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無核低碳未來、不要核電復辟公投！	  

全國廢核行動平台針對「以核養綠」公投連署書上的論述提出回應，名實不符地宣稱「養綠」，

其實是假借綠能之名，行核電復辟之實，不但對綠能毫無幫助，甚至出現宣稱核能也是綠能這

類違背常識的假訊息，事實上，過去政府長期只著重於傳統燃媒、核電能源的發展與補助，長

期忽略與排擠綠能，反而導致綠能成長停滯，老舊核電廠運作維護成本高昂，綠能則隨科技發

展成本漸降，綠能不須靠核電來養，決心「廢核」才能走出能源改革的下一步。	  
	  
目前台灣三座核電廠的使用期限已將屆滿 40年，從 2018年起開始陸續除役，唯有興建較晚的
核三廠直到 2025年才到達停止運轉年限，也就是說，所謂的 2025非核家園是讓核電使用屆滿
才停止，並不是急促廢核，核四過往弊案連連、品質堪憂的不良紀錄歷歷在案，並不是一個已

經蓋好的新廠，更不是什麼新科技，而是一個在 1995年招標，1999年動工，在業界早已老舊
的設計與技術，發生過系統拼裝不良、泡水、未按圖施工、工程品質拙劣、貪腐弊案不斷，施

工與驗收過程問題重重未解，至今尚未整廠完工，當然也無法立即啟用。老舊核電廠在過去馬

前總統「穩健減核」的政策中，本就要如期除役，尚未完工的破爛核四也絕非現成可用的選項，

短期而言對供電並沒有幫助，恢復核電運轉來讓今年供電穩定其實只是個假議題。目前台灣需

要的是能源轉型，而非核電復辟，未來不會面臨缺電，社會已經因核電反覆不斷的爭議浪費許

多時間，必須盡快進入改革的下一步，擺脫對核與煤的依賴，邁向真正的永續能源未來。	  
	  
1	  核能不是綠能	  
綠色能源，即再生能源，指原材料可以再生的能源，如：水力、風力、太陽能、地熱等。核能

的來源是鈾礦，蘊藏量有限，不是可持續的再生能源，爭辯核電是否可作為減碳選項時，應同

時關注前端核燃料提煉與鈾礦開採、後端處理廢棄物的過程中，同樣會有碳排與環境污染，事

實上再生能源才是國際公認的綠色能源。	   	  
	  
2	  核廢料難以處理	  
核廢料是當今所有發電方式中最棘手難以處理的廢料，現有科學技術無法降低其輻射強度，唯

一辦法是讓其永久隔離於生物圈，在地層300~1000公尺深層掩埋，高放射性廢料需時一百萬年，
選址、興建、保存材質與方式都是問題，目前全球還沒有任何一座成功啟用的高放射性核廢料

處置場。即使是低放射性廢料也需時三百年，台灣至今尚未找到適合且願意接受的低放射性核

廢場址，只能暫存於核電廠區與蘭嶼暫時儲存場，核工業所謂的再處理、提煉技術，成本非常

高昂，不但台灣並無可使用此種再生燃料的反應爐，且提煉後仍然會產出高放射性廢料，對核

廢減量效果有限，因此大多數國家不使用。	   	  
	  
3	  核能與核武擴散	  
許多國家以興建核電掩護其發展核武的企圖，核電廠級的鈽原料是有可能轉移成核武，雖然等

級較差，但仍可以做為武器用途。核電廠雖不會「核爆」，但會「氫爆」，福島核災就發生核電

廠氫爆事故，同樣會釋放輻射；過去核研所實驗用的小型用過核燃料露天乾貯設施，也曾發生

過氫爆污染事故，核電廠一旦汙染擴散，雖然其爆炸威力不會像投擲於廣島的鈽原子彈，但汙

染地區的善後處理反而棘手，離首都過近，更可能癱瘓整個大型都會地區。	  
	  
4	  核電廠風險代價高	  
核電廠如遇天災意外，將導致難以收拾的核災，日本國會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解析福島事故的原

因，直指地震與人為疏失，是導致核災的兩大元兇。福島核災後，台電雖提出地震補強措施，



但僅限於電驛、泵浦、桶槽附屬設施等，真正核心的「核島區」是無法進行強化的！核一、核

二廠與核三廠分別位處在山腳斷層與恆春斷層的孕震帶上，一旦斷層引發地震，孕震帶上受到

的衝擊最大。核四核四廠半徑 80公里海域內有 70幾座海底火山，其中 11座處於活火山狀態。
台灣在世界地震災害地圖上被列為最危險的區域，人口密度又高，難以進行有效疏散，使用核

電，必須賭上巨大的風險。	  
	  
5	  核能絕非全年無休	  
去年核能佔比不到 10％，絕非無法取代的電力比例，也非 24小時全年無休，不但每年都必須
歲修做保養維護工作，一但有任何故障事件，為免輻射外洩，都需花許多時間停機檢查，颱風

期間或海洋生物入侵，為了安全都需降載甚至停機，盛夏期間對於依賴海水冷卻反應爐的核電

廠來說，海水溫度若過高，將使得反應爐必須降載停止運作。核電廠的冷卻問題將來可能會變

得更嚴重。氣候變遷正讓全球海洋溫度上升，並使全世界許多地區的熱浪更加頻繁和嚴重。	   	  
	  
6	  無核低碳創造台灣榮景	  
沒有核電不會缺電，核能只是一種能源選項，而且是昂貴又過時的傳統選項，不該再刻意將核

電與經濟綁在一起，故意製造核電是經濟萬靈丹的誤導，過去核電運轉近四十年，已經為台灣

經濟做過貢獻，未來應儘速投入再生能源的技術發展，全球對於氣候變遷以及節能減碳等議題

的重視程度日漸升高，「綠能經濟」也已成為世界各國最主要的經濟策略指標之一。隨著科技進

步，「無核低碳」已不再是夢想，甚至將創造龐大的就業機會與商機。	   	  
	  
7	  綠能可改善空污	  
隨著三座老舊核電廠屆齡除役，核能發電量也越來越少，真正取代核電缺口的其實是「再生能

源」及「推行節能」的成果，並不是火力發電！擁核人士喜歡用「非核家園導致用肺發電」話

術，不僅刻意將燃煤與燃氣混為一談，更是利用人們對乾淨空氣的渴求，來為核電復辟找藉口。

事實上，透過發展再生能源、提升能源效率、落實節能，並以天然氣作為轉型過渡期的能源，

我們就可以同時做到廢核、減煤，使用乾淨、安全的能源，根本不必落入核電或燃煤二選一的

假議題。	   	  
	  
8	  綠能比核能環保	  
再生能源的特性，就是善用各個地區不同的環境條件和自然資源，發展出因地制宜的多樣化能

源，地產地銷，減少長距離輸送的損耗。從選址、設備、到整體規劃，全部都需配合在地條件

調整，也應制定規範，避開生態敏感區位，才能創造兼顧生態與社區發展的新能源。反觀核電

廠從鈾礦開採就造成生態環境破壞，電廠除役後的土地恐數十年內無法使用，核廢料的最終處

置更必須盡可能與生態界隔離，核電絕不是友善生態的能源。	  
	  
9	  能源轉型才能減輕暖化	  
因應《巴黎協議》生效後的全球減碳趨勢，台灣目前設定 2025年「非核減煤」的能源轉型目標，
若與日、韓相較，台灣不僅在再生能源占比目標上更為積極，減煤幅度更高，各國要逐步淘汰

化石燃料，加速發展再生能源 100%，並提升能源效率，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浪費，核電復辟會延
緩再生能源與節能的發展，在衡量成本與風險之下，建構一個以再生能源為主的電力系統，比

老舊核電廠延役、破爛核四廠復辟更為適當。	  
	  
10	  綠能提升國家能源自主	   	  
臺灣的能源 98%仰賴進口，能源燃料（煤、石油、天燃氣、鈾）的來源與價格，容易受到國際



情勢及政治等外部因素受到影響，進而對整體國家安全及經濟，都將造成衝擊；且過去長期仰

賴傳統化石能源，也帶來巨大的環境破壞與社會成本。利用地熱、風力、太陽能、水力等自然

資源，達到提高自主能源與多元化能源供應，同時減低對化石能源依賴，避免化石燃料短缺及

價格波動之影響，臺灣若能善用豐沛的自然資源發展再生能源，降低臺灣對進口能源的依賴，

才能提升國家能源自主。	  
	  
	  
聯合聲明單位：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2013年 309全國廢核大遊行，北中南東共有超過 22萬人上街要求終結核四、核電歸零。遊行
結束後，數百個民間團體為串起台灣自主的公民社會力量，共同組成了「全國廢核行動平台」。

廣招環保、人權、工運、教育、性別、社福...等各領域的公民團體，以「團體」作為成員單位，
但不包含政黨組織，現已有超過兩百個公民團體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