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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供穩定且平價的電力

PARTⅠ 面對可預期的民生與產業發展需求，政府如何提供穩定且平價的電力？

有助於台灣能源
自主化和產業低
碳化，且不會妨
害台灣永續發展

價格是考慮的因素之一，
但價格是變動的、相對
的；能源的選擇還是應
該站在國家永續發展的
高度。



如何提供穩定電力

• 燃氣與綠能相輔相成：

• 綠能極大化，持續開發離岸風電，並擴大地熱發電之開發目標
。

• 燃氣可快速升降載，配合風電及光電之發電時間，穩定電網。

• 以氣代煤，以氣換油：

• 中火已通過二期燃氣計畫環評，2034年前完成全廠以氣換煤。

• 協和已通過環評，2032年以氣換油。

雖然，燃氣發電在過去一段間遭到很多批評，包括成本及接收站
的選址等問題，但它確實是現階段減污、穩定供電與邁向淨零的
重要橋接能源。

減煤、增氣、展綠、非核

延續「減煤、增氣、展綠、非核」的規劃原則，
利用燃氣發電可快速升降載的優點，配合風電與
光電的發電時間，可以穩定電網。持續開發離岸
風電與光電，擴大地熱發電的開發目標，可以和
燃氣發電相輔相成



電力價格的曙光與陰影

• 離岸風電初期發電成本雖較高，但長期將呈現下降趨勢，其他再生
能源發電亦然。

• 天然氣價格：

• 烏俄停戰已現曙光，天然氣價格應會回穩。

• 因應川普上任，可透過增加對美採購頁岩氣，穩定天然氣價格。

• 老舊核電廠延役及後端處理費用高。

• 撥補台電千億預算被刪。



核電是便宜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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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核者指控「非核家園是
電價上漲的元凶」，有說
「核電是最便宜的能源」。
但，
根據IEA報告
幾個選定的國家：
美國、歐盟、中國與印度；
核電的成本並不是最低，
成本最低的反而是再生能
源！
一定有人不服這份報告沒
有選到台灣



歐盟各種能源發電成本之比較

資料來源：IEA, 2021, 《Net Zero Roadmap: A Global Pathway to Keep the 1.5 °C Goal in Reach》



因地有異

Page 15



核電是達成淨零的主要能源？
2050淨零碳排情境下，
2050全球發電量占比：
再生能源占89%、核電
只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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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沒有核電 2050淨
零是笑話」，甚至因為挺核
能而貶抑再生能源在淨零排
放的角色，甚至建議政府別
浪費土地發展風電。IEA的報
告卻指出…… 2050淨零，核
電的重要性遠遠低於再生能
源！



延役與核安、核廢料、耐震

PARTⅡ 為維持供電穩定，在安全無虞的前提下，我國核電廠延役或重啟是否具有可行性？



修法沒收核安

•核安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老舊核電廠延役更應該把核安

風險的評估與審查放在最優先的順位，遺憾的是，目前

的幾個修法版本卻把攸關核安風險評估與審查所需要的

前置時間給取消或模糊化，形同「修法沒收核安」 。



核廢料？耐震？

除了設施本身老化的問題外，台灣要討論老舊核電廠延
役，還應該考慮：（1）營運期間所產生的核廢料有沒
有能力處置？（2）新發現三座核電廠址都有鄰近的活
動斷層帶，安全耐震的進一步評估？



核廢料管理路徑規劃：條條大路通羅馬



條條大路都有土石流，不知羅馬在哪裡
以大家熟悉的核一

廠乾式貯存設施為

例，從提案到第一

束用過核子燃料放

入乾式貯存設施就

整整花了32年！

不要說最終處置沒

著落，新建議的替

代方案「中期暫時

貯放設施」也是遙

遙無期！



低放射性廢棄物在哪裡？~1996年5月之前

海洋投擲

放



小產源
放射性廢棄物

低放射性
廢棄物

1996年5 月之後

替代方案：
中期暫存計畫

廠別/種類固化廢棄物脫水樹脂 可燃性 可壓性 其他 合計

核一廠 9,161 6,812 6,334 11,758 9,907 43,972

核二廠 27,035 11,948 1,274 2,101 17,276 59,634

核三廠 3,038 2,375 1,564 1,798 1,360 10,135

合計 39,234 21,135 9,172 15,657 28,543 113,741

核能電廠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現況表（2024年11月）單位：桶（55加侖）

蘭嶼低放貯存場100,277

放

暫放在廠區



高放射性廢棄物：留廠暫置



➔➔延役或重啟➔➔
產生更多核廢料，

世代不公 債留子孫！

低放監管要300年，
高放監管要數十萬年！



與活動斷層為伍？

新發現……



臺大地質系陳文山教授說：

• 首先，核一、二、三、四廠分別在1971年、1975年、1975年及1980年
核准興建。興建之前的選址地質調查為何？其中最重要也是唯一的活
動斷層調查是經由當時國科會、臺灣省地質調查所、美國原子能委員
會與美國地質調查所聘請來台的美國地質學家柏尼刺，於1973年1月至
2月期間為核能電廠地質安全進行全台活動斷層調查，並在1975年發表
第一張臺灣活動斷層圖，顯示鄰近一與核二廠的山腳斷層以及鄰近核
三廠的恆春斷層未被列為活動斷層。

圖資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

• 臺灣的活動斷層是921地震之後，才進行全面實質的調查。此期間中央地質調查所認定的臺灣活動斷層經過
三次修定，最近於2010年公告的臺灣活動斷層共33條，其中已經包括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當時被認定屬
於第二類活動斷層。2011年日本311核災，福島核電廠因地震引發海嘯導致嚴重核能事故，前立委田秋堇
（現任監察委員）於2011年時立法院提出重啟核一、二、三、四廠的地質調查。台電也在之後開始針對山
腳斷層與恆春斷層，以及鄰近核電廠海域的活動斷層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於數千年來
曾經有活動的確切證據，依活動斷層定義，這兩條原屬於第二類活動斷層都應修訂為第一類。

核一、核二、核三廠位於活動斷層上，處於地震高風險，若真要延

役，就必須重做更嚴謹的地質調查，並確實強化安全耐震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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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et-taiwan.org/node/3370


• 台大地質系教授陳文山表示，恆
春斷層可能往北延伸至屏東楓港
，長度可能達50公里以上；恆春
可能發生的地震規模將超過7.1，
如果震央在恆春斷層上，核三廠
搖晃程度「一定超過核三廠耐震
係數0.4g」。

• 台電發布新聞稿證實，地質調查
顯示恆春斷層位於核三廠區外側
，即屏鵝公路的山麓，離核島區
（反應器廠房）約1.1公里。

圖資來源：經濟部地質調查及礦業管理中心

https://twgeoref.gsmma.gov.tw/GipOpenWeb/wSite/ct?xItem=143058&ctNode=1407&mp=6


資料來源：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 921 大地震後，地質調查所於89 年出版的台灣活
動斷層分布圖中首度將山腳斷層列為活動斷層，當
時發表的斷層長度約11 公里，範圍從關渡附近向
南延伸至新莊。之後經陸續調查，於96 年特刊中
發表二萬五千分之一山腳斷層條帶地質圖，斷層分
為2段，南段長約13公里，自樹林延伸至北投，北
段長約21公里，由北投延伸至北海岸的金山，總長
約34公里。根據目前調查資料，山腳斷層最近一萬
年來並無明確的活動證據，屬於第2 類活動斷層。
核一廠距離山腳斷層約7 公里，核二廠距離山腳斷
層約5 公里。

山腳斷層為台灣北部唯一的活動斷層，斷層自台北盆
地西緣向東北延伸，經過大屯山區後到達金山海岸，
陸域部分總長約34 公里。海域部分依目前台電公司
的最新調查資料推測外海ST-I 線形向陸域的延伸可
與山腳斷層相接，該線形在其海域調查範圍內長度至
少40 公里，以此估算山腳斷層總長度至少74 公
里， ），但斷層向東北方海域的延伸範圍仍有待再
進一步調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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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省思，要問的是……
已知道蓋錯地點了，還要繼續僥倖延役二十年？

• 核電廠不是一般建築物，任何安全性設計都必須以發生最大災害的可能結果作為最嚴格的設計標準。

如同福島核電廠一旦發生事故時，其輻射災害影響範圍可達數十公里至百公里，核一與二廠的輻射災

害足以涵蓋大台北生活圈。百年來，臺灣共發生8次規模大於7的大地震，慶幸的是近67年以來僅有

921地震規模為7.3，其它7次大地震都發生在1951年之前，也就是三座核電建廠前。過去四十幾年

來，臺灣在三座核電廠緊鄰活動斷層，耐震設計係數過低的狀況之下安然度過，可說天佑

臺灣。核一廠已到除役時間，核三將於2025年（民國一百十四年）除役，若這三座核電廠

要再延役，是否再度將我們推到核安的高度風險之下？

• 很清楚的，以現在對於老舊核電地質狀況的了解，全都處在不適合的選址位置上，因此，三座老舊核

電當然不該做出延役的決定，準時除役已是最低要求。對於以上如此具體的科學事證，民間與在地團

體只能再次提醒，活動斷層是如何公投都搬不開的。面對活動斷層的巨大風險，現在明明已知道

一開始就蓋錯地點了，難道還要再繼續僥倖延役二十年？

圖資來源：地球公民基金會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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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傻傻呆呆過日子
延役之後膽戰心驚過日子



北海岸的
夕陽很美
但
已近黃昏



放 手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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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梨華《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包起來了的舊衣
服，已經不能穿了，何必把它打開呢？」



核能科技的投入

PARTⅢ 我國對於能源科技研發的資源配置，核能科技是否為投入項目之一？



原子能科技研究範疇

• 我國關於原子能科學與技術的研究發展明定於五十七年五月九日

制定公布的「原子能法」，當年成立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

能研究所（核研所）」，於2023年5月改制為「行政法人國家原

子能科技研究院」，從「國家原子能科技研究院設置條例」來看

，國家賦予原子能科技研究院的範疇涵蓋「核安與核後端」、「

核醫製藥與民生輻射應用」、「新能源與跨領域系統整合」等三

大科技領域。

◼「非核家園」是原子能科技研究的新起點！



重點➔新起點……

• 由於台灣既有三座核電廠皆已進入除役階段，核後端的相關的工

作相當繁瑣，特別是數萬束高階核廢料及超過20萬桶低階核廢料

的處置。

• 因此，「核後端」是原子能科技研究的新起點。從「核電的核安」

轉到「中期暫時貯存場與最終處置場的核安」！ 「核醫製藥與民

生輻射應用」、「新能源與跨領域系統整合」也是原子能科技研

究可延伸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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