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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0 年代後期以來，台灣的內部與外部的環境都發生了很重大的變化，

除了政治民主化之外，經濟自由化措施的影響非常深遠，貿易自由化幅度很大，

同時國內很多市場的參進限制也解除了，資本的雙向流動的限制也大幅降低，因

此對外投資與外來投資也都有相當的增長。因石化業的生產需要用到很多稀有資

源，政府政策的配合是石化業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政策一直是影響石化業發展

的重要因素。 
貿易自由化對石化業並無負面影響，因為台灣石化業者已經具備國際競爭

力。影響比較大的是政府開放國內管制的部分，亦即取消中油對煉油以及輕油裂

解部分的壟斷權，以及政府放寬對外投資與外資流入限制之部分。 
開放帶來了國內市場秩序全面的重整，原先中油領軍上游低價供應基本原

料，補貼寡佔性私營石化業者佔有中游的局面，成為台塑與中油分別領軍，兩大

陣營分庭抗禮的局面。台塑大量擴產並其垂直整合的模式，將在油品市場給予中

油很大的競爭壓力，中油則必須減少對其他石化業者的補貼，因此以中油石化部

門領軍的非台塑的石化業者，也將面臨來自台塑強大的競爭壓力。競爭將激烈

化，而結構變化最終會如何，將視巨人中油公司如何轉型而定。 

政府開放最上游輕油裂解以及將中油私有化的決定，其實在 1980 年代中期
就已見端倪。不過台灣社會環境也在變化，民主化使得決策過程變的複雜，同時

各地環保運動也蓬勃展開。因此雖然政策已經改弦更張，准許中油五輕與台塑六

輕的興建，但是社會的抗爭使得五輕與六輕的興建都延緩了許多年，大型石化廠

商在國內設廠的難度已經大幅提高。 
因此，全球化就成了很多廠商成長的重要途徑之一，另一途徑為多角化經

營，亦即轉投資其他成長潛能高的產業。國外投資原先以歐美為主，東南亞以及

原料產地者次之，不過最近廠商的注意力已開始轉向中國大陸。在台灣增設石化

廠的空間確已大為縮減，因此在政策上應鼓勵在國內以升級、生產高附加價值產

品為主，而不再繼續生產大量廉價化學品的策略。國外投資就可與此方向配合，

而大陸投資應也是廠商必須要考慮的全球策略的一部份。 
產業政策在這過程中的角色是什麼？依據修正學派關於產業政策的理論，只

要落後國家還需追趕先進國，國家可以運用產業政策將產業結構當作策略目標來

經營，若能成功實行，則可以協助新興產業的產生，協助成熟產業的調整升級，

加速結構的轉型，使得經濟成長更順利快速。但是這第一模式的實現，必要條件

之一是國家自主性要高，同時追求發展的政治意志要強。 
台灣在政治與經濟轉型之際，政策架構已經從第一模式轉變到第二模式，這

第二模式中國家的自主性以及發展取向，在扶植新興產業部分，仍然維持運作，

但在成熟產業部分，卻轉向去管制化模式。但是因為地緣政治與民主政治的共同

作用，這去管制化是一糾結並背離理性政策原則的過程。另一方面來說，無論是



第一或第二模式，都認定了在這過程中政策的影響力與重要性。 
自由化與全球化並不意味國家政策沒有運作的空間。近年來資本外移之可以

成為談判籌碼，主要是地緣政治因素，並不表示政策必然沒有空間。譬如近年來

政府對產業外移其實基本是正面的，只有對去大陸的投資採負面態度。 
全球化與自由化確實會給國家干預能力諸多限制，但是如本文上述討論顯

示，既使在自由化之後，既使在全球化程度升高之後，國家仍控制了諸多的政策

工具，包括國內自然資源的分配、能源政策、融資環境、補貼與優惠措施等等，

而這些政策措施都對於石化產業在國內的投資生產活動有重大的影響。換言之，

這些政策的合理性與前瞻性，對於產業的發展具關鍵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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