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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能源觀點 

—於台灣能源困境交流論壇 

歐陽敏盛 2012.12.14 

＜反核的核工教授＞ 

個人於 1982年自美國回清大任教，當時的情境是反核的觀點由任教

東海大學的林俊義教授提出，反核運動開始在台萌芽。核工系為表示友

善，特邀林教授前往清大演講，但結果卻大出意表，双方在講堂上針鋒相

對，反核與擁核形成對抗的態勢。個人在美國時和反核者高成炎教授(台灣

綠黨開創者)有密切的交往，應有受到影響。個人認為反核者和擁核者雙方

應有交集之處，可以互相友好切磋，而不必勢如仇敵才是，而開始担憂這

種情勢可能會越來愈加劇烈，因此自許為雙方的橋樑，期望在核能的議題

上同為社會福祉共同努力。 

當我還是一個年青資淺的副教授時，認為核能理論和實驗均已完備成

熟。而清大的原子爐的利用率也極為低落，基於實務觀點，曾當面向毛高

文校長提出封閉原子爐的建議，結果被原科院院長叫到辦公室斥責一番。

和反核者友好，又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使得相識者(包括學生)在背後封了

「反核的核工教授」這樣的綽號給我。 

 

＜有特種意見的參與者＞ 

當年龍門計畫（核四廠）還未定案之前，立法委員的選舉時個人曾支

持某位立委並為其站台演講，等該立委當選後，我特地去立委辦事處向其

遊說，要求在立院審查該核能建設案時投反對票。個人訴求的理由是，當

時全世界核能界已經多年沒有建設案在進行，設計只是紙上談兵，實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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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團隊要重頭建立恐會事倍功半，耗時又耗錢。結果該立委事後坦誠說

明其應黨團要求，投了贊成票。這事只能說明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在年青時曾經服務於龍潭的核能研究所，在原子爐担任輻射安全防

護的工作。因工作需要而能在爐房各處走動學習，對原子爐的內況及其使

用均極為熟悉。後來爐子被美國指責有從事原子彈材料製備的嫌疑，藉由

張憲義事件而將其封閉。事隔多年，核研所藉拆舊爐並提蓋新爐之議，核

研所及原能會均邀請本人担任該案之審查委員，而我是反對該案的。我的

理由是台灣的核能及相關領域需使用原子爐設備的太過稀少，而國際間有

幾座有名的研究機構，均有非常高級的研究爐歡迎各界使用，有些甚至免

費提供使用。因此只要研究團隊備妥研究設備及經費，個人不認為台灣需

投資建爐、運轉及除役，而各階段均約需八十億台幣的經費。若爐子建好

之後，最可能的情況是召募國際團隊來湊熱鬧而已，對台灣並沒有大貢

獻。這事一審再審也拖了近十年時光，在本人於 2002年 2月 1日担任原

能會主委的第一天，下了第一道命令就是廢掉本案，把已編列的建設款八

十億全部歸還國庫。 

 

＜命運多變的龍門電廠＞ 

龍門電廠（以下稱核四）正進行土木施工階段時，不幸於 2000年 10

月被勒令停工，引起非常大的波瀾。事隔四個月再度復工，但是依據商業

條款引致賠償纏訟不斷，工程進行並不順暢。台灣的反核活動在這一階段

並未特別對核四有較旺盛的運動，只因執政黨是個把反核寫進黨綱的政

黨。但是工程承包者在這種衝擊下，心態就各異其趣。有退出者，有倒閉

者，有苦撐者，更有偷工減料誤認為工程可能玩假的等等。這些無端引來

的困境像綑龍索般似的，使核四工程如蝸牛般緩步前進。在 2002年 5月

由中船承包的反應器基座鋼圈錯用銲條的工程弊案爆發，核四的困境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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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社會再次大為聳動。在原能會的極力追查之下，發現工程品質不良，由

台電要求中船廢棄不良成品，重新製作。此一事件對核四工程品質的要求

立下了典範，原能會的管制力道與能力也因此案建立了信心。 

 

＜核四建好之後的命運＞ 

核四建造完成之後，如果能慎密的做好品質與安全檢查，最好的結果

當然是在各界的祝禱之下添料運轉。花了三千多億的資產可用來服務台灣

各行各業，促進經濟以繁榮我們的生活。有人担心電廠的品質及安全性，

而反對核四運轉。而我所瞭解的是目前核四的運轉團隊正積極的在清查、

檢驗機組的每一個系統、每一個部件是否符合品質要求，並核對設計圖

面，以確保核四的安全運轉。由於核四的安全不只關係著台灣各個層面，

也關係著全世界，畢竟核四要是出任何差錯，不只台灣產品的輸出有困

難，全世界的經貿也會受到衝擊。但是最直接關係的是台電龍門的運轉團

隊，這些團隊的成員和外界一般人並無差異，只能負擔或承受有限的傷害

和責任担當。要是核四有運轉上的不確定性問題，我相信外界或其上層也

無法強要他們上線運轉的。我們的安全永遠有部份掌握在別人手中，但電

廠的運轉者把安全和命運全掌握在自身，這也是為什麼這些人須有特別的

訓練和歷練。現代人的生活是需要有信任的心，才能活得較為舒坦的。 

有人提議把核四反應器廢棄不用，改燒天然氣來推動發電機運轉。乍

聽之下，言之成理。但是核電的操作溫度與天然氣的溫度有非常大的落

差，這如同柴油車不可填用汽油是一樣的道理，在工程上不如另蓋天然汽

電廠，更能解決問題。如果非得廢棄核四不用核能，個人認為也未嘗不可，

但希望不要搗毀了它，三千多億的國家資產，不可隨意廢置或賤賣。把它

改成教育政府及下一代的博物館或許還可要回一點微不足道的價值。說不

定那一天大家心回意轉，還可以讓它真正的發電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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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的生活理念＞ 

台灣是一個沒有石化及煤炭資源的地方，所有的傳統能源都是點點滴

滴由船舶運來。在所有能源裏面，核能在運輸需求上是最少的。與再生能

源包括風力、及太陽能、及水力等相比，核能的能源密度最高，所需使用

的土地最少。以上是從負面方向來思考核能的優勢，但不代表大家喜歡及

納核能。因應地球溫室效應的急速惡化，炭足跡記錄是商品貿易的大趨

勢。台灣是個貿易島，沒有核能來協助炭排放減量，是讓年青人大量失業

的重要因素。我們現在所思考的能源困境，並不會立即出現或反應在我們

個人身上，但一定會影響我們的子子孫孫。或許未來我們可以找到解決這

些困境的好辦法，所以我們不對核能表示絕對立場，也是對後代的一個大

大可以接受的態度。 

 

＜反對運動的貢獻＞ 

人類科技的進步，生產工藝的不斷推陳出新，大多靠的是問題的發

現，為了解決困境就要創新。現代人幸福多了，因為不斷有人把問題提出，

並要求放棄或解決。而放棄是一條快速道路，但永遠也解決不了困境，創

新並重新努力才是捷徑。環保運動最先推動的是反石化污染，反各種有毒

排放。因此，石化業建了進步型的新系統，也能被勉強的接受了。但還是

會有人抗議或反對新廠的建設，因為它尚未達到零排放的理想境地。 

台電在福島核災之後提出了斷然處置的緊急應變程序，把所有災難局

限在廠區之內，而不必驚動四周民家，這是一項大進步。作為一個核能專

業者，我的理想是要核電不僅要做到零災難 ,更要朝著零排放前進。祈願

或許這樣大家就較容易接受核電，也能保護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