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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期間：105 年 12 月 3 日~105 年 12 月 10 日     出國地區：美國 

報告日期：106 年 1 月 17 日 

關鍵詞：CAP、FLEX 

內容摘要： 

    為改善本公司改正行動方案資料庫及各電廠改正行動方案(CAP)落實與成效，本

處將派員赴美國 Exelon 公司所屬之 Oyster Creek電廠進行標竿訪問，訪問主題為

「強化落實改正行動方案( Enhanc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ive 

action program」，透過參訪 Oyster Creek電廠的 CAP系統，了解美國 CAP之整體分

類、決策、趨勢分析、有效性評估等執行情形，俾能對本公司各核能電廠之 CAP系統

進行制度面與實行面之改善，避免單一問題之解決運作機制重複進行，將資源整合至

關鍵與亟需解決的事項上，使電廠績效持續提升。本次標竿訪問領隊為劉明組長，林

君負責了解參訪電廠之 CAP事件編碼、輸入、分析、有效性評估、整體運作等相關問

題，曾君則負責了解參訪電廠之 CAP資料系統設計、編寫、運算、趨勢分析、共因分

析等電腦程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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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錄 
 

一、出國事由 ---------------------------- 1  

二、出國行程 ---------------------------- 1  

三、工作紀要 ---------------------------- 1  

四、心得與建議 -------------------------- 4  

五、附件一 ------------------------------ 7 

六、附件二 ----------------------------- 15 

 

 

 

 

 

 

 

 

 

  



1 

一、出國事由 

因應 2014年 WANO CPR所提 AFI建議事項，本公司決定於赴美國 Exelon 公

司所屬之 Oyster Creek電廠進行標竿訪問，訪問主題為「強化落實改正行動

方案( Enhancemen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ive action program」，

透過參訪 Oyster Creek電廠的 CAP系統，了解美國 CAP之整體分類、決策、

趨勢分析、有效性評估等執行情形，俾能對本公司各核能電廠之 CAP系統進

行制度面與實行面之改善 

二、 出國行程 

105年 12月 3日至 105年 12月 4日  往程(台北紐約大西洋城) 

105年 12月 5日至 105年 12月 9日  於 Oyster Creek電廠進行 CAP標竿訪

問 

105年 12月 10日  返程(大西洋城紐約台北) 

三、 工作紀要 

1. 前言 

    Oyster Creek核能電廠位於紐澤西州，隸屬於美國 EXELON電力公司，

於 1969年開始商轉，為 GE 第二代沸水反應爐(BWR-2)搭配 Mark I 圍阻

體，是美國第一批大型商轉的沸水式機組，淨發電容量為 636 MWe。美國

核管會（NRC）於 2009年核准 Oyster Creek核電廠執照更新，使這部機

組得以繼續營運至 2029年，成為全美第 52部成功獲得延壽的機組。但因

應州政府之環保新法規及衡量未來之經濟效益，EXELON電力公司於 2010

年宣布 Oyster Creek核能電廠將於 2019年除役。 

    本次參訪對象為改正行動方案經理人(CAP manager) Ron Fitts先生，

主要負責 Oyster Creek 電廠之 CAP各層面之運作，包括 Management 

Review Committee (MRC) 、Station Ownership Committee (SOC)、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Group(OEG)、 Corrective Action 

Program Coordinator (CAPCO)、 Performance Improvement(PI)…等，

Oyster Creek電廠之 CAP於近年之 WANO Peer Review被評為強項

(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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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AP整體運作 

    EXELON電力公司旗下共有核能、石化、太陽能、沼氣、風力等發電

廠，核能部分共有 15座不同形式之 BWR、PWR電廠，但於改正行動方案

(Corrective Action Program，CAP)卻擁有制式化的規定與系統，總公司

編列詳細的 PASSPORT系統(開立 CAP案件)使用手冊、CAP軟體、開立及

篩選指引、CAPCO指導手冊、肇因分析、顯因分析、有效性分析、編碼及

趨勢分析…等多項程序書供所有電廠依循。 

    Oyster Creek電廠所有員工(包括包商)都能開立 CAP案件，OC電廠

稱為 Issue Report(IR)，相當於我們常稱之 Condition Report(CR)。開

立人只要連上EXELON的網站(類似台電公司的W3內部網頁)選取PASSPORT

系統輸入帳號及密碼登入後即可開始建立 IR。開立 IR時需於網頁填入基

本資料如事件發生電廠別、日期、地點、機組、受影響系統及設備等，不

需要決定重要度(SL)為與本公司 CAP系統之最大不同點，開單人最重要的

工作是將發生的狀況描述清楚即可，後續交由所屬之部門審查者 CAPCO(課

長/值班主任( supervisor))審查同意後，由系統直接送入每日召開之部

門主管審查委員會(Station Ownership Committee,SOC)，由 SOC做 IR之

實體審查、重要度判定、改正行動或直接結案。 

但若有立即需要處理的問題則不送入 SOC，由當值控制室值班主任審

查同意後即可開立請修單進行改正。而對於 SOC決定可以結案的 IR則送

入次日的電廠管理審查會議(Management Review Committee，MRC)中進行

審查。 

 

3. SOC及 MRC取代趨勢分析 

經由 CAP Manager的實際經驗說明，該廠也試行過電腦化趨勢分析，

但效果並不如想像中顯著。目前則以每日 SOC及 MRC會議，透過與會主管

對 CAP案件的審查、討論、溝通與決策，更能有效地發現可能的不良趨勢，

對於增進電廠的運轉安全與績效更有實質上的幫助。 

 

4. 重複發生案件的處理 

    OC電廠對於重複發生的案件(請修單)仍然採取由各技術部門經理

(manager)進行審查與確認(低階的案件不進行判定)，而非使用電腦系統

進行篩選，此點與我國的核電廠相同。 

 

5. CAP案件編碼 

OC電廠案件編碼主要依據 INPO POCs轉換設計而來，主要編碼項目分

為 EVENT CODES、PROCESS CODES、CAUSING ORGANIZATION CODES，與本

公司編碼項目：影響/事件類別、問題類別、功能領域/流程類別大同小異，

細項編碼項目較本公司多，每一編碼項目明確，無其他選項。 

 

6. 總處與電廠分別所扮演的角色(總處監督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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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ELON總公司於每日早上 08:00與電廠廠長(Plant Manager)進行電

話會議，對於電廠前 24小時所發生的事件進行瞭解；而每週一中午則與

各電廠之 CAP manager進行 CAP案件的討論，對於月報/季報 CAP績效指

標呈現之不良燈號給予改進提醒與建議。 

 

7. 總處與電廠分別所扮演的角色(總處監督的功能)-CAP績效指標 

EXELON 公司對各電廠統計 CAP 的績效指標共分為三大項的 37 小項，

每月列表將所屬各廠績效之燈號顯示在同一表格供各廠上網參考比較。每

週總處 CAP負責人召開各廠 CFAM/SFAM電話會議討論。                                                

CAP績效指標三大項為: 

1.績效監測效能 14項  

  例:每月召開 MRC次數，主管執行 SOC/MRC作業觀察件數 

2.肇因分析及處理效能 8項  

  例:各部門評估平均所需時間，調查退件率                       

3.CAP執行面成效 15項  

  例:改正措施逾期件數，非大修 CA的平均結案時間 

 

8. CAP之軟體系統 

OC電廠所使用之軟體系統不僅止於改正行動方案系統，皆由 EXELON

集團總公司整體規劃，以網頁線上即時方式運作。各電廠使用者登入所屬

電廠，開立所屬 Issue Report，所有資料彙整於同一資料庫，因此各電

廠間資料、資源共享，各電廠間無資訊落差，總公司對訊息的掌控也能正

確即時，特殊追蹤議題也可尋求互相支援。 

          軟體系統對 CAP作業程序達到確實的輔助，不同的會議不同的角色產

出適當的文件、報表，相關會議進行中，能直接填報決議事項，隨時追蹤

議題進度同時避免會議中的認知差異。 

 

9. Oyster Creek電廠 FLEX設備的儲放 

    經與 Oyster Creek負責 FLEX(Diverse and Flexible Coping 

Strategies)業務之緊急計畫工程師討論，OC之 FLEX策略(FINAL REPORT)

已由 NRC予以核准，相關之救援設備如抽水車、電源車、水帶車，及 FSG、

佈署路線、策略、取水點、注入點、電源接頭、存放地點均已完備。 

  現場實地參觀可以猜測其救援設備似不為專用之商用產品，應為自行購

置並簡單改裝之成品。而儲存的方式為露天儲存，為避免歷年來由北至南

的龍捲風侵襲，分為西北角及東南角 2地點儲放，中小型設備置放於中型

貨櫃屋中，與其他設備共同擺放於由混擬土長方體構成之區域內，經詢問

儲放地點並無耐震能力，係藉由混擬土長方體來達成耐震要求。但參訪成

員提出索取相關 NRC核准資料及混擬土長方體設計之要求，OC電廠並無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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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心得與建議 

1. 心得 

a. 統一的 CAP架構 

EXELON電力公司為多元化的能源公司，統一的 CAP系統架構及軟體設

計，對於所有從業人員瞭解如何開單、審查、改善行動及結案有很大

的幫助，不會有分廠而治的疑慮；而管理階層更可利用相同標準的績

效指標，來了解所有電廠不同的績效表現，進而及早進行關切與預防

事故的發生。 

 

b. 主管人員的事先討論及溝通 

本次實際參與 OC電廠之 SOC及 MRC會議各 2次，由會議進行的方式與

討論內容中得知電廠管理者及各部門主管已事先將所屬的 IR審查完

畢，並於會議前事先與其他部門進行溝通確認。對於一年約 9000件

IR的 OC電廠而言，案件的分派精神為” This is mine”，而非” This 

is yours”。 

 

c. 以每日會議取代趨勢追蹤---以務實取代形式 

本次參訪的重點為 OC電廠如何做趨勢追蹤(Trending)，但透過實際的

訪問及觀察，OC電廠的趨勢分析作法仍保留,但並非主要解決問題的

方法，OC電廠目前已使用每日的 SOC、MRC會議來取代趨勢分析，其

認為透過實際的討論與決策比大量的圖表更為有效。 

 

d. 有效的會議 

OC電廠的每日 SOC、MRC會議各約 1小時，因所需審查的案件非常多，

但因會議成員均已對所屬案件有事先討論、溝通，所以會議進行的速

度非常有效率，平均一件案件討論不超過 2分鐘。本次亦訪談 MRC主

席(廠長)及 SOC成員 2次，了解會議成員對於 IR案件的了解程度及處

理的做為，得知各成員當責的處理態度為會議成功的關鍵。 

 

e. 適切的 FLEX設備建置 

FLEX策略為日本福島事故後之美國 NTTF要求，對於核能電廠所可能

遭受之各項天然災害進行重新評估，並提出相關的因應策略及設備採

購、佈署、存放。而 OC電廠的各項救援設備均已完成備置，但儲存方

式並不採取如美國其他電廠室內儲存(強固形 DOME)方式，設備之規格

與耐震要求亦依電廠特性而加以建置，可做為本公司核一、二、三廠

之借鏡。 

 

 

 



5 

f. 其他心得 

f.1 保安措施 

進入OC電廠參訪期間，參訪3人均各自配有1張頸掛式醒目黃卡，

而陪同人員則掛有 3張顯目黃卡，Ron Fitts必須保持我們 3人在

其視線之內，若需分開行動如參加會議或上廁所，則須請另一電

廠同仁協助看管。雖然增加了些許不便，但對於核能電廠的安全

管制有顯著的增進。 

f.2 隨身碟之管制 

參訪期間曾遇索取相關資料之機會，但於參訪成員拿出常用之隨

身碟時立即遭 OC電廠拒絕，並表示其願意開啟 WIFI訊號，並藉

由 EMAIL方式將資料寄送給我們。於電廠電梯前方並掛有隨身碟

使用之警示大幅看板，提醒電廠人員電子資料的傳輸安全，對於

電腦病毒的預防有相當大的成效。 

 

2. 建議 

本公司核能電廠 CAP制度之整體精進---著重解決問題的 CAP制度 

 

a. 取消各廠 CAP系統之其他選項 

OC電廠每年之 IR數量約為 9000件，以其為單部機組的電廠而言，CAP

案件的數量已比本公司各雙機組的電廠多出甚多，但其編碼為其他類

別的 IR經詢問約為 1%，更遠低於本公司各核能電廠 CAP其他類別之

佔比。有鑑於 CAP系統之其他選項若數量過多則會喪失 CAP系統建置

的精神與意義，故建議取消各廠 CAP系統之其他選項，落實 CAP案件

均須編碼的目標。 

 

b. 簡化 CAP開單流程 

建議比照 OC電廠之開單流程，取消開單人需要決定重要度之程序，並

著重於開單人描述所發現狀況之詳實性為主，預期將可增進廠內員工

之開單意願。 

 

c. 強化各部門 CAP審查人的功能 

各技術部門之 CAP審查人須對開單人所送出之 CAP案件之影響層面性

質、描述是否詳盡、重要性、改善部門初判等做更加嚴謹的把關，盡

責之 CAPCO為 CAP運作之關鍵。 

 

d. 每週一次 CAP案件之審查會議 

建議各廠由安管副廠長每週固定召開一次 SL3以上 CAP案件之審查會

議，參加人員為各技術部門之 CAPCO，會議中可針對久未結案、高重

要度、已結案以及相關 CAP問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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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著重實效的 CAP運作 

建議前述 d 項每月最後一週之會議由安管副廠長召集各技術經理會議，

廠長列席，針對一個月以來應結案、人因相關案件、SL3以上等 CAP

案件討論，討論的形式可比照晨會請修單處理的模式，並做成須加強

或改善的決策。 

 

f. 總公司的治理與監督 

建議參考 EXELON公司之 PI指標之做法，統一本公司總處及各核能電

廠之績效指標，明確訂定各項標準及燈號，並每月/每季出具報表供總

處主管瞭解電廠狀況，並訂定於燈號轉變時之對應的指導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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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附件一 

1. Oyster Creek電廠每日召開之例行性 CAP會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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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ELON企業網站統一之 CAP開立路徑”Pas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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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單人利用下拉式選單進行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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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yster Creek電廠 CAP-IR案件之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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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Oyster Creek電廠 CAP-CR案件之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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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ELON電力公司績效指標月報表 

EXELON NUCLEAR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MONTHLY REPORT CFAM Monthly Report – PI  Oc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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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Oyster Creek電廠 FLEX設備儲存摘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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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Oyster Creek懸掛之 EXELON公司隨身碟病毒防治海報 

 

 
 



15 

六、 附件二 

說明：身後為每日例行 SOC會議之 CAP ROOM 

      
      說明：RON Fitts與本公司 BV 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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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OC電廠緊計負責人與本公司 BV 團隊合影 

 

 

說明：OC電廠 FLEX設備-電源車及多功能卡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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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OC電廠 FLEX設備-移動式 PUMP及水帶車 

 
 

 

說明：OC電廠 FLEX設備-中小型設備存放於貨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