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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核電廠重啟狀況觀察 

─川内核電 1 號機已重啟運轉，結束將近 2 年的零核電狀態 

林祥輝 

工業技術研究院 綠能與環境研究所 

 

摘要 

日本自311東北大地震後，核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以火力發電

替代核電缺口，造成化石燃料進口大增，連續四年呈現貿易赤字，到

2014年度赤字高達9.1兆日元。在此期間，一般家庭電價上漲25.2%，

產業電價上漲38.2%，造成民眾與企業的負擔加重。因此，日本安倍

政府考量這些因素，雖在多數民意反核下，仍積極推動核電機組的重

啟運轉，並在長期能源供需展望中，設定2030年度核能發電量比率恢

復到20～22%的目標。在核電廠的重啟運轉上，川内核電1號機已於

2015年8月14日開始發電，結束自2013年9月15日以來，長達1年11個

月的零核電狀態。但在推動重啟運轉過程中，現有核電機組可能因活

斷層、改善成本過高、地方政府不同意等因素，無法順利重啟運轉，

那麼要達成2030年度的核電目標將更加困難。然而，日本在推動核電

廠重啟運轉與規劃未來核電目標上的作法與努力，將有諸多值得我們

參考借鏡之處。 

 

一、前言 

日本各類能源之發電量，如圖 1所示。2013年度1總發電量為 9,397

億度，比 2010 年度減少 667 億度，約減少 6.6%。其中，核能發電量

因福島核災核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由 2010 年度的 2,882 億度(占比

28.6%)減至 2013 年度的 93 億度，2014 年度更降為零核電。為彌補

核電缺口，火力發電量則由 2010 年度的 6,209 億度，增加至 2013 年

                                                        
1日本許多統計資料是以年度進行，其年度計算是從 4 月 1 日開始，到次年的 3 月 31 日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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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 8,300 億度，占比由 61.7%增加至 88.3%。在 2013 年度的發電量

中，LNG 占 43.2%、煤炭占 30.3%、石油等占 14.9%、水力 8.5%、新

能源 2.2%、核能 1.0%，如圖 2 所示[1]。 

 

 

圖 1、日本電源別發電量[1] 

 

圖 2、日本各類能源發電量占比之比較[1] 

由於增加火力發電替代核電缺口，使得化石燃料的進口量增加，

加上原油與LNG的市場價格上漲、日元貶值等因素，使得化石燃料的

進口金額，由2010年度約18兆日元，提高到2014年度約25兆日元，增

加約7兆日元。另由貿易收支來看，2014年度雖比2013年度的13.8兆

日元赤字改善，但仍高達9.1兆日元赤字，如圖3所示。相對於2010年

度的5.3兆日元盈餘，惡化了14.4兆日元，其中化石燃料進口就貢獻了

7兆日元，約占一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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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日本貿易收支情況[3] 

日本2008年度至2010年度的年均核能發電量為2,748億度，若以

火力發電替代，2014年度燃料費增加3.4兆日元，約占化石燃料進口

增加金額(7兆日元)的一半。2011年度至2014年度所增加的燃料費，累

計達12.4兆日元，如表1所示[3]。 

表1、日本發電用燃料費增加情況[3] 

年度 燃料費增加(兆日元) 

2011 2.3 

2012 3.1 

2013 3.6 

2014 3.4 

合計 12.4 

因此，受到火力發電燃料費增加之影響，一般家庭的平均電價由

2010年度的20.37日元/度提高至2014年度的25.51日元/度，上漲25.2%；

工廠與辦公室的產業用平均電價由2010年度的13.65日元/度提高至

2014年度的18.86日元/度，上漲38.2%，如圖4所示[3]。 

 

圖4、日本家庭與產業電價之變動情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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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電成本檢證工作小組於2015年5月11日發表2014年度與

2030年度各種電源的發電成本，結果顯示核能的發電成本仍是各種電

源中最低的，2014年每度電10.1日元，2030年每度電10.3日元[4]。 

由於日本所有的核能發電機組在福島核災後，陸續停機安檢，造

成大量進口化石燃料、國家財富大量流出、赤字惡化、電費上漲、企

業與民眾負擔加重等，並且鑒於核能發電成本低，且運轉時不排放二

氧化碳。因此，日本安倍政府考量這些因素，雖在多數民意反核下，

仍積極推動核電機組的重啟運轉，並在長期能源供需展望中，設定

2030年核能發電量比率恢復到20～22%的目標[5]。 

 

二、日本核電機組之狀況 

日本於福島核災(2011年3月11日)前，運轉中的核電機組共有54

部；福島核災後，於2012年4月19日決定將受損嚴重的福島第一核電

廠1~4號機廢爐，接著於2014年1月31日也決定將未受損的5、6號機廢

爐，做為1~4號機廢爐的實證試驗(參考附件五)。 

受到福島核災之影響，日本政府規定核電機組原則上限制只可運

轉40年，但在符合一定的安全基準下，可申請延役運轉，但最多延役

20年，且僅限一次。為此，日本政府於2014年秋天要求電力公司針對

2015年4月至7月運轉超過40年的7部核電機組，提早作廢爐或延役的

決定。日本四家電力公司於是經過檢討後，因巨額的安全改善費用不

符合成本效益，於2015年3月18日決定廢除島根1號機(中國、460MW)、

玄海1號機(九州、559MW)、敦賀1號機(日本原電、357MW)、美浜1、

2號機(關西、340MW、500MW)等5部核電機組[6]。另外，高浜核電

廠1、2號機(各826MW)於2014年12月實施特別檢查後，於2015年3月

17日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申請延役的安全審查。因此，目前日本使用

中的核電機組共有43部，合計約42GW(參考附件一與附件二)。 

此外，興建中的核電機組有4部，合計約4.4GW；準備興建的核

電機組有8部，合計約11.6GW(參考附件三與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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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核電廠重啟運轉之現況 

日本在福島核災後，所有核電機組陸續停機安檢，曾於2012年6

月全國進入零核電狀態，隨後關西電力大飯核電廠3、4號機於7月在

獲得地方政府同意下重啟運轉，直到次(2013)年9月停機安檢後，日

本再次進入零核電狀態。 

日本政府為了可以在確保核電廠的安全下，順利推動核電機組的

重啟運轉，於2012年9月19日成立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專責於核電廠

的安全審查，設定核電廠的新規制基準，強化設計基準、增加重大事

故與恐怖攻擊對策等，如圖5所示。 

 

圖5、日本核能發電廠之新舊規制基準比較[7] 

由於新規制基準提高了核電廠的安全要求，特別在防地震與海嘯

的設計上，因此日本現有核電機組在重啟運轉前，都需要向原子力規

制委員會申請適合性的安全審查，包括三項審查：反應爐設置變更許

可、工事計畫認可及保安規定變更認可，如圖6所示。 

 

圖6、日本核電廠之安全審查流程[8] 



6 
 

1. 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有關反應爐的基本設計及系統之

變更等，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申請安全審查； 

2. 工事計畫認可申請：反應爐設施許可申請書所記載的基本設

計是否符合反應爐設施詳細設計的技術基準，向原子力規制

委員會申請審查； 

3. 保安規定變更認可申請：反應爐設施的營運管理、程序、體

制等相關事項的保安規定變更，對災害預防是否足夠，向原

子力規制委員會申請審查。 

審查方式包括審查會、公聽會及現場安全評估調查等。在完成反

應爐設置變更的初步審查後，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會公布審查書草案，

並開放30天公開徵求民眾對審查書草案在科學上與技術上的意見，作

為審查書草案之修正參考。若取得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後，一方面還

要經過地方議會與首長的同意手續，另一方面要再取得工事計畫認可

與保安規定變更認可。最後，在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監督下，進行核

電廠啟動前的使用前檢查，包括重大事故的演練等。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則從2013年7月8日開始，接受電力公司申請依

新規制基準進行核電廠的安全審查。統計至2015年8月，日本使用中

的核電機組有43部。其中有24部(若加上興建中的大間核電機組1部，

則有25部機組)已申請接受安全審査，如表2所示(共11家電力公司、15

座核電廠、25部核電機組)，包括3部機組屬於運轉超過40年的延役安

全審查。到目前(2015年8月)為止，共有5部核電機組通過安全審査，

以下分別針對這5部機組的審查過程進一步說明。 

 

(一) 九州電力川內核電廠1、2號機 

川内核電廠 1、2 號機係於 2013 年 7 月 8 日第一批申請安全審査

的 10 部機組中，被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列為最優先審查的對象。在歷

經 62 次審查會、約 700 次公聽會及現場安全評估調查，並提出補正

書後，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於 2014年 7月 16日公布審查書草案。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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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 30 天進行意見募集，結果共收到 17, 819 件的民眾意見書，九州

電力依據這些意見再提出補正書後，於 2014 年 9 月 10 日取得反應爐

設置變更許可，確認符合新規制基準的設計與安全要求。對於川内 1、

2 號機重啟運轉的申請歷程，如表 3 所示。 

在地方政府的同意上，於 2014 年 10 月 28 日取得薩摩川內市議

會與市長對川內核電廠 1、2 號機重啟運轉的同意，並於 2014 年 11

月 7 日取得鹿兒島縣議會與縣長(知事)的同意，整個完成地方政府的

同意手續。 

在工事計畫認可上，1 號機於 2015 年 3 月 18 日取得認可，2 號

機則於 2015 年 5 月 22 日取得認可。取得工事計畫認可後，接著就分

別進行使用前檢查。至於保安規定變更認可，2 部機組則於 2015 年 5

月 27 日取得認可。 

在審查期間，居民曾提出禁止川內核電廠 1、2 號機運轉的假處

分案，但於 2015 年 4 月 22 日被鹿兒島地方法院駁回。 

 

表 2、日本申請新規制基準安全審查的核電機組[9] 
申請公司 核能發電機組 申請日 審查合格日 

北海道電力 泊核電廠(1、2 號機) 2013.07.08  

北海道電力 泊核電廠(3 號機) 2013.07.08  

關西電力 大飯核電廠(3、4 號機) 2013.07.08  

關西電力 高浜核電廠(3、4 號機) 2013.07.08 2015.02.12  

四國電力 伊方核電廠(3 號機) 2013.07.08 2015.07.15  

九州電力 川内核電廠(1、2 號機) 2013.07.08 2014.09.10 

九州電力 玄海核電廠(3、4 號機) 2013.07.12  

東京電力 柏崎刈羽核電廠(6、7 號機) 2013.09.27  

中國電力 島根核電廠(2 號機) 2013.12.25  

東北電力 女川核電廠(2 號機) 2013.12.27  

中部電力 浜岡核電廠(4 號機) 2014.02.14  

日本原電 東海第二核電廠  2014.05.20  

東北電力 東通核電廠(1 號機) 2014.06.10  

北陸電力 志賀核電廠(2 號機) 2014.08.12  

電源開發 大間核電廠(新設) 2014.12.16  

關西電力 美浜核電廠(3 號機)(延役) 2015.03.17  

關西電力 高浜核電廠(1、2(3、4)號機) (延役) 2015.03.17  

中部電力 浜岡核電廠(3 號機) 2015.06.16  

 

 



8 
 

川內核電廠 1 號機在取得工事計畫認可後，於 2015 年 3 月 19 日

開始進行使用前檢查，確認設備是否可以正常運作。接著，於 7 月 7

日至 10 日裝填核燃料後，再進行設備安全檢查、模擬重大事故發生

的綜合訓練。確認設備一切正常後，於 8 月 11 日重新啟動，8 月 14

日開始發電與送電，最終在通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綜合負載性能

檢查」確認後，預計 9 月 10 日正式營業運轉。此外，若檢查程序順

利的話，2 號機將比 1 號機約晚 2 個月重啟運轉。 

表 3、川内核電廠 1、2 號機重啟運轉的申請歷程 
2011 年 5 月 10 日 1 號機(890MW)停機安檢 

2011 年 9 月 1 日 2 號機(890MW)停機安檢 

2013 年 7 月 8 日 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 

(提出設置變更、工事計畫、保安規定變更等三項申請) 

2013 年 7 月 16 日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開始審查 

(共召開 62 次審查會、約 700 次公聽會) 

2014 年 4 月 30 日 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4 年 6 月 24 日 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4 年 7 月 16 日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公布審查書草案 

2014 年 7 月 17 日至 

2014 年 8 月 15 日 

公開徵求對審查結果之科學的與技術的意見 

(共收到 17,819 件的意見書) 

2014 年 9 月 4 日 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4 年 9 月 10 日 取得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 

2014 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20 日 

針對川內核電廠的新規制基準適合性審查結果，在鹿兒島縣舉

辦 5 場住民說明會 

2014 年 10 月 28 日 薩摩川內市之臨時市議會進行投票，19 票對 4 票支持核電廠

重啟，市長岩切秀雄表明同意的立場 

2014 年 10 月 29 日 鹿兒島縣在日置市追加 1 場住民說明會 

2014 年 11 月 7 日 鹿兒島縣議會 49 位議員中，以 38 票贊成川內核電廠重啟，鹿

兒島縣知事伊藤祐一郎隨後同意 

2015 年 3 月 18 日 1 號機工事計畫書認可 

2015 年 3 月 19 日 1 號機使用前檢查 

2015 年 4 月 22 日 鹿兒島地方法院駁回居民提出禁止川內核電廠 1、2 號機運轉

的假處分案 

2015 年 5 月 22 日 2 號機工事計畫書認可 

2015 年 5 月 27 日 保安規定變更認可 

2015 年 6 月 10 日 2 號機使用前檢查 

2015年 7月 7日至 10

日 

1 號機裝填核燃料棒(共 157 支) 

 

2015 年 7 月下旬 進行安全設備檢查、模擬重大事故發生的綜合訓練 

2015 年 8 月 11 日 1 號機上午 10 點半重新啟動  

2015 年 8 月 14 日 1 號機上午 9 點開始發電與送電 

2015 年 9 月 10 日 預計 1 號機商業運轉 

2015 年 9 月上旬 預計 2 號機裝填核燃料棒 

2015 年 10 月上中旬 預計 2 號機重新啟動 

2015 年 11 月中旬 預計 2 號機商業運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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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川內核電廠 1 號機的重啟運轉，有二項重大意義： 

1. 第一個通過新規制基準審查且正式重啟運轉的核電機組，可

作為其他核電機組重啟運轉的範例，加快審查的時間； 

2. 結束自 2013 年 9 月 15 日關西電力關閉大飯核電廠 4 號機以

來，全日本歷經長達 1 年 11 個月的零核電狀態。 

九州電力共有川內核電廠 1、2 號機與玄海核電廠 1~4 號機，在

福島核災前的核能發電量約占總發電量的 40%，玄海 1 號機決定廢爐

後，裝置容量剩下約 4.7GW。川內核電廠 1 號機的重啟運轉，將可

提供 890MW 的電力，預備率可提升至 5.1%，大大紓緩九州電力供

電吃緊的問題。單單重啟川內核電廠 1、2 號機，就可為九州電力每

月省下 200 億日元的燃料費，進而減輕家庭的負擔與企業的營運成本

[10]。 

 

(二) 關西電力高浜核電廠3、4號機 

關西電力共有美浜核電廠 1~3 號機、大飯核電廠 1~4 號機及高浜

核電廠 1~4 號機等 11 部機組，在福島核災前的核能發電量約占總發

電量的 50%。其中，美浜 1、2 號機決定廢爐後，裝置容量剩下約

8.9GW；美浜 3 號機與高浜 1、2 號機申請運轉超過 40 年的延役審查，

高浜 3、4 號機及大飯 3、4 號機則申請適合性審查，如表 2 所示。高

浜 3、4 號機被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列為優先的審查對象，對於其重啟

運轉的申請歷程，如表 4 所示，以下就其申請審查的過程做一說明。 

高浜 3、4 號機於 2013 年 7 月 8 日申請適合性審查，經加強地震

與海嘯工程後，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於 2014 年 12 月 17 日公布審查書

草案，並於 2014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 月 16 日公開徵求對審查

書草案的意見，結果共收到 3,615 件的意見書。關西電力依據這些意

見再提出補正書後，於 2015 年 2 月 12 日取得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

確認符合新規制基準的設計與安全要求。這是繼九州電力川內 1、2

號機之後，通過新規制基準的第二件審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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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福井縣住民曾於 2014年 12月 5日向福井地方法院申請禁止

高浜 3、4 號機重啟運轉之假處分案，福井地方法院則於 2015 年 4 月

14 日做出判決，接受居民的申訴理由，認為核電廠的新規制基準過

於寬鬆，沒有合理性，無法確保核電廠的安全，若發生重大事故，將

侵害到民眾的權益，禁止關西電力高浜 3、4 號機重啟運轉[11]。關西

電力隨即於 17 日向該法院提出異議，以及停止執行假處分的請求。 

雖然，高浜 3、4 號機的重啟運轉已於 2015 年 3 月 20 日取得福

井縣高浜町議會的同意，但是受到福井地方法院的判決影響，尚未取

得福井縣議會與知事的同意，預計何時可以重啟運轉也不確定。 

然而，高浜 3、4 號機的新規制基準審查並未受到福井地方法院

的判決影響，高浜 3 號機於 2015 年 8 月 4 日取得工事計畫認可，接

著於 7 日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申請使用前檢查。 

 

表 4、高浜核電廠 3、4 號機重啟運轉的申請歷程 
2011 年 7 月 21 日 4 號機(870MW)定期檢查 

2012 年 2 月 20 日 3 號機(870MW)定期檢查 

2013 年 7 月 8 日 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提出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 

2013 年 7 月 16 日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開始審查 

(共召開 67 次審查會、3 次現場調查) 

2014 年 10 月 31 日 第 1 次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4 年 12 月 1 日 第 2 次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4 年 12 月 5 日 福井縣住民向福井地方法院申請禁止 3、4 號機重啟運轉之假

處分案 

2014 年 12 月 17 日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公布審查書草案 

2014 年 12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 月 16 日 

公開徵求對審查書之科學的與技術的意見 

(共收到 3,615 件的意見書) 

2015 年 1 月 28 日 第 3 次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5 年 2 月 2 日 提出工事計畫認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5 年 2 月 12 日 取得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反應爐設置變更認可 

2015 年 3 月 20 日 高浜町議會同意重啟運轉 

2015 年 4 月 14 日 福井地方法院對高浜核電廠 3、4 號機做出禁止重啟運轉的判

決 

2015 年 8 月 4 日 3 號機取得工事計畫認可 

 不確定何時可以重啟運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四國電力伊方核電廠3號機 

四國電力共有伊方核電廠 1~3 號機，共約 2GW；2010 年度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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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電量 161.04 億度，占總發電量的 42.6%。其中伊方核電廠 3 號機於

2013 年 7 月 8 日申請新規制基準審查，到 2015 年 4 月 9 日共召開過

審查會 70 次，並分別於 4 月 14 日、5 月 11 日提出補正書。對於申

請審查歷程，如表 5 所示。 

 

表 5、伊方核電廠 3 號機重啟運轉的申請歷程 
2011 年 4 月 29 日 3 號機(890MW)停機安檢 

2013 年 7 月 8 日 向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的申請書 

2013 年 7 月 16 日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開始審查 

(共召開 70 次審查會、3 次現場調查) 

2015 年 4 月 14 日 第 1 次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5 年 5 月 11 日 第 2 次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5 年 5 月 20 日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公布審查書草案 

2015 年 5 月 21 日至 

2015 年 6 月 19 日 

公開徵求對審查書草案之科學的與技術的意見(30 天) 

(共收到 3,464 件的意見書) 

2015 年 6 月 30 日 第 3 次提出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申請的補正書 

2015 年 7 月 15 日 取得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反應爐設置變更許可 

2015年7月16日之後

尚需 

取得設備詳細設計之「工事計畫」認可 

取得運轉管理體制之「保安規定變更」認可 

取得愛媛縣、伊方町等地方政府的同意 

通過「使用前檢查」 

2016 年 預計最快 2016 年初重啟運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於 2015 年 5 月 20 日通過初步的安全審查，並

公布審查書草案，主要記載「設施的設計基準」和「重大事故對策」

二部分。這項審查的焦點在於，核電廠北方約 8 公里處，有日本最大

規模的活斷層「中央構造線斷層帶」。在審查期間，四國電力回應原

子力規制委員會之要求，基準地震值由 570 gal 提高到 650 gal，基準

防海嘯牆高度由4.09公尺提高到8.12公尺[12]。(gal是加速度的單位，

1 gal = 1 cm/sec²。980 gal 約等於一個重力加速度(1g)。震度在 400Gal

以上，則為 7 級地震。) 

接著，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 30 天對審查書草案，公開徵求科

學的與技術的意見，結果共收到 3,464 件的意見書。四國電力依據這

些意見再提出補正書後，於 2015 年 7 月 15 日取得反應爐設置變更許

可，確認符合新規制基準的設計與安全要求。這是繼川內核電廠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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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核電廠之後，通過新規制基準的第三件審查案。 

伊方 3 號機尚需取得工事計畫認可與保安規定變更認可，接著進

行反應爐啟動前與啟動後之使用前檢查，確認設備運作正常。同時，

也必須取得愛媛縣、伊方町等地方政府的同意，方可重啟運轉。若一

切順利，預計最快將於 2016 年初重啟運轉。 

 

除了以上通過安全審查的申請案外，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專家調

查團指出，北陸電力志賀核電廠 1 號機的反應爐建築底下與 2 號機的

重要設施底下，有活斷層經過。雖然 2 號機正進行重啟運轉的安全審

查，但要通過變得困難，1 號機可能會被迫廢爐。此外，專家調查團

發現日本原子力發電(日本原電)敦賀 2 號機底下也有活斷層，可能也

會被迫廢爐；東北電力東通 1 號機則可能有活斷層，要通過安全審查

變得困難[13]。 

 

四、結論與建議 

日本在核電廠的重啟運轉上，已踏出重要的第一步，川内核電1

號機已於2015年8月14日開始發電，結束自2013年9月15日以來，長達

1年11個月的零核電狀態。若以2010年度使用中的核電機組有54部、

裝置容量合計48.96GW、發電量2,882億度(占比28.6%)來推算，2030

年度核能發電量要維持2,168～2,317億度(占比20～22%)的目標，則核

電裝置容量要達39.4～36.8GW。若現有43部核電機組全部重啟運

轉，則約有42.0GW，將可滿足2030年度的核電目標。然而，目前申

請安全審查的核電機組只有25部(包括興建中的1部)，共約25.1GW，

其中若有機組因活斷層等因素，無法通過審查，或者無法取得地方政

府的同意，則2030年度要達成核電占20～22%的目標，可能有問題。 

在核能安全上，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委員長田中俊一表示，通過安

全審查並不保證核電廠的安全完全沒有問題，僅代表該核電廠符合新

規制基準而已，各電力公司仍需針對天然災害等意外威脅，持續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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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升安全性。 

在核電廠重啟運轉的推動上，日本政府強調確保核電廠的安全性

為第一優先，並由原子力規制委員會依據世界最嚴格的安全基準，在

確認核電廠的安全性後，推動核電機組的重啟運轉。此外，以科學的

與技術的專業立論方式，來回應反核者的批評。從以上的說明顯示，

日本政府在推動核電廠重啟運轉的程序上，已形成固定的決策模式，

包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的審查與地方政府的同意，這對我國也有指標

性作用，值得我們持續關注日本的相關運作方式。 

我國目前在核四廠封存的政策下，若現有三座核電廠、六部機組

依時程規劃分別自 2018 年至 2025 年陸續如期除役的話，2026 年起

將進入零核電的時代，要提高能源自給率的話，唯有全力發展再生能

源。依照我國目前再生能源的規劃， 2030 年總設置容量為

17,250MW，發電量約占 14.5%，此表示在零核電下，依賴化石燃料

的火力發電仍高達 85.5%，此情境將與日本零核電的狀態類似。因

此，日本在推動核電廠重啟運轉與規劃未來核電目標上的作法與努

力，將有諸多值得我們參考借鏡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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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日本現有核電廠運轉年數之分布狀況(2015 年 8 月為計算點) [14] 

 

 
運轉年數 機組數 核電機組 

40年以上 1 高浜1 

30～39 年 15 

高浜2、美浜3、伊方1、東海第二、大飯1、大飯2、玄海2、福島

第二1、伊方2、福島第二2、女川1、川内1、高浜3、高浜4、福

島第二3 

20～29 年 19 

柏崎刈羽1、川内2、敦賀2、福島第二4、浜岡3、島根2、泊1、

柏崎刈羽2、柏崎刈羽5、泊2、大飯3、大飯4、柏崎刈羽3、浜岡

4、志賀1、玄海3、柏崎刈羽4、伊方3、女川2 

10～19 年 5 柏崎刈羽6、柏崎刈羽7、玄海4、女川3、浜岡5 

0～9 年 3 東通1、志賀2、泊3 

合計 4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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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使用中的 43 部核電機組[15] 

公司 核電機組 爐型 
容量 

(MWe) 
開始運轉 

運轉

年數 

申請新基

準審查 
初審通過 審查合格 

工事計畫

認可 

保安規定

認可 
停止運轉 

停止運轉

原因 

日本 

原電 

東海第二 BWR 1,100 1978.11.28 36 2014.05.20     2011.03.11 東北地震 

敦賀 2 PWR 1,160 1987.02.17 28      2011.05.07 
洩漏燃料

特別調查 

北海道 

電力 

泊1 PWR 579 1989.06.22 26 2013.07.08     2011.04.22 定期檢查 

泊2 PWR 579 1991.04.12 24 2013.07.08     2011.08.26 定期檢查 

泊3 PWR 912 2009.12.22 5 2013.07.08     2012.05.05 定期檢查 

東北 

電力 

女川1 BWR 524 1984.06.01 31      2011.03.11 東北地震 

女川2 BWR 825 1995.07.28 20 2013.12.27     2010.11.06 定期檢查 

女川3 BWR 825 2002.01.30 13      2011.03.11 東北地震 

東通1 BWR 1100 2005.12.08 9 2014.06.10     2011.02.06 定期檢查 

東京 

電力 

福島第二-1 BWR 1100 1982.04.20 33      2011.03.11 東北地震 

福島第二-2 BWR 1100 1984.02.03 31      2011.03.11 東北地震 

福島第二-3 BWR 1100 1985.06.21 30      2011.03.11 東北地震 

福島第二-4 BWR 1100 1987.08.25 27      2011.03.11 東北地震 

柏崎刈羽1 BWR 1100 1985.09.18 29      2011.08.06 定期檢查 

柏崎刈羽2 BWR 1100 1990.09.28 24      2007.07.05 

渦輪機控

制系統漏

油 

柏崎刈羽3 BWR 1100 1993.08.11 22      2007.07.16 新瀉地震 

柏崎刈羽4 BWR 1100 1994.08.11 21      2007.07.16 新瀉地震 

柏崎刈羽5 BWR 1100 1990.04.10 25      2012.01.25 定期檢查 

柏崎刈羽6 ABWR 1356 1996.11.07 18 2013.09.27     2012.03.26 定期檢查 

柏崎刈羽7 ABWR 1356 1997.07.02 18 2013.09.27     2011.08.23 定期檢查 

中部 

電力 

浜岡3 BWR 1100 1987.08.28 27 2015.06.16     2010.11.29 定期檢查 

浜岡4 BWR 1137 1993.09.03 21 2014.02.14     2011.05.13 
經產大臣

要求 

浜岡5 ABWR 1380 2005.01.18 10      2011.05.14 經產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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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北陸 

電力 

志賀1 BWR 540 1993.07.30 22      2011.03.01 
循環泵軸

封更換 

志賀2 ABWR 1206 2006.03.15 9 2014.08.12     2011.03.11 定期檢查 

關西 

電力 

美浜3 PWR 826 1976.12.01 38 2015.03.17     2011.05.14 定期檢查 

高浜1 PWR 826 1974.11.14 40 2015.03.17     2011.01.10 定期檢查 

高浜2 PWR 826 1975.11.14 39 2015.03.17     2011.11.25 定期檢查 

高浜3 PWR 870 1985.01.17 30 2013.07.08 2014.12.17 2015.02.12 2015.08.04  2012.02.20 定期檢查 

高浜4 PWR 870 1985.06.05 30 2013.07.08 2014.12.17 2015.02.12   2011.07.21 定期檢查 

大飯1 PWR 1175 1979.03.27 36      2011.07.16 
蓄壓罐壓

力降低 

大飯2 PWR 1175 1979.12.05 35      2011.12.16 定期檢查 

大飯3 PWR 1180 1991.12.18 23 2013.07.08     2013.09.02 定期檢查 

大飯4 PWR 1180 1993.02.02 22 2013.07.08     2013.09.15 定期檢查 

中國 

電力 
島根2 BWR 820 1989.02.10 26 2013.12.25     2012.01.27 定期檢查 

四國 

電力 

伊方1 PWR 566 1977.09.30 37      2011.09.04 定期檢查 

伊方2 PWR 566 1982.03.19 33      2012.01.14 定期檢查 

伊方3 PWR 890 1994.12.15 20 2013.07.08 2015.05.20 2015.07.15   2011.04.29 定期檢查 

九州 

電力 

玄海2 PWR 559 1981.03.30 34      2011.01.29 定期檢查 

玄海3 PWR 1180 1994.03.18 21 2013.07.12     2010.12.11 定期檢查 

玄海4 PWR 1180 1997.07.25 18 2013.07.12     2011.12.25 定期檢查 

川内1 PWR 890 1984.07.04 31 2013.07.08 2014.07.16 2014.09.10 2015.03.18 2015.05.27 2011.05.10 
2015.08.11 

重啟運轉 

川内2 PWR 890 1985.11.28 29 2013.07.08 2014.07.16 2014.09.10 2015.05.22 2015.05.27 2011.09.01 定期檢查 

合計 43部  42,048   24部 5 部 5 部 3 部 2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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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興建中的核電機組[15] 

公司 核電機組 爐型 
容量 

(MWe) 
開工 開始運轉 申請新基準審查 

原子力機構 文殊 FBR 280 1985.09 未定  

電源開發 大間 ABWR 1,383 2008.05 未定 2014.12.16 

東京電力 東通1 ABWR 1,385 2011.01 未定  

中國電力 島根3 ABWR 1,373 2005.12 未定  

合計 4部  4,421   1部 

四、日本準備興建的核電機組[15] 

公司 核電機組 爐型 
容量 

(MWe) 
開工 開始運轉 

日本原電 
敦賀3 APWR 1,538 未定 未定 

敦賀4 APWR 1,538 未定 未定 

東北電力 東通2 ABWR 1,385 未定 未定 

東京電力 東通2 ABWR 1,385 未定 未定 

中部電力 (浜岡6) (ABWR) (1400級) － － 

中國電力 
上關1 ABWR 1,373 未定 未定 

上關2 ABWR 1,373 未定 未定 

九州電力 川内3 APWR 1,590 未定 未定 

合計 8部  11,582   

五、日本已除役與決定除役的核電機組[15] 

核電機組 爐型 
容量 

(MWe) 

運轉結束 

或廢爐 
現況說明 

JPDR BWR 12 1976.03.18 1996.04.31完成解體撤除 

普賢 ATR 165 2003.03.29 2008.02.12廢止措施開始 

東海 GCR 166 1998.03.31 2001年廢止措施開始(預定2026年完成) 

浜岡1 BWR 540 2009.01.30 2009.11.18廢止措施開始 

浜岡2 BWR 840 2009.01.30 2009.11.18廢止措施開始 

福島第一-1 BWR 460 2012.04.19 (預定30～40年後完成廢止措施) 

福島第一-2 BWR 784 2012.04.19 (預定30～40年後完成廢止措施) 

福島第一-3 BWR 784 2012.04.19 (預定30～40年後完成廢止措施) 

福島第一-4 BWR 784 2012.04.19 (預定30～40年後完成廢止措施) 

福島第一-5 BWR 784 2014.01.31 (做為1～4號機廢爐的實證試驗) 

福島第一-6 BWR 1,100 2014.01.31 (做為1～4號機廢爐的實證試驗) 

敦賀1 BWR 357 2015.04.27 運轉時間：45年1個月 

美浜1 PWR 340 2015.04.27 運轉時間：44年4個月 

美浜2 PWR 500 2015.04.27 運轉時間：42年9個月 

玄海1 PWR 559 2015.04.27 運轉時間：39年6個月 

島根1 BWR 460 2015.04.30 運轉時間：41年1個月 

16部  8,635   

註：核反應爐型式 

BWR=Boiling Water Reactor 

ABWR=Advanced Boiling Water Reactor 

PWR=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APWR=Advanced Pressurized Water Reactor 

ATR=Advanced Thermal Reactor 

FBR=Fast Breeder Reactor 

GCR=Gas Cooled Rea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