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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次 公 差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赴 日 本 參 加 第 24 屆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研 討 會

及 第 6 屆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研 討 會 為 每 年 舉 辦 的 核 能 安 全 相 關 研 討 會 ， 我 國 代

表 團 由 原 子 能 委 員 會、核 能 研 究 所、台 灣 電 力 公 司、清 華 大 學 及 其 他

核 能 相 關 單 位 組 成，除 了 論 文 發 表 之 外，會 議 期 間 另 外 安 排 參 觀 瑞 浪

超 深 地 層 研 究 所 、 浜 岡 核 電 廠 及 島 根 核 電 廠 。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為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NuSTA)與 原

子 力 安 全 基 盤 機 構 (JNES)舉 辦 的 年 度 核 能 管 制 相 關 資 訊 交 流 會 議，由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邀 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核 能 研 究 所 共 計 9 員 參 與 相 關

的 討 論 與 資 訊 的 交 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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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本 次 公 差 的 主 要 目 的 為 赴 日 本 參 加 第 24 屆 「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研 討

會 」、 及 參 加 第 6 屆 「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研 討 會 」為 台 日 雙 方 輪 流 舉 辦 的 核 能 安 全 相 關 研

討 會 ， 1986 年 第 一 次 在 台 灣 舉 辦 。 今 年 由 日 本 中 部 電 力 株 式 會 社 主

辦。我 國 代 表 團 由 核 能 研 究 所 馬 副 所 長 擔 任 領 隊，原 子 能 委 員 會、核

能 研 究 所、台 灣 電 力 公 司、工 業 技 術 研 究 院 材 料 與 化 工 研 究 所、清 華

大 學 、 核 能 資 訊 中 心 及 中 華 核 能 學 會 共 30 位 代 表 參 加 。  

「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為 我 國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NuSTA) 與 日 本 原 子 力 安 全 基 盤 機 構 (Japan Nuclear Energy Safety 

Organization, JNES)共 同 舉 辦 的 雙 邊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今 年 為 第 六 次

的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由 JNES 籌 畫 於 東 京 的 JNES 本 部 會 議 室 舉 辦 ， 本

次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邀 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共 計 9 員 參 與 相 關 的 討 論 與 資

訊 的 交 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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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此次公差自 94 年 11 月 15 日起至 94 年 11 月 26 日止，共計 12 天，詳細行

程如下： 

行程 公差地點 

地點 
月 日 星期

出發 抵達 
國名 地名 

工  作  內  容 

11 15 日 台北 名古屋 日本 名古屋 去程 

11 16 一   日本 名古屋
參訪瑞浪超深地層

研究所 

11 17~18 二~三 
  

日本 名古屋
參加台日核能安全

研討會 

11 19 四 名古屋 松江 日本 松江 參訪浜岡核能電廠 

11 20 五   日本 松江 參訪島根核能電廠 

11 21~22 六~日 松江 東京 日本 東京 路程及資料整理 

11 23 一   
日本 

東京 
參訪東京電力公司

電力館 

11 24~25 二~三   日本 東京 
參加台日核能安全

管制資訊交流會議 

11 26 四 東京 台北   返程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今年為第 24 屆，由日本中部電力株式會社主辦。

今年的研討會於日本名古屋舉辦 2 天，共分為「核能電廠建造、運轉與維護」、「放

射性廢料與用過核燃料處置」及「事件應變及人力開發」等 3 項議題，會議中共

發表 3 個特別演講及 16 篇論文。除了論文發表與討論會議外，主辦單位特別安

排來自台灣代表團成員訪問瑞浪超深地層研究所、TOYOTA 汽車公司、浜岡核能

電廠與島根核能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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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日 核 能 安 全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為 我 國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與

JNES 共 同 舉 辦 的 雙 邊 管 制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今 年 為 第 六 次 的 資 訊 交 流

會 議。由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邀 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核 能 研 究 所 共 計 9 員 參

加，為 期 兩 天 的 會 議 共 分 為 5 個 討 論 議 題，分 別 為「 年 度 重 大 事 件 說

明 」、「 用 過 燃 料 乾 式 貯 存 現 況 」、「 緊 急 計 畫 」、「 運 轉 經 驗 」及「 核 能

電 廠 興 建 及 運 轉 期 間 之 安 全 審 查 與 稽 查 」。 雙 方 各 就 上 述 5 大 議 題 提

出 詳 細 的 說 明，並 就 該 議 題 進 行 討 論。會 議 結 束 前 雙 方 亦 討 論 明 年 會

議 的 討 論 內 容，除 了 重 大 事 件 說 明 及 運 轉 經 驗 之 外，日 方 希 望 我 方 就

核 能 電 廠 因 應 地 震、颱 風 及 海 嘯 的 安 全 管 制 對 策 提 出 說 明，以 及 介 紹

我 國 核 能 電 廠 安 全 度 評 估 的 結 果 與 風 險 告 知 應 用 的 現 況；我 方 則 希 望

日 方 代 為 安 排 參 加 明 年 日 本 的 緊 急 計 畫 演 習、說 明 極 低 強 度 廢 料 排 放

之 實 施 與 檢 測 狀 況、以 及 乾 式 貯 存 之 相 關 研 究 結 果，同 時 亦 邀 請 JNES

於 明 年 6 月 的「 中 日 工 程 研 討 會 」中，共 同 討 論 乾 式 貯 存 之 地 震 分 析

議 題 。  

以 下 各 小 節 將 針 對 行 程 的 細 部 過 程 進 行 介 紹  

 

2.1 參訪瑞浪深層地質研究所 

日本原 子 力研究開發機構(JAEA)為了建造一個在科技及技術上都臻於完美

的最終廢料處置場，在日本各地展開了廣泛的地質研究。目前在岐阜縣東濃

(TONO)地區的瑞浪超深地層研究所(Mizunami 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 

MIU)，為其中一個正在進行中的重要計畫。計畫的目的為在日本中部地區鑽 2

個 1000 公尺深的縱向坑道(包括 1 個主坑道及 1 個換氣坑道)，並在每隔 100 公尺

深的距離處挖掘橫向坑道貫通兩個縱向坑道，以進行相關地質研究及數據蒐集。 

11 月 16 日 參 訪 瑞 浪 超 深 地 層 研 究 所 及 其 上 屬 單 位 東 濃 地 科 學 中

心。此 超 深 地 層 研 究 計 畫 為 了 瞭 解 斷 層 對 最 終 深 層 處 置 場 的 影 響，特



 
 

 第 4 頁

別 選 擇 在 斷 層 地 區 挖 掘 坑 道 進 行 研 究，計 畫 甫 於 今 年 10 月 17 日 完 成

400 公 尺 橫 向 坑 道 之 貫 通 。 在 聽 完 目 前 計 畫 進 度 之 簡 報 後 ， 代 表 團 分

為 3 組 進 入 升 降機，以每分鐘 100 公尺的速度到達 300 公尺深的橫向坑道參觀。

在坑道中雖布滿給水管路、供氣管路、洩水管路、緊急用水管路，數據蒐集量測

設備等，但都能清楚標示而不顯雜亂，工作環境的適居性與清潔程度令人完全無

法想像正位於地底深處，令人印象深刻。 

由於放射性廢料在地底儲存可能是萬年以上的時間，為了瞭解目前的地質在

萬年後的特性變化，東濃地科學中心花了 7 億美金裝置一套碳 14 量測設備，以

14C 定年法確定地層的年齡，誤差據稱僅為 1%。 

為了日後最終處置場的選址作業，JAEA 除了在日本中部地區外，在北部

Horonobe 也有另一個超深地層研究計畫在進行，該計畫預計挖掘深度為 500 公

尺，地質環境及地下水情況也都和中部地區不同。 日本為最終處置所進行的基

礎研究，涵蓋的面向與深度值得台灣學習。 

 

2.2 第 24 屆台日核能安全會議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為每年舉辦的台灣與日本核能安全相關研討會，今

年由日本中部電力株式會社主辦，我國代表團由核能研究所馬副所長殷邦先生擔

任領隊，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台灣電力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金屬材料

研究所、清華大學、核能資訊中心、中華核能協會共 30 位代表參加，詳細參加

人員名單如表 2.1 所示。 

 

表 2.1 「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台灣代表團人員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原子能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蔡春鴻 台電公司 副總經理 黃憲章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處長 陳宜彬 台電公司核後端處 處長 蔡顯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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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能委員會輻防處 副處長 劉文熙 台電公司核技處 處長 姚俊全 

原子能委員會核技處 副處長 黃智宗 台電公司核發處 副處長 李文華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科長 張  欣 台電公司龍門電廠 廠長 林德福 

原子能委員會綜計處 技佐 吳彥賢 台電公司緊執會 執行秘書 葉偉文 

原子能委員會綜計處 技正 石門環 台電公司核安處維管課 課長 張啟濵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技士 宋清泉 
台電公司龍門電廠施工處 經

理 
柯志明 

原子能委員會核技處 技士 周宗源 工研院材化所金材組 組長 賴玄金 

原子能委員會物管局 技士 唐大維 清華大學原科院 院長 潘  欽 

核能研究所 副所長 馬殷邦 清華大學工科系 副研究員 許文勝 

核能研究所綜計組 組長 李海光 核能資訊中心 董事長 朱鐵吉 

核能研究所核工組 副研究員 羅崇功 核能資訊中心 資深管理師 鄭美玉 

核能研究所核工組 副工程師 胡相宸 核能資訊中心 組長 鍾玉娟 

核能研究所核工組 助理工程

師 
林郁涵 中華核能學會 常務理事 黃小琛 

 

第 24 屆台日核能安全會議於 2009 年 11 月 17、18 兩天在日本名古屋商工會

議中心舉行，中方由核能研究所馬副所長殷邦博士任代表團團長，率領原子能委

員會相關報告同仁、核能研究所、台電公司、核能資訊中心、中華核能學會暨清

華大學等 30 餘人代表與會，日方由中部電力淺野晴彥副社長領軍，與會日方代

表包括日本原子力產業協會(Japan Atomic Industrial Forum)的成員暨相關核能電廠

代表等 60 餘人與會，大會由淺野主席致開幕辭，預祝大會的成功和祝賀台日兩

國長期的核能交流合作能持續永恒的發展，接著由我方馬團長代表致開幕辭，強

調台日之間的友好合作及未來的發展。大會接著請特別來賓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

員蔡春鴻博士致辭，主委首先感謝台日在核能方面的長期合作，每年定期舉行研

討會增進交流，從過去現在到未來台日雙方都能秉持優良傳統持續擴大交流、交

換經驗、加強核能安全和拓展核能應用。緊接著是兩場專題演講，分別由日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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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電力淺野晴彥副社長和台電黃憲章副總經理發表。 

淺野副社長發表的專題講演是有關中部電力在核能領域上的挑戰，主要內容

包括中部電力的簡介，年發電量、營收等，旗下浜岡(Hamaoka)核電廠面對機組

除役，預計用 30 年來完成；用過核然料貯存，放置場預定在 2016 年啟用；駿河

灣(Suruga Bay)地震後的捕強措施至 1000gals 的震度，以及新機組 ABWR 的興建，

預計在 2018 年完成等的挑戰，同時對日本現在用過然料再處理和 MOX 使用計劃

作說明，以及文殊(Monju)快滋生反應器計劃時程和未來研發計劃等，日本所面

對的挑戰與課題。淺野副社長所提出的研究計劃和電廠改善方案值得我方參考和

學習。接着由台電黃憲章副總經理說明因應減碳要求下，台灣未來的核能發展、

新機組興建等議題。之後由原能會劉文熙副處長發表特別演講針對台灣醫療院所

的輻射防護計劃以及醫療輻防品質保證工作等相關內容作說明，同時對原能會的

組織架構、職掌、高輻射物質的監管等幅防相關的職責向日方作介紹。 

本次研討會的第ㄧ項主題是核能電廠的興建、運轉和保養維修，由日方中部

電力原子力部倉田聡部長和台電龍門電廠林德福廠長共同主持。分別由日本中國

電力專任係長西迫貴章發表島根原子力發電所 3 號機的建設和工程管理，台方則

由台電核技處姚俊全處長報告龍門電廠的建設及試運轉的準備情形。 

下午則繼續此項議題，會議由日方東京電力原子力設備管理部宮田浩ㄧ部長

和台電龍門電廠林德福廠長主持，先由日方日本原子力發電管理室小野瀨鉄也，

發表日本現在運轉中輕水式反應爐功率提昇的現況報告，主要是針對東海

(Tokai)2 號機 BWR 5%的功率提昇做說明，報告內容詳實有據，尤其是各項分析

步驟的工作流程圖，更是清楚實用如圖一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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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功率提昇現況報告 

而對各項主要元件功率提昇的數據比對和分析及評估，也有清楚的說明，如

下圖所示： 

 

 

圖二 功率提昇數據分析圖 

整篇報告內容非常有價值足以作為台電從事中幅度功率提昇的參考資料。小

野瀨主任的精采報告真是讓我們收穫良多，而且報告中的美工處理和圖表製作的

專業水準，也是值得我們效法改進的地方。接着由原能會張欣科長說明在台灣核

電廠小幅度功率提昇的成果和經驗以及即將進行的中幅度功率提昇計劃，與日方

代表討論功率提昇的績效和對電廠運轉的影響以及未來努力的方向等議題。緊接

着由台電核發處李文華副處長報告在高容量因子(capacity factor)下的電廠運轉維

修和管理，提出增加容量因子的方法，核能法規和檢測要求以及地震安全等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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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避免意外事故的發生，減少人為的錯誤，提高設備可靠度以維護電廠安全，

提高發電容量因子，提升效率。 

茶點後由日方中國電力古林行雄部長和台電龍門電廠林德福廠長繼續主持

研討會，探討地震對電廠的影響，先由東京電力原子力設備管理部國友良浩先生

報告新瀉縣中越沖地震後柏崎刈羽原子力發電所的現況，報告中詳列每一部機組

受到的加速度，最大量測值為 680gals，評估各項設備的受損程度和安全性，同

時也詳細分析此地震對每一個重要組件的影響，分享所學習到的經驗和教訓，並

提出地震後電廠的評估和撿查流程及復原改善計劃，如下圖所示，確保電廠在未

來強震下仍能安然無損。 

 

 

 

圖三 地震後電廠評估及檢查流程圖 

全篇報告內容詳實深入，無論在數據蒐集、損害評估、安全分析及改善計劃

等，處處表現出日方實事求是認真不苟的工作態度，而台灣也處於和日本相同的

地震帶上，此篇報告提供非常多的有用訊息值得我們參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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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由日本中部電力發電本部尾西重信副長介紹浜岡原子力發電所在駿河

灣地震後重新啟動的過程，包括地震後電廠的反應措施、安全檢查程序暨建築

物、管線和重要組件的評估，全廠整體性評估流程和處理方法及程序以及補強計

劃等，如圖四所示，整篇報告圖表精確詳細且易懂，讓人映象深刻。 

 

 

圖四 地震後整體性評估流程圖 

總觀日方這兩篇有關地震對核電廠所造成影響的分析報告，除資料蒐集完

整、檢查評估認真、改善意見可行外，更重要的是日方依據經驗所提的具有實用

性邏輯性的改善流程、分析方法和工作分配圖，是非常具有價值和深度的報告，

同時日方對簡報的表達形式、美工處理和其專業程度，也值得我們學習和改進。 

第一個主題的最後一篇報告是由台電核能安全處張啟濱組長報告台電在維

護法規(MR)的執行情形，內容包括維護法規的要件、執行概況、如何建立資料庫

以及系統維護的風險評估等事項，台電在實施維護法規後能有效地提升電廠安全

性和運轉效率。 

台日核安會議第二項主題是放射性廢棄物的管理在 11 月 17 日下午 4:50 分開

始，由日方原子力發電環境整備機構竹内光男部長和台方核能資訊中心朱鐵吉理

事長共同主持。先由日本原子力發電環境整備機構片平重博部長發表日本在高階

放射性行廢料(HLW)地底貯存現況，介紹日本對用過核燃料再處理方式和玻璃化

放射性廢料的處置，預計深埋地下至 300 米處以及對地下掩埋場的地質探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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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斷層、地震等因素考量，如下圖所示，並提及日本 NUMO 地下掩埋場的

使用情形和與當地民眾溝通協調媒體廣告等公關工作的推展，以減少地方上的阻

力等實例與台方代表交流和經驗分享。 

 

 

圖五 用過核燃料 & 玻璃化放射性廢料的處理流程圖 

之後由台電核後端營運處蔡顯修處長介紹台電低放射性廢料貯存場地的選

址，現有處置場的簡介，3 個可能新場址的地質探勘，貯存場地的設計和營運管

理，與當地民眾的溝通等議題，以及原能會的要求、角色和權責等的討論項目。

17 日的會議在蔡處長報告後結束，隨即參加台日聯合晚宴。 

本次研討會第 3 項主要議題是針對意外事故的反應和人才培育與養成於 18

日上午舉行，由日本原子力技術協會業務部永田匡尚副部長和核能研究所馬殷邦

副所長主持會議。首先由日方報告機組運轉停止的實例分析，中部電力原子力部

山田浩二課長說明浜岡 4、5 號機反應爐排氣系統中氫氣濃度異常上升的原因和

解決的方法，此篇報告從偵測到氫濃度增加、發現問題、調查原因、驗證與分析

到排除困難找出解決方案，發現觸媒製造商改變原有製程而產生有毒物質，造成

氫濃度增加，有條不紮地完整呈現問題的全貌，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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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 氫氣濃度異常上升成因 & 解決方案 

其結論也有助於我們檢驗台電現有 BWR 核電廠是否也有類似的問題，以便

事前防患。 

在浜岡電廠氫事故分析報告後，由關西電力原子力事業本部吉田裕彥發表有

關在 PWR 核電廠中一次側應力腐蝕龜裂(PWSCC)的處理措施和經驗分享，如

Ohi-2,3、Mihama-2、Tsuruga-2 機所發生的應力腐蝕龜裂現象，如何檢測龜裂、修

補和防患，如何減少殘留應力和更換適合的材料，內容詳實，有數據、照片、分

析流程、圖表清晰是非常有價值的一次側應力腐蝕分析報告，如下圖所示，值得

我們參考和使用。 



 
 

 第 12 頁

 

圖七 側應力腐蝕分析報告  

前述兩篇日方對意外事故的分析報告，內容詳實，版面編排易懂，對事故原

因的深入探討，處理方法的描述，問題排除的過程的說明，經驗分享和建議事項

等，再在都顯示出日方的認真和實事求是的精神，是兩篇最具有參考價值的技術

性報告。 

接着由日方原子力安全基盤機構齊藤実報告日本 2008 年原子力總合防災訓

練，包括演訓地點、人員的選定，事故的初期反應，全國緊急事項的宣布，受災

程度的評估和緊急狀況的解除。其後由原能會核技處周宗源說明我國 2009 年緊

急核能防災演練相關計劃執行情形，與日方代表交換意見和分享經驗，作為未來

防災訓練改善的參考和依據。 

本次台日核安會議的最後ㄧ個議程是核能人才的養成與訓練，日方由東京大

學長崎晉也教授和我方核能研究所馬殷邦副所長共同主持，首先由日本原子力產

業協會小西俊雄報告日本原子力界的人才育成計劃、學校課程更新，選派學生參

與世界核能大學(WNU)，加強國際交流，強化核能教育，促進社會大眾的瞭解。

接着由台方清華大學原子科學院潘欽院長報告台灣的核子工程教育，從核工教學

的多樣性和課程多元化吸引青年學生，彌補過去核工教育的人才斷層，同時介紹

清華大學核工系的傑出校友。台日雙方對核工人才的培養都有著共同願景，希望

核能工業的復甦能帶動核能教育的發展。 

最後由馬副所長代表台方致謝辭，除祝賀本次大會的成功，感謝日方的辛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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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也希望明年能在台灣見到日方的老朋友。後由淺野副社長致畢幕辭，感謝台

灣方面派出的龐大代表團，大家兩天來與會的辛勞，相信也收穫良多，希望台日

的核能交流能更頻繁，台日核安會議能更成功、更圓滿，謝謝。 

 

2.3 參訪 TOYOTA 汽車公司 

名 古 屋 近 郊 之 豐 田 市 為 TOYOTA 公 司 之 發 源 地，目 前 豐 田 市 的 生

產 線 仍 為 TOYOTA 汽 車 的 主 要 生 產 線 之 一 。  

此 次 參 觀 TOYOTA 汽 車 之 生 產 線，由 一 開 始 的 鋼 材 切 割、焊 接 、

組 裝、噴 漆， 到 最 後 由 品 管 人 員 檢 查 驗 收 的 生 產 流 程。 每 到 一 流 程 ，

解 說 員 即 分 別 對 作 業 狀 況 做 解 說，其 間 切 割、焊 接、組 裝 及 噴 漆 均 高

度 自 動 化，主 要 由 機 器 人 進 行 相 關 作 業。作 業 流 程 中 不 同 的 機 器 人 擔

負 不 同 任 務，但 作 業 中 機 器 人 若 有 故 障，其 任 務 會 由 鄰 近 的 機 器 人 分

擔 。 流 程 顯 示 板 上 會 顯 示 每 個 機 器 人 是 否 故 障 及 完 成 任 務 的 先 後 次

序。由 其 作 業 流 程 可 感 受 到 整 個 生 產 線 控 制 之 精 確 及 效 率，例 如 每 一

步 驟 配 合 之 時 間 掌 控，零 件 調 度 之 供 需 管 理，及 生 產 線 運 作 時 之 人 力

配 置 等。該 工 廠 每 月 生 產 約 32,000 台 汽 車，TOYOTA 在 汽 車 業 界 之 高

競 爭 力 ， 由 本 次 之 參 觀 可 知 其 來 有 自 。  

另 外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該 工 廠 對 環 保 及 節 能 減 碳 之 推 廣 及 注 重 亦 讓

人 印 象 深 刻 。 該 工 廠 內 許 多 地 方 都 可 看 到 環 保 及 節 能 減 碳 之 標 語 ，

TOYOTA 亦 致 力 於 電 動 車 之 研 發 及 產 製，充 分 展 現 產 業 界 對 環 保 及 節

能 減 碳 之 道 德 使 命 。  

 

2.4 參訪浜岡核能發電廠 

浜 岡 (Hamaoka)核 能 電 廠 隸 屬 於 日 本 中 部 電 力 公 司，位 於 靜 岡 縣 東

南 方 。 中 部 電 力 公 司 員 工 16266 人 (2009 年 3 月 )， 主 要 負 責 本 州 中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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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 縣 (靜 岡、 愛 知、Nagano、Gifu、Mie)地 區 三 萬 九 千 平 方 公 里 (佔 日

本 全 國 面 積 10.5%)， 一 千 六 百 萬 人 (佔 日 本 全 國 人 口 數 12.5%)的 電 力

供 應。中 部 電 力 公 司 的 總 發 電 容 量 為 32.62GWe(2009 年 3 月 )，核 能 佔

裝 置 容 量 的 17%，比 日 本 全 國 平 均 值 25%低，因 此 提 升 核 能 裝 置 容 量

為 當 前 的 努 力 課 題 。 中 部 電 力 公 司 去 年 度 (2008.04~22009.03)共 賣 出

1.297E+11 度 電 。  

浜 岡 核 能 電 廠 由 於 鄰 近 海 域 的 水 深 不 足 ， 是 日 本 唯 一 沒 有 港 口 的

電 廠。最 近 的 港 口 距 電 廠 之 直 線 距 離 約 為 10 公 里，電 廠 興 建 時 Reactor 

Vessel 及 Vessel Head 等 重 件 皆 由 公 路 運 送。浜 岡 現 有 五 部 機 組，一 、

二 號 機 為 BWR-4 型 式 ， 分 別 於 1976 及 1978 年 商 轉 ； 三 、 四 號 機 為

BWR-5 型 式，分 別 於 1987 及 1993 年 商 轉；五 號 機 為 ABWR 型 式，於

2005 年 開 始 商 轉。由 於 經 濟 上 的 考 量，浜 岡 電 廠 一、二 號 機 已 於 2008

年 底 決 定 永 久 停 機 ， 並 於 2009 年 1 月 30 日 提 出 為 期 約 30 年 的 除 役

計 畫。此 計 畫 已 於 2009 年 11 月 18 日 核 准，整 個 計 畫 分 為 四 個 階 段 ，

目 前 正 進 行 第 一 階 段 的 準 備 工 作，主 要 為 各 區 域 的 污 染 程 度 調 查，及

非 污 染 區 域 的 拆 除 工 作。為 了 替 代 一、二 號 機，浜 岡 電 廠 於 2009 年 4

月 10 日 宣 佈 開 始 進 行 六 號 機 興 建 的 相 關 調 查 工 作，目 標 為 2020 年 開

始 商 轉 。  

浜 岡 電 廠 面 臨 的 另 一 個 課 題 為 耐 震 力 的 提 升 。 浜 岡 電 廠 原 本 的 耐

震 要 求 OBE 為 395 gal，SSE 為 600 gal。電 廠 於 2005 年 決 定 將 SSE 提

升 為 1000 gal，並 於 2008 年 3 月 完 成 三、四、五 號 機 相 關 改 善 補 強 工

作，包 括 煙 囪、管 路、電 纜 托 盤 及 吊 車 等 的 支 撐，設 備 固 定 方 面 評 估

後 只 有 部 分 熱 交 換 器 需 進 行 加 強。依 據 2006 年 頒 布 的 地 震 法 規 要 求，

浜 岡 電 廠 的 SSE 需 提 升 為 800 gal， 電 廠 自 發 的 相 關 改 善 已 遠 超 過 法

規 要 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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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 岡 電 廠 五 號 機 商 轉 約 18 個 月 後，於 2006 年 6 月 15 日 發 生 低 壓

汽 機 第 三 級 葉 片 斷 裂 事 件。事 件 肇 因 為 設 計 錯 誤，當 初 日 立 設 計 時 認

為 渦 流 現 象 只 會 出 現 在 第 一、二 級，造 成 第 三 級 葉 片 在 渦 流 及 飼 水 加

熱 器 減 壓 沸 騰 的 雙 重 影 響 下，承 受 不 住 而 斷 裂。事 件 後 檢 查 所 有 第 三

級 葉 片 根 部 接 受 損 嚴 重 ， 採 取 的 暫 行 措 施 讓 功 率 損 失 約 8%。 日 立 負

責 汽 機 葉 片 更 換 將 於 下 次 大 修 完 成，至 於 發 電 損 失 相 關 的 賠 償 問 題 目

前 已 進 入 法 院 訴 訟 程 序。除 此 之 外，2009 年 8 月 浜 岡 地 區 發 生 地 震 ，

由 於 地 震 儀 器 在 五 號 機 的 量 測 結 果 約 為 三、四 號 機 的 2 倍，地 區 民 眾

對 五 號 機 的 地 質 狀 態 有 所 疑 慮 ， 致 使 五 號 機 目 前 仍 處 於 停 機 狀 態 。  

浜 岡 電 廠 亦 於 2009 年 4 月 計 畫 於 廠 內 興 建 乾 式 貯 存 場，目 前 正 進

行 整 地 及 地 質 調 查 ， 預 計 2016 年 開 始 使 用 。  

 

2.5 訪問島根核能發電廠 

島 根 (Shimane)核 能 電 廠 隸 屬 於 日 本 中 國 電 力 公 司 ， 位 於 島 根 縣 東

北 方 。 中 國 電 力 公 司 主 要 負 責 本 州 西 部 5 個 縣 (島 根 、 Hiroshima、

Tottori、 Okayama、 Yamaguchi)地 區 三 萬 兩 千 平 方 公 里 (佔 日 本 全 國 面

積 8.54%)，七 百 七 十 萬 人 (佔 日 本 全 國 人 口 數 6.1%)的 電 力 供 應。中 國

電 力 公 司 的 核 能 配 比 僅 8%， 因 此 最 近 積 極 投 入 核 電 廠 興 建 以 提 升 核

能 裝 置 容 量，預 計 在 島 根 三 號 機 及 Kaminoseki 一、二 號 機 商 轉 後，核

能 配 比 可 達 30%。 中 部 電 力 公 司 與 台 電 公 司 於 1966 年 開 始 進 行 密 切

的 交 流，2001 年 雙 方 更 簽 訂 技 術 交 流 協 定，定 期 以 相 互 訪 問 的 方 式 ，

交 換 核 能 電 廠 運 轉 與 維 護 的 相 關 資 訊 。  

島 根 核 能 電 廠 現 有 兩 部 機 組 運 轉，一 號 機 為 BWR-3 型 式，於 1974

年 開 始 商 轉 ； 二 號 機 為 BWR-5 型 式 ， 於 1989 年 開 始 商 轉 。 島 根 三 號

機 於 2003 年 開 始 相 關 準 備，並 於 2006 年 開 始 進 行 實 際 機 組 廠 房 的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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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工 作，目 前 準 備 工 事 進 度 已 達 98.7%，總 進 度 為 75%。預 計 2012 年

2 月 開 始 進 行 運 轉 前 測 試 ， 2011 年 3 月 開 始 進 行 起 動 測 試 ， 2011 年

12 月 商 轉 。  

島 根 電 廠 三 號 機 目 前 反 應 器 廠 房 已 達 燃 料 填 換 樓 層 ， 汽 機 廠 房 接

近 完 成。台 灣 代 表 團 分 為 兩 組 由 引 導 人 員 陪 同 赴 工 地 現 場 參 觀。整 個

參 觀 行 程 可 以 發 現 幾 個 可 供 台 灣 借 鏡 的 工 地 特 色，包 括 (1)空 氣 清 新 ：

參 觀 人 員 不 須 戴 口 罩，這 應 歸 功 於 施 工 時 減 少 粉 塵 產 生 及 到 處 可 見 的

移 動 式 空 氣 清 淨 機；(2)廠 房 清 潔：地 面、牆 面 塗 裝、樓 梯 扶 手、設 備

管 路 無 灰 塵，房 間 入 口 設 有 踏 墊，重 要 入 口 必 須 先 以 壓 縮 空 氣 吹 淨 鞋

底；(3)工 區 責 任 制：設 備 區 房 門 外 均 掛 有 相 關 施 工 負 責 人 姓 名、相 片、

電 話 及 設 備 安 裝 3D 圖 示 ； (4)設 備 保 護 妥 善 ： 機 件 設 備 、 儀 控 設 備 均

包 覆 彩 色 透 明 塑 膠 布 、 重 要 儀 控 盤 另 裝 設 有 冷 氣 空 調 ； (5)Cable Tray

及 儀 控 管 線 配 合 設 備 進 度 安 裝；(6)現 場 安 全 通 道 規 劃 及 充 裕 照 明；(7)

裝 設 標 準 的 臨 時 施 工 用 電 分 電 盤 安 全 確 保 用 電 安 全；(8)物 料 存 放 及 預

製 場 整 齊 清 潔 。  

島 根 三 號 機 初 始 測 試 計 畫 包 含 施 工 後 測 試 、 試 運 轉 測 試 、 起 動 測

試 試 運 轉 三 階 段，但 因 測 試 由 廠 家 測 試 小 組 負 責 執 行，因 此 並 無 施 工

後 測 試 與 試 運 轉 測 試 之 明 顯 分 割。在 設 備 安 裝 完 成 後，負 責 裝 機 之 部

門 需 備 妥 相 關 文 件 移 交 給 測 試 小 組，電 力 公 司 人 員 則 在 試 運 轉 測 試 時

擔 任 Witness 角 色 ， 試 運 轉 測 試 完 成 並 依 系 統 置 入 使 用 後 ， 再 將 權 責

轉 給 電 廠 運 轉 人 員 。  

島 根 三 號 機 在 時 程 安 排 上 除 了 初 期 儀 控 網 路 測 試 時 必 須 使 用 臨

時 電 源 外，其 他 測 試 一 般 都 規 劃 以 正 式 電 執 行，所 有 馬 達 初 始 測 試 及

閥 的 開 關 測 試 都 規 劃 從 控 制 室 操 作 執 行，因 此 相 關 電 纜 及 儀 控 光 纖 電

纜 之 拉 接 線 工 序 亦 配 合 測 試 工 進 安 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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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 根 三 號 機 試 運 轉 測 試 (Pre-Op Test)有 整 體 時 程 規 劃，依 目 前 機 電

儀 同 步 順 利 按 計 劃 時 程 進 行 安 裝 之 實 績 推 估，未 來 試 運 轉 測 試 在 堅 強

的 原 廠 技 術 支 援 下 應 能 如 期 進 行 ， 並 如 期 達 成 2011 年 3 月 1 日 裝 填

燃 料 及 12 月 1 日 商 轉 之 目 標 。  

 

2.6 與 JNES 之年度資訊交流會議 

我 國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與 JNES 於 民 國 93 年 簽 署 雙 邊 核 能 資 訊 交 流

協 定，每 年 舉 辦 年 度 核 能 管 制 相 關 資 訊 交 流 會 議，今 年 為 第 六 次 的 資

訊 交 流 會 議 ， 由 JNES 籌 畫 於 東 京 的 JNES 本 部 會 議 室 舉 辦 ， 本 次 核

能 科 技 協 進 會 邀 請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及 本 所 共 計 9 員 參 與 相 關 的 討 論 與

資 訊 的 交 流 。  

JNES 成 立 於 2003 年 10 月 1 日，其 前 身 為 財 團 法 人 原 子 力 發 電 技

術 機 構 (NUclear Power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NUPEC)， 由 於 自 1980

年 代 晚 期 東 京 電 力 公 司 (TEPCO)公 司 自 行 視 察 BWRs 在 爐 心 筒 (Shroud)

發 現 的 裂 縫 與 顯 示，其 裂 痕 之 修 護 記 錄 已 被 刪 除 並 隱 瞞 且 未 報 告 管 制

當 局，於 1991 及 1992 年 間 由 管 制 當 局 進 行 現 場 視 察，發 現 Fukushima 

Daiichi 核 電 廠 一 號 機 以 偽 造 的 程 序 書 進 行 法 規 明 定 的 圍 阻 體 洩 漏 率

測 試 ， 這 些 測 試 不 合 格 且 已 違 反 運 轉 規 範 ， 在 2002 至 2003 年 間 在

TEPCO 所 屬 電 廠 一 些 自 行 檢 查 應 力 腐 蝕 龜 裂 (SCC)的 設 備 記 錄 發 現 資

料 不 實，日 本 核 安 管 制 單 位 為 避 免 上 述 影 響 核 安 事 件 之 再 次 發 生，已

在 2003 年 10 月 將 NUPEC 重 組 改 編 成 立 JNES 以 佐 助 核 能 與 工 業 安 全

廳 (Nuclear and Industrial Safety Agency, NISA)的 管 制 活 動，而 JNES 編

制 人 員 已 達 400 人 以 上，並 大 幅 擴 充 技 術 幕 僚 人 員 以 因 應 繁 重 的 管 制

活 動 ； 改 組 後 的 機 構 與 核 管 單 位 NISA 合 作 ， 完 成 確 保 使 用 核 能 的 安

全 性 之 任 務，包 括 對 核 能 電 廠 與 核 設 施 的 視 察、安 全 分 析 與 評 估、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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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 事 件 的 支 援、核 安 的 研 究、試 驗 與 調 查、以 及 核 安 資 訊 的 蒐 集、分

析 ， 這 些 技 術 活 動 的 結 果 均 必 須 呈 報 到 NISA。  

在 核 能 協 進 會 的 邀 請 之 下 ，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由 核 管 處 陳 處 長 率 團 參

與 本 次 的 資 訊 交 流 會 議，核 能 研 究 所 張 員、羅 員、及 胡 員 亦 受 邀 於 會

議 中 簡 報。我 國 參 與 討 論 的 人 員 名 單 如 表 2.4 所 示。JNES 主 要 參 加 的

人 員 為 安 全 情 報 (Safety Information)部 的 研 究 人 員，但 為 期 兩 天 的 會 議

中，亦 有 來 自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的 研 究 人 員 參 與 特 定 的 討 論 議 題。本 此 會

議 共 分 為 以 下 六 個 討 論 議 題 ： (1)台 日 安 全 管 制 現 況 ； (2)日 本 火 災 防

護 及 火 災 擴 散 分 析 ； (3)核 三 廠 再 循 環 集 水 池 濾 網 議 題 ； (4)日 本 新 視

察 系 統 ； (5)龍 門 電 廠 視 察 發 現 ； (6)龍 門 電 廠 測 試 計 畫 視 察 規 劃 ； (7)

維 護 法 規 ； (8)安 全 系 統 氣 體 累 積 管 理 ； (9)未 來 合 作 方 式 ； 每 一 個 議

題 均 由 雙 方 提 出 簡 報 並 進 行 細 部 的 討 論 。  

 

表 2.4 參加與 JNES 之資訊交會議之台灣代表 

職稱 姓名 

核能協進會 董事長 歐陽敏盛 

核能協進會 執行長 謝牧謙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處長 陳宜彬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科長 張  欣 

原子能委員會核管處 技士 宋清泉 

原子能委員會綜計處 技正 石門環 

核能研究所核工組 副組長 張欽章 

核能研究所核工組 副研究員 羅崇功 

核能研究所核工組 副工程師 胡相宸 

 

在 年 度 重 大 事 件 說 明 的 討 論 中 ， 我 國 由 原 子 能 委 員 會 核 管 處 處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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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 細 說 明 我 國 今 年 (94 年 )核 能 機 組 3 次 自 動 急 停 的 事 件，其 一 為 1 月

29 日 發 生 於 核 三 廠 的 SSPS(Solid State Protection System)故 障；其 二 為

3 月 25 日 發 生 於 核 三 廠 的 飼 水 控 制 閥 故 障；其 三 為 9 月 1 日 發 生 於 核

三 廠 的 345kV 匯 流 排 隔 離 失 效 ， JNES 則 由 安 全 評 價 部 的 部 長 佐 藤 昇

平 說 明 日 本 原 子 能 管 制 法 規 修 改 現 況 。  

日 本 於 1956 年 開 始 每 5 年 由 管 制 單 位 重 新 檢 討 核 能 的 長 程 政 策，

檢 討 的 範 圍 包 括 原 子 能 相 關 研 究 、 開 發 與 利 用 ， 最 近 的 一 次 會 議 於

2004 年 6 月 舉 辦，討 論 未 來 10 年 的 核 能 計 畫，核 能 政 策 大 綱 在 40 次

的 討 論 會 議 後 完 成，主 要 的 內 容 為：(1)持 續 現 行 的 核 燃 料 循 環 方 式 ；

(2)發 展 快 滋 生 反 應 器 並 規 劃 於 2050 年 商 轉 ； (3)考 量 電 力 供 給 安 全 性

與 地 球 暖 化 的 因 素 ， 於 2030 年 將 核 能 發 電 的 比 例 由 目 前 的 30%提 高

至 30%~40%； (4) 積 極 推 展 國 際 合 作 。  

日 本 現 有 運 轉 中 的 核 能 電 廠 有 53 部 機 組，另 外 還 有 3 部 機 組 正 興

建 中 ， 12 部 機 組 正 準 備 興 建 。 在 2004 年 美 濱 電 廠 發 生 管 路 破 裂 造 成

工 作 人 傷 亡 之 後 ， 日 本 開 始 正 視 機 組 老 化 的 問 題 ， 雖 然 日 本 於 1996

年 曾 經 針 對 運 轉 超 過 30 年 的 電 廠 進 行 安 全 評 估 ， 但 面 對 機 組 老 化 的

實 際 行 動 則 於 2004 年 12 月 所 設 置 的「 老 化 對 策 檢 討 委 員 會 」中 開 始

進 行 ， 會 議 主 要 結 論 為 所 有 機 組 必 須 在 運 轉 達 30 年 之 前 ， 進 行 延 役

至 60 年 的 老 化 評 估 ， 此 外 也 必 須 透 過 國 際 合 作 ， 蒐 集 各 項 研 究 技 術

與 經 驗 ， 另 外 業 者 也 必 須 貫 徹 安 全 文 化 ， 防 止 組 織 老 化 。  

為 防 止 恐 怖 行 動 所 造 成 的 危 害，2005 年 5 月 日 本 國 會 所 通 過 原 子

爐 規 制 法 案，對 於 核 設 施 防 護 與 核 物 質 管 制 有 更 明 確 的 規 定 與 罰 則 ，

但 對 於 低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的 排 放 與 再 生 利 用 轉 為 寬 鬆，針 對 輻 射 劑 量 低

於 0.01mSv(即 自 然 背 景 輻 射 的 1%以 下 )的 放 射 性 廢 棄 物，准 予 由 業 者

進 行 再 生 利 用 或 排 放，相 關 法 規 於 2005 年 12 月 公 佈，現 正 進 行 施 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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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則 的 擬 定 ， 預 計 於 2006 年 4 月 開 始 公 佈 施 行 ， 法 規 對 於 廢 棄 物 排

放 的 地 點 並 無 限 制，但 實 施 的 初 期 則 以 業 者 自 行 回 收 再 生 利 用 為 主 。 

在 用 過 燃 料 乾 式 貯 存 現 況 的 討 論 中 ， 由 物 管 局 副 局 長 介 紹 我 國 用

過 燃 料 乾 式 貯 存 計 畫 的 現 況，結 論 中 強 調 除 了 實 體 的 建 設 之 外，還 必

須 建 立 執 照 申 請 與 審 查 的 體 系，以 加 速 執 照 的 申 請，對 於 系 統 設 計 的

變 更，則 必 須 進 行 詳 細 的 驗 證 工 作，而 且 必 須 詳 細 評 估 場 址 的 特 殊 狀

況 所 可 能 引 發 的 風 險。日 方 則 由 規 格 基 準 部 的 主 任 研 究 員 橫 山 武 說 明

日 本 用 過 燃 料 乾 式 貯 存 的 經 驗 與 計 畫。日 本 在 福 島 第 一 發 電 廠 與 東 海

第 二 發 電 廠 中，皆 設 置 有 用 過 燃 料 乾 式 貯 存 場，其 中 福 島 第 一 發 電 廠

於 1995 年 開 始 貯 藏 用 過 核 燃 料，東 海 第 二 發 電 廠 則 於 2001 年 開 始 貯

藏 用 過 核 燃 料 ， 兩 者 的 設 計 壽 命 皆 為 40 年 ， 另 外 日 本 也 正 在 興 建 大

型 的 用 過 核 燃 料 乾 式 貯 存 場 ， 預 計 於 2010 年 開 始 運 作 ， 使 用 壽 命 為

50 年 。  

在 緊 急 計 畫 的 討 論 中 ， 由 原 能 會 應 變 中 心 科 長 劉 東 山 介 紹 我 國 緊

急 計 畫 整 備 以 及 緊 急 計 畫 演 習 的 現 況，並 在 結 論 中 強 調，雖 然 嚴 重 核

子 事 故 的 發 生 率 極 低，但 仍 然 必 須 具 有 詳 細 且 實 際 的 緊 急 計 畫，並 透

過 定 期 的 演 習 熟 悉 計 畫 中 的 各 項 細 節，在 歷 次 的 演 習 經 驗 中 顯 示，除

了 地 方 的 防 災 體 系 之 外，還 必 須 加 強 中 央 與 地 方 的 協 調 與 溝 通。日 方

則 詳 細 介 紹 2005 年 於 日 本 所 舉 辦 的 核 安 演 習，該 演 習 於 11 月 9 日 及

10 日 於 新 潟 的 柏 崎 刈 羽 核 能 電 廠 舉 辦 ， 演 練 中 假 設 柏 崎 刈 羽 核 能 電

廠 4 號 機 (BWR)發 生 主 蒸 氣 管 洩 漏 事 件 ， 安 全 注 水 系 統 雖 依 照 設 定 自

動 起 動，但 事 故 發 生 8 小 時 之 後 即 全 數 故 障，反 應 爐 在 沒 有 補 水 的 狀

況 下 壓 力 逐 漸 升 高，使 得 放 射 性 物 質 經 由 主 蒸 氣 管 釋 放 至 圍 阻 體 外 。

除 了 當 地 居 民 配 合 演 習 實 施 避 難 外，地 方 政 府 與 中 央 政 府 亦 依 據 相 關

的 規 定 配 合 演 習，相 關 人 員 包 括 中 央 政 府 官 員 由 東 京 分 別 搭 乘 軍 方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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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 機 與 新 幹 線 趕 赴 電 廠 支 援、日 本 自 衛 隊 由 新 潟 機 場 及 東 京 市 郊 的 入

間 基 地 搭 乘 直 昇 機 趕 赴 電 廠 支 援、其 他 支 援 人 力 則 由 福 井 及 茨 城 搭 乘

直 昇 機 與 專 車 前 往 電 廠 支 援，日 本 首 相 則 於 官 邸 設 置 危 機 管 理 中 心 ，

負 責 全 國 性 的 指 揮 調 度。由 於 演 習 的 內 容 相 當 詳 細，因 此 負 責 我 國 核

安 研 習 的 劉 科 長 希 望 藉 由 JNES 的 協 助，能 由 我 國 組 團 參 觀 2006 年 日

本 中 央 核 安 演 習 的 過 程 ， 以 作 為 我 國 演 習 計 畫 修 訂 的 參 考 。  

在 運 轉 經 驗 的 討 論 中 ， 由 原 子 能 委 會 核 管 處 科 長 張 欣 說 明 我 國 因

應 日 本 東 海 核 能 發 電 廠 發 現 控 制 棒 龜 裂 所 進 行 的 視 察 與 檢 修 狀 況、核

二 廠 及 核 三 廠 發 現 燃 料 棒 失 效 的 處 置 狀 況、以 及 核 三 廠 蒸 氣 產 生 器 因

污 垢 沉 積 發 生 水 位 震 盪 的 處 置 與 清 洗 結 果，另 外 還 由 核 能 研 究 所 趙 員

說 明 我 國 核 能 電 廠 風 險 顯 著 性 評 估 工 具 的 發 展 現 況。日 方 則 說 明 2005

年 8 月 發 生 於 宮 城 縣 7.2 級 地 震 對 於 當 地 女 川 核 能 發 電 廠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 以 及 亦 於 2005 年 8 月 發 生 於 美 濱 核 能 發 電 廠 3 號 機 二 次 側 破 管

造 成 傷 亡 的 事 件 。 2005 年 8 月 發 生 宮 城 縣 附 近 的 大 地 震 ， 其 規 模 有

7.2 級，震 央 位 於 宮 城 縣 外 海，女 川 核 能 發 電 廠 距 離 震 央 約 73 公 里 。

地 震 發 生 時 因 廠 址 的 震 度 超 過 安 全 設 定 值 ， 因 此 3 部 機 組 均 自 動 急

停 ， 經 過 詳 細 的 檢 查 之 後 ， 3 部 機 組 無 論 在 反 應 爐 、 圍 阻 體 或 其 他 建

物 均 無 與 安 全 相 關 的 損 害 ， 廠 外 輻 射 檢 測 也 顯 示 並 無 放 射 性 物 質 外

釋，廠 區 內 僅 有 部 分 的 照 明 燈 具 損 壞 或 是 掉 落，以 及 部 分 廠 區 道 路 發

生 龜 裂 ， 在 回 復 跳 脫 的 主 變 壓 器 與 起 動 變 壓 器 之 後 ， 3 部 機 組 即 可 重

新 運 轉。發 生 於 美 濱 電 廠 的 破 管 事 件，造 成 執 勤 工 作 人 員 5 人 死 亡 與

6 人 受 傷 ， 經 過 調 查 後 發 現 事 故 的 主 要 原 因 為 管 路 因 腐 蝕 造 成 薄 化 ，

使 得 管 路 無 法 承 受 高 壓 而 破 裂 ， 原 本 10mm 的 管 路 在 經 過 20 年 的 運

轉 之 後，腐 蝕 至 僅 有 1mm，因 此 業 者 關 西 電 力 公 司 在 事 故 後 重 新 檢 討

該 電 廠 的 營 運 方 式，並 提 出 包 括 經 營 計 畫、人 員 訓 練、設 施 改 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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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 管 理 與 組 織 再 造 等 對 策 ， 以 防 止 類 似 的 事 件 再 度 發 生 。  

在 核 能 電 廠 之 興 建 與 運 轉 期 間 安 全 審 查 與 稽 查 討 論 中 ， 由 原 子 能

委 會 核 管 處 科 長 張 欣 說 明 我 國 核 一、二、三 廠 現 有 管 制 單 位 的 視 察 方

式 ， 以 及 核 四 廠 視 察 與 相 關 審 查 的 方 式 。 日 方 則 說 明 2005 年 日 本 核

設 施 的 視 察 方 式、計 畫 與 結 果，由 於 日 本 管 制 單 位 人 力 有 限，因 此 視

察 工 作 主 要 集 中 於 起 爐 前 視 察、燃 料 稽 查 以 及 定 期 廠 區 稽 查，其 他 有

關 機 組 安 全 管 理、銲 道 安 全 稽 查、廠 外 廢 棄 物 處 置、放 射 性 物 質 運 輸

等 ， 則 在 官 方 的 授 權 下 ， 由 JNES 派 遣 具 有 證 照 的 工 作 人 員 進 行 ， 在

管 制 單 位 的 要 求 下 ， JNES 大 部 分 的 員 工 都 具 有 特 定 的 專 業 證 照 ， 以

確 實 各 項 稽 查 工 作 的 進 行 。  

有 關 日 方 對 於 極 低 強 度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再 生 利 用 與 排 放 的 管 制 作

為，我 方 代 表 具 有 高 度 的 興 趣，對 於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再 生 利 用 的 執 行 方

式 以 及 自 由 排 放 的 標 準 制 定 有 細 部 的 討 論，而 業 者 與 當 地 居 民 的 溝 通

過 程 亦 為 我 方 急 欲 實 地 了 解 的 重 點。雖 然 法 規 制 定 作 業 已 經 完 成，但

仍 然 還 未 有 實 際 執 行 的 案 例 ， JNES 代 表 承 諾 於 明 年 的 會 議 中 ， 說 明

實 際 執 行 的 案 例 以 及 與 當 地 居 民 的 溝 通 過 程 。  

會 議 結 束 前 雙 方 亦 商 討 明 年 會 議 的 討 論 內 容 ， 除 了 重 大 事 件 說 明

及 運 轉 經 驗 之 外，日 方 希 望 我 方 就 核 能 電 廠 因 應 地 震、颱 風 及 海 嘯 的

安 全 管 制 對 策 提 出 說 明，以 及 介 紹 我 國 核 能 電 廠 安 全 度 評 估 的 結 果 與

風 險 告 知 應 用 的 現 況 ； 我 方 則 希 望 日 方 代 為 安 排 參 加 2006 年 日 本 的

緊 急 計 畫 演 習、說 明 極 低 強 度 廢 料 排 放 之 實 施 與 檢 測 狀 況、以 及 乾 式

貯 存 之 相 關 研 究 結 果，同 時 亦 邀 請 JNES 於 2006 年 6 月 的「 中 日 工 程

研 討 會 」 中 ， 共 同 討 論 乾 式 貯 存 之 地 震 分 析 議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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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綜合參加上述兩項研討會的心得，歸納如下： 

(一)在核電廠營運與管制安全方面： 

1. 島根核能電廠的營運致力於融入廠址當地的生活，除了大幅聘用當地人

參與電廠的營運之外，在運轉輪值的排班也配合當地生活的特性，每日

第三值提早 2 小時下班，以解決值班人員下班與接班人員上班交通不便

的問題，具彈性且人性化的管理方式，深受員工的認同。此外為了防止

值班人員老化的問題，該廠歡迎當地的高中畢業生參與電廠的訓練課

程，並於完訓後加入值班的行列，對於資深的值班人員亦實質鼓勵其加

入該電廠的行政管理工作，以活絡值班人員的新陳代謝。 

2. 為期兩天的「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中，對於日本致力於維護核能安全

的努力留下深刻的印象，無論於建廠前的籌備、機組的興建、機組的運

轉及廢料的處置等，都有完善的規劃與執行方式，使得所有工作都能按

照計畫如期進行，腳踏實地的事前規劃除了可以獲得政府與民眾的支持

外，對於電廠整體經濟價值的提升，更是有正面的幫助。 

3. 隨著新建電廠的陸續完工，日本境內將會有更多的 ABWR 機組投入商

業運轉，豐富的運轉經驗將會是核四廠未來商轉的重要參考，國內核能

相關單位包括管制、營運與研究單位均可考慮與日本相對應的單位保持

適當的聯絡管道，並建立可行的資訊分享與研究合作方式，以即時分享

所需的各項資訊。 

4. 關西電力公司總處大樓，以超過市價的設計與建築方式，親自作為節約

能源的表率，台灣電力公司亦在國內大力推廣節約能源，二者均為靠民

眾消耗能源獲取商業利益的公司，但仍著眼於長遠的環境保護，值得國

內許多只顧商業利益的產業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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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關西電力公司雖然以水力發電為主，對於火力電廠及核能電廠的環境保

護工作同樣有相當的努力，位於大阪港區的南港火力發電廠，配合大阪

市政府對於市容的整體規劃，將火力電廠特有的大煙囪予以美化，除了

作為大阪市的地標之一外，更具有指引沿海航行船隻的燈塔功能。在二

氧化碳的排放減量方面，該廠亦投入相當的研究資源，並且已有清楚的

研究方向與初步的成果。 

6. 核三廠 94 年度非預期停機的次數偏多，三次急停除了第一次肇因於更

換非原廠家邏輯控制卡(原為西屋公司製造，更換為中山科學研究院製

造核能研究所認證)所引發無法確定原因的失效外，其他兩次急停都和

設備檢測與維護有關。核能研究所現正與台電公司發展維護法規

(Maintenance Rule, MR)制定的相關研究，期望能藉由運轉經驗定期檢討

設備檢測與維護的方法與週期，建制完整後的維護法規應可有效的降低

因設備檢測或維護不良所引發的非預期停機事件。 

7. 相對於日本核能管制單位的積極作為，我國核能管制單位的管制方式則

顯得較為保守，對於核能界最新的管制議題，通常僅止於資料蒐集、研

究與討論，實際的管制作為通常在國際間已有深入的研究後再行參考實

施。保守的管制作為雖然可以更深層確保核能安全，但對於業者與國內

產業的經濟效益，則會有相當程度的影響，適度引入風險告知管制作

為，並發展適合國內現況的核能安全研究方式，將會有助於彌補現有管

制方式對於經濟效益的不當影響。 

8. 獨立行政法人 JNES 為協助日本管制單位進行核能相關稽查與研究工作

的單位，大部分員工都已取得與工作相關的證照，使得所有稽查與研究

工作都可以順利進行。在國際關係方面，JNES 除了努力與各國研究單

位或官方管制單位維持密切的技術交流外，所有重要的出版品亦出版英

文的版本，以使國外相關單位可以更清楚的了解日本對於核能安全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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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的過程與成果，積極展現研究單位的國際觀。 

9. 受限於政策與經費的來源，核能研究所對於核能安全相關研究方向如同

管制單位一樣的保守，研究的重點大部分止於國際間已有的研究議題，

缺乏前瞻與創新的研究方向。反觀日本的研究單位在官方管制單位的鼓

勵與明確政策指引之下，研究方向廣闊且研究資源豐富，在新型反應器

開發、核燃料循環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均有領先國際的成果，為日本未

來數十年的能源政策紮下堅實的基礎。核能研究所除了協助管制單位的

任務型研究之外，在核能安全方面應適度鼓勵從事開放性的研究，儲備

多元的研究能力並做好各種萬全準備，以期能在國際潮流變化與國家政

策修訂後，立即迎接來自國家與產業界的高度需求，共同創造國家未來

的競爭力。 

 

(二)在主辦赴日台日核安會議團方面： 

1. 本次研討會行前舉辦了二次籌備會議及一次行前說明會，逐步說明研討

會籌備進度，並讓與會團員發表意見，如有任何建議修改之處，也方便

承辦人員及時處理。如欲向參訪單位提出相關問題，因於會後由各單位

各自匯整並 Mail 給承辦人員，最後由承辦人員統一寄給主辦單位。 

2. 研討會前需將演講者的個人資料及簡報檔寄送給日方工作人員以便於

日方制作論文集，事前應先聲明繳交日期，以防遲交的狀況。 

3. 本次研討會由 JAIF 協助我方安排的參訪行程，包括參訪濱岡電廠以及

島根電廠。由於電廠管制嚴格，必須詳細確認各團員身份後才能發行通

行證。故建議下次籌辦單位在出發前，務必先向各團員搜集詳細個人資

料，以便主辦單位安排參訪行程。所需資料包括：中英文姓名，中英文

職稱，護照號碼，出生年月日，衣服尺寸，鞋子尺寸。 《 附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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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歷屆研討會皆有互贈紀念品的習慣，本屆研討會也由核研所提供了所

內的研發推廣品，並事先裝箱，用快捷的方式送至名古屋的旅館。 

5. 我方主辦單位在行前已對本次研討會行程做了詳細的規劃，規劃內容包

括每日住宿地點，三餐用餐地點及所需花費金額，每天所安排的行程/

議程，交通安排，等。建議將來籌辦單位亦可參考本報告所附之表格，

以方便掌握各團員的每日行程。 《 附圖二 》 

6. 參加研討會前，由主辦單位--核研所印制了精緻的參訪人員手冊，建議

將來在參加研討會時也可制作相關公關印刷品，以利於日方掌握我方團

員基本資料，並在共同晚宴交換名片之際，對我方團員可先有初步了

解。《 附圖三 》 

7. 在日本期間，因參訪地點坐落於不同城市，尚需搭乘日本當地新幹線電

車往返城市間。由於參訪人數眾多，主辦單位在出發至日本前先依照個

人行程在網路上查出各團員搭乘電車的時間表《如附圖四 》，並依照個

人行程規劃編排每個人的行程表。抵達當地時，向各團員搜集護照，並

至名古屋車站的綠色窗口兌換 JR 周遊卷並劃位。由於團員數量眾多，

建議至少有兩人，並具日文能力者，執行此項任務。 

8. 抵達名古屋前兩天，承辦人員向各團員每人酌收一萬元日幣充當公費，

以供本次行程所需花費，包括兩天午餐餐盒費用及租承短程巴士所需之

租金。並於出發前先規劃了一份結算表格，以方便回國執行多退少補的

手續。《 附圖五 》 

9. 行程中應每天向日方確定晚宴及參訪行程工作人員人數，以便於規劃活

動細節。 

10. 回國後，由主辦單位舉辦檢討會，以作為未來的改進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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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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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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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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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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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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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議事項 

1. 持續改善我國核能電廠管制體系： 

我國原子能委員會於本次所參與的研討會與參訪討論會中，宣示明年開始將

以更透明化的管制方式，對國內所有核能發電廠進行績效評估，並運用本所

發展的 RRiSE，客觀的了解視察員所發現問題的嚴重性。日方無論管制單

位、研究單位及營運業者均認為客觀且透明化的管制方式，除了可以讓一般

民眾充分了解運轉中核能電廠的實際狀況之外，對於充分利用管制資源與提

升業者營運績效均有正面的助益。建議管制單位可以擬定更完整的管制措

施，充分利用客觀且透明化的評估過程與工具，實際了解所發現問題在風險

上的重要程度，以使一般民眾了解問題發生的原因、解決方式以及未來所因

應的管制措施，讓管制單位、業者與一般民眾達到三贏的最終目的。 

2. 加強實際研發人員參與國際間面對面的資訊交換與討論： 

本次參與之「台日核能安全研討會」及核能科技協進會與 JENS 的年度資

訊交流會議，所有與會人員均深切體認實際研發人員面對面進行資訊交換

與討論的重要性。建議國內相關研究單位除了加強國際間的交流，分享研

究發展的過程與成果，以充分利用國際間的研發資源之外，應以更實際的

方式鼓勵基層研發人員參與國際間各式的資訊交換與討論，透過面對面的

溝通才能更深入的相互討論實際遭遇的困難，迅速且充分的了解國際間相

關議題的現有狀況及未來的發展。 

3. 適度鼓勵多元且具前瞻性的研究 

本所除了完成國家所交付的研究任務，協助國內管制單位進行核能安全管

制並確保核能安全之外，應適度鼓勵從事開放性的研究，儲備多元的研究

能力並做好各種萬全準備，以期能在國際潮流變化與國家政策修訂後，迅

速面對國家與產業界的需求，共同創造國家未來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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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錄 
 

1. 「台日核能安全會議」論文集共三份，一份送核能研究所圖書館保存，一份

送綜計組保存，另一份送核工組保存。 

2. 與 JNES 年度資訊交流會議簡報資料，電子檔案存核工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