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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此行的目的係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由核能科技協進會與中

國核能行業協會主辦，中核核電運行管理有限公司承辦，於今年(102 年)11 月 5-6 日在大

陸蘇州召開，張員並在此研討會上簡報「台灣核電廠功率提昇概況」，分享本所協助台

電公司在國內施行小幅度與中幅度功率提昇運轉之心得。並參加由承辦單位安排於 11

月 7-8 日，參觀秦山核電廠與上海電氣公司之活動。此外於 11 月 11 日參訪上海 Transco

公司，主要就 GL2003-01 控制室適居性有關控制室包封內漏率之測試，瞭解他們團隊在

美國與亞洲核電廠從事測試之實績與經驗，藉由技術討論與蒐集相關資訊，供規劃後續

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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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此行的目的係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由核能科技協進會與中

國核能行業協會主辦，中核核電運行管理有限公司承辦，於今年(102 年)11 月 5-6 日在大

陸蘇州召開，張員並在此研討會上簡報「台灣核電廠功率提昇概況」，分享本所協助台

電公司在國內施行小幅度與中幅度功率提昇運轉之心得。並參加由承辦單位安排於 11

月 7-8 日，參觀秦山核電廠與上海電氣公司之活動。此外於 11 月 11 日參訪上海 Transco

公司，主要就 GL2003-01 控制室適居性有關控制室包封內漏率之測試，瞭解他們團隊在

美國與亞洲核電廠從事測試之實績與經驗，藉由技術討論與蒐集相關資訊，供規劃後續

計畫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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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程 

(一)行程 

此次公差由 102 年 11 月 4 日起至 102 年 11 月 12 日止共計九天，詳細行程如表 1

所示。 

表 1  公差行程表 

行               程 公差地點 

工作內容 
月 日 星期 

地        點
國名 地 名

出 發 抵 達

11 4 一 台北 蘇州 大陸 蘇州 去程 

11 5 二   大陸 蘇州 
參加海峽兩岸核能合

作研討會 

11 6 三   大陸 蘇州 
參加海峽兩岸核能合

作研討會 

11 7 四   大陸 蘇州 參訪秦山核電基地 

11 8 五 蘇州 上海 大陸 上海 參訪上海電氣公司 

11 9-10 六-日   大陸 上海 整理資料 

11 11 一   大陸 上海 參訪 Transco 公司 

11 12 二 上海 台北   回程 

 



 3

(二)出國紀要 

此次公差主要行程分成兩部分：(1)參 加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及大

會安排參觀活動， (2)受邀參訪上海 Transco 公司。詳細過程說明如下： 

1. 參 加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及大會安排參觀活動 

(1)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 

此研討會由台灣核能科技協進會與中國核能行業協會主辦，中核核電運行

管理有限公司(CNNC Nuclear Power Operations Management Co., Ltd)承辦，於本(102)

年 11 月 5-6 日在大陸蘇州吳宮泛太平洋酒店召開，大陸與台灣共計 80 位人士參

加。研討會的主要議題包含核電安全、公眾溝通及兩岸攜手推動核產業合作，如

後福島事故後安全措施的改善、核電廠斷然處置措施與演練、核電廠運轉與維護

經驗交流、福島事故後宣傳與溝通、兩岸核電產業的技術交流等內容，議程如附

錄一。張員並於此研討會上發表「台灣核電廠功率提昇概況」，分享本所協助台

電公司在國內施行小幅度與中幅度功率提昇運轉之心得。另外參加由大會安排於

11 月 7- 8 日安排參觀秦山核電廠與上海電氣公司之活動。 

大會開幕由承辦單位中國核能行業協會副理事長趙成昆先生致歡迎辭及主

持會議，再由中核核電運行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小劍先生、我方核能科技協

進會董事黃小琛先生(歐陽敏盛董事長因病無法出席)及中國核能行業協會理事長

張華祝先生分別致辭。接著開始兩天的研討會，共有 25 篇簡報。 

(2) 參觀秦山核電廠 

秦山核電站位於浙江省海鹽縣秦山鎮，面臨杭州湾，背靠秦山，距離上海

約 100 公里。是中國大陸自己研究、設計和建造的第一座核電站，在經過多次擴

建後，目前已發展成為一處大型的核電基地(圖 1)。由中國核工業集團公司

(CNNC)100%控股，秦山核电公司負責運轉管理，共有 7 部機組在運轉，總裝機

容量為 4100 MWe。秦山一期或稱秦山一廠(圖 2)有一部額定發電功率 300 MWe

的 PWR 機組(CNP300)，1984 年破土動工，1991 年 12 月 15 日併網發電，設計壽

命 30 年，總投資 12 億人民幣，其相同機型經改良後亦輸出至巴基斯坦的恰希瑪

(Chasnupp)核電廠。從圖 2 秦山一廠右邊的隨道穿過可到達秦山二期與三期(或稱

秦山二廠與三廠)。秦山二廠(圖 3)有四部 PWR (CNP600)，前兩部分別在 2002 年 2

月與 2004 年 3 月商轉；另兩部分別在 2010 年 10 月與 2011 年 12 月商轉。秦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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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圖 4 與圖 5)則有加拿大提供的 CANDU-6 重水壓水式機組兩部(每部 700 MWe)

，分別於 2002 年 11 月與 2003 年 6 月商轉。秦山一廠旁邊為方家山計畫的機組或

稱秦山一期的擴建工程，係中國大陸建造兩部自行發展的 CPR1000 PWR 機組，

預定 2014 年完工商轉。 

在福島事故後，中核集團對於運行核電廠將採取一些改善措施，包括：核

實與統一設計基準；通過加高海堤、設立擋水牆、重要安全功能區域加設防範淹

水設施，提高核電站抵抗洪水能力；提高電源多元性和可靠性，增設移動式柴油

發電機，作為核電機組備用電源；研究增設非能動消氫系統，防止氫爆；研究增

設圍阻體事故過濾排放系統 (containment filtered venting system)，確保圍阻體的完

整性；建立緊急應變行動方案；建立和完善嚴重事故管理導則；增設用過燃料池

事故後之量測和補水手段等。 

此次參觀主要為秦山廠模型展示中心、秦山二廠模擬器(圖 6)、秦山三廠的

觀景平台、福島後設置的新緊急應變控制中心(大陸稱新應急控制中心)及加高的

海堤。 

中國大陸核子事故緊急應變體系分成國家級、地方政府級和核設施營運單

位之三級管理體系。秦山廠原在廠區內就有小型的緊急應變中心，福島後增設此

新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係統一緊急應變體系之管理與運作功能。此中心也是大陸第

一個設置的先進緊急應變設施，配備功能齊全的軟硬體、完善的裝備、輔助指揮

決策支援系統等。中心的講解人員逐一說明此設施的抗震等級、防洪標準、應急

電源系統、通風過濾系統、應急供水系統、應急通訊系統等設計規範及功能，並

簡述輔助指揮決策支援系統平台的功能。圖 7 為秦山新緊急應變中心的大型視窗

，圖 8 為緊急應變有關設施及救護之位置圖示。 

大陸現有沿海核電廠造成淹水的主要因素是洪水、颱風和最大天文潮等因

素的組合或加疊而成。秦山廠址周圍並沒有地震活動斷層，外部事件中最大的威

脅就是洪水，秦山一廠海堤工程便是專設的防禦設計基準洪水位影響的屏障工程

，福島後將海堤從 8.5 米加高至 10.2 米，再修建 2.5 米高的檔水墙，將遠高於錢

塘江的海堤，把電廠團團圍住，以防颱風和天文潮，確保在極端自然災害條件下

，秦山廠仍然安全。圖 9 為秦山一廠海堤加高之工程圖示，右邊突起的部分則為

修建的 2.5 米高的檔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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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秦山核電基地地理位置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承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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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秦山一廠模型 

 

 

 

 

 

 

 

 

 

 

 

 

 

圖 3  秦山二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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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秦山三廠模型 

 

 

 

 

 

 

 

 

 

 

 

 

圖 5  從三廠觀景平台看秦山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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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秦山二廠模擬器 

 

 

 

 

 

 

 

 

 

 

 

 
 

圖 7  秦山新緊急應變中心的大型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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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秦山新緊急應變有關設施及救護之位置圖示 

 

 

 

 

 

 

 

 

 

 

 

 

 

圖 9  秦山一廠海堤加高工程圖示 



 10

(3) 參觀上海電氣公司 

根據維基百科的資料，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上海電氣，其歷史

可追溯至 1880 年，是中國大陸機械工業銷售排名第一位的機電裝備產業集團。

上海電氣旗下有電站、輸配電、重工、軌道交通、機電一體化設施、機床、環保

、電梯、印刷機械等多個產業集團，主要業務是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各種電力

能源設施、機電一體化設備、交通設施及環保系統等產品及相關服務，共有核心

企業 60 餘家。並致力於核電、風力發電、再生能源等清潔能源之開發與利用。 

核電設備部分主要包括反應爐壓力容器、蒸汽產生器、穩壓器、爐心構件

、控制棒驅動機構、汽輪發電機組及主冷卻水泵等之生產(圖 10)。上海電氣也是

秦山一廠汽輪發電機組的供應商，同時曾先後承製秦山二廠、巴基斯坦恰希瑪一

期、大陸清華大學 10MW 高温氣冷堆、甯德核電站一期 2 號機組 CPR1000 等項目

的壓力容器、蒸汽產生器和穩壓器。 

上海電氣在上海市有兩處重型裝備製造基地，即閔行基地(大型鑄鍛件產地)

和臨港基地(重型裝備產業基地)。此次參觀臨港基地之廠房(圖 11)，其中車製間

廠房的最大起吊能力為 1400 噸，此行看到了 AP1000 壓力容器的鍛件與蒸汽產生

器，CAP1000 及 EPR1000 蒸汽產生器與其管板鍛件等之承製，以及正在執行組件

水壓測試的狀況。 

接著參觀汽輪發電機組的製造廠房，主要產品包括火力發電 300MW、600MW

、1000 MW 的低壓汽機，核電 1000MW 等級以上的低壓汽機，以及發電機組。上

海電氣主要引進德國西門子公司技術而生產汽輪發電機組的產品。 

最後參觀臨港碼頭，係供 5000 噸級船隻停泊的專用碼頭，並擁有 1400 噸級

之起吊機具(圖 12)可裝御重大型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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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上海電氣生產的核電設備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承辦單位提供) 

 

 

 

 

 

 

 

 

 

 

圖 11  上海電氣臨港基地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承辦單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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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上海電氣臨港碼頭 1400 噸級起吊機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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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參訪上海 Transco 公司 

Transco Products 公司總部設在芝加哥，是一家從事核電廠技術服務的公司。

其上海 Transco 公司負責亞洲之業務。該公司的金屬反射隔熱保溫管道和設備為

核電廠的公認標準。提供的安全系統服務包括：被動防火阻隔系統設計、緊急爐

心冷卻系統與圍阻體噴灑系統之水泵取水集水池的濾網設計以及提供控制室適

居性之解決方案。有超過 70 年的經驗，公司的產品和服務遍及全球超過 160 個

核電廠。此行於 11 月 11 日參訪上海 Transco 公司，由銷售經理 Ms. Sally Nie 負責

接待，主要就美國核管會(USNRC)所頒頒佈的通函 GL2003-01 控制室適居性有關

控制室包封(Control Room Envelope)內漏率之測試，瞭解他們團隊在美國與亞洲核

電廠從事測試之實績與經驗，包括利用示蹤氣體之技術從事內漏率測試，及協助

在有關洩漏區域的設備或密封之修補與更換工作，了解 GL2003-01 議題對業者之

要求，以及他們對此議題協助業者從事測試與修補之執行經驗。 

Transco 團隊提供他們在執行 ASTM Standard E741 控制室包封測試時，對不

同緊急運轉模式採用之方法的扼要說明，包括濃度衰減法 (Concentration Decay)

與固定注入率(Constant Injection)兩種方法，此有助於國內各核能電廠依其本身設

計決定所須使用的測試方法。表 2 為 Transco 從事此議題有關控制室包封修補與

參與內漏率測試項目之實績與經驗。Transco 團隊包括 Lagus Applied Technology 

(LAT)就此議題曾合作過的美國電廠計有: DRESDEN, QUAD CLTIES, LASALLE, 

CLINTON, BYRON, BRAIDWOOD, PEACH BOTTOM, LIMERICK, THREE MILE 

ISLAND, BRUNSWICK 等 10 個電廠。此行藉由技術討論與蒐集相關資訊，供規劃

後續計畫之參考。 

另外 Transco 建議在執行內漏率試驗前，可先就控制室包封之結構及通風設

備執行測試前之洩漏評估，先確認其結構及通風設備可能之缺陷，並且在測試前

予以修補，以便降低對內漏率試驗之影響。在執行測試前，也須就控制室包封範

圍內示蹤性氣體是否能夠很均勻地混合做確認，即執行所謂的預先測試(Pre-test)

以確認之。 

在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也詢問中國大陸對於控制室適居性議題的態度與處

理狀況，據聞中國大陸國家核安全局對於現在正運轉的核電廠尚未要求執行控制

室包封內漏率之試驗，但對於新建的核電廠則要求做控制室包封內漏率之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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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建造的浙江三門 1 號機 AP1000 機組預期也將在完工後，從事此試驗的

工作，所以海峽兩岸往後對於控制室包封內漏率試驗之執行與結果亦可透過會議

交流及分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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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Transco 從事此議題之實績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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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得 

(一) 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及大會安排的參訪活動 

此研討會雖是小型的研討會，但探討的議題則是直接和核電安全和發展及核電

的透明度有關，參加人士有管制單位、電力公司/電廠、電力建造業者、工業設備業

者及研究機構。其中管制單位從安全與事故應變及資訊公開的角度，計有大陸國家

核安全局簡報「大陸核電廠針對福島事故的安全改進」，原能會報告「台灣核電廠

壓力測試報告的同行審查結論與加強安全的舉措」、龍門電廠試運轉測試管制、後

福島事故輻災應變的強化措施、緊急應變區內民眾資訊傳達及核安管制資訊公開。

在電力公司/電廠方面，有台電說明核電廠斷然處置措施與演練、核能安全績效評鑑

作業等。在產業合作方面，北京廣利核公司說明大陸核電廠數位儀控技術的實踐

（DCS），大陸國核電公司報告 AP1000 依托項目和 CAP1400 的開發進展，我國亞炬

公司報告了本所技術移轉廢樹脂濕式氧化處理技術在核電廠之應用與實踐，我國凱

技公司簡報多功能焚燒爐技術的實踐，本組報告協助台電達成核電廠功率提昇運轉

之概況。另外在與民眾溝通方面，台電與秦山電廠分別說明敦親睦鄰實踐及從科普

活動促進民眾核電認同的心得。 

目前大陸的核電約占總發電量 2%，外加有溫室氣體持續上昇的壓力，近十年

來大力擴建核能機組，預估在 2020 年核電運轉可達 40 GW。在福島事故後核電建設

的腳步略為放慢，並開始檢視須強化的安全設施 (如秦山一期海堤加高及新緊急應

變中心之設置)，以及開始注意與民眾溝通核電的議題。其他包括廠址的審核、機組

的建造與運轉，民眾可參與討論，藉由科普活動提昇核能安全意識與共識，為核電

的發展創造較好的社會環境與氛圍。 

本次參訪行程中，可看出大陸地區除積極發展核能發電技術及重型裝備外，也

重視天然災害對核電廠之影響，以及事故有關緊急應變體系之管理及運作。秦山的

海堤加高與檔水牆之修建，提昇了抗洪能力; 新緊急應變控制中心之設置則可做為大

陸其他核電廠緊急應變中心設置之示範，也可供我國原能會要求各核電廠設置緊急

應變場所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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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陸 AP1000 機組之建造 

在「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中由大陸國家核電技術(SNPTC)公司朱

書堂先生簡報“AP1000 依托項目建設及 CAP1400 開發進展 ”，他說明 AP1000 依托

項目建設之進展，包括浙江三門及山東海陽共四部 AP1000 機組已累計完成 63 個重

大里程碑節點。今年以來主要完成的重大項目如下： 

 2013 年 1 月 29 日，三門 1 號機組 AP1000 鋼製圍阻體或包封容器(大陸稱安全

殼)頂封頭吊裝就位順利完成，代表著反應器壓力容器、蒸汽產生器、環吊、

一體化頂蓋等十幾件主系統設備全部引入，即重大設備基本安裝結束 (圖 13)。 

 2013 年 4 月 7 日，三門 1 號機組 AP1000 主冷卻管道(以下簡稱主管道）、環路

跟管段所有焊口完成厚度實體焊接，代表著主管道焊接全部完成，即成功掌握

了 AP1000 主管道製造及施工之關鍵技術。 

其他三部 AP1000 機組之建造也成功吸收三門 1 號機組建造經驗與回饋，讓建

設過程更順利一些。美國西屋公司曾表示 AP1000 反應器在中國大陸三門核電廠及海

陽核電廠的施工經驗，已經回饋到美國 Vogtle 和 V. C. Summer 核電廠 AP1000 機組

上。大陸這四部 AP1000 依托項目核島設備平均國產化約 55%，到第四部機組可達到

70%，如圖 14 表中右下部份所示。 

另根據近日新華能源新聞於 2013 年 11 月 23 日三門 1 號機組 AP1000 核島廠房

穹頂吊裝(起吊總重量達 922 噸)順利完成，這是世界首座 AP1000 基本土木建設完工，

進入關鍵設備就位和調試的建設階段。這一重大節點的順利完成，讓之前因為設備

供應等問題導致工期延誤得以疏解。歷經 6 年多堅持不懈的努力，AP1000 依託專案

建設先後克服了工程設計、設備研發製造及建造過程中的各種挑戰和困難，並透過

AP1000 技術引進消化吸收，提昇自主化研發和設計能力，為達成其國產化 AP1000

標準設計和 CAP1400 重大研發設計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大陸 AP1000 之建造突破六大關鍵技術：核島大體積混凝土一次性澆注技術、

核電模塊化的設計和製造技術、鋼製包封容器的製造和安裝技術、大型鍛件的製造

技術、整體鍛造的一次迴路主管道製造技術和主管道組裝及焊接關鍵技術。這也是

大陸經由 AP1000 技術的引進與吸收，再經過依託專案工程之施行與驗證，逐步邁向

100%滿足依託專案建設需求、100%技術完整性、100%關鍵設備國產化的「三個 100%」

目標。目前，其國產化 AP1000（即 CAP1000）標準設計已經完成，能有效支撐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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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00 核電自主化、標準化、批量化建設的需求。並促使其自行研發設計的 CAP1400

核電廠也有重要進展，已先後完成 CAP1400 概念設計和初步設計，且其初步設計已

通過大陸國家能源局所組成的專家評審，其施工設計和設備設計正按進度計畫進

行，預定在 2014 年初澆注第一次混凝土，並於 2018 年併網發電。 

三門 1 號機組預定 2015 年併網發電，而海陽 1 號機組則在 2015 年晚些時候併

網發電。 

從大陸 AP1000 機組之建設，可以看出其核電發展不論在決策與決心、技術引

進與吸收、關鍵性技術之掌握，以及執行力都是值得喝彩與學習。相信有幸參與這

些機組設計與建設的人士都會引以為傲。 

 



 20

 
 
 
 
 
 
 
 
 
 
 

 

 

 

 

 

 

 

 

 

 

 

 

 

 

 

 

 

 
圖 13  三門 1 號機 AP1000 包封容器頂封頭吊裝就位 (摘自朱書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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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大陸四部 AP1000 機組核島設備國產化的項目 (摘自朱書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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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GL 2003-01 控制室適居性之議題 

大部分核電廠控制室都是採取正壓的設計，原以為維持控制室正壓就不會有洩

漏的情形。但是美國有 30%的核電廠依據 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and Materials 

(ASTM) Standard E741 試驗，使用示蹤氣體試驗(Tracer Gas Test, TGT)，量測事故狀況

下控制室包封之內漏率(In-leakage)。實際量測數據顯示，即使採正壓式設計的控制室

包封(CRE)，已由例行的 ΔP 監測，來證明其 CRE 壓力大於周圍環境壓力，但試驗

結果卻顯示，除了一個核電廠外，其餘電廠之內漏率均高於原事故分析之假設值。

每個電廠對於 CRE 區域或範圍之界定可能略有不同，不過歸納控制室內漏率測試之

資料，CRE 可能洩漏之處計有： 

Duct seams, Duct access doors and hatches, Fan shaft seals, AHU housings, Fan vibration 

boots, Isolation dampers (Normal Mode/Smoke Exhaust), Actuator shaft penetrations, 

Openings in CRE, Personnel access doors to CRE, Duct misalignment, Duct 

Penetrations/Holes, Non Safety Ducts passing through CRE。 

因此核電廠的試驗數據顯示，採用 ΔP 監測並不足以確保控制室包封的完整

性，即用以支持輻射劑量分析結果的假設有可能不夠保守。2003 年 6 月美國核管會

(USNRC)發佈 Generic Letter 2003-01 (GL 2003-01) Control Room Habitability (控制室適

居性)，其主要目的係：(1)提醒核電廠持照者，針對電廠依據 ASTM Standard E741 執

行控制室邊界完整性驗證結果，發現部分電廠之內漏率數值超出原事故分析假設之

問題，因此控制室有不符設計基準及管制要求之情況，(2)強調使用可靠及完整的試

驗方法，驗證控制室適居性的重要，(3)要求持照者提出資料來證明電廠的控制室試

驗管制來維持其設計功能，以及(4)蒐集電廠的回覆說明來決定是否需要額外的管制

行動以符合現行執照與設計基準，及符合管制要求，且確保控制室有適當的設計、

維護及管制行動。另外 USNRC 也發行了 RG 1.196 “Control Room Habitability at 

Light-Water Nuclear Power Reactors”，作為符合 GL 2003-01 之指引。 

USNRC 並要求美國電廠應特別考量(1)未經過濾而滲入到控制室包封的內漏

率，應小於控制室適居性輻射劑量分析所採用的設計基準值，(2)毒化學物分析應考

慮控制室包封內漏率的最大值，該內漏率可能與原始輻射劑量分析所使用之設計基

準值不同。此外，確認在控制室外發生煙霧/火災事件時，運轉員有能力在控制室或

遙控停機盤將機組安全停機，(3)運轉技術規範用以驗證控制室包封完整性的試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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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及控制室包封的內漏率，如果目前是採用 ΔP 監測來驗證控制室包封完整性，

則應提供 ASTM E741 的試驗結果，來證明 ΔP 監測足以維持控制室包封的完整性。

如果試驗結果證明 ΔP 監測不足以符合需求，則需要修改運轉技術規範，使用可以

被 USNRC 接受的試驗方法。總而言之，ASTM Standard E741 所述之示蹤氣體測試方

法，是美國核管會認可之驗證控制室包封完整性的方法，美國核電廠應依據該方法

實際驗證控制室包封的完整性。 

對於國內核電廠有關控制室適居性之議題，預期台電也會依照 ASTM E741 試

驗方法，在核一、核二及核三廠，執行內漏率之測試，以確認控制室包封之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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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議事項 

(一 ) 參 與 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議 題 之 規 劃  

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每年舉行一次，第一屆在台北市舉辦，此次第二屆在

大陸蘇州舉行。雖是小型的研討會，但探討的議題則是直接和核電的發展與安全、

核能產業合作及核電透明度有關，特別是 2011 年日本福島核事故後，對於核電安全

以及兩岸人民關注的核能安全資訊的建立。研討會除了有助於增加兩岸專業人員技

術討論，增進兩岸之互動與瞭解，提升核能電廠運轉安全，並推廣我國的研發成果。

本所人員與會除了擴展技術交流與增進專業技術，亦能吸收核能新資訊。建議下次

派員參加會議，並參與研討議題之規劃，例如納入控制室適居性之議題，分享兩岸

處理或規劃的心得。 

 

(二 ) 重 視 人 才 流 失 再 找 回 難 的 問 題  

大陸在日本福島事故後，核電發展雖略為放慢，但其建設仍持續未停。經了解，

他們深知核能人才培養非常不易，核能工業一旦停滯不前，則人才流失，待需要時

再培育已緩不濟急，喪失契機。因此其決策單位毅然決定留住各部門人才，繼續發

展核能，並且還輸出核電建設與技術。從參訪上海電氣時可看出端倪，重型設備如

汽輪機、發電機甚至反應爐壓力容器、蒸汽產生器、穩壓器、主冷卻泵等，生產及

訂單不斷。我國雖有其本身的環境與資源因素，但「人才流失再找回難」卻是值得

警惕的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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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蒐集 

(一)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資料匯編 (存核工組)。 

(二) 中核核電運行管理有限公司簡介(存核工組)。 

(三) Transco Products Inc.簡介(存核工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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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第二屆海峽兩岸核能合作研討會會議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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