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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  考  察  ）

   

           （ 考察日本核能廠安全防護工作  ）

  

                  服務機關：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二總隊
                  出 國 人 職    稱：總隊長
                             姓    名：梁建銘
                  出國地區：日本
                  出國期間：九十年四月十二日至九十年四月十六日

                  報告日期：九十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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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摘要：

（本資料內容係由報告人鍵入提供）

錄自原報告書

考察緣由：

日本為天然資源稀缺的國家，而能源供應不足會嚴重妨礙現代化的建

設，因此發展核電事業乃勢在必行。而日本於一九五七年由美國輸入的沸

水式反應爐，成功達到臨界，正式跨進核能發展大國，迄今已四十五年之

久，其間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早上十時卅分，發生東海村內鈾燃料加工

廠輻射污染事件，十月一日六時十五分事故獲得控制，其核電廠之安全維

護措施及事件善後處理，可供我國的借鏡。

考察重點：

（一）考察日本核能發展及能源使用情形。

（二）東海村核能電廠安全維護措施。

（三）考察所見，作為本總隊職司各核能發電廠未來處理安全維護工作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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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日本與我國同屬天然資源稀缺的國家，而經濟的發展極賴能源的供應

無虞，是維持榮景的重要因素，日本核電為日本提供了三分之一的電力，

為世界核能大國之一，其發展核能電廠安全防護工作，足供我國借鏡，並

做為日後執行工作之參考。

貳、過程：

本次觀摩於本（九十）年四月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從中正機場搭西

北航空公司出發前往日本，下午十三時十分抵達成田機場，進行為期五天

之觀摩行程。

參、心得：

一、 茲就日本核能發電史、核電所屬機關及監督事項、使用能源情

形，簡單說明如後：

（一） 發展史：

1. 日本原子能發展可追溯至一九五三年當時改進黨國會議員

中曾根康弘，在追加預算案中提議，建設費一億三千五百萬

日圓預算案中建立原子爐，經國會表決通過後，一九五五年

十一月成立財團法人日本原子力研究所（一九五六年改為特

殊法人日本原子力研究所）。日本學術界為了防範並明確原

子力開發利用僅限和平目的，爰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制定原

子力基本法。依該法第二條明確訂定三原則：（1）自主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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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3）成果公開。

2. 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總理府內設置委員會，討論決定關於原子

力研究、利用及開發全盤長期計畫等政策。內閣總理大臣有

義務尊重委員會的決定政策，委員會由科學技術廳長官負

責，並置委員長代理一人及委員三人，下設六個專門部會的

懇談會（商討關於科學技術原子力政策）；同年三月設立原

子力關係產業協力組織，目的促使民間積極參與和擴大對原

子力開發，同時推進日本原子力發電株式會社；八月成立原

子燃料會社；十月二十六日簽署參加國際原子力機關，並於

一九五七年九月正式成立含日本共五十二加盟的國際原子

力機關（IAEI）。

3. 一九六○年代，日本原子研究進入新的時代，一九六三年十

月二十六日日本原子力研究所的動力實驗爐 JPDR（沸騰水

式）成功的發出二四○○Kg瓦特發電試驗。嗣原子燃料會

社和原子力研究所所屬動力爐開發部門統合為一，稱為「動

力爐、核燃料開發事業團」簡稱「動燃」，對高速實驗爐、

增值原型爐的試驗技術開發。此外，MOX的製造，再處理

技術開發，海外鈾礦的探察等工作對核能發展有莫大的助

益。另為確保原子能安全，於七八年成立原子能安全委員會

置含委員長三人的常務委員和二人非常勤委員，下設原子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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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專門審查會（六十人）、核燃料安全審查會（四十人）、

在各分會有專屬部門，如重大事故、支援國家、地方自治體

的緊急技術支援組織。實用爐的安全審查由通產省檢查，然

後再交由安全委員會再審查，此雙重綿密審查，俾此確保安

全。

（二） 核電廠所屬機關及監督事項：

1. 根據日本中央部會改革的因由，「科學技術廳」和「教育部」

合二為一，稱為「文部科學省」，原子委員會和原子力安全

委員會的事務，由原先科學技術廳轉移內閣府（相當我國的

行政院）管理，另外商業用的原子利用「安全規劃」歸屬通

產省一元化。而研究開發乃屬科學技術廳，鈾濃縮，使用過

核料再處理等及核燃料再回收的中核部分，雖屬商業用但歸

屬科學技術廳。但自二○○一年後，原稱「通產省」改名為

「經濟產業省」並予以接管上述任務，文部科學省僅限於純

研究機能。

2. 通產省廢止工業技術院，但擴大設置原子能安全保全院；原

負責雙重審查的安全委員會事務局則由科學技術廳移轉至

內閣府，負責推廣原子能利用的責任。

（三） 日本使用能源情形：

1. 戰後日本為求國家復興全力在經濟上發展，經濟快速擴大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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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能源「電力」供不應求，在有限資源及環境不受大量破壞

的前提下，六十年代後廣泛被討論和重視，傳統的水力和石

油發電已不敷需求，因此被新能源核能發電所取代。

2. 根據「電源開發概要」發表資料（如附圖一）顯示，七十年

代初期，日本已使用「原子能」發電，至一九九六年止「原

子能」發電占總發電量 34.6%、石油占 14.2%、液化天然瓦

斯占 20%、水力占 9.6%。二○○一年發電量，預估原子能

為 45%，而被認為污染性高的「石油」、「石炭」、「液化天

然瓦斯」分別減為 8%、13%及 20%，並加強地熱及其它能

源開發，如太陽能、風力、廢棄物等發電占 2%。

3. 又根據朝日新聞社出版二○○○年「智惠藏」所刊出（如附

圖二），一九九九年七月為止原子發電廠共在十九處設立，

發電機爐運轉中五十一基座（發電量四、四九一點七萬

KW），建設中二基座（女中、東通，發電量一九二點五萬

KW）為東北電力所有，準備建設中四基座（發電量四七四

點六萬KW）即東北電力（卷）、中國電力（洪岡）、北陸電

力（志賀）、電源開發（大間）等，將來全部完共計五十七

基座（發電量五一五七點八萬KW），以上發電廠均為民間

經營，屬特殊法人。

二、 東海核能電廠概況，敦親睦鄰措施：鈾燃料加工廠輻射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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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善後情形

（一） 概況：

1. 員工及設施：

（1） 東海村位於東京東北一百一十公里的茨城縣，一九

五六年四月六日被日本政府指定為日本原子力研

究所的建設地。一九五七年由美國輸入的沸水式反

應爐成功達到臨界，讓日本正式跨進核能發展大

國，從此東海村就是日本核能發展的聖地，第一座

商用核電廠，於一九六六年在東海村啟用，共有十

七座集中此地。

（2） 東海核能電廠正式名稱「東海事業所」，總面積 111

萬平方公尺（約三十三萬坪）為「核燃料薩伊庫魯

開發機構」，屬於原子能從礦石到廢棄物處理安全

研究單位。內部員工有二、八○○名（職員占一、

二○○名），其安全警衛工作交由關連警備公司負

責。

（3） 內部主要設施有A.展示館B.安全管理棟C.再處理

設施分離精製工廠D.玻璃固化技術開發設施E.回

收再利用機器試設F.高程度放射性物質設施G.實

用規模開發試驗室H.鈉燃料開發設施 I.地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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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設施 J.地層處理放射化學研究設施K.鈾濃縮

開發設施。

2. 周遭環境安全措施：

（1） 在陸地上，應用公害監視系統經常監視周邊環境放

射線，同時對土壤、蔬菜等所含有放射性物質濃度

的測定監視。

（2） 在海洋上，放射性污染檢驗船定期的執行，含海

水、海底土壤、海底生物等，放射性物質濃度的測

定監視，以確保周邊環境的安全。

（3） 同時把環境監視結果，經外部專家審議，公開讓民

眾瞭解，並設立網站可供瀏覽。

（二） 敦親睦鄰措施：

為促使當地居民免於恐懼及對東海事務所研究的各種業

務能夠理解，設立了展示館，介紹原子能、鈾、再處理設

施、鈉燃料和高速增值爐、安全管理等。另外，一樓還有

三D立體地層處分映像，來到此地，就如同置身於東海

事業所研究的原子世界裏。此外，邀請當地居民參加討論

會，自動參加當地各種事宜及熱心舉辦活動。由於敦親睦

鄰措施的成功，東海村人口，每年均呈增加之趨勢。（如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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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東海村鈾燃料加工廠輻射污染事件

1. 事件發展：

八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早上十時三十分，東海村內鈾燃料加工

廠之工作人員，擅自以人工方式將大量鈾酸化物倒入沈澱糟

中達十六公斤，遠比允許運轉上限二．四公斤為高，造成核

分裂「臨界」狀態，核反應物及輻射線大量外洩，嗣於十月

一日六時十五分獲得控制。

2. 處理措施及重建工作：

（1） 成立「緊急對策本部」，呼籲鈾加工廠方圓十公里

的十萬七千戶的住家，約三十一萬人不要外出，兩

百多所學校與公家機關停止上課、上班及鐵公路停

駛。

（2） 全面性住民及環境輻射偵檢，十名輻射防護專家常

駐「民眾中心」服務。

（3） 自衛隊化學兵協助實施環境偵測，項目包括：水

井、農作物、土壞、海洋生物、農牧品等。

（4） 住民之衣物，環境除污亦同時實施。

（5） 大範圍之住民健康檢查及心理諮商，除十公里範圍

內之住民外，任何外環住民均享有同等待遇。

（6） 日本科學企劃廳宣布對特定地區飲水、食品、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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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採收、漁獲等限制並採補償措施。

肆、建議：

一、 充分運用電子科技如監視機（器）、紅外線警報器、電子門及

指（掌）紋辨識器，以彌補警力之不足及強化安全維護工作。

二、 國內環保（核能）抗爭，因政治力之介入，流於反核與擁核

的意識型態之爭，缺乏理性的探討，政府宜就經濟發展的需

求，提出周延的核能政策，以免因政黨黨綱的差異，重大公

共政策成為政治角力的競技場，

三、 日本核能電廠有五十三座，密度不可謂不高，尤其有十七座

集中在東海村，東海村居民生活在核能的威脅下，亦非危言

聳聽，但日本民眾對核能發電卻能理性處理，尤其核能事件

發生後，據民調顯示雖有高達百分之四十二的民眾反對日本

進一步發展核能工業，但仍有百分之三十五民眾支持，顯示

日本民眾對政府核發電的安全維護工作表信任，職是之故，

我國政府應強化電廠之安全維護措施，並加強宣導，俾建立

民眾對核電之認識與信任。

四、 核電廠舉辦核安演習，宜邀請當地民眾參加，俾民眾對安全

維護措施有所了解，並熟悉各種應變作為，以建立共識與培

養默契。

五、 為防止發生核災變，政府宜與日本、美國能源部門簽約合作，



12

加強訓練核能工業的科學家，做到零核事故的最高要求。

伍、結論

    日本天然資源貧乏，廣泛利用核能電廠，確保經濟永續發展，而日本
政府對環保的嚴格把關及嚴密的核能電廠審核與管制，促使民眾信任政府

進而支持能源政策。我國與日本同屬天然資源不豐，利用核能發電似屬不

可避免的趨勢，有關核能電廠之相關審核，管制及安全維護之諸般措施，

仍有待政府與民眾以政治歸政治，經濟歸經濟之理性態度共同努力。他山

之石可以攻錯，日本的核電政策實可以借鏡，並研擬出環保與經濟發展並

重的核能政策，創造政府與民眾雙贏的願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