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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能源是世界趨勢，再⽣能源不只是提供電⼒，後⾯帶動許多產業發展機會，絕對不
像⾺英九先⽣把再⽣能源當丑角。為了推動⽼舊核電廠與品質堪慮的核四廠，曾經有絕對執
政權⼒的⾺英九先⽣舉辦「民間能源會議」，從議程安排、邀請與談的名單，可知道⽴場相
當偏頗。

找特定業者談綠能⽴場偏頗

業界對於能源有各⾃的了解，不是不能諮詢業者的經驗。不過要開「能源會議」理應廣
徵各界專業意⾒。要整體討論能源政策，至少綠能、節能、智慧能源管理、環境保護等專家
都要諮詢。但是我們可以看出⾺英九先⽣所邀請的與談⼈，有⾼耗能產業代表、前台電⽕電、
核電包商、核⼯產業關聯學者、從過去⼀直看衰綠能的經濟學者，會議尚未召開顯然已經預
設⽴場。

⾺英九規劃的能源配比汙染更多

雖然有些朋友認為⽼舊核電延役可以減緩空氣污染的問題，但是⾺英九先⽣所提的能源
配比，跟蔡總統的能源政策相較，⾺英九先⽣縮減再⽣能源與天然氣、增加燃煤與核電。根
據台⼤風險中⼼的專家估算，⾺英九先⽣的能源政策造成的溫室氣體與空氣汙染，比現在的
非核家園政策還要⾼。讓國⼈同時⾯對空污與核災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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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莊秉潔教授與趙家緯博⼠研究顯⽰，⾺英九先⽣的能源政策，汙染量更多）

停留在20世紀的能源觀

未來國際⼤廠需要⼤量再⽣能源以減少產品碳⾜跡，再⽣能源是國際趨勢，因應再⽣能
源的間歇性，各國因應⽅式是加強電網的韌性與彈性。先不提已經要邁入非核減煤的德國，
我們看⽇本最近發展的趨勢，⽇本電業⾃由化之後，東京電⼒、關西電⼒等各⼤電⼒公司、
三菱、東芝、國際等設備⼤廠，都致⼒發展智慧電網，並且結合資通訊技術，發展防災、長
照等加值服務，同時達到節能與IOT(物聯網)產業發展雙贏的局⾯。⾺英九先⽣的能源會議
議程顯然沒有討論到當今能源新趨勢，停留在20世紀的能源觀。

未評估⽼舊核電廠風險

311核災之後，各國更加關注核電風險。如果要討論⽼舊核電場延役，我們必須與地質、
⼈⼜密度類似台灣的國家或地區來比較。以⽇本來說，雖然努⼒維持本國核電產業，但已經
有21座反應爐決定廢爐，唯⼀通過延役審查的反應爐也因為地⽅民意反對⽽卡關。同樣位於
環太平洋地震帶的加州，是⾼科技產業重鎮，最後⼀座核電廠也是預計於2025如期除役。⼀
樣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帶的台灣，核電廠周遭的⼈⼜密度遠⾼於⽇本與加州，如果⼈家不願冒
風險，⾺英九先⽣有何依據認為台灣可以冒⽼舊核電延役風險︖

保守能源政策不利未來經濟發展

因為⼩英的非核家園政策，國際綠能⼤廠投資台灣，帶動相關的產業鏈站站上國際舞台，
隨著智慧電表開始佈建，可以預⾒IOT產業會更有發展空間。如果維持⾺英九先⽣的核電、
煤電為主的能源政策，將會壓抑這些新產業發展的空間，不利台灣經濟發展。

綜上，⾺英九先⽣如果真的關⼼整體台灣能源政策與新經濟發展模式，應考慮重新規劃
「民間能源會議」，聽取各界意⾒，吸取世界新知，避免把能源會議開成「核能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