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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世界核能發電協會-東京中心(WANO-TC)自2006年起要求，所有會員公司每一核能電廠

需在每六年內執行一次同業評估(peer review)及一次公司外評估(outside review)。其目

的係期能藉由同業評估來檢視受評核能電廠與國際核能工業水準的差異，進而提升各電廠

的可靠度與安全度；同時找出電廠可改善的缺失供受評電廠參用，或找出電廠的優點供同

業各廠採行。 

自2008年起WANO-TC又規定，所有執行同業評估作業人員必須先接受過同業評估標準訓

練；期經由訓練使其能了解同業評估的程序與方法，以成為合格的評估員(qualified 

reviewer)。 

本次參與同業評估訓練，目的即在於提升本公司未來參與WANO-TC同業評估之評估員水

準，同時了解WANO-TC同業評估之計畫及重點，期能對未來本公司接受同業評估時之規劃與

準備工作有所助益。 

貳、過程 

一、課程目標 

評估員於第一次執行同業評估作業時，多數會有無法發揮專長或其所做評估內容、書

面報告無法滿足WANO-TC要求等問題。為改善此一窘境，WANO-TC自2008年開始即規定，所

有預定執行同業評估作業人員必須先接受過同業評估標準訓練；其目的如下:  

1. 針對未來將參與 WANO 同業評估之評估員予以適當訓練，提升其評估內涵。 

2. 使各會員公司相關人員了解同業評估的程序與方法，以及 WANO-TC 藉由同業評估所欲

達成之目標。 

二、課程安排與參訓成員 

1. 本次訓練課程為期五天(98 年 8 月 17 日 ~ 8 月 21 日)，在世界核能發電協會－東京中

心（WANO-TC）舉辦，所需經費(旅費、日用費及訓練費等)之來源均由 WANO-TC 提供，

本公司僅負擔出國手續費及保險費。 

2. 參訓學員共 19 人，包括中國 2 位，韓國 2 位，印度 2 位，巴基斯坦 2 位，台灣 2 位，

日本 6 位，WANO-TC 3 位；講師有 3 位，均為 WANO-TC 同業評估計畫之主要成員，分

別為 Mr. Iwaki (日本籍) 、Mr. Hak-Jin Kim (韓國籍) 及 Mr. Ganesan Ashok (印

度籍)；於訓練過程中，WANO-TC 並另派有人員(Mr. Yasuyuki Nakamura)提供相關協

助。詳細參訓成員及講師如表 1。 

三、課程內容簡介 

本次訓練課程安排以模擬同業評估實際作業流程之方式來進行，將為期15天的評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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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按比例濃縮在5天的課程中。其中有關現場檢查及作業觀察部份係以影片播放方式來模

擬，讓學員練習如何從現場作業中發現缺失，然後記錄並寫成報告；工具箱會議及人員訪

談則由講師進行角色扮演，讓學員了解如何進行訪談並學習從訪談中得到更進一步資訊以

強化先前觀察結果的技巧。另外為了讓學員能充分討論與經驗交流，特別將學員依不同國

籍及語言均分成5組，模擬各不同領域之評估員。整體課程安排緊湊且生動有趣，課程內容

以模擬實際評估程序之各項作業的實務演練為主(約佔三分之二)，詳細訓練時程安排如表

2。茲將每日課程內容摘述如下： 

1. 第一天(8 月 17 日) 

講授內容：課程目標、同業評估計畫概要、準備工作(出發前及到達後)、同業評估作

業整體介紹(著重在時程安排部分)及資料蒐集(1)現場檢查(Plant 

Inspection)。 

實務演練：重點領域討論(Focus Area Discussion)、現場檢查[觀看影片並進行討論

後，練習填寫白卡(White Card)]。 

家庭作業：完成白卡之填寫並研讀作業觀察(Observation)相關案例。 

2. 第二天(8 月 18 日) 

講授內容：複習第一天課程內容、資料蒐集(2)作業觀察(Observation)、資料蒐集(3)

訪談(Interview)及文件審查(Document Review)、人因疏失防範工具。 

實務演練：有效的作業觀察(Effective Observation)[觀看影片並進行討論]、執行

作業觀察(Conduct Observation)[觀看影片並進行討論後，練習撰寫作業

觀察報告]、撰寫作業觀察報告。 

家庭作業：完成實務演練之作業觀察報告撰寫並研讀待改善領域(Area For 

Improvement, AFI)相關案例。 

3. 第三天(8 月 19 日) 

講授內容：複習第二天課程內容、資料分析與探究肇因。 

實務演練：以觀看影片後討論所觀察到問題之方式，繼續練習撰寫作業觀查報告(共

觀看反應爐保護系統偵測試驗(I & C Test and Follow-Up)及泵浦維修作

業(Pump Maintenance Work)兩段影片)；討論執行同業評估時可能遭遇之

情境的適切反應(5 種情境)。 

家庭作業：完成實務演練之作業觀察報告兩份。 

4. 第四天(8 月 20 日) 

講授內容：複習第三天課程內容、撰寫 AFI。 

實務演練：撰寫 2 個案例之問題推演表（Problem Development Sheet, PDS）、檢閱

18 份觀查報告後依討論分組別(共 5 組)撰寫 AFI 報告【分別為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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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Safety)、人員績效(Human Performance)及防範異物入侵

(Foreign Material Exclusion) 3 個領域】；演練「與受評電廠對應人員

(Counterpart)討論 AFI」。 

家庭作業：重新撰寫並完成 AFI 報告。 

5. 第五天(8 月 21 日) 

講授內容：複習第四天課程內容。 

實務演練：各組製作 AFI 簡報、演練總結會議(Summary Meeting)[各組上台報告所撰

寫之 AFI 並接受講師之質疑]；綜合討論(建議事項及未來計畫)。 

四、同業評估的組織與分工 

1. 組織成員 

(1). 除領隊(Team Leader)及副領隊外，對於組織與管理(OA)、運轉(OP)、維護(MA)、

工程支援(ES)評估領域各有兩名評估員，輻射防護(RP)及運轉經驗(OE)評估領域

各有一名評估員，其他領域如化學(CY)、訓練及資格審核(TQ)、防火(FP)及緊急

應變(EP)等，視實際需要可共派 0-5 名評估員；全部成員約 20 人。 

(2). 由領隊指定各領域之首席(Lead)評估員，負責聯繫該領域之評估事務。首席評估

員的經歷須有 8年核能電廠經驗，擔任過經理或相當之職位，接受過 WANO-TC 同

業評估標準訓練且至少有一次同業評估經驗，同時不須藉助翻譯即可獨立完成同

業評估工作。 

(3). 行政、後勤及與受評電廠之聯繫等工作則由 WANO-TC 的聯絡員(Coordinator)擔

任。 

2. 成員分工 

(1). 領隊負責聯繫並領導評估小組之整體作業，為電廠管理階層與評估小組間的介

面，必須審查整體評估結果並對廠長及公司高階主管進行簡報。 

(2). 各領域評估員執行現場檢查、作業觀察及人員訪談，填寫白卡、提出觀察報告，

向受評電廠對應人員詢問、查證及確認評估結果並嚴守保密原則。 

(3). WANO-TC 聯絡員負責維持評估作業運作之順暢，聯繫安排作業觀察、整合評估報

告及辦理後勤事宜，確保評估作業符合要求。 

(4). 受評電廠聯絡員負責廠方與評估小組之聯繫，提供電廠基本資訊及重要作業程序

供評估小組參考，協助安排重要的維修工作供評估小組觀察、澄清電廠問題，並

與評估小組共同確認有意義的作業觀察結果及相關報告 

(5). 受評電廠各領域對應人員，協助安排可供評估小組觀察之重要且相關的維修工

作，協助評估員之觀察及訪談作業，與評估員討論並確認觀察結果與資料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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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性。 

(6). 翻譯人員(Interpreter)負責評估小組成員與受評電廠人員間的翻譯工作，協助小

組人員閱讀受評電廠資料文件，並協助小組成員整理評估報告。 

(7). 離廠代表(Exit Representative)的工作為參與評估小組最後 1週的作業活動，包

括於向廠長簡報前審查討論受評電廠所提供之諮詢內容、參加同業評估作業、出

席總結會議及主持離廠會議向受評廠電力公司高階主管簡報評估結果。 

上述介面關係如圖 1 所示。同業評估的作業時程安排及主要的程序與方法，將於以下內

容中說明。 

五、同業評估的時程安排 

WANO 非常重視同業評估作業，通常於進行評估前 18 個月即開始進行規劃工作(包括訂

定初始計畫，挑選評估小組領隊及評估員，蒐集電廠資料等)；進行同業評估作業前 2 個月

將受評電廠資料(advance information)分送給各領域評估員進行審閱，抵電廠後執行為期

15 天之評估作業，離廠後 2個月內將評估報告定稿送受評電廠參考。 

同業評估作業整體計畫時程如圖 2所示，評估小組抵電廠後之工作時程安排則如圖 3。 

六、同業評估的程序與方法 

同業評估作業依其時序分為以下 8個主要步驟， 

步驟 1：準備工作(出發前及到達後)(Preparation) 

步驟 2：進廠會議(Entrance meeting) 

步驟 3：現場檢查(Plant inspection) 

步驟 4：作業觀察及人員訪談(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步驟 5：資料分析與議題推演(Data analysis & developing issues) 

步驟 6：探究肇因 (Cause survey) 

步驟 7：總結會議(Summary meeting) 

步驟 8：離廠會議及評估報告定稿(Exit meeting & final report) 

茲將各步驟之作業內容敘述如下： 

1. 準備工作(出發前及到達後) 

(1). 確定該次同業評估的範圍及評估的領域，挑選領隊並向各會員公司提出相關領域

評估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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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行評估前的電廠訪問：於執行同業評估前 3 個月，由領隊、WANO-TC 聯絡員及

運轉經驗領域的評估員赴受評電廠進行為期 3 天的參訪，確認整個同業評估時

程、交換雙方對該次評估的期望、獲取電廠初始績效與運轉經驗資訊、進行受評

電廠對應人員訓練及後勤問題確認等。 

(3). 接受評估所需技巧及觀念的勤前複習訓練(Refreshing Training)。 

(4). 評估員於研讀電廠資訊、運轉經驗、事故報告及評估領隊的先訪資料(pre-visit 

information)後，制訂其所負責領域之預定評估計畫及重點。 

2. 進廠會議 

(1). 通常為一正式會議，電廠廠長歡迎評估小組的到來，領隊說明此次評估的目的、

方法及期望，會中介紹各領域評估員與受評電廠對應人員。 

(2). 此會議為評估小組與電廠人員的第一次接觸，目的在確認雙方對此次評估作業的

期望並建立彼此溝通之管道。 

3. 現場檢查 

(1). 現場檢查為資料蒐集的重要步驟之一，可獲取電廠在設備狀況(material 

condition)、設備標示(labeling)、廠務管理(housekeeping)、輻防管制(RP 

controls)及工業安全(industrial safety)等範圍之資訊，為判斷電廠在該相關

領域之績效的重要依據。 

(2). 評估成員在進行現場檢查時，應將各種值得記錄的狀況、事實記錄在白卡上（也

可使用記事本或相機，最後仍要將其轉寫到白卡上）；白卡為電廠整體狀況之指

標，可作為個別缺失之後續追蹤(follow-up)項目，亦可作為撰寫作業觀察報告的

事實基礎或 AFI 中的範例。 

(3). 檢查時須涵蓋所有領域(不限定於自己的評估領域)，記錄所有看到的問題，以供

其他領域評估員參考。 

(4). 於同業評估作業結束時，評估小組將所有白卡交給電廠供其作為矯正行動計畫

(Correction Action Program, CAP)之列管項目。 

4. 作業觀察及人員訪談 

(1). 作業觀察亦為資料蒐集的重要步驟之一，經由現場觀察工作人員如何執行作業及

其所遵循之程序，可以獲得電廠作業內容可能潛在缺失之事實(Facts)。評估小組

於完成現場檢查後，接著進行為期約一週之作業觀查，須預先請電廠對應人員安

排適當機會進行現場作業觀察；完成作業觀察後如有需要，再請電廠對應人員安

排適當的機會與工作人員進行「訪談」，以確認觀察的結果。 

(2). 進行現場作業觀察時，首先須向現場工作人員解釋來意、與其建立互信，然後開

始蒐集事實。蒐集資訊應儘量詳盡，提出問題時應專注於最重要項目且具建設性，

同時須注意不可干擾現場作業(除非對設備或工作人員有立即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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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作業觀察的內容應著重於人員績效(Human Performance)、作業程序(Processes)

及週遭環境(Think About Surroundings)等方面，要有預期一定會發現問題與缺

失的積極態度。 

(4). 完成現場作業觀察後，應依據所觀察到不符國際工業水準的事實撰寫觀察報告，

報告內容由標題(title)、範圍(scope)、觀察事實(observation)、後續追蹤項目

(follow-up items)、結論(conclusion)等所組成。撰寫報告時以描述事實為主，

須詳述一件現場作業如何被完成的過程；尤其須注意不可加入推斷、評論或個人

意見之闡述；觀察報告的事實可作為構成 AFI 的基礎。 

(5). 現場作業觀察及觀察報告之撰寫技巧乃本訓練課程之重點項目，約有 2 天時間著

重在此一評估方法之演練與討論。 

5. 資料分析與議題推演 

(1). 經由現場檢查、作業觀察及人員訪談等程序所蒐集到可以指出電廠作業弱點或須

改善領域之事實後，接下來須針對這些資訊進行分析以確認問題之所在，進而找

出共通議題(issues)。 

(2). 分析資料時，評估員將所記錄的事實(白卡、觀察報告等)依邏輯順序排列，依其

後果及原因進行歸類，並利用黃色黏籤(Yellow Stick)、問題推演表(PDS)等技

巧，以確立各領域之共通議題。 

6. 探究肇因 

(1). 探究肇因的主要目的乃在提出議題改善方式之建議，尋找議題之肇因時可就個人

行為、程序/程序書及管理/領導統御等 3方面之缺失進行探究。 

(2). 肇因可以從現場作業觀察內容或後續追蹤訪談等相關資訊中獲得，但通常還須與

管理階層進行進一步的訪談，或依個人經驗去推測潛在肇因然後與電廠對應人員

討論，才能找到真正肇因。 

(3). 經過資料分析/議題推演及探究肇因等過程，將所蒐集到之事實依領域分類整理成

各個 PDS，然後轉化成各領域之 AFI。評估員通常會先提出 AFI 之草稿與電廠對應

人員討論，以取得雙方對問題成因及解決方法的共識。達成共識後評估員再參考

WANO Performance Objectives & Criteria (PO&C)的績效目標，撰寫 AFI 的內容。 

7. 總結會議 

(1). 總結會議主要是提出評估結果與電廠高階管理階層進行溝通之開放式討論，通常

在同業評估作業的最後一天舉行，由各領域評估員報告與該領域有關之 AFI；其

內容主要為議題的描述、議題之事實基礎、成因及改善建議等。 

(2). 總結會議的主要作用在於討論而非簡報，為求能達到有效討論的目的，除了事先

規劃與準備外，通常於召開會議前還會在評估小組內部先行預演。 

8. 離廠會議及評估報告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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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離廠會議之對象為受評估廠所屬電力公司之管理階層，應於完成評估作業後立即

召開；同業評估小組由離廠代表、評估領隊及 WANO-TC 聯絡員代表出席會議。 

(2). 評估報告須在評估小組離廠後二個月內提出，由評估領隊草擬報告並確保所描述

內容之確實、客觀與清楚，須納入總結/離廠會議的討論結果及電力公司針對各

AFI 所提出之矯正行動方案。 

總結上述同業評估之作業程序及方法如圖 4所示。 

參、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1. 同業評估作業之重點在現場作業(人、事、物)的觀察而非文件審查，著重於尋求電廠

作業的潛在缺失而非單一個人行為的表現；因此在觀察現場作業前，宜先與工作人員

建立此一共識並強調絕對不會記錄工作人員姓名，使其能以平常心執行作業。其最終

目的乃期使各會員公司能以要求卓越為目標而非自滿於符合法規要求之現狀。 

2. 一個傑出的同業評估員除了應具備專業知識、經驗及技術外，更須有敏銳的觀察力及

客觀的態度。由於選派來自不同文化的各會員公司評估員均已具備一定程度的經驗及

技術能力，在記錄作業觀察事實的同時，極有可能無意識地加入個人的主觀判斷

(Opinion)，造成後續之資料分析作業無法根據客觀事實來進行，進而導致錯誤的結

論。所以如何依據作業觀察內容進行嚴謹的事實陳述，而不加入絲毫個人的推測及論

斷，是評估員亟須建立之認知，更須於執行評估作業時念茲在茲，方能無所違逆。 

3. 為強化學員對同業評估作業之認知並建立相關技能，此次訓練除基本作業方法之講授

外，更以模擬同業評估實際作業流程之方式來進行，期能在短時間內讓學員建立相關

評估技能。各學員每天均須練習將當日進行之評估作業撰寫成報告，隔日交由講師評

閱並進行檢討，可以想見實際執行同業評估時其工作之嚴謹與辛苦。 

4. 在整個同業評估的過程中，現場檢查及作業觀察為其主要之作業內容；評估員必須在

極短時間內記錄所蒐集之事實，透過訪談或審閱相關資料後加以確認，將其撰寫成書

面資料(觀察報告)與評估小組成員分享並討論；再經整體歸納分析探究其肇因後，撰

寫成報告(AFI)。如何在有限時間內完整記錄所見所聞，再以精準及客觀的遣詞用字

(英文)寫出讓受評電廠可接受的報告，除有賴於不斷的學習與歷練外，評估員的英文

讀寫能力亦不可或缺。撰寫作業觀察報告、PDS、AFI 及評估報告時，其遣詞用字(英

文)如何力求精準而不武斷，對於無評估經驗的「首次評估員」而言實是一大挑戰；

故在結訓會議上亦建議 WANO-TC 應在訓練課程中加強建立此一能力之內容。此外，同

業評估作業主要是以英語作為溝通的語言，因此良好的英語表達及溝通能力(聽與說)

實乃做為一個稱職評估員的基本條件。 

[註：本次參訓學員來自亞洲各國，且多數非以英語為官方語言，在討論過程中屢屢

無法聽懂各種不同的腔調或口音，但講師們卻能即時了解其所欲表達之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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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令人折服。] 

5. 本次接受 WANO-TC 同業評估訓練的同時，也學到如何進行觀察、發現問題及分析問題

的方法，對於以後工作上如何找出問題、面對問題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亦將有所提升。 

二、建議 

1. 針對訓練課程部份，已於結訓會議中向 WANO-TC 提出兩點建議：(1)增加強化報告撰寫

能力的訓練內容(可考慮增加訓練時數)，(2)訓練教材應事先提供給預定參訓學員以期

能充分預習，將可強化學習效果。 

2. 對照 WANO Performance Objectives & Criteria (PO&C)的內容，同業評估的 6 個主

要領域為 PO&C 績效目標中的組織與管理(OA)、運轉(OP)、維護(MA)、工程支援(ES)、

輻射防護(RP)及運轉經驗(OE)；而實際課程內容之安排則以維護相關作業為主軸。鑒

於電廠營運期間之現場工作大都與維護作業有關，且現場許多狀態之呈現亦多反映其

維護作業之實際成效，故建議公司未來挑選參訓同仁時，應以具維護經驗同仁為主，

具運轉或輻防經驗同仁為輔，定將能獲得更大效益。 

3. 本項課程之安排生動有趣，學習效果頗佳，為使公司核能部門相關同仁能熟悉且有效

運用同業評估之程序與手法，建議本公司訓練單位應比照建立類似之年度訓練課程或

定期安排邀請 WANO-TC 來台授課，使公司內各部門能有更多同仁參與此一訓練。 

4. 本項訓練之節奏相當緊湊，建議未來獲選參訓之學員，應預先蒐集相關資料並詳加研

讀，以期能獲最大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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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WANO-TC 各會員公司派訓人員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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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訓練時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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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受評電廠與同業評估小組之介面互動關係 

 

 

圖 2 同業評估作業整體計畫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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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同業評估小組抵達電廠後之工作時程安排 

 

 

圖 4 同業評估作業程序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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