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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在5月20日选举第

20届党主席，此次竞选局面异常

复杂，共有 6 人宣布参选创下历

史记录，竞选过程中更是风波不

断，各大阵营之间攻防激烈。衡

诸 6 人之间票源重叠度大等因

素，此次选举很可能进入第二轮

投票。

一、“六抢一”局面前所未有

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前“副总

统”吴敦义、党副主席郝龙斌3位

重量级人选宣布参选后，国光生

技董事长詹启贤、台北农产公司

总经理韩国瑜、前“立委”潘维刚

又加入战局，形成了前所未有的

“六抢一”格局，引发外界高度关

注。

洪秀柱对国民党感情深厚，

在两岸政策上旗帜鲜明。洪的从

政经历主要在“立法院”，原来并

非领袖群伦的人物。2016年“总

统大选”时，党内大老纷纷避战，

洪秀柱意外跨过了“防砖门槛”而

成为国民党候选人。洪秀柱在两

岸关系上立场鲜明，认为现在的

国民党在不该妥协的地方妥协、

不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进而提出

了“一中同表”等主张。洪也因此

备受党内指责，最终被粗暴换

下。但洪对国民党不离不弃，党

内对洪也充满同情，最终洪在

2016年3月的补选中当选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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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五缺”问题一直是困扰岛内

经济发展的重要桎梏，其中“缺电”问题近年

来有日益严峻的态势。尤其是 2016 年，民进党

当局上台后，岛内“缺电”困境成为困扰民生、

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一方面，岛内电力供

应系统频繁故障，造成岛内大大小小停电事故

数不胜数，居民苦不堪言，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

办法自救。另一方面，在供电能力难以增长的情

况下，岛内电力需求日益攀升，电力缺口问题不

断严峻。今年夏季，为弥补供电缺口，台湾夏季

电价再度调涨，最高可达 8.46 元（新台币，下

同），再度突破历史最高值。

电力困境直接冲击岛内民生与经济

自民进党当局上台以后，超大范围的停电

在岛内也已经不是新鲜事，根据台湾公布的

数据显示，近 20 年来，台湾总共发生 4 次涉及

百万户以上的大停电事故，全都发生在民进党

执政时期，最近一次无预警大停电发生在 2022

年 3 月 3 日，断电时间长达 12 小时，造成岛内

500 多万户停电。除了大规模无预警停电之外，

近年来频繁的停电、断电乃至减压事故也造成

岛内民众、岛内业者对民进党当局强烈不满。

2024 年仅过去半年，岛内停电、事故已经发生多

次停电事故，仅 4 月，桃园就停电 35 次。4 月

15 日，“台湾电力公司”（“台电”）先后有四组

发电机密集跳闸，导致临近夜间用电高峰，备转

“缺电”成为台湾难以言说之痛

□ 郑育礼

容量率一度仅剩不足 3%，险些酿成台湾北部大

限电。

除此之外，虽然民进党当局承诺岛内不会

“缺电”，但是岛内的电价却是逐年上涨。以夏季

电价为例，台湾自 1989 年就开始实行夏季电价，

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缓解夏季用电高峰，因而，夏

季电价一般要比非夏季电价贵。但近年来夏季

电价年年攀升、年年突破新高。2023 年台湾夏

季电价最高可达 6.41 元、2023 年增至 7.69 元，

2024 年再破新高涨至 8.46 元的历史最高值。受

电价上涨影响，岛内消费者物价指数也持续攀

升。台“主计总处”称，今年电价调涨将推高“消

费者物价指数”（CPI）0.12 个百分点。电力困

境已经严重影响岛内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首先，岛内频繁的停电严重影响岛内民众

的日常生活。停电以及供电不稳定除了导致物

价上涨、供电不稳等直接冲击外，也导致日常

生活用电用水受到冲击，而且，还影响到了岛

内的交通信号线路、医院的供电稳定情况。尤

其是大停电期间，造成数百人被困电梯。2017

年的大停电期间还发生三起火警，导致 1 人死

亡。2022 年 3 月 3 日的停电导致高雄市两名

老人因家用呼吸机无法供氧而死亡。岛内停电

事故频繁发生，造成了岛内民众非常强烈的担

忧与不满。

其次，“缺电”危机严重冲击岛内的经济

结构。台湾包括半导体晶圆代工在内的高新技

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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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产业发展，对于电力和水资源的需求十分巨

大。而且相关产业不仅需要大量电力供应，而且

非常需要供电的稳定性。仅 2022 年 3 月 3 日的

停电就对岛内产业界造成巨大的损失。岛内半

导体、光电及苹果供应链受创，晶圆代工厂、面

板大厂等因电压下降，生产设备受到影响，市场

估损失恐达百亿元。台“中研院”兼任研究员

梁启源称，“台积电停电 1 小时，须花 2 天换原

料、调整机台参数，会损失 2 天营收约 90 亿元”

此外，台湾石化厂等也紧急停炉，“损失至少十

几、二十亿”。近期岛内掀起的 AI 浪潮，也遭市

场质疑没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实际上岛内长期

无法解决的电力供应稳定问题，势必导致产业

投资环境的持续恶化。

“缺电”问题日益严峻直接导致企业已经

开始自谋生路。根据台媒披露，近年来，岛内半

导体等亟须供电稳定的企业一直在抢购“不断

电设备”，用以保障关键设备的稳定运转。尤其

是 2022 年 3 月停电事故之后，岛内不断电设备

的订单激增。台积电甚至公开宣布，已经开始规

划自建燃气发电机组。此前，台积电虽然备有紧

急备用电源，但往往很少启用，但在 2021 年，因

为岛内供电紧张局面，台积电的备用电源在台

当局要求下启动了 12 次，否则就面临减压局面。

“缺电”危机难解

台湾长期深陷“缺电”危机有多方面的

原因。

首先就是岛内的用电需求在不断增加。但

其实核心的问题在于民进党当局的能源政策，

扭曲了岛内的供电局面，致使岛内的供电能力

停滞不前，不仅没有较大的提升，甚至脆弱性日

益严峻。在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情况下，导致

了岛内的“缺电”危机。

岛内用电需求日益攀升。一方面，岛内民生

经济用电持续攀升。近年来，随着岛内经济发

展，居民生活用电以及城市商业用电持续增加。

而且岛内电力资源浪费情况也十分严重。以岛

内临街商店为例，在夏天店内吹着强冷气，同时

却大门敞开的情况十分普遍。另一方面，岛内的

高新技术企业的用电量巨大，而且增长幅度惊

人。据台湾媒体披露，仅台积电一间公司使用了

台湾全部电力的超过 7%，预计到 2028 年，台

积电的年耗电量将会超过全台湾用电总量的

15%。

民进党当局扭曲的能源政策。民进党一直

将废除核电的“非核家园”政策当作“神主牌”，

根据这一政策，台湾要在 2025 年达成“再生能

源发电量占比达 20%、燃煤发电量占比达 30%

以及低碳天然气发电量占比达 50%”的清洁能

源发电结构。因此，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执意

增加供电不稳定的绿色能源，废除核电，导致岛

内传统电力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是火力发电持续紧张。由于民进党当局

执意在岛内废除核电，致使岛内的基载电力只

能全面倚重火电。基载电力就是指岛内供电系

统中，基本的发电来源，要求发电系统能够保持

稳定提供能源，在需要的时候发电，需求降低时

减少供电，不仅要求容易控制发电量，而且要

不受天候等外力因素影响等。因而，火电和核电

都具备这一特征。在核电被逐步削减之后，火电

不得不承担起基载电力的重担。这直接导致多

方面的问题，首要风险就是造成火电厂长期高

负荷运转，火电机组的负荷巨大，且检修难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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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近年来，岛内很多次断电、停电事故都是由

于火电机组跳脱导致的。而且火电除了造成环

境污染之外，掣肘台湾的碳排放进程，火电占比

持续增加还迫切需要在岛内建设足够的空间建

设储备能源，这也是引发此前岛内民众要求保

护藻礁的声浪的重要原因。

二是再生能源供电十分不稳定。光电、风电

等再生能源不具备基载电力的特征，所以只能

作为辅助供电。其中，光电白天发电量能达到装

置容量的四分之一，晚上发电量直接归零，这也

是导致台湾 2022 年 3 月 3 日大停电在夜间仍

面临二度停电的主要原因。风电也面临相同问

题，即便风大时间，发电量也只能达到装置容量

一成左右。

三是发电成本日益攀升。除了供电紧张局

面之外，由于核电发电成本较低，所以民进党当

局“非核家园”直接造成了岛内民众业者用电

价格的连年攀升，尤其是高度仰赖火力发电，致

使对化石能源依赖越来越重。而台湾几乎不自

产化石能源，所有燃料都依赖进口，这就导致岛

内电力价格与能源进口价格高度相关。而随着

近年来国际局势变动、能源价格以及航运价格

波动等诸多因素影响，岛内进口燃料价格持续

高位，致使岛内发电成本日益攀升，这也造成

“台电”频繁以成本为由调涨电价。

岛内舆论呼吁民进党废除“非核家园”

“2025 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神主牌”，是

民进党攫取利益的重要凭借。但随着岛内缺电

危机日益严峻，岛内呼吁民进党废除“非核家

园”政策的呼声越来越高。事实上，就连当前台

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也曾经表态延役核电。

2023 年 5 月，赖清德到台湾大学参加活动时曾

称，相关单位已经在规划，“把已经停机的核能

机组维持未来能紧急使用”。连民进党智库“新

境界文教基金会”副董事长童子贤近期也表示，

“非核家园”卡住能源政策，让台湾能源陷入成

本高、韧性差、空污多的窘境，甚至造成严重的

环境破坏。但上述相关表态立刻遭到民进党灭

火，坚称“民进党坚守的非核立场并没有改变”。

今年 7 月 1 日，台“美丽岛电子报”公布

6 月民调数据显示，针对“核能延役”议题，有

64.1% 民众认为有必要“修法”延长。即便是在

泛绿民众群体中，也有 44.3% 民众认为有必要

“修法”延长核电厂使用期限。岛内舆论要求民

进党检讨能源政策、废除“非核家园”的呼声

也越来越高涨。台《联合报》称，在“非核”“神

主牌”下，燃料成本大幅上涨，导致“台电”与

“中油”年年巨额亏损，背离公司治理常理，更

显民进党当局监督失灵。台《工商时报》也称，

将核能重新纳入考量成为必要的选择，而这也

正是台湾工商产业一致的心声。

但从民进党当局人士近期的表态来看，民

进党仍一味固守“非核”“神主牌”。7 月 4 日，

台“行政院长”卓荣泰称，台湾未来逐步朝向

“非核家园”，同时要稳定供电。7 月 27 日核三

厂 1 号机必须除役，即便延役，也需要三年半至

五年才有可能发电。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