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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大陸環保部門在今年農

曆春節過後，發布最新的

「十二五規畫」報告，首度承認

中國大陸境內化學汙染嚴重，甚

至在27個省份中，出現了高達

247個癌症村，在癌症村裡不僅每

5個死者就有1個死於癌症，部分

生長在癌症村的小孩，肚子變得

比上半身還要大，原因竟是水汙

染導致沒水可喝的結果，造成長

期排便不順所致。

中國大陸因工業汙染所衍

生的畸形問題，癌症村只是其中

的一個悲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的一份報告顯示，全球

汙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裡，中國

大陸竟然包含16個，汙染所導致

的社會成本損失，幾乎把中國大

陸過去30年來經濟發展的成果都

給賠進去。

國際官方點出了中國大陸目

前嚴重的汙染問題，而流動在中

國大陸最底層的民間，也開始出

現了反動的聲音。

2012年底，引發中國大陸網

友極大的回響，上傳不到10小時

就超過10萬人點閱的《舌尖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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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雖然呈現跳躍式的發展，但犧牲的卻是人民生存的三大要素，陽光、空氣與

水，付出的成本不但難以估計，更儼然是拿人命在拚經濟。

◎撰文／孫慶龍 圖片提供／達志影像

247個癌症村悲歌…… 

工業汙染賠掉中國經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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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週期表》，影片內容用極盡

反諷之意，描述中國大陸人民小

時候所背誦的化學原素週期表，

林林總總高達100多種的化學元

素，竟全部可以在目前中國大陸

人民的餐桌上找到，不僅吃的東

西有毒、呼吸的空氣也有毒、甚

至連喝的水也不例外。

然而，為什麼中國大陸目前

會面臨如此汙染嚴重的問題？其

實，與中國大陸在發展經濟時，

只注重提升工業生產力，卻忽略

汙染控制有非常大的關聯。

以化工產業為例，2011年當

中國大陸政府正沾沾自喜地慶祝

整體產值超過1兆美元之際，一項

環保部門的統計數據卻指出，全

中國大陸8萬多家的化工企業中，

竟有高達三分之一的企業，由於

欠缺廢料與廢水的處理能力，因

此將工業廢水在未經任何的處理

下，直接排放到水域中，嚴重的

水汙染甚至造成黃河三分之一的

魚類面臨絕種。

水汙染只是中國大陸汙染問

題的其中一環，整體而言，目前

中國大陸的汙染問題，可從空氣

汙染、土壤汙染與水汙染等三方

面來討論。

空氣汙染

造成重大經濟損失

今年4月底，中國北京大學發

布了一項調查報告，北京目前的

天空，重金屬砷的濃度超過國家

廢氣汙染，約占44%、家庭烹飪

的生活廢氣汙染，約占21%、汽

機車的排放廢氣則是另外的汙染

來源，而在各種不同的廢氣摻雜

下，自然形成空氣中充滿例如顆

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

氧化碳等有害人體的汙染物。

「這對人體的肺部和心臟的

損傷是很嚴重的，」中科院大氣

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表示，

鼓勵民眾帶口罩出門，或許能短

暫解決問題，但若要根本解決中

國大陸的空氣汙染問題，就必須

透過法令的政策規範，強制達到

控制各種廢氣排放的標準。

美國就是最好的典範案例。

1950年代後的美國，曾深陷長

達10多年的空氣汙染問題，直到

1970年，美國政府開始推動《清

潔空氣法案》與《國家空氣質量

標準》之後，才建立一系列的環

標準值3.85倍，而空氣中所瀰漫

大量含氮化學物質，不但是造成

20世紀中旬，美國洛杉磯因空氣

汙染導致800多人喪生的罪魁禍

首，更是近10年來，讓北京人罹

患肺癌比率暴增6成的元凶之一。

然而，北京的空氣汙染還不

是最嚴重，因為根據中國大陸環

保部針對全國70多個城市所進

行的空氣汙染排行，北京僅名列

第15名，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前3

名分別是石家莊、西安與濟南，

分別高出標準值5.62倍、5.08倍

與4.85倍，而空氣汙染所引發的

疾病，預估將影響國內生產總值

（GDP）3.8%，若以2012年中國

大陸GDP規模已達到人民幣51.93

兆元來看，相當於1.97兆人民幣

的經濟損失。

進一步追蹤空氣汙染最主

要的來源有三：分別為工業排放

中國大陸北京空氣汙染嚴重， 民眾出門必須戴口罩，不僅生活不便利，更危害人民的身
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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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而農作物吸收不了的

部分，也會滲入地下水系統，汙

染灌溉水與飲用水。換言之，農

藥與肥料汙染最後還是循著大自

然食物鏈的關係，再度回到人體

上，形成健康的危害。今年4月

底，在中國大陸江西便傳出一個

嚴重的毒化肥事件，由於農民的

不當使用，不僅造成當地的水稻

田出現大片枯死的狀況，影響的

範圍更高達6,600畝的土地與上千

戶的居民，而汙染的主要原因就

是化肥中的「氟」元素所致。

為了修復土壤，農藥管理將

會是未來中國大陸政府施政的方

向，尤其農藥的使用，不能超過

土壤本身的自淨能力，如此才可

能達到永續耕作的目的，「隨著

環保意識抬頭，擁有政府許可的

藥證，將會是決定農藥廠商長期

發展的核心關鍵。」陳榮東說。

陳榮東也強調，農藥藥證的

申請與取得，是費時又昂貴的過

程，每支藥證至少必須經歷2～5

年的時間認證，投資金額至少3萬

美元，最高等級的甚至還要300

萬美元，「嚴格審查的標準，不

是一般小廠可以負擔，這個產業

未來將會朝向大者恆大的趨勢發

展。」陳榮東指出。

乾淨水不再 

缺水問題更趨嚴重

中國大陸經濟在享受快速發

展的甜美果實時，卻付出嚴重的

大幅增加5倍之多，肥料的使用

量提高1.6倍，雖然提高了15%的

糧食產量，但卻已經造成全中國

大陸受汙染的耕地高達1,000萬公

頃，相當於2.7個台灣土地的總面

積，經濟上的直接損失超過人民

幣200億元。

中國大陸在1996年之後，由

於中國大陸政府沒有對農藥進行

太多管制，加上廠商投資利潤雄

厚，因此農藥廠如雨後春筍般的

成立，「最高時一度高達5,000多

家以上。」目前是台灣農藥龍頭

廠商，1994年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的惠光董事長回憶說。

他進一步解釋，然而中國

大陸農業在使用大量的農藥時，

卻沒有相關的管制措施，不僅造

成土壤重金屬的汙染，更讓主要

農產品的農藥殘留比標準值高出

境保護規範，並達到有效控制廢

氣汙染的目標，1980年到2010年

的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

雖然成長了128%，汽車的數量也

增加了94%，但整體廢氣排放卻

只增加37%。

換 句 話 說 ，在中國大陸

「十二五規畫」中，除了持續追求

GDP的成長，加強對煤炭消耗量、

汽車保有輛與工業排放量等控制

力，也將是未來重要的政策方針。

農藥不當使用 

造成大面積土壤汙染

近幾年來，中國大陸農業為

了提高生產效率，耕作時大量使

用農藥與肥料，已經造成大面積

的土壤汙染危害。根據中國大陸

農業銀行的資料統計，1998年到

2012年，中國大陸農藥的使用量

中國大陸因過度拚經濟，導致汙染嚴重，水汙染讓原本就缺水的狀況雪上加霜。

大陸觀察Mainland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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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汙水處理量；另一方面則發

布《海水利用專項規畫》，藉由

總規模高達人民幣400億元的投

資，提升現有海水淡化的產能，

與相關水管網路的建設，期望能

在2020年前，將利用海水淡化來

解決缺水問題的貢獻度，從現行

的26%提高到37%。

「海水淡化是近年來中國大

陸新興的水資源產業」，台灣海

水淡化與汙水處理設備廠商國統

國際董事長梁國源表示，中國大

陸過去解決缺水問題，是透過南

水北調的政策，但如今卻面臨無

水可調的困境，因此向海取水，

成了中國大陸政府解決缺水問題

的重要方法之一。

「目前中國大陸的海水淡化

市場，仍是掌握在美國GE與日本

東麗等國際大廠手上。」梁國源

說，不過國統已經在北京成立專

做海水淡化的設備系統廠商，未

來將會投入更多的資源，搶占市

場的競爭地位。

總結而論，中國大陸長久以

來因為過度強調經濟發展，而輕

忽環境保護的發展過程，不僅付

出了人民健康的代價，更墊高了

龐大的醫療成本。

展望未來，唯有透過更嚴

格的環保規範，與確實的執法管

理，才能讓維持人類基本生存的

陽光、空氣、水，不再變相地成

為稀有資源，而創造出經濟與環

保共榮的生活條件。■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源頭，導致

河流汙染嚴重，產生缺水問題。

近年最著名的實際案例，就

是珠江三角洲一條名叫滃江的支

流，華南農業大學教授林初夏拿

滃江的水做實驗，結果雖然稀釋

了1萬倍，但將生物放進水中，24

小時內生物還是全部死亡，這個

實驗結果，也間接開啟了中國大

陸政府意識到水汙染嚴重所導致

的缺水問題。

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中國

大陸政府計畫從「汙水處理」與

「海水淡化」等兩方面著手進

行，一方面頒布《十二五全國城

鎮汙水處理及再生利用設施建設

規畫》，預計在十二五期間，至

少投入人民幣304億元，用於建設

汙水處理的設施，提高目前不到

汙染問題代價，其中，水汙染更

是最棘手的議題。因為中國大陸

本身就是一個水資源嚴重不足的

國家，人均水資源僅有2,400立

方公尺，不僅只有全球平均值的

25%，排名更居世界第119位，如

今又因為水汙染的問題，讓缺水

的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根據中國大陸國家發改委的

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目前一共有

118個工業城市，約占全國城市的

18%，涵蓋的領域包括煤炭、石油

與有色金屬等產業，其中，有超過

6成的比率，地下水嚴重汙染，3成

比率屬於輕度汙染程度，而擁有乾

淨地下水的城市，不到3%。

此外，即使像中國大陸南方

類似長江三角洲或珠江三角洲等

水資源豐沛的區域，也因為身兼

為了提高產能，中國大陸農民在耕作時大量使用農藥與肥料，除了造成土壤重金屬汙染
外，過多的農藥殘留更滲入地下水及河川，嚴重汙染灌溉水及飲用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