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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旨在於分析比較燃煤、天然氣與核能發電對環境衝擊之影響，並作為提供決策單位對於能源利用之決策參考，並期

許能以較客觀之評估模式來降低能源政策與環境政策上之爭議。本研究以簡約式生命週期評估的方法，盤查台灣地區燃煤

、天然氣與核能發電的環境污染，並利用分析階層程序法（AHP）與ECO-INDICATOR 99之危害因子，使用專家問卷之

方式以決定各環境危害因子之權重，分別估算三種能源利用方法的環境衝擊效應值；其中亦納入模糊化專家問卷與不同空

間尺度的考量，期將環境的模糊複雜因子估算在內，與一般分析階層程序評估結果比較之，並分析比較不同空間尺度下的

環境衝擊大小與主要衝擊因子。 本研究結果顯示，也許是由於參與問卷專家之專業背景同質性較高之故，一般分析階層程

序法與模糊分析階層程序法之結果並無明顯的差異。本研究所獲致之綜合性環境指標指出，燃煤發電系統的環境衝擊最大

，液化天然氣發電系統的環境衝擊最小；而在不同空間尺度下的環境衝擊，燃煤發電系統對台灣地區區域性的環境衝擊較

大，液化天然氣發電系統對台灣地區區域性之環境衝擊最小，主要是因為它所產生的衝擊大多發生在全球性的尺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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