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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今天因蔡主任委員已另行應 大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4 月

13 日之要求，列席「科技部組織法草案、科技部核能安全署組

織法草案」審議會議，爰由本人代表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就「核

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對委員所提「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法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出報告，敬請各位委員先

進惠予指教。 

壹、對「核子損害賠償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之說明 

鑒於我國《核子損害賠償法》自民國 86 年修訂至今已逾 10

餘年，其間立法制定或修正時所依據之國際公約或國外法例均

有所更易。為使我國核子損害賠償法能與國際接軌、與時俱

進，原能會自 98年起即展開核子損害賠償法相關研究，且於去

（100）年初起，進行修正條文之草擬，之後適逢 311 日本福島

核電廠事故發生，更加速進行本法實質內容的修訂作業。 

國際間對於核子損害賠償責任，主要區分為兩大制度：一

為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核能署（NEA）於 1960 年所

推動制定之《巴黎公約》；另一為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於

1963 年所推動制定之《維也納公約》。 

然而，不論是《巴黎公約》或《維也納公約》，其賠償責

任制度都包括下列幾項共同要素： 

一、 「無過失責任」：即不問核子設施經營者有無過失，均負

賠償責任。 

二、 「集中責任」：即由核設施經營者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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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限責任」：即賠償金額有上限規定。 

四、 審判之管轄權屬於發生核子事故國家之法院。 

五、 涉及生命或身體傷害部分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 

兩者後相繼調高賠償金額上限達 3 億特別提款權。且於

2004 年簽署的《巴黎公約修正議定書》及《布魯塞爾補充條約

修正議定書》，已更進一步分別調整賠償上限至 7 億歐元與 15

億歐元，惟兩議定書目前均尚未生效。 

美國是世界上最早規定核子損害賠償民事責任之國家，在

1957 年即頒布《普萊斯－安德森法》（Price-Anderson Act），

其後並經數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是在 2005年，《能源政策法》

規範了核子設施經營者應購買 3 億美金保險作為事故後受害民

眾的第一層保障，第二層由核子設施經營者每年以每部機組為

單位，提撥 1 千 5 百萬美金作為共同賠償基金，依據目前美國

國內 103 部機組估計，此兩層保障之設計，總計約有 1 百億美

金以上用以履行第三人責任險。 

我國係參照維也納公約之基本原則於民國 60 年 7 月 26 日

制定公布《核子損害賠償法》。本法之立法宗旨主要為經由絕

對責任、有限責任、無過失責任三項原則，建構出保護被害人

權益之賠償機制。對於核子事故受害人，因為核子損害賠償責

任絕對集中於核設施經營者及無過失責任之採行，有助於損害

賠償請求權之成立；復因強制財務擔保制度及國家之代位責

任，可確保其損害獲得賠償。核設施經營者雖負有絕對責任，

但因損害賠償總額有限責任之緩衝，亦免除了背負不可預測的

重大賠償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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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本法自民國 60 年公布施行以來，雖於 66 及 86 年兩次修

法，惟距上次修法至今亦已逾十餘年。在此其間，立法制定或

修正時所依據之國際公約或國外立法例均已有所更易。為能順

應國際趨勢，本法確有修正之必要，近年亦在持續地研修當

中，惟於 2011 年 3 月 11 日日本東北部外海發生其有觀測記錄

以來芮氏規模 9.0 級最大的地震，並引發海嘯造成福島核電廠

之重大事故後，本法備受關注，也加速了修法的進程。 

民國 100 年 9 月 29 日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行政院院會

審查通過，並於同年 10 月 4 日送立法院審議，復因屆期不續

審；始於今（101）年 2 月 20 日再送立法院審議，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 為符合國際公約之趨勢，並提高核子設施經營者之責

任，爰將「重大天然災害」所導致之核災，排除於核子損

害賠償之免責事由之外。（修正條文第十八條） 

二、 參照國際公約，將核子設施經營者之損害賠償責任限

額，由現行之新臺幣四十二億元提高至新臺幣一百五十

億元。（修正條文第二十四條） 

三、 考量核子事故造成生命喪失或人體傷害之潛伏期往往甚

長，爰延長其賠償請求權時效至三十年。（修正條文第二

十八條） 

四、 對核子物料所屬核子設施經營者之損害賠償責任，不宜

因引起核子事故之核子物料是否係經竊盜、遺失、投棄

或拋棄而有不同，爰將現行條文第二十九條對核子設施

經營者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以自竊盜、遺失、投棄或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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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時起二十年為限之規定刪除，回歸第二十八條規定。 

「核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期效益如下： 

一、 本次修法將使損害賠償免責事由縮減、損害賠償最高限

額提高，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延長，藉由適度增加

核子設施經營者的責任，提供民眾更為充分、妥善之保

障。 

二、 本法修正後將可適度與國際接軌，將有利於我國加入國

際公約，未來將可透過簽約國彼此的互相支援合作，進

一步提昇對民眾的權益保障。 

綜上報告，懇請  各位委員全力支持本法部分條文修正

案，以促其儘早完成修法。 

貳、對委員所擬具「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十三條修正草案」

之說明 

「緊急應變計畫區」係指核子事故發生時，必須實施緊急

應變計畫及即時採取民眾防護措施之區域；核子事故的後果若

萬一導致輻射物質之外釋，以致於影響電廠週邊環境或民眾安

全的情況發生時，其過程是漸進的，有時序性的，不像地震或

土石流災害瞬間發生，一般都有足夠時間進行民眾防護措施。

事實上，越靠近核能電廠的地區，自然就越有可能受到核子事

故之影響，因此政府依法必須在緊鄰核能電廠的四週劃定緊急

應變計畫區，做好各項核災準備的預防工作，但核災發生的可

能狀況很多，對特定核災而言，其實際需要疏散的範圍大小和

上述事先劃定的區域並不一定一樣。在參考日本福島事故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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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原能會已採取核電總體檢中強化超出設計規範之深度防禦

精神，除緊急應變計畫區經檢討後由 5 公里擴大為 8 公里外，

也規劃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外，對超出預想事故作延伸的準備，

執行若干民眾防護措施的準備、教育與演練，以做好整備但不

擾民作為緊急應變準備區施政的考量。 

保護民眾安全，必須未雨綢繆，原子能委員會已要求台電

公司依據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擴大為 8 公里，並參考日本此次

地震、海嘯及核災等複合式災難事件應變經驗，刻正重新進行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民眾防護措施之分析及規劃的檢討，該內容

包含民眾之集結、疏散與收容、輻傷醫療等平時整備作業。未

來將對緊急應變計畫區內外之平時整備作業進行完善規劃，例

如建立國家碘片儲存庫、規劃臨時及較長期的收容安置措施、

擴大緊急應變計畫區外偵測範圍並增設即時偵測資訊看板、加

強民眾防護措施教育與溝通等。 

此外，災害防救法修正草案已將輻射災害納入規範，對於

緊急應變計畫區內或更大範圍的行政區域，會結合災害防救體

系將民眾防護措施納入地方政府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中，如碘片

集中貯放、預先規劃輻射偵測路線、結合防空民防廣播系統擴

大預警範圍、規劃大規模收容安置與演練及加強民眾教育溝通

等，以供必要時採行預防性之疏散與掩蔽作業，確保民眾安

全。 

參、結語 

原能會為我國核能安全管制機關，對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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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備相關作業，均會以最審慎的態度加以規劃執行；而對於核

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之修正，亦是參考國際間及國內情勢現

狀所作之調整。敬請 各位委員惠予支持行政院版本。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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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核子損害賠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十八條  核子設施經營

者，對於核子損害之發

生或擴大，不論有無故

意或過失，均應依本法

之規定負賠償責任。但

核子事故係直接由於國

際武裝衝突、敵對行為

或內亂所造成者，不在

此限。 

第十八條  核子設施經營

者，對於核子損害之發

生或擴大，不論有無故

意或過失，均應依本法

之規定負賠償責任。但

核子事故係直接由於國

際武裝衝突、敵對行為

、內亂或重大天然災害

所造成者，不在此限。 

一、「重大天然災害」為不

確定法律概念，以其

作為核子損害賠償之

免責事由，於個案認

定時不僅易生爭議，

亦可能使核子設施經

營者有過大之免責空

間，以日本福島核災

為例，即是第一個因

重大天然災害所導致

之嚴重複合型核災，

重大天然災害對核子

設施安全之影響程度

與現場應變措施是否

適時、恰當，其間與

其他人為因素交互影

響，不易分辨。 

二、另考量一九九七年維

也納公約修正議定書

（於二○○三年生效）

與二○○四年巴黎公

約修正議定書（尚未生

效），均不再將重大天

然 災 害 列 為 免 責 事

由，可知核子設施經

營者對因重大天然災

害造成之核子損害仍

須負責，乃國際之發

展趨勢，爰將但書「或

重大天然災害」刪除，

以提升核子設施經營

者之責任及符合國際

公約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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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核子設施經

營者對於每一核子事故

，依本法所負之賠償責

任，其最高限額為新臺

幣一百五十億元。 
前項賠償限額，不

包括利息及訴訟費用在

內。 

第二十四條  核子設施經

營者對於每一核子事故

，依本法所負之賠償責

任，其最高限額為新臺

幣四十二億元。 
前項賠償限額，不

包括利息及訴訟費用在

內。 

按補充巴黎公約之布魯塞

爾補充條約及一九九七年

維也納公約修正議定書，

均將單一核子事故之賠償

責任限額大幅提高至三億

特別提款權（ SDR ，一

SDR 約等於美元一‧五

元、新臺幣五十元），爰比

照國際公約，提高本法賠

償責任限額至約等同於三

億 SDR 之額度，即新臺幣

一百五十億元，俾強化受

災民眾之保障並適度與國

際接軌。 

第二十八條  因核子事故

所造成之生命喪失、人

體傷害之賠償請求權，

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

負賠償義務之核子設施

經營者時起，十年間不

行使而消滅；自核子事

故發生之時起，逾三十

年者亦同。 
其他核子損害之賠

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

知有損害及負賠償義務

之核子設施經營者時起

，三年間不行使而消滅

；自核子事故發生之時

起，逾十年者亦同。 

第二十八條  核子損害之

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

人知有損害及負賠償義

務之核子設施經營者時

起，三年間不行使而消

滅；自核子事故發生之

時起，逾十年者亦同。 

一、巴黎公約第八條第一

項及維也納公約第六條

第一項，原均規定損害

賠償請求權自核子事故

發生時起十年後消滅。

但一九九七年維也納公

約修正議定書及二○○

四年巴黎公約修正議定

書已將生命喪失及人身

傷害之損害賠償請求權

時效大幅延長為核子事

故發生之日起三十年。

另國際間，如德國、英

國、瑞士等亦有將上述

請求權時效延長至三十

年之規定。日本目前亦

研議修法延長至三十

年。 

二、配合國際公約及國際

間之趨勢，並考量核子

事故造成生命喪失或人

體傷害之潛伏期往往甚

長，爰將生命喪失、人

身傷害之賠償請求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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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與其他核子損害賠償

請求權之時效分別為二

項規範。第一項定明生

命喪失、人體傷害之賠

償請求權時效延長為自

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負

賠償義務之核子設施經

營者時起，十年間不行

使而消滅；自核子事故

發生之時起，逾三十年

者，亦同。至其他核子

損害之賠償請求權時

效，仍維持現行規定。

第二十九條 （刪除） 第二十九條  引起核子事

故之核子物料係經竊盜

、遺失、投棄或拋棄者

，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消

滅時效依前條之規定。

但對該核子物料所屬原

核子設施經營者請求賠

償時，以不超過自竊盜

、遺失、投棄或拋棄之

時起二十年為限。 

一、本條刪除。 

二、核子設施經營者應負

核子物料之保管責任，

且本法基本精神在無過

失責任與集中責任，亦

即不問核子設施經營者

有無過失，核子事故發

生後，對受損害之第三

者均應負賠償責任，其

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不宜因核子物料係

經竊盜、遺失、投棄或

拋棄者而有所不同，相

關損害賠償請求權時效

應回歸第二十八條規

定，爰刪除本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