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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石化氣爆炸開的難題 
 
●陳奕齊／台灣南社秘書長 

 
 
 

  就在時序從七月跨入八月的那一夜，高雄市前鎮區與苓雅區發生丙烯外漏氣爆事

故，造成過三十人死亡、三百多人輕重傷的悲劇。事故發生後，高雄市民才驚覺，原來

在看不見的地底，竟有如此多的石化管線，讓高雄人就宛如躺睡在不定時炸彈上頭。近

年高雄市城市外表的氣象更新，其實並沒有更改高雄市被石化業所圍繞的現實，以及長

年「重北輕南」的發展歷史所累積的苦難。 

  面對災難悲劇，習慣性地祈禱祝福，更改不了下一次可能悲劇的降臨；只有如實謙

卑地面對災難的各項成因，方能避免重蹈覆轍。 

「代位求償」與「國賠」途徑的爭拗？ 

  短期的災難搶救之後，便是災區家園的重建工作。但對於災民的賠償途徑，卻出現

高雄市政府與國民黨議會的「代位求償 vs. 國賠」的對立。高雄市議會國民黨黨團提出

「國賠」路徑，其實是想透由「國賠」方式，證成高雄市政府禍首之責，並以此逼迫陳

菊或更高層級的市府官員下台。這儼然是一齣赤裸裸的政治鬥爭與選舉奧步，並置八○

一氣爆災民的最大利益與家園重建的效率於不顧。 

  高雄市議會的國民黨黨團使出的「國賠」之招，無非是希冀市府承擔禍首之責，如

果市府不想扛下氣爆禍首之責，則必須在「國賠」一事上跟災民纏訟，不管如何，對市府

都是傷害。因此，高雄市政府主動提出「代位求償」路徑，嘗試由善款先行賠償填補災民

損失，再將賠償請求的訴訟權委交市府，向肇事禍首財團李長榮化工進行賠償訴訟。 

  根據九二一地震崩塌的北市東星大樓尋求「國賠」路徑重建，曠日廢時，讓災民心

力交瘁，期間有多少民眾已經往生等不及入住重建完成的家園。因此，效率而言，由政

府主動賠償並將災民個別債權讓渡給政府，並由政府向財團進行索賠訴訟的「代位求

償」，站在災民利益而言，是最佳之作法，可讓災民專注於家園重建，迅速恢復往昔生

活，避免耽溺於悲傷之中。 

  再者，台灣是高度原子化的社會，在工商繁榮市民忙碌之下，要由災民組成團體對

大型財團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或針對政府進行國賠訴訟，都將是「小蝦米對大鯨魚」，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7期／2014.09.30 70   

對災民相當吃虧。更何況，平常鮮少共事與聚會的災民，要凝聚內部共識已是相當困

難，只消災民內部意見相左，皆可能成為訴訟對手分化與突破的缺口，讓災民官司立於

不利之地。因此，市府尋求「代位求償」的主張，其實對災民是最有利的賠償途徑。 

  事實上，台灣政府制度與政治治理幾近失靈狀態，許多事故、悲劇或災難，都跟失

靈的政府制度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再加上，台灣是個高度友善財團的國度，因此，

由各種財團或老闆所生事端，民眾幾乎難以追究。例如，1990年代，由於勞委會監察不

力，許多工廠老闆惡性關廠脫產，讓勞工領不到退休金或資遣費，後來在前勞委會以

「代位求償」之下讓勞工先行償領。然而，馬英九上台之後，不認這筆帳，反口當年是

先行貸款名義，向當年勞工索討債務，導致前一陣子的全國關廠失業勞工連線，再度上

演臥軌事件。 

  又如，九二一大地震之後，中部許多集合式住宅倒塌後，發現房屋偷工減料，但原

建商早已解散，無法找到責任賠償者。當年「九二一大地震受災戶聯盟」也曾提出「代

位求償」概念，希冀政府先行彌補災民因為偷工減料導致房屋倒塌的損失，之後再透由

政府力量跟當年的建商追索，但全都被政府回絕，殊為可惜。 

  事實上，只有集團性的政府力量，才能有辦法對抗集團性的財團力量；因此，此次

高雄市府主動提出「代位求償」的災民賠償與家園重建的路徑，可為台灣爾後各種涉及

財團肇事的索賠，建立一種全新求償典範，值得肯定。 

石化業禍根是誰種下？ 

  姑不論，高市議會國民黨團硬要捨「代位求償」就「國賠」，其背後的選舉與政治

考量為何，端就「國賠」主張，國民黨議員此舉無異是替肇事財團李長榮化工卸責，甚

至是想轉移國人對種下高雄石化歷史禍根的國民黨自身脫罪。事實上，根據社會學教授

許甘霖在1993年的研究指出，國民黨政權在1990年代前便利用國家資本掌握石化業上

游，並以黨資本結合私人資本壟斷石化業中游。 

  學者許介麟更提及，在美日因為公害原因停止石化業生產之後，石化業遂成為蔣經

國十大建設裡的重要計畫，不只政策扶植，並規定石化工業要有一定比例的官股。當

年，黨國不分的國民黨政權，以宛如今日非法的內線交易跟資訊取得，馬上在1971年6月

成立第一家控股公司—中央投資公司，並利用民間企業身分參與石化中游產業。 

  1980年代，石化中游產業除了續享政府政策的保障之外，甚至透由石油化學工業上

游的「國營中油公司」的讓利，來補貼黨資本蔓延滲透的石化中游產業。例如，1980年9

月的「石化工業產銷平準基金會」，即是拿國家稅金補貼黨資本盤據的石化中游產業。

從此，黨資本的石化廠，即成國民黨黨營利潤與收入的主要來源。許介麟在書中舉出以

國營中油、黨營中央投資公司跟美商亞美和共同出資成立的「中美和化學公司」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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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1993年是台灣製造業總排名中第二十五名，營收淨額一百三十七億元。因此，學者

許甘霖才會以石化產業為田野，提出所謂「黨資本」的概念，而台灣生態運動的旗手級

教授陳玉峰也才會痛陳，台灣石化業中游「大多是當時皇親國戚買辦等權勢者所掌控」

之主要理據。 

 

 

（取自花媽市長的臉書） 

圖 1、氣爆之後，高雄市民才認真看待思索高雄四周的石化業 

 

  若對石化業與國民黨利益共棲的歷史有所認識，則對於二十二年前吳敦義的高雄市

長任內，通過讓以中油名義申請輸油管埋置，但私下暗地裡卻將管線轉移給跟國民黨投

資有份的福聚公司為石化管線使用，則不禁令人懷疑，這是否是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石

化利益共生體，只求逐利自肥，而罔顧高雄市民身家與生命安全的非法之舉呢？ 

  迨至2006年，福聚被李長榮化工併購，連帶管線移轉成李長榮化工的石化管線；時

至今日，仍不時有未經證實的說法指出，中油仍在慷納稅人之慨，以低於中油進口價格

的合約價，流血賠售丙烯給李長榮化工使用。設若傳言屬實，則國民黨議會黨團，嘗試

將肇事禍首從財團李長榮化工轉移至陳菊市府，這若非國民黨「圖利財團」的慣性使

然，則令人懷疑是否是想掩蓋石化業與國民黨之間的利益夾纏與共棲的歷史事實呢？因

此，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國賠」只是讓國民黨脫罪與政治鬥爭的手法，國民黨「黨

賠」或許才更符合真正的歷史正義與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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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開「南北問題」？ 

  氣爆之後，沈寂一段時日的「南北問題」，也再次浮出檯面。事實上，中油或相關

石化公司的總公司設立台北，以上繳中央營業稅的方式，貢獻台北統籌分配款的額度比

例，導致南部人不斷詬病中油與石化工廠污染留在高雄，但公司稅金提成的好處透由上

繳中央的渠道而溢留台北，造成長期南北發展失衡與不公的現象。然而，台灣重北輕南

的問題，除了將污染性工業擺置南方，公司營業設處台北的落差之外，此種「北店南

廠」的分工格局，也間接帶出幾項問題。 

  首先，「北店南廠」的分工格局，其實也意味著店面邏輯凌駕工廠產業基地的思維

想像；畢竟，「店面邏輯」所主導的思維之下，錯把市場自由流通零阻礙的「市場開

放」當成經貿政策，然後把此種偏執的經貿政策，粉飾成台灣經濟發展的救命良方。於

是，北邊店面思維所親近主導的經濟發展想像，就如同天龍國店面發展思維一般，只專

注並著眼於市場的流通，以及促進流通的自由。這即是馬英九上台後，一直吹噓只要兩

岸市場一體化，讓人流、物流、金流與勞務等等在兩岸間自由流通，則台灣經濟將自動

扶搖直上的內建思維。 

  然而，若只有自由流通的市場，而無優質產品可供上市或跟外界比評競爭的話，則

自由流通的市場根本多餘與徒勞，甚至會讓外國產品利用自由流通的市場，將本國產品

或具備文化意義的產品，全數消滅殆盡。反之，若能著眼於產業與工廠基地，則對「經

濟發展」的慣性認識，將從貧乏的市場開放與自由流通的想像中跳脫，重新審視自身優

勢，據此提出前瞻性的產業政策，而這剛好是台灣當前最欠缺的。因此「北店南廠」的

格局，讓身處北邊的政策制訂者的政策想像，受限於「北店」經驗的格局想像之中。 

  此外，石化公司的「南廠北店」，也意味著白領工作機會在台北，南部只剩下工廠

現場的藍領工作機會。這扭曲了南北人力資源的分配，如同早年，國際學界以「人才流

出」（brain drain）抨擊先進北方的國家，如美國，吸納了南方或發展中國家的人才，讓

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更加遲緩。台灣的中南部，即是往北部挹注供給大量「人才」，進

一步讓南部子弟必須離鄉背井就學與就業。至於，大台北地區，則因為人口成長，不僅

房價暴漲，公共建設更永遠追趕不及人口成長所帶來的需求。石化氣爆之後，南北發展

失衡的問題，實值進一步深思。 

石化管線與石化專區？ 

  事實上，石化管線本就不該穿繞過人口密集的住宅與商業區；因此，國民黨議會黨

團一直抨擊陳菊市府「看管」不力，聽在高雄市民耳裡，其實荒謬無比。首先，石化管

線如果是不定時炸彈，那重點不是監管城市底下的「不定時炸彈」者的把風失利，而是

為何高雄市人口密集的住宅與商圈地底下會有「不定時炸彈」呢？因此，高雄市地面下



時 事 評 析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7期／2014.09.30  73 

的管線資訊必須透明化，對於通過城市主要幹道的管線，當斷則斷。 

  再者，包圍高雄市的石化業該何去何從，則是另一項該被高雄市民思索與探討的問

題。事實上，吳敦義擔任高雄市長任內核准中油埋置管線一事被揭露之後，吳敦義即刻

丟出「石化專區」，以為搪塞卸責。高雄市小港區的大林蒲「南星計畫區」，早在「高

雄港2040計畫」中即是預定的「石化專區」所在之處。因此，吳敦義的「石化專區」之

提議，其實只是舊酒新裝的遁詞罷。 

  儘管如此，「石化專區」的議程，也藉由吳敦義之口，順勢提至檯面。面對「石化

專區」之議，首先該討論的是，所謂「石化專區」中的石化業究竟為何呢？此一「石化

專區」只是將目前散落於高雄四周的高污染、高耗能、高耗水的低階石化工廠集中南星

石化專區嗎？若是，這不啻在高雄邊陲地帶重蓋一座「麥寮」式的石化專區罷了，那位

於此種「石化專區」旁的高雄市區，難保不會如同麥寮周遭鄉鎮一般，得暴露跟承受著

更高比例的罹癌風險嗎？！ 

 

 
（圖取自民視） 

圖 2、圖乃大林蒲地區的「南星計畫」，此次由吳敦義再度提出南星石化專區的構想 
 

  因此，「石化專區」不能只是把分散高雄四周的石化業集中擺置在專區內，而是台

灣整體「石化業」必須從過去高污染、高耗能的方式提升轉進。再者，縱使當前此種耗能

大、污染重的石化業提升轉進之後，那也必須尋求與邀請「高雄市民」的共決與認可，不

能再跟過去一般，一紙中央下來的政策規定，高雄居民則能無奈接受。此外，石化專區提

及的南星石化區座落於大林蒲地區，不論石化專區的未來如何，大林蒲目前即被各種高污

工廠與產業圍繞，居住品質難以提升；因此，大林蒲遷村的議題，勢必嚴肅與及早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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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進側翼提供） 

圖 3、氣爆之後，許多出身高雄的年輕子弟，舉辦了「愛我高雄，城市零風險」
的石化管線行腳活動 

 

 
（基進側翼提供） 

圖 4、「石化管線」穿繞鬧區與住宅區地底，讓高雄市民相當不滿。圖乃「基進側

翼」年輕人，沿著高雄市區石化管線所在之處的行腳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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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爆災難後，讓高雄受創，但也讓高雄城市有了轉化重生的契機，不單只是所謂某

項產業的轉型，而是更為全面的「城市轉型」。畢竟，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城市的長

相、風貌與生活內涵，理當由市民共決與同塑，非過往官方或財團片面恣意決之，此乃

民主落實於地方產業、生活風貌與城市地景的表現。氣爆在高雄市區的地表上劃下好幾

道難堪與難過的傷口，卻也逼迫高雄人必須正視，我們所期待的「城市家園」，究竟要

長成甚麼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