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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院長、蔡副院長、各位委員先進： 

 

關於貴院所關切核二廠2號機重啟之能源政

策、因應花蓮震災防救災機制及國土安全規劃，

以及穩定物價機制問題，謹報告如下： 

有關核二廠 2號機再轉問題，106年 1月貴

院通過「電業法」修訂，確立國家未來電力能源

發展與轉型方向，其中第 95 條已明定「核能發

電設備應於中華民國 114 年以前，全部停止運

轉」。因此，政府將遵照貴院通過的法律執行國家

未來電力發展與能源轉型，完成非核家園目標。 

核二廠2號機組運轉執照將於2023年到期，

台電公司於去年 12 月 6 日完成機組大修後，原

能會於 12 月 14 日至 20 日赴現場檢查，為確保

機組安全，再由台電公司核安處執行獨立檢查 1

個月，確認機組大修後在安全備轉狀態。因此，

台電公司於大修後於今年 2月 5日向原能會提出

再轉申請，乃屬正常程序，目前機組依規定尚須

經原能會安全查核。未來無論該機組是否再轉，

依「電業法」規定，皆不影響 2025 年達到非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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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園「核一、核二及核三廠如期除役」與「核四

廠不運轉」的目標。 

 

有關「因應花蓮震災防救災機制及國土安全

規劃」，2 月 6 日深夜 11 時 50 分，花蓮發生強

震，造成數棟大樓傾倒、多處道路橋梁毀損的嚴

重災情。本院於地震發生後 10 分鐘即成立中央

災害應變中心，所有緊急應變單位，包括中央消

防署與各地方特搜隊、國軍部隊，以及民間慈善

團體等，均在第一時間投入救災；蔡總統與本人，

亦數度前往災區瞭解搶救情形，並撫慰受災民

眾。在這段期間，我們收到來自許多國家政府與

民間的慰問，以及物資、人力等協助，本人在此

要表達由衷的感謝。 

在所有同仁不眠不休的努力下，搶救工作已

告一段落，復原重建工作正接續展開，本院已在

2 月 7 日成立「行政院 0206 花蓮震災救助及重

建專案小組」，將統合各部會資源，從家園、產

業、基礎設施等面向著手，全力協助花蓮重建；

目前重建專案小組已召開 4次會議，協調解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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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問題。行政院及全體國人，將與花蓮人民站在

一起，攜手同心，重建家園，同時，本人也要籲

請全體國人，多多走訪花蓮的好山好水，以實際

行動來支持花蓮。 

臺灣是地震頻繁國家，除本次花蓮地震，還

有兩年前臺南 2 月 6 日的地震，以及民國 88 年

在中部所發生的 921大地震。行政院除了因應花

蓮地震成立重建專案小組外，為給國人安心的

家，同時也於 2月 26日召開記者會向國人宣布，

全國建築物耐震安檢及輔導重要補強的重大政

策。希望在政府帶領之下，民間可以共襄盛舉，

共同合作，讓國內的建築物，可以有更好的方式

因應地震。 

為加速推動老舊及危險建築改建及更新，我

們會積極落實去年 5月已施行的「都市危險及老

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及本院已核定的建

築物結構安全評估及重建試辦計畫，內政部今年

編列 2億 1千萬元執行上開計畫，預計將推動 5

百件重建計畫，協助約一萬戶家園重建；而「都

市更新條例」修正案亦已送請貴院審議中，敬請

貴院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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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全面盤點國內建築安全情況，內政部已

於今年 2 月 21 日修正「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

證及申報辦法」，將優先就 921 地震前所興建的

私有供公眾使用之建物及具有高危險疑慮建築

物強制進行耐震快篩及評估；此外，也刻正修正

「建築法」第 77 條之 1，規定建物構造不安全

者，應於一定期間內強制進行補強或重建，以保

障公眾安全。 

我們以 4 年投入 60 億元，推動包括「建物

快篩」、「耐震評估」、「重建補強」、「階段性補強」、

「金融協助」等 5大策略，要與社會共同合作，

逐步完成全國建物的耐震安檢及補強。行政院以

具體行動，展現給國人一個安全、安心的家的決

心，有獎勵措施，也有強制作為，並設定完成期

限，希望國人可支持及配合。  

 

有關貴院關心物價穩定機制，說明如下： 

一、我國物價在中央銀行長期政策主導下，一直

保持「低且穩定」的狀態，多年來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增率均低於 2％，去年 CPI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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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率為 0.62％，今年度依主計總處預測 CPI

上漲率為 1.21％，與各國相較仍相當穩定。 

二、為避免民生必需品價格波動造成民眾不安，

行政院於 97年 5月即成立「穩定物價小組」，

隨時監控物價波動情形，加強重要民生物資

從上、中、下游之生產到銷售的整體流程掌

握與監控，並適時採取穩定物價措施，相關

成員及重要物資監測項目說明如下： 

(一)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國發會擔任幕

僚工作，其他成員包括：經濟部、公平會、

中央銀行、農委會、財政部、交通部、內

政部、法務部、衛福部、工程會、主計總

處、行政院消保處、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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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物資監測項目及分工 

監測項目 主辦機關 

1.能源類：汽油、柴油、桶裝瓦斯、天

然瓦斯 

2.食品類：糖、麵粉、奶油、沙拉油 

3.大宗物資：玉米、小麥、黃豆 

4.民生物資：衛生紙、成人奶粉、速食

麵等 

經濟部 

米、肉類、水產品、蛋、蔬菜、水果、鮮

乳等農產品 

農委會 

1歲以下嬰兒奶粉及 1歲以上兒童奶粉 衛福部 

查辦廠商不法囤積、聯合哄抬等行為 公平會、

內政部、

法務部 

促進商品或服務維持合理價格及公平交

易；必要時，協調廠商提供平價品 

 

行政院消

保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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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測項目 主辦機關 

1.擔任「穩定物價小組」幕僚 

2.彙整跨部會穩定物價措施 

3.研析國內外物價情勢，並研提相關政

策建議 

國發會 

三、針對近日民眾因預期心理進而發生搶購衛生

紙的現象，政府已積極查核，防止人為操縱，

絶不允許聯合哄抬物價或囤積居奇的不法

行為產生，相關部會作為如下： 

(一)經濟部將持續掌握紙漿等原物料市場行

情、衛生紙等民生商品及其實際價格變動

情形；並適時與製造業、連鎖通路等相關

公協會聯繫溝通，全力穩定供需。 

(二)公平會自 2月 23日起即已啟動查價機制，

並於 2 月 27 日邀集三大衛生紙製造商及

五大量販業者宣達聯合行為違法構成要

件，及聲明絕對禁止業者聯合調漲衛生紙

價格；另並自 3月 1日起，密集約談相關

製造商及量販店業者到會說明，瞭解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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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產銷市況及訊息發布情形，並勾稽比對

業者是否涉有聯合行為等違法事證。如一

經查證有違反聯合行為或其他禁制規定，

即會依「公平交易法」予以嚴處，同時也

將公布違法業者名單。 

(三)行政院消保處自 2月 26日至 28日連續加

強查價密度，並密切注意衛生紙價格與各

通路業者供貨情形。由該處近三日派員訪

查情形及各縣市政府消保官回報之查核

結果顯示，絕大多數賣場尚無缺貨，且搶

購之現象已大幅減少，另有多家通路業者

因應廠商供貨不及，已提供預購方式，後

續可讓消費者以目前相同價格購買。 

四、綜合以上，目前衛生紙在量的部分，供應無

虞，因此在價格的部分，也會穩定合理，不

會有大波動，而衛生紙是最終產品，不是原

料，故亦不會帶動其他物價上漲。我也要求

相關機關持續適時採取各項穩定物價因應

措施，以確保民生物資供應無虞、價格穩定。

因此，籲請民眾無須搶購囤積，更不必對通

貨膨脹存有任何恐慌，請國人安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