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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除核能聲中德國啟用歐洲最大的燃煤發電廠 

2012 年 8 月 27 日 

華盛頓郵報記者 Michael Birnbaum 於 2012 年 8 月 23 日的報導 1指

出，具有強烈企圖要走向綠色能源的德國，在一個星期前(8 月 16 日)由

環境部部長Peter Altmaier主持了歐洲最大的燃煤電廠BoA 2&3號機啟用

典禮，此一位於德國

Cologne 附近的燃媒電廠為

RWE AG 電力公司所擁有，

兩部機發電功率共計為

2,200 MWe(相當於兩部大

型的核能機組)，熱效率可達

到 43%，每年可發出 161 億

度電，提供 3 百 40 萬用戶

使用。Altmaier 部長表示 2，

此一現代化高效能的燃煤電廠將取代 13 座小型且效率較差的電廠，不但

可以降低二氣化碳的排放，並在能源工業成功的轉型上提供顯著的貢獻。 

另有報導指出 3，德國梅克爾(Merkel)政府宣稱此新啟動的電廠，是

為了配合其逐漸廢核的政策，在未來再生能源建立足夠的容量之前，使

用燃煤電廠是必要的過渡。然而批評者認為此設施使用褐煤(Lignite)為原

料 4，是一種採自地表開放式煤帶的軟煤(soft coal)，相較於硬式的煤礦，

其二氣化碳排放量將增加 29%，對於德國政府計畫在 2020 年前降低 40%

溫室氣體排放的雄心，此大型火力電廠無疑是一項重大的矛盾。此外因

為德國逐漸增加煤的使用，造成全世界又回到利用這種相對便宜的能

源，它佔了 2011 年總能源使用量的 30%，是自 1969 年以來最大的比例。 

自從 Merkel 總理在 2011 年宣布要加速德國廢除核能發電的決定

後，原本叫好並支持她的環保人士，現在開始擔心她及中間偏右的基督

教民主黨太快去擁抱更髒的替代能源(dirtier alternatives)。分析家指出，

圖一: 民眾在 RWE AG 燃煤電廠觀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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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兩難，顯示出就算有豐富的資源及大眾的支持，如何能夠平衡環

保與各種能源選項間之優先度，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雖然核能是低

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然而自從日本福島電廠核子事故之後，對於一些

不再擁護核能的國家，預期也很快地會面臨相同的問題。 

德國的領導者強調他們正

在投資費用與環境管理間取得

妥協，以便能符合 2020 年的能

源使用目標。在此之前，德國仍

需要傳統石化能源以補再生能

源(風力及太陽能)的不足。環境

部長 Peter Altmaier 表示 2020 年

的目標是 35%的再生能源，但亦

等同將有 65%的電力來自石化

燃料。他另強調雖然一開始因為

要同時執行廢除核能並降低二

氣化碳排放之兩大目標，但在努

力之下，仍對達成目標保持樂觀

的態度。 

環保人士仍對於 Merkel 聯合政府不放心，並認為政府並沒有嚴肅地

看待上述的目標。其理由之一為 2011 年 3 月份福島事故發生之前，Merkel

總理仍尋求減緩廢核的時程，然在福島事件不久之後，她又提出了比前

任總理 Schroeder 更為加速廢核的計畫，此種反覆不定的態度，讓反對派

綠黨對於執政當局是否有廢核的決心仍存有疑慮，並認為沒有足夠的措

施來接續停止核能電廠運轉後的情勢。 

風力及太陽能發電在德國的比例是逐漸地成長，該國也是致力於解

決或掌握再生能源問題的先驅，相對於傳統能源可提供穩定的電力，風

力發電機及太陽能板則因著會有無風或無陽光的日子，產能上會出現劇

大的變化。大規模地儲存電力是一項極大的挑戰，而德國的電力傳輸網

圖二: 德國 2022 年廢核及能源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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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是為了間歇性的再生能源所設立的，德國工業界聯盟就曾批評政府

的環境計畫，且在過去三年中電力中斷的狀況增加了 30%，對於精密工

業設備造成了很大的威脅。德國政府正試圖克服這些障礙，並正發展智

慧型電網設備，以產生和分配大規模的再生能源，環境部 Altmaier 部長

即表示這是自二次世界大戰以來，德國所進行最大規模的經濟挑戰。此

外，德國能源決策者仍認為需依靠傳統電源來應付無風及多雲的日子，

而目前最有可能的來源仍是燃煤電廠，天然氣雖然是較為乾淨的替代

品，然而因其在歐洲價格非常昂貴，使得電力公司不敢輕易去投資。 

儘管有著上述各種複雜的問題，許多專家們仍期望德國能實現能源

目標，但承認要在 2020 年前降低 10%的能源消耗量是一件非常嚴峻的挑

戰。至於德國近年來增加使用太陽能，部分的原因係政府的補貼政策，

而使得業者裝設太陽能板變得大有利潤。但其費用則由消費者來承擔，

預計下個年度每戶將平均多支出 154 美金。消費者團體預估未來 10 年因

推動綠色能源的使用，電力價格將增加 20%到 60%之間。此一開銷的增

加將造成低收入家庭的負擔，然而此一在德國廣受歡迎的綠色能源計

畫，被視為道德重要性高於經濟性的必要措施。 

德國在 2025 年之後，還有一項在 2050 年提高再生能源比例到 80%

的目標，而這需要徹底地改變電力的製造、傳輸、及使用，Altmaier 部

長表示真正的能源過渡將啟始於 2025 年，而這項工作會愈來愈艱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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