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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關鍵報告》新書記者會  
「役物而不役於物」才是能源研究的真義 

 
2013.6.26(二)葉克秋整理 

「萬般皆下品，唯有緣分高」，這就是我跟天下文化的緣分，也是這本書的來

源。 

這本書始於福島事故之後，4 月 20 日，我到仙台附近去訪問，仙台附近一片

平靜，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一樣。我把當時的事情記錄下來，了解到安全可靠

度與能源、環保的關係。其實，我對所有東西，包括電子產品的安全可靠度，都

持一種批判的態度；但是，當很多人對核能過度批判的時候，我發現很多資訊都

是不正確的。今時今日，能源是我們的必需品，而不是什麼奢侈品，能源與環保

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論題，不是很容易、很簡單就可以講清楚的。 

「七彩能源」的說法是我的專利，我把天下的能源分成七大類：第一是水力。

我們形容一個女人很漂亮，說她很水。也有人說，人往上走，水往下流，水是了

不起的東西。水表示純潔、乾淨，還可以發電。在台灣，講到水，絕對離不開日

月潭，一定要談到日月潭的水力發電。可是水力發電有缺點，它必須要有水源的

長期供應。 

與水相對的是火。鑽木取火的火，在工業革命之後，人們發現，煤炭可以幫

我們產生很多的能量。煤炭之前是木頭，使用煤炭之後，發覺很遺憾煤炭會造成

很大的污染，但是煤炭好像隨處都可以取得，所以在工業革命 200 年之後，我們

依然很依賴煤炭產生的火力。煤炭不夠，我們後來又發覺有石油，最近又發覺有

天然氣。至於火力能源有限，造成能源危機，這是一個新的論題了。 

風力發電取自自然環境，是一個相當乾淨的能源，但是光靠風力發電是不夠

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國家或地區能夠靠風力發電的，有些地方沒有風力資源。 

最近很熱門的是太陽能，各位是否知道，太陽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原子反應

爐？太陽的好處是能夠無限制地為我們供應能源，缺點是不能 24 小時供應。目前

不能，也許有一天可以。稍後，若有機會，我再為各位介紹太陽如何能在同一個

地方 24 小時不停地供應能源，但是太陽本身也受到天氣的影響，而且用太陽能也

會產生二氧化碳。 

我不知道核能的 logo 是誰發明的，看起來就很令人害怕；雖然可怕，卻具有

面惡心善的本性，給人類帶來許多便利。但是，我們對它還是感到非常的不放心，

特別是在核廢物的儲存、鈾的來源等，都引起許多討論。 

比較新、又比較熱門的是生質能源。生質能源是多麼美的一件事啊。比如玉

米，用過的玉米可以製造酒精之類的東西，可以當作能源使用。樹枝、樹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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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重複利用成為綠色能源。所以，講到典型的再生能源時，難怪大家會想到綠

色。 

七彩能源中最後的一類我總稱為「其他」，包括台灣最近推薦的潮流、台灣海

峽的潮汐，還有地熱。第七種能源的供給有限，而且我們對它的了解也非常有限。 

對於這七彩能源，我們必須與環保同時考慮，還要考慮到能源是生活的必需

品，與未來社會福祉緊密相關。能源本身對我們生活所產生的效用、能源本身的

可靠、可持續性，都是我們今天必須密切注意的事情。 

根據香港城市大學一位世界著名的能源環境專家陳仲良教授的講法，今天至

少有 95％的人同意，二氧化碳的增高是地球面對的危機。不久以前（大概一個月

前），科學家在夏威夷的二氧化碳檢測站首次測出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

400ppm。在一百年間，地球的二氧化碳濃度從 280ppm 增加到 400ppm，地球上的

溫度也從 200 年前的工業革命之後上升攝氏一度。根據陳教授的估計，下一次地

球氣溫再上升一度，用不了 200 年的時間。 

溫度上升會產生什麼問題呢？如果二氧化碳稀薄的話，地球上的熱量可以散

發到大氣層以外，當二氧化碳很濃的時候，氣溫保持在大氣層裡面。當然，不能

說這與地球暖化有直接的關係，但是毫無疑問，地球暖化，會使這種情形變得更

為惡劣、加速暖化。因此，節能減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而核能是二氧化碳

排放最少的一種能源。 

在未來二十幾年裡，世界上核能發電機組的發展有一些預估，這些預估如圖

所示。 

凡是做預估，時間越久，誤差越大。根據世界核能學協會的預估，到了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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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少會有 300 個核電機組，最多可能有 800 個核電機組，具體多少會受很多

因素的影響，如果不幸再出一個福島核事故，核電機組的數量就會減少；如果未

來 10 年、20 年核電機組都很安全，核電機組就會增加得多一些。最可能的預估值

是，到了 2029 年可能有 600 座核電機組。 

能源是一門專業，是近代的問題，所以，要用近代國際化標準去思考所有能

源的選項。所有能源都有一定的危機，因此我們要有一個很清楚的能源政策。我

舉三個公正的例子：美國的歐巴馬說，他們國家的能源政策是 70％來自火力、20

％核電、10％其他，這是他們國家近期努力的方向。德國不要核電。但反核會遇

到很多困難，也要花費很多錢。不成功沒有關係，至少有個明確的能源政策。德

國預計 2050 年停止核電，屆時，風與水力為最大電力來源，其次為火力，佔 20%。

瑞典對德國很不滿，認為自己節省了二氧化碳，德國卻製造二氧化碳，就像下雨

天蝴蝶會飛到隔壁去一樣。這也是沒辦法避免的。瑞典的能源政策是 50％水力、

40％核能、10％其他。南韓的策略是，到了 2050 年，59％核電、41％其他能源。 

所以每個國家、地區、政府都有他們的能源政策，擬定的能源政策必須適合

當地的國情，當地所處的環境。我上述所舉包含南韓在內的四個國家的能源政策，

在台灣都不見得行得通，他們有的我們不見得有，他們可以做的，我們不見得可

以做得到；而我們有的，他們也不見得有。因此，對於能源的選擇及其代價，我

們必須多加思量。 

請允許我用古人的一句話做結論：大地萬物「役物而不役於物」，大地本來就非我

們所擁有，我們不要變成大地的奴隸，而要跟天地自然結合。我們做能源環保的

研究、應該強調創新，我們做的事情須能增進人類的福祉。要「役物而不役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