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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汙染行業，因此引發屏東市居民的不滿與抗爭。尤其紙漿廠所排放的廢水與廢氣問題

相當嚴重。165民國79年（1990年），屏東縣長蘇貞昌當面向行政院長郝柏村表達關廠

的訴求，並開始積極迫使紙漿廠遷廠。由於紙漿廠仰賴九口深水井提供每日8萬噸的水

源，6月屏東縣政府強制深水井斷電，也使紙漿廠的搬遷成為不可迴避的問題。166民國

83年（1994年）6月30日，屏東副產加工廠正式關廠並裁撤。另一方面，在屏東縣政府

爭取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經過檢討後做成第343號決議案，明白指出臺糖屏東總

廠應在五年內完成遷廠作業。167屏東總廠關廠幾成定局。但民國82年（1993年）伍澤

元擊敗蘇貞昌擔任屏東縣長，反對屏東糖廠遷廠，屏東糖廠又留下一線曙光。168然而在

臺糖不斷虧損下，屏東總廠還於民國86年（1997年）走入歷史。169民國91年台糖在屏

東所有蔗田全面停產，從17世紀中業引入屏東平原、支撐屏東經濟長達三個世紀的糖業

經濟正式結束，蔗田的景觀也徹底消失在屏東平原的地景中。

               

                                                                  

台糖的轉型

除了沒落的糖業以及沒有成功的紙漿業外，臺糖在戰後對台灣農業最大的貢獻首推

養豬業以及蘭花為首的精緻農業。養豬的部分將在後面的章節處理，這裡主要介紹蝴蝶

蘭的發展。臺糖蝴蝶蘭的發展始自於民國72年（1983年），170由當時擔任董事長的汪

彝定，以及農務處經理湯建廣開始構思蝴蝶蘭產業計畫，並試圖推動該事業。於民國74

圖6-1：屏東甘蔗種植面積（單位：公頃）
資料來源：台灣農業年報（1958-1999）以及農業統計年報（20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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