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反對亞泥三礦場西歸復採 陳情書 
 

自民國 46年亞泥在新竹（橫山鄉）設置廠區生產水泥以來，自關西鎮礦場至橫山鄉

沿線的居民，便飽受自開採礦石、輸送原料、生產水泥、產品運輸等過程中各方面的危害。

我們可以理解過去台灣因為在產業發展政策上著重經濟發展與公共建設，而曾有發展水泥

產業的需求。但在天災地變日鉅且西人口日漸稠密後，在歷經多年的政策規劃，水泥業遂

配合政府「水泥工業長期發展方案」全面撤離台灣西部，舊礦場在地居民也逐漸發展出不

同的生活模式與社區發展方向。何以今日在未有任何政策說明的情形下，亞泥三礦場又再

度西歸復採？在距離樹橋窩聚落不及 300公尺處進行石灰石礦場開發的合理性究竟何在？ 
     

    我們認為在政策上，西部石灰石礦礦業保留區解禁過程草率，產業政策不明，與當前

環境政策相違，危害農村發展，表達強烈的反對與質疑： 
 

（ㄧ）、礦業保留區解禁過程草率且影響重大，政策環評何以缺席? 

       自民國 86年台灣結束西部所有石灰石礦區礦權，引導水泥產業東移，經濟部卻在 

       未經詳細政策評估及公開討論的情形下，罔顧水泥工業長期發展方案實乃功成身 

       退、亦曾一再重申國家水泥發展政策未改變的事實（行政院 98年 9月新聞稿）， 

       而以該方案已停止適用為由，私自於 102年 4月 1日解禁新竹縣轄礦業保留區。 

       其過程與意圖皆未公示周知，決策草率，對環境民生影響重大，應進行政策環評。 
      
（二）、產業政策不明，推動產業轉型只剩口號 

       水泥產業為高耗能、高耗水、高環境成本的產業，台灣本是資源有限、地質脆弱 

       之高山島嶼，尤其在氣候變遷下，山坡地土砂災害與水旱災頻仍，與過去的時空 

       條件已截然不同，推動產業轉型勢在必行，水泥業不僅無法解決當前台灣經濟發 

       展困境，更將有害於台灣所追求的環境與世代正義。 

（三）、破壞國土環境、加重空汙與全球暖化 

       水泥業自開採、生產到銷售，消耗鉅大的環境成本，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 

       完全違背台灣作為島國的合理發展方向，更與當前以永續為前提，著重國土保育 

       與環境復育的政策相扞格。 

（四）、傷害農村發展與主體認同 

       關西鎮金山里、玉山里、錦山里的民眾，早期雖因亞泥採礦帶給社區許多傷痛與 

       生命財產損失，然而亦曾帶給地方短暫的繁榮，而今周邊各里在農政與文化事務 

       單位多年的輔導協助下，羅馬公路沿線已經有初具規模的社區導覽、生態小旅行、 

       紅茶產業等，得以永續環境與改善生活的經濟活動，礦場的開採將再次危害我們 

       現有的發展前景。 

 

 



    針對此次羅慶仁與亞泥兩案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會議，我們有以下四點訴求： 

 

（ㄧ）、西部復礦應進行政策環評 

       依據政府政策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辦法 § 3礦業開發政策若有影響環境之虞，應實 

       施環境影響評估。新竹石灰石礦礦業保留區之解禁實為水泥產業西返之前哨，我 

       們呼籲政府應對此進行政策環評，在政策環評完成之前停審所有採礦案。 

（二）、礦場開發三案應併案審查送入二階 

       此礦區現由羅慶仁、亞泥及羅慶江三方，分別代表三案送審，然而此三案地理範 

       圍明確，相互接鄰，都依靠同一條索道運送原料至亞泥橫山廠進行生產，自開採 

       到生產，實為同一開發案。目前三案雖按環評委員要求合併資料，卻造成「同一 

       本環評書，三個專案小組審」的荒謬局面。環保署本於職責應將此三案依環評法 

       第 15條、環評法施行第 33、34、35條，併案審查。再循今年 7月 3日新修正公 

       告之環評法施行細則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以「新增探礦、採礦工程，面積達五 

       十公頃以上。」直接進行二階審查。 

（三）、擴大環評範圍 

       礦區日採 6000公噸之礦石，勢必造成亞洲水泥橫山廠增產，其影響卻完全在環境 

       影響評估中缺席；礦區輸送纜車部分位於頭前溪水系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礦 

       場更直接位在關西鎮重要的水源區，開採所排放的水將流經關西鎮上重要的自來 

       水站。又原料的運輸透過纜車索道運送至橫山鄉進行生產，途中會橫越台三線及 

       眾多聚落。但此案環評範圍僅侷限在礦區範圍內，顯有不足，應予擴大。 

（四）、捨石場舊案要解決、土石流威脅須解除 

       亞泥罔顧居民生命安全，將礦石原料開採的棄土堆置範圍超過 30公頃，高度更達 

       480公尺，已造成地下水位上升、當地水文的改變；在強降雨過後，除有表層土石  

       崩塌，更有整體滑動之虞。此外礦場本身更是造成當地有水保局公告的竹縣 DF008 

土石流潛勢溪流(樹橋窩溪)的主要疑兇。本月 2日居民方與新竹縣政府主管機關、 

關西鎮公所與縣府邀請之學者技師等專家會勘，除認為捨石場本身與周圍地下水 

文確有再調查監測之必要，更指出樹橋窩溪流域在羅慶江礦業用地預定地正下方 

已有土石堆積形成，主管機關應積極介入處理以維護周遭居民生命財產安全。 

 

    我們主張，在以上四點訴求得到落實之前，全台西部的礦場個案環評均應暫緩，更堅

決反對新竹縣關西鎮三礦場的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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