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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經濟及人口持續發展之下，對於能源需求仍不斷上升，核能發電具有不

會對空氣造成汙染、低溫室氣體排放等優勢，為不可或缺的發電方式。但核電廠

的安全及核廢料處理問題也一直飽受爭議，目前台灣封存核四廠，老舊的核一到

核三廠又面臨退役的困境，核能發電宛如羅生門，究竟需不需要或該不該使用，

各有各的說法。本研究蒐集全球核電廠資訊，包含正在商轉、正在興建以及規畫

興建的反應爐數量，從統計資料觀察各國核電使用情況和未來規劃。 

壹、 全球核子反應爐概況 

根據世界核能協會（WNA, 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2015年 4月 21日發

布之統計資料（詳細資料如附件所示），全世界目前共有 30 個國家(不包含我國)

擁有核電廠，其運轉中之反應爐機組數為 437 座，興建中之機組數為 65 座，而

規劃要興建的則有 165座，詳細統計數據如附件所示。美國為目前全世界最大核

能發電國，運轉中的反應爐有 99座；其次為法國，運轉中反應爐有 58座。 

若從正在興建中以及規劃要興建的反應爐數量來看，最多者皆為中國，分別

有 23座及 45座，其原因在於中國政府急於在世界嶄露頭角而力拚產業發展，經

濟正快速成長，用電需求因此大增，又由於中國因大量燃煤造成空氣汙染相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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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國家嚴重，因此必須同時以核能和火力發電來滿足用電需求。 

而其他先進國家正在興建中以及規劃要興建的反應爐數量相對少很多，此並

不表示其他先進國家要放棄核電，而是服役的核電廠尚未到達除役年限或以既有

核電廠延役，以及有其他發電方式可以搭配(例如美國有頁岩氣、或是有足夠土

地面積建造太陽能或風力發電等)，故不需急於興建新的反應爐。 

貳、 各國對於使用核電的政策 

經過日本福島核子事故後，使用核電的國家都提高核能安全標準，加強安全

維護，並檢討本國的核能政策。其中德國、瑞士、比利時等三國在 2011年宣布，

將在經過 11年至 23年不等的緩衝期後廢除核電，從附件表中也可觀察到這三個

國家正在興建中以及規劃要興建的反應爐數量皆為 0，顯示其廢核的決心，但德

國也隨即面臨了電價高漲的問題。 

上述三個國家為極端的例子，大部分核電使用國家政策均未有明顯改變，核

電所佔的發電比例無太大變化，其中包括曾遭受核災的美國與俄羅斯，美國以強

調秉持安全至上的原則，持續支持核能發電，依然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電使用

國，正在興建中及未來規畫要興建的反應爐皆有 5座。俄羅斯正在興建中以及規

劃要興建的反應爐數量分別為 9 座及 31 座，數量之多位居全球第二。而英國也

已決定興建新的核能發電廠，且由市場機制決定興建的地區及速率，目前規畫要

興建的反應爐則有 4座。另一方面，我國主要貿易競爭對手韓國，基於確保能源

安全與維持產業國際競爭力的考量，仍持續發展核能，目前正在興建中的反應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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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 4座，規畫要興建的反應爐有 8座，甚至大力發展核電產業，製造核電機組

外銷。 

至於原先全面暫停使用核電的日本，在近 3年來因大量進口天然氣與石油以

替代核能，而造成貿易逆差與電費大幅上漲之後亦決定恢復使用核電，2014年 9

月，九州鹿兒島縣的川內核電廠通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嚴格審查，同年 11 月

縣知事在議會的支持下，同意這兩個機組恢復運轉，而從本研究附件也可看到，

日本正在興建的反應爐有 3座，未來規劃興建的反應爐也有 9座，代表未來仍舊

會使用核電。 

參、 結論 

從各國建造中及規劃興建的反應爐數量來看，中國及俄羅斯正大幅興建核電

廠，而其他先進國家在核電廠使用年限尚未到達或選擇延役時，以及搭配其他方

式發電，故不需急於興建核電廠，因此數字上看起來數量較少。日本福島核子事

故固然引起全球對於未來核電角色的疑問，但似乎未改變美國、英國和韓國等國

家的政策，德國等全面廢核則為少數極端的例子。倘若少了核電，電力缺口短期

內將由化石燃料暫時補足，立即面臨的即是進口支出增加的壓力，且燃燒化石能

源產生更多排碳量，使得面對氣候變遷的挑戰變得更加艱難和更加昂貴。而對於

自產能源有限的國家，少了核電作為基載電力也將會引起能源安全的額外負面效

應，因此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與我們情況條件相似的日本，仍然回頭繼續使用核

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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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表 全球各國核能反應爐數量 

國家 運轉中反應

爐數量 

興建中反應爐

數量 

預計興建反應

爐數量 

阿根廷 3 1 0 

亞美尼亞 1 0 1 

孟加拉 0 0 2 

白俄羅斯 0 2 0 

比利時 7 0 0 

巴西 2 1 0 

保加利亞 2 0 1 

加拿大 19 0 2 

智利 0 0 0 

中國 26 23 45 

捷克 6 0 2 

埃及 0 0 2 

芬蘭 4 1 1 

法國 58 1 1 

德國 9 0 0 

匈牙利 4 0 2 

印度 21 6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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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0 0 1 

伊朗 1 0 2 

以色列 0 0 0 

義大利 0 0 0 

日本 43 3 9 

約旦 0 0 2 

哈薩克 0 0 2 

北韓 0 0 0 

南韓 24 4 8 

立陶宛 0 0 1 

馬來西亞 0 0 0 

墨西哥 2 0 0 

荷蘭 1 0 0 

巴基斯坦 3 2 0 

波蘭 0 0 6 

羅馬尼亞 2 0 2 

俄羅斯 34 9 31 

沙特阿拉伯 0 0 0 

斯洛伐克 4 2 0 

斯洛維尼亞 1 0 0 

南非 2 0 0 

西班牙 7 0 0 

瑞典 10 0 0 

瑞士 5 0 0 

泰國 0 0 0 

土耳其 0 0 4 

烏克蘭 15 0 2 

阿聯 0 3 1 

英國 16 0 4 

美國 99 5 5 

越南 0 0 4 

總計 437 65 165 

資料來源: WNA網站，核研所彙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