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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廠機組是拼裝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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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ABWR反應爐為美國設計，日本製造，台灣安裝的
拼裝車，由奇異公司委託日本日立及東芝兩家公司製造。

• 台電公司在一九九五年把興建核四工程原先的統包規畫
改成分包，將最重要的核島區分包給數十個包商，發包
設計找了史威顧問公司。

• 負責核四電廠配套系統設計與全廠設計界面整合工作的
史威公司因財務問題聲請破產保護，而由Shaw集團併購
後成立史威公司接續執行相關工作。許多零件設備還是
由台電自己採購，如此導致工程介面的複雜與不同調，
使得儀控系統整合成為台電工程師口中不可能的任務。

• 此外核四廠屢屢被踢爆核電廠違規變更設計近四百處、
施工現場多次起火甚至造成全廠28小時大停電等大型工
安問題。



核四廠機組是泡水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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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8 一號機組海水淹入

2011.10 泵室走道海水淹入



核四廠機組均未完工且建照也已過期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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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四廠在2014年封存時兩個機組均未完工，原能會在
1999年3月核發的核四建廠執照經過三次展延，也在
2021年1月1日起過了建照的期限而失效，依法已經不能
再蓋了。

• 台電並已在2018年7月起，把核四燃料棒送美國拆解，
所有燃料棒到2021年Q1前全部送出。



核一到核三用過燃料棒至今無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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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現有用過燃料棒已近兩萬束，其中核二廠 1 號機用
過核燃料更已滿池，無法再進行填換，預估僅能運轉到
2021年6月初，後續將提早停機直到執照到期靜候進行
除役。現有用過燃料棒都無處去豈能再新啟核電廠？



核四廠鄰近活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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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林正洪團隊2019年清楚發現有一
個岩漿庫存在龜山島的中部地殼，充分證明龜山島是活
火山。台灣另外一個活火山是大屯山。

• 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火山災害核設施場址評估安全導則
SSG-21與相關管制技術規範，活火山方圓120公里內不
能設置核設施。

貢寮核四廠址半徑八十公里海域內，
有七十幾座海底火山，其中十一座
是活火山



核四海域有數十公里活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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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地調所召集地質專家審查台電的核四海域地質報
告，確認十公里內至少存在連成一條40公里以上的活動
斷層，同時此條活動斷層也可能再向外延伸至90公里。



核四廠二機組爐心附近有斷層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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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台電公司本身的核電廠址選定標準，距廠址八公里內，不
能有長度超過三百公尺之活動斷層，而「枋腳斷層」距離核四
原子爐的爐心，卻只有不到兩公里。

• 曾提出東海地震與濱岡核電廠的危險性的日本學者塩坂邦雄，
2010年特地來台灣調查枋腳斷層，在現場找到四條可能斷層，
按照幾條斷層可能位置推斷，在核四一號機、二號機的爐心附
近，也可能有斷層線的通過。

• 目前全球又進入地震頻繁期，2021年2月初許多人手機均收到國
家災防告警系統PWS發出的十多次的地震警報。連續2天從12號
到14號的有感地震震央距離核四廠址都不到80公里。



核四廠三十公里疏散半徑內人口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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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核電廠三十公里疏散半徑內，核二廠有580萬人，核
四廠也有74萬人，而且鄰近台灣首都，核四廠事故發生
將難以疏散。

• 另國外學者指出全球有23座核電廠面臨海嘯威脅，其中
台灣四座核電廠全被列入。



二.能源轉型階段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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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一到核三已經依法必須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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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所有核電發電機組目前都已屆40年除役之時，因為
核電的發電彈性很差不能隨時降載或啟動，以避免造成
核安事件，所以任何核電機組想延役，依法必須在到期
前5年提出延役計畫審核，所以現有所有核電機組都過
了提出延役法定最後期限依法均不得延役了。



RE100不承認核電
重啟核電將不利產品出口嚴重影響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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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台灣碳排中製造部門占52%，而電力排放也占台灣
碳排超過55%，所以再生能源對於減少台灣碳排很重要。

• 台灣身為電子業全球產業鏈的樞紐，需要兼顧能源安全
的穩健能源轉型，大部分電子業將被市場買家要求加入
RE100，而RE100只認再生能源，不認核電。



考量全生命週期核電並非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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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燃料棒的提煉濃縮是很耗能排碳的，用過核燃料棒要
萬年安全儲存更是耗能排碳。

• 相關數據可以參閱新加坡大學的Sovacool教授於2008年
發表的論文、史丹佛大學Jacobsen教授於2009年發表的
論文、以及英國倫敦帝國大學的Keith Barnham教授於
2015年發表的論文，考量全生命週期核電並非低碳能源。

• 擁核者很喜歡宣稱核電的碳排和風電一樣低，其實該宣
稱完全沒比照風電的全生命週期計算。

• 對於必須加入RE100的台灣電子業，核電更不是被RE100
承認的低碳能源。



擁核派說以煤養綠以核養綠均不是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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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台灣火力發電占比是超過80%的，台灣能源轉型
的初步目標是讓火力發電在2025年占比低於80%，而且
50%是排碳只有燃煤一半的燃氣發電，煤電占比從2015
年的36%要降到2025年的30%，哪裡有以煤養綠？

• 2015年再生能源發電占比才3%，而核電占比約16%，對
比2020年再生能源發電量150億度占比約6%，已經追上
核電320億度占比約11%，就此趨勢可合理推估2025年再
生能源發電量占比20%以上核電歸零達成沒有問題。核
電占比從2015年的16%要降到2025年的0%，哪裡有以核
養綠？彈性很差的核電是排擠綠電又哪裡能以核養綠？

• 2025年之後將繼續增加再生能源和儲能以降低天然氣發
電，最後在2035年讓煤電也會歸零，每一步都是以綠減
核、以綠減煤。



2025再生能源占比20%非常穩健非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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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底國際能源總署IEA對未來5年全球再生能源建置
的預測。IEA預測在2020年至2025年之間風能和太陽能
將擴大1,123 GW。2023年總裝置容量超過天然氣，而到
2024年總裝置容量超過燃煤。未來五年，再生能源發電
將增長近50％達到將近9,745 TWh，相當於中國和歐盟
的總需求。到2025年，可再生能源在總發電量中的比例
預計將達到33％，超過燃煤發電量。

• 所以2025年33%的全球再生能源占比可是遠高於台灣的
20%占比啊！台灣能源轉型非常穩健絕非躁進



2025之後持續能源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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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之前再生能源先增加到超過20%讓核電歸零，之
後將繼續增加再生能源與儲能以降低天然氣發電，最後
在2035年讓煤電也會歸零。

• 天然氣發電也只是過渡發電方式，在2050年進入再生能
源高占比的時代燃氣發電將備而少用僅滿足電網緊急調
度之需。而且屆時多餘的再生能源可生產綠色氫氣並以
現有燃氣渦輪發電，目前天然氣的儲氣槽也將改儲存綠
色氫氣不會變蚊子設施，屆時儲能電池也會成本大幅下
降而和綠色氫氣發電一起穩定電網調度。

• 以綠非核、增氣減煤、油車轉電車、綠氫代燃氣、最終
RE100，就是讓台灣一步一步邁向2050淨零碳排的能源
轉型階段路徑圖。



必須駁斥以錯誤資訊偷渡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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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過幾天，就是福島第一核電廠311事故發生十周年，
這起事故在國際核事件分級表 (INES) 中被分類為最嚴重
的7（特大事故），第1到第4機組爐心內所有核燃料都
已熔毀，截至目前這起事故造成的受災區域面積已經超
過名古屋市大小的337平方公里。

• 在此歷史教訓的時刻，若還在假環保之名以錯誤資訊偷
渡核電是讓人憤怒的，吾輩必須挺身一一予以駁斥。

• 唯有記取歷史教訓，提出可落實的能源轉型路徑並一步
步穩健實施，讓台灣不要重蹈福島核災的覆轍，才是對
福島核災不幸事件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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