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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台日核安研討會迄今已舉辦至第二十四屆，每年由台灣各核能機構與日本各

電力公司輪流主辦，將兩地有關核能安全相關議題在此會議中提出簡報討論，以

作為技術研發合作、資訊交流與經驗分享之平台，其宗旨為提昇台日雙方核能相

關技術與安全。今年會議在日本名古屋舉辦，是由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所承辦，參

加本次會議的我方機構有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台灣電力公司、中華核能

學會、核能資訊中心、清華大學及本局共計29人，由核能研究所馬副所長擔任團

長。日方代表除中部電力公司代表外，亦有日本原子力產業協會、日本原子力技

術協會及東京、九州大學等數十位專家學者與會。 

本次會議為期一天半，共有四大議程，分別為「政策方針」、「核能發電

廠之建設、運轉及維護」、「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事件應變及人才育成」，

共計有19篇專業演講，會議中雙方並就講演內容進行熱烈討論交流，分享雙方經

驗及成果。在技術參訪方面，於會議舉行前一天則前往日本岐阜縣，參訪東濃地

下科學中心位於瑞浪市的超深地層研究實驗所，實地深入地下300 公尺的研究坑

道，參觀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的前置研究現況，此外於會議結束當天下

午，由日方安排參訪世界最大汽車商之製造工廠：豐田(Toyota)公司位於豐田市

的堤工廠。該廠主要生產目前最先進環保技術之汽電共生汽車，瞭解該廠生產作

業及人員訓練等相關現況，本次公差扣除行程雖僅有三日出席會議及參訪相關設

施，但受益匪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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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壹壹壹、、、、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為促進台灣及日本雙邊核能安全與技術交流的重要

管道之一，每年由台、日兩國輪流主辦，針對放有關核能相關議題行講演與深入

討論。迄今已是第二十四屆，今年主辦單位是日本中部電力公司，於 11 月 17、

18 日一天半假名古屋市商工會議所舉行，台日兩方約有近百位從事於核能電廠

運轉、維護、及放射性廢棄物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參與，共發表 19 篇論文，內容

包括「核能發電廠之建設、運轉及維護」、「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事件應變

及人才育成」等主題。參加此研討會的主要目的係藉由兩國與會人員所提出的專

題報告及討論中，吸取對方經驗與成果、精進技術水準及交換彼此之意見。 

此外，我方團員於會議舉前一日，在日方安排下赴名古屋市東北方約一小時

車程距離之岐阜縣瑞浪市，參訪瑞浪深地層研究實驗所，並深入地表下 300 公尺

之豎坑，瞭解相關有關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相關之地球科學試驗項目，藉由實

際觀摩，瞭解該設施之運作、管理與管制情形，期能對提升我國高放射性廢棄物

之審查技術，以及未來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營運之管制，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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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過程過程過程過程    

一一一一、、、、行程行程行程行程 

日期 地點與行程 工作內容 

11 月 15 日（日） 台北→日本 (名古屋) 去程 

11 月 16 日（一） 
技術參訪 

參訪東濃地下科學中心瑞

浪研究所 

11 月 17 日（二） 名古屋市商工會議所，研討會 出席台日核安研討會 

11 月 18 日（三） 上午：名古屋市商工會議所，

研討會 

下午：豐田市(Toyota City)，

技術參訪 

上午：出席台日核安研討會 

下午：參訪 Toyota Motor  

Factory 

11 月 19 日（四） 日本 (東京)→台北 返程 

二二二二、、、、出席出席出席出席第第第第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屆屆屆屆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    

    在本次會議開幕(11 月 17 日)時，首先由日方中部電力公司副社長淺野先生

(Mr.Haruhiko Asano)致詞，歡迎詞中提及核能復興相關議題時，他強調需確保核

能安全及與資訊透明，如此核能發展才會有興盛之契機。續由我國本次代表團團

長—核能研究所馬副所長致詞，亦將我國核能發展近況稍加介紹。而我方蔡主任

委員致詞時，提到目前全球氣候快速變遷，減碳議題上正是核能發電所佔的優

勢，而且要能確保核能安全與解決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問題正是當前核能發展之關

鍵議題，尤其放射性廢棄物更是可討論的焦點，在放射性廢棄物的管理上，安全、

明確及永續的解決方案，則對於核能電廠持續成長與其他和平的應用，將會具有

關鍵性的影響。 

    在隨後的「政策方針」講演中，先由中部電力公司副社長淺野先生發表專題

講演，題目為「中部電力公司於核能領域中之挑戰」，目前該公司總發電容量中

核能僅佔 11﹪，遠低於日本全國核能發電平均占總發電量之 20﹪。其中也介紹

濱岡核電廠 1、2 號機(Hamaoka No.1 & 2)的除役的標準步驟(如圖一)，並也 

 

 

 

 

 

 

 

 

 

圖一  濱岡核能電廠 1、2 號機除役標準步驟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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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除役步驟之時程定妥善規劃訂出(如圖二)，在尚未有電廠除役的我國可藉此瞭

解該國核能電廠除役的相關準備，以作為日後我國電廠除役之參考。 

 

 

 

 

 

 

 

 

 

 

 

 

 

 

 

 

 

 

圖二   濱崗核能電廠 1、2 號機除役步驟之時程規劃 

 

而後由台電公司黃副總經理報告「台灣未來核能發電之遠景」，最後由原能

會輻射防護處劉副處長進行特別演講，講題為「我國醫療院所輻射防護之強化」，

介紹我國目前對於醫療院所的輻射防護相關管制作為及策略，令日方瞭解我國現

況及發展。 

    在上午 11 點隨即開始較為核心議題簡報及討論，議題為︰「核能發電廠之

建設、運轉及維護」(Nuclear Power Plants/Construction, Operation & 

Maintenance)，在此項議題中，台日雙方共有 8 篇專題報告，題目如下︰ 

(1) Construction and Process Control at Shimane Unit 3. 

(2) Current Status of the Lungmen Nuclear Power Plant Construction and Preparation 

of Pre-operation. 

(3) Current Situation on Power Uprate for Operating Light Water Reactors in Japan 

(4) Lessons Learned and Future Plan of Power-uprating in Taiwan. 

(5) Nuclear Power Plant High Capacity-Factor and Management f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in Taipower. 

(6) Current Situation of Kashiwazaki-Kariwa Nuclear Power Station after Niigataken 

Chuetsu-oki Earthqu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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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pproach for Restart of Hamaoka Nuclear Power Station after Suruga Bay 

Earthquake occurred on August 11, 2009. 

(8) Maintenance Rule Implementation. 

    在本議題簡報中，日方也將目前正興建中的島根核電廠三號機(Shimane Unit 

3)的延遲原因及解決措施提出報告，令正興建的龍門電廠的台電公司與會人員可

以借鏡，極具參考價值。而日方對於我國小額功率提升之專案成果亦甚感興趣，

提出許多問題，並對此項議題欲後續深入探討。另外日方對於台電公司藉大修排

程節省工期，增加營運效率亦頗感興趣，因日方發電效能並不如我國，我國實務

成果使日方得到許多寶貴參考。        

與我國同屬地震頻繁的日本，也將 2007 年 7 月 16 日於柏崎刈羽核能發電廠

(Kashiwazaki-Kariwa Nuclear Power Station)外海發生規模 6.8 強震之受損經驗及

改善措施提出報告。其中也提及放置於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倉庫之廢棄物桶因此翻

倒，後續也因此製作保護框架，以保護廢棄物桶身(如圖三) ，可作為提升我國

廢棄物桶貯存安全之參考。 

 

 

 

 

 

 

 

 

 

 

 

 

 

 

 

    圖三  強震後放射性廢棄物桶因而跌落，後續改善裝設防護托架 

 

而後的議題主題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分別由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國際

技術協力部長竹内先生及核能資訊中心朱理事長鐵吉博士共同主持。本議題雖僅

有兩篇報告，但都是將雙方國內之最新發展情形提出分享。先由原子力發電環境

整備機構公共關係部片平部長報告「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地層處置現況」(Current 

Status of Geological Disposal of HLW in Japan.)，在報告中，日方介紹用過核燃料

再處理(reprocessing of spent fuel)所產生的高放射性廢棄物(HLW)及超鈾廢棄物

(TRU)將以深地層方式處置(如圖四)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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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 用過核燃料再處理後所產生之高放射性及超鈾廢棄物以深地層方式處置圖 

 

     依據日方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地層處置之概念(如圖五)，是將轉化後之玻璃

固化體(Vitrified Waste)先以工程障壁(Engineered Barriers)包裝，其中會使用厚度 70

公分的壓實黏土作為障壁之一部分，再將廢棄物置入地面以下深度 300 公尺的沉

積岩或花崗岩中，因為據研究顯示該處地下水流速為每年約為數個毫米，若以一

年一公分流速的保守估計，從 300 公尺的深地層到達地面時將會是距今 3 萬年以

後，如此工程及天然多重障壁設計方式，將會是有效的隔離處置方式。 

 

      圖五  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地層處置之工程及天然之多重障壁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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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經過劑量衰減計算評估(如圖六)，若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於深地層經過

數萬年後，則放射性活度將會與油礦石之劑量相近，屆時將無安全之虞。 

     

 

 

 

 

 

 

 

 

 

 

 

 

 

 

 

   圖六 核燃料從開採、使用及棄置成為廢棄物活度變化衰減圖 

 

  因為要避免因斷層活動而對處置場之嚴重負面影響，所以處置場場址儘可能

避免建構於斷層帶上。並且根據本報告，若震央位於地下 20 公里處，位於震央

數公里外的處置場之震度僅為地面震度的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一(如圖七)，處置場

耐震設計之安全強化措施可以因此而參考，但是我方認為仍值得繼續深入探究。 

 

 

 

 

 

 

 

 

 

 

 

 

 

   圖七  深地層高放廢棄物處置場受地震影響遠低於地面程度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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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場場址位置在地表面，則面積約需 1 平方公里，若設置於地下所需面積約為

10 平方公里左右(如圖八)。 

 

        圖八  廢棄物處置場址所需面積示意圖 

 

  日方籌設處置場是由原子力發電環境整備機構於 2000 年所組成的放射性廢

棄物管理機構(Nuclear Wast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Japan ,以下簡稱

NUMO)，該組織為政府認可之財團法人，由全日本核能電廠依據其發電量的比

例，共交付 NUMO 約 3 兆日圓以供相關運用，運用及工作範疇如圖九所示。 

 

 

 

 

 

 

 

 

 

 

 

 

 

 

    圖九  NUMO 與其他單位關係以及負責工作範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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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有 1604 個高放金屬罐貯存於青森縣六所村，截至 2008 年為止，若將已產

生的用過核燃料轉化為玻璃固化體後，將會有 22200 桶產量，到 2020 年估計將

有四萬桶產量。而在日本高放處置計畫中共分為三個階段(如圖十)，第一階段為

文獻資料調查，第二階段為地表鑽探進行調查，如目前的瑞浪深地層實驗室即是

現階段進展之工作。第三階段為選定場址應建造使用，最後與以回填封閉。預計

在 2028 年選出設置場址。 

        

 

 

 

 

 

 

 

 

 

 

 

        圖十 日本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時程圖 

 

  而在每一個階段進行前，均要徵詢當地居民及政府之意向，若獲得同意則就

繼續往下一階段進行，若進行中途時，當地政府或居民若中途反悔(例如地方民

意首長改選後新政府反對)，則就立即停止相關工作之進行，直到最後場址選出

為止，圖十一為各階段與地方互動示意圖，此項作法令我方印象深刻。 

 

 

 

 

 

 

 

 

 

 

 

 

 

   圖十一 NUMO 籌設高放射性廢棄物場址各階段與地方互動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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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費補助方面，在文獻資料調查階段，日本政府每年補助 10 億日圓，在

鑽探階段，每年亦補貼 20 億元，而在這補助款項中一半金額是要撥發給志願參

與計畫的鄉鎮，這也代表日本政府極為重視此項計畫。 

  而在宣傳工作上，政府及電力公司也一併參與宣傳工作。NUMO 積極與地

方共同辦理研討會及論壇會議，同時也利用地方報業與相關雜誌、媒體及網路進

行相關議題之探討，其目的是盡可能使一般民眾瞭解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重要

性及必要性。並將工程障壁及地下層虛擬模型均建構於日本科學技術館中讓民眾

在參觀時順便了解，在 10 月 11 日起才舉辦完成為期兩週的全國報紙電視的大型

相關議題宣傳，目前已有初步結果，發現民眾對高放處置的認知已略有概念。 

  在本篇報告後，片平部長回答我方人員詢問問題談及青森縣情形，因為已經

向青森縣居民承諾，不會將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設於該處，而且在進行階段性

計畫前，一定也會與地方居民共同訂定未來發展願景，是以共存共榮的誠懇態度

進行相關工作，日方此種態度精神，值得我方學習。 

  隨後由台電公司後端營運處蔡處長報告「台灣低放射性廢棄物選址作業現

況」(Site Selection for Disposal of Low 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n Taiwan)，也讓日

方了解我國目前低放射性廢棄物場址選址的最新狀況及進度，日方人員詢問候選

場址當地居民是否有激烈的抗爭，同時也詢問補助金相關措施，而蔡處長也相當

詳盡的解說。 

研討會第一天議程於 18:00 結束。之後，大會安排自助餐會，台日與會人員

藉此機會互相交流，交換彼此意見與經驗，並延續會議中討論之議題作進一步溝

通。 

    第二天(11 月 18 日)的議程自 9：00 開始，主題是「事件應變及人才育成」

共有六篇專題報告，題目如下︰ 

(1) Increased Hydrogen Concentration in the Off-gas System of Hamaoka-4 & 5. 

(2) Activities on PWSCC issue and the lessons learned at PWR NPPs. 

(3) Comprehensive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Exercises in Japan of 2008. 

(4) The 2009 Nuclear Emergency Exercise in Taiwan. 

(5)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HRD) in Japanese Nuclear Community. 

(6) Nuclear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Education in Taiwan. 

在此議題報告中，日方就事故的原因、過程、因應對策均有詳盡解說，令我 

方受益良多，也同時看到日本在核安演習時，由最高行政長官－總理親自主持相

關會議，表示日本政府極為重視核能安全，這是我方應該學習之處。 

  另外就人才培育方面，我國與日本均有核能人才斷層現象，所幸在核能工業

及大專院校積極的培育人才，預計數年後，斷層現象應會減緩。本次研討會也就

在我方團長馬副所長及淺也副社長致閉幕辭後完美結束。 

三三三三、、、、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參訪行程    

（（（（一一一一））））瑞浪深地層實驗室瑞浪深地層實驗室瑞浪深地層實驗室瑞浪深地層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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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為了展現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地層處置之安全性及技術可靠性，特別在

岐阜縣瑞浪市及北海道幌延町興建深地層研究實驗室(如圖十二)，其研究的母岩

則分別為花崗岩及沉積岩。在地質環境評估方面，除進行全國地質文獻調查外，

亦在東濃(瑞浪)與釜石礦場(北海道)進行區域與現場地球科學研究，同時藉著興

建中的深地層研究室進行地下研究設施規劃。 

        圖十二  HLW 最終處置方面的 R&D 設施位置圖 

    

  本次我方代表團所參訪的設施即為瑞浪超深層地層研究所(Mizunami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 以下簡稱 MIU)，其位置在名古屋東北方約一

小時車程的距離。其研究之母岩為花崗岩，與幌延深地層研究所(Horonobe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 HOU)之母岩為沉積岩不同。設置這兩個研究所

主要目的是研究此兩種地質與其地質構造、水文學、地球化學、核種遷移及岩石

力學等相關特性，並藉此建立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技術能力。 

  MIU 屬於東濃地科學中心(Tono Geoscience Center)，但因該地下實驗室場址

之行政區域位於瑞浪市，地理位置如圖十三所示，故實驗室之名稱為瑞浪而不稱

東濃，其設計規格以二條豎坑作為通道，一條豎坑為換氣及運送廢土之用，與另

一工作人員進出豎坑間之間距 40 公尺，預計挖掘最大深度地面下 1,025 公尺，圓

形直徑為 6.5 公尺，通風豎井直徑為 4.5 公尺。中期階段(middle stage)為地面下 500

公尺，主要階段(main stage)為地面下 1,000 公尺，每個次階段(sub stage)為 100 公

尺。 

   我方抵達該實驗室約為上午十一點，先由該設施專人簡報介紹該實驗試現

況及實驗項目，隨即換上安全工作服裝，分成兩組搭乘工作人員電梯，向下 300

公尺處位置，因兩豎坑於此深度有一橫向連絡坑道，有許多實驗項目在此橫向坑

道進行，當我參訪團回至地面時，約為一點四十五分，已超過用餐時間，但是卻

不影響該實驗室挖掘工作，因我方參訪時恰是該設施相關工作人員中午休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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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所以我方參訪並未影響該設施工作之進行。 

 

   圖十三  瑞浪超深地層研究所地理位置及設計佈置圖 

   當天(11 月 16 日)參訪時，換氣坑已挖掘到深度 425 公尺，主立坑深度為

400 公尺(如圖十四)。在聽取簡報時，瞭解該實驗室之工作共分為三個階段，第 

 

 

 

 

 

 

 

 

 

 

 

 

 

     

圖十四  參訪當天(11 月 16 日)已挖掘深度及當時情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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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階段為地表基礎調查研究階段，係研究水文地理、水文化學及岩層力學等調查

工作，此階段已經結束。目前正進行第二階段，執行挖掘研究坑道併同相關研究，

例如地下水之流速測量、地下水質監測、岩盤側向壓力量測及地震相關研究等。

等到挖掘至目標深度，則進行第三階段之深地層利用之相關研究，圖十五為該研

究坑道各階段之時程圖。 

 

 

 

 

 

 

 

 

 

 

 

 

 

 

 

 

 

 

 

 

 

 

 

 

 

 

 

         圖十五  瑞浪超深地層研究所進行各階段調查研究時程圖 

 

    據日方簡報時，有提及在主立坑及換氣坑之間有斷層經過，是在第一階段時

就已經由地質調查得知此特殊地質結構，有兩斷層帶在坑道正下方，預定坑道挖

掘深度 640 至 752 公尺會有一處斷層經過，另一處則是在深度 920 至 980 公尺處，

目前尚未挖掘到該深度，但已經有計畫強化該處坑道。而開挖範圍當時僅侷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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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區域，所以也就只好順勢而為，期能藉此研究在斷層帶之坑道內的地球物理化

學特性，將所得研究結果發展為克服斷層帶之深地層處置技術，日後位於非斷層

之深地層處置場址將則會更加穩固安全，這一論點令我方參訪團員對日方的研究

態度及投入巨額資本有深刻印象。 

    當該設施人員帶領我方搭乘人員電梯當時，在電梯登載位置時，工作人員將

安全鎖扣上圍籬再開啟電梯門(如圖十六)，以免意外衰落，從此處即可看出工安

防護措施甚為嚴密。圖十七為坑道內佈置圖，發現坑道地下水甚多(圖十八)，而

MIU 人員表示，就因每天地下水量約為 600 立方公尺之緣故，可藉此研究地下水

攜帶物質的能力，並由地下水質連續監測(圖十九)，可得到地下水之帶電電流之

電位變化，進而得知地層裂縫相關資訊。 

 

圖十六 工作人員開啟電梯門        圖十七  深度 300 公尺橫向坑道內佈置圖 

   

圖十八 坑道內地下水甚多               圖十九  地下水質連續監測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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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坑道後並詢問問題，才瞭解到在往下深度每 25 公尺處皆會有一連線之

監測位移計(displacement gauge)，如此才能觀測出豎坑之垂直完整性，也因此發

現，日本對於高放射性棄物最終處置場設置前的準備及相關工作，以及場址適用

性的相關研究工作亦做得非常詳盡與確實。 

    參訪完該實驗室後，前往該中心位於瑞浪市郊的碳 14 實驗室，參觀量測地

質及地下水年份的同位素碳 14 分析儀 (圖二十、二十一)，先將試樣以超音波洗

淨前處理，再以高電壓(5MV)加速電子撞擊，藉以分析碳 12、13 及 14 可推算試

樣的年代，可見該中心在分析儀器方面亦提供完整的準備。 

 

圖二十 碳 14 分析儀之高電壓加速器       圖二十一 碳 14 測定解說圖 

 

（（（（二二二二））））豐田汽車製造廠豐田汽車製造廠豐田汽車製造廠豐田汽車製造廠－－－－堤工廠堤工廠堤工廠堤工廠    

    

另一個參訪行程則安排在台日核安研討會會議之後，因研討會在第二天中午

即圓滿結束，下午空檔時間則由日方安排參訪世界最大汽車生產公司－豐田汽車

製造工廠(Toyota Motor Factory)，該廠位於名古屋市附近，所在位置的城市名就

以豐田為命名－豐田市，因豐田公司發跡於名古屋，所以特別安排參訪此一以油

電混合為主之製造車廠︰堤工廠。由於進場參訪時基於商業機密之保護，不准參

訪人員攜帶相機及手機(有照相功能)，但在製造廠上方的參訪通道俯視各項製造

過程時，令人讚嘆佩服，尤其看到將車身須以高壓電焊接合達 8 百多個位置，卻

僅以幾個機器手臂在數分鐘完成；另在裝配流程也考慮到效率性，可在最短時間

內完成所需車種，而且品管措施並不因此而打折，嚴密管制每一臺出廠的車輛的

品質，確保車輛交到車主之品質維持一致水準，令人深刻覺得該車廠為當今世界

上之最大車廠，實則當之無愧。 

 

叁叁叁叁、、、、心得心得心得心得    

 

    本次行程在時間上甚為匆忙，因頭尾兩天為行程往返，僅剩下中間三天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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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議及參訪相關設施，雖時間短暫，但收益良多，心得如下︰ 

一、在此次研討會中發現我國核能技術及安全在某些議題是日方所未能完成的，

而想向台灣學習的，表示我國核能工業在產、官、學界多年努力下，已略有

績效，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鬆懈或自滿，應持續進步。而台日核能安全研討

會迄今已舉辦了 24 屆，可見台日雙方對此項研討交流活動甚為重視，藉此

會議平台，可將雙方實務經驗互相分享學習，可達到技術精進、品質提升、

確保安全管制之多重目標。相信在往後的每年的研討會也必定秉持這樣的信

念，使台日核能安全作為雙方核能永續發展重要的基石。 

二、在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面，對於日方徵詢地方意願的方式令人印象深刻， 

    而且也與地方共同規劃未來的發展，與地方有良好的互動關係、而且政府所

投入的補助，對地方也有相當助益，這也許是我國政府應該值得思考的一個

方向。 

三、在緊急應變的核安演習方面，在日方代表簡報中將演習當時的錄影播放，我

方注意到日方在主持相關會議的主席已提升至總理階層，由此看出日方政府

對於核能安全重視的程度應領先所有核能工業國家，這值得我方政府高層長

官思考。 

四、在高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場址調查上，目前我國僅就文獻資料調查、尚

未展開試驗階段，但是此瑞浪深地層實驗試所投入如此龐大的資金、物力及

人力去發展技術，相較於我國已落後一段距離，應借其經驗儘速規劃我國將

要執行之相關研究並且將財務經費提早因應，如此才將有完備之成效。 

肆肆肆肆、、、、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建議事項：：：：    

一、在高放射性廢棄物深地層處置相關研究方面，我國應持續及深入與日方保持

聯繫，除可藉由經驗的學習外，亦可節省相關研究及精進有效的技術，經營

單位對於用於研究之經費的規劃應訂出明確方向。 

二、在核能人才培育上，我國不應只有大學院校自行規劃執行，政府也應要積極

參與投入，將可有效減緩人才斷層之影響。 

三、可藉由較高階的行政長官出席核安演習相關會議，來宣達政府對於核能安全

極為重視之決心，而且亦能加強民眾我國核能緊急應變處理能力的信心。 

四、本次日方安排科技相關之設施參訪行程，亦可提供給以後在台灣舉辦研討會 

之參考，我方承辦單位亦可安排日方出席代表參訪我國相關設施，例如晶圓

工廠等。使雙方更加瞭解對方產業文化，更可提升雙方交流的廣度及視野。 

    
伍伍伍伍、、、、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第 24 屆「台日核安研討會」論文集電子檔，存於本會物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