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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查概要 

民國 91 年 12 月 25 日「放射性物料管理法」（以下簡稱物管法）公布施行，

依據物管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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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 條規定：「主管機關應

督促廢棄物產生者規劃國內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之籌建，並要求廢棄物

產生者解決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問題」。另依「放射性物料管理法施行細則」

（以下簡稱物管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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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2

項規定：「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及計畫時程修正時，應敘明理由及改正

措施，報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執行」。 

原能會於 93 年 1 月 16 日同意核備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

畫書」（以下簡稱低放處置計畫）開始執行。95 年 5 月 2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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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施行，規定原能會

為主管機關，經濟部為主辦機關，並於 95 年 7 月 11 日由主辦機關經濟部指定

台電公司為選址作業者。鑑於「場址設置條例」對於選址作業之程序與時限有

所規範，台電公司亦配合修訂低放處置計畫，原能會於 96 年 4 月 26 日同意核

備。 

選址作業期間，主辦機關經濟部原預計於 98 年 12 月底前公告「建議候選

場址」。惟澎湖縣政府於 98 年 9 月 15 日公告將望安鄉東吉嶼大部分私有土地納

入為「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留區」，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於 98 年 9 月 23 日核備。依「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該保留區禁止改變或破

壞其自然狀態，造成僅存 1 處「台東縣達仁鄉」場址，不符場置設置條例須有

2 處以上建議候選場址之規定，使選址作業退回潛在場址篩選階段，因此，無

法依原訂期程執行選址作業，低放處置計畫亦須再次配合選址現況進行修訂。 

台電公司 100 年 11 月 10 日以電核端字第 10010069081 號函提出「低放射

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Rev. 1」，送請原能會核定。物管局為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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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審查本報告，邀請核子工程、土木工程、核種傳輸、功能評估、廢棄物管理

等領域專家學者 4 位，以及物管局人員組成審查團隊，進行本案審查工作。物

管局於 100 年 11 月 14 日完成程序審核，確認文件內容齊全後，隨即進行實質

審查作業。 

本案審查時程為 6 個月，期間審查委員提出審查意見共計 15 項，並辦理 1

次審查會議。台電公司針對審查意見之答覆說明內容，業經審查委員與物管局

複審後，確認澄清審查意見同意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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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查過程 

本案於 100 年 11 月 14 日完成程序審核，確認文件內容齊全後，隨即進行

實質審查作業，經各審查委員提供審查意見並經本局彙整後共計 15 項審查意

見，另於 101 年 3 月 26 日召開審查會議，會議重要決議如下： 

1.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以下簡稱低放處置計畫修訂

二版）時程，台電公司預訂於 105 年 6 月完成選址作業並提報行政院核

定。選址作業時程總計 54 個月，有關地方性公民投票，規劃以 20 個月

內辦理完成，經參酌公民投票法相關作業規定，最長時間僅需 17 個月。

選址作業時程應減縮 3 個月至 51 個月，並應於 105 年 3 月完成選址作業。 

2. 低放處置計畫修訂二版執行期間，將面臨核電廠屆齡除役、蘭嶼貯存場

搬遷及地方民意變化等，均可能導致選址作業未能順遂。因此，物管局

請台電公司再通盤檢討後，提出具體可行之替代/應變方案予以強化修

正，於 6 月底前送物管局核備，以補強低放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章

節內容。 

3. 台電公司應積極逐項建置低放處置技術，並於場址選定前完成，俾利場

址特性調查、處置設施設計及安全評估之遂行。台電公司應於「時程規

劃」章節中增列「建置處置技術」任務項目，並於預定時程甘特圖中「場

址精查、細部設計與安全分析」之前，增加該項任務項目名稱及執行期

程，並請台電公司於 6 月底前研提低放處置技術建置計畫（含敘明安全

評估工作），送物管局核備後以附錄方式補列於計畫書。 

4. 為增進民眾對低放處置安全性之了解，物管局請台電公司就現已建置之

低放處置技術發展成果加以整合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可行

性評估報告」，於 12 月底前提報物管局備查後公告，並應就各年技術發

展成果加以更新，於次年 3 月底前提報物管局備查後公告。 

5. 為強化低放處置計畫執行之自主管理及提升執行成效（預算），物管局

請台電公司於每年 10 月底前提報次年度之工作計畫，送物管局備查，俾

有效落實各年度處置工作之推展。至於 101 年度 7 至 12 月之工作計畫，

物管局請台電公司於 6 月底前提送。 

6. 提升民眾對低放處置設施接受度為地方公投通過之關鍵，而公投作業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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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址作業之關鍵，物管局請台電公司儘速研提地方公投之公眾溝通方

案，於 6 月底前提報物管局備查。 

7. 物管局請台電公司依據本案之審查意見及本審查會之決議修訂處置計畫

修訂二版(含修正對照表)，提送物管局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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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鍵議題說明 

經審查團隊審查評估，共提出 15 項審查意見。現針對 4 項低放處置計畫執

行有所助益或影響之關鍵議題，說明如後： 

議題 1：台電公司對本計畫之期程規劃。 

1.審查意見摘述： 

台電公司擬以浮動的公告核定候選場址(D 日)做為計畫時程之規劃基

準，將使處置計畫推動時程不明確，不符合物管法第 29 條第 1 項有關最終

處置計畫應依計畫時程切實推動之規定。原估計選址公投作業約 2 個月，若

因選務推動之需，得參酌公民投票法，規劃一合理時程。 

另 100 年 11 月提報之低放處置計畫修訂二版，預定於 105 年 6 月擇定

低放處置場址。規劃自經濟部核定建議候選場址至陳報行政院完成核定場

址，所需期程計 54 個月，其中涉及選址公投期間需時 20 個月。惟依物管局

洽商中央選舉委員會及內政部，依公投法辦理公投作業時間最長僅需 17 個

月，故前述階段期程應合理縮減 3 個月為 51 個月，即應於 105 年 3 月擇定

低放處置場址。 

2.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台電公司已遵照審查意見修訂本計畫相關內容，並遵照物管局洽商中央

選舉委員會及內政部，依公投法辦理公投作業時間最長僅需 17 個月之意見

調整規劃期程，未來再視主辦機關辦理公投實際期程配合調整。 

議題 2：台電公司建置低放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之規劃。 

1.審查意見摘述： 

低放處置計畫「民眾溝通」一章中已述明，要做好民眾資訊、民眾教育、

民眾關係、民眾參與四個層次的工作。台電公司到目前為止都沒有提出一份

國內未來低放處置場的概念為何？安全評估的結果是如何？請問將如何為

民眾提出一份充分的處置安全資訊？請台電公司參考用過核子燃料處置計

畫，建置低放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告。 

2.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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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已有約 34 個國家，80 座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順利安全運

轉中，且大多以淺地層處置方式為主，技術成熟且經驗豐富，我國亦參採各

國經驗，規劃辦理低放處置計畫。換言之，低放處置計畫一旦場址確定，即

進行投資可行性研究，其中包括規劃佈置、安全評估、施工規劃、環境接受

性等與技術可行性評估相關之內容。台電公司過去辦理小坵優先調查候選場

址投資可行性研究，同時進行民眾溝通工作，亦順利完成場址調查、投資可

行性研究報告與環境影響評估等任務。現階段依據「場址設置條例」規定辦

理選址工作，雖尚未選定候選場址，台電公司仍以相關文獻與既有調查資

料，完成相關調查報告與關鍵核種篩選評估、潛在場址概念設計、佈置研究

及初步規劃設計、場址安全評估、處置設施功能模擬評估等初步可行性研究

報告；同時亦委託相關學術與研究機構辦理包括廢棄物特性研究、場址調查

評估、工程障壁材料調查研究、安全/功能評估等項目之相關技術發展工作。

台電公司以國內現有工程技術、相關學術與研究機構之能力，並參考引進國

際相關經驗與處置技術，執行低放射性廢棄物之處置，此一作法亦符合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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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要求。 

台電公司將遵照審查會議決議，如期提送建置低放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

報告。 

議題 3：台電公司對本計畫替代/應變方案之規劃。 

1.審查意見摘述： 

低放處置計畫之選址作業，較易發生外部不可抗力因素，且有較大的不

確定性。對於目前運轉中各核能電廠均將陸續屆齡除役，以及地方民眾對蘭

嶼貯存場遷場要求日益迫切，低放處置計畫有必要強化其境內及境外替代/

應變方案，請台電公司補充相關方案之具體內容。 

2.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行政院於 86 年 9 月修正發布「放射性廢料管理方針」，明確要求台電公

司負責在境內、境外尋找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址。為確保國內核能及

放射性物質之民生利用具有穩固之基本條件，國內宜有一處最終處置場，現

階段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最終處置仍應以在國內籌建處置設施為主要目標，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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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處置各方面條件均已成熟，可作為平行替代方案，有助於緩和國內地方

民眾對放射性廢棄物貯存之抗爭或爭議。其他國家或地區若有已經建設完成

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且願接受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且國內外環境

局勢許可，台電公司不排除合作處置之可能性。惟放射性廢棄物之境外運送

處置涉及核能安全與環境保護議題，向為國際間關切之事項，具政治敏感

性，宜由雙方政府就運送與接收原則達成協議后，交由相關權責機構執行。

台電公司為放射性廢棄物營運之執行機構，如政府政策指示推動境外處置方

案，台電公司將在相關主管機關之指導與監督下，全力配合執行。將本項說

明納入第 10 章替代/應變方案。 

議題 4：台電公司對本計畫人力配置之規劃。 

1.審查意見摘述： 

台電公司低放處置計畫管理之專職人力，後端處 2 人及公服處與地方區

處 8 人，合計僅 10 人，餘 20 人為兼職人力，相較於外國處置專責機構近百

人之專職人力編制，台電公司執行低放處置計畫之專職人力明顯不足。物管

局請台電公司說明未來如何加強人力組織配置及提出有效改善措施，以務實

推動計畫。 

2.台電公司答覆摘要： 

台電公司對於大型專案計畫係採功能分組之矩陣方式辦理，本計畫由核

能後端營運處負責執行核能電廠營運與除役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置工作，目前後端處人力約 60 人，由計畫管理組、工程技術組、核能技術

組、安全管制組、策劃組與蘭嶼貯存場等辦理相關後端營運計畫業務，另由

核能安全處、核能技術處、核能發電處、營建處、電源開發處、環境保護處、

公眾服務處及財務處等單位辦理相關配合工作，另相關調查評估及技術發展

則部分委由工程顧問公司、學術與研究機構等辦理，分別依據計畫階段需要

適時投入相關需求人力。目前台電公司執行本計畫相關人力包括選址作業溝

通、計畫管理與相關技術建立等約 30 人，符合目前之業務需求。未來將視

計畫推動需要，調整相關需求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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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審查結論 

台電公司依據物管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規定，提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

處置計畫書（修訂二版）」送審，經物管局邀集學者專家審查後，完成審查作業，

並獲致下列結論： 

1.低放處置作業期程之規劃： 

原能會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計畫」之管制，秉持一貫原則，

要求台電公司按部就班執行本計畫。台電公司已依物管局要求完成低放處置

作業期程規劃，並依物管局審查意見將涉及選址公投期間所需時程縮短 3 個

月，即自經濟部公告建議候選場址後，將以 51 個月的時間完成場址擇定並

報行政院核定，預計於 105 年 3 月完成選址作業。 

2.替代/應變方案之規劃： 

由於本版低放處置計畫執行期間，將面臨核電廠屆齡除役、蘭嶼貯存場

搬遷及與地方民意變化等，均可能導致選址作業未能順遂。故物管局請台電

公司再通盤檢討後，提出具體可行之替代/應變方案予以強化修正，於 6 月

底前送物管局核備，以補強低放處置計畫之替代/應變方案章節內容。 

3.低放處置技術之建置： 

低放處置技術雖然在國際上公認安全可行，惟基於低放處置技術的建置

及妥善選址同樣都是低放處置計畫前端重要任務，國內不應只偏重選址作

業，現行低放處置計畫亦應涵蓋相關處置技術的研究發展工作。 

台電公司應積極逐項建置處置技術，並於場址選定前完成，俾利場址特

性調查、處置設施設計及安全評估之遂行。另台電公司應於「時程規劃」章

節中增列「建置處置技術」任務項目，並於預定時程甘特圖中「場址精查、

細部設計與安全分析」之前，增加該項任務項目名稱及執行期程，並請台電

公司於 6 月底前研提低放處置技術建置計畫（含敘明安全評估工作），送物

管局核備後以附錄方式補列於計畫書。 

4.自主品質管控與人力規劃： 

為強化低放處置計畫執行之自主管理及提升執行成效（預算），物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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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台電公司於每年 10 月底前提報次年度之工作計畫，送物管局備查，俾

有效落實各年度處置工作之推展。另 101 年度 7 至 12 月之工作計畫請於 6

月底前提送。 

台電公司低放處置計畫管理之專職人力，後端處 2 人及公服處與地方區

處 8 人，合計僅 10 人，其餘 20 人為兼職人力，相較於外國處置專責機構近

百人之專職人力編制，台電公司執行處置計畫之專職人力明顯不足。因此，

物管局要求台電公司加強人力組織配置及提出有效改善措施，以務實推動低

放處置計畫。 

5.增進民眾對低放處置安全性之了解，並提升民眾對低放處置設施接受度： 

為增進民眾對處置安全性之了解，物管局請台電公司就現已建置之低放

處置技術發展成果加以整合為「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可行性評估報

告」，於 12 月底前提報物管局備查後公告，並應就各年技術發展成果加以更

新，於次年 3 月底前提報物管局備查後公告。 

另提升民眾對低放處置設施接受度為地方公投通過之關鍵，而公投作業

又為選址作業之關鍵，因此，物管局請台電公司儘速研提地方公投之公眾溝

通方案，於 6 月底前提報物管局備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