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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幾年來，資訊快速流通與媒體廣泛傳播，重大議題、政策的討論度也隨之

提升，大家除了更積極發表意見，不少人甚至參加大大小小活動、抗爭、遊行等，

不管是為自己或者是他人，努力捍衛權益，這是作為一個現代公民所必備的基本

素養，但是在這過程中，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真意地為環境、弱勢團體發聲？這

並不是質疑所有參與者的行動，而是有太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只為

了反對而反對，亦是………？ 

 

    針對目前反對核能發電的意見，可以三大主軸來說明，第一是安全性，第二

是核廢料，第三是費用。前兩項是大多數民眾所擔心的問題 ── 核廢料之存放

點，以及後續的處理方式；核電廠本身安全性，是否有完善的緊急應變措施；放

射性物質對周遭居民的危害；運轉風險，會不會是下一個車諾比事件(1986)、福

島核電廠事故(2011)；戰爭時的攻擊目標……等，都是大家所關心，畢竟在台灣

這個海上小島國，人民沒有辦法一窩蜂逃到某一區域去躲避輻射物質。而在費用

上，則以龐大的興建資金和高電價為主，從興建初期的法定預算(約為 89億美

元)，後來因為居民反對、政黨輪替、日本核電廠事故等，斷斷續續中所投資的

金額約為 93億美元，不管是社會成本或經濟成本，都在無形中增加許多，對於

政府財政都是一大負擔；最切身的問題，則是電價高漲，有資料顯示如果沒辦法

使核四運作，那麼為了調節電量使用，必須提高電價以制衡使用量，在現今經濟

不景氣之時，這無疑是給反核大眾一劑強心針。 

 

    支持龍門核電廠續建的原因，也可分為三大部分，首先是溫室氣體排放，接

著是再生能源的穩定度與效率，最後是能源危機。地球本身就是個溫室，溫室效

應是地球得以維持穩定溫度，只是過多的溫室氣體，使得全球暖化，導致冰山融

化、海平面上升，進而全球氣候異常，波及農作物生產、動物遷徙等；若能使用

無汙染的再生能源，例如：風力、太陽能、水力等，既不太過於破壞環境，又能

使人類科技持續發展，是個雙贏局面，但是相較之下，再生能源效率上，以投資

價格衡量，會有成本上的壓力，至少目前不是個有短期經濟效益的行為，況且大

自然的變化並不是容易控制，對於需要長時間大量供電的需求，有技術上的問

題；目前大多國家都使用石化能源，維持經濟發展，然而石化能源並不是無窮盡

的資源可供利用，除此之外，對於需要進口國外石化能源的區域來說，能源不足

亦是一大隱憂，而台灣正是如此。 

 

    從 1980年代核四興建問題，一直鬧得沸沸揚揚，直到 1999年 3月 17日得

以施工，但是到現在已經 2013年，停建或不停建的問題一直無法解決，直到最

近政府才又決定由「全民公投」來處理，這其中必有許多無可避免的政治角力、

國外核災事件影響，一項國家的重大建設，竟然淪為政黨鬥爭的犧牲品，對於整



個社會，不但毫無實質幫助，更在浪費社會資源，政府不應該只是簡單交由「公

投」來決定而已，更應該會彙整國內外專家的意見和現況，讓大眾去了解事實的

真相，於公眾場所公告相關訊息、舉辦公聽會、透過媒體宣導，畢竟大家有「知」

的權利，透過專業學者的分析及論點，讓社會大眾了解事情原委，因為專家有其

專業立場和考量，或許某些觀點百姓不理解，甚而可能產生誤解，透過正確資訊

的傳達，讓公民擁有足夠資源去判斷、決定屬於自己權益之事。 

 

    台灣目前電力來源，比例數據如下：煤炭 40.3%、天然氣 29.1%、核能 19.0%、

再生能源 2.6%，資料顯示台灣目前還是以石化能源發電為主，但是大部分必須

仰賴國外進口，就現在狀況來說，不可能只因為一句「愛護地球」，而暫停所有

非再生能源的使用，既然目前找不到適當的全面性替代方案，可以分為多個面向

進行，像是階段性減少仰賴石化能源，維持核電廠高標準作業程序，積極研究再

生能源的利用等，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大眾的觀念，無法避免核電廠運作，為何不

從自我做起，減少不必要電力消耗，會比討論何種發電對環境最有利，更具實質

上的意義。 

 

    「永續發展」── 當代流行詞彙，保護地球人人有責，但是核能利用問題，

是身處於這個時代的我們所必須面對，不僅發生在我們身上，也會影響到後代子

孫，這是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只能選擇去面對它，所以焦點應該集中在探討 ─

─ 如何有限度利用地球資源，而不是只為當下利益作為第一考量，不管最後公

投的結果是什麼，至少我們應該做到一件事，以認真態度去看待事情發生的緣

由、過程、結果，就算最後結果不如預期，也會留下痕跡，供後人借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