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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電公司依據放射性物料管理法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於

92 年 12 月 25 日提送「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以

下簡稱處置計畫書），經原能會於 93 年 1 月 16 日完成審查核

定，要求台電公司依據核定處置計畫書所規劃之程序與作業時

程，切實執行，並於每年二、八月底前，向原能會提報前半年

之執行成果。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以下簡稱

場址設置條例）於 95 年 5 月 24 日公布施行後，台電公司鑑於

場址設置條例對於選址作業之程序與時限有所規範，前述處置

計畫隨即依相關選址計畫書配合修訂，並於 96 年 4 月 26 日由

原能會核備後據以執行處置作業。 

原能會物管局(以下簡稱物管局)負責台電公司執行處置計

畫之管制工作，審查台電公司所提每半年之執行成果報告，並

於原能會網站公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執行現況，以昭

信國人。 

二、審查概述 

台電公司於 98 年 8 月 31 日以電核端字第 09808071541 號

函，提送「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 98 年上半年（98 年 2
月至 98 年 7 月）執行成果報告」。本局於收到該成果報告書，

即行檢視符合往例內容架構之完整性後，展開成果內容之審查

作業。 

該成果報告依現階段選址作業規劃，分別就「場址調查」、

「安全分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四項說明執行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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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過往執行成果重點、現階段（半年）執行之具體工作項目

與成果，並說明執行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重要內容

簡述如下： 

1. 場址調查方面 

台電公司於本階段（98 年 2 月至 98 年 7 月）之場址調查

工作包括持續蒐集各潛在場址資訊，並於 98 年 2 月 3、4 日

依原調查計畫，繼台東縣達仁鄉及屏東縣牡丹鄉 2 處潛在場

址預定運輸港夏季及颱風季節地形測量後，續辦理冬季地形

測量，供後續若為處置場址時設置專用運輸港碼頭參考。 

台電公司依經濟部規劃之選址作業工作項目及期程，辦

理建議候選場址遴選作業相關配合工作，包括配合辦理選址

小組委員赴台東縣達仁鄉及屏東縣牡丹鄉 2 處潛在場址現

勘。另依據 98 年 1 月 20 日選址小組第 10 次委員會議結論修

訂「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於 2 月 13 日完成「建議候選

場址遴選報告（修訂版）」供選址小組委員參考。選址小組後

續於 98 年 2 月 20 日召開第 11 次委員會議，票選結果建議「台

東縣達仁鄉」與「澎湖縣望安鄉」為建議候選場址，台電公

司並依票選結果及該次會議決議完成「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

告」定稿本送選址小組委員確認。選址小組依場址設置條例

規定提送國營會轉陳經濟部，經濟部隨即於 98 年 3 月 17 日

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並依法公開上網及陳列 30
日（期間自 98 年 3 月 18 日起至 4 月 16 日止），公告期間經

濟部共收到各界意見 140 件。 

原能會研析經濟部公告之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於 98
年 5 月 25 日發函經濟部，促請儘速會商有關機關，釐清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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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關切遴選報告建議之台東縣逹仁鄉南田村建議候選場址涉

及「原住民基本法」及澎湖縣望安鄉東吉嶼建議候選場址涉

及「文化資產保存法」之相關法律問題，並做好民眾溝通工

作澄清有關疑義。經濟部於 6 月 1 日函復原能會將督導台電

公司積極辦理。 

台電公司依據經濟部彙整各界意見，研擬答覆初稿於 6
月 18 日函復國營會轉陳經濟部。經濟部於 7 月 9 日將各界意

見會商主管機關原能會及相關機關。另經濟部指示台電公司

對原能會就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各界意見答覆初稿之評議

意見進行修訂，台電公司完成答覆初稿修訂後於 98 年 7 月 30
日函復國營會轉陳經濟部。 

2. 安全分析方面 

台電公司配合物管局之要求執行低放處置設施安全分析

之準備工作，接續 97 下半年工作進行處置設施概念設計。該

項工作首先對各項設計之安全性進行規範，再依據安全規範

條件進行概念設計，並以數值模式方式進行初步評估。在未

選定候選場址前，安全分析所需之場址特性資料，以蒐集可

能場址鄰近地區之既有工程、調查研究之技術資料，輔以經

驗法則、工程師判斷方式進行初步評估。 

台電公司依物管局低放處置技術溝通平台第 4 次會議紀

錄，於 98 年 6 月底將「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
函送物管局。台電公司研擬該報告之目的在於建立低放處置

設施封閉後之長期功能與安全評估所需之分析方法，報告中

先提出最終處置場設計安全所需遵守之法規，再依據法規規

範條件完成概念設計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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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依物管局低放處置技術溝通平台第 5 次會議紀

錄，對於低放廢棄物關鍵核種之篩選，採參考國外經驗，以

及再確認國內低放廢棄物所含核種之量測技術、數量、資料

庫及有關品保作業，俾能做為安全設計及評估之基礎，同時

亦要求儘速建立低放處置專案品保計畫，以確保低放處置計

畫執行成果之品質。 

物管局召開低放處置技術溝通平台第 6 次會議時，台電

公司對於低放處置場願景設計部分，提出初步規劃內容之說

明，並製作低放處置設施 2 種處置方式之示意動畫，展示模

型亦在發包製作中；為符合我國低放處置安全要求，低放處

置安全評估之情節分析、採用之評估模式與參數，將考量台

灣氣候及場址水文地質等特性，並藉由同儕審查方式加以有

效驗證，以確保安全評估之實用可信。 

3. 公眾溝通方面 

台電公司在本階段之溝通宣導工作，依「建議候選場址

遴選報告」之建議場址地區名單，配合經濟部分別拜會相關

立法委員、原民會及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縣長、縣議會及鄉

長等人士，親自報告及說明場址篩選過程。 

台電公司對於「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之建議候選場

址所在縣之溝通宣導工作，藉由全面性村里座談說明會、參

訪活動及廣播電台宣導等方式，加強說明篩選過程，增加政

策正當性及說服力。 

4. 土地取得方面 

由於本階段尚未選定處置設施場址，故相關工作尚未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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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本階段半年執行成果報告，經物管局審查後，於 98 年 10
月 26 日將相關審查意見函（物三字第 0980002654 號函）請台

電公司提出說明。該報告經台電公司修訂及提出說明後，於 98
年 11 月 17 日以電核端字第 09810070921 號函復物管局，經複

審後同意備查。 

三、審查發現及意見答覆說明 

本階段執行期間，台電公司依據 96 年 4 月核定之修訂版處

置計畫書執行選址工作及處置相關配套作業之精進。本次半年

執行成果報告之撰寫架構與內容，符合要求。相關審查發現與

台電公司針對審查意見之答覆說明如下： 

1. 場址調查方面 

物管局對經濟部公告之「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預先

進行研析作業，認為澎湖縣政府於 97 年 9 月 23 日辦理公告

東吉嶼公有土地列為「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留區」恐影響

場址設施相關規劃。後續對於各界提出遴選報告之意見後，

於經濟部彙整各界及辦理會商作業之際，澎湖縣政府復於 98
年 9 月 15 日二次辦理公告東吉嶼部分私有地列為「澎湖南

海玄武岩自然保留區」。至此，恐已影響在東吉嶼設置處置

場所需土地面積。 

物管局要求台電公司配合經濟部採行妥適因應作為，俾

利經濟部儘速核定及公告建議候選場址。台電公司回復說

明，表示將配合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之指示，積極配合辦理

選址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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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執行潛在場址調查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

告」前置準備，已提出多處潛在場址重要調查成果，奠定「建

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所需場址特性之基礎。未來在候選場

址選定後，須再進行場址精查作業，為能適時銜接調查工

作，物管局要求台電公司儘早展開場址調查規劃需求，並對

所需調查技術與參數資料庫建置完成先期準備作業。 

對於此項審查意見，台電公司表示遵照辦理，將依低放

處置設施概念設計及安全評估之成果，對所需調查技術與參

數資料庫之建置等調查規劃完成先期準備作業。 

2. 安全分析方面 

台電公司依據物管局低放處置技術溝通平台會議決議

要求，辦理低放處置建照申請安全審查之前置準備作業，持

續加強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概念設計工作，並於 98
年 6 月 30 日完成研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功能

模擬評估報告（A 版）」。 

物管局邀請專家學者參與前述台電公司成果報告之評

論審議，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概念設計（A 版）」

提出 121 項意見，以及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功

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提出 144 項意見。 

對前述所提相關意見，台電公司表示將依意見內容強化

低放處置設施之設計及安全，並就低放處置設施之工程障壁

包括廢棄物體、盛裝容器、處置窖、回填材料等，建立基本

設計所需數據與方法，且符合「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最終

處置設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 4 條第 3 項「設施安全

有關之評估方法及數據，申請者應檢附明確充分之佐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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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之要求。 

對於台電公司已完成之低放處置設施廢棄物接收規範

(第 0 版)，物管局要求台電公司就各核能電廠配合之準備作

業情形提出補充說明。 

台電公司表示該公司核安處各駐廠安全小組已完成「核

一、二、三廠低放射性廢棄物配合最終處置作業執行情形專

案查核報告」，大致上均符合接收規範(第 0 版)之規定，物管

局已於 98 年 7 月 28 日同意備查在案。另外，台電公司已於

98年 7月 6日提報「各核能電廠低放射性廢棄物安定化計畫」

送物管審查中，其中針對粒狀廢離子交換樹脂規劃建置濕式

氧化高效率固化系統，待物管局審查核備後即著手按規劃執

行。 

3. 公眾溝通方面 

台電公司之溝通宣導重點以運用全國性媒體循序宣

傳，尋求塑造焦點議題，形成正面輿論、普及低放射性廢棄

物最終處置場公投資訊、推廣活動識別系統、並與民代、公

職、媒體、環保團體及意見領袖溝通，對於場址所在鄉及週

邊鄉鎮持續深化溝通，爭取認同。 

由於低放處置為民眾嫌惡之鄰避設施，依場址設置條例

之規定，須經由全縣地方公投同意，始得選出候選場址。地

方民眾溝通極為不易，台電公司目前僅以可能場址所在縣營

業處之有限人力及資源，辦理全縣性的說明及溝通作業，鑑

於至今國內尚未有一公投成功案例，物管局要求台電公司加

強可能場址所在縣之溝通宣導業務，俾能順利推展後續選址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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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公司表示，其地方溝通宣導小組任務定位為(1)地方

溝通宣導據點並進行全縣民眾宣導。(2)借重區處人脈與資源

進行民情蒐集及溝通。(3)結合區處各部門針對地方政府、民

代機構、社區、社團、農漁工會等重點溝通對象進行宣導溝

通工作等項目。其組織架構為設置副處長級專責人員 1 人，

組員 10 人，組員人力需求條件由各區處主政，惟須著重其

專業性、代表性及忠誠度，且以台電公司現職員工為原則，

考量區處人力緊澀，至少應有 1/3 組員須為現職員工，其餘

人力由外包人力方式招募，本(98)年度配合業務需求，已於

10 月初招募 4 名人力，明(99)年度招募人力名額將視業務需

求增加 3 至 5 名，以符合原規劃溝通員額。 

4. 綜合審查意見 

台電公司依場址設置條例所定程序檢討處置計畫時

程，原預定行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所需時程最短 5 年，認

為選址作業執行至今與預定時程已有差異，將在建議候選場

址辦理地方公投後，配合修訂現行處置計畫。 

物管局要求台電公司前述修訂作業之檢討，應依「放射

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辦理。惟修訂處置計

畫未經核定前，台電公司仍應依據現行核定之低放處置選址

計畫，積極配合經濟部趕辦選址作業，儘速核定建議候選場

址，俾利展開後續地方公投作業。並要求台電公司依物管局

召開低放處置技術溝通平台會議之各項決議，積極做好低放

處置設施申請建照之前置準備作業。 

台電公司表示將持續積極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辦理選

址相關作業，並依低放處置技術溝通平台會議之各項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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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做好低放處置設施申請建照之前置準備作業。 

四、審查結論 

台電公司依據物管局所提 98 年上半年執行成果報告之審

查意見，提出說明及修正原報告函復物管局後，物管局於 98
年 11 月 25 日完成審查，並函（物三字第 0980002919 號）復台

電公司同意備查，並要求台電公司配合辦理後續事宜如下： 

1. 目前經濟部已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並於公告期間

收到各界意見共 140 件，請台電公司積極配合經濟部妥善回

覆各界對「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之意見。 

2. 澎湖縣政府業已二次辦理公告東吉嶼為「澎湖南海玄武岩自

然保留區」，恐已影響在東吉嶼設置處置場所需土地面積，

請台電公司配合經濟部採行妥適措施，俾利經濟部儘速核定

及公告建議候選場址。 

3. 請台電公司於今(98)年底提出概念設計(B 版)，包含相關之功

能模擬評估成果，另請於 99 年中提出低放處置設施功能模

擬評估報告(B 版)，俾強化低放處置設施之設計及安全。並

就低放處置設施之工程障壁，依相關法令規定，儘速建立基

本設計所需數據與方法。 

4. 依低放處置設施概念設計及安全評估之結果，儘早展開場址

調查規劃需求，並對所需調查技術與參數資料庫建置完成先

期準備作業，俾利未來候選場址選定後之場址精查作業，能

適時銜接調查工作。 

五、結語 

台電公司所提報之 98 年上半年執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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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計畫執行成果報告，經物管局審查後同意備查。 

場址設置條例於 95 年 5 月 24 日公布施行，處置計畫亦經

修訂並明確其作業時程。台電公司已於 98 年 1 月完成撰寫「建

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選址小組依此於 98 年 2 月 20 日，票選

結果建議「台東縣達仁鄉」及「澎湖縣望安鄉」為建議候選場

址。後續由經濟部於 98 年 3 月 17 日依法將「建議候選場址遴

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列 30 日，並於公告期間收到各界意見共

140 件。原能會已促請台電公司積極配合經濟部妥善回覆各界

對「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之意見。 

物管局為強化管制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推動執

行，除了督促台電公司積極配合經濟部進行選址作業外，亦要

求台電公司整體推動並精進相關處置技術，並藉技術溝通平台

會議對安全有關之處置技術、關鍵議題及執行進度朝向正面積

極發展。另外依據放射性物料管理法之規定，督促台電公司依

處置計畫時程切時推動，儘早展開低放處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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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第 29 條規定：放射性廢棄物之處理、運送、貯存及最終處置，

應由放射性廢棄物產生者自行或委託具有國內、外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能力或設

施之業者處置其廢棄物；產生者應負責減少放射性廢棄物之產生量及其體積。其最終處

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切實推動。「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低放射

性廢棄物產生者或負責執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一年內，提報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後，切實依計畫時程執行；每年 2 月及

8 月底前，應向主管機關提報上半年之執行成果。 

台電公司依據上述規定於 92 年 12 月 25 日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提

報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原能會)審查，並於 93 年 1 月 16 日奉准核備。台電公司依據奉

核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以下簡稱處置計畫書）所規劃時程與作業進行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所規劃時程約為 10 年，前

5 年主要工作為候選場址選定、土地取得、民眾溝通、場址精查與設計、建造執照申請

等工作，後面五年則為施工階段。 

另「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以下簡稱「場址設置條例」）已

於 95 年 4 月 28 日經立法院院會二、三讀完成立法，並於 95 年 5 月 24 日經  總統公布

施行，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95 年 6 月 19 日召開研商「場址設置條例」應辦事宜會議，依

據該條例第 6 條規定會商主管機關同意，指定台電公司作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

施選址之作業者；並依該條例第 5 條規定聘任相關機關代表及各專業領域專家學者組成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擇小組」(以下簡稱「選址小組」)，依條例規定

執行處置設施之選址工作。鑑於「場址設置條例」對於選址作業之程序與時限有所規範，

本公司原報奉核定之處置計畫書亦配合修訂，並於 96 年 4 月 26 日奉准核備。主辦機關

經濟部於 98 年 3 月 17 日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報告中建議「台東縣達仁鄉」

及「澎湖縣望安鄉」2 個場址為「建議候選場址」名單。 

依「場址設置條例」第 6 條規定，選址作業者應提供選址小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

資料，並執行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且應於主辦機關設置

之網站，按季公開處置設施場址調查進度等相關資料，本階段（98 年 2 月至 98 年 7 月）

執行成果報告即按前述規定，以「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眾溝通」及「土地取得」

等工作要項為架構撰寫，其中「場址調查」部分，主要配合經濟部辦理「建議候選場址

遴選報告」公告期間個人、機關、團體所提意見或問題之答覆說明與處理建議等相關作

業，並辦理台東縣達仁鄉、屏東縣牡丹鄉等 2 處潛在場址預定運輸港冬季之地形測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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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安全分析」部分，本階段配合主管機關要求執行安全分析之準備工作，包括於 98

年 6 月提出「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及研擬「初步安全分析報告」初稿；

另「公眾溝通」部分，則由本公司低放選址督導會報、公眾服務處及在各可能場址所在

地營業區處之「地方溝通宣導小組」積極進行公眾溝通工作，至相關地方政府及與民意

代表溝通說明；而「土地取得」部分，因尚未選定處置設施場址，故相關工作仍未

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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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場址調查 

一、過往執行成果重點 

場址設置條例於 95 年 5 月 24 日公佈施行後，主辦機關經濟部依條例第 6 條規定會

商主管機關同意，於 95 年 7 月 11 日指定台電公司為選址作業者，依條例規定選址作業

者須提供選址小組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相關資料，並執行場址調查、安全分析、公眾溝

通及土地取得等工作，台電公司並配合主辦機關辦理選址相關事項，及依條例第 20 條規

定接續辦理原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等相關法規執行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選址

工作。 

場址設置條例第 7 條規定「選址小組應於組成之日起六個月內，擬訂處置設施選址

計畫，提報主辦機關」，台電公司作為選址作業者乃依經濟部指示於 95 年 10 月 31 日研

提「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選址計畫」草案陳報經濟部國營會，送請選址小

組審查，並遵照選址小組審查意見於 95 年 12 月 28 日將修訂之選址計畫草案再送國營

會，經濟部續於 96 年 1 月 25 日召開選址小組第 2 次委員會議進行討論，會後依委員意

見修訂完成，選址小組遂依據前述規定提報選址計畫送主辦機關經濟部，經濟部則於 96

年 3 月 21 日將選址計畫刊登於行政院政府公報並上網公告 1 個月，並經會商主管機關及

相關機關意見後，核定於 96 年 6 月 20 日生效。 

經濟部依據場址設置條例完成選址計畫公告與核定後，選址小組則依據場址設置條

例與選址計畫，以台灣全部地區為範圍進行潛在場址篩選，首先依據場址設置條例第 4

條規定及原能會發布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

(以下簡稱禁置標準)與其他法規規定之禁止與限制開發條件，篩選出符合之可能潛在場

址，再由選出之可能潛在場址依環境接受度、接收港條件、陸運環境、處置場設施所需

空間、特殊地質條件以及處置方式等因子進行評量，評選出較佳之可能潛在場址。台電

公司除提供選址小組前述有關處置設施選址之相關資料外，並執行選址小組 96 年 10 月

23 日第 4 次委員會議初步同意之可能潛在場址其地球化學條件(地下水體氫離子濃度指

數與地質介質對鈷及銫之分配係數)調查及分析，以作為選址小組票選潛在場址之參考依

據。 

後續配合及協助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97 年 8 月 19 日召開選址小組第 8 次委員會議票

選潛在場址，選址小組針對評量較佳之可能潛在場址，再考量相關因子評量結果後，順

利票選出「台東縣達仁鄉」、「屏東縣牡丹鄉」及「澎湖縣望安鄉」等 3 處潛在場址，並

將票選結果提報經濟部，經濟部於 97 年 8 月 29 日核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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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階段(半年)執行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 

台電公司本階段(98 年 2 月至 98 年 7 月）場址調查工作包括持續蒐集各潛在場址資訊，

並於 98 年 2 月 3、4 日辦理台東縣達仁鄉、屏東縣牡丹鄉等 2 處潛在場址預定運輸港冬季之

地形測量(前已完成夏季、颱風季節後之地形測量)，供後續若為處置場址時設置專用運輸港

碼頭參考。 

本階段台電公司並依經濟部規劃之選址作業工作項目及期程，積極辦理建議候選場址

遴選作業相關配合工作，如配合辦理選址小組委員於 98 年 2 月 9、10 日赴台東縣達仁鄉、

屏東縣牡丹鄉等 2 處潛在場址現勘，及依 98 年 1 月 20 日選址小組第 10 次委員會議結論修

訂「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於 2 月 13 日完成「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修訂版)」供選址

小組委員參考，選址小組後續於 98 年 2 月 20 日召開第 11 次委員會議，票選出「台東縣達

仁鄉」與「澎湖縣望安鄉」為建議候選場址，台電公司並依票選結果及該次會議決議完成

「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定稿本送選址小組委員確認。選址小組於 98 年 3 月 3 日提送經

濟部國營會，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於 98 年 3 月 17 日依法將「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公開

上網及陳列 30 日(期間自 98 年 3 月 18 日起至 4 月 16 日止)。 

公告期間經濟部共收到各界意見 140 件，其中有條件贊成者 1 件、涉及法律層面尚待進

一步釐清者 4 件、不具理由反對者 37 件及具理由反對者 98 件，主管機關原能會於 98 年 5

月 25 日發函經濟部洽前述各界意見之答覆情形，並請經濟部將各界意見答覆初稿會商相關

機關，經濟部於 6 月 1 日函復原能會將督導台電公司積極辦理，故後續台電公司依據經濟

部彙整各界意見之來函，研擬答覆初稿於 6 月 18 日函復國營會轉陳經濟部，經濟部於 7 月

9 日將各界意見會商主管機關原能會及相關機關。另指示台電公司研擬答覆原能會對建議候

選場址遴選報告各界意見答覆初稿之評議意見並修訂答覆初稿內容，台電公司完成後於 98

年 7 月 30 日函復國營會彙轉陳經濟部。 

 

三、執行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鑑於主辦機關已公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現階段台電公司將依經濟部規劃之

選址作業工作項目及期程，配合辦理公告期間個人、機關、團體所提意見或問題之答覆

說明與處理建議等相關作業，俾供經濟部後續核定公告「建議候選場址」。 

本公司作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選址作業者，全力配合主辦機關之指示辦理

選址作業相關事項，提供選址小組必要之資訊，期能依據「場址設置條例」所規定之程序，

順利推動選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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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全分析 

一、過往執行成果重點 

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仍屬選址階段，台電公司尚未正式執行安全分析

工作，惟其所需之準備工作均開始著手進行，如「廢棄物數量、型態及特性」、「廢棄物

接收規範」等相關報告已審查定稿，並據以研擬「廢棄物接收規範(0 版)」提陳主管機關

備查。 

自 97 年起主管機關原能會物管局與台電公司已進行多次技術溝通平台會議，其中對

於「廢棄物接收規範」已進行充分討論，台電公司並依技術溝通平台會議之共識完成現

階段之廢棄物接收規範。至於處置設施之概念設計與相關初步安全分析工作之時程規劃

與內容亦進行討論與溝通，台電公司並初步擬定概念設計報告架構與工作推展各階段目

標，並於 97 年 10 月底前提出處置設施「概念設計(A 版)」。 

 

二、現階段(半年)執行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 

台電公司於本階段配合主管機關要求執行安全分析之準備工作，接續前半年工作規

劃進行處置設施概念設計，本項工作係先對各項設計之安全性進行規範，再依據安全規範

條件進行概念設計，並以數值模式方式進行初步評估。在尚未能進場調查取得深地層地

物、地化資料時，以蒐集場址鄰近地區既有工程、調查研究可應用技術資料，輔以經驗法

則、工程判斷方式進行初步評估。目前依據主管機關 97 年 12 月 19 日概念設計(A 版)研討

會之會議紀錄所列意見修訂中，預定 98 年底提出(B 版)。 

台電公司於 98 年 3 月參加物管局第 5 次技術溝通平台會議，針對低放處置之重要工

程技術、調查方法、評估工具、機具設備及材料等及功能評估之關鍵核種評析與場址調查

評估作業之品質管制執行情形等主題進行簡報說明。其中低放廢棄物關鍵核種之篩選，除

參考國外經驗外，並再確認國內低放廢棄物所含核種之量測技術、數量、資料庫及有關品

保作業，俾能做為安全設計及評估之基礎；另場址調查評估作業之品質管制方面，為有效

落實執行場址調查及各項申照前置準備作業之品質作業，將儘速建立低放處置專案品保計

畫，以確保低放處置計畫執行成果之品質。 

後續於 98 年 6 月參加物管局第 6 次技術溝通平台會議，針對低放處置場願景設計、

安全評估規劃、專案品保計畫規劃及低放處置設施具體化之結構安全設計概念，包括廢棄

物體、盛裝容器、處置窖、回填材料等工程障壁之設計規範及材料特性等主題進行簡報說

明。其中低放處置場願景設計部分，已先完成初步規劃，另已製作低放處置設施 2 種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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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之示意動畫，展示模型亦在發包製作中；另低放處置安全評估之情節分析、採用之評

估模式與參數，亦將考量台灣氣候及場址水文地質等特性，以符合我國低放處置安全要

求，並將由同儕審查方式加以有效驗證，以確保安全評估之實用可信。 

另依據物管局 97 年第 4 次技術溝通平台會議紀錄將「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於 98 年 6 月底前函送物管局，此報告之目的在於建立低放處置設施封閉後之長期功

能安全評估所需之分析方法，報告中先提出最終處置場設計安全所需遵守之法規，再依據

法規規範條件進行概念設計。依據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IAEA-ISAM 所提出方法由概念設

計、場址特性以及 IAEA-ISAM 所列舉之特徵、事件與過程進行篩選，藉以掌握初步安全

分析時所需注意之安全特徵事件與流程。再由定義不同傳輸機制，據以建立我國最終處置

場初步安全分析需進行模擬之正常設計情節(分別為液體傳輸情節、氣體傳輸情節與固體

傳輸情節)與異常狀況替代情節(人類侵入情節)。而後，依據概念設計結果區分坑道式與地

表式處置場之近場模擬所包含之工程障壁設施及其傳輸機制。再依近場、遠場、生物圈分

別討論其傳輸行為計算方程式，以及選用之數值模式。 

另「初步安全分析報告」之章節及初步內容則依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

安全分析報告導則」之「參、報告內容概要」研擬；安全分析程式、安全評估所需數據之

量測或取樣技術、方法等，均繼續進一步研究、評估，待場址確定後均可及時完成，俾提

出安全分析報告。 

 

三、執行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由於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仍屬選址階段，最終處置場場址與處置型式

尚未確定，未來待場址確定後，即可將近場、遠場及生物圈等模式依序串接組合成一個完

整的系統程式，以供評估處置場的安全性。目前規劃於下階段先完成概念設計(B 版)，同

時進行低放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的精進作業，於今(98)年底提出之概念設計

(B 版)，將包含相關之功能模擬評估成果，後續於 99 年中提出低放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

報告(B 版)。低放處置設施安全分析報告之各項與安全有關技術文件之規劃準備作業辦理

情形，說明如下： 

1.設施廢棄物接收規範：配合處置場設計作業之執行，進行相關細節之修訂與增訂。 

2.概念設計/基本設計/細部設計：依據主管機關 97 年 12 月 19 日概念設計(A 版)研討

會之會議紀錄，繼續進行概念設計(A 版)修訂作業，預定 98 年底提出(B 版)，將包

含相關之功能模擬評估成果。基本設計將於公投選出候選場址後，配合現地調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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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進行，設計工作預計將持續進行 1 年。細部設計則配合基本設計確定後，接續進

行，預計將持續進行 1 至 2 年。 

3.場址特性調查計畫：現階段依據過去曾進行調查及搜集之場址特性相關資料，進行

場址特性初步評估。場址特性調查將於公投選出候選場址後，進行地質鑽探調查工

作、大地力學試驗、地球物理井測調查、地球化學調查等工作，預計調查工作將持

續進行 1 年。 

4.工程障壁特性參數：配合概念設計完成時程，執行工程障壁特性參數研究工作。 

5.功能評估與安全分析：先進行低放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的精進作業，

後續於 99 年中提出低放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B 版)，須進行之安全分析項目

依循「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導則」規定辦理，預計安全分析

工作將持續進行 1 至 2 年。 

6.處置廢棄物資料庫：處置廢棄物資料庫建置工作規劃於完成概念設計後開始進行資

料庫所需紀錄項目與架構規劃，預計將進行 1 年。廢棄物資料庫初步規劃須包含廢

棄物類別、廢棄物產生者資料、廢棄物運輸資料、廢棄物與盛裝容器物理型態描述、

放射性核種名稱及數量、總活度、主要化學組成、固化劑與螯合劑等相關資料。 

7.其他安全考慮事項：其他安全考慮事項將視各階段實際狀況之需要配合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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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眾溝通 
一、過往執行成果重點 

「場址設置條例」於 95 年 5 月 24 日公布施行後，本公司考量處置設施場址之產生

須經地方性公投的結果來決定，於是成立「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公投督導會

報」，負責本項計畫重大決策之訂定；並於總管理處公眾服務處下成立「督導組」，負責

規劃及推動選址公投溝通宣導事宜；於台東縣、屏東縣及澎湖縣等各可能場址所在縣之

區營業處，設置「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選址公投溝通宣導小組」，負責執行地方性

溝通宣導工作。 

 
二、現階段(半年)執行之具體工作項目與成果 

本階段(98 年 2 月至 98 年 7 月)之溝通宣導工作配合建議候選場址名單，經濟部及本

公司高階主管分別拜會國會立法委員、原民會及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縣長、縣議會及鄉

長等人士，親自報告及說明場址篩選過程。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之溝通宣導工作藉全面

性村里座談說明會、參訪活動及廣播電台宣導等方式，加強說明篩選過程，增加政策正

當性及說服力。溝通宣導工作執行成果表列如下： 

 
    ＊台東縣部份 

日期 對象 工作成效 

98.02~98.07 

拜訪立法委員 1 人/次 

拜訪縣(市)議員 20 人/次 

拜訪縣(市)長 1 次 

以面對面方式報告場址篩選過程

及選址公投進度，即時答覆質

詢，建立溝通管道尋求支持，蒐

集建議作為地方溝通策略參考。

98.02~98.07 

縣(市)機關首長及主管 25 人/次 

鄉(鎮、市)長 21 人/次 

鄉(鎮、市)民代表 20 人/次 

村里長 56 人/次 

媒體溝通宣導活動 1 次 

新聞媒體宣導活動 5 次 

機關社團溝通宣導活動 42 場次 

電力設施參訪活動 36 次 

鄉鎮市公所座談說明會 1 場次 

村里座談說明會 11 場次 

拜訪地方仕紳 3 人/次 

拜訪教會人士 15 人/次 

員工訓練宣導 310 人/次 

1. 對於縣市首長及鄉鎮長等採面

對面方式報告建議候選場址篩

選過程及選址公投進度，即時

答覆疑問，建立溝通管道並尋

求支持，蒐集建議作為訂定地

方性溝通策略參考。 

2. 村里及社區或機關團體以座談方

式進行宣導工作，說明場址篩選

過程、低放廢棄物之內涵、處理及

處置方式、國外成熟技術經驗、地

方公投規定、回饋經費與地方未來

願景。 

3. 民眾及教會人士等輔以核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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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訪活動，讓民眾正確認識低放射

性廢棄物，匯聚足夠民意基礎及互

信感。 

     
＊澎湖縣部份 

日期 對象 工作成效 

98.02~98.07 
拜訪縣(市)議員 10 人/次 

拜訪縣(市)長 1 人/次 

採面對面方式報告潛在場址評選

過程及低放最終處置場選址公投

業務進度，並即時答覆渠等質詢事

項，建立溝通管道並尋求民代支

持，蒐集建議作為後續訂定地方性

溝通策略參考。 

98.02~98.07 

鄉(鎮、市)民代表 4 人/次 

村里長 13 人/次 

社區發展協會溝通宣導 17 人/次 

媒體溝通宣導活動 2 次 

機關社團溝通宣導活動 20 場次

電力設施參訪活動 3 次 

員工訓練宣導 1 人/次 

一般民眾宣導 2 人/次 

1.以面對面方式報告建議候選場址

篩選過程及選址公投進度，即時

答覆質詢事項，建立溝通管道並

尋求支持，蒐集建議作為後續溝

通策略參考。 

2.村里及社區或機關團體以座談方式

進行宣導工作，說明評選過程、低

放廢棄物內涵、處理及處置方式、

國外成熟技術經驗、地方性公投規

定、回饋經費與地方未來願景。 

3.核能設施參訪活動讓民眾正確認識

低放射性廢棄物，匯聚足夠民意基

礎及互信感。 

 

三、執行成效、檢討及下階段工作要項 

未來半年工作階段將依據「場址設置條例」之作業期程，於「建議候選場址」名單

公告所在縣進行溝通宣導工作，加強廣度及深度，主要策略目標為讓民眾了解民生用途

的核能應用會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在國內興建一處低放最終處置場需求、加強低放選

址公投的政策正當性、增進社會大眾對政府及台電的信任感。 

溝通宣導重點分為運用全國性媒體循序宣傳，尋求塑造全國焦點，並形成正面輿論、

普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公投資訊、推廣活動識別系統、民代、公職、媒體、環

團及意見領袖溝通，對於場址所在鄉及週邊鄉鎮持續深化溝通，爭取認同，並疏通反對

聲浪。 

在經濟部核定建議候選場址後至辦理公投間的半年內，宣導工作將最為密集，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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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對本計畫有利之氛圍，達成公投順利通過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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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地取得 

場址設置條例第 15、16 與 17 條規定為土地取得與利用之相關規定，處置設

施場址奉核定與公告後，台電公司將處置設施場址用地範圍報請主辦機關依法辦

理土地撥用(公有土地)或徵收(私有土地)。所需用地如涉及都市計畫變更者，主辦

機關須協調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規定辦理迅行變更，如涉及非

都市土地使用變更者，主辦機關應協調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法第 13 條規

定辦理變更。所需時程預估約 12 個月，於設施場址開工前取得所需土地。惟因本

階段尚未選定處置設施場址，故相關工作尚未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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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綜合檢討與建議 

「場址設置條例」業於 95 年 5 月 24 日公布施行，明定經濟部為主辦機關，本公

司為國內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最大宗來源者，經濟部乃依據條例第 6 條經會商主

管機關後指定本公司為條例規定之選址作業者；另條例規定經濟部應成立處置設

施場址選擇小組(簡稱選址小組)，執行選址工作。本公司應依據設置條例之規定

及遵照主辦機關經濟部之指示與選址小組之決議辦理最終處置場選址有關工作。 

因此，本公司依據場址設置條例規定程序重新檢討修訂原規劃之低放射性廢

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時程，依據場址設置條例所訂選址程序，自條例公布施行日起

至行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為止，所需時程最短需時 5 年，因此，在選址過程一

切順利情況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預定於建議候選場址所在縣公民投

票通過 3 年後核定，場址經行政院核定後，本公司開始進行處置設施建造施工之

相關作業，由於處置方式須配合核定場址之特性而定，實際可行期程將於適當時

機或場址核定後再行檢討，目前暫估為 5 年。 

現階段選址作業因客觀環境影響，選址主辦機關依主管機關釋示，依其權責

辦理選址作業，與原選址計畫之預定時程已有差異，導致選址後續作業及階段目標

推動期程必須順延，因此，台電公司將在建議候選場址辦理地方公投後，配合修

訂「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96 年 4 月 26 日核定之修訂版)」相關內容。 

最終處置計畫現階段面臨之困難主要來自非技術性層面，調查評估工作之推動完成有

賴地方民眾與民意機關之同意接受及各相關主管機關之配合支持。台電公司將持續戮力

與地方民眾及相關機關等溝通說明以排除抗爭阻力，提高社會接受度，俾使選址作業順

利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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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放處置計畫 98 年 2 月~98 年 7 月執行成果報告」 
物管局審查意見彙整表 

98.11.16 

編 號 01 章 節 第二章 頁 碼 4 行 數  

第 1 次審查意見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以下簡稱低放處置)計畫之場址調查作業，台電
公司積極配合選址主辦機關經濟部，辦理建議候選場址遴選作業，包括完
成 2 處潛在場址運輸港冬季地形測量、辦理選址小組委員潛在場址現勘作
業，並完成「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送選址小組等，經濟部亦於 98 年 3
月 17 日依法將「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公開上網及陳列。 
請台電公司積極配合經濟部妥善回覆各界對「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之
意見，另澎湖縣政府於 97 年 9 月 23 日及 98 年 9 月 15 日二次辦理公告東
吉嶼為「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留區」，恐已影響在東吉嶼設置處置場所
需土地面積，亦請台電公司配合經濟部採行妥適因應作為，俾利經濟部儘
速核定及公告建議候選場址。 

答覆說明 
遵照辦理，本公司將遵照主辦機關經濟部指示積極配合辦理選址相關作
業。 
 

編 號 02 章 節 第二、
三章 頁 碼 4、6 行 數 21 

第 1 次審查意見 
台電公司執行潛在場址調查及「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前置準備，已提
出多處潛在場址重要調查成果，奠定「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所需場址
特性之基礎。未來在候選場址選定後，須再進行場址精查作業，為能適時
銜接調查工作，請台電公司依低放處置設施概念設計及安全評估之結果，
儘早展開場址調查規劃需求，並對所需調查技術與參數資料庫建置完成先
期準備作業。 

答覆說明 
遵照辦理，本公司將依低放處置設施概念設計及安全評估之成果，對所需
調查技術與參數資料庫之建置等調查規劃完成先期準備作業。 
 

編 號 03 章 節 第三章 頁 碼 5、6 行 數  

第 1 次審查意見 
低放處置計畫之安全分析作業，台電公司持續加強低放處置設施概念設計
工作，包括廢棄物體、盛裝容器、處置窖、回填材料之結構安全設計等；
另亦於 98 年 6 月 30 日提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
報告（A 版）」，將有利於做好低放處置建照申請安全審查之前置準備作業。
請台電公司依照安全主管機關原能會物管局(以下簡稱物管局)邀請專家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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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概念設計（A 版）」所提 121 項意見
及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所提 144
項意見，強化低放處置設施之設計及安全。另請台電公司就低放處置設施
之工程障壁包括廢棄物體、盛裝容器、處置窖、回填材料等，儘速建立基
本設計所需數據與方法，且必須符合「放射性廢棄物處理貯存最終處置設
施建造執照申請審核辦法」第 4 條第 3 項「設施安全有關之評估方法及數
據，申請者應檢附明確充分之佐證資料」之要求。 

答覆說明 
遵照辦理，本公司將依照  貴局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概念設
計（A 版）」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報告（A 版）」
所提意見，強化低放處置設施之設計及安全，並就低放處置設施之工程障
壁包括廢棄物體、盛裝容器、處置窖、回填材料等，在符合相關規定之要
求下，儘速建立基本設計所需數據與方法。 
 

編 號 04 章 節 第三章 頁 碼 5、6 行 數  

第 1 次審查意見 
台電公司已完成低放處置設施廢棄物接收規範(第 0 版)，請台電公司就各
核能電廠配合前述接收規範(第 0 版)之準備作業情形，提出補充說明。 

答覆說明 
1. 本公司核安處各駐廠安全小組已完成「核一、二、三廠低放射性廢棄物

配合最終處置作業執行情形專案查核報告」，大致上均符合接收規範(第
0 版)之規定，  貴局己於 98 年 7 月 28 日同意備查在案。 

2. 本公司已於 98 年 7 月 6 日提報「各核能電廠低放射性廢棄物安定化計
畫」送  貴局審查中，其中針對粒狀廢離子交換樹脂規劃建置濕式氧化
高效率固化系統，待  貴局審查核備後即著手按規劃執行。 

 

編 號 05 章 節 第四章 頁 碼 9 行 數  

第 1 次審查意見 
低放處置計畫之公眾溝通作業，現階段台電公司之溝通宣導重點在於運用
全國性媒體循序宣傳，尋求塑造全國焦點，並形成正面輿論、普及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公投資訊、推廣活動識別系統、並與民代、公職、媒
體、環保團體及意見領袖溝通，對於場址所在鄉及週邊鄉鎮持續深化溝
通，爭取認同。 
因低放處置為民眾嫌惡之鄰避設施，且須經由全縣地方公投選出候選場
址，地方民眾溝通極為不易，台電公司目前僅以可能場址所在縣營業處之
有限人力及資源，辦理全縣性的說明及溝通作業，鑑於至今國內尚未有一
公投成功案例，請台電公司加強可能場址所在縣之溝通宣導業務，俾能順
利推展後續選址作業。 

答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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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地方溝通宣導小組任務定位為(1)地方溝通宣導據點並進行全縣民
眾宣導。(2)借重區處人脈與資源進行民情蒐集及溝通。(3)結合區處各部門
針對地方政府、民代機構、社區、社團、農漁工會等重點溝通對象進行宣
導溝通工作等項目。其組織架構為設置副處長級專責人員 1 人，組員 10
人，組員人力需求條件由各區處主政，惟須著重其專業性、代表性及忠誠
度，且以公司現職員工為原則，考量區處人力緊澀，至少應有 1/3 組員須
為現職員工，其餘人力由外包人力方式招募，本(98)年度配合業務需求，
已於 10 月初招募 4 名人力，明(99)年度招募人力名額將視業務需求增加
3~5 名，以符合原規劃溝通員額。 
 

編 號 06 章 節 第六章 頁 碼 12 行 數  

第 1 次審查意見 
台電公司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所定程序檢討
處置計畫時程，原預定行政院核定處置設施場址所需時程最短 5 年，認為
選址作業執行至今與預定時程已有差異，將在建議候選場址辦理地方公投
後，配合修訂現行處置計畫。 
前述修訂作業請台電公司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
辦理修訂作業。惟修訂處置計畫未經核定前，請台電公司依現行低放處置
選址計畫，積極配合經濟部趕辦選址作業，儘速核定建議候選場址，俾利
展開後續地方公投作業。另請台電公司依現行「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
溝通平台會議」之各項決議，積極做好低放處置設施申請建照之前置準備
作業。 

答覆說明 
遵照辦理，本公司將持續積極配合主辦機關經濟部辦理選址相關作業，並
依現行「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溝通平台會議」之各項決議，積極做好
低放處置設施申請建照之前置準備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