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核一廠除役及乾式貯存訪查活動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5 月 25 日上午 10 時 00 分 

二、地點：石門區山溪里市民活動中心 

三、出(列)席單位人員：(如會議簽名單) 

四、主席：陳副局長文泉                             記錄：萬明憲 

五、主席致詞： 

石門區林區長、新北市政府代表、各位里長、顧問、環保團體代

表、台電公司核後端處范副處長、核一廠康廠長，各位女士、各位先

生：大家早安！ 

首先我謹代表原能會，歡迎大家參加「核一廠除役及乾式貯存訪

查活動」，這次是自 100 年 5 月辦理活動以來，第 19 次訪查活動，也

非常感謝大家持續參與活動並提供諸多寶貴意見。近期國內疫情相當

嚴峻，為免影響核一廠除役作業執行，並能兼顧定期進行實質溝通之

活動宗旨，因此向石門區公所商借山溪里市民活動中心辦理本次活動，

在此特別感謝石門區公所協助，同時也感謝各位代表今日撥冗出席。 

原能會自 108 年 7 月核發核一廠除役許可後，持續要求台電公司

依除役計畫執行相關作業，以確保如期如質完成除役工作。乾式貯存

設施為核一廠除役必要設施，原能會除要求台電公司持續積極與新北

市府溝通協調，以儘早啟用第一期乾式貯存設施，另也要求台電公司

持續辦理乾式貯存統合演練作業，以確保維持熱測試作業量能。第二

期乾式貯存設施台電公司已規劃採室內貯存型式，目前正在規劃辦理

招標作業，原能會將持續督促台電公司依除役計畫時程積極推動。 

今日訪查活動主要由台電公司簡報「核一廠除役作業及室內乾式

貯存設施辦理進度」及「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統合演練作業」，並搭配

影片解說與介紹，使各位鄉親及代表瞭解目前各項作業之辦理進度。

台電報告結束後，將進行綜合討論，聽取各位代表的建言，也請各位

代表能不吝指正。 

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訪查代表的參與，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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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告事項： 

台電公司簡報「核一廠除役作業及室內乾式貯存設施辦理進度說明」

及「核一廠乾式貯存設施統合演練作業說明」(略)。 

七、訪查會議意見摘錄(發言單如附件)： 

(一)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張執行秘書易鴻： 

1. 有關在地里長與里民表達核一廠不能作為最終處理場所案，新北

市政府多次聲明，中央政府高層(府、院長)須明確宣示「核一廠

不能作為最終處置場所，並應積極尋找實際最終處置場所」，作

為國家核能政策方針。在尚未確認前，以興建室內乾式貯存場所

為目標。 

2. 有關核電廠之安全事項及除役工作，經石門區公所彙整後，如尚

有要求台電公司說明者，可提報新北市政府核安監督委員會討論

或說明。 

(二) 石門區公所林區長俊宏： 

1. 反對核廢料儲放在本區，未遷出前的暫儲期間應確保安全性並儘

速移出。 

2. 暫儲期間，以目前的除役工作流程及乾貯設施，有哪些狀況可能

造成輻射外洩？外洩時影響範圍、影響程度(人體健康、水、土、

動植物、空氣)，影響持續時間？ 

3. 如果仍有核災威脅，原能會及核一廠對於疏散廣播系統應加以更

新維持運作，避難包、家戶滅火器等也應補足，以利受影響的地

方民眾應變疏散。 

4. 目前乾貯無法啟用致核廢料仍在反應爐無法取出，請台電公司速

依新北市政府之要求改善完成，並研擬合理之暫儲遷出實質保證，

提供實質保證以保證未來一定會遷出不會變最終處置場，以讓地

方民眾安心。 

(三) 邱朝欉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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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除役後風發電的運作、道路的維護。 

2. 拆除后受污染物件採噴砂除污會不會造成輻射塵，造成更嚴重的

二次污染。 

3. 二期室內乾貯，仍懷疑將來還是會是最終處置設施。 

(四) 林茂森里長： 

應儘速確定核廢料最終處置場址，以解決地方問題。 

(五) 環境法律人協會謝副秘書長蓓宜： 

1. 核一廠除役工程涉及利益龐大，2016 年至 2019 年曾被媒體揭露

有黑道綁標的情況，甚至造成地方社區不安。這起事件揭示依照

目前政府採購法無法排除不良廠商參與招標的情況，核電除役工

程品質涉及地方民眾核能安全，針對不良廠商參與除役工程招標

一事，目前原能會或台電是否有因應措施？ 

2. 原能會在行政院組織改造方案中，降級為三級獨立機關，對除役

工作是否可能造成影響？有關影響範圍以及可能造成的負面因

素，未來在除役工作或核廢料處置、選址等任務上，是否會遭遇

困境，應與鄉親、社會大眾說明清楚。 

3. 目前除役工程顧問是否已經洽詢國外專家？招標工作進度如何？

是否已經確定未來拆除廠房作業是由單一國際公司協助處理，或

者由多家公司組成顧問團隊協助除役工作？ 

4. 第二期乾式貯存設施目前進度為何？是否完成招標？所用材質、

裝桶方式、運送方式等是否與一期相同？  

5. 核廢料的處置進度與地方能否實質除役息息相關，原能會過去曾

經提出核廢三法的架構，並擬定推動修法，以便能夠完善我國核

廢料最終處置的法令機制，惟後續修法工作停擺。請問目前是否

有規劃修法作業的相關期程？預期何時會再次提出修法？ 

6. 承上題，依照台電公司於官方網站公開的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期

程，目前應該是處於第二階段「候選場址評選與核定」，規劃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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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到 2028 年結束，預期要完成候選場址的調查評估、建議優

先詳細調查的場址、建立候選場址功能/安全評估技術等工作，現

在已經 2022 年，相關工作卻沒有聽到任何消息，試問在法規範

付之闕如的情況，如何進行此階段的工作，請原能會及台電公司

說明目前計畫的進度。 

7. 金山萬里石門等地與核一、核二廠共存四十年，社區十分仰賴核

電廠提供的補助回饋，面對核電廠未來除役，地方社區應該要能

夠轉型成長，擺脫核電廠長期對地方社區帶來的影響，也就是民

間所稱的地方的復育、再生，儘管公民團體在除役環評、除役計

畫審查過程中都不斷強調社會轉型與社會除役的重要性，但是台

電及原能會目前仍然沒有看到採取具體的行動，原能會及台電應

負起責任，規劃社會除役的相關計畫，協助地方社區能夠擺脫核

電長期帶來的影響。 

8. 目前除役是否受疫情影響？若持續延燒，目前規劃是否有調整變

動之需求？ 

9. 有關二期乾式貯存設施的招標進度為何？貯存桶的材質、裝桶方

式、運送方式等是否能與一期接軌？是否有設定期望的型號？ 

10. 目前拆除的廢棄物是否堆置在土石方堆置場？ 

11. WMA 區位在哪裡？是否都要將污染物運送到本區才除污？ 

12. 統合演練人力均為青壯年，請針對除役人才庫的建置情形說明，

這些參與的人力專業及職位在哪？是否有應對除役的專業能力，

目前訓練機制為何？ 

(六) 北海岸反核行動聯盟郭執行長慶霖： 

1. 核一廠保物組人力組織變動，進度如何？應進行擴編。 

2. 保物組課長職責及能力在除役工作重要性為何？保物課長聽說

有專業度不足情況，是否為真？ 

3. 張學植處長為何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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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孫副會長博萮： 

1. 希望能以入廠參觀為主，倘若因疫情因素無法入廠，辦理方式可

採線上會議同步進行，避免舟車勞頓及群聚風險。 

2. 統合演練缺乏墜落測試，包括吊掛作業、運送過程、過乾華橋墜

入溪谷中等，應實際測試。 

3. 室內乾貯之「再取出單元」之確切規格？ 

4. 從中期(乾式)貯存轉換到最終貯存之 process 為何？ 

5. 針對核一二(或三)廠乾式貯存系統、設備、器具之除役計畫(符合

國際原子能總署規範)及負責處理之單位為何？ 

6. 承上，針對相關規範與計畫之審查，請提供審查委員內外部專家

名單及其專業。 

7. 關於除役產生的廢棄物經處理後可資源再利用及回收之部分，請

詳述如何”再利用”。 

8. 倘若 40 年後尚未找到最終貯存場，請問乾貯設備如何處理，是

否採換桶後繼續存放在現地。 

9. 「中期貯存」相關規畫、候選場址為何？原乾式核廢料貯裝容

器已達到使用年限，難道不必換桶？請提出規畫內容。 

10. 未來相關會議請安排線上同步直播。 

(八)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賴發奎先生： 

1. 針對核一廠第一期的乾式貯存，請問台電公司設計的場內移動路

徑，為何違反美國 NRC 對 NAC 此款密封鋼筒的使用規範？ 

2. 針對核一廠與核二廠的乾式貯存，請問台電是否有依國際原子能

總署的規範於設計階段時一併提出除役計畫？ 

3. 請台電公司說明高放處置容器型式及採用原因。 

八、原能會及台電公司就訪查會議意見答復說明： 

主席說明：非常感謝訪查代表之提問，並提出諸多寶貴建議。囿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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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素，另提問中也涉及技術性議題，已先由原能會及台電公司針對

訪查代表意見作簡要性的回應說明，會後將請台電公司提供完整詳盡

之書面答覆資料，並包含相關佐證資料，再函送各位訪查代表卓參。 

九、決議： 

(一) 請台電公司持續針對地方民眾關心之核廢料遷出時程、乾貯設施安

全等議題，列為溝通項目，適時向民眾說明。 

(二) 本次會議訪查代表之意見，請台電公司參辦，重要議題請加強溝通

說明。另請於收到會議紀錄 2 個月內，將決議事項、訪查代表意見

之辦理情形及答復說明函送本局，俾利上網公開。 

十、散會(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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