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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廢核行腳隊是一群反核的有志青年於 10月 10日從貢寮起走，將於 12月 22

日走入基隆，他們將經過了北海岸的核一廠、核二廠走進基隆。 

 

12月 22日也正好是黃色小鴨來到基隆的第二天，基隆人相信小鴨帶來的龐大商機

和宣傳效應，將會帶動基隆市的人潮與活力。但基隆是一個被核電廠包圍的城市，

核一（石門）、核二（萬里）、核四（貢寮）離基隆如此近（分別為 23.3公里/11.4

公里/20.9公里），核一、核二儲存著過高的燃料棒，核四廠近幾年不斷出現工程問

題，核災若發生，基隆市民首當其衝，基隆人可能成為核災災民，小鴨有一天會

走，但這些恐懼永遠會在，我們如何做才能帶給自己和下一代真正的幸福？ 

 

廢核，缺電怎麼辦？ 

從能源局的資料作計算，2011年台灣電力的備用容量率是 24.3%，而目前六座核

電機組佔台灣所有發電設備的發電能力約 11%左右，即使「現在立即」停掉所有

核能機組，也不會有缺電的問題，甚至『備用容量率』還可以維持在 10%以上，

與國際上他國相較，仍屬安全範圍，所以政府實在無須再以缺電謊言恐嚇大眾。 

海洋廣場→火車站→安一路→安樂市場→成功一二路→仁五路→愛三路 

→仁四路火盟辦公室（午休）→愛四路→仁一路→台電公司→愛九路→復興街 

→仁二路→愛六路→信一路→文化中心 

 



 
用電方式改善才是永續經濟的關鍵 

台灣工業用電佔總用電量的五成以上，民生用電不到兩成，其中鋼鐵、石化等高

耗能產業佔總用電量四分之一以上，卻只生產了不到 10%的 GDP。工業電價竟比

民生電價低得多，甚至低於台電發電成本，形同全民繳稅補貼產業。過去三年，

全民補貼額度共達 1500億以上。 

 

福島核災發生至今，世界各國莫不相繼檢討核電政策，德國、瑞士等國已宣布廢

核，台灣卻仍緊抱高風險的核電政策，甚至準備再通過 400多億核四追加預算，

加上此預算案，危險的核四工程總計花費將高達近 3000億元，這些都是我們納稅

人的錢！而且可能還會年年追加！現在積極表現反核立場的民進黨，反觀在他們

執政擁有權力的時候，沒有為貫徹反核政策，該被批判，而國民黨在能源政策上

繼續保守擁核，應被唾棄。人民應該看清楚，跟著廢核行腳一起踏出公民的腳步，

相信自己、棄絕政客，為自己的幸福走出來。 

 

如何創造屬於這個城市的幸福？就是學習面對政治，在國家政策當自己的主人。 

12月 22日（日）邀請身為基隆人的你一起為幸福而走！ 

 

共同行動團體： 

 

聯絡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