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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2017新政府之能源政策研析 

─關閉老舊火力發電廠與不新建不延役核能機組 

張景淳 

國家能源發展策略規劃及決策支援能量建構計畫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南韓前總統朴槿惠 2016 年底因韓國國會通過彈劾案遭停權，於

是南韓在 2017 年 5 月 9 日進行第 12 次總統直選，最終由民主黨候選

人文在寅入主青瓦台，並於上任百日內陸續提出能源政策藍圖。文在

寅在總統競選期間即強調未來將擺脫燃煤和核能發電的使用，選後依

據南韓能源智庫-能源經濟研究院(KEEI)之電源組成方案影響評估分

析，於 7 月發布《國政運營五年規劃》，提出國民關心的 100 個問題，

包含南韓未來的潔淨環保能源政策與核能發展，主要目標係制訂南韓

未來能源路線圖，以及能源價格體系必須合理化，並且大力推廣分散

式能源。在上述目標下，更加確立南韓關閉老舊火力發電廠與核能機

組不新建不延役，以及能源配比變動造成的能源價格波動，後續將反

應於燃料價格進行調整，並預計 2018 年前將針對工業電價進行階梯

式機制，2019 年更將制訂《能源價格改革路線圖》，透過價格抑制產

業耗能，期確保該國能源安全與潔淨能源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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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2016年 12月 9日南韓前總統朴槿惠因韓國國會通過彈劾案遭停

權，總統職務由黃教安代理；2017 年 3 月 10 日，韓國憲法法院全數

通過裁定彈劾成立，確定因彈劾而下台，並於同年 5 月 9 日進行第 12

次韓國總統直選。登記的候選人共 15 名（2 位退選），歷年參選人數

最高的情況下，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和中間派候選人安哲秀兩人民調

領先，且於 4 月進行的電視辯論中，闡述各自能源政策布局。 

朴槿惠政府於 2015 年公布《第七次長期電力供需計畫》，提出持

續發展核能與新增燃煤電廠的規劃，目標在 2029 年前再興建 11 部核

電機組，以及 2022 年前增加 20 座燃煤電廠。不過隨著南韓對汙染和

核能問題持反對的輿論漸增，多數總統候選人於此次大選中，皆表示

將調整南韓供電來源，處理大眾關心的空氣汙染與核能安全等問題，

顯然將儘可能減少燃煤與核能發電的使用。在 4 月的辯論中，民主黨

候選人文在寅計劃 2030 年前將核能和燃煤發電在電力供給組合中由

現況約 30%和 40%，調整為 18%和 15%，同時將提升再生能源使用，

液化天然氣（LNG）供電占比增至 37%，以滿足電力需求，並提出廢

除 2016 年開始興建的新古里核電廠 5、6 號機組計畫，改變南韓核電

廠擴展計畫；而中間派候選人安哲秀則是提出取消 4 部燃煤電廠興建

計畫，且不延長現有燃煤電廠與核電機組的使用年限[1, 2]。 

上述兩位總統候選人皆提出將大刀闊斧處理空汙議題，減少國家

對燃煤與核能之依賴，兩者間的微妙差異，為文在寅強硬提出關閉老

舊燃煤電廠及改變後續核電擴充計畫，安哲秀僅承諾降低其商轉數量，

顯然南韓國民較為青睞有具體能源政策承諾之候選人，於是 5 月的總

統選舉結果，由民主黨候選人文在寅入主青瓦台(南韓總統府)，並於

上任百日內陸續提出能源政策藍圖。 

 

二、 南韓能源現況與既有政策目標 

南韓自 2009 年成立「綠色成長委員會」(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Green Growth, PCGG)以來，多次檢討溫室氣體減量目標，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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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啟動碳交易，並於同年 6 月 30 日提交聯合國溫室氣體減量

承諾，公布國家溫室氣體減量目標，設定 2030 年以相對減量(BAU)

方式，減量 37%的目標(國內減量 25.7%、國際碳市場機制 11.3%)，

如圖 1 所示。除 2030 年目標外，亦宣示至 2050 年將較 2010 年減少

40~70%，惟比較過去碳排表現與未來預估，其排放量仍呈現成長趨

勢。 

 

資料來源：南韓第一次應對氣候變遷基本計畫，相關部門聯合小組，2016。 

圖 1、南韓歷年溫室氣體減量目標 

 

上述相關減量參數假設，則是依據前總統朴槿惠時代的能源和電

力政策：2014 年《第二期國家型能源基本計畫1》及 2015 年《第七次

長期電力供需計畫2》，相關數據假設如下： 

(一) 社經條件：設定 2013~2030 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成長率為

3.1%，三級產業占比部份，如圖 2 所示，製造業預計由 2013 年

34%提升至 2030 年 36.1%，服務業則由 2013 年 56.5%，微幅下降

至 2030 年 55.8%。 

                                                        
1 國家型能源基本計畫：依據低碳綠色成長基本法第 41 條與能源法第 10 條，以 20 年做為規劃

時間，毎 5年擬定一次，2008年公布第一期計畫，最新為 2014年公布的第二期計畫。主要內容

包含能源供需規劃、目標、能源架構、節約能源與能源效率提升、新及再生能源等能源產業對策、

能源安全、技術研發、能源福祉等議題。 
2 長期電力供需計畫：根據電業法第 25條，毎 2年需提出未來 15年間的電力預測、電力需求管

理目標、備用容量率設定、各項發電來源、再生能源發電占比以及發電廠建設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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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第二期國家型能源基本計畫，產業通商資源部，2014。 

圖 2、2013~2030 年社經條件-三級產業結構 

(二) 需求面：設定 2013~2030 年最終能源消費年均成長率 1.1%，預計

由 2013年 211百萬噸油當量，增加至 2030年 254百萬噸油當量；

電力需求部份，1990 年 94,383 百萬度，2014 年 477,592 百萬度，

過去 20 年(1994~2014)年均成長率 6.82%，過去 10 年(2004~2014)

年均成長率 4.99%，未來規劃 2015~2029 年節電前年均成長率

3.2%，目標節電後可降至 2.2%，如圖 3 所示；尖峰負載部份，

2009 年起尖載轉移發生於冬季早晨，2010~2014 年尖載發生月份

不固定，顯示受氣溫波動影響，因尖峰負載逐年提高，至 2014 年

更突破 80,000 MW，過去 10 年(2005~2015)年成長率 4.39%，未

來規劃 2015~2029 年節電前年均成長率 3.4%，目標節電後可減緩

至 2.5%。 

 

資料來源：第七次長期電力供需計畫，產業通商資源部，2015。 

圖 3、2015~2029 年電力消費和尖峰負載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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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供給面：初級能源供應部份，2030 年規劃燃料別分別為煤 29.1%、

油 29.0%、LNG 18.9%、核電 17.7%、再生能源 4.9%及水力 0.5%。

電力供應部份，2014 年發電量為 4,904 億度、裝置容量為 98,820 

MW，《第七次長期電力供需計畫》僅公布 2029 年各燃料別裝置

容量配比，並無發電量資訊，如圖 4 所示；各項燃料別規劃如下： 

1. 2029 年前興建 11 部核電機組，共 15,200 MW。 

2. 2022 年前增加 20 座燃煤機組，共 18,144 MW。 

3. 2020 年前增加 14 部燃氣機組，共 10,143 MW。 

4. 2029 年前增加再生能源 30,925 MW，主要增加於太陽光電與

陸域風力。 

 

RCS：小型發電設備 (Generator for Residential Commercial Services) 

資料來源：第七次長期電力供需計畫，產業通商資源部，2015。 

圖 4、2029 年電力供給規劃 

 

三、 南韓 2017 年能源政策發展方向 

2017 年 5 月 10 日文在寅就任南韓第 19 任總統，選舉前即強調

未來將擺脫燃煤和核能發電的使用，當選後陸續公開相關能源政策。 

(一) 燃煤政策 

2017 年 5 月 15 日，南韓總統文在寅參觀小學致詞時對外公開發

言，同天青瓦台並罕見以新聞稿方式，就懸浮微粒汙染問題下達第 3

號業務指令，要求國內 8 座運轉超過 30 年的燃煤電廠，於 6 月起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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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1 個月，未來所有燃煤電廠將輪流停機，老舊發電廠亦將於其總統

5 年任期內全部除役[3, 4]。 

南韓目前超過 30 年的燃煤電廠共 10 座，分別位於全羅南道麗水

(南韓東南方)、江原道江陵(南韓東北方)、忠清南道舒川(南韓西方)及

保寧(南韓西方)、慶尚南道固城郡(南韓南方)，各有 2 座，考量電力

供需穩定問題，全羅南道麗水 2 座燃煤電廠暫時排除在外；其餘運轉

未滿 30 年的 49 座火力發電廠，預計從 2018 年起，在用電離峰的 4

個月期間(3~6 月)，輪流暫時停止運轉。文在寅競選期間，曾提出針

對空汙相關改善細懸浮微粒 PM2.5 濃度細微粉塵競選政見，內容即

將針對老舊燃煤電廠進行改善，並重新評估目前建設中的 9 座新火力

發電廠是否要繼續施工。此外，也提出預計撥款 600 億韓元（約合新

台幣 15 億元）預算，在全國 1 萬多所中小學與高中之學校體育場館

等地，裝設簡易空氣監測與淨化裝置，以改善嚴重空汙問題。 

青瓦台社會首席祕書官金秀顯(前環境部次長、首爾研究院院長)

亦對外指出，關閉現有 8 座老舊機組，對於降低細懸浮微粒 PM2.5 濃

度減少僅 1~2%，但此舉已成為目前國家可採行之首要應對措施，後

續將設立專門機構討論相關對策，預測後續將衝擊供應原料、運輸煤

炭及柴油，以及液化天然氣（LNG）及液化石油氣（LPG）業者，若

將燃煤發電占比逐步下降，僅能以再生能源與燃氣發電補足；前者將

面臨該國之地理位址位於北半球高緯度地區，陽光日照量不強，風力

發電也只利於部分地區發展，新政權的再生能源計畫將備受考驗；倘

若再生能源面臨極限，將間接促使液化天然氣（LNG）獲益，然亦須

重新檢視整體天然氣供應腹地、存量、基礎設施等問題。 

(二) 核能政策 

2017 年 6 月 9 日南韓原子能安全委員會召開第 70 次會議，決議

通過永久關閉古里核電 1 號機組3，並將於 2022 年正式拆除；總統文

                                                        
3 古里核電 1號機組：該機組 587 MW，1978年正式商轉，2007年 6月達到設計 30年營運年限，

並於 2008年經核准延役 10年，至 2017 年營運期間到期，依照原子力安全法規定應於到期 2 年

前提出延役申請，亦於 2015年提出再次延役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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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寅在出席關閉核電機組儀式時，就核電未來發展喊出南韓將邁向

「脫核電」時代，說明將全面檢討核能政策，廢除以核能使用為主的

發電政策，並提出多項指示： 

1. 2015 年 2 月獲得延役 7 年至 2022 年的月城 1 號機組，將在

考慮供電情況後儘快關閉。 

2. 建設中的新古里 5 號、6 號機組4，綜合考慮安全性、興建進

度、投資和補償成本、系統備用容量等，儘快形成社會共識，

再行決定是否中斷興建工程。 

3. 未來燃煤與核能發電缺口，將積極以提升新再生能源，尤其

是太陽光電，與天然氣發電補足，並將能源產業與第四次工

業革命勾稽，使其成為南韓成長的新動力。 

4. 相關政策配套措施，如能源稅、調整產業結構、工業電價制度

等，亦將重新檢討。 

2017 年 6 月 27 日南韓政府曾於國務會議中決定，暫停新古里第

5、第 6 號機組施工，並成立「公論化委員會」，將於後續三個月的時

間，讓市民陪審團決議是否完全停工，產業通商資源部(MOTIE)同步

向南韓水電與核電公司發文，要求予以配合；同年 7 月 14 日南韓水

電與核電公司召開理事會會議，將基於能源法第四條，國家電業有義

務配合國家政策走向，故決議暫停新古里 5 號、6 號機組的建設工程。 

上述「公論化委員會」已於 7 月 24 日開始運作，8 月將隨機以

有線與無線電話撥打予兩萬公民，進行第一輪輿論調查，其中的 350

人將篩出參與為期一個月的核能知識深度學習與討論，期間並將召開

多場專家討論會議，最終 9 月底針對此 350 人進行意見調查，並將此

結果送至國務會議，以及反應於今(2017)年應該公布的《第 8 次長期

電力供需計畫》中[5-9]。 

 

 

                                                        
4 古里核電 5號、6號機組：2008年於《第 4次長期電力供需計畫》中敲定，預計於 2021、

2022年開始商轉，兩部機組各 1,400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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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新政府電源組成方案影響分析 

南韓政府能源智庫-能源經濟研究院 (Korea Energy Economics 

Institute, KEEI) 2017 年 6 月曾發表《新政府電源組成方案影響分析》

評估報告，此報告的分析背景係因應新政府上台後的能源政策承諾，

2030 年將太陽光電與風力等新再生能源發電占比大幅提高到 20%，

並撤銷新建核電機組計畫，以及停止建設進度 10%以下與新規劃之燃

煤電廠，並關閉 30 年以上老舊燃煤電廠，故內容主要就「脫核」與

「去煤」之可能方案，進行發電量占比、各種燃料發電成本、溫室氣

體與燃料需求變化評估。 

在考量發電結構變化，未考量燃料發電成本和再生能源成本預期

下降趨勢，以 2016 年為基準，配比改變後的發電成本將比 2016 年增

加約 21%，若考量每桶石油價格由 2016 年的 43.4 美元提升至 150 美

元，則發電成本有可能由評估的 21%增加至約 31%之可能。雖然新政

府目標已揭示「脫核去煤」，惟預期 2029 年的核能發電占比將降至

29%、燃煤約 25%、燃氣約 36.5%[10]。 

依據此報告，南韓政府在同年 7 月發布的《國政運營五年規劃》

中，提出國民關心的 100 個問題，內含未來的潔淨環保能源(產業通

商資源部主責)與核能發展(產業通商資源部、原子能委員會主責)兩個

與能源相關的國政議題，主要目標為制訂南韓未來能源路線圖，來決

定廢除核能後的能源過渡時期，以及能源價格體系必須合理化，並且

大力推廣分散式能源。上述兩大目標下，更加確定南韓關閉老舊火力

發電廠與核能機組不新建不延役，此外，核能安全將透過直屬於總統

府的原子能委員會加強管理，並且確保該委員會之委員代表的多樣

性，以及能源配比變動造成的能源價格波動，後續將反應於燃料價格

進行調整，並預計 2018 年前將針對工業電價進行階梯式機制，2019

年更將制訂《能源價格改革路線圖》，透過價格抑制產業耗能，期確

保該國能源安全與潔淨能源的使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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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結語 

南韓 2016 年電力供給總發電量 5,092 億度中，燃煤發電占比

40.57%、其次為核能 30.30%、燃氣 21.96%、再生能源 3.32%、燃油

2.61%、水力(含抽蓄)1.24%，顯示燃煤與核能發電占比即超過七成；

朴槿惠執政期間，提出持續發展核電與新增燃煤電廠之規劃，於 2015

年公布《第七次長期電力供需基本計畫(2015~2029)》，就電力供給面

僅公開裝置量配比，規劃 2029 年前需再興建 11 部核電機組(約

15GW)，2022 年前增加 20 座燃煤機組(含汰舊換新約 18GW)，再生

能源設備則需再增加約 31GW，主要增加於太陽光電與陸域風力，而

該計畫中另外公開再生能源之發電量，至 2029 年將貢獻 830 億度，

占比達 11.7%。 

2017 年 5 月新任總統當選人文在寅即承諾未來將關閉老舊燃煤

電廠，提升再生能源，並取消現行的 2 部核電機組興建計畫，改變舊

政府時代擴充核電的規劃，2030 年前將核能和燃煤發電在能源供應

占比調整為 18%和 15%，提升使用再生能源的同時，燃氣發電占比增

至 37%，以應付電力需求；然依據南韓能源經濟研究院(KEEI)研究顯

示，以 2016 年為基準，配比改變後的發電成本將比 2016 年增加約

21%，但若考量石油價格的上漲，則發電成本將再增加，而新政府目

標雖已揭示「脫核去煤」，但仍預期 2029 年之核能發電占比仍將近

29%、燃煤約 25%、燃氣約 36.5%，並非如新政府當初之承諾，惟此

僅國家能源智庫之研究計畫，確切相關政策規劃仍需待《第八次長期

電力供需基本計畫》的公布。 

短期能源政策成效部份，新任總統文在寅要求國內 8 座運轉超過

30 年之燃煤電廠，於 6 月起停機 1 個月後，在 7 月的施政報告中亦

揭示南韓中南部地區懸浮微粒監測結果，較過去兩年同期平均降低約

15.4% (26→22㎍/㎥)，顯示此次提出減少老舊燃煤電廠運轉公告，以

燃料別提升效率降低汙染，可見新政府針對空汙議題首先以境內大型

電力設施汙染源為管制對象，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然空汙來源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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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短期空氣品質的改善，除了大型電力設施為標的顯而易見之外，

尚需包含工業鍋爐管制、廢棄物燃燒、移動源汙染物(交通運輸)等，

管制手段需多管齊下，且多方循序漸進合作，方能達成更為精進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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