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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除了以上業務報告外，奉 大院要求，亦接

續對本會近年來推動節能減碳相關工作進行專

案報告。以下謹就本會負責業務項目與節能減碳

相關部分作摘要說明，仍請各位委員先進指教。 

壹、前言  

大家都知道，我國自有能源非常缺乏，能源

進口的比例已超過 99％，我國又是一個極度仰賴

進出口貿易的國家。因此我們過去談能源政策都

是從經濟的需求來看能源規劃，也就是說要如何

保障能源供應的穩定性，以及如何穩定能源的價

格，使國際能源價格的波動對我們產業競爭力和

物價的衝擊降到最低，是政府決策機關要審慎思

考的議題。  

如同本人在前項業務報告所提，從 2005 年

京都議定書生效，以及去年丹麥哥本哈根全球氣

候變遷大會召開後，全球暖化和溫室氣體排放減

量 的 議 題 已 經 是 世 界 各 國 政 府 重 要 的 施 政 核

心。我國近年來的能源消耗在初級能源的供給面

來看，化石能源的占比高達九成；而在發電能源

的占比，化石能源也高達七成。我國二氧化碳人

均排放量在全世界排名第 16，亞洲排名第一，尤

其是近十年的二氧化碳排放的年增率是世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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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亞洲第一。因此現階段能源政策最大的挑

戰，是我們必須兼顧到國家的能源安全和二氧化

碳減量。其實要因應國際間未來對減碳目標的規

範及可能導致對外貿易上的衝擊，各國採取的策

略也都是大同小異，不外乎節約能源（或提升能

源效率）、調整能源配比以提高低碳（或無碳）

能源比例。  

若 進 一 步 觀 察 核 能 在 未 來 能 源 政 策 的 定

位，從國際能源署 2008 年發表的世界能源展望

及近兩年世界各國發表的能源政策來看，歐美幾

個在過去早期積極發展核能，但近一、二十年發

展停滯的國家，均已重新考慮新建核電廠，甚至

過去提出非核或廢核政策的國家，也陸續修正方

向，將核能列為無碳能源的選項。以最近 2 月 16
日 美 國 總 統 歐 巴 馬 表 態 支 持 視 核 能 為 乾 淨 能

源，宣布貸款協助在喬治亞州興建 2 座核能機

組，即是例證。  

貳、我國節能減碳政策  

行政院近年來大力推動節能減碳政策， 97
年 6 月訂定「永續能源政策綱領」，揭櫫「促進

能源多元化，提高低碳能源比重，並將核能作為

無碳能源的選項；發電系統中低碳能源占比由

40%增加至 2025 年的 55%以上」，並擬定二氧

化碳減量目標為「於 2016 年至 2020 年回到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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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排放量，並於 2025 年回到 2000 年排放量」。 

98 年 4 月第 3 次全國能源會議召開後，政

府復參照會議的結論及上述減碳目標，擬定出低

碳施政的具體行動方案。為強化跨部會的整合功

能，今年元月行政院更成立「節能減碳推動會」，

研訂「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將依國家節能減

碳總目標訂定各部門之分年目標、期程、分工及

執行與宣導溝通計畫，並已重新整合經建會「永

續能源政策行動方案」與環保署「我國（溫室氣

體）最適減緩行動方案」，挑選其中 10 大標竿

方案的 72 項（99 年度）重點標竿型計畫作為推

動重點。這 10 大標竿方案包括：「健全法規體

制」、「改造低碳能源系統」、「打造低碳社區

與社會」、「營造低碳產業結構」、「建構綠色

運輸網路」、「營建綠色新景觀與普及綠建築」、

「擴張節能減碳科技能量」、「推動節能減碳公

共工程」、「深化節能減碳教育」及「強化節能

減碳宣導與溝通」，俾建構我國節能減碳施政具

體藍圖。  

參、原能會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推動之工作  

在上述所提「國家節能減碳總計畫」10 大標

竿方案中，「改造低碳能源系統」乙項係由經濟

部主政，以「發展低排放、低污染、安全、自主

及永續之低碳能源系統，減少自然資源消耗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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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衝擊」為導向，並以「推動再生能源倍增方

案」、「降低發電系統碳排放」、「推動智慧電

網計畫」及「推動核能發電合理使用評估方案」

等 4 項標竿型計畫為主軸。「擴張節能減碳科技

能量」的方案係由國科會負責，以「推動能源國

家型科技計畫」和「進行全方位能源科技人才培

育方案」為兩大主軸。  

原能會以我國原子能主管機關的立場，當全

力配合節能減碳政策相關工作推動。當然，最基

本的理念，仍然是要確保國內核能使用的安全

性，進而以原子能研發能量，推展潔淨能源技術

之利用，同時要力求資訊公開，讓民眾對核能有

充分的瞭解。以下謹就本會配合節能減碳政策所

推動相關工作進行摘要報告。  

一、嚴格監督核電廠安全，促進減碳目標  

根據聯合國環境計畫署的數據顯示，核能生

命週期中二氧化碳排放係數每度電為 39 公克，

所產生的溫室效應相當低。惟就如同本人一再強

調的，以原能會核能安全管制之立場，確保國內

運轉中及興建中各核電廠之安全性及穩定性，仍

然是最重要的任務。  

基於發電量的需求，台電公司自 96 年 6 月

起開始向本會申請運轉中核電機組的小幅度功

率提升計畫（每部機組增加 1.7%以下發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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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專案經原能會針對不同機組陸續組成專案

小組就運轉安全層面進行嚴格審查後，已分別同

意台電公司的申請案。而在 98 年 7 月核准最後 1
部機組（核三廠 1 號機）小幅度功率提升案後，

估計每年可增加發電量 4.4 億度，減少二氧化碳

排放 28 萬噸，對節能減碳目標之達成，具有相

當實質效益。 

為達成 99 年 1 月 18 日行政院節能減碳推動

會第 1 次會議所決定：「我國二氧化碳排放減量

目標，短期部分修正為 2020 年回到 2005 年排放

量」之要求，台電公司已規劃對現有運轉中 6 部

核能機組再執行中幅度功率提升計畫（每部機組

增加 7%以下發電量），惟基於相關重大申請案提

送時程之考量，以及本會專業技術審查人力有限

情況下，整體之規劃，尚待進一步研議。惟一旦

台電公司向本會提出相關申請案後，本會仍將秉

持嚴格安全把關的立場，促成減碳目標之落實。 

二、強化資訊公開與民眾參與，增進民眾對核能

的瞭解  

為配合落實節能減碳 10 大標竿方案中有關

教育及宣導溝通相關方案，原能會以「讓社會大

眾能深入淺出、且很容易的獲得正確的核能資

訊」為努力目標，相關規劃推動或創新性服務措

施，已在前項業務報告中說明。例如：發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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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環保人」月刊，促進社會大眾對節能減碳或核

能議題的瞭解；運用新聞局「公益廣告燈箱」宣

傳通路，製作「節能減碳篇」燈片，分別展示於

台北及高雄國際航空站，傳達核能於促進減碳目

標之效益；透過本會網站開放接受社會大眾申請

「輻射你我她」專題演講或偵檢示範；於國家文

官培訓所「文官 e 學院」開辦「輻射與生活」及

「核能發電」2 項數位學習課程，促進公務人員

對核能相關資訊的瞭解；以及從點、線、面往下

紥根之方式，分期辦理暑期教師核能研習營活

動，以推廣核能及輻射的相關知識。  

本會並積極透過官方網站和部落格，將核

安、輻安的管制動態、國內各核電廠每日營運動

態和本會管制相關專案報告透明公開，讓各界充

分瞭解核電廠及其他輻射設施的資訊，以獲得民

眾的信賴。本會也積極擴大民眾或團體的參與監

督，除核電廠視察、核安演習與蘭嶼貯存場均已

邀請民間團體參與訪查或評核之外，蘭嶼貯存場

更邀請民眾和環保團體參與環境偵測與取樣，並

規劃進行平行環境監測作業。  

本會未來將更加強與各核電廠所在地地方

政府合作，加強對核電廠的監督與事故的緊急應

變，以及對地方民眾的宣導，並將定期對核電廠

地區民眾報告核電廠的營運狀況與本會的管制

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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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善用原子能研發能量，推展潔淨能源技術  

如前項業務報告已敘明，本會核能研究所以

其豐厚原子能科技研發能量，除原有核能安全及

核醫藥物相關技術領域外，亦已將研發範疇逐步

延伸至新能源相關領域，包括太陽光電、風力發

電、纖維酒精等。如於 98 年 12 月 22 日於高雄

路竹園區完成高聚光太陽光發電 (HCPV)路竹示

範場，同時於園區內建置「高聚光太陽光發電高

科驗證與發展中心」，擴大進行相關技術移轉與

推廣，除為我國 HCPV 技術研發開拓新里程碑

外，更有效體現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另為加速建構低碳社區及促進綠能產業之

發展，本會核研所亦獲得經建會及高雄縣政府的

肯定與支持，協助規劃「高雄低碳能源示範社

區」、「大高雄地區低碳產業發展政策研究」及「綠

能科技產業園區」等重大專案。未來亦將進駐中

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以帶動綠能前瞻研究。  

此外，本會核研所近年來積極投入纖維轉化

酒精前瞻性量產技術發展、磊晶矽太陽電池技

術、生質能源轉換系統及燃料電池發電系統等領

域，亦陸續展現研發成果，可為我國節能減碳政

策目標之實現，奠定良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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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面對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的威脅，以及後京

都議定書、哥本哈根氣候變遷大會等國際間對減

碳目標的要求，無論政府或民間、團體或個人，

落實節能減碳政策，促進我國永續發展，已是大

家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無可諱言，對於達成目

標之策略，國內產、官、學、研各界可能仍有不

同的看法，如何秉持專業客觀的立場促成「異中

求同」，相信是政府與民間要共同努力的課題。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係原子能專業管制機

關，全體同仁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將隨時以「日

新又新專業創新、核安輻安民眾心安」作為服務

理念。我們相信「核能安全是核能發電能夠對減

碳有實質貢獻的唯一途徑」。  

再次感謝各位委員先進對本會推動節能減

碳相關工作的關心，敬請支持與指教，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