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將在確保核能安全的前提之下，

以穩健態度逐步降低對核能發電的依賴，

並積極發展再生能源，

朝建立「非核家園」的終極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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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廠在設計之初，政府已審慎考量地質條件

並選擇適當的廠址，以有效防範地震、海嘯等

可能天然災害的侵襲；對於建廠期間的各項施

工，也嚴格要求必須按照核能品保方案及相關

法規要求，找出潛在缺失加以改善。

在2011年日本福島事件後，行政院原子能委員

會（原能會）已完成二階段核能電廠安全總體

檢，其中核四廠之因應強化措施計67項，截至

102年2月25日止台電公司已完成52項，完成率

達77.6%，未來全面完成改善後，將可有效提

升核四廠因應地震、海嘯及暴雨等複合式天災

的應變能力。另為確保核四廠運轉安全，亦已

針對核四廠機組裝填燃料前應完成重要事項予

以列管，嚴格監督台電公司，以確保日後運轉

安全無虞。

面對核四廠的安全問題，政府堅持「沒有核

安，就沒有核能」的立場，不容絲毫打折，針

對各界多年來對核四安全所提出的問題，都會

一一詳加檢視，其中包括經濟部組成國內外具

公信力核能電廠專家的專案小組重新審視、全

面評估核四的安全測試項目與程序，分批進駐

核電廠全程參與測試；另邀請世界核能發電

協會（WANO）進行同業審查。最後，必須由

原能會在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的協助

下，確認所有列管項目均符合相關法規與規

範。如不符合安全要求，原能會絕對不會同意

進入燃料裝填階段。

確保核安，才有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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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核家園」是全民共識，也是政府既定政

策。早在91年制定《環境基本法》時，我國已

確立追求非核家園的終極目標。而在日本福島

核災後，我國政府更全面檢討能源政策，並於

100 年11 月3 日宣示「確保核安、穩健減核、

打造綠能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的能

源發展願景，在確保不限電、維持合理電價、

達成國際減碳承諾等三大原則下，積極實踐節

能減碳與穩定電力供應兩大配套措施，以穩健

態度，逐步降低對核能發電的依賴。

在目前缺乏自產能源，以及再生能源短期內仍

難有突破性發展的情形下，為了讓整體環境逐

漸適應，儘量降低產業及民生衝擊，政府將以

穩健減核的作法，逐步降低我國能源結構中核

電的比重。核一廠1號、2號機分別預定於107

年、108年除役；核二廠1號、2號機於110年、

112年除役；核三廠1號、2號機於113年、114

年除役；核四廠2部機組則預定於104年及106

年陸續投入商轉。

未來政府將繼續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期望再生

能源發電比重能夠由101年的3.4%提高到114年

的9.16%；低碳天然氣由101年的30.3%提高至

31.61%；核能發電比重則將逐年下降，由101

年的18.4%，降至114年的7.61%。

穩健減核，逐步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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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電力系統為獨立型態，緊急能源短缺時，無法

立即由鄰近國家電網或油氣網路調度支援，再加上

自產能源匱乏，98%以上能源依賴進口，為避免單一

能源來源中斷對

經濟與民生造成

重大傷害，必須

採取能源種類與

來源多元化的原

則，以確保供應

無虞。

近年來，政府雖致力於發展低碳、再生能源，但受限

於客觀條件或技術程度，進展仍未臻理想，且再生能

源裝置所需要的空間，不論在土地取得或面對環境影

響評估審查等方面，都有其困難。

現階段政府若貿然停建核四，待核一、核二及核三廠

皆除役，停止運轉後，除了必須面對電價上漲、全國

電力出現缺口、北部地區恐分區限電之外，不可避免

地也將面臨以下迫切問題：

一、能源成本上升對企業造成負擔，後續可能產生倒

閉、裁員、產業外移等種種問題。

二、因再生能源技術突破有限，傳統發電方式短期內

又難大幅增加，導致電源不足、區域供電失衡，

致國人必須同時面對短期內電價持續上漲，以及

民生物價連帶上漲等問題。

三、因應全球暖化，核能每度發電製造的碳排放遠較

其他能源為低，如果在低碳能源未具規模前即中

止核電，將影響我國減碳目標的達成，很可能因

為碳排放不減反增，無助於減緩全球暖化趨勢，

引起國際社會責難，甚至遭到制裁。

由於核能屬於低碳能源的重要選項，因此即便在日本

福島事件發生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核能政策並未

有大幅變化。在全球已擁有核電及計劃興建首座核電

廠的39個國家中，僅有德國等少數歐洲國家決定放

棄核電，但是這些國家均屬歐陸國家電網併聯系統，

電力可相互調度支援，與我國必須獨自供電的狀況並

不相同。顯見在未確保替代能源穩定供應前，不能將

核能排除於能源選項之外。

能源不足，永續落空

汽電共生 3.3％

101年我國電力系統各類能源供電結構配比圖

燃油 2.5％ 燃煤 40.7％

燃氣 30.3％ 核能 18.4％

抽蓄水力 1.4％再生能源 3.4％

燃煤

再生能源                    

資料來源：經濟部

汽電共生 抽蓄水力 核能

燃氣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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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相關議題，已困擾臺灣社會二十多年，核

四存廢問題既有科學專業的部分，也有價值選

擇的部分，最後決定應如何做成，需要全體國

民共同深思。

政府一定會確保核四安全無虞才准予運轉，然

而如果許多人仍然對此抱持懷疑態度，認為寧

可承受核四停建對於能源供應、經濟發展及民

生家計造成的影響，並延後對於低碳家園的追

求，而主張核四停建，政府願意接受檢驗，尊

重社會各界循民主法治程序以公民投票方式決

定核四是否停建。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必須把相關資訊

充分且透明地提供給全國民眾，包括目前政府

對實現非核家園的規劃方向，以及驟然廢核之

後我國能源供需、產業調整、生活型態轉變等

可能發生的問題與挑戰種種資訊忠實呈現，提

供全體國人參考並做出理智的判斷。

非核家園之終極目標，一直以來都是朝野各界

共同的期待。目前政府亦規劃朝此目標邁進，

然而非核家園的達成，並非一蹴可幾。期待社

會各界在討論核四安全的過程中，都能以理性

的方式去思考和論證，最後做出最正確的決

定，並共同接受其結果。

你我攜手，非核家園

吳志學 攝 / 觀光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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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議題Q&A

非核家園是國人共同的目標，但應採穩

健務實的推動方式，積極營造低碳綠能

的發展環境，逐步降低對核電的依賴，

使民生及產業得以因應調適，將衝擊影

響降至最低。

一、實現非核家園，絕不是訂定一個期限或直

接關閉、停建核電廠就可以達成。如未做

好評估和準備就貿然停止核能發電，將嚴

重衝擊國內電力供應的穩定與安全，日常

民生物價、交通運輸、產業國際競爭力都

會遭受波及，環境負荷也會增加。

二、如果核四不商轉，以民間建廠期最短的天

然氣電廠取代為例，必須一併完成北部地

區天然氣接收站及管線配置，估計需時

10～12年，而且工期不確定的因素甚多

(包括居民的抗爭)，預估在完工前電力系

統備用容量率將有多年低於10%，甚至不

足5%之情形。況且核四不商轉的電力缺

口，若轉由天然氣或燃煤發電替代，不但

增加發電成本，造成電價高漲，更將大幅

增加二氧化碳排放量，將不利我國產品之

碳足跡，既影響產業國際競爭力，也無法

達成我國對外所承諾的減碳目標。

答 : 

Q1: 為什麼臺灣現在不能立即實現

非核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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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議題Q&A

需要。若無核四，台電備用容量率於104

年後將會偏低，面臨分區限電的困境。

一、我國電力系統的備用容量率，規劃目標為

15％，與世界各國約略相同。就過去實際

統計，當備用容量率低於15％時，就可能

有電力供應短缺的風險。例如79～85年

間，我國備用容量率皆在7％以下，限電

次數即高達43次，其中83年更多達16次，

對生產活動及民生用電造成重大影響。

二、核四廠商轉後，每年約可發電193億度，

對於北部供電能力助益甚大。如果核四廠

2部機無法分別在104年及106年7月前商轉

發電，且在經濟持續發展與現有機組陸續

退役等因素下，預估自104年起，台電電

力系統備用容量率將有多年會低於10%，

甚至不足5%之情形，停、限電風險大增，

對民生、經濟及產業勢必帶來負面影響。

在這段期間內，如果中電北送電網發生異

常（如颱風、雷擊、鐵塔倒塌等事故），

北部地區須優先執行分區停電，受影響用

戶將會逐年增加，嚴重衝擊我國未來經濟

發展。

答 :  

Q2: 目前台電電力系統備用容量率

偏高，為何沒有核四會缺電？

真的需要蓋核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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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議題Q&A

短期不行，未來再生能源技術進步及成

本降低或許就可以。

一、事實上，目前臺灣在用電高峰時，除了各

類燃料（如天然氣、重油、煤碳、核能

等）之發電機組之外，再生能源（風力、

太陽能、水力等）發電設備也已同時納入

調度，供應部分電力。

二、臺灣因地狹人稠，屬島嶼型獨立電網系

統，當務之急是如何穩定供應電力。再生

能源發電雖然潔淨，且屬自產能源，但目

前發展有其限制，例如能源轉換效率偏

低、平均發電成本較傳統能源高等；加上

多數再生能源發電受限於天候、土地利用

等環境因素，以致無法全天候發電、供電

穩定性不足或產生電力無法調度，需要有

更完善的基礎設施，才可能大量發展。

三、就各類能源之發電比較，再生能源於尖峰

負載時之供電服務及平均年度供電服務，

均低於傳統核能及火力發電；而且在發電

成本方面，除少數再生能源發電（如陸域

風力）之外，全世界都面臨再生能源成本

高於傳統火力及核能發電的情形。所以就

短期而言，再生能源仍無法完全取代傳統

發電。

答 : 

Q3: 台電在用電高峰時都不用再生

能源，如果沒有核四，推動再

生能源，像是風力、太陽能、地

熱，就可以取代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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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議題Q&A

短期仍有困難。我國近10年能源效率每

年提高2.25%，但用電還是持續成長，參

考先進國家經驗，短期內我國用電量將

跟經濟發展趨勢一致。

一、我國電力消費量於89～100年間，年均成

長率為2.92%；相較於79～89年間之年均

成長率7.6%，已明顯趨緩。

二、但電力需求增減與經濟發展息息相關，過去

電力消費呈現負成長的年份，往往也是國

內經濟景氣低迷的時期（如97年與98年GDP 

年成長率分別為0.73%與–1.81%）。如就全

球來看，近十年來除了少數國家用電趨於

零成長之外，主要國家仍呈現成長趨勢。

三、目前只有在面臨經濟成長減緩的情形下，

才有可能達成抑制用電需求，而經濟成長

減緩意味著失業增加、薪資倒退，這應非

全民所樂見的結果。考量我國仍屬經濟持

續發展國家，電力需求恐怕有增無減，預

期短期內我國經濟發展仍將與電力消費高

度連動。

答 :   

Q4: 我國是否可達成電力零成長？

如果能做到節約能源，是否就

不需要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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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議題Q&A

台電已按國際標準檢視核四安全，未來

將加強相關措施，並邀請國外專家協助

檢視確認核四工程安全無虞，才會申請

燃料裝填。

 目前台電已經按照5項國際安全標準（廠址

條件、系統設計、施工、試運轉、安全總

體檢）檢視核四，結果如下：

一、廠址條件：核四廠址於90～93年間即已由

國內專家勘查確認安全無虞。廠區35公里

內無活動斷層，地基坐落於穩定岩盤，反

應爐下方亦無破碎帶，廠房設施設計能承

受7級以上強震。而在日本福島事件之後，

台電另預備興建防海嘯牆，連同原設計總

計得以抵擋14.5公尺高海嘯，足以防止海

水倒灌。

二、系統設計：核四廠採用美國奇異公司的第三

代進步型核反應器，設計均符合國際安全

標準，日本已有4部同型機組完工運轉。

三、施工：機組從製造、施工、安裝與測試均

依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的工程品質保證方

案執行。為確保建廠品質，與核能安全相

關的每一項工作環節，台電均依法規聘請

獨立檢察機構執行驗證。

四、試運轉：至101年初完成的工程進度，經

全面檢測，僅有儀控電氣設備整合需再補

強，將聘專業顧問公司進行獨立驗證與評

估。近期將再安排包括奇異公司在內具試

運轉測試經驗之專家，執行系統獨立測試

作業，以確保核安，化解外界疑慮。

五 、安全總體檢：核 四 廠 將 比 照 其 他 現 役

核 電 廠 ， 建 構 「 機 組 斷 然 處 置 程 序 」

（ultimate response guidelines, URG），

等完成各項改善與強化措施後，台電將另

邀請世界核能發電協會進行啟動前之評

估，原能會亦將請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來

臺共同進行視察，確認安全無虞後，才會

准予燃料裝填。

答 :    

Q5: 核四到底安不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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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議題Q&A

依照國際作法，核電廠興建與核廢料處

置計畫可同時推動，而政府也正依計畫

尋找最適潛在地區處置核廢料。

一、依大多數國家的案例，核電廠興建與核廢料

處置計畫是可以同時進行的。依據國際原

子能總署（IAEA）資料，目前國際間擁有核

能電廠的國家中，除瑞典、芬蘭及法國已

選定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場址外，包括 

臺灣在內的其餘國家，仍在持續推動用過

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惟尚未決定處置

場址地點。

二、核廢料分為兩種—— 高放射性與低放射性。

目前國際間對高放射性廢料的處置方式，

多採取直接貯放於地質穩定的母岩，或回

收再利用二種，我國目前規劃選擇前者。

台電正依原能會審查核備的「用過核子燃

料最終處置計畫書」，尋找最適潛在母岩

地區。至於低放射性核廢料，經濟部已於

101年7月公告臺東達仁與金門烏坵2處建

議候選場址，現正洽商地方政府辦理公投

當中。

答 :     

Q6: 是否因為用過核子燃料處置無

解，就不該核准核四核燃料裝

填甚至運轉？臺灣有適合的地

方做為核廢料處置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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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行。這樣違反了《預算法》並有違憲之

虞。對於立法機關通過的預算案，在沒有

尋求立法院同意，就斷然片面宣布停建，

將違反行政立法之間的分際。

一、台電公司於民國88年起承建核四，原預計

93年開始運轉。但89年10月時，當時的民

進黨政府突然間片面宣布停建。對此，司

法院大法官於90年1月15日做出解釋，認

為違反了《預算法》並有違憲之虞，隨後

核四不得不復工，然長達4個月的停建、

復建，對核四工程已造成嚴重傷害，對全

國經濟亦產生重大影響。

二、根據民國90年1月15日，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520號的解釋：

1. 預算案經立法院通過及公布手續為法定

預算，形式上與法律相當。

2. 行政部門因施政方針或重要政策變更涉

及法定預算之停止執行時，應本行政院

對立法院負責之憲法意旨暨尊重立法院

對國家重要事項之參與決策權，依照

《憲法增修條文》第三條及《立法院職

權行使法》第十七條規定，由行政院院

長或有關部會首長適時向立法院提出報

告並備質詢。

3. 基於核四工程對儲備能源、環境生態、

產業關連之影響，並考量歷次決策過程

以及一旦停止執行善後處理之複雜性，

自屬國家重要政策之變更，須補行上開

程序，若獲得多數立法委員之支持，才

可貫徹實施。

三、行政部門不能片面宣布停建，而目前能做

的是：

1. 用最嚴格的標準，全面檢視核電安全，

尤其是核四。

答 :     

Q7: 政府可否直接宣布停建核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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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若核四安全得到原能會的認可，政府主張

續建完工並運轉。

3.	倘核四安全無法通過原能會及國內外學者

專家的檢驗，那麼原能會將不會發給裝填

燃料的許可，核四自然就不會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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