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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三廠 

核能二廠 
核能一廠   

核能 
電廠 

機組 
有效運轉 
執照期間 

提報除役 
計畫時間 

核一廠 
1 民國67~107年 104.12 

(已提報) 2 民國68~108年 

核二廠 
1 民國70~110年 107.12 

(準備中) 2 民國72~112年 

核三廠 
1 民國73~113年 

110 
2 民國74~114年 



貯存設施與處置設施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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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L W貯存設施   
(LOG) 

L I L W處理設施   
(AVG) 

教育展示中心   
(VG) 

H L W貯存設施   
(HABOG) 

LILW, depU 
貯存設施 ( V O G )  

LILW, NORM 
貯存設施 ( C O G )  

運輸物流中心   
(TLG) 

辦公大樓 (KG) 

荷蘭集中式貯存設施(地表上) 

設施項目 目的 場址條件、技術與施工 

集中式貯存設施 安全貯存以待日後送處置 地表設施、技術條件較單純 

最終處置設施 永久與人類生活圈隔離安置 技術條件較高 

瑞典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場(地表下) 

預定擴建 
運轉中 



5 



6 

 台灣低放廢棄物通過焚燒、壓縮或水泥固化，然後將其貯存於

55加侖鍍鋅鋼桶內。 

 目前暫存於各核能電廠廢料貯存庫或蘭嶼貯存場。 

 貯存容量不足197,722桶，除役時先在各電廠建新廢料貯存庫放

置，待「低放廢棄物最終處置」興建完成後遷出。 

 

 
電廠 

貯存場/ 
貯存庫 
容量(桶) 

運轉廢棄物 
預估量(桶) 

(1) 

除役廢棄物 
預估量(桶) 

(2) 

廢棄物總 
預估量(桶) 

(1)+(2) 

不足量 
(桶) 

核一廠 103,904 49,313 61,791 111,104 7,200 

核二廠 95,421 63,635 96,803 160,438 65,017 

核三廠 40,600 10,553 144,552 155,105 114,505 

蘭嶼貯存場 100,277 100,277 11,000 111,277 11,000 

總和 340,202 223,778 314,146 537,924 19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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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
烏坵鄉 

台東縣
達仁鄉 



低放最終處置法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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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址計畫 
96年5月 

  

 
建議候選 
場址公告 
101年7月 

  

 
場址由當地 
進行公投 

(時間尚待決定) 
  

 
通過公投成為 
候選場址 

(公告) 
  

 
候選場址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通過管制單位

核准 
  

 
選定並公告最終 

處置場址  

 
最終處置場進行
設計、採購、工

程施工。 
  

 
最終處置場開始
運轉，接收低放

廢棄物 
  

地方政府婉拒
辦理公投 



低放最終處置公投相關條文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  

– 第 11 條 

本法第9條、第10條核定建議候選場址之公告，應於期間屆滿後30日內該場
址所在地縣（市）辦理地方性公民投票，不受公民投票法第2條之限制。經
公民投票同意者，得為候選場址。 

第一項地方性公民投票之公聽會及投票程序，準用公民投票法之規定辦理。 

 公民投票法 
– 第 3 條 

全國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行政院；地方性公民投票之主管機關為直轄市
政府、縣 (市) 政府。 

– 第30條 

公民投票案投票結果，投票人數達全國、直轄市、縣 (市) 投票權人總數1/2
以上，且有效投票數超過1/2同意者，即為通過。 

投票人數不足前項規定數額或未有有效投票數超過1/2同意者，均為否決。 

9 



 行政院於86年所修正發布「放射性廢料管理方針」
第八條：「放射性廢料之最終處置，採境內、境
外並重原則，積極推動；…..。」 

 啟動之必要條件：低放射性廢棄物接受國政府外
交部必須寄出「同意接收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
之正式官方聲明文件。 

 困難：目前全球各國法規皆禁止輸入他國放射性
廢棄物(北韓例外)、國際上並無境外處置成功案例。 

 根據105年舉辦之民間核廢論壇，其中共識之ㄧ
為低階核廢料應境內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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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01年8月17日經濟部函請2處地方政府配合辦
理公投選址作業，105年5月5日經濟部二度發函，
目前2地方政府皆婉拒配合辦理低放公投選址作業。 

台東縣政府：地方相關於公投之法規不完備。 

金門縣政府：烏坵鄉人口不及全縣1%，以全縣公
投違背住民自決精神，建議採用鄉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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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嶼廢棄物目前未有妥善的去處。 

 台電未能依照「低放最終處置計畫」於105年完
成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主管機關(原能會)已
裁罰三級違規及1000萬罰鍰。 

 主管機關(原能會)進一步要求應自106年3月起5年
內完成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定，如有延宕，將處
5000萬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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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說明 

 面對遷場議題，依據總統於105年8月15日參訪蘭
嶼座談會裁示：「有關核廢料的遷移，將由台電、
政府及民間成立平台，研議臺灣核廢料存放的問
題，做好非核家園的準備，並將蘭嶼核廢料的處
置，作為最優先處理的項目。」 

 行政院已配合總統指示於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成
立「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將蘭嶼低階核廢
料貯存場遷場列為重要推動事項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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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原方案規劃，蘭嶼核廢料搬遷有2種可能
情境: 
 回運原產地(運回核一、二、三廠及核研所) 
 最終處置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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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遷場時程圖 

公投選出候選 
場址前 

努力目標5年 

公投選出候選 
場址前 

努力目標5年 

原產地地方 
政府同意前 
努力目標3年 

場址調查階段 
5年 

場址調查階段 
5年 

船運準備作業 
5年 

興建階段 
5年 

興建階段 
9年 

蘭嶼遷場 
運輸作業 

4年 

蘭嶼遷場 
運輸作業 

4年 

109 114 118 121 125 129 106 

 因公投問題，無
法選定最終處置
場址 

 回運原產地目前遭地
方政府表達強烈反對 

125 

118 

129 

蘭嶼遷場 
運輸作業 

4年 

111 116 

預算約64億 

預算約350億 

民國 

 取得原產地地方政府同意或選出候選場址所需時程實非台電可掌控，台電仍會努力達成目標，
若有延宕整體期程也將被迫延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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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過核子燃料貯存
池設計容量(束) 

已貯存容量
(束) 

因燃料池容量不足預估機組停
轉日期 

核一廠1號機 3,083 3,074 
目前停機中 

機組啓動後可運轉450天 

核一廠2號機 3,083 3,076 106年6月 

核二廠1號機 4,398+440 4,365 
因格架擴充440格 
可運轉至109年底 

核二廠2號機 4,398 4,388 
目前停機中 

機組啟動後 約可運轉390天 

核三廠1號機 2,160 1,452 可使用至電廠除役(113年) 

核三廠2號機 2,160 1,407 可使用至電廠除役(114年)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池使用狀況

18 註:統計至2017年4月 



19 

燃料置於反應爐使用 

貯存於廠內 
用過核子燃料池 

除役時移到乾式貯存 

最終處置 

用過核子燃料池 

乾貯 

最終處置 

目前無法進行乾貯
將影響除役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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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已完工) 

場地大小: 0.45 公頃 

貯存容量: 

 30個混凝土護箱， 
每個NAC公司設計之金屬罐可放入56
束燃料，總共可放1680束。 

核一乾貯尚未取得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 

  核二廠(尚未開工，護箱製造中) 
 場地大小: 0.84 公頃 
 貯存容量: 
 27個混凝土護箱， 

每個NAC公司設計之金屬罐可放入87束

燃料，總共可放2349束。 

 核二乾貯尚未取得「逕流廢水污染削
減計畫」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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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廠(規劃中) 

場地大小: 0.82公頃 

貯存容量: 

 規劃採室內貯存，可貯7400束用過核
子燃料，屆時一期乾貯少量使用部分
將一併移入二期乾貯內存放。 

預定於106年10月完成可行性評估報告、
117年12月前完成施工。 

  核二廠(規劃中) 
 場地大小:需要面積略大於1 公頃 
 貯存容量: 
 以室內貯存為原則，且須可容納核

二廠所有用過核子燃料(11,252束)。 
 已選定場址，目前準備辦理場址地質

調查工作及投資可行性評估工作。 

保加利亞Kozloduy核能電廠室
內混凝土護箱乾式貯存設施 

比利時Doel核能電廠室內金屬護
箱乾式貯存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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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建造階段 

處置場設計 
與安全分析評估階段 

場址詳細 
調查與試驗階段 

候選場址 
評選與核定階段 

潛在處置母岩特性 
調查與評估階段 

144 

94 

117 

106 

127 

133 

•完成我國潛在母岩特性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候選場址區域 
•提出我國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技術可行性評估報告 

•完成處置場之建造與運轉試驗 
•完成運轉執照之申請與取得 

•完成場址環境影響說明書 

•完成候選場址的調查與評估並建議優先詳細調查之場址 

•完成建築執照申請程序並取得建照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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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之時程係
以一號機為例 

停機過渡階段 除役拆廠階段 
最終狀態 
偵測階段 

廠址復
原階段 

115.12                      127.12 130.12 

  (3年)   (2年) 

營運階段 

  94.09 

  106.03 

132.12 

  125.03 

(12年)  (8年) 

選址 
集中式貯存設施施工 

費用介於438億至654億之間 

第1期乾貯 
硬體施工 

  107.12 

  105.09 

  104.12 

  117.12 

  107.12 115.12                      117.12   127.12 132.12 

水保完工送 
新北市審查 

熱
測
試 

第2期室內乾貯 
約需70億(3座電廠約281億) 

102.12 

除役計畫、
環評說明
書審查 

 熱測需9個月 

反應爐內燃料移除時機 

核一廠除役關鍵作業與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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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頁之時程係
以一號機為例 

停機過渡階段 除役拆廠階段 
最終狀態 
偵測階段 

廠址復
原階段 

118.12                      130.12 133.12 

  (3年)   (2年) 

營運階段 

  102.12 

  106.03 

135.12 

  113.12   125.03 

(12年)  (8年) 

選址 
集中式貯存設施施工 

費用介於438億至654億之間 

第1期乾貯 
水保計畫 

  110.12 

  106.03 

  107.12 

  117.12 

  109.12 117.12                      130.12 135.12 

逕流廢水送 
新北市審查 

施工及取

得執照 

第2期室內乾貯 
約需106億(3座電廠約281億) 

105.3 

除役計畫、
環評說明
書審查 

除役計
畫、環
評說明
書編撰 

106.4 

反應爐內燃料移除時機 

核二廠除役關鍵作業與時程 



 高放射性廢棄物(用過核子燃料) 核燃料無法退出進行乾
貯，將影響核能電廠除役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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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燃料不退出 受影響區域 

http://www.world-nuclear-news.org/uploadedImages/wnn/Images/bwr cutaway.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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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能  
發  
電  
廠  
運  
轉 
/  
除  
役 

爐心用過  
核子燃料 

電廠  
濕式貯存 

高放  
最終處置 

原定計畫 

應變方案 

(

處
置
應
變
方
案) 

集
中
貯
存 

電廠二期  
乾式貯存 

電廠一期  
乾式貯存 

除役 

供役期用過核子燃料貯存 

供貯存全部的燃料 2055 

乾貯無法啟用或興建，將影
響除役進行 

低放射性  
廢棄物 

低放  
最終處置 

蘭嶼貯存場 

電廠 
低放貯存庫 

除役 
新建低放
貯存庫 

因公投問題，無
法選定處置場址 

原產地 回運原產地目前遭地
方政府表達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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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儘速遷移蘭嶼貯存場之訴求。 

排除核一、二廠乾貯設施成為最終處置場之疑慮。 

容納除役之所有放射性廢棄物，將電廠土地釋出再利用。 

將分散貯存各地之核廢料集中管理。 

尋求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之社會共識。 



 

原能會於103.1.17函請低放處置選址主辦機關經

濟部督導台電公司，提出集中式貯存設施規劃。 

原能會於105.6.29發布「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場址規範」，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
施，指於核能電廠外新增設置可集中貯存管理放

射性廢棄物之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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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步規劃可容納三座核電廠及蘭嶼貯存場之全數放射性廢棄物

，  面積需求至少約26公頃。 

 初步規劃用過核子燃料與低放射性廢棄物均採用室內貯存型式

，  初步評估可符合相關輻射安全防護法規對安全功能之要求。 

 採100年之設計年限，初步規劃以運轉40年為目標，確保在我

國環境特性下之貯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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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電廠乾式貯存無法推動或蘭嶼放射性廢棄物無法遷至原產地及最終處置

場，則集中式貯存設施為必要之應變方案，建議由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
優先討論形成推動共識。 

 於選址完成後約第16年興建完成，始可進行蘭嶼遷場運輸作業。 

 由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指導選址作業；納入公民參與程序，以凝聚社會
共識，完成選址工作。 

 依共識選出場址後陳行政院核定，續依相關法定程序辦理。 

 
申設階段 6年 選址階段 興建階段 10年 

1.設施興建 
2.貯存設施運轉執照 

確  
認  
執  
行 

取  
得  
許  
可 

1.進行場址調查 
2.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3.申請重大公共建設 
4.申請海岸地區利用許可 
5.申請開發許可 
6.申請貯存設施建造執照 
7.工程基本、細部設計 
8.用地取得 
….等 

1.確認是否執行 
2.選址作業納入公民參與 
3.選出場址 
4.完成投資可行性報告 

公正的組織體  
公開的參與  
客觀的標準 

原能會指示應自
106年3月起3年
內完成場址核定
與土地取得， 8
年內完成興建。

場址決定後 
第6年 

興
建
完
成 

場址決定後 
第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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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電公司已於106.3.3將「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應變方
案(集中式貯存)推行初步規劃書」報請經濟部核轉行政院
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審議，
將俟該小組作出決策後配合辦理後續相關事宜。 

 由非核家園推動專案小組指導選址作業；納入公民參與
程序，以凝聚社會共識，完成選址工作。 

 原能會指示集中式貯存場場址應自106年3月起3年內完成
核定與土地取得，如有延宕，依物管法37條，處新台幣
3000萬元罰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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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放議題： 

目前2處低放最終處置建議候選場址地方政府皆婉拒
配合辦理低放公投選址作業，是否啟動選址條例修
法工作，以利持續推動後續工作。 

蘭嶼廢棄物遷出議題，若無法遷回原產地，且低放
處置選址公投無法進行，需為低放廢棄物另尋ㄧ妥
善去處。 

 高放議題： 

目前尚無高放之選址條例，是否進行立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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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役議題： 

核一廠一期乾貯之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及核二廠
一期乾貯之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如近期仍未獲
新北市政府核准，將導致運轉執照到期後該2廠爐心
燃料無法順利移出，影響後續除役作業進行。 

 集中式貯存設施： 

蘭嶼廢棄物無法遷回原產地或遷至最終處置設施，
或乾貯無法啟用造成爐心燃料無法移出，則須推動
建設集中式貯存設施，為我國放射性廢棄物尋求妥
善的去處。 

集中式貯存場屬應變方案，其選址或可與最終處置
一併考量，未來轉為低放及高放最終處置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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