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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電公司選派人員參加世界核能發電協會東京中心 （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 Tokyo Center , WANO TC ）年輕世代方案，參加於大陸

杭州舉行之第九屆國際青年核能會議（International Youth Nuclear Congress, 

IYNC），藉以協助會員公司與核能國際青年專家網絡產生聯繫。本屆大會主

旨為「核能科技助力美好生活」，意在促進全球共同和平應用核能科技，發

展應用至農業、工業、醫學、生物技術等各種領域。 

大陸將此會議視為世界核能科技領域最有影響力之青年學術會議，希望

藉由承辦本次會議吸引世界上有志青年加入核能行列並提高國際核能聲望，

從會議規劃、應邀人士、贊助廠商、會場招待等規模，可發現中國近年投注

在核能世代傳承之努力與企圖心。 

參加 IYNC 2016 後，對於我方未來核能年輕世代之培訓，提出下列三點

建議：（一）台灣應長期持續派員參加 IYNC 活動；（二）鼓勵年輕同仁精進

英語能力，提供機會參與國際會議；（三）研究台灣籌組 IYNC 分會之可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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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本計畫緣起於世界核能發電協會東京中心（World Association of Nuclear 

Operators Tokyo Center ,WANO TC ）於今（2016）年中提出三項贊助方案，

供會員公司選派適當人員參加，藉以協助培訓核能從業人員，第一項方案為

贊助赴加拿大渥太華參加世界核能大學課程、第二項為本方案：贊助參加本

屆國際青年核能會議（International Youth Nuclear Congress, IYNC），第三項

為贊助赴法國參加「東京中心/巴黎中心年輕世代交流會」，第二項方案最終

經 WANO TC 甄選後，贊助中國福清發電站運行一處值長王必勇、韓國水力

與核電公司（KHNP）資深經理裴安林以及本奉派人三位赴杭州參加 IYNC 

2016 會議。 

IYNC 既為學術會議名稱，亦為組織名稱，IYNC 組織成立於 1998 年，

為國際青年核能專家組成之聯盟，參與者來自 50 多個國家和地區，包括：

日本、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比利時、台灣、韓國、中國、印尼、馬

來西亞、澳大利亞、南非、肯亞、阿根廷、西班牙、英國、加拿大等國，該

組織之主要任務為：提升投入核能產業或科技研發之新生代人數、促進核能

技術之和平利用，藉由舉辦國際活動的方式進行經驗分享與知識傳承。IYNC

除了為核能領域青年專家良好之發聲平臺，對於青年專家間相互交往流亦有

正向功用，例如： 

1. 推動各國家與地區間青年世代交流； 

2. 通過各種國際會議或者活動，表達青年核能專家對全球核能技術的意

見與看法； 

3. 可於青年核專家中開展專業調查與訪談，收集意見和建議。 

目前全世界多個國際組織（IAEA 國際原子能總署）、國家級核學會、核

能公司、國際青年組織、核能學術刊物等，均對 IYNC 推動的各項工作給予

高度支持。 

IYNC 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宗旨為邀集全球 35 歲以下的年輕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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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工作者共襄盛舉，以促進核能從業青年或年輕世代專家間進行學術與技術

之交流，會中亦邀請業界或學界之知名人士蒞臨發表演說，以達傳承之目的。 

IYNC 會議起因於 1997 年，一群青年核能專家發現過去 20 年來，投入

核能科學與技術研發之新生代人數日漸減少，進而興起舉辦「國際青年核能

會議」的想法，並在 1998 年秋天於法國尼斯舉行歐洲核能會議時，來自俄

國、法國、美國與斯洛伐克的青年專家召開首次 IYNC 籌備會議展開籌備工

作，於 2000 年在斯洛伐克伯拉第斯拉瓦召開首屆 IYNC 會議，本次會議

（IYNC 2016）為第 9 屆，於 7 月 24 日至 29 日在大陸浙江省杭州市舉行，

由 IYNC 理事會與中國核能學會聯合主辦，共有來自 40 餘個國家、128 個

不同單位，約 500 名核能科技領域的專家和科技人員與會，IYNC 2016 之開

幕式情形如圖 1，會議現場如圖 2 與圖 3 所示，場面極為熱絡，陳現出對岸

與世界許多地區之核能工業與技術依然蓬勃發展，參加會議除了可與六大洲

核能領域專家分享知識與經驗外，亦能透過多元文化交流建立跨國人際網絡。 

 

 
圖 1：第九屆國際青年核能會議（IYNC2016）開幕式 

 
 

本屆大會主題為「核能科技助力美好生活」，意在宣揚核能於對抗氣候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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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勢，並促進全球共同和平應用核能科技，發展應用至農業、工業、醫學、

生物技術等各種領域，會中除了探討各國目前核能現況與最新研發成果外，大

會亦安排參訪大陸沿海各地區之核能電廠，透過五天之討論會與現地電廠參

訪，讓世界各國專家學者能藉不同方式齊聚交流。 

 
圖 2：IYNC 2016 會議現場 

 

 
圖 3 全體 IYNC2016 與會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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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本次出國參加會議之行程之時間與內容如表 1 所示： 

日期 地點與行程 工作內容 

7 月 24 日 

（日） 
台北→杭州 參加 IYNC 2016 研討會報到 

7 月 25 日 

（一） 
杭州 參加 IYNC 2016 研討會（開幕式、

全體演說、國家報告與技術簡報） 

7 月 26 日 

（二） 
杭州 參加 IYNC 2016 研討會（技術簡報、

分組專題討論與全體演說） 

7 月 27 日 
（三） 

杭州 
參加 IYNC 2016 研討會（技術簡報、

分組專題討論與全體演說） 

7 月 28 日 

（四） 
杭州 參加 IYNC 2016 研討會（技術簡報、

分組專題討論與全體演說、閉幕式） 

7 月 29 日 

（五） 
杭州 秦山核電基地技術參訪 

7 月 30 日 
（六） 

杭州→台北 文化活動、回程 

 
表 1：行程及工作內容 

 

參、工作內容 
IYNC 2016 以下列四種方式進行：一、全體演說；二、國家報告；三、

技術簡報；四、分組專題討論，其中主旨演說與國家報告在會場最大演講廳

—開元廳舉行，由 IYNC 大會共同主辦者—中國核能協會主席宋代勇與

IYNC 主席 Melissa Crawford 向全體與會者致詞（圖 4），他們兩位介紹了

IYNC 發展史、大會目標及未來規劃，續由大陸官方代表、核能界知名人士

與國營電力公司領導說明中國目前核能政策與發展現況，如圖 5 與圖 6，其

中令人較為印象深刻的數據有：大陸現階段在商轉的核電機組共有 34 部，

核電總裝機容量 5500 多萬瓩（截至 2016 年 7 月之統計結果），名列全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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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有興建中機組 20 部，位居世界首位，核工作者平均年齡在 33～35 歲

間，依據統計資料顯示，中國是世界上核電發展最快的國家。國家報告則是

由 IYNC 各區會員進行簡報，如圖 7 所示，較為特別處是大會已預先制訂簡

報大綱，各國代表需在短時間內完成該國 IYNC 運作情形之介紹，包含：會

員人數變化、過去兩年間之常態集會頻率及籌辦之活動，同時須介紹國內核

能發展現況與社會正反觀點。 

 
圖 4 IYNC 主席 Melissa Crawford 於開幕式中介紹 IYNC 發展歷程 

 
圖 5 中國核工業集團總經理錢智民說明對岸核電發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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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副總幹事楊大助於 IYNC2016 會場致詞 

 

 
圖 7 奧地利 IYNC 代表進行國家報告 

 

IYNC 2016 於每日上午 8 點半及下午 1 點半依不同研究領域安排技術

簡報供與會者選擇參與，主題包含：核電廠運轉與維護、核燃料循環與核廢

料管理、核能安全、人員訓練、反應器設計分析、機組改良等項目，在 8 間

研討室同步進行上述不同主題之技術簡報，每場由學術單位或是業界研發人

員發表自身之研究成果後，再請聽眾提問，一同分享新進研究成果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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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奉派人本身從事核廢料處理相關工作，故選擇參加「核燃料循環與核

廢料管理」技術簡報研討會，期能進一步了解國際上近期核廢料相關研發情

形與群眾溝通方案，於同場研討會中結識另一名來自台灣的與會者—成功大

學地球科學系的李傳斌博士，李博士於研討會發表｢利用管柱法探討鍶在硬

頁岩與花崗岩的吸附與擴散研究｣簡報（如圖 8），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建立一

套有效並正確地核種遷移分析技術，未來得以應用於台灣本土地質處置的工

作上。 

 

 
圖 8 成功大學李傳斌博士發表研究成果簡報 

 

同場研討會中，隸屬中核集團的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環境工程研究

所副所長—陳亮博士，亦發表了高放射性核廢料處置設計與地下研究室相關

簡報，發表現場情形如圖 9，據陳副所長之解釋，因為中國核能政策的緣故，

目前研究計畫之重點在於貯存再處理後高放射性玻璃固化廢棄物，但是如果

將來國家政策轉變為直接進行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相關設計亦保留修改

之彈性，目前處置計畫時程（如圖 10）已訂於 2020 年前完成地下實研究室

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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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核工業北京地質研究院陳亮副所長簡報高放射性核廢料處置計畫 

 
圖 10 中國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概念與時程規劃 

 

圖 11 陳亮副所長、李傳斌博士與奉派人於 IYNC 會場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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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來自捷克核廢料處置專責機構 SÚRAO 的 Nikol Novotna 女士以生

動活潑的方式分享當地進行最終處置所遇困難（圖 12、13 及 14）：自 1992

年開始展開用過核子燃料地層處置計畫遭遇當地民眾強烈抗爭後，捷克政府

於 2005 年宣佈計畫暫停，當局復又在 2010 年改變政策，重新啟動選址調

查，並於 2011 年修訂原子能法，並於 2013 年規劃選址方式與相關時程，她

於簡報中分享群眾溝通經驗以及選址調查研究規劃，對本單位日後進行核能

後端營運相關工作俱有參考價值。 

 
圖 12 捷克 SÚRAO 代表 Nikol Novotna 介紹該國核廢處置規劃 

 

 

圖 13 捷克 SÚRAO 溝通策略與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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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捷克選址相關規劃與歷史 

 

此外，西班牙 ensa 公司的代表 Alejandro Palacio 介紹該公司採用參數

輸入、預先設計、細部設計與申請執照等方式，進行用過核子燃料運輸/貯存

兩用護箱客製化設計製造，詳如圖 15 與 16 亦幫助奉派者瞭解業界目前之發

展趨勢。 

 

 
圖 15 西班牙 ensa 公司介紹用過核子燃料運輸/貯存兩用護箱設計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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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ensa 公司用過核子燃料運輸/貯存兩用護箱細部設計與請照流程 

 

 IYNC 會議第四種形式是分組專題討論，奉派人曾於 102 年間任職於龍門電

廠保安小組，對核能電廠保安工作有基本概念，因此選擇參加以「（核能）犯罪

現場調查」之專題，主持人為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之 Andrew Bramnik，內

容為以遊戲方式介紹追查異常放射性物質外流之處理原則與過程，並且指導組

員使用現代鑑識科技分析線索，如圖 17 所示。 

 

 
圖 17 核物料犯罪現場專題主持人 Andrew Bramnik 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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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先設計一套情境：有三輛貨車在進出碼頭被關務人員偵測到有特

殊放射性物質異常警報（如圖 18），然後由小組成員討論檢視如何運用掌握到

的線索以及選擇分析方式（圖 19），進行追蹤到最後找出肇因。在主持人引導

下，大家在略帶緊張卻饒富趣味的追蹤過程中，順利完成本次任務並得到核能

保安相關知識，由於本單元的主辦人全程精心設計，以致該專題討論獲得極高

評價與良好回饋，最終也獲頒大會最佳專題獎項（圖 20）。 

 
圖 18 主辦單位提供之偵察線索：中子偵測異常警報與貨櫃內容物 

 

 
圖 19 本組成員在助理主持人 Kathleen Schoofs(右)的引導下完成模擬化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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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核能）犯罪調查專題獲頒大會最佳分組專題獎項 

 

圖 21 秦山核電站大門 

7 月 29 日安排參訪秦山核電基地（如圖 21），該基地位於浙江省海鹽縣，於

1985 年開工建造，共分為三期，秦山一期是中國大陸核電發軔之起源，採用壓水

式反應器技術，建造一部 30 萬瓩發電機組，從核電站之設計、建造、設備提供

和運營管理工作全由中國自行承攬。方家山核電站則是秦山一期之擴建工程，使

用二代進步型壓水式反應器，規劃容量為 2 部機組，每部 108 萬瓩。秦山二期採

用壓水式反應器技術，安裝 4 台 60 萬瓩發電機組，1、2 號機組分別於 200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B%E6%B0%B4%E5%9E%8B%E5%8F%8D%E5%BA%94%E5%A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B%E6%B0%B4%E5%9E%8B%E5%8F%8D%E5%BA%94%E5%A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83%E7%93%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A6%E5%B1%B1%E6%A0%B8%E7%94%B5%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E%8B%E6%B0%B4%E5%8F%8D%E5%BA%94%E5%A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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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初併聯發電，3、4 號機組分別於 2010、2011 年底併聯，三期工程由中國

和加拿大政府合作，採用加拿大提供的加拿大 CANDU 重水式反應器技術，建造

兩台 70 萬瓩發電機組，於 2003 年建造完成。 

目前秦山核電基地共有 9 部機組正在商轉，為全球核電機組數量最多而且包

含最多不同類型之設計（壓水式、進步型壓水式與 CANDU），總裝置容量為 656.4

百萬瓩。本次 IYNC 技術參訪共參觀兩處設施：方家山模擬機房（圖 22）與緊急

指揮中心（ECC），詳如圖 23。 

 
圖 22 方家山電廠採用 DCIS 儀控技術 

 
圖 23 秦山核電站緊急指揮中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8B%BF%E5%A4%A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A%A0%E6%8B%BF%E5%A4%A7%E5%9D%8E%E6%9D%9C%E5%A0%86%E9%87%8D%E6%B0%B4%E5%A0%86&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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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 
WANO TC 注意到日本與會者來自於 JAIF、JAEA 或是 CRIEPI 等組織，未

設立 IYNC 分會，致使資訊流通上較為被動，遂於今年度開始與 WANO 巴黎中

心合作，加強規劃年輕世代計畫，編列預算贊助會員公司推派人選參與活動與進

行交流，協助會員公司培訓，如圖 24 所示。 

 
圖 24  WANO TC 前田一郎部長與 McDonald 經理與受贊助者合影 

此行可見到大陸近年投注在核能世代傳承之努力與企圖心，觀察中國承辦

IYNC 2016 所費時間，發現中國原本既非 IYNC 理事會成員，亦無設置分會，甚

至是到 2013 年 8 月才加入國際青年核理事會，與其他國家相較之下，參與 IYNC

時間極短，卻能夠在加入第二 （2014） 年 7 月第 9 屆之國際青年核能理事會會

議上取得 IYNC 2016承辦權，其後方於 2015年成立中國核學會青年工作委員會，

扮演 IYNC 中國分會之角色，從會議規劃、應邀人士、贊助廠商、會場招待等規

模，中國可說是動員國家級之資源來辦理 IYNC 2016，足見官方之重視，大陸將

此會議視為世界核能科技領域最有影響力之青年學術會議，希望藉由承辦本次會

議吸引世界上有志青年加入核能行列並提高國際間核能聲望，另一方面，由於二

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即將於 9 月 4 日至 5 日在浙江杭州舉行，為顧及外

國貴賓造訪時之感受，會議期間常聽聞官方人士把 IYNC2016 當作舉行 G20 之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9d%ad%e5%b7%9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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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演，因而從嚴提高各項品質要求，以利促進外交宣傳。 

然而，台灣與日本並沒有 IYNC 分會，除少了一個專為國內外核能從業青年

打造而成的科技人才、學術交流平臺外，亦少了一個可幫自身國家進行外交宣傳

的發聲管道，殊為可惜。 

雖然核能技術與相關專業知識仍是 IYNC 會議之重心，但是 IYNC 更添加了

情感因素在裡頭，轉化生硬技術到感性之柔軟層面，更易凝聚與會者之向心力，

在此舉兩例說明：一位西班牙分會幹部 Juan Albert 在今年的巴黎恐怖攻擊事件

中喪生，他生前曾協助 IYNC 辦理科爾多瓦論壇，並積極地投身參與各項活動，

協助建置網站，並於 2010 年南非會議後被推舉為網路主席，大會將他的事蹟於

網路設置專頁，詳如圖 25，並且為了表彰他的貢獻，特地以他的名義設立獎項，

並請他的媽媽與姐姐蒞臨現場擔任頒獎人，現場情形如圖 26，場面令人動容。 

 

圖 25  IYNC 官方網站之 Juan Alberto Gonzales 紀念專頁 

 

第二個例子：類似許多大型國際賽事，均有國家想爭取 IYNC 主辦權，下屆

IYNC 亦有肯亞與阿根廷兩方競相角逐，雙方在簡報中融入了民族情感，戮力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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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自己的國家，努力爭取榮譽，對於身為需要積極拓展外交空間的台灣人民，格

外令人感同身受。 

 
圖 26 第一屆 Juan Albert 獎頒獎典禮 

 

奉派人有幸獲得參加 IYNC 2016 之機會，透過會議安排之各項活動結識世

界各地的不同年齡層的核能同業與專家，如圖 27 與 28 所示，此行除了擷取專業

新知外，亦拓展了海外人際網路與國際視野，尚能藉由國民外交方式促進交流（圖

29 與 30），均屬本次出國計畫之多元效益。 

 
圖 27 奉派人參加導師制分組研討活動與各地同業進行團體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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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奉派人在秦山電廠 ECC 與日本 JAIF 人材育成部藤源健太郎主任合影 

 

 
圖 29 奉派人與美國 SCE&G 公司 Allen Brand 工程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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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奉派人與南非 Eskom 公司 Philisile Munetsi 及肯亞代表合影 

 

伍、建議 

歷經參與 IYNC 2016 之過程，思考未來我國培訓核能領域年輕世代之

規劃，提出下列三項建議： 

一、因為現階段我國核能政策重心轉向聚焦在核廢料之營運管理項目，許多

國家，如：芬蘭、瑞典、捷克中國與德國亦在進行相關研發工作並派員

發表成果，建議我國長期派員參加 IYNC，可持續收集新近資訊，有助

於技術之更新與傳承，亦能同時建構國際青年專家網絡。 

二、本次會議最年輕之參加者—曹穎，為年僅 17 歲的高中二年級學生，因

將來想赴美國留學攻讀核能專業而參加 IYNC 2016，現已能使用流利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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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進行簡報，我方應見賢思齊，建議應設立獎勵制度，鼓勵我國核能年

輕世代持續精進英語能力，儲備相關人才，提供機會參加大型國際會議，

對於未來研習核能技術與促進文化交流均有幫助。 

三、經洽主辦單位，發現此次會議僅有 2 名來自台灣的參加者，與鄰近各國

如：韓國（10 人以上）、日本（8 人）參加人數相比差距頗大，WANO-

TC 亦在研究設立 IYNC 日本分會，建議台灣研提相關籌組分會計畫，

俟時設立專屬分會，此外，可持續關注日方動態，為我國另闢參與國際

舞台之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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