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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經濟發展歷程、產業結構與能源需求皆和我國相似，也是國際市場上主

要競爭對手。因此，關注南韓經濟及產業的同時，該國能源政策的制定與調整亦

值得我們多加重視。以往南韓的能源政策與我國相同，以滿足國家經濟成長、日

常需求及產業發展為目標，並提供穩定的能源供給，使經濟可以快速穩定的成長。

後為因應產業結構調整、活化國內能源市場及減緩全球氣候變遷等因素，南韓於

2008年進行第一次的國家能源政策調整，重點在降低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預期將

南韓打造成低碳綠色成長的國家。能源供給端策略為最大化核能與再生能源，能

源需求端則是以抑制能源密集度為主，期望可使國家的碳排放量於 2020 年前較

基線減少 30%(表一)。 

但另一方面，南韓政府為維持產業競爭力，與我國同樣長期維持『低電價』

政策，導致高耗能產業持續擴張，以及能源密集度降低幅度不如預期，電力供需

也呈現嚴重失衡，低電價亦導致再生能源發展不如預期。於福島事件後核能發展

受阻，短缺電力必須以火力發電取代，導致溫室氣體排放更趨惡化，第一次能源

規劃等同宣告失敗。南韓政府因此於 2014 年再度調整國家能源規劃。首要任務

為降低能源需求，由原本降低能源密集度改成 2035 年時能源消費較基線減量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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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能發展雖受福島事件影響而降低未來的能源占比，但仍宣示於 2035 年要

維持 22~29%的核電裝置容量占比。對於再生能源則是延長發展的期程，由於南

韓政府意識到目前的經濟發展、產業結構及電價條件對於再生能源發展實有困難，

因此選擇務實面對再生能源發展的窘境。 

過去南韓政府的能源規劃與我國相同都訂立很多量化的目標，但第二次能源

規劃則朝向推動更具體措施，對於難以達成的目標也都進行修正，相較我國，南

韓政府對於能源議題選擇了更務實的態度。以核能及再生能源為例，日本福島事

件後，我國政府即宣示要逐步穩健減核並走向非核家園，近來又受到反核團體及

來自各方的壓力下，把即將完工的核四停工並封存，能源政策上形同放棄核能。

另一方面，我國政府又希望透過擴大再生能源發展取代傳統能源及減少溫室氣體

排放，但高成本的再生能源與維持低電價政策間存在著明顯的矛盾，進而導致我

國能源規劃與實際發展產生相當的落差。反觀南韓政府雖降低對核能的依賴度但

卻不放棄核能，並願意面對現實延後再生能源發展時程。其主要還是考量到國家

產業經濟的發展及對外貿易的競爭力，以及南韓非再生能源技術領導國家，無法

如歐美先進國家再生能源可快速成長。南韓的能源政策調整最終仍向產業、經濟

及技術發展的現實面妥協，此種務實面對問題的態度是值得國人深思與學習的。 

 

 

表一：南韓兩次能源規劃之比較 (南韓貿易產業及能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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