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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源之永續利用 
 

■王塗發／台北大學經濟學系系主任 

 

基於「永續發展」的理念，必須以「質」的提升取代「量」的擴增，

積極發展低污染、低耗能、高知識、高技術密集的產業，以及綠色環

保、觀光產業。 
 

 台灣在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發展過程

中，工商業快速發展，締造了令人稱羨的

經濟奇蹟。然而，工業化的結果卻對台灣

的自然環境造成莫大的傷害，台灣的環境

負荷早已高居世界前茅。  

 台灣在過去的工業化過程中，偏重於石

化、鋼鐵、水泥、造紙等高耗能源、高污

染的重化工業之發展。因此，導致我國的

能源密集度偏高，而能源生產力偏低，同

時也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產業發展造成環境污染的問題，實與其

使用能源的種類與多寡有密切的關係，而

燃煤與燃油是最主要的污染來源，但是我

國能源消費結構與供給結構又偏重在石油

與煤炭，所以在產業發展過程中自然會造

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  

 這種能源結構，實可反映出我國缺乏適

當的長程能源發展策略。檢討過去的能源

發展與利用，我們發現，我國能源政策偏

頗、能源研究發展經費之配置不當、對開

發再生能源與推廣汽電共生之努力不足。

在能源政策方面，台電公司與能源主管機

關一向重視能源之開源甚於節流。在開源

方面，則盡最大的力量去推動人民最反對

的大型核能電廠與燃煤電廠之興建，而相

對較忽視天然氣發電廠之興建，且對乾淨

的再生能源（如太陽能與風力能）的研究

與開發之著力更是微乎其微。同時，工業

用電又享受較民生與商業用電低二、三成

的電價。在這樣的能源政策下，愈是耗電

的產業，就享受愈多的獎勵與補貼。結

果，自然會導致不良的產業結構，並造成

環境品質的惡化。  

 土地乃是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產業的

發展不能沒有土地。台灣的土地資源有

限，總面積3萬6千平方公里，其中73%屬

山坡地與高山地區，適合發展的土地僅占

27%。又由於未能合理規劃與有效利用，

造成各類邊際土地或環境敏感地區相當大

的開發壓力。不當開發及超限利用情形層

出不窮，導致水土資源之嚴重破壞，對整

個自然生態及國人的生活品質均構成極大

的威脅。再加上人為的投機炒作，導致地

價不合理的飆漲，使得居住與工商用地取

得困難，造成社會不公，也影響產業發

展。因此，在未來的21世紀中，台灣的發

展究竟該如何定位，是值得國人深思的課

題。基於「永續發展」的理念，我們提出

下列政策建議，以供各界參考。  

 1.在產業發展方面，必須以「質」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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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取代「量」的擴增，積極發展低污染、

低耗能、高知識、高技術密集的產業，以

及綠色環保、觀光產業。對於高耗能、高

耗水、高污染產業的不當獎勵與優惠，應

儘速取消。  

 2.在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方面，應採取永

續能源策略，提升能源效率，推動綠色環

境稅制，調整能源結構，減少高碳能源

（煤炭與石油）的使用，而增加低碳（天

然氣）與無碳能源（如太陽能與風力能）

的開發與利用。尤其對於乾淨的太陽能與

風力能等再生能源的開發與利用，更應仿

傚歐、美先進國家，採取租稅減免、低利

貸款、資本補助、以及保證收購等獎勵政

策。  

 3.在國土規劃方面，應以「永續發展」

理念為最高指導方針；規劃原則必須考

量： (1)生態間的平衡， (2)世代間的公

平， (3)區域間的均衡，以及 (4)族群間的

和諧。同時，根據這些規劃原則，宜採下

列四項發展策略：  

 (1)將國土劃定為禁止開發地區、限制

發展地區與可發展地區；  

 (2)建立土地儲備制度（ land banking）

及所有權與使用權分離制度；  

 (3)建立完整便捷的全國交通運輸網路

與公共設施；  

 (4)劃設原住民保留地供原住民使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