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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災是否加速核電萎縮?

台灣環境保護聯盟媽媽監督核電廠聯盟

徐光蓉

2021年3月



政策影響

• 日本: 54座機組減至零或個位數, 
2030年20-22%核電能否達成? 值得懷疑.
2050零碳排放如何達成, 要檢視是否有新2030目標與
路徑

試圖淡化衝擊: 要求民眾返回福島, 忽視東京奧運場地
輻射, 準備輻射水放流太平洋

• 台灣: 重新喚起反核意識, 核電弊端引發關心, 核四停
工封存, 2025零核電

但, 執政者一直希望引入核食

• 法國: 重新審視核電成本, 2035 核電降至50%, 2050可
能低於10% 無足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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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日本核電

NuclearAfterFukushima 20212007年6.7級地震震壞



僅4座機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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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reuters
福島核災前54座機組, 核災後剩33座, 部分在補強等候運轉
許可



311之後日本核電機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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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30核能發電目標難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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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berg推估，日本2030年核電在電力的占比約 9% 
(2002年核電佔27%)



123萬噸輻射水打算排入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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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聖火傳遞起點-J vil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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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26日本綠色和平於J village發現熱點
，測得地表71 μSv/h, 10公分深處 32μSv/h



法國重評估核電廠成本

老舊刻意低估的成本, 
約台幣1.1元/度

運轉中核電成本, 約台
幣2.8元/度

新核電成本,
約台幣4元/度

法國自製, 多機組同類型
台灣宣稱核電成本在0.6-
0.95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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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核電啟用與關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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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58核電機組，平均機齡36年；共識是使用最多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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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未來核電無足輕重-
各年1月發電來源

• 2020年核電佔發電比率

71%。

•根據2018年制訂的多年

能源計畫(PPE)，2035年
核電佔比降應至50%以

下，需要關閉16-18座反

應爐

• 2050年絕大多數核電都

已除役-- 沒提核電!
(IEA 2021)

2021

2035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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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17 天下雜誌

Gates全球走透透
籌資

2021/1/26 The Washington Post

微軟創辦時有全球走透透?沒!
Why not? 賺錢事業不分享



美國 – 提早關廠

NuclearAfterFukushima 20212011年前104座機組，2021年底將剩90座，平均機齡40年



核電在歐美不具競爭力

NuclearAfterFukushima 2021 IEA, WEO2018



核電產業的攻擊(美國)
• 美國核電協會(ANS)- 政策設計:  

- 2015年成立特別委員會，製作教戰手冊-「州的核電手冊」
(Nuclear in the States Toolkit) ；政策途徑：將核電納入「低碳
電力標準」，購電合約增添購買核電義務或減免核電的賦稅

• 核能研究所(NEI)負責遊說，建立政治影響力，降低業者負擔

- 投入大量資源攏絡重要政治或公眾人物

- 透過媒體密集散佈擁核新聞，進行擁核教育宣導

- 與管制機關、智庫與政策中心等建立密切關係影響法案與政
策的制定，例如遊說國會廢止核電業者每年2億美金有害事
業廢棄物處理費(轉由民眾負擔)。

- 運作國會影響核能管制委員會 (NRC)委員聘任

- 並數度與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合作刪減NRC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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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NEI年度(自豪的)成果報告

NuclearAfterFukushima 2021

刪減管制機關預算

縮短審查延役期程 刪減審查經費

飛機設計審查規範由業者主導，波音737Max 設計缺陷沒被發現，
直到飛機墜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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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省2億除污
除役處理費稅

為擁核候選人募2百
萬競選經費



非常“努力”爭取補貼 - 消費者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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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核擋綠!: 干擾再生能源發展以排除競爭者 -- 在美國環境團體力推的
擴充再生能源法案中塞入大量核電補貼，迫使環保團體必須在放棄努
力多年的法案，或同意對核電極友善法案中分一小杯羹之間做選擇。

• 威脅提早關廠: 宣布核電入不敷出，威脅要關廠。州政府擔心失業、
稅收減少或供電短缺，趕緊設法紓困；在伊利諾、紐澤西、康乃狄克
與紐約州都如願以償。

• 2019年俄亥俄州議會通過6號法案：破壞原有的再生能源標準，取消
能源效率計畫，規定該州消費者繳交「俄亥俄州清潔空氣基金」，支
付第一能源(FirstEnergy)總計>15億美金補貼，維持兩座核電機組
(Davis Besse與Perry)運轉。

• 事後被發現FirstEnergy私下提供擁核的共和黨議員6100萬美金競選經
費，幫助支持此法案的候選人當選。2020年7月聯邦調查局以「收取
不當利益」為由收押俄亥俄州議長與其同夥。

與俄亥俄州政府合作推
核電友善法案，NEI代
表出席聽證



輿論製造業?

• 2006年美國前NRC委員布瑞福(P. Bradford)公開說

「核電復興」是集”補貼、減稅、抄近路獲取執

照、保證價格收購(讓消費者擔風險)、政治角力

與吹捧過譽的結合”，如果都無效，”最後指著

他國(過去是蘇聯，現在是中國)，說我們(美國)已
經大幅落後，應該趕緊迎頭趕上!”

- 是否聽起來很熟悉! 

- 具競爭力的企業需要如此“賣力”推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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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核電廠更不具競爭力- 芬蘭經驗

• 2002年5月芬蘭國會同意興建新核能機組, 認為核能是”最具成
本效率的可能… 可以減少CO2排放”; 是西方國家自車諾堡核
災後首座核能電廠訂單, 深具指標作用。

• 芬蘭TVO公司位於Olkiluoto的第3座核電機組(OL3)，為吸引後
續可能核電訂單，合約總經費固定為32億歐元，免除TVO公司
財務風險; 超過經費由承造公司自行吸收。

• 2005年8月開始興建，預計於2009年5月運轉。

• OL3是全球第一座第三代反應爐，160百萬千瓦歐洲壓水式
(EPR) 反應爐，是全球最大裝置容量的核電機組。

• 目前最新併網日為2022年3月
• 目前經費超過110億歐元，承包商Areva公司破產重組，改名

Orano
• 法國2007年12月開始建造同型反應爐(FL3)，預計2012年運轉。

目前最新裝燃料時間為2022年底。經費爆增至124億歐元。



延宕

主要是品質問題: 
• 水泥: 圍阻體是意外發生, 防止輻射外洩最後一道防線; 無

法符合芬蘭原子能監督機構(STUK)要求: 圍組體要能承受

飛機撞擊。 - 打掉重做

• 焊接; 承包焊接商未依照程序, 缺乏適當測試。 主結構焊

接品質差, 持久性堪慮; 通過標準焊接都僅符合最低標; 
• 令人擔心的儀器與控制系統。(要求加類比式備用儀控)
• 2019年2月 系統加壓後，高溫高壓的主要冷卻系統震動超

出安全範圍 – 不知解決沒

• 芬蘭核電廠延誤是品質問題, 臺灣曾經關心品質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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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 1.5 C HSU 2018

增溫控制在攝氏1.5度內只剩9年

2030 – 2052增溫就會到1.5C

IPCC 2018年特別報導：希望控制增溫在1.5C內，全球排放應在
2030年前排放比2010年減少45%！



核電機組開工至併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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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併網的核電機組僅1座如期完工，9座費時8至10年完工；
兩座俄羅斯浮動式反應爐(30MW)花12.7年才完工，是估計的3倍。
原本想證明小型模組反應爐(SMR)可便宜又快速興建。以上只是實
際工程時間，核電興建還需要時間探勘整地、財務規劃、周邊設
備建置等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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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役>>新建

全部40年滿
除役或包含
獲准延役，
2050年核電
機組數非常
有限

2050年核電裝置



新設計機組?
• 小型模組式反應爐(SMR):2019美NRC核准NuScale的SMR設

計，延宕、經費暴漲已開始。

• 與Gates創的泰拉能源(TerraPower)設計相比，EPR和運轉中

的400多座核電機組相似度高許多，但設計、材料與施工仍遭

遇許許多多問題，導致工程一再延宕。

• 泰拉能源行波(travelling wave)反應爐在構想階段就已遭遇許

多理論與技術挑戰，設計不斷修改，至今還沒有完整藍圖，

更不知何時能申請設計許可。

• 泰拉能源同時重新試60多年被放棄的熔鹽(molten salt)反應爐

，60年前遇到的技術障礙依舊存在需要克服。

• 基本上，「新」核電機組計畫，紙上看來很理想，是否真能

實際建造，如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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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無助於減緩氣候變遷危機

• 用核電減碳 = 現代何不食肉糜

• 核電需長時間興建，根本緩不濟急

•核電根本問題：運轉中核電廠安全疑慮，核
廢料無法妥善處理，可能導致的核武擴散

•許多非民主國家發展核電，許多是別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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