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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肯定是我國能源政策的關鍵年，爭論多時的龍門電廠（核四）終究迎

來封存的安排，暫且不論此決策的優劣禍福，此舉對我國未來的能源規劃，乃至

於產業及民生經濟的發展，都將產生深遠的影響。為此，政府擬透過全國能源會

議，重新探討未來能源的中、長期方向，並思考既有核電廠延役的可能。值此重

新定位我國能源決策的重要關頭，藉著回顧歷次全國能源會議與近年能源政策的

沿革，以瞭解能源政策是如何擘劃轉折，將更有助於吾人掌握能源政策之決策的

過程與能源決策的核心結構。 

我國至今已舉辦過三次的全國能源會議，1998年第一次全國能源會議主要為

因應國際上簽訂〈京都議定書〉而召開，會議討論聚焦『減碳』主題，結論中規

劃在 2020年時核能的能源結構占比為 13%-15%。2005年第二次全國能源會議的

召開原是呼應當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而於會議結論中，提及 2025 年時的核能

占比大幅降低至 4%，改由提高燃煤、天然氣與再生能源的占比取代。2009年第

三次全國能源會議，則是為了具體落實 2008年頒布的〈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並

希望在既有的政策架構下，發展出短中長期的能源策略。雖然會議中對低碳能源

的組成有不同的認知，惟當時的行政院長亦明確將核能定調為邁向低碳家園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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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選項。由此可窺見不同時期的會議結論在『低碳』發展上皆有共識，但對於核

能應該扮演的角色仍存有相當的歧見。 

相同的爭議，亦反映在我國近期能源政策的調整上（如表 1.），最主要的轉折，

仍表現於核能角色的演變。由 2008 年的〈永續能源政策綱領〉中，核能被視為

無碳能源選項，並規劃在 2025 年時，低碳能源（核能、天然氣及再生能源）的

發電占比將從 40%成長至 55%，此時的核四，將同時肩負著減碳與穩定經濟發展

的重要使命。福島事故發生後，鑒於國內民眾對核電的恐懼，2011年底公布的〈新

能源政策〉中，核能角色轉趨為保守的「穩健減核」，並在 2012年行政院核定的

〈能源發展綱領〉中，獲得政策性的確認。但此舉仍難安撫社會上日益勃發的恐

核情緒，行政院遂於 2013年宣布核四於安檢完成後是否商轉，將交付公投決定。

然而核四議題還是被社會巨大的不安所包圍，幾經波折至 2014 年行政院逕行宣

布核四封存／停工。 

儘管核四的爭論一路起伏跌宕至今，然此同時，我國規劃的 2025年回到 2000

年排放量之減碳目標卻未一併調整。現階段經濟部正積極推動「千架海陸風力機」

與「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並持續擴大天然氣用量，但對於消弭核四封存後，

隨之而來在能源供給與減碳缺口的可能風險，仍有一定的不確定性。這也反映出

我國能源政策在專業與社會期待間，仍存在著相當的鴻溝。 

由於能源議題的高度複雜性與專業性，增添了能源決策的困難，必須更細膩

地留意內外環境的變化。因此，如何在迅速變動的決策環境中，保有對長遠能源



 

 
 

 能源資訊平台 | 能源簡析 

3 

策略的洞見，實有賴政府有關當局與社會民眾之間集體智慧的展現，期許第四次

全國能源會議，能再次為我國能源政策開創新的契機。 

表 1. 我國近期能源重大政策規劃之轉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