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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論試卷上作答。 
 

 
 

全一頁 

一、請就下列三種情境說明影響我國經濟面與環境面之重要利弊因子：（每小題 10 分，

共 30 分） 
加速非核情境（核一、二、三立即停役、核四除役） 
振興核能情境（核一、二、三延役、核四立即啟動、後續增加核電機組） 
維持現狀情境（核一、二、三不延役、核四封存） 

二、我國能源處境艱難（進口能源高逾 97%），面對未來國際趨勢（降低碳足跡、再生

能源日漸普及、化石能源價格波動劇烈）及國內局勢（環保／健康／安全與自主意

識高漲）。請提出核電對我國永續發展可扮演之角色及我國核能計畫後續之策略構想。

（20 分） 

三、假設國內核一廠 1 號機因喪失爐心冷卻功能使得圍阻體壓力上昇至接近設計壓力的

程度，運轉人員研判可能須進行圍阻體排氣。而此時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成立，各

應變單位也動員完畢，積極進行救災工作，且核一廠周圍 3 公里半徑內的民眾已完

成預防性疏散。請問在此假設狀況下，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行政院原

子能委員會、新北市政府及國防部應進行那些重要的行動？（25 分） 

四、中國大陸沿海已有多座核能電廠運轉發電，且許多新建核能電廠亦將持續完工加入

發電行列。請問目前我國有何方法瞭解這些電廠平時對我們的影響？而萬一這些電

廠發生核子事故時，我們已有之因應方式為何？（請從兩岸資訊交流、輻射偵測與

事故應變等三個面向說明具體作法）（2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