更用地、就地合法，

將使社會公平性蕩然無存。因此，我們將強力主張凡有污染情事，經環保機關裁罰確定者，

不得申請用地變更、就地合法。 
 

  另外，現況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編定，淪為大規模現況編定，恐架空國土計畫法精

神，未來難以管理。民間團體將串聯一同召開記者會，並進行國會遊說，避免《工輔法》架

空國土計畫精神。 



  我們將透過拜會經濟部提意見書、請立委質詢關注及召開記者會施壓，要求修正子法不

足之處，確實落實子法，有策略地讓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真正離開農地。 

三、友團串連共同行動 

  針對《工輔法》子法監督，將以記者會、媒體引起社會關注，並讓透過論壇讓專家學者、

經濟部中辦、各縣市政府參與討論，擬定子法執行方向與原則。 

（一）記者會與聲明稿 

1.20200908【清查資訊不公開，幽靈農地工廠抓不到-工輔子法虛有其表，中高污染遷廠須有

配套】聯合記者會 
 

 
 

(1)出席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彰化縣環保聯盟、綠色公民行動聯

盟、新竹市議員廖子齊 
 

(2)訴求： 

a.土地不斷被污染，卻不知道污染源在哪裡？經濟部已經掌握中高污染農地違章工廠名單，

包含 1,153 家中高污染未登記工廠與 314 家中高污染臨時登記工廠，政府應公開工廠名稱、

所在位置與產業類型。 
 

b.各地方政府皆有未登記工廠清查報告，但公開方式卻天壤之別，應統一格式公開，並公布

中高污染廠商的名稱、位置與產業別。 
 

c.中高污農地違章工廠遷廠非單一部會能夠解決，必須要農業、環保、經發等跨部會機關共

同規劃，成立專責機構、輔導廠商聯合貸款與遷廠，且要有工業用地媒合。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818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818


(3)新聞媒體露出：12 則 

a.20200908 中央社石蚵疑染重金屬 環團籲公開農地工廠名單 

b.Sina 新浪網(中央社)石蚵疑染重金屬 環團籲公開農地工廠名單 

c.20200908 經濟日報(中央社)中高污染未登記工廠 經部要求明年 3/19 前申請改善 

d.20200908 上下游新聞中高污染違章工廠毒害魚米之鄉，經濟部清查卻不公開名單，環團批《工輔法》虛

有其表 

e.20200908 聯合 UDN 石蚵疑受重金屬汙染變綠色 環團籲公開農地工廠名單 

f.20200908 環資中高污染工廠遷廠原則公布 環團批虛有其表 籲經濟部公開名單 

g.20200908 Hinet 生活誌(環資)--中高污染工廠遷廠原則公布 環團批虛有其表 籲經濟部公開名單 

h.20200908 ET today 花 7 千萬納稅錢清查農地工廠！環團怒政府資料不公開「虛有其表」 

i.20200908 Yahoo 新聞石蚵疑遭重金屬汙染 環團籲公開農地工廠名單 

j.20200908 公視高污染違章工廠 環團籲經部公開名單 

k.20200908 苦勞網【記者會】清查資訊不公開，幽靈農地工廠抓不到--工輔子法虛有其表，中高污染遷廠

須有配套 

l.20200908 工商時報經濟部公布非低污染未登記工廠處理原則 輔導期最長可達 6 年(經濟部回應記者會發

稿，完全沒看我們新聞稿) 

 

 

2.20201013【農地工廠又大火 死傷悲劇不停止--違章工廠資訊公開 落實社區知情權】聯合聲

明稿 
 

 

20190829 彰化埔心農地違章工廠大火(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提供) 
 

(1)聲明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中台灣農用基地、環境法律人協會、台灣環

境資訊協會、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綠色公民行動聯盟、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80294.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80294.aspx
https://www.cna.com.tw/news/ahel/202009080294.aspx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908/36280272.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908/36280272.html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200908/36280272.html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84465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84465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84465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844655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4844655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36823/
https://www.newsmarket.com.tw/blog/13682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844827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844827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844827
https://e-info.org.tw/node/226728
https://e-info.org.tw/node/226728
https://e-info.org.tw/node/226728
https://e-info.org.tw/node/226728
https://e-info.org.tw/node/226728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170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170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170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1702
https://times.hinet.net/news/23041702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08/1804085.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08/1804085.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0908/1804085.htm
https://tw.mobi.yahoo.com/news/%E7%9F%B3%E8%9A%B5%E7%96%91%E9%81%AD%E9%87%8D%E9%87%91%E5%B1%AC%E6%B1%99%E6%9F%93-%E7%92%B0%E5%9C%98%E6%89%B9%E7%B1%B2%E5%85%AC%E9%96%8B%E8%BE%B2%E5%9C%B0%E5%B7%A5%E5%BB%A0%E5%90%8D%E5%96%AE-110316418.html
https://tw.mobi.yahoo.com/news/%E7%9F%B3%E8%9A%B5%E7%96%91%E9%81%AD%E9%87%8D%E9%87%91%E5%B1%AC%E6%B1%99%E6%9F%93-%E7%92%B0%E5%9C%98%E6%89%B9%E7%B1%B2%E5%85%AC%E9%96%8B%E8%BE%B2%E5%9C%B0%E5%B7%A5%E5%BB%A0%E5%90%8D%E5%96%AE-110316418.html
https://tw.mobi.yahoo.com/news/%E7%9F%B3%E8%9A%B5%E7%96%91%E9%81%AD%E9%87%8D%E9%87%91%E5%B1%AC%E6%B1%99%E6%9F%93-%E7%92%B0%E5%9C%98%E6%89%B9%E7%B1%B2%E5%85%AC%E9%96%8B%E8%BE%B2%E5%9C%B0%E5%B7%A5%E5%BB%A0%E5%90%8D%E5%96%AE-110316418.html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3192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3192
https://news.pts.org.tw/article/493192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704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704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704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704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b03004002020090819203682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b03004002020090819203682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b03004002020090819203682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b03004002020090819203682
https://m.ctee.com.tw/livenews/aj/b03004002020090819203682


(2)訴求： 

a.為了落實社區知情權，政府應向人民揭露，農地違章工廠的位置、製程與使用原料、化學

物品可能造成的風險，降低更嚴重的災害。 
 
b.未登記工廠管理輔導計畫，須以農工分離為規劃原則，不應零星就地合法。另外，必須詳

列如何解決各種潛在公安、消防、農安及食安風險以及環境保護措施。 
 
C.經濟部與地方政府應將「違章工廠存放危害物資清單」、「違章工廠依消防法規定提供搶

救必要資訊」與「違章工廠管理權人名單」，同步共享至各地消防局，以利救災。 
 
(3)新聞媒體露出：6 則 

a.20201013 Yahoo！新聞(CNEWS 匯流新聞網)農地工廠頻釀大火 環團要求違章資訊公開、落

實社區知情權 

b.20201013CNEWS 匯流新聞網--農地工廠頻釀大火 環團要求違章資訊公開、落實社區知情權 

c.20201013 ETtoday--農地違章工廠屢爆炸失火 環團籲政府「揭露風險、農工分離」 

d.20201013 聯合--農地違章工廠屢失火 環團籲農工分離、落實社區知情權 

e.20201014 環資--農地違章工廠又火起 環團：「低污」仍有災害風險 籲農工分離 

f.20201014 苦勞網【新聞稿】農地工廠又大火 死傷悲劇不停止--違章工廠資訊公開 落實社區知情權 
 

（二）「農地違章地目變更 VS.國土計畫法」論壇 

        2020 年 12 月底內政部將推出〈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而《工輔法》的

〈特定工廠申請用地計畫變更編定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審查辦法〉也將於 12 月推出，民間

團體擔心經濟部推出的該辦法，恐讓工廠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架空《國土計畫法》精神。 
 

1.執行時間：2020 年 11 月 

2.論壇題綱： 

(1)《國土計畫法》〈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與《區域計畫法》轉軌問題 

(2)針對未登記工廠申請特目問題，該如何避免工廠特目淪為大規模無差別現況編定。 

3.出席與談：專家學者、營建署與經濟部 

4.主辦團體：環境法律人協會、地球公民基金會、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 
 

四、教育講座推廣 

地球公民基金會將舉辦三場中高污染農地工廠轉型講座，邀請記者、研究員與產業公會、

政府違章工廠相關處理單位人員等，依據他們各自的觀察與產業經驗，一起探討怎麼樣的制

度環境與配套措施，能夠讓中高污染農地工廠順利離開農地、完成遷廠。 
 

第一場邀請報導者記者與地球公民研究員與談，一同借鏡日本 70 年代如何解決「違章

工廠」難題；第二場則是直擊農地污染現場，由地球公民研究員來從地方錯綜複雜的產業與

政治關係，來分析世界第一水龍頭聚落的困境與掙扎，釐清鹿港頂番婆農地違章工廠為什麼

難以離開農地；第三場，本會借鏡日本經驗與釐清台灣廠商困境後，將以中高污染的電鍍業

與染整業為例，探討農地違章工廠遷廠與轉型機會。 
 

以下場次皆會邀請環境相關科系學者與系辦、國會助理、經濟部與各縣市政府承辦、產

業公會、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來參加聽講，並且行公文給各縣市政府承辦，一同學習與探討

轉型可能。 

https://tw.news.yahoo.com/%E8%BE%B2%E5%9C%B0%E5%B7%A5%E5%BB%A0%E9%A0%BB%E9%87%80%E5%A4%A7%E7%81%AB-%E7%92%B0%E5%9C%98%E8%A6%81%E6%B1%82%E9%81%95%E7%AB%A0%E8%B3%87%E8%A8%8A%E5%85%AC%E9%96%8B-%E8%90%BD%E5%AF%A6%E7%A4%BE%E5%8D%80%E7%9F%A5%E6%83%85%E6%AC%8A-10
https://tw.news.yahoo.com/%E8%BE%B2%E5%9C%B0%E5%B7%A5%E5%BB%A0%E9%A0%BB%E9%87%80%E5%A4%A7%E7%81%AB-%E7%92%B0%E5%9C%98%E8%A6%81%E6%B1%82%E9%81%95%E7%AB%A0%E8%B3%87%E8%A8%8A%E5%85%AC%E9%96%8B-%E8%90%BD%E5%AF%A6%E7%A4%BE%E5%8D%80%E7%9F%A5%E6%83%85%E6%AC%8A-10
https://cnews.com.tw/174201013a03/
https://cnews.com.tw/174201013a03/
https://cnews.com.tw/174201013a03/
https://cnews.com.tw/174201013a03/
https://cnews.com.tw/174201013a03/
https://cnews.com.tw/174201013a03/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013/1830608.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013/1830608.htm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201013/1830608.htm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93226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93226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93226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932263
https://udn.com/news/story/7266/4932263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e-info.org.tw/node/227370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https://www.coolloud.org.tw/node/94836


該三場活動請記者作專題報導，進一步露出資訊，讓更多民眾知道中高污染農地違章遷

廠的議題。 

 

(一)第一場 [他山之石：七零年代的日本，如何解決違章工廠問題] 

 
 

  農地違章工廠在台灣農村屢見不鮮，數量龐大且具污染的農地違章工廠，是台灣的難解

問題，然而台灣並非是亞洲唯一出現違章工廠的地方，在日本，也出現住工混合的違章工廠

污染問題，由於日本公害頻傳，如駭人聽聞的水俁病，促使日本痛定思痛，花了 50 年要解

決住工混合造成的公害問題。 
 

  日本究竟如何解決違章工廠問題，2018 年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至日本取經，借鏡日本

的解決策略。該場將透過報導者記者林慧貞與孔德廉對台灣農地違章工廠的現況與遷廠觀察

切入，再藉由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員深入日本的參訪與研究，反省台灣的可能千廠措施。 
 

1.時間：2020 年 9 月 9 日 

2.主講人：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專員吳其融、陳威志、李翰林 

3.與談人：報導者記者林慧貞、孔德廉 

4.出席人數：現場出席 64 人，線上出席：26~30 人 
 

 



   

  
 

5.延伸閱讀：投書報導者 

(1)現在不做，以後會更慘—日本如何因公害覺醒，解決「違章工廠」問題 

(2)2 兆日圓帶動 20 兆公害防治投資， 日本公害防止事業團 解決經濟與環境衝突 

(3)日本中小企業廠商如何協力和政府打交道，化矛盾為環境進步的動能？ 

6.【講座紀錄--影片+PPT】9/9 看看日本 70 年代如何解決「違章工廠」 
 

(二)第二場 [第一線直擊：從鹿港頂番婆來看台灣農地違章工廠的困境與掙扎] 

 

  鹿港頂番婆是世界著名的水五金生產聚落，也是農地違章工廠的大宗聚集地，蔡英文總

統上台前親自去參訪，2016 年上台後提出田園式工廠聚落等政策。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專

員將分析世界第一水龍頭聚落的困境與掙扎，探討為什麼這些違法工廠不離開農地，並邀請

長期觀察台中農地工廠的台大城鄉所吳柏澍與談，分享城市發展壓力如何影響農地工廠的遷

徙與分布。邀請大家一起來深度解剖，為農地工廠找出路！ 

https://www.twreporter.org/
https://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3787
https://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3791
https://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3792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3798


1.時間：2020 年 10 月 14 日 

2.主講人：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專員 吳沅諭 

3.與談人：台大城鄉所碩士生 吳柏澍 

4.出席人數：現場出席 32 人，線上出席 22 人  

 

 
 

4.【講座紀錄--影片+PPT】10/14 世界第一水龍頭聚落的困境與掙扎－鹿港頂番婆農地違章工廠 

 

(三)第三場 [農地上電鍍業與染整業遷廠與轉型機會研究與探討] 

 
 

  現行《工輔法》認定的 51+1 項中高污染有電鍍、瀝青及染整...產業，而電鍍業與染整業

是台灣許多製造業類別中不可缺席的製程，面對不可或缺但易產生污染廢水的電鍍業與染整

業，台灣應該採取何種策略來輔導產業升級與遷廠？將請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員吳其融與

實習生宋沅臻，在借鏡日本遷廠措施之後，一起試著提出專屬於台灣的中高污染遷廠可能解

方。並透過產業公會的與談，找出貼近台灣產業現況的遷廠配套與誘因。 

https://www.cet-taiwan.org/events/3800


1.時間：2020 年 11 月 11 日 

2.主講人：地球公民基金會研究專員 吳其融 

                  地球公民基金會實習生 宋沅臻  

3.與談人：台灣區染整公會（正在邀請中）  

                  表面金屬處理公會（正在邀請中） 

                  經濟部官員（正在邀請中） 
 

 

 

伍、預期成果及評估方法 

一、建立農地污染地圖、經濟部 50+1 中高污染裏的電鍍、染整、皮革污染產業地圖與資料

庫，召開記者會公布資料庫，發函給各地方政府，要求政府執行 2021 年 3 月 20 日未提

出轉型、遷廠或關廠計畫之廠商需斷水斷電。 

二、揭露各縣市受農業區工廠水污與空污最嚴重毒害的鄉鎮，公佈台灣最優良的農產業群聚

地區的中高污廠商，並建立農地污染案例故事與照片資料庫。 

三、監督修正《工輔法》第四章之一「未登記工廠與特定工廠管理及輔導」的子法，要求政

府落實中高污染工廠遷廠，守護農地，捍衛糧食安全。 

四、污染地圖與污染案例故事投稿於綠主張。 

五、系列講座以文字、照片影像來記錄，供機構內部做為議題交流學習之指引，並書寫會勘

報告、報導，登載於地球公民基金會通訊、網站及 FB 上。 

六、污染地圖與資料庫分享於在地社區、聚落及 NGO，一起守護家園及生活環境。 

七、推廣中高污染農地工廠轉型、遷廠講座，參與人數達 150 人，線上達 80 人。 

八、活動宣傳將註明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贊助。 
 

 

 

 

 

 

 

 

 

 

 

 

 

 

 

 

 

 

 

 

 

 



陸、經費預算 

項

目 
內容 數量 單價 預算 備註 

人

事 

薪資（研究專員） 1人*0.4*8個月 13,690 109,520  

薪資（教育推廣、宣傳） 2人*0.2*8個月 6,845 109,520  

資

料

庫 

套圖系統程式設計 2人*8個月 5,000 80,000  

資料庫網域租用 約 48美金*8個月 1,500 12,000  

農產業群聚地區段籍圖資 59個鄉鎮 1000 59,000  

活

動 

講座-講師費 6人 3200 19,200  

講座-與談費 5人 2000 10,000  

交通費(高鐵) 6人 2980 17,880  

場地費(講座+論壇) 4場 4600 18,400  

活動、污染圖資宣傳投放 15次 1000 15000  

現

勘 

交通費(租車、過路費、停

車費、油資) 
8次 3800 30,400  

住宿費 8次 1600 12,800  

雜

支 

行政、手續費、印刷、郵

資、文具…等 
  5,000  

經費需求 498,720  

自籌收入 398,720  

申請補助 100,000  

 

 

 

 

 

 

 

 



組織簡介 

地球公民基金會 2010 年由 174 位捐款人捐助登記成立，台灣第一個透過大眾募款成立

的環保基金會。1998 年李根政先生與一群關懷環境保護的教師，在高雄市教師會成立「生態

教育中心」；2007 年，李根政、蘇振輝先生集結高雄地區 40 位環保人士，創辦了地球公民

協會主要關注保護山林、水資源，減緩與改善工業污染等環境議題。1998 年台灣環境行動網

為留美學人組織的網絡，2006 年正式回台灣立案，致力於推動責任科技、氣候變遷等議題。

2011 年 1 月兩會合併為地球公民基金會。 
 

宗旨 

提升人民環境意識並採取行動，善盡地球公民之職責  

願景 

透過積極的行動，重建台灣人與土地的和諧關係，建立一個永續的社會，善盡台灣做為「地

球公民」的責任。 
  

工作業務、關注四大議題： 

§促進法令制度、政策、生活方式的改變，以滿足當代基本需求，保留未來世代的生機。 

§以和平方式實踐守護地球的公民行動，促進公民參與與環境決策。 

§透過調查研究、揭露環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發行刊物、專書，舉辦活動、講座等，以普及環境教育。 
 
一、「保護山林」：揭露台灣水泥 1/3 外銷，西部關西復礦，在氣候變遷劇烈下，國土保安

受到嚴重威脅，推動修改礦業法要求政策環評，請參考修改特權礦業法，拒當財團提款機、

發起 撤銷亞泥違法展延  立即修改礦業法 21 萬人連署，舉辦 625 看見台灣遊行。揭露『砍大樹、

種小樹』的毀林歪風，促成政府訂定《獎勵造林審查要點》，出版【保護天然林 復育國土

是我們唯一的選擇】、【我們吃掉多少森林？台灣伐木養菇議題之調查研究】。 

 

二、「降低工業污染」：促成政府修訂《石化業放流水標準》，列管含氯致癌物及塑化劑。

反對大林燃煤電廠，減少 800 多萬噸 CO2 增排。與友團共同推動推動化學物質源頭管理與

資訊公開，推出民間版《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在立院三讀通過。推動高屏空污總量管制這

杯滿水豈容再倒？回顧空污總量管制推動歷程。【產業轉型、低碳永續，儉樸正義新社會】

【美好生活少不了它？台塑仁武廠和 PVC 的故事】。 

 

三、「守護花東」:串聯花東社區、團體，成功刪除「國有土地財團化」條款，並監督 400

億基金運用。出版「我們海在一起」折頁，舉辦「太陽的孩子」電影放映全台巡迴講座，邀

請民眾共同守護花東好山、好水。 

 
四、推動「能源轉型」「建立非核家園」:「能源轉型」是處理氣候變遷與減碳的最為核心課題，地

球公民提出台灣面對氣候變遷的五大減碳方案。主辦南台灣廢核大遊行、協助北部廢核大遊行，締

造全台 22 萬人上街廢核紀錄。 

 

http://www.cet-taiwan.org/info/news/2384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news/300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82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948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260
http://www.cet-taiwan.org/publication/issue/content/2260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8
http://www.cet-taiwan.org/node/1477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303
https://www.cet-taiwan.org/category/286
https://www.cet-taiwan.org/info/story/3610


歷年與消費合作社互動事項說明 

時間 內容 

2009.1~2009.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0.1~2010.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1.1~2011.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2.1~2012.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2.03~04 以「環境教育藝術宣導計畫」申請公益金，獲得 10萬元補助。 

2013.01~2013.12 主婦聯盟合作社環境教育專案 

2014.06.21 2014合作綠學堂蔡卉荀主任擔任「伸進農村的開發怪手」講師 

2015.02 以「廢核。重生~2015南台灣廢核大遊行」申請公益金，獲得 10萬元補助。 

2015.04 以「如何省下一座核電廠？因應氣候變遷的城市節能課題」獲得 98,754元。 

2016.10 以「公民的力量決定國土未來 動身打造美好家園」獲得補助 99,640元。 

2017.03 南臺灣廢核空污遊行，獲得 100,000 元。 

2017.07 在山海的土地上-花東青年在地發展的想像~花蓮高中營隊，獲得 70,000 元 

2018.04 『勿忘福島‧能源事急』~2018 南台灣廢核減碳系列活動，獲得 50,000 元 

2018.04 
公民力量決定國土未來 動身打造美好家園--動身護土全國國土計畫深水區，獲

得 100,000元 

2019.04 南臺灣廢核減碳系列--核電 10%掰！再生能源來！，獲得 100,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