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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菸商在臺灣的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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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持有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100%股
份，設有臺北菸廠、內埔菸廠、豐原捲菸
研發製造工廠等。 

* 2007年帝國菸草公司  (Imperial 
Tobacco)  在苗栗廣源科技園區設廠，投
資1億美金，由國外進口菸草原料產製菸
品，成品以內銷為主，品牌有大衛杜夫

(Davidoff)、威仕(Wes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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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台灣苗栗捲菸廠股份有限公司在苗栗設
廠，投資新台幣8億元，年產20億支菸，生產
阿里山、大華、合作等品牌菸品，外銷港澳大
陸、韓國、新加坡、日本、美國、馬來西亞等
數十國，2015年3月增加臺灣銷售據點。 

* 2015年日菸國際製造股份有限公司(Japan 
Tobacco International，原稱傑太日煙)在台
南科技工業區設置製菸廠，投資美金3億元，
菸商宣稱製成菸品均將外銷大陸及東南亞。
JTI全球生產品牌有七星(Mild  Seven/Mevius)
、雲絲頓(Winston)、駱駝(Camel)、葛雷茉
(Glamour)等，在台灣市佔率接近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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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以鄰為壑？ 
  日本政府持有日本菸草公司(JT)33.35%的
股份，不允許外國菸商到日本投資設置菸
廠，也禁止本國菸商新設菸廠。 

   JT在日本境內原有9座菸廠，海外不斷擴
大市場，但截至2016年在境內已陸續關閉4
座菸廠、裁員1,600人，轉向臺灣或東南亞
地區投資設廠，節省成本，賺取更多利潤
。 



二、 政府容許國際菸商設廠違法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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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菸商在臺設廠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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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違反國內法義務 

   同意國際菸商在臺投資設廠，本身就是政府的違法

行為。「外國人投資條例」第七條規定：「下列事
業禁止投資人投資：一、對國家安全、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或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之事業。二、法律
禁止投資之事業。 

 投資人申請投資於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訂定之命令
而限制投資之事業，應取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
可或同意。第一項禁止及第二項限制投資之業別，
由行政院定之，並定期檢討。」 

    國際菸商生產的菸品，除戕害生命及健康外，別無
其他功能，當然對國民健康有不利影響，當然應當
被禁止，但政府竟將其列為限制投資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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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違反國際法義務 

    臺灣於12年前簽署世界衛生組織的「菸草管制框
架公約」，該公約第5.3條規定：「締約方在建立
並落實有關菸草控制之公共衛生政策時，應根據國
內法積極保護該等政策免於受到菸草業者商業和其
他既得利益之影響。」，而其實施準則也清楚指出
：「由於菸品是致命商品，各國對菸品產業的建立
與發展，不能提供誘因與協助。」但臺灣卻允許國
際菸商在科學工業園區設廠，享受各種土地租金減
免、低利貸款等優惠，這就是提供誘因與協助，顯
然是違反國際公衛協定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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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昧於事實的投資期待 

    政府期待「引進外資」，以「振興經濟」。
根據經濟部和日本菸商的資料顯示，台南投資
設廠投資金額為92.7億元，但是日本菸商在台
灣政府已6年沒有增加菸稅或菸捐的情況下，
菸價就已自行增加了每包10~30元不等，傑太
日菸每年在臺灣銷售約7-8億包，以每包平均
增加20元計算，就是140-160億元。事實上所
謂台南設廠的「外資」經費，都是來自臺灣消
費者，根本沒有日資投資臺灣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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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荒謬的臺日投資協議  
    2011年時臺灣與日本簽署了「臺日投資協

議」，雙方互相承諾，給予對方產業於他方
投資時之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但也保留
部分產業得免於開放。該協議的附錄II中，
日本將菸品製造業列為免於開放的產業，但
臺灣的保留項目卻沒有同樣的規定。易言之
，日本菸商來台投資設廠，我們必須給予其
協議第三條的國民待遇及第四條的最惠國待
遇，不得不允許，而臺灣的菸品製造業到日
本投資，卻是沒有相同保護。 



三、 政府依法應考量之解決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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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已設廠者 

     就現在已經進行的設廠案言，「臺日投資協
議」第12條明白規定，政府為公共目的，依正
當法律程序，並提供即時、適當及有效的補償
，即可以撤銷日商的投資許可，而事實上，該
條規定反映的就是國際法的一般實踐，因此，
對於目前已經核准設廠的其他國際菸商，亦可
以相同方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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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未來投資 

    就未來的可能投資案言，「臺日投資協議」
第8條第4項規定，附錄II所列不予保護的行業
別，本即可基於誠信原則進行追加，因此，為
防止日本菸商未來再次提出投資申請，我國政
府當然應當在該附件中比照日本清單，增列菸
品製造業。此外，經濟部亦應直接將菸草製造
業列入「外國人投資條例」的禁止投資項目中
，是可永絕後患。 



四、 民間團體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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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一) 
7/16記者會揭露--民眾檢舉JTI將在台南，投資美金3億元
，設置年產值將超過美金2億元的菸品加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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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二) 
7/20發起臉書「為賴市長打氣」行動~ 盼賴清德市長以民意
為後盾~ 勇拒國際菸商台南設廠為台南市及國人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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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
三) 8/12 

揭露- 
高雄市政府
團隊年年花
公帑至JTI
位於各國菸
廠考察,學
習私劣菸查
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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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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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四) 
8/14-孫越叔叔帶領民間團體呼籲：拒絕國際菸商台灣設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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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五) 
8/14-由終身義工孫越帶領民間團體赴行政院陳情，請行政
院長速接見NGO並公開揭示：不准菸商在臺灣設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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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六) 
8/17-由董氏基金會、消基會赴監察院遞交陳訴書，控告經
濟部、衛生福利部及國民健康署違法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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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監察委員王美玉等
接 
下民間團體陳訴書，並成 
立專案小組調查政府部門 
違法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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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七) 
8/21揭露-日本菸商台南「投資」設廠是一場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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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八) 
9/7【自由時報】-董氏基金會姚思遠執行長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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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九) 
 10/9--「日本禁煙學會」聲援臺灣，共赴日本財務省、外
務省抗議，並召開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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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行動 (十) 
 10/12返台記者會--說明赴日本政府抗議行動事件，強調
：臺灣不是日本菸商的代工廠! 



五、 政府的後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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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行政院官員率相關部門至民間團體聽取意見 

 

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處長廖耀宗，率領行政院財
政主計金融處副處長、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組長
、經濟部談判代表、財政部國庫署副署長、財政部
國庫署菸酒管理組科長、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副
署長、科長等相關部門官員至民間團體聽取意見。 

會談後行政院竟只承諾會檢討疏失，未來對於外國
菸商來台投資設廠將會採取更謹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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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監察院糾正：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通過外
國菸商來臺設廠，經濟部、衛生福利部及所屬國
民健康署等主管機關未盡職責，均涉有違失等情
。 
 



六、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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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面對菸商入侵的法律面主張 

   1. 成立專案處理小組，儘速評估廢除菸商投
資許可，並擬定適當的補償方案，以杜爭議
。 

   2. 立即要求經濟部直接將「菸草製造業」列
入「外國人投資條例」的禁止投資項目中。 

   3. 修訂「臺日投資協議」將「菸品製造業」
追加列入不予保護的行業別。 

   4. 財政部儘速依法完成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
司釋股，使政府退出菸草製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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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四地應聯手拒絕國際菸商入境設廠 

  1.  跨國菸商的影響力無所不在，絕不只是臺
灣的問題，也絕不能只依賴政府的力量，更
需要的是大中華地區非政府組織的共同參與
、努力與堅持。 

  2.  國際菸商為節省製造成本，一定會陸續轉
向大中華地區進行投資設廠，期盼在大家的
交流合作下，能確保全球華人都能徹底脫離
菸品的荼毒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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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