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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因福島核災(或公投)改變…
• 地球繞太陽公轉; 太陽從東邊升起

• 無知者無懼

• 輻射無(體外)最低安全劑量

• 全球核電業萎縮中

• 台灣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 台灣核電廠緊鄰(或坐落

在)斷層

• 核四興建過程弊端罄竹難書

• 台灣核電廠耐震沒改變: 核二至四僅0.4g, (台灣一般

建築>0.33g)
• 高階核廢如何保證萬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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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災發生後…
• 核電業壟斷核電資訊 – 無知所以無懼 - 開始崩解

• 較多核電與健康相關研究發表

• 破解部分人對核電的迷信 – eg. Merkel, 日本幾位

前首相

• 沒立刻死人不代表無害! eg. 毒品

• 電廠除役與高階核廢處理, 不容一再拖延

• 核電: 越蓋越貴, 工程不停延宕, …靠核電因應氣候

變遷, 機會越來越渺茫

• 核電業不斷畫“安全、簡單易造”的新機大餅 – 不知

何時實現, 花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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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見不代表乾淨無害

體外輻射對健康影響



核電未來? HSU2019

游離輻射無「最低安全劑量」

NRC, 2006 “Health Risks from Exposure to Low Levels of Ionizing Radiation, BEIR VII Phase 
2”,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有被暴露就會造成傷害，越多影響越重；對發育中的胚

胎或孩童影響最大，年紀越輕影響越嚴重，對女性影響遠高於男性。(徐光蓉整理)

Linear No-Threshold (LNT); 二三十年來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
美國輻射防護與監測小組(NCRP)，美國游離輻射生物影響委員會
(BEIR)，與聯合國原子輻射影響科學委員會(UNSCEAR)等國際組織共
同支持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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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研究 -- 核能工作者

• 1940年代開始, 法國、美國與英國核能工業從業人員 (燃料製作, 研究, 核電, 
再處理等) 所接受的輻射劑量. 涵蓋超過30萬員工. 體外輻射!

• 平均工作時間15年, 累計平均接受輻射劑量25 mSv. 94%累積劑量<100mSv.
• 長期接受低劑量游離輻射罹患白血病死亡風險, 與高劑量輻射風險相當.
• Ref: Leuraud, K, et al (2015)  Lancet Haematol, 2, e276-81. (徐光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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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 核電廠週遭孩童白血病

• 德國政府計畫. 總計24年資料, 1980-2003. 
• 越近核電廠, 5歲以下孩童發生白血病機率愈高. 為甚麼? 
• Ref: Kaatsch, P., et al (2008) “Leukaemia in young children living in the 

vicinity of German nuclear power plants” Int. J. Cancer: 1220, pp. 721-726.
(徐光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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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調查: 腫瘤, 畸形, 小腦, 
無精子…

核
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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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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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形
螢
火
蟲

核災後二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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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夢落空

• 2012年3月經濟學人雜誌

福島核災周年專題 : 
• 核電在民主國家越來越

少; 因為”經濟因素” 
• 沒有政府補貼保證, 沒有

私人公司願意建核電

廠… 
• 長期接受巨額補貼的核

電愈來愈貴…, 而
• 自由競爭與技術進步, 讓
再生能源價格日益便宜



核電未來? HSU2019

核電越來越昂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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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運轉中核電機組數與裝置容量

31 國
363 GW
413 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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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48年10月29日, Pittsburgh附近Donora鎮之正午. Pittsburgh Post-Gazette

1948年美國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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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污染有能力處理復原

Jacobson: Air Pollution1930 1934

2009 Pitt網頁

賓州匹茲堡大學行政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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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經驗

• 2002年5月芬蘭國會同意興建新核能機組, 認為核能”是最
具成本效率的可能… 可以減少CO2排放”。

• 芬蘭TVO公司位於Olkiluoto的第3座核電機組(OL-3), 承包的
法國Areva與德國西門子, 為吸引後續可能訂單, 合約設定總
經費32億歐元, 超過經費由承造公司吸收。

• 2005年8月開始興建, 預計於2009年5月運轉。

• OL-3是第三代歐洲壓水式(EPR)反應爐, 160百萬千瓦

• 2006年7月芬蘭TVO公司宣佈此計畫已進度落後12個月!
• 2012年7月, TVO宣布到2015年才可能運轉(2013/11宣布延

至2016)-測試中(2016/10) –可能2019年底供電?
• 2012年12月 Areva 估計總成本約85億歐元, 約是原32億的3

倍

• Areva因此幾乎破產, 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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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氣候變遷協商

正式排除核電作為溫室效應氣體減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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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氣候變遷與能源 HSU2013

京都議定書, CDM規範

附件一國家避免利用核電在清潔發展機制中抵減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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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溫控制在攝氏1.5度內 – 只剩~12年!

2030 – 2052增溫就會到1.5C

IPCC special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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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未來不樂觀

– Idaho National Lab Director Mark Peters: “What is the 
future of Nuclear Energy”

Stanford 大學演講

www.youtube.com/watch?reload=9&v=XshviTDKqQ
U&feature=youtu.be

台灣人: 關心知的權利? 或縱情於無知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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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腳斷層, > 74公里長,  距核一 7公里, 距
核二5 公里. 

核一

核二

三座核電廠都
離斷層很近

(km) between 台灣大學 台北 101 總統府

核一 30.5 27.4 28.5

核二 24.8 28.2 24.0恆春斷層, 41公里, 從核三
廠穿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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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的設計基準地震沒改善…
• 核一、二、三與四的設計的「安全停機地震」分別為0.3g, 

0.4g, 0.4g, 與0.4g
• 台電宣稱台灣核電廠”可耐 7 級”地震!(?) 

-- 重要核能設施在福島核災後並未強化耐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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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四弊端重重, 不能用

核四廠過去有許多爆料: 
• 保命的圍阻體有寶特瓶

• 台電監工擅自變更超過1450項設計包括緊急冷卻水支架

• 偷工減料

• 電纜線有’咬破’痕跡

• 測試會全黑

• 控制設備被水淹… 
• 二號機組的許多零件被拆到一號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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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全國能源會議 HSU2015 

基本討論原則:正確資
訊!! 

• “「汽車燃料使用費」…且自
民國2013年5月14日起已”修正
課徵方式由隨車改為隨油課徵
，…” 

- 2013年施建生教授學術研討會紀要

By 馬政府能源政策總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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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 2017年初預計啟用16座反應爐，實際上僅3座；另一座在2018年初

完成，共4座。3座在中國，1座在巴基斯坦。

• 2017年中估2018年有19座完工啟用，但2018年中除前所述1座外僅5
座併網- 3座在中國，2座在俄羅斯 - 7座公開宣布至少延至2019年。

興建中

• 建新核電國家: 中 (16), 印 (7),  俄 (5), 南韓 (4), 阿聯酋 (4), 白俄羅斯

(2), 巴基斯坦 (2), 斯洛伐克 (2), 美 (2), 阿根廷 (1), 孟加拉 (1), 芬蘭

(1), 法 (1), 日 (1) , 土 (1) 
• 共計50座反應爐興建中, 總裝置容量 48.5 GW
• 分別於1985 - 2018開始動工, 預計2023年前併網供電

• 估計有33 – 36 座機組興建落後進度

• 50座興建中機組, 平均已花6.5年時間

全球啟用、興建中核電機組數 (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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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11年10月起, 德國售電遠比法國賣德多

• 2012年2月歐洲奇冷, 法國電力不足, 靠德國支援才度過難關

• RTE 2014 annual report

老掉牙的謊言:”德國廢
核卻像法國買核電”

事實: 德國賣電給法國

坊間流傳的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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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預警斷電- 德國丹麥最少

再生能源占比高 ≠ 供電不穩!

斷電時間最短前五名: 盧森
堡, 丹麥, 瑞士, 德國與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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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結構調整 + 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