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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本出國任務即是應 WANO-AC邀請本公司派員參加 2011年 11月 7日至 17日韓國、

日本核安文化標竿訪問隊，參訪韓國 KHNP及日本 JANTI，了解日本及韓國核電

廠核安文化的做法，除協助 WANO 完成此核安文化標竿訪問外，亦利用此機會，

了解韓、日核電廠目前核安文化的做法，作為本公司精進核安文化的參考。 

韓電是目前全世界核能發電唯一不受福島核災事件影響的核能發電公司，繼續

以每年一部機的速度在增設中，韓電在核安文化的建立，起初是向國外核能機

構取經，後續自我發展出一套自我專屬的核安文化制度；日本 JANTI表示，福

島事故後，正是推廣核安文化最好的時機。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open.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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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由及目的: 

2002 年 Davis-Besse因管理經營問題，輕忽爐蓋控制棒穿越管洩

漏硼酸聚積問題，導致爐蓋嚴重腐蝕，幾乎造成嚴重的 LOCA事

件，WANO及 INPO鑒此，憂慮核安文化缺失的危機，規劃四個訪

問隊並邀請 PEER成員參與，對全球，包括南歐、西歐、及韓、

日及中國與台灣等各核電廠進行核安文化標竿訪問，預計在 2011

年底完成參訪任務，借此了解各國核安文化的做法，並於完成各

區域之參訪後，以僅就各核電廠核安文化做法說明，不對好壞做

評判的方式，在期刊發表提供給各核電廠精進核安文化之參考借

鏡，本公司核一廠亦原定於 2011 年 11月接受核安文化參訪，後

因該訪問隊隊長醫務問題，延後至今年受訪。 

本出國任務即是應 WANO-AC邀請本公司派員參加 2011年 11月 7

日至 17日韓國、日本核安文化標竿訪問隊，參訪韓國 KHNP及日

本 JANTI，了解日本及韓國核電廠核安文化的做法，除協助 WANO 

完成此核安文化標竿訪問外，亦可利用此機會，了解韓、日核電

廠目前核安文化的做法，作為本公司精進核安文化的參考。 

 

參訪過程:  

本次參訪團成員除本公司本人參與外，包括領隊 Daniel 

Glassic(INPO)、Bob Paley(INPO)、Marian Kellet ( Peer from 

Columbia Station)等 4人。以下為相關人員資料: 

 

DANIEL D. GLASSIC 
Daniel D. Glassic is Senior Evaluator at the Institute of Nuclear 
Power Operations and is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evaluations and 
assistance activities in the areas of the maintenance, work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s.  He is also project manager for the 
Institute’s strategic focus areas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Centers of 
Excellence on Safety Culture, Leadership, Sustainability and 
Management. 

 
Mr. Bob Paley 

Plant & Corporate Evaluations 
OR Team Leaders  
Team Leader 
On Loan from: PPL Susquehanna, LLC 

 
MARIAN KELLETT 

Marian Kellett is a manager at Energy Northwest/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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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ng Station and has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twenty-two 
years.  Current responsibilities include membership on the 
Corporate Nuclear Safety Review Committee in the area of 
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 the Utilities Service Alliance (USA) 
Management Council representative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oversight 
and coordination of USA activities, and the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of Energy Northwest’s Document and Data Services 
department. 

 
本次參訪對象為韓國及日本，韓國為水力原子力電力公司(KHNP)

及其所屬在光州的 Yonggwang核電廠#3、4號機，日本則為參訪

在東京的日本原子力技術協會(JANTI)，並由 JANTI安排浜岡核

電廠負責核安文化相關人員於會中簡報浜岡核電廠核安文化的

推動執行狀況，參訪行程如下: 

100 年 11月 7日(一) 

桃園中正機場(12:10)----韓國首爾仁川機場 (15:35) 

與參訪隊成員於晚上住宿的希爾頓飯店會合，相互認識並討論後

續參訪事宜。 

100 年 11月 8日(二) 

參訪位於首爾的韓國水力原子力電力公司(KHNP)總公司，與主管

核安文化人員討論了解 KHNP公司推動核安文化的做法。 

100 年 11月 9日(三) 

上午繼續於首爾的韓國水力原子力電力公司(KHNP)總公司，與主

管核安文化人員討論了解 KHNP公司推動核安文化的做法。 

下午回飯店整理行囊，搭 18:25由首爾金浦機場飛光州的韓亞航

空，晚上住宿光州 Holiday Inn 飯店。 

 

100 年 11月 10日(四) 

赴位於光州的 Yonggwang核電廠#3、4號機參訪，由 Yonggwang

核電廠簡報推動核安文化的做法。 

 

100 年 11月 11日(五) 

上午與 Yonggwang核電廠#3、4號機運轉值班人員及統包商 KSP

的領班訪談對核安文化的做法和看法。下午參觀 Yonggwang核電

廠的展示館及社區活動中心。 

 

100 年 11月 12日(六) 

由韓國光州-----首爾-----至日本東京 住宿 Celestine Ho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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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年 11月 13日(日) 

例假日 

 

100 年 11月 14日(一)---- 100年 11月 16日(三)中午 

與 JANTI 安全文化推進部及日本中部電力浜岡電廠品質部門會

議討論日本核安文化的推動與浜岡電廠核安文化的做法。 

 

100 年 11月 17日(四) 

由東京羽田機場回台北松山機場(返國回程) 

 

 

參訪心得: 

 

韓國水力原子力電力公司(KHNP)核安文化參訪心得: 

一、韓國是日本福島核能事故後，核電發展完全不受影響的國家，

目前國內有 21部核能機組營運中，另每年以新增一部機組

的速度在增加，所以每年約計有 200位運轉及 100位維護新

進人員與新加入的承包商人員投入，故對如何讓新進人員迅

速的了解核安文化的重要是首要的課題。 

二、韓電在福島事故後，韓電體認核安的重要，將主管核安的組

織做了調整，將原來位於發電營運之下的核能安全單位升格

成直屬總經理下的安全及技術部門，與發電營運部門同階。 

三、韓國政府積極的鼓勵及推動核安文化，包括接納 IAEA的相關

安全建議及訂定核能安全日、核安檢查日等，頒獎鼓勵相關

業界績優人員等。 

四、韓電核安文化是由 INPO原有 8大主題，配合國情與文化的差

異，內化為 10個大主題，如附件一。 

五、韓電是一個很有企圖心的公司，自許要建立世上最好的核能

安全文化，包括打好核安基礎、積極推動核安精進、建立韓

電獨特的安全文化模式等。 

核安基礎的建立: 

至國外取經(如 IAEA)、建立內部評估指引、分析事故及意

外與核安文化的關聯、核安專家培育計畫、建立及經營專

家人才庫、經營安全評估隊等。 

積極推動核安精進: 

舉辦安全文化應用的競賽、利用核安檢查日改善事故發

生、發佈相關安全的訊息及海報、將十個 PEER review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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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 AFI 指派給十個核電廠來推動改進、出版安全文化的

訓練教材及手冊。 

建立韓電專屬的安全文化模式: 

建立韓電專屬的評估指引、建立管理者及所有員工的 Check 

List、建立包括維護人員＂STAR＂的安全文化措施、建立

安全文化的觀察指引及手冊、安全文化的觀察的一致性、

成立核安文化審查委員會等。 

六、推動安全監護人計畫 

由各電廠及總公司推選安全監護人，集中參加安全監護會

議，推選安全監護員、討論發表相關安全監護技巧及文件的

填寫等，另每週對公司各單位送出安全(核安)相關訊息，使

公司各單位能同步接受相關安全活動資訊及安全活動主題、

核安海報等，這些相關的安全資訊亦提供給韓電的承包商

KSP，使電廠與承包商有同步的安全認知與作為。 

七、韓電透過訓練來強化核安文化。 

韓電對新進人員都要求接受核安文化重要性的訓練，透過

e-learning對全體員工訓練安全文化、各階層的管理訓練、

事故分析、安全文化原則等訓練、邀請管制單位或航空界安

全專家針對安全的思考及想法來做演講或活動，韓電除對自

身員工從事安全訓練外，對承包商也要求相關之安全訓練，

並發展標準課程。 

八、Yonggwang核電廠#3、4號的營運績效相當優異、自許要成為

世上績效最佳的核電廠，廠內每一部門皆有電視，每早利用

電視做簡短的安全訊息教育、每日有不同的主題與內容，這

些材料由原先提及的安全監護人計畫提供。在與其公司運轉

人員訪談時發現，在其討論會議桌上，擺置各種安全文化的

手法與技巧規範及說明，使員工在對運轉議題的討論上有共

同的準則，另 Yonggwang核電廠的強項是他們有半政府經營

的 KSP協力商，與其領班訪談時表示，KSP的待遇不錯、人

員素質也很好，流動性低，領班都有一、二十年的維護經驗，

對廠內的核安文化要求也相當了解，KSP的員工也都有一套

完整的教育訓練計畫，也有提供 CAP回報的最低案件數量的

要求。 

九、Yonggwang核電廠針對明日安排的工作，會挑一項較重要的

工作，並指派一管理階層(如經理)去做核安觀察，並做成記

錄，以回饋後續的改善措施，觀察記錄表格如附件二。 

十、韓電核安文化的精進措施簡報，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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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原子力技術協會(JANTI)核安文化參訪心得: 

一、日本核能由 1999年發生東海村臨界意外事故後，為強化核安

文化，建立了核能安全檢視體系(Nuclear Safety 

Inspection Framework)；因 2002年東電 TEPCO偽造自我檢

查記錄，將安全檢查增入品保活動內；後續發生 2004年美

浜核電廠 3號機破管意外，直到 2007 年在執行各核電廠的

檢視時，發現廣泛的偽造事故記錄或數據，於是日本政府立

法介入核能安全的領域，利用安全檢查及評估，希望能藉此

培養出核安的信念，並藉此發現核安劣化的徵兆。 

二、JANTI 持續舉辦安全巡迴研習(Safety Caravan)，包括邀請

專家演講、電廠管理者的資訊交換等，到 2011 年 11月，已

辦過 125次此種活動。 

三、JANTI 持續舉辦經營主管的研習，包括安全文化的

workshop、客主關係管理 workshop等，以增加主管的核安

及領導能力，至 2011年 3月，已舉辦過 22次。 

四、利用 E-Learing 來訓練核安相關之訊息及技能。 

五、積極推動工具箱會議及利用指認呼喚的技巧來強化對危險的

確認及改善。 

六、利用簡單的中文: 旗、率、礎、承、觀、覺、啟等七個字，

各別代表對應的含意，包括: 

旗:明白舉出安全為第一的標旗。 

率:管理者身先士卒，做好榜樣。 

礎:建立好安全的系統及其基石。 

承:能充分的遵循及了解他人的想法及做法。 

觀:良好的觀察，發問及學習。 

覺:確認潛在的危害。 

啟:敞開心胸、充份的發言討論。 

使工作人員在看到標示的海報，就能明瞭其安全文化的含意。 

七、JANTI 發展出安全文化評估的方法，包括觀察、接談、評估﹔

對接談或問卷回答的標準化及歸類﹔少數人意見的收集﹔

評估後的建議等，有系統的收集歸納相關回授資訊，做為後

續改善目標差異的參考茲資料。(附件四) 

八、日本中部電力浜岡電廠在廠內推動一個＂what day is 

today?＂ 及＂失敗的迴廊＂將過去廠內發生或外界(國際)

在當日曾發生的案例，每日利用適當的工具，如電視牆、海

報、mail、損壞設備的展示等方式，檢討強化核安的危機意

識與改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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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日本各電廠於福島事故後，見於重機械的使用是事故抑低危

害重要的措施，故積極的鼓勵員工去取得重機械的駕駛與操

作證照，以確保在事故時有充份的重機械操作人力。 

十、福島事故，JANTI在安全文化的 Lessons Learned包括: 

1.改變面對低機率但有嚴重後果事故風險的承擔態度，認真

面對萬一發生時，評估會有甚麼嚴重的後果，判斷應採取

甚麼適當的措施來應對，及檢視目前的設施是否足以應付

此一事故。 

2.改變行為模式，以一虛心的心態，經由相關業界，國際或

國內友廠或機構學習及了解安全設計上之差異，收集、分

析相關資訊，借此來加強對不正常或錯誤事情的敏感性，

及改善對某些原有意或無意忽略及過度自信的一個狀況。 

3.再度認知核能安全的重要性，將核能安全擺在更高的要求

標準。 

十一、參訪 JANTI的相關簡報資料如附件(五~八)，包括:JANTI＇S 

Promotion of Nuclear Safety Culture 、Overview to 

Understand of assessment and Improving Safety 

Culture 、How Can We Foster a Safety Culture?、JANTI＇S 

Idea on Lessons Learned form the Fukushima Daiichi 

Accident等 4份資料。 

 

建議事項: 

一、 此次核安文化標竿訪問發現，不管是韓電或日本 JANTI，

都有負責的部門做整個公司核安文化的推動，包括政策方針

的擬定、精進核安文化計畫擬定及推動、訓練教材編訂、研

習的規劃及執行、推廣文宣製作、核安文化評估觀察方法的

擬訂或標準化、核安專家的訓練及專家群的建立等，各核電

廠主要是配合主管單位的推動計畫，使公司內各單位有一致

的核安文化標準；反觀目前公司內雖有核安處主政，但就各

廠目前核安文化的推動，似乎有鞭長莫及的感覺，各廠的核

安文化推動都是各自有自己的一套，各廠發展出來的核安文

化亦有差異，資源分散且重覆，另修護處是國內四個核電廠

的主要承包大戶，核安文化的建立亦應納入公司核安文化培

養的重點單位，建議強化核安處主管核安文化部門，統合四

個廠的核安文化的資源與做法，讓公司內核安文化的推動、

文宣、活動、評估能標準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