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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反核運動發展至今已超過 30 年的歷史，是台灣社會運動重要的一項，

對台灣的環境、能源政策以及民主化有著重要的影響。 
    反核運動反對的是核能發電和核子武器，這兩者是相關的，但在台灣是以前

者為主。核能發電雖然是屬於能源議題，但因牽涉核武擴散、災變風險、核廢料

處理、龐大資金等問題，所以不是單純的能源議題。 
    台灣在 1970 年開始興建核一廠。目前運轉中的核電廠共有三座，都是在 1978
年前開始興建。核一、二、三廠分別位於新北市石門區、萬里區和屏東縣恆春鎮，

各有兩個核電機組，發電裝置容量總共為 5144 百萬瓦。這三個廠分別在

1978/1979、1981/1983、1984/1985 年開始商轉發電。在 1985 年時，核電在台灣

總發電裝置容量的占比為 31.81%，在總發電量的占比為 51.71%。目前(2016 年)
核電在總裝置容量的占比降為 10.31%，在總發電量的占比降為 11.99%。 
    台灣發展核電的原因，一方面起源於台灣本身發展核武的企圖，另一方面是

在美國的壓力下採購美國核電設備以平衡台美貿易逆差。台灣發展核武的計畫後

來被美國發現而破滅，但美國廠商推銷核電的壓力仍持續存在。因此，反核團體

面對的是國內的掌權者以及其背後的國際核電利益集團。 
    台灣在 1985 年開始出現反對核四興建的聲音。隨著政府核四計畫的推動，

台灣人民展開了約 30 年的反核運動。核四廠址位於新北市貢寮區，其興建計畫

在1980年首度提出，後經多次暫緩，目前的核四廠是1992年行政院核定興建的，

共有兩個機組，總發電裝置容量為 2700 百萬瓦。 
    政府發展核電所提出的理由是，核電安全、乾淨、便宜。這些理由隨著核電

先進國家核子事故的發生，以及實務經驗的累積，越來越站不住腳，逐漸暴露出

其危險、污染、昂貴的本質。 
    反核團體反核的主要理由是，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等天災頻仍，沒有發

展核電的自然和社會條件，萬一發生重大核災，將危害廣大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甚至導致台灣滅亡；縱使幸運地核電廠正常運轉，其所產生的核廢料也將貽害萬

年，成為子孫長遠的負擔。所以，發展核電違反世代正義並危害台灣的永續發展。

因此，反核團體倡議政府應採取非核的能源政策，停止興建核四，並將現有核電

廠早日除役，使台灣儘早成為非核家園。 
    台灣的電業是由國營的台灣電力公司所壟斷，核電廠的設置是由行政院核定，

由台電興建和營運，台電所需預算由立法院審議通過。反核團體除反對核四計畫

的正當性外，亦反對政府獨裁專斷的決策過程，要求人民參與決策的權利。立法

院雖是最高民意機構，但長期以來由擁核的政黨--中國國民黨--所把持，在黨意



凌駕民意的情況下，無法反映反核的民意。因此，反核運動的主要團體---台灣環

境保護聯盟---倡議以公民投票的直接民主方式來決定核四興建與否，並催生了四

次地方性核四公投。民主運動前輩林義雄先生也成立核四公投促進會，環島鼓吹

人民作主、核四公投的理念。反核的民主進步黨候選人陳水扁在 2000 年贏得總

統選舉，當年 10 月 27 日行政院長張俊雄宣布核四停建，但在立法院擁核立委的

強力杯葛下，隔年 2 月 14 日又宣布核四復工續建。如此反覆，使得反核團體大

失所望，但仍寄望於核四公投的舉辦，因此持續訴求核四公投。不幸的是，2003
年底立法院通過了嚴苛的公民投票法，禁止行政機關提案公投，並讓人民提案困

難重重，核四公投運動因而暫停，轉向訴求修正公投法，反核運動從此陷入低潮。 
    直到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島核電廠因地震和海嘯而發生重大核災，反核

運動才再度興起，並引發了更為龐大的社會力量。反核團體除要求核四立即停建

外，也再度推動核四公投。2013 年 2 月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將由立法院國民黨

黨團提案舉辦全國性核四停建公投，此舉企圖利用公投法高投票率門檻的規定，

為核四續建背書，因而引起反核團體的反對。核四政策在 2014 年 4 月因林義雄

先生禁食要求核四停建而有了關鍵性的變化，4 月 28 日行政院長江宜樺宣布核

四將停工封存。反核運動因而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 
    本文依據筆者個人長期以來的參與經歷和觀察，對反核運動作一回顧，時間

範圍從 1985 年至 2017 年，並展望其未來發展。(筆者在 1992 年的反核文宣開始

使用「非核家園」一詞，並將「非核家園運動」等同於「反核運動」) 
 
二、回顧 
 
1. 運動興起時期 (1985-1989) 

 
    台灣反核運動是在 1985 年興起。台灣在 1970 年代陸續興建核一二三廠，核

電廠從 1978 年開始陸續商業運轉。1979 年 3 月 28 日美國三哩島核電意外事件

引發國際反核電運動，但在威權統治之下的台灣只有出現少數學者的反核聲音，

直到 1985 年政府欲興建「核四」，才引起許多學界人士的反對，而其預算也因立

法委員反對未能通過而暫緩興建。其後因 1986 年 4 月 26 日前蘇聯車諾比核電廠

爆炸的重大意外事件，使得反核電的聲浪愈來愈大，並且逐漸草根化。 
    在1985至1988年這段時間也是台灣反公害運動和環境保護運動快速興起的

時期，重要的環保團體紛紛成立。反核四的學界人士組成「新環境雜誌社」，於

1986 年開始發行刊物；後來促成了「新環境基金會」和「主婦聯盟基金會」的

成立(1987 年 9 月)。以「知識的、草根的、行動的」組織屬性自我定位的「台灣

環境保護聯盟」(環保聯盟)於 1987 年 11 月成立，許多教授身份的成員積極參與

各項地方民眾的環保抗爭，並在各地結合地方環保人士成立分會。環保聯盟在貢

寮地區(核四所在地)成立了東北角分會(又稱鹽寮反核自救會)，在萬里、金山、

石門地區(核一、核二所在地)成立了萬金石分會(現稱北海岸分會)。以結合環運



幹部為主的「台灣綠色和平組織」也在 1988 年初成立。在這段期間，許多大專

學生組織「調查團」或「工作隊」，走出校園，下鄉關懷，並在校園內成立環保

社團。 
    環保和反核運動在 1987 年 7 月，政府解除戒嚴令的前後數年內，被視為挑

戰政府公權力的力量，而受到來自政府的打壓。但當時也正是台灣追求民主化、

本土化的「黨外運動」興起的時代。當時環保和反核運動的參與者，除了地方受

害居民外，大多是民主運動的支持者，環保和反核運動也因而與民主運動互為支

援，前者豐富了後者的內涵，後者增加了前者的力量。黨外人士在 1986 年 9 月

成立「民主進步黨」，便將環保和反核主張列為黨綱。黨外編聯會成員並在當年

10 月 10 日到台電大樓抗議核電政策。 
    反核電的學者在 1987 年開始到核電廠所在地和核四預定地宣揚反核理念。

環保聯盟成立後將反核列為工作重點，於 1988 年初邀集環保、政治、宗教、婦

女、原住民等團體擬定「反核行動計畫」，發表「反核宣言」。當年 2 月，蘭嶼原

住民舉辦該島首次遊行─「驅除惡靈」，反對核廢料場之設置；4 月底環保聯盟

於台北市首次舉辦反核禁食靜坐(台電大樓前)和反核遊行，並公佈 500 位大學教

授反核連署名單。西德綠黨國會議員也來台聲援，反核運動開始與國際反核運動

結合。 
 
2.運動蓬勃時期 (1990-2001) 
 
    1990 年，郝柏村出任行政院長，積極推動核四，但反核力量也隨之壯大；

1991 年 5 月之反核遊行人數達到 2 萬人。 
    1991 年 9 月底原能會強行通過核四之環境影響評估，因而引發 10 月 3 日貢

寮鄉核四預定地警民衝突的不幸事件。 
    1992 年 2 月行政院同意核四復工，並要求立法院解凍預算，環保聯盟從 5
月中旬開始在立法院門口舉辦「反核四、飢餓 24」靜坐活動，直到預算在 6 月

被解凍；從此之後，立法院成為反核四的重要戰場。1993 年 6 月立法院國、民

兩黨因重審核四預算解凍案而發生嚴重肢體衝突。 
    1994 年 5 月 22 日在台北縣長尤清支持下，貢寮鄉舉辦「核四公民投票」，

結果反對核四者高達 96%。5 月 29 日的反核遊行人數高達三萬人。但 7 月 12 日

在反核人士的抗議下，立法院通過了核四 8 年預算。為了抗議擁核立委，反核團

體在 1994 年 6 月底發起罷免台北縣和台北市擁核立委的運動，但因立法院修改

選舉罷免法，使得罷免案雖進入投票階段但未能成功。當年 11 月 27 日北縣府於

罷免立委案投票時，同時舉辦核四公投，結果反核四者有 89%。 
    另外，民主運動前輩林義雄先生於 1994 年 7 月 12 發起「核四公投、十萬簽

名」禁食活動，接著在 9 月中旬成立「核四公投促進會」，並舉辦歷時一個多月

的環島「千里苦行」，宣揚「人民做主、核四公投」的理念(1997 和 2002 年舉辦

第 2、3 次「全國苦行」)。 



    1995 年 9 月亞洲各國反核團體在台北舉辦第三屆「非核亞洲論壇」會議(2002、
2005、2010、2014 年亦在台灣舉辦)，反對核電工業集團向亞洲推銷核電，並抗

議法國和中國核子試爆。 
    1996 年 3 月 23 日台北市政府舉辦核四公投，結果反核四者有 54%（1998
年 12 月 5 日宜蘭縣政府亦舉辦核四公投，結果反核四者 64%）；而立法院也在 5
月 24 日通過了「廢止核電」的決議案，不過後來(10 月 18 日)被行政院覆議而撤

銷。核四的反應爐和汽輪發電機都由日本廠商承包，所以日本反核及消費者團體

發起抵制日商產品運動，台灣的反核人士也多次赴日本抗議。 
    1997 年 1 月中旬，台電與北韓簽訂密約，擬將低強度核廢料送往北韓永久

貯存，結果引起南韓政府以及各國環保團體的強烈抗議，南韓環保人士亦來台向

台電抗議。而台灣本地的最終貯存場雖在巨額回饋金的誘因下，仍受到可能場址

（如烏坵、澎湖、達仁等地）民眾的排斥，至今仍無去處。 
    為了因應國際管制二氧化碳排放措施（京都議定書），1998 年 5 月政府召開

「全國能源會議」，環保聯盟於該會議之前也舉辦「民間能源會議」；核電議題是

兩個會議的主要焦點。在全國會議中反對繼續發展核電者居多數，使得行政院長

蕭萬長作出以下結論：「我們不認為擴大核能發電是解決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答

案，在確保核能安全及廢料妥適處理的條件下，核能作為最後的選擇。」 
    2000 年民進黨陳水扁贏得總統選舉(3 月 18 日)後，針對核四興建問題，環

保團體發起遊行(5 月 13 日)，要求廢核四。行政院交由經濟部長林信義邀請學者

專家舉辦「核四再評估會議」(6 月 16 日-9 月 15 日)後，決定停建，由行政院長

張俊雄於 10 月 27 日宣佈。但核四停建無法獲得國民黨等在野黨籍立委居多數的

立法院同意，引發強烈杯葛和憲政爭議，行政院遂將停建案送請大法官釋憲。11
月 21 日環保團體發起「非核家園、安居台灣」遊行，支持政府停建核四，反對

在野聯盟罷免總統，約數萬人參加。 
    大法官 520 號釋憲文發佈(2001 年 1 月 15 日)後，立法院讓行政院長到立法

院報告停建案(1 月 30 日)，但隨後以 134 對 70 票通過核四立即復工續建之決議

(1月 31日)。在此期間環保團體亦至立法院靜坐監督，反對立法院支持核四續建。

後來陳總統決定向立法院妥協，因此行政院長張俊雄與立法院長王金平簽署協議

書，並於次日宣佈核四復工續建(2 月 14 日)。此一核四停建爭議唯一的成果是，

朝野政黨得到了「非核家園」為終極目標的共識。 
    核四復工續建宣佈後，環保團體發起遊行(2 月 24 日)，要求政府舉辦核四公

投，但並未即時得到政府正面的回應。 
    核四續建對反核人士造成嚴重打擊。主張反核四的民進黨成為執政黨後竟然

無法落實其主張，這使許多人灰心氣餒。經此挫折後，反核運動進入低迷時期。 
 
3.運動低迷時期 (2002-2010) 
 
    行政院為了推動非核家園政策，先是設置宣導委員會，後來提昇層級設置「行



政院非核家園推動委員會」(2002 年 9 月 13 日)。非核家園目標也進一步法制化，

2002 年底通過的「環境基本法」第 23 條規定: 政府應訂定化計畫，逐步達成非

核家園目標。行政院並在 2003 年 6 月 27 日舉辦「全國非核家園大會」。 
    核四復工後，環保團體繼續訴求「核四公投」；陳水扁總統終於在「全國非

核家園大會」回應此訴求，他宣布將在下屆總統大選或之前舉辦核四公投。但立

法院在 2003 年 11 月 27 日通過「公民投票法」，禁止行政機關提出公投案，使得

行政院無法主動舉辦核四公投，只能經由人民提案。而該法也對人民提案設置重

重障礙，除了極高的提案和連署門檻(各需千分之五和百分之五以上選舉人總數

之連署)外，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可以任意封殺執政者所不喜歡的提案。因此，

反核團體開始訴求修正此一「鳥籠公投法」。 
    反核運動雖一再遭逢挫折，但反核團體仍持續宣揚反核理念並監督核四之興

建，如舉辦綠色能源和非核家園宣講、寧裸不核、非核亞洲論壇、反對核四追加

預算、搶救鹽寮福隆沙灘等活動。 
    2008 年國民黨馬英九當選總統後，停止「非核家園政策」。馬政府提出的「永

續能源發展綱領」將核能列為「低碳能源」的選項，擬大力擴張核電（現有核電

廠機組延役和增設機組）。在 2009 年 4 月 15-16 日行政院舉辦的「全國能源會議」

和 4 月 12 日環保團體舉辦的「民間能源會議」上，核電發展仍是主要爭議議題。 
    隨著核四工程的進行，2010 年一號機進入試運轉階段。試運轉分為未裝填

核燃料和裝填核燃料兩階段，後一階段就是進行真正的核能發電的試運轉，在此

階段就有可能產生核災，同時設備就會被輻射汙染，若將來決定要廢除核四，就

要耗費龐大拆除經費。為了反對裝填核燃料試運轉，2010 年非核亞洲論壇在台

灣舉辦，來自亞洲各國的與會者並赴新北市市長候選人總部和立法院表達主張，

但核能議題並未成為新北市市長選舉的焦點。 
    在反核運動低迷不振的時候，日本卻發生了重大核災，使得整個情勢改觀。 
 
4.運動再起時期 (2011-2017)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發生大地震和大海嘯，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

因而發生了重大災變，4 個機組爆炸，輻射物質大量外洩，引起全球震驚，包括

台灣。環保團體舉辦了 320「我愛台灣、不要核災」遊行、429「包圍台電」24
小時靜坐、430「廢核」遊行、611「全台反核行動」等活動，要求政府立即廢除

核四、核一二三儘快除役，使台灣早日成為非核家園。8 月環保聯盟針對新北市

發起核四裝填核燃料試運轉公投提案連署。12 月 11 日環保團體赴各黨總統候選

人競選總部，要求總統候選人對非核政策表態。國民黨馬英九主張核四續建、核

一二三不延役，民進黨蔡英文則主張 2025 前達到非核家園。 
    可惜的是，2012 年 1 月 14 日的總統和立委選舉，擁核的國民黨贏得了總統

和立法院多數席次。面對擁核的執政者，3 月 11 日環保團體舉辦「告別核電遊

行」，爭取反核民意。為保障地方居民對核能設施的參與決定權利，環保聯盟要



求立法院於「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增訂逃命圈公投條款。6 月 24 日宜蘭人

文基金會舉辦「民間國是論壇」，討論核能議題。 
    2013 年 2 月 25 日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將由立法院國民黨黨團提案舉辦全

國性核四停建公投，此舉企圖利用公投法高投票率門檻的規定，為核四續建背書，

因而引起反核團體的反對。3 月 3 日環保聯盟北海岸分會於金山舉辦反核遊行。

3 月 9 日環保團體舉辦「廢核大遊行」，台北、台中、高雄、台東同時舉行，全

台約有 20 萬人參加。4 月 26 日立法院國民黨黨團之「核四停建不得運轉」公投

提案逕付二讀後，台灣反核行動聯盟舉行「519 終結核電大遊行」，要求立法院

直接決議核四停建。環保聯盟於 5 月 19 日至 30 日在立院門口舉辦「反核四、飢

餓 24」靜坐，監督立法院，並進行全國性核四裝填燃料棒試運轉公投提案連署；

8 月 2 日至 5 日立法院臨時會期間亦至立法院監督，阻止了立法院核四公投案的

表決。10 月 10 日一些反核團體展開了百萬人廢核四環島接力行腳，台灣反核行

動聯盟則舉辦雙十反核四活動，在立法院前升起反核旗。 
    2014 年 3 月 18 日晚上，反對與中國簽訂服務貿易協議的學生佔領了立法院

議場，引發長達 24 天的太陽花學生運動。學生於 4 月 10 日退出議場後不久，4
月 15 日民主前輩林義雄先生發表＜落實民主，停建核四＞聲明，表示將自 4 月

22 日起開始禁食(在義光教會)，呼籲人民採取各種積極有力的方法，敦促政府順

應反核民意，停建核四。對此舉，民進黨蘇貞昌主席拜訪反核團體、台北市和新

北市市長，尋求支持，並拜會江宜樺院長和馬英九總統，要求停建核四和降低公

投門檻。反核團體則舉辦「人民作主、停建核四」立院監督靜坐、「還權於民、

停建核四」凱道集會、包圍立法院、佔領忠孝西路等活動。4 月 27 日傍晚國民

黨文傳會主任表示核四一號機安檢後將封存、二號機將停工。28 日早上江宜樺

院長表示，停工不是停建、是否裝填燃料棒試運轉將留待未來公投決定。這是行

政院首度明白宣告核四停工。事情發展至此，林義雄先生認為「停建核四」已不

是議題，遂在 4 月 30 日於台大醫院宣布結束禁食行動。 
    但核四議題並不就此停住。環保聯盟推動的核四裝填燃料棒公投提案於太陽

花學運和林先生禁食期間獲得了熱烈的響應，連署人數遽增，超過比法定人數 9
萬 2 千人更多的人數。7 月 11 日環保聯盟送交中選會 12 萬 2 千份提案人名冊。

但此公投案於 8 月 22 日被行政院公投審議委員會駁回，顯見執政的國民黨害怕

人民以公投廢止核四；這也證明了該黨立院黨團所提之核四停建公投，是企圖利

用公投法的缺失為核四續建背書。隨後環保聯盟將本案向行政法院提出訴願，

2016 年 3 月 31 日遭最高行政法院駁回，確定無法成案。 
    可喜的是，2016 年 1 月 16 日的總統和立委選舉，主張非核家園的民進黨贏

得了總統和立法院多數席次。2017 年 1 月電業法修法納入 2025 年達成非核家園

目標的條文：核能發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以前，全部停止運轉(第 95
條)。非核家園運動至此取得了具體明確的成果。 
 
三、展望 



 
    台灣反核運動的主要議題是反核四，2014 年 4 月 28 日行政院宣布核四停

工封存，可說是反核運動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此成果在 2017 年 1 月電業法寫

入 2025 非核家園的目標時程後，進一步得到確保。接下來，如何落實非核家園

能源政策，順利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將是反核團體和民進黨政府要繼續著力的工

作。 
    在非核家園能源政策下，現有運轉中的核一、二、三廠之延役和核四之啟封，

其可能性極微，但在過渡到非核能源結構的過程中，延役和核四啟封的聲音一定

會存在。 
    現有老舊核電廠之安全性以及其除役規劃、核四廠之處理、蘭嶼核廢料貯存

場之處理、核廢料之處理處置等，將是未來運動關注的焦點。 
    要落實非核家園能源政策，能源轉型是我們要面對的挑戰。原本台電的電力

規劃必須依照非核家園政策而改變並重新規劃，而新的發電裝置之設置需要時間，

若無法及時供電，將造成電力吃緊的現象，而引發對政策的質疑與不滿。 
    能源轉型的主要工作是推動再生能源的開發和節約能源措施的採行，並以天

然氣發電做為替代核電的過渡電源，以使能源結構轉型為非核、低碳的結構。再

生能源的開發和節約能源措施的施行也將有助於能源自主性的提升、溫室氣體的

減排，以及綠色能源產業的發展。當然，為了促進能源轉型，電業法等相關法令

和制度的制定或修正必須要加快腳步。  
    打造台灣為非核家園的理念從提出至今已逾 30 年，台灣是否能順利如期達

到零核電的非核家園目標，將有賴於我們的努力。 
    不過，不管何時達到零核電，核電廠所產生的核廢料將繼續伴隨著台灣人民，

如何處理這些毒性長達數百年至數十萬年的放射性毒物，將是繼續困擾後代子孫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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