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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非核家園推動法之進展 

每年春天，均是重要反核盛會「反核大遊行」之舉辦時機。過去幾年在遊行

後，針對核電議題，均有重要突破。如，2012年 3月初，民進黨提出支持二零二

五非核家園之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前年（2014 年），在反核大遊行後，出現核

四封存之主張（把核四蓋完，但不商轉），而開始推動核四封存機制；去年（2015

年），亦在遊行後，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於 4 月 8 日審議非核家園推動法相

關草案，整部法案最關鍵，牽涉到核四無法復工、一二三廠也不能延役的第四條，

獲委員會表決通過。（參見：http://e-info.org.tw/node/106488） 

    惟 2016 年初，立法院已重新改選，依屆期不連續原則，相關法案須重

新提出，而蔡英文女士於 1月當選總統後，迄今（2016年 3月 4日）民進黨與蔡

英文，均未公開表示，宣布將非核家園推動法列為優先法案。迄今，其能源議題

焦點，主要鎖定在電業法與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之修法方向。但這並不表示，新總

統在五二０就職後，不會重新啟動其歷年來選舉主張之二０二五非核家園之政策

與法案。故在此關鍵時點，分析此議題主張，便有其必要性與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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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非核家園推動法之核心訴求 

除了民進黨版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外，另有其他四個版本的推動法草案，在

前一立法院會期，進入審議程序，包括：行政院版－能源安全及非核家園推動法

草案，台聯黨團－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親民黨團－零核電家園推動法草案，陳

其邁等 21 人版－非核家園施行條例草案。各版本草案處理之議題，不外乎三面

向： 

一、 與核電發展直接相關之議題，包括：既有三座核電廠六部機組之命運，

特別是涉及是否延役之議題；核四廠，則著重在其是否商轉之議題。 

二、 間接與核電相關之議題上，主要涉及核電廠運轉過程當中之核能安全

標準（如耐震與抗海嘯標準等）、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損害賠償責任等。 

三、 處理核電廠當真如期除役後，替代能源之發展，如再生能源與智慧電

網等議題。 

若聚焦在最核心的兩個版本之比較（政院版與民進黨版），可發現到兩版本

大同小異。主要之不同，是在核電廠延役、正常除役、興建中核電廠之運轉議題，

不盡相同，其餘大多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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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法規  

概念內涵 

行政院版 民進黨版 

維持核四續建 ？ ？ 

核四不運轉 ？ V 

總體能源供需 V V 

再生能源發展 V V 

處理既有核一-三電廠之存廢 X V 

核能安全 V V 

輻射防護 V V 

反核武發展或擴散 X X 

核後端（核廢料） V V 

未來新核電機組（核五或既有廠區

機組新建） 

？ V(禁止) 

既有機組之延長運轉 ？ V（禁止） 

 

若以整體法規架構，可以發現到民進黨版草案與政院版之不同，主要呈現在

其針對核電設施本身的議題外，則是額外備有相關法規之檢討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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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版 民進黨版 

立法目的 第一條 第一條 

基本推動事項 第三條 第二條 

基本原則 第二條 第三條 

新建核電廠禁止 （第九條非核家園評估

機制之評估因子，但只有建立

評估機制，沒有具體時程） 

（第十條：評估之組織機

制） 

第十一條，資訊公開與民

眾參與機制 

第十三條永續能源與能

源安全之教育 

第四條第一項 

既有核電機組延役 第四條第二項 

興建中核電廠之禁止營運 第四條第一項 

既有核電廠正常除役 第五條 

減低衝擊之整體能源配套措

施 

第四條、第五條、第六

條、第七條 （相關能源政策

之配套措施，內容較民進黨版

為廣） 

第六條（聚焦在：再生能源發

展、智慧電網） 

放射性物料管制、核能安全、

核子事故、核能安全、國際組

織參與 

第八條、第十二條 第七條、第八條、第九條、第

十條 

相關法規檢討條款 無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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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上述議題當中，可預見，未來討論核心焦點，即若未來民進黨黨團重新

提出於 2015年 4月通過之核心條文第四條（「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依原子能法及

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申請供發電用核子反應器之建廠及使用執照，應不予核准。

領有前項執照到期者，不再展延。」），其相關條文，若未來在新立法院會期三讀

通過後，則是否可如期推動達成二０二五非核家園之推動目標之爭議？ 

讀者想必納悶，何以本文會喚起這樣的問題？法條本身不是寫得非常清楚：

前段不針對核子反應器發放使用執照，便代表核四沒有商轉之空間；而不發放建

廠執照，則不會有新核電廠核五、六之空間；而後段執照到期不再展延之規定，

則代表核一二三的六部機組，沒有延役的空間。 

 

參、不明確的非核家園推動步調     

  實際上會引發模糊爭議之主因，在於民進黨版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第十一條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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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民進黨版非核家園推動法草案第十一條之規定與立法說明 

草案條文 立法說明 

第十一條 政府應依本法所規定之內

容，檢討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有

不符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二年後完成

法規制（訂）定、修正、廢止及行政措

施之改進。 

本法所牽涉之法律包括： 

一、原子能法規部份：原子能法、核子

損害賠償法、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

游離幅射防護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

法、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

設置條例、放射性物料管理法。 

二、能源管理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

電業法。 

三、其它相關法規。 

（資料來源：立法院） 

  由於該條文之存在，讓原本第四條較明確的非核家園推動時程，轉向較不

確定。若僅看第十一條的「本文」，其傳達之意旨，似僅是 政府應依據本法，特

別是第四條之規定，修改相關的「行政法規」，以配合非核之方向，故僅是政府

當中「行政部門」配合新法狀態之「重申」而已。 

  惟若進一步參酌立法說明，則恐怕另有弦外之音。亦即，第十一條之「政府」，

恐有可能包括行政與立法部門。其因在於，系爭十一條，除了要求行政部門修改

相關行政命令之配合義務外，似亦有隱含，其必須在二年內提供相關修法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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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立法院審議，而立法院審議後，方可讓相關非核措施生效。亦即，第四條並不

因本法案通過而立即有凍結建廠執照、運轉執照以及延役執照之法律效果，而是

必須等待核子設施管制法之相關條文檢討修正後，才會發生凍結之效果。 

 

肆、中華民國首見之特殊立法模式？ 

  此立法模式，甚為特殊。若欲直接處理核電廠建廠、運轉及延役等執照，以

中華民國向來立法慣例，僅需於核子設施管制法當中處理即可，實無需曠日廢時，

啟動制訂新法之程序，且甚至可能新法完成後，仍只產生「呼籲」效力，而仍須

回過頭來修改相關之作用法，方可達成非核家園之目的。在非基本法當中，也採

取此種「迂迴」立法之模式，恐怕乃中華民國相關法案當中首件者，更可見，核

電議題之爭議性與複雜性也。本文之目的，僅係點出此點問題，提供社會各界進

一步之討論與思考。 

 

伍、推動二０二五非核家園之捷徑？ 

    其實回歸目前新政府二０二五非核家園之政策方向，究竟應該要如何才能達

成？前揭作法，主要是透過另定新法之方式為之。但實際上，可以發現到，該法

所欲達成之目的，其實並無須透過大費周章，制訂一部完整之新法方式為之，而

僅需修改「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五條與第六條涉及建廠執照與運轉執照之

規範即可。這樣在修法程序上，也較為簡易。甚至，若考量二０二五非核家園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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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之核心內涵（核一二三運轉四十年；核四不商轉），甚至有可能發生第三種方

式，「什麼都不做，自然達成二０二五非核家園」之情況。亦即，只要政府不發

給核四運轉執照；針對既有電廠，不發放新的運轉執照，則既有執照的效力，只

能到二０二五年。亦即，這根其他國家（如德國）在推動非核家園之過程中，因

有針對既有電廠機組縮短（如，德國二千年初期縮短到三十二年；於二０一一年

新作法，改縮短到三十年），從而需要另訂新法為之之方式，並不相同。亦即，

我國並無所謂核能電廠提前除役之問題，原則上（除了核四外），大多機組，都

是正常除役。故針對我國這種「正常核電家園」（而非國外是核能電廠提前除役；

亦非原先對核電有否定意味之非核家園概念）之狀況下，自然無須特殊之法律機

制介入，透過行政權主導，便可以達成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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