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源，能不能？ 

 

  「你是否支持核能？」 

「你真的了解能源的使用嗎？」 

「身為一名總統你的能源決策是？」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從我們熟知的能源災難說起，接著帶我們認識不同的能

源，談談能量是什麼，最後提出給總統的建言。 

 

  福島核災、墨西哥灣漏油事件、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這些曾被大眾熱烈討論的

能源災難，看似萬劫不復，但熟讀此書後，可以發現並非如此，以福島核災為例：日

本 311 地震造成福島核電廠燃料棒熔毀、輻射外洩等災害，迫使日本決定進入零核電

時期。因應政策似乎合理，但細看死亡人數資料，輻射量的飆高造成罹癌致死人數約

為因海嘯死亡人數的 1/150，儘管不容忽視，但這些死亡也不該全歸咎於核電。或許，

我們應該將焦點放在如何降低天災引起的悲劇上，而不是「核電不安全就廢核」，這

樣不僅忽略自然給的警訊，同時也造成經濟上的損失。 

 

  這些災難的發生、媒體的報導使我們注意到過去未關心的地方，這些傷亡固然不

能被忽視，但也不應過度解讀。我們可能一時錯估情勢，但當獲得充分資訊後，我們

應該將第一印象拋諸腦後，仔細審視究竟影響了什麼，正在發生的還有哪些，「我們

承擔不起因誤解、混淆以及無知所形成的能源政策」，唯有排除偏見的判斷，才可能

作出較適當的選擇，減少錯誤的發生。 

 

消彌人民恐慌的唯一辦法，就是讓人民更了解能源。 

 

  儘管鈾的燃料成本低，且足夠我們再使用九千年，但核能和原子彈同樣都具有鈾，

且難保下一個核災不會發生，恐懼使民眾對核能產生排斥感。然而作者解釋核能使用

的鈾濃度極低，無法當原子彈使用；若能有效疏散災區、應變措施處理快速且妥當，

核災並非無法挽救。具輻射性的核廢料亦是讓人擔憂的問題，雖然有專家表示技術上

並非困難點，但反觀台灣蘭嶼的核廢料貯存桶鏽蝕，有輻射外洩之虞，實際執行還是

需要考量。 

 

或許，看到這裡，你仍對核能的安全問題持保留態度，讓我們接著看看其他能源。 

 

  風力發電，浮現腦海的是巨大的三葉風扇，風速與面積是影響發電量的因素，製

造成本相對不高，且無能源危機、無汙染是其優點，卻因傷及鳥類而受到一些環保人

士反對，儘管高樓大廈對鳥類的影響看似更大。不穩定是另一個缺點，也是台灣擁有

被稱為「世界級的好風場」，風力卻未受積極發展的原因：夏季的高用電無法獲得滿

足，亦無法像歐美用電網、向鄰國購電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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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一塊錢，就是賺一塊錢。」增加能源生產力－使用更少的能源達到原本的目

的－善用新科技，節能不必降低生活品質。政府能考慮和電力公司合作提供民眾節能

設施，或使用智慧電網並導入智慧電表，有時會使費率提高，但整體上的電費降低。

以上兩者都可有效的降低用電量和電費，也可達到不需再增設發電廠的目的。在反核

情緒高漲、環保意識抬頭的情況下，我們應重視這方面的能源，才能在滿足需求的同

時，將災害風險降至最低。 

 

  解釋完這些能源知識後，作者假設總統希望獲得一些建議：合成燃料、核能發電、

生質燃料……，哪些有潛力、在未來會占據重要地位，而哪些又是發展進度有限的科

技？想要控制全球暖化？比起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中國等開發中國家高排放量才是重

點！能源災難、熱潮、偏誤還有格言等，在選擇時要盡量避免。每個人都會有不同的

評斷，但就如同上述提到面對科技災難時，「你必須要有遠見、信任科學與客觀分析，

並且深思熟慮。」 

 

  《給未來總統的能源課》一書是站在一位科學家的角度，傳授給未來的美國總統

應該具備的能源科技知識。我們或許沒有機會當上總統，美國的情況也未必與我們相

同，但是透過這本書我們能夠了解一位科學人對能源的看法，從中補足我們欠缺的科

學知識。期許你在閱讀的過程，除了在能源知識上有所收穫外，並且思考，身為台灣

人民和地球村的一員，我們可以怎麼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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