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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本基金 112年度上半年(112 年 1 月 1日至 6 月
30日)收支報告 

 

出席委員意見紀要 

(一)陳委員璋玲： 

1. 報告非常的完整清楚。有幾點想釐清，上半年有分析主

要的差異，也有提出落後的原因，比較好奇這些原因，

是不是預計下半年都不會存在？或是這些原因你們評

估在下半年還是會無法解決？ 

2. 想了解目前除役的狀況及進程，上次會議我們有去核

一廠參訪，了解到除役是一個政策的大方向。現在目前

辦理的情形是否是核一先除役，再來是核二及核三?除

役進度的期程也希望能了解。另有政治人物提到緊急

狀況備援，除役的政策是否有變更？ 

3. 後端基金運用辦法中，基金的用途，好像不包括生態保

育這一塊，是否未來在運用辦法有修正的空間，在後端

的總費用中，是否可以處理這樣的議題。 

 

(二)吳委員明全：  

1. 目前的基金淨資產4,271億元，這些費用在核一、核二

、核三拆廠除役、高放及低放的最終處置上，是如何分

配?其他三個廠又分配多少費用？ 

2. 以核一目前除役的狀況，剩下這些預算會不會有不太

夠的情形？ 

 

 (三)黃委員厚輯： 

1. 預算執行最大的變數還是在新北市尚未核准的水保計

畫。現在法院已經有做出判決，到底後續新北市必須要

核准，還是我們有一些行政程序要走？後面的過程要

如何處理? 

2. 資產負債表主要的收入來源，有一塊是長期投資，主要



2 
 

是買政府公債，之前委員有提到後端基金可否就資金

運用有更彈性的規劃，我們可否購買金融債券或短期

票券，要如何活化運用基金?請協助說明。 

 

(四)周委員玲臺： 

1. 拆廠除役金額，目前報告的金額是13.31億元，主要還

是在拆除核一的成本，核二的除役成本還沒有開始。目

前核二已經有1.34億元的費用發生，可是還沒有轉列

入後端基金支出，所以我估計1.34億元目前還是列在

台電。我們基金的帳是否已經列進來？ 

2. 核四廠是否是因為沒有啟用，且核燃料已經運至美國，

所以不會有太大的費用產生，是否可以這樣說。 

3. 根據基金費用收取辦法，114年後端基金就不能再收取

費用。目前費用是按照核一、二、三的支出去估算，是

否估算的金額大於我們現在實際上要支用的金額？ 

4. 在「用過核子燃料貯存」項目中，有提到新北市核准與

否的問題，我不太清楚詳細內容，想確定新北市和我們

的主張，差異點在哪？是否是涉及乾式vs濕式、室內vs

室外，或是貯或是不貯？ 

5. 基金把錢借貸給台電時，按照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13條「得貸予設有核能發電廠之發電業支應核子燃料

營運或電源開發之用」，我們是否有針對台電公司的使

用作追蹤？是否有需要向我們解釋使用情形？以後核

一、二、三廠都停機後，借貸之費用台電公司是否要歸

還？ 

6. 台電公司也是屬於經濟部，而後端基金也是經濟部的

特別收入基金，當彼此有借貸時，是否在內部的報表中

，就已經將借貸沖銷了。 

7. 美金價值在未來1年會下降，後端費用都是以美金支付

嗎？ 

8. 資料附表有關基金來源、用途及餘絀表，會計用途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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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類，包括低放廢棄物處理及貯存、低放廢棄物最終

處置、用過核子燃料的貯存、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

還有核子設施除役拆廠，目前核子設施除役拆廠可能

會是未來比重較重的項目，其中有一科目「其他」是12

億元，它的內容是什麼？在會計上有點違反我們的揭

露原則，是否應該要有一個名稱比較恰當。平衡表中的

購建中固定資產有25億元，可否說明一下內容是什麼

？未來核子設施除役拆廠之工項會愈來愈多，建議可

就科目再細分清楚，這樣較能清楚知道費用的用途。 

 

(五)張委員四立： 

1. 簡報的數字解釋得非常清楚。在簡報第7頁，本期的負

債有15億元，依據附表，15億元主要來自於流動的負債

，其中有2項應付111年度的回饋金，但111年度應該已

經過去了，所以應該已經結清了，為什麼會列在我們帳

上成為流動負債？ 

2. 我們有很多的工程是委外進行，我們現在所有帳面上

的數字都已經轉成為臺幣，但是也要請會計部門注意

匯率的變動，因為我看到最近這幾個月匯率的變動蠻

大的，它對於我們的支出，從預算到決算部分會不會引

起困擾?如果有必要，可能也要對委員會提出報告。 

 

(六)施委員信民： 

1. 有關核子設施除役拆廠，我們在計劃書中是使用「除役

拆廠」，但是在簡報我們是用「拆廠除役」，是否指的

是一樣的事情？如果是一樣的，建議使用一樣的用語。 

2.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及貯存計畫和低放最終處置以及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處置，其內容會否有重疊的地方？

除役拆廠的廢棄物，是不是會到低放、高放計畫的範疇

，費用上會不會有重複之處? 

3. 簡報有提到拆廠除役第2項，將來核二這些費用會算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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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這在預算書中有沒有寫到，編預算時是否已經有考

慮進去。第3項配合除役工作進度調整時程，是否是新

增的？上次提預算沒有提到這項。 

4. 蘭嶼低放貯存之運貯作業勞務，是包括哪些作業，請說

明一下？ 

 

(七)謝委員蕙蓮： 

1. 計畫中都是後端相關之工項，很多民眾、環保團體、生

態學者關心的，是在除役後的生態復育，是否在基金的

計畫可以增加廠區除役後之生態保育計畫？在會計科

目下面也應增加一個生態增益部分。 

2. 生態增益包括兩部分，第一，要把三個電廠過去進行

的監測計畫，這些大數據要做一盤點，e化整理出來，

之後才有辦法做統計分析，也可以找到因果關係（因

果關係分析）。包括這些廠對生態的影響包含哪些因

素，如海岸的海流、海溫及對於海域生態的影響關係

等。         

3. 第二部分，像核三廠，它其實已經成為生態保育的方

舟，進水口跟出水口都有豐富珊瑚礁生態，這和當地

進出水口的水域流場比較有關係，現在能生存下來的

其實是比較能耐高溫的珊瑚物種。地球暖化會損失掉

非常多物種，但因為有比較多的耐高溫物種被選擇出

來，將來在全球暖化水溫升高的情況下，這些是可以

生存下的珊瑚物種，還有依賴珊瑚礁生存的其他物種

，不管是藻類或魚類，都可以一起發展。既使是除役

了，我們還是希望有水流的情境，可能溫度不會再升

高了，它應該還是會維持一段時間，因為有燃料要降

溫，現在的珊瑚礁才能發展下去。若沒有水流流動，

現在已經有的珊瑚礁生態系就會慢慢的消失。所以我

希望在後端基金中，可以有一個重要的項目，是做除

役後廠區生態的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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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為了要維持這個生態系統，一些重要的流場（水利循環

）要保全下來，所以要有經費去做，在保育方舟的概念

下，希望能作為一環境教育的場所，讓國內外的民眾能

夠了解這個珊瑚礁系的生態運作，或許能作為現地博

物館。這個案例在國外非常多，所謂水下的博物館，是

可以看到在自然環境中的魚和珊瑚，這當然會需要一

些經費去建構，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在後端營運基金

下可以編列相關會計科目去推動。 

5. 基金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1條「..必要之回饋措施..

」，像生態保育、環境教育還有生態增益都是屬於必要

之回饋措施，我覺得符合運用辦法。 

 

(八)陳委員文泉： 

1. 後端基金總費用的重估作業，每5年重估一次，這一次

應該是最後一次重估。以後端基金編列的基本假設來

看，多年來台電在推動後端業務上，常常遇到不可歸責

電力公司的情況，造成時程延宕，方才提及與新北市政

府界面的問題，也是會造成這樣的情形，若持續延宕，

後面會造成在除役拆廠工作的時間延後，對基金上的

衝擊或效應，可能要有一個評估。 

2. 有沒有可能在總費用的估算作業中，將準備金適度的

提升，來吸納不確定性的情境。 

 

 

基金業務部門、台電公司說明及回應委員意見紀要 

 

(一) 我們全年支出最主要是在拆廠除役，全年在核一、二預

計要支出 45 億元的費用，因為考慮到核二運轉到 112

年 3 月 14 日，所以 3 月 14 日以前，按照比例他的費

用是由運轉營運費用支出，3 月 15 日開始它所有的支

出皆為除役，由後端基金來列支。目前還有 4筆錢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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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下半年會加速辦理。 

(二) 關於用過核燃料貯存，我們和新北市政府的訴訟案（包

括核一、核二）都已勝訴，目前在核二的部分進度會比

較快，因為新北市已經核准我們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畫

的函，但因核准的期限無法施工，它只核准到 110年 3

月 31 日，已經過期，所以我們已向新北市申請有效期

限展延至 113年 12月，因為工期需要 1年。若進度快，

應該有機會在 112 年 8 月正式動工，因所有的工程廠

商都已經決標在等著施作。 

(三) 核一水保的部分，我們去函新北市政府，希望能盡速按

照法院判決核准我們的水保計畫，如果可以核准，後續

施工就會很快，有機會啟動核一的室外乾貯。 

(四) 有關上半年執行率有沒有辦法達到 100％，而有些落

差，下半年有沒有辦法達到？基本上方才所報告的部

分，下半年都可以達到，現在唯一不確定的因素在新北

市，不確定對方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五) 有關除役的進程，因核一廠已經在 108年 7月除役，在

拆除的過程中，由於我們用過核燃料沒有辦法順利退

出，我們要蓋室外乾貯場，後續還要蓋室內乾貯場，我

們目前選擇先把汽機廠房相關發電設施進行拆除，而反

應器廠房勢必要把相關燃料移出後，才可進行輻射特定

調查，並進行拆除的動作。核二也面臨一樣的情境，核

二 112年 3 月 14 日進入除役，所以目前大都在進行規

劃及訓練，承接核一除役的經驗，並推展後續除役的規

劃工作。 

(六) 有關核電廠作為緊急備援設施，各位前次會議也看到燃

料在反應爐裡，所有的安全設備一定要可用，維護保養、

測試和人力也都要到位，按照規定進行安全設備的維護

及保養測試。至於緊急備援，它與緊急命令有關，緊急

命令並沒有規範核能電廠在沒有執照狀態下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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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所以後續相關的議題，我們可能還要與管制機關

確認，並聽聽各界、甚至是立法院的意見，所以媒體雖

然這樣報導，我們還沒有相關規劃。 

(七) 後端基金總費用按照費用收取辦法，每 5 年要重估一

次，期間內有重大情事變更時，如原物料大漲或是其他

特殊因素，也需要重估。目前的核定版是在 109年由部

長核定，後端基金需要總金額大約 4,728億元。這個費

用中拆廠除役部分，要拆核一、二、三廠，我們是第一

次辦理除役工作，所以在拆廠的部分要借助國際上有拆

廠經驗的平台去估算費用，到目前為止，國際上資訊最

公開的平台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它是有 22

個會員國。我們拆廠除役費用目前估算約為 1,014 億

元。拆廠產生的廢料，就要進行高低階的處理及處置。

低階最終處置估計費用約為 292億元。高階核廢料，即

用過核燃料的處理，首先放在乾式貯存筒，最後放在最

終處置設施，乾貯的費用大約是 550億元，高放最終處

置約為 1,178億元，兩個加起來大約為 1,730億元。蘭

嶼的低放貯存場，目前是靜態管理，未來會進行核廢料

的移出，費用方面只有維護的管理費用與未來外運費

用，預估大約 15億元左右。委員關心這些費用夠不夠，

我們估算的過程都有與國際對標過，目前我們也在進行

新版總費用的重估，我們想在適當機會向各位委員報

告。目前整體而言，我們估算的 4,729億元，以國際上

的經驗來看，應該是足足有餘。 

(八) 針對核一、二的乾貯推動，核一的關鍵是水保計畫，核

二是逕流廢水削減計畫，這些是環保的規定。這兩個訴

訟案，一個是高等行政法院，一個是最高行政法院都判

決新北市應逕予核准，而不是要我們重送。核一的部分

新北市一直要求我們重送水保計畫，但法院的判決不是

這樣，所以我們希望新北市能依照法院判決，因法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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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已經針對很多雙方意見的差異進行審理與辯論終

結，都已經寫在判決書裡了。 

(九) 有關基金的長期投資與短期投資部分，後端基金運用辦

法裡已有明定。過去也問行政院，本來我們希望可以買

一些利率比較高的標的，包括委員有提議買台積電，但

是後端基金主要的用途是用來拆廠除役，政府考量基金

應具備穩定性與安全性，所以目前只規劃在長期方面購

買政府公債及借貸給台電公司；短期方面則是在購買公

債及支付捐補助(回饋金)前借貸給台電公司孳息，立法

院有規定借貸比例不得超過總額的 50％，所以現在維

持在 49％左右，借給台電的長期貸款部分會依據同年

期公債殖利率再加 0.3％，所以在資產活化的部分，短

期暫不會考慮其他的用途。 

(十) 有關基金借貸台電公司的部分，目前有長短期的借貸，

目前沒有說到 114 年一旦沒有電廠的營運，借款全部

要還給基金。後端基金借給台電公司比同年期公債殖利

率多 0.3％，我們希望可以繼續有機會借給台電公司。 

(十一) 核四廠因為沒有運轉，後端基金都是從發電度數去

籌，1 度電籌 1％的錢進來，後來是採取 IFRSs 國際

財務報導準則提列。因為核四 1 度電都沒有發，所以

後端基金與核四並無關係。 

(十二) 針對上半年的支出，核二在 112 年 3 月 15 日開始除

役，使用後端基金，在還沒有除役之前，我們每一年

會有一筆固定支出，如給原能會的管制費用，也包括

緊急計畫的實施費用，每一年每一個電廠會支出約

3,400萬元。既然要從運轉的狀態改為拆廠除役，資

金的支出就要轉移到後端基金勻支，包括保險、規費、

租金、及定期維護費用等，全年度去切大約還有 1.34

億元尚未切分。未來這個 1.34 億元會再轉到下半年

度，把它列在後端基金的核二廠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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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11年應付的回饋金撥款之後，會有一些執行期間，

如果尚未執行完畢，會保留繼續執行，等執行完畢才

會做沖銷的動作。 

(十四) 有關匯率的部分，我們現在美金的資產並沒有很多，

所以如果有相關美金資產我們會留意。另我們目前委

託國外的工程其實不多，我們還是以國內技術自主為

主。 

(十五) 委員提及報表中科目「其他」部分，我們再提供比較

詳細的資料作補充說明。另外購建中固定資產我們也

有比較詳細的明細，沒有列在這次平衡表裡面，可以

於會後提供。 

(十六) 我們寫的「拆廠除役」應該改為「除役拆廠」。        

有關會計科目上的除役拆廠及其廢棄物處理與最終

處置計畫，除役拆廠完廢棄物的處理還沒有送最終處

置場之前，這些開銷都放在除役拆廠的範疇中，所以

會有一些最終處置的前置作業，是在廠裡面要進行的

費用支出，會計科目部分會算在這裡。一旦開始起運，

就會切出去，切到最終處置的範疇，所以會計科目預

算沒有重複編列，完全獨立。 

(十七) 有關於蘭嶼低放貯存勞務工作的部分，包括相關設施

定期的維護保養和碼頭設施的吊掛作業，這部分雖然

是靜態管理，但因環境有海風在吹，所以設施都需要

保養，會有固定的支出。 

(十八) 委員提及增列一會計科目進行未來除役後的生態復

育和環境教育，這部分我們會請會計單位研究，或是

洽詢政府相關部門能否勻列會計項目來解決後面的

問題。有關環境監測大數據的 e 化與因果分析，在我

們除役拆廠的環評報告中，有說明對於海域的的流場

進行環境輻射偵測，包括海域生態、水質的偵測。因

為電廠運轉期間需要透過海水來做冷卻工作，所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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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溫海水的問題，一旦進入除役，反應爐燃料可以全

部移出，需要透過抽海水做反應爐冷卻的工作不會再

有了。但未來在核三廠的進水口和出水口部分，會持

續有珊瑚的監測跟復育，這項工作會持續進行，不會

因為除役後就停止。至於核三廠特有的珊瑚生態，我

們在水下都有 CCTV 24 小時監測，提供民眾上網就可

以觀測。未來環境教育相關議題，我們再來研究後端

基金可以如何配合。在生態復育方面，我們會落實在

二階環評承諾之工作，包括淨灘、環境生態工作，我

們都會和地方結合進行。 

(十九) 我們目前會計月報是依照主計總處的規定呈現，細項

資料在月報的明細會有比較詳細科目的說明，總表還

是要照主計總處的規定。 

 

召集人 

本案通過。後續請依照程序陳報。 

 

 

臨時動議(吳委員明全)： 

 提議於下次會議進行乾貯設施執行現況專案報告。 

 

召集人 

同意委員提案，但時間上可保留彈性，不限定於下一次會議

報告。請業務組準備好後，安排至會議上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