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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預估109年上半年電價費率檢討方案
發購電燃料用量與金額

(1) 天然氣-立方公尺/度；燃煤-公斤/度；油-公升/度
(2) 天然氣-百萬立方公尺；燃煤-千公噸；油-千公秉

(3) 天然氣-元/立方公尺；燃煤-元/公噸；油-元/公秉
※  發電用燃料：指機組運轉供電期間使用的燃料量。
※ 生火用燃料：指機組起動(點火至併聯前)但未供電至系統期間使用的燃料量。

燃料別
發電量
(億度)

燃耗率(1)

燃料用量(2) 重估燃料
單價
(3)

金額
(億元)發電用量

生火
用量

合計用量

自發電

天然氣 728.67 0.1971 14,360.9 2.4 14,363.3 10.1472 1,457.47

燃煤 677.10 0.4052 27,437.1 1.6 27,438.7 2,352 645.36 

燃料油 44.96 0.2487 1,117.9 0.9 1,118.8 16,422 183.73

柴油 2.94 0.3305 97.3 12.8 110.1 23,482 25.85

化石燃料小計 1,453.67 2,312.41

核燃料 282.56 101.37

合計 1,736.23 2,413.78

購電

天然氣 195.55 380.99

燃煤 199.91 239.05

合計 395.46 620.04

總計 2,131.69 3,03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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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燃料成本分攤方式說明



(一)核燃料成本之分攤原則

(1)核燃料置於反應器內產生能量時間長，

一批次置於爐心以3~4個週期為原則，

每次僅需更換1/3~1/4之燃料。因此，

在爐心內之核燃料，將包括3~4個不同

時期填入之核燃料。

(2)由於投入燃料成本產生能量時間超過1年。

因此，核燃料成本須以攤銷之方式逐年

攤提。

(3) 除了前述之前端循環相關成本之外，核

燃料成本自製成核燃料元件填入反應爐

起即須攤銷後端除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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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N個
週期

第N+1個
週期

第N-2個週期填入之核燃料

第N-1個週期填入之核燃料

第N個週期填入之核燃料

第N+1個週期填入之核燃料

6



7

(二)核燃料之成本分攤率之計算方式
(1)同一週期內各批次預計於該週期攤提總成本與該週期產生能量之比值，即為

該機組於該週期之分攤率。

(2)先依已投入之核燃料成本與預計產出之能量計算出分攤率，再於週期結束進

行大修填換燃料時，依該週期已實際產生之能量，計算該週期應攤提之金

額。

(3)扣除實際攤提金額後可依剩餘未攤成本(包括前端與後端)與預計尚可產生能

量等相關資料更新預計成本分攤率，並據以計算下一週期適用之分攤率。

預計成本分攤率(元/百萬卡) =
爐心內各批次之待攤剩餘成本

爐心內各批次之預計可產生能量

分攤率 (元/度) =耗熱量 (卡/度) ×預計成本分攤率(元/百萬卡)

核能發電核燃料成本(元) =發電量(度) ×分攤率 (元/度)

(4) 每週期適用一個分攤率，惟如遇大修，因有舊燃料退出及新燃料填入爐心，

在爐心中之核燃料成本即產生變動，故須更新分攤率。



三. 109年度核燃料成本估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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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度核燃料成本

各機組109年預估攤銷金額與預估核燃料總成本101.37
億元(包括前端成本及後端處置成本)如下所示：

9

機組別 預估分攤率(元/度)(A) 預估發電量(億度)(B)
預估攤銷金額(億元)

(C)=(A)×(B)
核一廠#1機 0 0 0 
核一廠#2機 0 0 0  
核二廠#1機 0. 4411 71.105 31.364
核二廠#2機 0.3526 71.125 25.079
核三廠#1機 0.3341 74.410 24.860

核三廠#2機 0.3044 65.919 20.066

合計 282.56 101.37   

預估109年度核燃料成本(元/度) 0.3588

註1：核能機組因近三年製造廠家並未變更，燃料設計型式亦相同，致核燃料之燃耗率變化不大。
註2：合計部分採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後第2位。
註3：核一廠#1機、#2機已分別於107年12月、108年7月進入除役階段。



四.    109年上半年電價費率檢討方案與
108年實績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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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108年實績數比較(1/2)

109年上半年電

價費率檢討方案
108年實績數

A(重估數) B 價差 量差 差異
用量(百萬M³) 14,363.30 13,371.48
單價(元/ M³) 10.1472 11.4455
金額(億元) 1,457.47 1,530.43
用量(千公噸) 27,438.69 27,443.12
單價(元/公噸) 2,352 2,848
金額(億元) 645.36 781.68
用量(千公秉) 1,118.80 1,103.22
單價(元/公秉) 16,422 17,127
金額(億元) 183.73 188.95
用量(千公秉) 110.09 75.83
單價(元/公秉) 23,482 23,196
金額(億元) 25.85 17.59
發電量(億度) 282.56 311.47

單價(元/度) 0.3588 0.3637
金額(億元) 101.37 113.29

2,413.78 2,631.94 -331.54 113.38 -218.16 -8.29%

差異百分比

 (A-B)/B*100
項目

天然氣 -186.48

A-B(億元)

燃煤 -136.10 -0.22 -136.32

燃料油 -7.89 2.68 -5.22

-10.52%

合計

柴油 0.31 7.95 8.26

核燃料 -1.38 -10.54 -11.92

-17.44%

-2.76%

46.97%

113.52 -72.96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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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價差=(A單價-B單價)*A用量。差異=(A金額-B金額)=價差+量差。量差=差異-價差。



⚫109年電價費率檢討方案vs.108年實績數

109年電價費率檢討方案之分攤率0.3588(元/度)較108

年實績數之分攤率0.3637(元/度)為低，而109年電價費

率檢討方案之預估發電量(282.56億度)較108年實績數

之發電量(311.47億度)為低，支出金額減少11.9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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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106年-108年實績數比較

109年上半年電價

費率檢討方案
108年實績 107年實績 106年實績

用量(百萬M³) 14,363.30 13,371.48 14,085.34 14,027.62

單價(元/ M³) 10.1472 11.4455 10.6599 9.3985

金額(億元) 1,457.47 1,530.43 1,501.48 1,318.38

用量(千公噸) 27,438.69 27,443.12 29,009.44 28,974.94

單價(元/公噸) 2,352 2,848 3,020 2,434

金額(億元) 645.36 781.68 876.03 705.32

用量(千公秉) 1,118.80 1,103.22 1,601.62 2,665.86

單價(元/公秉) 16,422 17,127 15,832 12,352

金額(億元) 183.73 188.95 253.57 329.30

用量(千公秉) 110.09 75.83 96.89 142.03

單價(元/公秉) 23,482 23,196 22,328 19,636

金額(億元) 25.85 17.59 21.63 27.89

發電量(億度) 282.56 311.47 266.56 215.60

單價(元/度) 0.3588 0.3637 0.3373 0.4247

金額(億元) 101.37 113.29 89.91 91.56

2,413.78 2,631.94 2,742.62 2,472.44

項目

天然氣

燃煤

燃料油

合計

柴油

核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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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核燃料循環及核能發電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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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核燃料採購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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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燃料循環及核能發電成本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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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燃料循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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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核燃料前端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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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鈾 轉化鈾 濃縮鈾 製成核燃料

核燃料前端採購包括鈾料以及後續之轉化、
濃縮與製造等三階段加工服務。各階段個別
採購，故供應商均不同。核燃料製成後，即
送回國內供核能電廠發電使用。



2. 核燃料後端成本

處理核能電廠運轉40年產生之所有廢棄
物費用，包括下列6項，其中第(2)項費用
即由核燃料後端成本進行分攤
(1)低放貯存、處理及最終處置

(2)用過核燃料貯存、處理及最終處置

(3)核能電廠除役

(4)廢棄物運輸

(5)貯存/處置回饋金

(6)其它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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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燃料採購策略

考量：
1. 我國國內並無核燃料相關工業，皆須購自國外。
2. 核燃料前端成本僅約占核能發電成本的18%，故

核能發電成本不易受國際燃料市場價格波動之影
響。

3. 台電公司109年所有燃料支出共約2,414億元，
核燃料成本(含前端與後端)部份約101.37億元，
僅占4%，占台電公司燃料支出比例相較其他發
電燃料為低。

4. 核燃料體積小，易於運輸與儲存，核能發電可視
為我國之準自產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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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燃料採購策略

1. 綜上，核燃料之供應無虞對核能發電之穩定供電
至為重要，故核燃料採購策略首重供應安全。台
電公司之核燃料採購策略，除以長約為主外，並
採行分散政策與庫存政策，以確保核燃料之供應
安全。

2. 因現有已簽訂之原料鈾長約加上庫存量已足供所
有機組至現行規範運轉年限(40年)除役之需求，
本公司已停止辦理鈾料採購，後續轉化、濃縮及
製造服務亦配合進行調度與交貨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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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鈾料

1. 現有鈾料庫存已足供所有機組至現行規範運轉年限(40年)

除役之需求，目前已無鈾料合約。



(二) 轉化服務

1. 轉化服務成本佔比雖小，惟轉化廠係原料鈾及轉化鈾重要

庫存場所，故為確保鈾料之儲存安全，轉化服務廠家如何

慎選至為重要。

2. 轉化服務之供應廠商不多，為確保供應安全，以長期契約

供應為主，並分散供應廠家，以增進物料儲存之安全。

3. 已與美國Cameco與美國ConverDyn等2家廠商各簽訂1

個供應長約，可供應至1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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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濃縮服務

1. 濃縮服務因屬資本及技術密集產業，故供應廠商不多，為

確保供應安全，以長期契約供應為主，並分散供應廠家，

以增進供應安全。

2. 目前與英德荷合資之英國Urenco簽有 1個合約，供應至

1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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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製造服務

1. 製造服務供應廠商技術門檻高且需滿足客戶核心設計及相

關安全法規之需求，故需客製化之服務。

2. 台電公司為確保供應安全，製造服務以長期契約供應為主，

同時，製造服務須符合核能安全、核子保防限制與國內核

能法規之要求。

3. 現有核一、二廠之供應商為美國之Framatome Inc.；核

三廠之供應商為美國之Westingho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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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