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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民意如流水，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政府推動各種政策時，若得不到民意

的支持，執行上常會窒礙難行。綜觀過去諸多的政策推動，常因得不到公眾的支

持，而宣布停止或政策轉彎。公眾輿論不一定能成為政策推動的助力，但卻很容

易成為壓倒政策的稻草，尤其在網路社群及媒體如此發達的當下，社會輿論的反

撲力道是不可小覷的。因此，政府推動政策的同時，更應該時刻關注民意的動向，

方能在民意對政策出現反對聲浪初期，可立即做出回應或調整，或針對政策進行

溝通，降低政策推動可能面臨的風險。 

核能研究所長期關注我國民眾對於能源相關議題的意向，從 2015 年起，每

年針對我國網路用戶之能源意向與電力願付價格進行滾動式調查，也開始針對我

國網路用戶之能源認知、能源情境支持及能源政策議題的態度進行問卷調查。本

次問卷調查時間為 107年 11月 06日~11月 19日，針對我國 20歲以上之網路使

用人口進行調查，回收的有效問卷為 1,203份，在 95%信心水準下，抽樣誤差為

正負 2.83百分點。樣本的代表性(適合度)檢定顯示：該問卷只有性別與居住地變

項與全國資料的分配無差異，因此該問卷結果只能推論至網路使用族群。 

 

二、能源認知程度 

本次調查運用 3項能源認知指標評量受訪者的能源認知程度，每項指標共包

含 4個問題，若全部答對可得 4分，代表受訪者對於該指標的認知程度高，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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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答錯得 0分，則代表受訪者對於該指標可能毫無概念。調查結果指出，受訪者

對於我國目前電力供應現況認知偏低，約有 32%的受訪者完全不清楚我國目前電

力供應的種類與比例，如圖 1所示。受訪者對於我國目前發電技術認知程度相對

較高，約只有 4.5%的受訪者完全不知道我國目前發電技術的成本高低與環境影

響程度。受訪者對於我國目前政府能源政策之認知更是偏低，約有 41%的受訪者

完全不知道政府目前推動的能源政策內容。受訪者的電力供應結構與能源政策認

知程度都偏低，代表政府對於能源相關的教育與政策宣導可能不足，或民眾對能

源現況與政策可能無感。因此，政府機關應加強我國民眾的能源教育，讓社會大

眾知道我國能源(電力)的真實價值，以及目前政府推動的能源政策對我國能源發

展的影響。 

 

 

圖 1 受訪者能源認知程度分析 

 

三、能源情境支持程度 

此次問卷共設計兩能源發展情境向受訪者徵詢支持意向，分別為電價便宜情

境與環境友善情境，此調查會先直接詢問受訪者對於兩情境的支持程度，然後分

別揭露兩情境的電價與污染排放資訊，再詢問受訪者對於兩情境的支持意向。兩

情境資訊說明下： 

電價便宜情境：未來將以化石燃料(燃煤+燃氣)為主要供電項目，從 2015至 2050

年，燃煤供電比例從 32%成長至 37%；燃氣供電比例從 31%成長至 44%；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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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比例將都維持在 5%左右。2025年後將無核能發電。電價資訊揭露為未來

電價將小幅提升，從 2015年的 2.84元/度上漲至 2050年的 3.64元/度，至 2050

年約漲 28%。污染排放資訊揭露為未來的碳排放量將大幅提升，從 2015年的 251

百萬公噸成長至 2050年的 318百萬公噸，碳排放量約成長 27%。 

環境友善情境：未來將以燃氣與再生能源為主要供電項目，燃煤供電比例從 2015

的 32%下降至 2050年的 7%；燃氣發電比例從 2015年的 31%成長至 2050年的

51%；再生能源從 2015年的 5%成長至 2050年的 38%。2025年後將無核能發電。

電價資訊揭露為未來電價將大幅提升，從 2015年的 2.84元/度上漲至 2050年的

5.68 元/度，至 2050 年約要漲 100%。污染排放資訊揭露為未來的碳排放量將大

幅降低，從 2015年的 251百萬公噸降低至 2050年的 123百萬公噸，碳排放量約

減少 51%。 

結果顯示：支持環境友善的受訪者比例大於電價便宜情境，約有 48%的受訪

者支持環境友善情境，而只有 22%的受訪者支持電價便宜情境，如圖 2所示。但

若是揭露情境的電價波動資訊後，支持電價便宜情境的比例從 22%增加到 28%；

而支持環境友善情境的受訪者比例從 48%下降至 30%，顯示電價上漲明顯會影響

部分受訪者對於情境的支持態度，而且兩情境保持觀望態度(普通)的受訪者比例

也有增加。 

若揭露碳排放資訊後，支持電價便宜情境的受訪者比例從 22%下降至 3%左

右；而支持環境友善情境的受訪者比例將從 48%增加至 64%，揭露碳排放資訊對

於受訪者的支持態度產生較大幅度的變化，且保持觀望的受訪者比例也相對減少。

電價與碳排放因素皆會影響受訪者對於能源情境的支持意向，但若從統計數據來

看，碳排放因素影響程度遠高於電價的因素，顯示社會大眾對能源發展的環境重

視程度遠高於電價上漲。另外，無論有無揭露資訊，對於情境支持意向保持觀望

(普通)的受訪者比例皆不低，推測與受訪者能源認知程度不足有關，使得受訪者

對問卷題目的理解能力可能不足，因而不敢對情境意向進行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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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能源發展情境意向調查 

 

四、能源議題支持程度 

問卷也針對當前政府能源轉型政策(50%燃氣-30%燃煤-20%再生能源)及以

核養綠議題進行調查，問卷題目如下： 

能源轉型：我國政府訂定 2025年燃氣發電占比為 50%；燃煤發電占比 30%；再

生能源發電占比 20%；以及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期盼可在 2025 年可達成我國

能源轉型。請問您對目前政府政策的態度為何? 

以核養綠：目前有民間人士發起「以核養綠」公投議題，希望透過廢止電業法 95

條第 1 項，即廢除 2025 年我國須全面廢止核能發電機組的條文，希望可用核能

填補再生能源發展過程中的電力缺口，為綠色能源發展過程中提供穩定的電力，

該提案社會反應兩極，政府與很多環保團體也反對該議題。請問您對該項提案的

態度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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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顯示：約有 34%的受訪者完全支持政府能源轉型政策，但也有 31%

的受訪者完全不支持能源轉型政策，而約有 35%的受訪者選擇不表態，因此仍約

有 66%(31%+35%)的受訪者不完全支持能源轉型政策，如圖 3所示，此有待政府

機關更積極對民眾溝通，以及宣導能源轉型對我國未來能源發展的益處。支持能

源轉型的原因排序為可減少空氣汙染與碳排放>可增加綠色能源使用>支持政府

政策>有助綠能產業發展。而不支持能源轉型的原因排序為目標難以達成與供電

不穩定>過度依賴天然氣發電>電價會上漲。由以上分析可看出，影響民眾支持能

源轉型的最主要因素為環境考量，民眾不支持能源轉型的最主要因素是根本不認

為該政策會成功與擔心供電的穩定性，雖然還是有相當比例的受訪者關心電價是

否上漲，但所占的比例並非最大。 

 

 

圖 3 網路族群對能源轉型政策之意向 

 

雖說我國已於 107年 11月 24日已通過以核養綠公投案，政府也隨即宣布尊

重公投結果，但非核家園政策不變。從問卷調查可看到完全支持以核養綠的受訪

者比例(36%)大於完全不支持的比例(23%)，但仍有高達 41%的受訪者不願意表態

(普通)，所以也可說仍有 64%的受訪者不完全支持以核養綠。而若扣除不願表態

的樣本數，完全支持與不支持以核養綠的比例約分別為 60.3%與 39.6%，與公投

結果同意票 59.5%與不同意票 40.5%差異甚微，由此也驗證本問卷透過網路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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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當時的民意趨向相當符合。通過的以核養綠公投案雖與政府目前政策相左，

但透過問卷可探索受訪者支持與反對的考量，支持以核養綠的受訪者主要認為核

能可以穩定供電與不排碳，再者才是發電成本考量，如圖 4所示。而不支持以核

養綠的主要原因為核廢料處置與核能安全考量。由以上分析顯示：支持以核養綠

的主要考量是供電穩定與環境因素，同時空氣汙染議題主導大選風向，推測民眾

應該是擔憂空氣汙染加劇，致使大部分受訪者支持以核養綠的公投案。 

 

 

圖 4 網路族群對以核養綠議題之意向 

 

五、結論與建議 

影響我國網路民眾對於政策情境支持意向的關鍵因素為環境考量，反而電價

波動的影響性相對較低。民眾對於目前政府能源轉型政策支持程度雖高於不支持

程度，但仍有很大比例的網路民眾不願表態，推測與民眾普遍能源認知程度偏低

有關，相關單位應該更努力地進行能源教育與政策溝通。以核養綠議題調查結果

與公投結果相符，驗證本研究網路問卷探詢民意的準確度相當高，適合用於大規

模政策意向調查。民眾因為供電穩定與環境因素支持該項公投案，可能受到與 107

年九合一選舉議題風向的影響所致。因此也建議政府相關單位應建置專業的政策

意向調查團隊，隨時掌握民意對政策的最新態度(例如：以核養綠)，有助於了解

政策問題，進而主動化解價值衝突，並達成政策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