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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年會於 111 年 5 月 23 日至 26 日同時

於日本東京及線上舉行複合式會議，因國內 COVID-19 疫情尚未趨緩之影響，

WiN Taiwan 共五位代表均採視訊方式參與線上會議，包括黃茹絹會長、王亭懿

副會長、鄭憶湘顧問、黃立元委員及顏麗娜委員。本次會議主題為「紀念福島

事故 11 年，除役及重建之路」，會議中由各單位向與會者報告日本福島現況及

未來發展，除參與線上年會外，台電公司王亭懿副會長與原子能委員會黃茹絹

會長亦於 5 月 23 日共同出席 WiN Global 理事會議，聽取理事長與各委員會之專

案報告與活動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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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全球核能婦女會(Women in Nuclear Global, WiN Global)是全球性非營利組織，於

1992 年 11 月於瑞士成立，由全球各國從事原子能相關專業領域之女性專家學者所組

成。全球核能婦女會每年舉辦一次全球年會，使原子能、輻射防護、核子醫學等之專

業女性達到技術與經驗之傳承與交流。 

我國核能婦女會(Women in Nuclear Taiwan, WiN Taiwan)成立於 1994 年 2 月，目

前成員約為 150 人，除聯繫國內原子能各相關領域且跨單位之女性專家學者之情誼，

並透過 WiN Taiwan 建立技術與經驗之交流，並致力於參與全球核能婦女會會務，持

續增強國際關係。 

2022 年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年會於 111 年 5 月 23 日至 26 日同時於

日本東京及線上舉行複合式會議，因國內 COVID-19 疫情尚未趨緩之影響，WiN 

Taiwan 共五位代表均採視訊方式參與線上會議，包括黃茹絹會長、王亭懿副會長、鄭

憶湘顧問、黃立元委員及顏麗娜委員。本次會議主題為「紀念福島事故 11 年，除役

及重建之路」，會議中由各單位向與會者報告日本福島現況及未來發展，除參與線上

年會外，原子能委員會黃茹絹會長與台電公司王亭懿副會長亦於 5 月 23 日共同出席

WiN Global 執行理事與理事會議，聽取理事長與各執行委員會之專案報告與活動摘

要。除此之外，黃茹絹會長亦製作簡報及影片向與會者分享我國原子能發展現況與

WiN Taiwan 會務。 

綜上所述，本次與會目的與任務摘要如下： 

(一)代表我國WiN Taiwan出席2022年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之理事會議，瞭

解WiN Global會務及專案發展方向，積極參與會務； 

(二)向與會者分享我國原子能發展現況與WiN Taiwan會務，與各國核能婦女進行技術

交流與經驗分享，聯繫我國婦女與各國核能婦女之情誼； 

(三)出席2022年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年會，參加分組討論會及圓桌會議，

汲取技術新知與國際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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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WiN Taiwan代表團成員名單如下： 

項次 姓名 服務機構與單位 備註 

1 黃茹絹 原子能委員會 WiN Taiwan會長 

2 王亭懿 台灣電力公司 核能發電處 WiN Taiwan副會長 

3 鄭憶湘 工業技術研究院 WiN Taiwan顧問 

4 黃立元 原子能委員會 WiN Taiwan委員 

5 顏麗娜 輻射防護協會 WiN Taiwan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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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本次因公奉派參與會議人為王亭懿君，奉核定之參與會議期間共計 4 天，王亭懿

君參與會議行程摘要如下表所示，詳細大會議程請參考「附錄一、2022 全球核能婦女

會年會議程」。 

日      期 行      程 

111.05.23（一） 參加 WiN Global 執行理事與理事會議 

111.05.24（二） 
出席 WiN Global 會議：開幕式、全體會員大會、福島事故專

題演講 

111.05.25（三） 
出席 WiN Global 會議：圓桌會議、2022 WiN Global 頒獎典

禮、閉幕式 

111.05.26（四） 

若有參與實體會議者，本日前往福島進行技術參訪，但因

COVID-19 疫情影響，王亭懿君本次採視訊參加會議，並無參

與技術參訪。 

（一） 執行理事與理事會議（WiN Global Executive & Board Meeting） 

本次理事會議於 5 月 23 日舉行，由黃茹絹會長及王亭懿副會長共同出席，由 WiN 

Global 會長報告會務與未來發展，七大項會務推動成果摘要如下： 

1. 於「Nuclear for Climate」中扮演關鍵角色，為主動發揮積極貢獻及提升能見

度，增派 WiN Global 代表出席各項氣候變遷之國際會議，包括去（2021）

年 11 月於 Glasgow 舉辦之 COP 26 會議，且預計於今（2022）年 11 月參與

於埃及舉辦之 COP27 並擔任主講人。 

2. 將 WiN Global 化身為專家學者之國際網絡，已與下列六項女性專家學者組

織進行合作，並已與 SMR（小型模組化核子反應爐）聯繫、建立未來之合

作： 

(1) IAEA 中放射性藥物科學中之女性組織（Women in Radiopharmaceutical 

Sciences, WIRS）。 

(2) IAEA 中核子保安處之婦女參與核子保防組織  (Women In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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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urity Initiative, WINSI)。 

(3) CNESTEN 中婦女於核子事故應變與反應之組織 (Women in Nuclear in 

Emergency Preparedness and Response, WINEPRI)。 

(4) CNESTEN 中女性參與核子醫學之組織 (Women in Nuclear Medicine 

Initiative, WINMI)。 

(5) EDF 中 女 性 參 與 核 能 電 廠 除 役 之 組 織  (Women In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Initiative, WINDI)。 

(6) WNA 中核能創新之女性組織 (Women In Nuclear Innovation, WINI)。 

3. 增進核能溝通，透過長期不間斷之溝通以增進公眾對原子能和平運用之認識，

並同時達到性別平等、氣候變遷及風險溝通共三項之目的。 

4. 建立 WiN Global 之年輕世代組織，搭建起不同世代間之橋樑，達成技術與

經驗之傳承。 

5. 透過參與國際性別平等之相關會議、設立女性專屬獎項及社群網路之宣導影

片，使 WiN Global 於性別平等議題中扮演關鍵角色。 

6. 藉由世界各國之會員，擴大 WiN Global 之贊助商與合作夥伴。 

7. 於現有委員會中新增 General Governance。 

（二） 開幕式（Opening Session） 

本次會議主題為「紀念福島事故 11 年，除役及重建之路」，開幕式講者來

自日本企業組織與國際間各大核能組織，日本講者主要針對福島事故後續處理重

點進行說明，包括污染廢水之處理與排放、福島事故造成之輻射外釋劑量抑低以

及福島電廠部分機組除役進展與未來規劃。國際間核能組織講者提及 IAEA 提供

Fellowship 及 Internship 機會予女性就讀原子能相關領域之碩士與博士學程，鼓

勵女性多多從事此領域相關工作，並培訓女性從事無人機或機器人學習；除技術

方面之培育，並提倡性別平等之重要性，鼓勵年輕女性透過各式之經費預算及贊

助參與此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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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實體會議開幕式畫面 

 

圖 2：線上與會者合影，王亭懿君為正中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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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福島事故專題演講（Fukushima Session） 

本專題演講由東京電力公司執行副總及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執行長向與會者報告福島電廠之現況與未來預計之發展，報告摘要

如下： 

1. 東京電力公司執行副總報告： 

(1) 2011 年 3 月所發生之福島電廠四部機組之事故狀況，其中 1、2、3 號

機組皆發生爐心熔損，1、3、4 號機（4 號機之氫氣係為 3 號機經由管

線傳遞）發生氫氣爆炸； 

(2) 東京電力公司針對福島電廠中期、長期之除役規劃，包含用過燃料池中

用過燃料之移出、燃料熔渣回收及設備之拆解； 

(3) 運用 Ad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ALPS）系統處理受污染之廢

水及對民眾與環境造成之劑量； 

(4) 強化海水監測系統之計畫； 

(5) 11 年來之環境輻射劑量遞減說明； 

(6) 未來將持續結合在地人力完成福島電廠除役相關工作。 

2. 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Japan Atomic Energy Agency）執行長報告： 

(1) 福島電廠之除役需大量跨領域之研發人員，包含輻射特性、輻射防護、

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安全與風險評估； 

(2) 燃料移出現況，目前 3、4 號機已全數移出用過燃料； 

(3) 中期除役規劃，目的包括維持電廠穩定性、減少輻射污染及劑量、移出

用過燃料池中之燃料、移出燃料熔渣、設備之拆解及放射性廢棄物之處

置； 

(4) 研究包封容器中之氫氣與空氣混合火焰之行為研究； 

(5) 於輻射防護中之人工智慧應用與導入之研究； 

(6) 使用生物監測器進行放射性核種遷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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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圓桌會議（Panel Sessions） 

1. 國際間目前正在進行的電廠除役現況與面臨的議題（Status and issues of 

decommissionings currently underway worldwide） 

此圓桌會議邀集加拿大、法國及日本之講者，共同分享該國與國際間目前之

除役現況，講者之報告摘要如下： 

(1) 加拿大講者提及該國目前有 CANDU 核子反應器進入除役階段，為全球

首座除役中的 CANDU 核子反應器（除役後廠址可能轉為建置小型模組

化反應器），許多工程皆須極新之研發技術，故人才與經費是一大挑戰。

加拿大為了長期之各電廠之除役工程，創建加拿大核能永續發展中心，

其認為惟有妥善處理除役及廢棄物處理與處置，核能發電才得以永續發

展，發展中心主要關注之領域包括除役、廠址再利用、廢棄物之管理與

國際合作；除技術研發外，也致力於建立強大且安全的社區連結，透過

開放且透明的溝通與當地居民與原住民進行合作，並對當地年輕世代之

STEM 教育（Science 科學、Technology 技術、Engineering 工程、Math

數學）給予支持與贊助。 

(2) 法國講者提及在 2020 年底，全球約 200 座核能機組進入除役，可見世

界各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之大興土木，也因此投入大量經費與資源進

入廢棄物減量及再利用與處置之研究領域，透過電腦模擬軟體、人工智

慧、研發機器人及遙控設備儀器進行管路的切割及廢棄物之包裝來進而

減少工作人員之人員劑量並提高其工作安全。 

(3) 日本講者提及在廣大且長期之除役工作中，溝通議題之重要性幾乎等同

於技術議題之重要性，除役工作的進行不僅僅是企業也是日本人及當地

居民之責任，以達到穩定安全且高效率。高效率之除役工程之要件有四

項：組織及員工面對除役工作皆有正確的核安文化及穩定心態、確保用

過燃料及低階放射性廢棄物之去向、除役工程所需之經費與會計系統、

合理的除役法規與運作。 



 10 

2. 核能發電在實現碳中和中扮演的角色（Role of nuclear power in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ity） 

此圓桌會議邀集美國、非洲、巴西、日本及 WNA 之講者，共同分享核能發

電於碳中和及減碳之努力。其中許多講者提到於COP 26會議中有幾項觀點：

透過興建新型核子反應器或 SMR 有助於達到減碳之目的；各國之高科技產

業及傳統產業皆需大量能源，而核能發電可協助增進國家之能源安全，進而

確保國家不會因戰爭或政治因素造成能源短缺亦可為工業界提供產氫之功

能。 

3. 核能發電中的性別平衡（Gender balance in the nuclear power sector） 

此圓桌會議邀集阿根廷、埃及、日本、IAEA 及 Thomas Thor 之講者，共同

分享各國及各組織致力於原子能相關領域中性別平衡之努力與成果。講者主

要報告內容摘要如下： 

(1) 目前多數國家皆建立完善與男性同等之年輕女性學子教育； 

(2) 業界中也有許多國家或組織皆為鼓勵女性從業人員，擴大中高階層管理

階級晉用女性主管，並給予女性從業人員生育之完善補助與職涯規劃措

施，儘可能降低女性因生育所造成落後男性從業人員之可能性； 

(3) 發展中國家（例如南美洲國家或非洲國家）近年較有女性意識抬頭，但

截至目前為止女性學生受平等之教育仍有限，且多數企業或組織之領導

人皆為男性。 

(4) 透過 Mentoring Program（導師生制度）及人際網絡活動之培養，儘可能

的提升女性從業人員之比例；  

(5) 核能與大眾的溝通極為重要，透過女性較容易與社群溝通及和平討論之

特性，由女性出面與大眾溝通較能被大眾所接受及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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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本次係為職自就學期間以來參與之第四次全球核能婦女會（WiN Global）年會，

從第一次參與會議至現在，觀察到全球之關鍵核能技術之轉移，有從大型核子反應器

轉移至小型模組化反應器（SMR）之趨勢，也已從運轉中技術研討轉移至除役工程之

技術研討；除了技術經驗之分享與傳承外，也可見到國際上越來越多年輕女性投入核

能相關領域就學及工作，且有許多女性在極年輕時已在國際間建立人脈網絡並在專案

發展中帶領團隊及嶄露頭角，此轉變頗為激勵職持續投入心力於此領域，並激勵自己

身為女性從業人員可以在現在及未來對除役工作有所貢獻。 

四、 建議事項 

（一）公司內對國際視訊會議應有更周全之制度及規劃 

本次係因國內 COVID-19 疫情尚未完全趨緩，故職採用線上視訊與會方式，建議

未來出國計畫或視訊開會之公司內審核程序、差旅或開會費用申請應有較周全之制度

與辦法；且因國際會議開會時間多於台灣時間晚上或清晨，亦建議公司內對於因公奉

派與會同仁之上班時間亦有相對應之調整措施。 

（二）鼓勵年輕同仁參與 WiN Taiwan 及 WiN Global 活動 

我國核能電廠逐步進入除役階段，除役之技術與經驗需國際各大企業與組織之協

助與交流，建議公司繼續支持 WiN Taiwan 並鼓勵年輕同仁參與國際事務，藉此聯繫

並持續深耕與國際核能婦女之情誼與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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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2022 全球核能婦女會年會議程  

2022 Women in Nuclear Global Annual Conference Tim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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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台灣核能婦女會會務及我國原子能發展近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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