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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陸產製進口卜

特蘭水泥及其熟料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案」

產業損害最後調查聽證程序會議紀錄 

貿委會劉必成組長： 

現在進行本日「台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陸產製

進口卜特蘭水泥及其熟料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案」產業

損害最後調查聽證前的程序會議。 

壹、法令依據 

根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22 條及「貨品進口救濟

案件處理辦法」第 15 條規定，本會於正式舉行聽證之前，得先召開

程序會議，來決定發言順序、發言時間及其他相關注意事項。 

貳、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發言者如備有書面意見及補充資料而未於事先向本會提出且尚未放

置於會場指定地點者，請即刻簽名或蓋章後置於指定地點。 

參、議定發言順序及時間分配 

一、時間之分配 

發言時間的長短係根據案情繁簡及發言人數的多寡，由主持人加以

衡酌分配。 

二、事先登記發言者之發言順序： 

本會將事先登記發言者分為支持本案及反對本案等 2 個團體，每個

團體再依照登記之先後排定發言順序： 

目前支持方登記發言者：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顧問、台灣水泥股份

有限公司黃健強資深副總經理、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陳明燦經

理、台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林金龍董事長、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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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碧英組長等 5位。 

 

反對方登記發言者：無。 

三、事先登記發言者之發言時間分配： 

(一)前述登記發言之團體，支持本案而登記發言者計 5 人。反對本

案登記發言者計 0 人，兩方各有 40 分鐘之發言時間。每人所分

配時間結束前 2 分鐘會有訊號提醒發言代表（請工作人員示

範：鈴響聲 1 次，並高舉手勢示意），發言時間結束也有訊號提

醒發言代表（請工作人員示範：鈴響聲 2 次，並高舉手勢示

意），此時請停止發言。 

(二)分配予每人之發言時間，登記發言者與其代理人之發言時間，

可自行決定。 

(三)同一團體內之發言者如發言時間未使用完畢，可讓予其指定之

其他人。 

四、接下來給予支持方 5 分鐘的時間協調發言人員順序和分配時間，協

調完畢之後請立刻告知確定的發言順序和分配時間。 

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律師： 

        在我們討論申請人方（即支持本案方）的發言時間和順序之

前，我是否可以提出一個不情之請？因為今天反對方並沒有任何

人登記發言，支持本案方，包括申請人方的人數比較多，所以是

不是可以將申請人方和支持人合計發言時間由 40 分鐘延長到 50

分鐘？如果您同意，接下來我們內部再來討論發言的順序及時間

分配，謝謝。 

貿委會劉必成組長： 

         鑑於今天反對方並沒有人登記發言，也幾乎沒有人列席反

對方發言台，所以屆時相互詢問的時間也可以節省下來，因此

我們同意將 40 分鐘延長為 50 分鐘，請支持方團體就這 50 分鐘

分配時間。 

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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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 

（協調進行中） 

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律師： 

         根據我們內部討論，發言順序和時間分配如下：第 1 位發

言人是申請人代理人，即我本人林鳳律師，發言時間是 31 分

鐘；第 2 位是台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黃健強資深副總經理，發

言時間 7 分鐘；第 3 位是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陳明燦經理，

發言時間是 6 分鐘；第 4 位是台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林金龍董

事長，發言時間是 3 分鐘；第 5 位是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邱

碧英組長，發言時間 3 分鐘。 

貿委會劉必成組長： 

         謝謝支持方團體，已經就 50 分鐘內之 5 位發言順序和時間

提出說明，等一下聽證程序進行時就照以上順序和時間進行意

見陳述。現在程序會議到此結束，等一下再按時進行聽證會

議。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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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陸產製

進口卜特蘭水泥及其熟料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

反傾銷稅案」產業損害最後調查聽證紀錄 

壹、時間：100 年 8 月 30 日下午 2 時整 

貳、地點：台北國際會議中心 101B 室（台北市信義路 5 段 1號） 

參、主席：謝委員文真       紀錄：林素娟 

肆、出席人員（按簽到簿順序）： 

臺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  裴總幹事傳忠、王顧問慶堂 

臺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黃資深副總經理健強、鄭經理紹恭

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陳經理明燦、鍾主任振和、 

徐股長翊翔、蔡炘蓉 

幸福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黃協理振庫、謝襄理錫沂 

信大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吳副總連富、張經理清壽 

東南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吳總經理長直 

環球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王協理瑞毅 

欣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林副理媛珠 

潤泰水泥股份有限公司  沈協理中晏、李經理重印、王凱平

理律法律事務所  林律師鳳、吳律師雅筠 

台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林董事長金龍、徐秘書維琳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邱組長碧英、梁專員祐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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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商普華國際諮詢股份有限公司  林俊豪 

晉瑜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協理進財 

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  沈常務理事華養 

韓商大宇水泥有限公司  莊副理文豪、Eric Chen 

華中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楊總經理志亮 

南勝商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副總經理繼興 

Cambridge College  葛教授幼梅 

貿易調查委員會  謝委員錦堂、阮副執行秘書全和、

  劉必成組長、邱副組長光勛、 

  梁科長明珠、張科長碧鳳、 

  林技正馨山、許技正承賢 

  郭視察妙蓉、蔡視察佳雯、 

  陳專員育慧、黃組員如雲、 

  謝辦事員愛玲、劉辦事員建宏、 

  陳視察俊佑、羅專員忠佐 

  蔡專員麗容、周技士明慧 

  林雍修 

本部工業局  蔡技士政潔、陳技士愷雯 

本部貿易局  孫科員世婉 

財政部關政司  張專員瑞紋 

伍、聽證內容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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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申請對自中國大陸產製進口卜特蘭

水泥及其熟料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案」產業損害最後

調查聽證。現在宣布聽證開始，本席是貿易調查委員會的輪值委

員，依照輪值順序擔任本案督導委員，在現場還有協助督導謝錦堂

委員、阮全和代執行秘書以及本案各相關單位指派成員所組成的調

查工作小組。現在開始進行聽證程序。 

主席： 

以下說明本次聽證之法律依據及聽證規則。 

一、產業損害調查聽證之緣起 

(一)臺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代表國內水泥業者於 99 年 10 月 4

日向財政部提出對自中國大陸產製進口之卜特蘭水泥及其

熟料課徵反傾銷稅暨臨時課徵反傾銷稅之申請案件。 

(二)財政部於 99 年 12 月 6 日公告展開反傾銷調查並移請經濟

部交本會於 99 年 12 月 8 日起進行產業損害初步調查，案

經本會 100 年 1 月 26 日第 70 次委員會議決議產業損害初

步認定成立。嗣經財政部於 100 年 5 月 23 日公告初步認定

中國大陸涉案廠商有傾銷情事，並自 5 月 30 日起臨時課徵

反傾銷稅。該部復於 100 年 7 月 20 日公告傾銷最後認定結

果，傾銷差率均為 91.58％。 

(三)經濟部於接獲財政部最後認定中國大陸涉案廠商有傾銷事

實之通知翌日，即 100 年 7 月 29 日展開產業損害最後調

查，爰依據「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14 條、

第 19 條及第 22 條規定，本會除函請當事人及其他利害關

係人提供相關資料外，為便利當事人與其他利害關係人能

充分表達立場及提供意見，並蒐集案件對國家整體經濟利

益影響之相關資訊，特舉行本次聽證。 

二、本日聽證之會場秩序守則及議事規則：  

(一)請將手機關機或靜音，以維持會場秩序及避免影響意見之

陳述。 



4 

(二)對於發言者之意見陳述應避免鼓掌或鼓譟。 

(三)他人發言時不得加以干擾或提出質疑。 

(四)發言時應針對案件相關事項提出意見陳述，不得做人身攻

擊。 

(五)聽證目的為聽取各方意見，現場不作任何結論。 

(六)本會均詳實記錄與會者之發言內容，並納入產業損害調查

報告之附件資料，以供委員會議審議之參考。 

(七)與會採訪播報之媒體請列席於記者席，如有照相或攝影之

需要者，請在本會指定區域於聽證開始後 10 分鐘內完成。 

(八)事先登記而不能與會之當事人及其他利害關係人，得委請

其代理人陳述意見，本會不代為宣讀。請受委任陳述意見

之代理人先行將委任狀交予本會工作人員。 

(九)與會代表發言提及本會時，可使用簡稱「貿委會」。 

(十)與會代表於發言前，請說明單位、職稱及姓名，俾利本會

進行錄音及紀錄。 

三、最後強調本次聽證的發言重點為：（1）對本會 100 年 8 月 22

日揭露之產業損害調查資料，表示修正意見；（2）本案產業損

害之有無及損害與傾銷間之因果關係；（3）本案對國家整體經

濟利益影響之意見。請各位就以上聽證發言重點進行意見表

達。 

主席： 

開始聽證程序。以下聽證主要分 4 部分進行，即意見陳述、相

互詢答、調查工作小組成員發問及與會人員發問。請調查組劉組長

說明事先登記發言者之發言順序及發言時間。 

貿委會劉必成組長： 

我們將登記發言者分為支持本案者和反對本案者兩個團體，支

持本案團體事先登記發言者有 5 位，反對本案團體無人登記發言。

根據之前程序會議的安排，支持本案團體的發言時間總共 50 分

鐘，發言順序和每人發言時間分配如下：第 1 位發言人是理律法律

事務所林鳳顧問，發言時間是 31 分鐘；第 2 位是臺灣水泥股份有

限公司黃健強資深副總經理，發言時間 7 分鐘；第 3 位是亞洲水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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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陳明燦經理，發言時間是 6 分鐘；第 4 位是台宇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林金龍董事長，發言時間是 3 分鐘；第 5 位是中華民

國全國工業總會邱碧英組長，發言時間 3 分鐘。以上說明。 

主席： 

謝謝劉組長。現在開始進行意見陳述。 

第 1 位請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律師發言，時間 31 分鐘。 

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律師： 

兩位謝委員、執秘、組長以及今天參與聽證會共同關心本

案的先生、女士們，各位午安。本人為理律法律事務所的律師

林鳳，謹代表本案的申請人，即臺灣區水泥工業同業公會，就

本案最後產業損害調查陳述申請人方的意見。在我們陳述意見

之前，必須要說明的是，以下所使用的數據，除有特別在表格

下方註明之外，其他都是根據貴會在 8 月 22 日所公布的本案

產業最後損害調查揭露文件裡的數據。 

首先，在陳述意見之前，我們看到這張表格所顯現的數據

是從民國 99 年 1 月份一直到本年度的 3 月份，資料來源是我

國海關進口統計資料，統計有關自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的水泥

及熟料價格，在這張表當中，紅色部分代表的是熟料的價格，

藍色是代表水泥的價格。我們可從中看出，從民國 99 年 1 月

一直到本年第 1 季的 3 月份，每一個月自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

的 CIF 價格都相當平穩，平穩的維持在低點。也就是說，在民

國 99 年 1 月份，以水泥而言，每公噸是 1,400 多元，到本年

3 月份，價格還是維持在每公噸 1,400 多元；熟料的情形也是

類似，價格大概不到 1,400 元，到本年 1Q 的時候，價格稍微

增加到 1,477 元。但相對而言，價格都維持在非常低的水準。

在財政部本年 7 月 20 日已經確認中國大陸傾銷到臺灣的水泥

傾銷差率高達 91.58％的狀況下，也就是說，從財政部在民國

99 年 11 月 26 日已經決定展開本案調查的這段期間，自中國

大陸水泥進口到臺灣的價格毫無任何改善，他們仍然用非常低

的價格進口到臺灣來。 

在這段期間，根據申請人從 Bloomberg 蒐集到的資料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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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水泥主要原料「煤炭」的國際價格在 2010 年是每公噸 90

美金，到 2011 年每公噸已經上漲到 130 美金，上漲的幅度超

過 5 成。但在這段期間，中國大陸的水泥價格仍然維持非常平

穩的低價。 

此外，根據中國大陸媒體的報導，我們知道中國大陸同期

間的內需市場對水泥和熟料需求暢旺，所以國內價格暴漲，而

以申請人蒐集到的資料顯示，按照 99 年 10 月份中國大陸數字

水泥網之報導，光是當月份，中國大陸安徽省的水泥及熟料每

公噸價格就暴漲了 50 到 80 人民幣，也就是 PO 級水泥 1 公噸

在當地可以賣到 1,800 新台幣。但在這段期間，中國大陸還是

用 1,400 元左右價格把水泥及熟料賣到臺灣。從上述的跡證我

們可以發現，中國大陸賣到臺灣的價格仍然偏低，沒有任何事

證或 indication 讓我們認為中國大陸會因為國際煤炭價格的

上漲或其國內市場需求的暢旺或其國內市場價格的不斷飆漲，

就因此改善對臺灣的出口價格，他們仍然持續過去一貫的手

法，用很低的價格將水泥及熟料賣到臺灣。 

用如此低的價格銷售，當然就促成中國大陸在過去幾年賣

到臺灣的進口數量年年急遽成長。表格的紅色部分顯示的是自

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的水泥及熟料的數量。根據貴會公布的調

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民國 96 年之進口數量是 150 萬公噸，

到去年為止，自中國大陸進口至臺灣的數量已經成長到 220 萬

公噸，如果以民國 99 年與 96 年相較，這中間成長的幅度超過

4 成，增加的絕對數量超過 65 萬公噸，以上這是民國 96 年到

99 年的情況。 

而就本年 1Q 資料顯示，也就是本案展開調查 2 季以後，

中國大陸進口的數量開始有一些下降，他們開始擔心、害怕未

來可能會被課徵反傾銷稅，所以在進口數量上有一些節制，與

去年同期相較，去年第 1 季是進口 56 萬公噸，本年第 1 季降

到 42 萬公噸。但從藍色的曲線和黑色的曲線可以得知，進口

的價格還是偏低，所以對於國內產業的損害還是繼續在發生，

甚至於讓國內產業的損害繼續擴大。 

這個表格是比較中國大陸進口的數量以及全部水泥和熟料

進口到臺灣的數量，即便中國大陸的進口數量在本年 1Q 有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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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減緩，但從比例可以發現，中國大陸占所有進口數量的比重

還是超過 8 成，也就是說，中國大陸在過去幾年一直都是臺灣

最主要的水泥及熟料進口來源，到了本年 1Q 的時候，這個比

重有稍微下降的趨勢，但即便下降，仍然超過 7 成。換言之，

這段期間以來，中國大陸一直都是臺灣最主要的水泥及熟料進

口來源。 

剛才看的是中國大陸進口絕對數量的變化，接下來我們要

看自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的相對數量變化，紅色的曲線圖是中

國大陸進口數量的市占率，也就是相對於我國需求量的比例。

因為絕對數量的增加，各位可以看到，市占率從民國 96 年的

百分之十幾，每年急遽成長，到了民國 98 年、99 年，也就是

傾銷最嚴重的 2 個年度，市占率都已經到達將近 2 成的階段，

上漲的幅度超過 5 成。另外，中國大陸進口數量占我國產量的

比重也隨著市占率的爬升而成長，基本上是呈現相同的幅度，

從民國 96 年不到 10％，到傾銷最嚴重的 2 個時期都超過了 15

％，在這段期間，中國大陸進口量占我國產量比重的成長幅度

超過 6 成，可以看出相關成長幅度非常迅速，用低價的方式確

實讓他們占領臺灣一部分的市場，而且使得我國產量急遽下

滑。 

到本年 1Q，因為絕對數量的下降，所以中國大陸進口品

市占率和占我國生產量的比重有稍微下降，但與民國 96 年相

較，這兩個數字都還是偏高。我剛才提到，因為相關價格仍然

偏低，所以各位從這張表可以看到，藍色的部分是國產品的內

銷價格，紅色的部分是自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的價格再加上

320 元的貨物稅。在這段期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陸進口價

格都低於國產品的價格，事實上，在傾銷最嚴重的 2 個年度，

即民國 98 年、99 年，差價都超過每公噸 400 元，所以削價的

幅度都超過 2 成 5左右的水準。 

在本年 1Q，因為中國大陸的進口價格仍然偏低，所以各

位可以看到，削價幅度仍然超過 2 成。在彼此之間的差價方

面，以本年 1Q 和去年 1Q 相較，情況並沒有好轉太多，還是超

過 400 元，削價幅度超過 2 成，差價超過 400 元。在這種狀況

下，國內業者為了要保住銷售市場，能夠持續出售到讓他們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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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存的內銷市場，唯一的作法當然就只好價降求售，因此造

成非常大的損害。 

這個表格所顯現的是中國大陸對於我國國產品業者相關經

濟指標的分析，紅色的數據顯現的是國產品業者的產能，產能

的計算是以貴會所調查出來的生產量除以產能利用率所換算出

來的數據，從中可以看到，黃色 bar 顯示出相對平穩，但藍色

bar 的部分顯示的是國產業者的生產數量，我們可以看到，生

產數量在這段期間像溜滑梯一樣往下滑，尤其是民國 98 年、

99 年傾銷最嚴重的 2 個時期，我們可以看到，生產數量從民

國 96 年每年 1,600 萬公噸降到不足 1,500 萬公噸，只剩下

1,400 萬公噸，光產量的部分，國內業者的生產量就減少超過

220 萬公噸。在產能相對穩定，產量急遽下降的狀況之下，產

能利用率當然會下降，我們可以看民國 96 年的產能利用率還

有 86％，將近 9 成，但在傾銷最嚴重的 2 個時期，產能利用

率都已經不到 8成，產能利用率在這段期間下降超過 8％。 

以 1Q 的狀況來看，拿本年 1Q 和去年 1Q 相較，產能仍然

維持相當平穩的狀況。因為自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的數量有所

節制，所以產量上稍微有一些增加，即便如此，從這些數據來

看，產能利用率仍然是不到 8 成的狀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到本年 1Q，因為受到中國大陸傾銷的影響，國內業者的生產

數量以及產能利用率仍處於非常低迷的狀況，對國內產業之損

害仍然在持續進行著。 

看完生產量的狀況，我們再來看銷售量，紅色的部分顯示

的是國內需求量，國內需求量在過去這幾年大概都維持在每年

1,000 萬噸到 1,200 萬公噸左右的水準，但受到中國大陸大量

低價出口至臺灣蠶食國內銷售市場的影響，國內業者的內銷數

量從民國 96 年每年 1,000 萬公噸急遽下滑，在傾銷最嚴重的

2 個年度，各位可以看到，國產品業者的內銷數量在民國 98

年根本不到 800 萬公噸，而民國 99 年因為受不了中國大陸用

低價蠶食國內銷售市場導致必須降價求售，在用降價來求得銷

售機會的策略下，銷售量才稍微回升到 890 萬公噸。但即便是

如此，與民國 96 年相較，內銷數量還是減少了 170 萬公噸。

因為內銷數量的減少，隨之帶來的結果當然就是市占率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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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綠色的曲線代表的是國產品業者市占率下滑的狀況，民國

96 年還有 85％的市占率，但傾銷最嚴重的 2 個年度，各位可

以看到，都已經不到 8 成，甚至在民國 98 年只剩下 73.8％。

在這段期間，市占率減少了 7％。 

即便到了本年第 1 季，中國大陸在出口數量上有一些自我

節制，但各位可以看到，市占率也只有到 81％，還是沒有達

到民國 96 年的水準。由此可見，中國大陸對我國傾銷所造成

的影響，在本年第 1 季的損害還是持續的狀態。 

這個圖表所顯現的是，因為中國大陸的低價傾銷，造成國

內業者不得不降價求售的情況，甚至於在國際煤炭價格仍然處

於高檔的狀況之下，我國業者的售價卻還要下跌。綠色的部分

是國內的銷售金額，國產品銷售金額的總額是以貴會所調查的

內銷單價乘以內銷數量所推算出來，我們可以看到，國內國產

品業者的內銷金額從民國 96 年的 220 億元，下滑到這 2 年已

經不足 200 億元，內銷總金額減少超過 30 億元。再看內銷單

價的部分，民國 96 年每公噸是 2,085 元，後來這段期間上漲

的緣故是因為國際煤炭價格大漲，導致價格往上升。可是民國

98 年因為受到傾銷的影響，所以在該年下半年，國內業者為

了爭取銷售，在國際煤炭價格仍然持續高檔的狀況下不得不降

價求售，使得價格從每公噸 2,391 元降到了 2,130 元，幾乎回

到了民國 96 年的水準，但這 2 時期的煤炭價格事實上相差甚

大。 

到了本年第 1 季，因為中國大陸進口價格仍然偏低，所以

我們可以從本年 1Q 和去年 1Q 的比較中看到，雖然內銷金額有

稍微上升，但內銷的單價仍然持續下跌。從中可以看出，受到

中國大陸低價傾銷的影響，國產品業者的價格在本年 1Q 仍然

持續受創，並沒有任何改善的跡象。 

以水泥這個產業而言，因為它的儲存非常不易，儲存條件

有特別的限制，所以各家業者過去在控制存貨方面，通常都是

以生產量來做調節，以減少存貨的壓力和數量，即便在這種自

我控制存貨的操作之下，各位從這張表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存

貨量還是往上升，在民國 96 年，包括各家業者的統計數據和

貴會公布的數據都可以看出，到年底的期末存貨量是 5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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噸，但到了民國 98 年、99 年傾銷很嚴重的 2 個時期，尤其是

到民國 99 年已經超過 1 年 100 萬公噸的量。在存貨率的部

分，也就是存貨量相對於生產量的比重，各位可以看到，從民

國 96 年的 3.4％，到民國 99 年已經變成 7.7％，這期間存貨

率的增加超過 1 倍以上。而到本年第 1 季，這種情況有改善

嗎？因為中國大陸的單價還是偏低，所以以去年 1Q 和本年 1Q

的存貨量來比較，本年 1Q 事實上還比去年 1Q 的存貨量還多，

從去年 1Q 的 94 萬公噸到本年 1Q 是 103 萬公噸。在存貨率的

部分，以去年和本年的 1Q 來比較，本年還比去年同期稍微高

一點。這在在都顯示，國產品業者並沒有因為自中國大陸進口

數量的減少，而讓其損害有稍微平緩，反而因為中國大陸仍然

持續用低價的方式出口，而使得對我國業者的產業損害仍然繼

續發生，甚至有擴大的跡象。 

因為內銷單價的減少，所以由各家所統計出來的數據可以

發現，本業的營業利益從民國 96 年還獲利有 37 億元，一路急

遽下滑，到民國 99 年，這幾家業者合計的數據已經虧損了將

近 5 億元，這中間是由盈轉虧，虧損或盈餘減少的數據超過了

43 億元。以本年 1Q 和去年 1Q 相較，本年 1Q 幾乎沒有賺錢，

維持在幾乎是零的水準，這表示國內業者只是勉強在營運而

已。也就是說，這樣的情形如果再不改善，2Q 之後還會再往

下，將和民國 99 年一樣，又處於虧損的狀態。 

隨著營業利益的減少，投資報酬率當然也會下降，各位由

這個表可以看出，投資報酬率在民國 96 年還有將近 10％，因

為受到中國大陸傾銷的影響，最嚴重的 2 個年度根本幾乎等同

夭折，甚至到民國 99 年投資報酬率已經由正值急遽轉變成-

0.52％，這段期間投資報酬率減少超過 10％，由此可以看出

我國業者目前經營的實際困境。因為營業利益幾乎在零的水

準，沒有什麼盈利，所以比較本年 1Q 和去年 1Q，雖然本年由

負值轉成正值，但其實都只是在零的曲線之間遊走而已，並沒

有任何的改善，顯見中國大陸的低價傾銷對我國產業的損害持

續而且在擴大當中。 

因為國產品業者無法獲利，所以從粉紅色曲線可以看到國

產品業者雇用人數的變化，因為沒有辦法獲利，所以只好精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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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所雇用的員工從民國 96 年的 2,182 人下降到民國 99 年

只剩下 2,065 人，減少超過 100 人。在每小時工資方面，民國

96 年是每小時 344 元，民國 97 年爬升到 403 元，後來受到中

國大陸在民國 98 年、99 年傾銷的影響，又從 400 元降到不足

400 元的水準，甚至在民國 99 年剩下 384 元。這個情形在本

年 1Q 有好轉嗎？沒有！只剩下 373 元，如果與去年同期相比

較，損害更加顯著，因為去年 1Q 每小時工資還有 400 元。在

雇用人數的部分，本年 1Q 是 2,036 人，去年同期是 2,140

人，減少也都是超過 100 人。從中可以看到損害仍然是持續的

狀況。 

接下來這張表是根據國內 8 家廠商填答貴會問卷 209 表的

所有內銷金額除以內銷數量所得出的平均水泥價格，也就是每

季內銷國產品水泥的價格（藍色曲線），紅色曲線是中國大陸

進口品的價格，也就是我國海關進口統計價格再加上 320 元貨

物稅，以作為方便比較的對象。我們可以看到這 2 條曲線從民

國 96 年第 1 季一直到本年第 1 季，曲線幅度的走勢是呈現正

相關，換言之，兩者之間事實上是有價格競爭的關係，這張表

可以證明這一點。有關圖表中間上漲的曲線，我們剛才也有提

到，在民國 96 年、97 年這段時期，因為國際煤炭價格上漲，

所以自中國大陸進口到臺灣的價格也是上漲，而國內同期間的

價格也同樣上漲，這都是為了反映國際煤炭價格。但不曉得為

什麼？在國際煤炭價格還處於相當高檔的狀況下，中國大陸在

民國 98 年初卻開始降價，從 2,220 元往下一直降，降到民國

98 年第 4 季的時候，不要說價格還不到 2,000 元，根本只剩

不到 1,800 元，接下來每一季都是維持這種非常低的水準。 

同期中國大陸在降價的時候，國產業者原本還在反映國際

煤炭價格，但因為中國大陸開始降價，國內銷售被搶走，為了

保住銷售，所以在 98 年度，國內業者也開始降價求售以保住

銷售額。但因為中國大陸的降價幅度更劇烈，所以使得國內業

者的價格從 2,467 元一路往下降，到了本年度，各位可以看

到，價格只剩下大概 2,000 元，每公噸減少了 400 元左右。我

國業者為了保住銷售機會，而使其價格跌到 2,000 元左右的水

準，因而造成剛才所講的，營業利益由盈轉虧，投資報酬由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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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負的結果。 

此外，這張表格我們看到的是數量的變化，紅色曲線是民

國 97-99 年的進口數量和民國 96 年進口數量相較的幅度，從

中可以看出，中國大陸在過去這 3 年，進口數量和民國 96 年

相比都是增加的，以民國 99 年為例，和民國 96 年相比，它的

增加幅度超過 4 成。同期間，我國內銷市場的需求呈現減緩的

狀態，減緩的幅度和民國 96 年相較，大概是減少 8％左右。

假如中國大陸和臺灣是站在同樣公平競爭的水平上，國內市場

內銷數量減少的幅度應該和需求量減少的幅度差不多，但各位

可以發現，其實不然。我們銷售量下降的幅度比需求量減少的

幅度還要更大，因為有一些數量被中國大陸用低價傾銷的方式

吃掉了，所以造成我國內銷數量減少幅度遠比我國內需市場的

減少幅度還要大。 

除了銷售數量的影響之外，在國內業者受到中國大陸進口

傾銷所造成的損害部分，我們可以看到，除了產能利用率從近

9 成降到不足 8 成，且在民國 100 年 1Q 仍然繼續下降的狀況

之下，由各家所提供的數據可以看出，事實上，欣欣、環球水

泥兩家公司已經決定停窯，不再生產熟料，而改向其他公司購

買熟料，一旦停窯，一段期間之後設備就無法使用，對這 2 家

公司的損害是難以估計的，而且無法回復。台泥公司也因為內

銷銷售量的狀況不佳，所以關掉了一家水泥紙袋工廠。亞泥、

幸福、東南、潤泰水泥也都紛紛用減產的方式來因應這樣的不

公平競爭。信大公司原本已經通過一項資本投入的計畫也因為

內需市場被中國大陸打亂，導致必須無限期暫緩。有關營業利

益的部分，我剛才提過，年營業利益也由盈轉虧，虧損超過

43 億元，多數業者的投資報酬率也都已經變成負值，目前看

到的資料，唯一還是正值的只有台泥公司，但在數據當中，他

的投資報酬率也將近是零，基本上，相關經營都已經陷入困

境。 

中國大陸市場這幾年來的水泥市場需求非常旺盛，所以我

們看到的相關報導都提到，他們的國內價格非常高，中國大陸

政府事實上也不再鼓勵出口，在 2 年前的 7 月份之後，就已經

不再針對出口的部分做退稅，即便如此，中國大陸仍然繼續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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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仍然繼續大量將水泥賣到臺灣來。很多人都在質問，中國

大陸的水泥價格那麼好，1 公噸都可以賣超過 1,800 元，他們

為什麼還要用 1,400 元的價格出口，而且還大量賣到臺灣來，

這應該不會是一個長期的狀況吧？錯！因為從民國 96 年一直

到民國 99 年，我們剛才看到，即便本案展開調查之後，他們

仍然沒有改善。這段期間，他們國內需求仍然暢旺，顯然，這

背後有一些除了經濟以外的誘因，我們不知道是什麼樣的因

素，或許是策略上，或許是政治上，不管是什麼因素，總而言

之，他們長期低價、大量傾銷到臺灣是既定的事實。 

中國大陸最大的生產商海螺公司在 2011 年上半年已經公

布的財報當中顯示，他們的獲利是 60 億人民幣，毛利率高達

43％，以現在中國大陸市場仍然需求殷切，價格仍在高檔的狀

況之下，他們這樣的獲利水準會再繼續攀升。他們每年的產量

預計達到 1.7 億公噸，臺灣每年需求量不過 1,000 萬公噸左

右，每年傾銷幾百萬公噸到臺灣市場，對他們而言是輕而易舉

之事。在中國大陸傾銷至臺灣有他們的目的和能力，而且在長

期傾銷至臺灣的狀況之下，我們認為必須要及時遏止中國大陸

的傾銷手段，否則我國產業的損害將會繼續不斷的擴大。 

事實上，對中國大陸課徵反傾銷稅，我們認為對國內產業

的發展有正面的效果，換言之，對國家經濟整體發展是有幫助

的。因為如果我們對中國大陸的進口品課徵反傾銷稅，國內業

者事實上還是有能力供應國內市場的需求，目前國內的產能對

應於需求量之間是可以取得平衡的。除此之外，不只是對中國

大陸，我們對於其他國家的進口目前也都是採零關稅，換言

之，其他來源的進口產品仍然能夠和國產品競爭，提供一個相

對公平的競爭環境。排除了傾銷之後，不管是國產品業者或是

進口商，他們都可以避免讓國內價格產生不合理的崩跌狀況，

使得生產商和進口商可以在一個相對合理的市場機制下，有合

理的利潤，永續的經營下去，讓價格回歸市場機制，讓生產商

以及進口商可以永續經營，健全國內整體產業的發展。所以對

中國大陸產品課徵進口反傾銷稅，我們認為就長期而言，對國

內產業將有相當大的幫助。 

財政部在 7 月 20 日已經確定中國大陸傾銷到臺灣的傾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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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率是 91.58％，在如此高的反傾銷稅率下，我們認為按照上

述的說明，不管是內銷量、內銷單價、產能利用率或生產量、

獲利水準以及雇用員工、每小時工資等產業數據，都顯示我國

產業受到中國大陸非常大的損害，而且相關損害在本年 1Q 還

是處於持續的狀態，我們認為已經有足夠的事證可以做出中國

大陸對我國產業是有造成產業損害的事實，所以政府應該對中

國大陸課徵反傾銷稅。而且依據我剛才的說明，課徵反傾銷稅

事實上有助於我國產業整體發展，所以我們請求貴會對本案做

出有產業損害的最終認定，然後對中國大陸課徵反傾銷稅，以

維護我國業者的權益。以上是申請人的意見，謝謝各位。 

主席： 

接下來請第 2 位臺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黃健強資深副總經理發

言，時間 7 分鐘。 

臺灣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黃健強資深副總經理： 

我是公會代表台泥公司資深副總經理黃健強。今天我想針對上

一次聽證會反對方提出對水泥產業環保的疑慮做一次說明，我希望

我們今天能把臺灣水泥產業發展環保的經驗和作法提供給各位分

享。 

事實上，從這張照片可以看出，現在的水泥產業已經能做好環

保工作，把整個工廠公園化，謝委員也曾經到廠裡面參訪，應該對

此有很深刻的印象。水泥業的環保工作除了做好資源利用的最大

化、廢棄物的回收，例如餘熱發電或者降低能源消耗、減少廢棄物

以外，其實水泥業也替其他企業做了很多處理廢棄物的事情。以下

舉台泥和平廠為例做說明，基本上這是由三個事業體組成，分別是

港口、發電廠和水泥廠，港口把原料送到電廠、水泥廠，水泥廠生

產的石灰石粉提供給電廠使用，脫硫產生石膏，燒煤炭之後產生的

飛灰、底灰又提供給水泥廠作為原料，水泥廠生產出來的產品經過

港口出口，所有原物料基本上都是用密閉式的管道進行輸送，這是

一個非常符合循環經濟的典範。不但互相共存共榮，而且把所有廢

棄物統統吸收掉。 

事實上，台泥一年為社會吸收的廢棄物達到二百多萬公噸，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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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取代率已經超過 13.7％，除了固體原料物，也替科技產業、IT

產業處理很多廢棄的廢溶劑。當然，在餘熱發電的部分，電力的替

代率已經超過 30％。 

對全世界而言，現在新型的水泥窯是一個處理廢棄物最好的設

備，因為它的窯溫度高達 2,000
0
C 以上，可以把所有廢棄物全數消

除，而且不會造成任何公害。 

另外，在採礦方面，我們所採取的也是最先進、最環保的豎井

捷運的方式，也就是在山頂上採礦以後，經過隧道運送出來，基本

上，在地面上看不到任何採礦的活動，可以保持景觀不受破壞。當

然，從山頂上開採也是一面開採，一面做植生綠化。這張投影片是

一張示意圖，從山裡面開採，經過豎井，在山洞裡面破壞以後，由

隧道運送出來，最後供應給水泥廠。 

接著，我要談的是臺灣水泥業在耗能效率方面的表現，這張表

格是從經濟部能源局的簡報資料當中摘錄，單位是生產每 1 噸熟料

耗用的百萬卡，臺灣最佳的耗能效率大概是 703.9，全球最佳 10％

是 741，國內加權平均是 784，全球加權平均是 885，從這裡可以

說明臺灣水泥產業耗能效率的狀況已經超越國際水平。 

為了永續經營，臺灣的水泥產業以台泥公司為例，現在也率先

和工研院合作，成立碳捕獲產業聯盟，這就是所謂零排放的觀念，

我們希望把排放的 CO2 全部捉回來。現在工研院已經著手研究 CO2

的捕捉，捕獲率可以達到 85％到 90％，將這些排放的 CO2 捕獲之

後，可以供應給需要 CO2 的工廠，如果有過剩，我們還可以加以封

存。台泥現在成立一個宣導工廠，將來成功以後，可以推廣到所有

的石化業或鋼鐵業等產業。下面這張圖即為我們封存的技術，可以

把捕獲的 CO2 打到地底下，填充開採油氣或石油的空間；再下一張

是地表儲存的示意圖。 

我剛才提出的幾個例子主要是為了說明：第一，臺灣水泥產業

不但符合國家自主基礎產業政策，也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貢獻；第

二，在環保和能源效率上，我們超越國際水平；第三，我們也努力

做節能減排，循環經濟、產業創新，希望能創造一個永續經營的環

境；最後，這樣的本土產業、根留臺灣的產業，不容許中國大陸惡

意傾銷來加以摧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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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接下來請第 3 位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陳明燦經理發言，時間

6 分鐘。 

亞洲水泥股份有限公司陳明燦經理： 

兩位謝委員，各位女士、各位先生，大家好！我是亞洲水泥公

司經理陳明燦，謹代表亞泥公司發言，就以下三個議題，向大家說

明。 

首先談到傾銷對員工的就業衝擊，亞泥總共有 660 名員工，平

均年齡是 47 歲，60％都是高中學歷以下的中高齡員工，平均服務

年資超過 20 年，假如持續受到中國大陸傾銷，導致虧損擴大，我

們只能被迫關廠，對這些在亞泥服務超過 20 年的中高齡員工而

言，他們首當其衝，可能會失去工作，而這些員工不僅換工作的年

紀非常尷尬，過去的工作經驗也都是在水泥業，亞泥要是沒有獲

利，其他同業的營運狀況也不可能太好，所以他們要轉業的難度更

高，假如一個家庭以 4 人來計算，連帶影響的家庭人數將是好幾千

人，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排除中國大陸傾銷讓我們在合

理的環境下進行經營，也才能讓員工的工作權受到保障。 

接著，我要介紹亞泥在環境保護所做的努力，亞泥素來都相當

注重環保，長期投入大量人力、物力及財力，落實在礦區的植生綠

化以及水土保持，不僅被礦務局指定為示範礦場，更令來參訪的日

本石灰石礦業協會極為讚賞和欽羨，這是有目共睹的。由這張照片

就可以很清楚顯示我們的努力和成果已經讓礦山回復原來的面貌。 

我們再談到亞泥公司對空氣污染的防治更是不遺餘力，總投資

金額超過新台幣 14 億元，環保單位測試我們公司的排氣含塵量都

遠低於國家標準，所以環保署將本公司列為環保示範工廠，而花蓮

廠旁邊的鳳凰林大道，以及工廠公園化就是最佳的佐證。另外，值

得一提的是亞泥在生態保育上的努力，花蓮廠旁邊的生態園區除了

有原生植物園外，還有美麗的蝴蝶園，因為蝴蝶對環境標準要求極

高，需要乾淨的環境才肯棲息，由此高貴的嬌客顯示亞泥在生態環

境維護的成效。 

再來向各位報告有關節能減碳的政策，以亞泥花蓮廠為例，我



17 

們有三套窯，另外我們鉅資設置了三套廢熱回收設備，每年可以廢

熱發電 1 億 3,000 萬噸，可以節省三分之一的外購電力，等同每年

減少 8.2 萬噸的 CO2排放量。亞泥在環境保育上的努力也受到政府

單位許多肯定，這張表格是我們過去獲獎的一覽表，尤其我們連續

獲得第 5 屆、第 6 屆、第 7 屆中華民國企業環保獎，讓亞泥成為永

久企業環保的優等生。 

亞泥對於環境保護的付出，顯示我們對環保問題的重視，更重

要的是，堅持要在臺灣永續經營的決心。可是大陸這幾年來，將水

泥傾銷到臺灣，價格低，大家競相降價的結果，犧牲了品質，下游

客戶只管買便宜的產品，忽視了品質，最終犧牲的是廣大民眾的生

命安全及財產安全。所以亞泥支持本案，希望透過反傾銷稅的課

徵，杜絕大陸廠商繼續用不公平的削價競爭手段損害國內產業，讓

國內市場能夠健全的發展下去。謝謝大家。 

主席： 

接下來請第 4 位台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林金龍董事長發言，時

間 3 分鐘。 

台宇實業股份有限公司林金龍董事長： 

大家好，我是台宇公司負責人林金龍。我們公司從事水泥建材

批發、零售事業，過去幾年也向國外進口水泥到臺灣銷售，主要進

口水泥來源也是來自中國大陸。由於本案成立與否，對本公司有重

大影響，且本公司身為涉案進口商之一，對本案所引起的國內水泥

價格崩盤，非但國內產業受到損害，我們本身也深受其害。因此，

想對本案表示作為涉案產品的進口商的意見。 

理論上，我們可以用較低廉的價格向中國大陸進口水泥及熟料

在國內銷售，獲利空間較大，對我們應該是非常有利的。但是，由

於中國大陸進口的水泥及熟料，長期以來價格偏低，且不斷擴充市

場，造成國內水泥市場惡性競爭，價格一直下跌，我們下游客戶利

用低價水泥，亦都非常積極殺價，造成混凝土同業之間也是惡性競

爭，一直在殺價。我們大家在這個環境之下，只能不斷壓低價格，

最後連利潤都沒有，只能賠錢出售，甚至犧牲品質，不然根本沒有

辦法和其他同業競爭。所以這兩年來，我個人的瞭解是，不單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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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泥生產商受到中國大陸低價進口品影響而虧損，國內進口商，也

幾乎都是虧損。中國大陸是否能長期低價供應，我們也是存疑，是

否等國內廠商都垮了，再提高價格，也不無可能，最後是大家共受

其害。 

因為以上的原因，本公司雖然是進口商，但仍願意表達支持本

件傾銷案的成立，因為本件傾銷案若能成立，客戶比較不會不理性

的拼命殺價，進口商也不會有壓力，一定要去買價格低廉的產品來

賣，如此一來，國內價格至少可以回復到相對合理的水準，讓大家

公平競爭，都可以有一個正常的獲利水準，而不是每一家都在虧

損，沒有人有辦法獲利。這是我的意見，謝謝大家。 

主席： 

接下來請第 5 位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邱碧英組長發言，時間

3 分鐘。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邱碧英組長： 

兩位委員和各位長官，大家午安。我代表全國工業總會，就這

個案子來表示我的意見。 

首先，我想強調水泥產業對於每一個國家的經濟建設與發展，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產業，因為國家的公共工程或任何工商建設，都

必須用到水泥，當國家有水泥產業，才能讓各項公共工程、工商建

設，用安全、更有保障的方式來進行各項建設。因此，世界各國普

遍把水泥產業的生存與發展，列入國家的重要產業政策計畫。工業

總會站在維護國家長期產業發展的政策觀點上，當然認為臺灣應該

至少要有一個自給自足的水泥產業，這是一個比較妥適的作法。 

各國的水泥產業皆以供應內需為主，臺灣當然也不例外。大家

都知道，剛才林律師也說過，事實上，臺灣對於所有水泥進口產

品，早已不課徵任何關稅，但反觀中國大陸，即使在 ECFA 早收

下，目前出口到中國大陸的水泥仍需繳納 5％進口關稅，也就是

說，兩岸的競爭態勢原本就處在極不公平的狀態下。 

水泥產業是一個非常競爭與非常微利的產業，因此，當進口品

採取傾銷手段進口，就很容易爆發價格戰，讓原本已經很競爭的價

格，變得越來越不合理。本案財政部關政司已經完成傾銷差率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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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調查認定，我們很高興我國的反傾銷調查程序的設計是先完成傾

銷稅率的計算與確認，然後再進行損害的確認，在本案中，財政部

已確認反傾銷稅率為 91.58％，這意味著，中國大陸以其國內一半

的價格進行「內銷補貼外銷」的市場掠奪策略。這也就是為什麼許

多國家在評估「傾銷是否是造成損害的主要原因」時，會特別關注

傾銷稅率的高低。 

我們很擔心中國大陸的傾銷會造成國內失業率的增加，因為如

果廠商在獲利減少的情況下，勢必進行減產或停產，我想從剛才的

投影片已經說明了這一點，未來也有可能裁員或關廠，這恐將造成

臺灣經濟的另項衝擊和打擊。 

政府希望和產業界共同攜手打造臺灣黃金十年，並強調工業界

要「全面強化製造產業競爭要素，提升附加價值」。因此，為維護

臺灣經濟的長期發展，我們希望透過反傾銷稅的課徵，使產業能夠

有合理利潤與競爭條件，這樣才可以繼續進行產業升級與永續發

展。以上是我的意見，謝謝各位！ 

主席： 

支持方的意見陳述到此結束，接下來應該是進行相互詢答的程

序，但因為沒有反方代表，所以本程序省略。接下來請調查工作小

組成員發問。我們先請本會調查工作小組成員發問。 

調查工作小組成員黃如雲組員： 

主席以及各位與會貴賓，工作小組這邊有 2 個有關因果關係的

問題想要就教支持方，第一，有關自非涉案國進口的同類產品是不

是也對國內產業有造成任何影響？第二個問題，國內產業是否已經

處於供過於求的現況？請支持方說明，謝謝。 

主席： 

請支持方說明。 

理律法律事務所林鳳律師： 

第一個問題是有關非涉案國是否對國內產業造成影響，基本上

而言，對於非涉案國的部分，就我們瞭解，他們的進口價格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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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高，當時在選擇是否控告其他涉案國時，申請人有考量到他們

進口數量的部分，因為從剛才的說明，我們很清楚知道，在本案進

行調查之前，中國大陸的進口量幾乎占了全體進口量的 9 成以上，

以中國大陸的數量和價格而言，對國內業者造成的威脅是最大的。

這並不表示其他涉案國家的價格就比中國大陸還要高，或對國內產

業沒有影響，我們只能說，目前而言，我們沒有蒐集他們有沒有傾

銷的事證；第二，在數量方面，中國大陸還是主要進口來源，以非

涉案國目前的進口數量，對國內業者而言，還沒有造成那麼大的明

顯衝擊。 

第二個問題，針對國內是否有部分損害是屬於供過於求的問

題，以水泥業來講，我們不可諱言，目前國內業者的產能是超過國

內需求量，但這樣的現象從很久以前就存在，以我們剛才看的數據

而言，民國 96 年到 99 年都有這樣的現象，但即便這樣的現象在各

個年度都存在，我們可以看一下民國 98 年和 99 年，也就是傾銷最

嚴重的這 2 個時段，他們各項經濟表現都比民國 96 年、97 年還要

糟糕，這證明一定有一些除了供過於求之外的原因，造成國內產業

的損害。譬如說，在民國 96 年中國大陸還沒有傾銷事證的時候，

國內業者的產能利用率大概是 8 成 5，假如不是供過於求，也許當

時的產能利用率會是 9 成，甚至到 100％，但那時候是 8 成 5。然

而，從中國大陸在民國 98 年、99 年開始傾銷進口之後，我剛才也

說明過，產能利用率這個數據降到不足 80％，剩下 7 成 8 左右，

這段期間除了供過於求，一定有一些其他因素，這個因素事實上就

是中國大陸低價傾銷造成的。以上回答您第二個問題。 

主席： 

本會調查工作小組是否還有其他問題要發問？ 

（無） 

主席： 

        其他單位調查工作小組成員發問開始。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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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與會人員發問開始。 

（無） 

主席： 

此次聽證的目的是要提供案件當事人及其他利害關係人陳述意

見、提出證據的機會，重於案件事實的發掘，聽證中不對案件實體

加以判斷或做出決定。本次聽證後，本會將綜合書面調查、實地訪

查及聽證所發掘的事實，對案件做成最正確與最妥適的決定。若未

能提供具體事證資料，本會將依據法令，進行合理推估或判斷證據

力加以斟酌辦理。 

如前所述，今天已聽取各方意見，現場不作任何結論，如有任

何補充意見者，請於會後 7 日內，即 100 年 9 月 6 日（星期二）前

儘速以傳真、電郵、郵寄或親送本會，以利於調查時限許可下納為

參考。 

請聽證發言人員於會後 7 日，即 100 年 9 月 6 日（星期二）上

午 9 時至下午 5 時至本會閱覽聽證紀錄並簽名或蓋章確認，不克前

來者可授權代理人進行確認。未至本會簽名或蓋章確認者視同認可

本會聽證紀錄。 

現在宣布散會，謝謝！。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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