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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核一廠 1 號機在 103 年 12 月定期大修，104 年 1 月發現 1 束燃料組把手鬆脫，因而停機檢

修。直到 104 年 4 月，主責監督核安的原能會雖已通過安檢，但就在 104 年 3 月，立院教委會

決議重啟前，須先向該委員會進行安檢報告。原能會雖接連 4 次發函立院盼報告，但截至目前

未排入議程。 

2.本週三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已排定「新政府如何處理核一廠停機與台電供電缺口問題」相關

議題報告，請蔡政府對重啟 1 號機政策進行說明。 

3.由於蔡政府已宣示推動 2025 非核家園，政院及民進黨立院黨團也將《非核家園推動法》列

優先法案，因此，如重啟核一廠 1 號機，勢必引發反核團體抨擊，違反減核政策。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黃昭順  林德福  王惠美  

張麗善 

6、 

有關媒體報導「核一二廠冷卻池爆滿 為解限電危機 台電推分時運轉 電價恐漲」，台電

表示，如果核一、二廠因乾貯計畫受阻而被迫提前停止運轉，將對供電穩定產生影響，台電因

而研擬核一、二廠運轉應變措施，惟方案內容尚在研議中。台電進一步說明，分時運轉方案僅

針對核一廠，非報載所指稱核一、二廠，目前規劃核一廠於用電尖峰期間運轉約 5～6 個月，未

運轉期間，則調度其他燃氣或燃油機組補足電力供應缺口。至於對電價的影響，仍需視分時運

轉期間的長短及當時替代燃料的成本而定，粗估因其停機而減少的發電量占全年度系統發電總

量比率不到 3%，對電價的影響應屬有限。 

但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去年三月通過民進黨立委提出的臨時提案，要求原能會審查台電所

提核一廠 1 號機報告完畢之後，准許重啟運作前，應向立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不過，原能會前後提了五次，都沒被排上。又日前反核團體要求核一廠 1 號機已經停機超過一

年，應該依照「核管法」視同廢機，不得啟用。 

鑒於近來多數民意，以「反核髮夾彎、缺電就轉彎」諷刺小英政府對於穩定供電措施已到捉

襟見肘的程度，不得不向核電低頭的窘境，爰要求經濟部、能源局、台電公司應堅持既定核電

政策並強化發電、輸電、配電執行效率，確保民眾於炎熱夏季不受限電之苦的小確幸！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林德福  黃昭順  張麗善  

王惠美 

7、 

經濟部為推動小英政府 2025 年廢核目標及推動再生能源及綠能發展提出下列措施： 

1.該部宣稱首要之務是推動太陽能光電產業。經跨部會協商，預計將有 1 萬公頃土地先測試

場域，估計一年能發 83 億度電，創造近百億元內需投資。 

2.由於電廠報酬穩定，認為最適合退休基金、壽險投資。 

3.發展太陽能，面臨土地不足問題。經過跨部會平台協商，農委會將釋出約 1 萬公頃土地，

裝太陽能面板營運後，每小時可發電 330 萬度，相當 1 年發 83 億度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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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另還有高鐵、高速公路旁等國有地也考慮釋出，推太陽能發電，這部分經濟部正與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協調中。 

5.國內太陽能供應鏈面板充足，最缺的是組裝模組這塊，並須考慮中國大陸競爭，如何讓台

灣的綠能產業國產化，往前邁進，經濟部已經規畫相關措施。 

鑒於上述太陽能發電方案將面臨下列挑戰： 

1.一萬公頃土地設置太陽能板發電必受限於國內島嶼地形限制，相對於大陸新疆太陽能板模

式，將大量增加設置、儲存及傳輸經費，綠能電費價格是否能為民眾接受是大問題？ 

2.以目前全球面臨極端氣候挑戰，可發電時數是大問題？ 

3.由農委會提供 1 萬公頃農地轉為發電使用，將大幅減少作物種植面積嚴重影響國內糧食自

給率，想要確保台灣糧食安全及推動地產地消消費行為更不可能。 

4.將台灣大幅面積種植太陽能板，的確可達到短期去化國內太陽能板產量過剩問題，但由政

府進行設置形同對製造廠商變相補貼，且以美國著名大廠大幅依賴政府補貼最後破產而言，該

項政策能延續多久是大問題？ 

為此，爰提案作成下列決議：「太陽能設施的推動是能源取得的重要方式，但台灣考慮各項

條件，應以推廣民眾自行設置，成為電力供給輔助設施為主，並將補貼、設置經費以獎勵方式

讓國人實際受惠，藉以建立綠能概念讓台灣成為能源永續之島。」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林德福  王惠美  張麗善 

8、 

近日氣溫居高不下，再加上台中火力電廠 6 號機破管解聯，供電更加吃緊，在全力衝刺需量

競價減少負載後，使得 5 月 31 日 13 時 53 分，全台用電量達 3,442.48 萬瓩，備轉容量率降至

1.64%，備轉容量僅餘 56.42 萬瓩（含試運轉中的林口新 1 號機 80 萬瓩），創 10 年新低，供電

燈號亮紅燈。 

為因應此供電極度吃緊的狀況，台電召開電源不足時期協商應變會議，除實施需量競價措施

及汽電共生電力緊急收購機制外，並協同民營電廠於 13～15 時用電尖峰時段啟動火力機組「短

時超載運轉」之非常手段。 

台電表示，感謝民營電廠協助，才得以度過本次供電難關，但往後天之供電情況仍十分嚴峻

，也懇請民眾節約用電。 

爰要求經濟部、能源局應積極督導台電公司完善台灣各項電力供給措施，堅守既定核電政策

，勿再次落入「核四髮夾彎，缺電就轉彎」之譏，確實落實小英總統不缺電、不漲電價的競選

政見，維護台灣人民的基本需求！ 

提案人：廖國棟  孔文吉  林德福  王惠美  張麗善 

9、 

鑒於汛期將至及極端氣候因素，水利署長於 6 月 1 日邀集各所屬機關再次召開防汛整備視訊

會議，除各所屬單位於汛期前皆已依規定完成水利建造物、復建工程、在建工程、防汛缺口、

抽水站水門、滯洪池、抽水機等防汛機具、備料及各項資通訊系統的整備與檢測外，各河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