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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100-115年備用容量率曲線圖 

核四商轉 核四不商轉 

備用容量率規

劃目標15% 

可能有缺電風險10% 

限電無可避免7.4% 

確保核安 

穩健減核 

能源安全=國家安全 

燃煤, 

40.7% 

燃氣, 

30.3% 

核能, 

18.4% 

再生能源, 

3.4% 

汽電共生, 

3.3% 

油, 2.5% 抽蓄水力, 

1.4% 

能源多元化 

停建
核四 

缺電
危機 

電價
上漲 

碳排放
增加 

• 有日照時才有電，平均每天滿載發電只有3~4小時，利用率偏低，無法替代24小時穩定供電之核四廠。 

• 若要以太陽能板取代核四，就要鋪滿約160平方公里(約五分之三個台北市)。 
太陽能？ 

• 風力發電須有夠強的風才能發電，無法持續穩定發電。（夏季缺電，卻無風可以發電） 

• 想要取代一座核四廠，需要臺灣環島一圈都插滿了風機才夠。 
風力？ 

• 我國淺層地熱發電推估可開發量僅約15萬瓩，只有核四廠總容量5.6%。 

• 深層地熱發電目前在國際間也沒有商轉電廠，技術還有待開發。 
地熱？ 

• 天然氣安全存量有限（夏天的安全存量只有7天），且天然氣成本較高、碳排放也會增加。 

• 北部新建天然氣接收站緩不濟急，估計約需10~12年，無法填補核四停建之電力缺口。 
天然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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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核能政策和立場是什麼？ 

確保核安，穩健減核，打造綠能

低碳環境，逐步邁向非核家園 

立即廢核將造成經濟衝擊，穩健減核才安心 

立即廢核可能會造成缺電，並因電價上漲而

帶動民生物價上漲。另外替代能源無法立即

銜接，在達到非核的條件之前，核四仍是階

段性的必要電力補充方案。 

 

核四若停建，對臺灣負面衝擊大 

可能會造成缺電、電價上漲，對經濟

發展及國家減碳目標產生重大衝擊。 

核四若停建，臺灣將陷缺電限電危機 

備用容量率低於 10％就可能有缺電風

險；低於 7.4%則限電幾乎無法避免。

若核四廠停建，民國 104 年以後就開

始有限電風險，107 年以後限電幾乎

無可避免，尤其北部地區的民生及產

業用電將遭受重大衝擊。 

應重視節能與經濟發展，而非限制「用電零成長」 

我國用電量仍將跟經濟發展正向相關，若強制以

「用電零成長」為目標，可能導致經濟成長趨緩、

產業出走、甚至薪資下降或失業擴大。 

日本、德國曾宣布廢核，但是臺灣沒有條件 

日本暫停核電運轉後，曾經實施大規模分區

限電，並增加高額燃料成本，造成高額貿易

赤字，此外日本電價也上漲 10%-20%，而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原訂目標也無法達

成。目前安倍政府正重新檢討能源政策，首

相安倍晉三日前曾表示減核而非廢核，並繼

續興建島根及大間 2 核電廠。 

德國為了邁向廢核推動能源轉型政策，從

2005 年大幅補貼再生能源，至今電價已累積

上漲約 44 %。目前德國電價每度高達新臺幣

11 元，是我國的 4 倍！2013 年起，四口之家

每年還要再多付新臺幣 9,500 元電費，民眾與

企業已經對於高昂的電價產生了反彈。此外，

德國如果缺電可從鄰近國家電網支援，而臺灣

四面環海，為獨立電力系統，發電燃料幾乎全

數依賴進口，自然不能與德國相提並論。 

核四若停建，電價勢必會上漲 

我國電價結構有 70％是反映燃料成

本，核能燃料價格相對低廉又穩定，

若無核四，用其他能源取代將增加發

電成本，最後勢必反映於電價上。 

核廢料已有妥善處理規劃，我們應理性面對、積極處理！ 

核能科技目前已廣泛應用於醫學、農業、工業、學術研究等各

領域，無論未來是否廢核，低階放射性廢棄物之產出不會停

止。且核廢料的處理，技術上是可行的。未來核四產生的核廢

料仍須與現有核一、二、三電廠的核廢料合併處理，因此不管

有沒有核四，都要理性、積極處理核廢料問題。 

核四地基坐落穩固岩盤，經得起地震與海嘯考驗 

我國核電廠廠址選擇與設計，都是以最嚴格且高標準的方

式，優先考量過去歷史最大地震強度及海嘯高度，並預留

相當大的安全餘裕。核四廠址經專家勘查，能承受 7 級強

震與 14.5 公尺高的海嘯，廠址附近沒有活動斷層，且台灣

外海斷層（海溝）與海岸線不平行，故台灣不易發生類似

日本的大海嘯衝擊。 

核四廠有多重防護，確保核能安全 

福島事故後，原能會已要求台電公司進行

核能安全總體檢，核四廠已較日本福島電

廠多出 5 重防護優勢，且計畫再增設防海

嘯牆、建立「斷然處置措施」，不會讓核電

廠有任何發生核災的機會。另外，經濟部

已責成台電成立「強化安全檢測小組」，對

核四廠重新進行試運轉測試，並聘請外部

學者專家成立「核四安檢專家監督小組」

監督試運轉測試作業，最後還會由原能會

確認符合法規要求及安全無虞下，才會讓

核四裝填燃料。 

核四的工程問題都將於裝填燃料前改善完成 

原能會自 88 年起對核四工程共裁處 49 件違

規案，其中 35 件已改善結案，其餘持續改善

中，將會在申請裝填燃料前完成。 

專業分工、嚴密整合，核四並不是拼裝車！ 

現代科技的生產結構重視專業分工，任何一項產品絕對不可

能是由單一廠家所獨立完成。3C 產品如此、重大工程建設

如捷運、高鐵亦是如此。核四廠雖然各個部分分別有負責的

廠商，但同樣有專業廠商負責整合，整體規劃是具有嚴密的

整合性，因此，核四廠並不是拼裝車，而是「精裝車」。 

臺灣外海斷層與海岸線不平行！ 
兩區介面由台電聯合奇異與 URS 公司整合 

核島區 
(奇異公司整合設計) 

常規島區 
(益鼎&URS 整合設計) 

臺灣 101 年電力系統發電量結構 
 

一手掌握核電知識，3分鐘快速了解核四議題 （核能議題問答集及相關資訊均可於「穩健減核.tw」網站查詢下載） 
 

核電知識快易通 

經濟部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