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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出席核設施除役計畫第 41 屆經營階層會議 

(OECD -NEA CPD-41 MB) 

頁數 17   含附件：□是 ■否 

出國計畫主辦機關/聯絡人/電話  台灣電力公司/陳德隆/(02)2366-7685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張瑞林/台灣電力公司/第一核能發電廠/廠長/(02)2638-3501#2000 

黃故富/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後端營運處/組長/(02)2365-7210#12240 

出國類別：□1 考察 □2 進修 □3 研究 □4 實習 ■5 開會 □6 其他 

出國期間：111 年 11 月 14 日~111 年 11 月 19 日 

派赴國家/地區：法國                

報告日期：111 年 12 月 30 日 

關鍵詞：除役、OECD、NEA、CPD、RWMC、CDLM 

內容摘要：（二百至三百字） 

台電公司於 103 年 6 月正式加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所屬核能署之核設施除役

計畫專案會員，每年均派員參加經營階層會議。自 108 年底出現武漢肺炎，未曾

派員出席會議。此次出席 OECD-NEA CPD 第 41 屆 MB 會議，會議內容涉及保密

協議。報告內容描述對 CPD 組織的基本認識，並說明 CPD 組織和 NEA 委員會

RWMC 和 CDLM 的關聯。RWMC 和 CDLM 係與除役有關的委員會， RWMC 和

CDLM 委員會則由許多專家組來支持，僅針對 HDCS、EGRRS 和 WP-IDKM 等專

家組加以描述。同時，針對參加 CPD 所得到的好處亦簡要說明之。 

本文電子檔已傳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https://report.nat.gov.tw/repor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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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台電公司於 103 年 6 月以「核一廠(金山電廠)除役計畫」名義正式加入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所屬核能署之核設施除役計畫(OECD-NEA-CPD)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Nuclear Energy Agency，Co-operative Programme for the Exchang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rmation Concerning Nuclear Decommissioning Projects)專案會員，其經營階層會議

(Management Board Meeting)每年召開 1 次，本公司加入 CPD 會員後，每年均派員參加經營階

層會議，以維持與國際除役業界聯繫交流管道。自 108 年底出現武漢肺炎，世界衛生組織改名

為 2019 冠狀病毒病，配合國家邊境政策下，於 109 和 110 年未派員出席經營階層會議。111 年

10 月 13 日邊境穩健開放，故 111 年得以出席第 41 屆經營階層會議。核一廠已於 108 年 7 月 12

日由原能會核發除役許可，7 月 16 日正式除役。考量本公司核一廠已進入除役過渡階段，各項

除役準備工作也陸續展開實質作業，為了解國際除役方面的策略及相關技術並互相交流、建立

與國際組織聯繫的管道，以利本公司核能電廠除役工作之執行，有必要積極參與相關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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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過程 

本次行程自 111 年 11 月 14 日出發，迄 11 月 19 日返國共計 6 天，目的為參加由 NEA 於

法國巴黎 OECD 總部召開之 CPD 第 41 屆經營階層會議。出國行程及內容如下說明： 

• 11/14~11/15 由台北到桃園機場，搭飛機抵達法國巴黎。 

• 11/16~11/17 在巴黎出席 OECD-NEA 核設施除役計畫第 41 屆經營階層會議。 

• 11/18~11/19 由巴黎到戴高樂機場，搭飛機抵達桃園機場，再返回台北。 

會議前 5 天會收到 OECD 註冊確認電子郵件，郵件內有與會通行證並且要上傳大頭照片。

與會通行證如圖一所示，務必要列印下來並帶到法國現場，因為 OECD 大門口保全會檢查與會

通行證並確認護照後才能進入參加會議。 

 

 

 

圖一、OECD 與會通行證

CPD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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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工作內容 

  

一、  對 CPD 的基本認識  

 CPD 是一個共同合作事業，結合了幾個積極執行或積極計畫核子設施除役

之組織。  CPD 計畫是在  1985 年啟動的，目標在於交流和共享對於目前及未來

計畫中有用的核子設施除役運作經驗及訊息。  CPD 計畫最初僅由  8 個國家中

提出的  10 個除役計畫所組成，2021 年就已發展到 75 個計畫，其中有 45 個反

應器計畫和  30 個核燃料循環設施計畫，計畫是來自  15 個  NEA 會員國、兩

個非  NEA 會員國和歐盟委員會。目前 CPD 協議於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

並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到期後會再簽訂新的協議。  

根據 NEA 年報，2021 年  11 月  17 日至  18 日舉行第  40 屆  CPD 經營

階層會議，因新冠疫情改以視訊方式辦理。其中有會員建議繼續發布  CPD 10 

週年報告，用以詳細介紹除役領域的總體發展情況，以及 CPD 自  2011 年至  

2020 年的高層發展。2022 年會舉辦一場  CPD 除役技術示範研討會，並開始準

備  2024 -2028 年期間新的  CPD 協議內容。  

CPD 期望會員們除役訊息交流並且廣泛參考國際最佳做法，並鼓勵將安

全、環保和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應用在所有除役計畫中。技術諮詢組（TAG）每

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會議期間安排參訪一個有參與計畫的現場，並公開交流除役

經驗的正面和負面的例子，以利益大眾。每年年底，CPD 經營階層會議在法國

巴黎附近的  NEA 總部舉行。  

CPD 第 41 屆經營階層會議在法國巴黎布洛涅(Boulogne-Billancourt)的 OECD

辦公大樓舉行，本次會議由 CPD 管理委員會主席 David CONNOLLY 主持。

David 服務於英國 Sellafield 公司，負責 Higher Active Waste Thermal Treatment 

(HAWTT) . HAWTT 期望對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有所貢獻，在 2030 年使除役成本

能降低 20%。現有的放射性廢棄物儲存方法大都使用高性能水泥基材料，以灌漿

方式將它們封裝在 200 公升的鐵桶內。使用放射性廢棄物灌漿封裝的方式，其結

果就是增加容積，如果您對放射性廢棄物進行熱處理後，通常會減少容積，也就

是說廢料桶數會減少，貯存空間也就跟著減少，在成本上自然也降低。  

CPD 第 41 屆經營階層會議議程如附錄所示，包含 2021 年 11 月舉辦的 CPD-40

摘要記錄的審查和批准、CPD 治理、與其他  NEA 機構的互動、CPD 202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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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財政報告和預算決策、預算盈餘的有效利用、新計畫申請案、TAG(Technical 

Advisory Group)工作計劃的年度審查和未來規劃、下次經營階層會議的日期和  

2023 年其他  NEA 會議的日期、其他業務、2023-2025 年主席團成員選舉以及

審查主要項目和做決定等事項。CPD 經營階層會議的進行完全依照排定議程來

走，每個議題若有必要會做成摘要和決議事項。  

OECD NEA CPD 是由加入計畫的組織所指定的代表共同組成的管理委員

會，然後在管理委員會會員中選出 1 位主席和 1 位副主席以管理計畫。會議期間

的資料雖無標記為機密，但仍均視為機密訊息。故有關此次參加會議所討論之內

容及 CPD MB 決議事項無法以文字呈現。至於 CPD MB 會議議題表決的做法是會員們

要一致同意才可以通過，即表決時沒有任何一方反對則達成共識，一致同意的共識下才

會作出決定。 

為了充分利用 CPD 累積的除役知識和經驗， 於是在 NEA 網站上創建了一個名

為 TAG 知識的資料庫，以允許 CPD 會員輕鬆存取 CPD 反應器計畫和燃料設施訊

息，資料庫是在 2013 年 的 CPD-32 會議上所引進的， TAG 知識的資料庫在 2017 年

CPD-36 會議後於 NEA 伺服器上創建的。 該資料庫將根據 CPD 會員在 TAG 會議期

間共享的資料不斷地更新。參加 CPD 會員國有比利時、加拿大、中華台北、丹麥、歐

盟委員會、法國、德國、意大利、立陶宛、日本、韓國、俄羅斯、斯洛伐克共和國、西

班牙、瑞典、瑞士、英國和美國等 18 個國家，而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則是以觀察

員身分加入。金山核電廠計畫年費需繳交 3,000 歐元，CPD 可用預算是 8,1000 歐元，

故可算出共有 27 個計畫加入其中`。 

台電公司出席 CPD-41 會議時，TAG 主席私底下問台電公司何時可以主辦 TAG 會

議，考量到核一廠雖然已經進入除役，但是，爐心燃料仍在爐心尚未移出且主辦 TAG

會議期間也必須安排參觀核一廠除役活動，故我們當場表達在 2025 年以前不可能主辦

TAG 會議，可能時間會落在 2026 年後才有機會主辦 TAG 會議。至於 CPD 會員的連絡

人員名單，也同時在這次出席會議的機會獲得更新。已更新的 CPD MB 連絡人在總處

是范副處長振璁，核一廠是張廠長瑞林 ; TAG 連絡人在總處是黃故富組長，核一廠是

張益瑞經理。爾後若人員有異動，應主動通知 CPD 以保持聯連繫上不會中斷，例如

OECD 年費帳單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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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NEA RWMC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Committee)及 CDLM (The Committee on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nd Legacy Management) 委員會 

核能機構 (NEA) 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半自治機構。欲加入該機構活動必須提

出加入的正式請求，同意後才能成為經合組織的會員國。 2020 年，NEA 有 33 個會

員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共和國、丹麥、芬蘭、法

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義大利、日本、韓國、盧森堡、墨西哥、荷

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俄羅斯、斯洛伐克共和國、斯洛文尼亞、西班

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和美國等等。此外，在 2020 年保加利亞亦已完成申

請，將在 2021 年 1 月加入 NEA 及其資料庫的會員國。 

NEA 是由核能指導委員會所管理，委員們主要由國家原子能主管部門和相關部會

的高級官員所組成。委員會則對 NEA 的工作進行監督和塑造，以確保 NEA 對會員國的

需求有積極的應對，特別是在製定雙年度工作計劃和預算方面。核能指導委員會底下設

有 8 個委員會和 1 個管理委員會，如下所示:  

(1) CNRA (Committee on Nuclear Regulatory Activities )、 

(2) CSNI (Committee on the Safety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3) RWMC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Committee) 、 

(4) CDLM (Committee on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nd Legacy Management )、 

(5) CRPPH (Committee on Radiological Protection and Public Health)、 

(6) NLC (Nuclear Law Committee)、 

(7) NDC (Committee for Techn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on Nuclear Energy Development and the 

Fuel Cycle)、 

(8)NSC (Nuclear Science Committee) 、 

(9)MBDAV (Management Board for the Development, Application and Validation of Nuclear Data 

and Codes)。 

CPD 與 NEA 委員會 RWMC 及 CDLM 的關聯如圖二所示。 順應 NEA 成員國的

要求，NEA 於 2018 年成立了核子設施除役和遺產管理委員會 (CDLM)，以提高 NEA 

在核子除役和遺產管理方面的知名度。 雖然 NEA 第一個除役計劃從 1978 年開始，但

在除役和遺產管理的政策、策略和監管等方面，CDLM 提供了權威及可靠訊息給予政府

和利害關係人，故 CDLM 確實反映了該機構的目標。 

CDLM 委員會為國際的高級專家提供了一個論壇以交流經驗和訊息，而這些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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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負責政策和計劃的國家機構、監管和執行機構、運營商、服務提供商、研究機構和

其他相關利益相關者。CDLM 的主題包括各種核子設施和反應器類型的除役和拆除，以

及制定關於監管和管理遺產廢棄物、廢棄物場址和遺產場址排放的實用指南。 

 

在 NEA 委員會架構中，除役與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有關。 RWMC 長期以

來一直認識到除役和廢棄物管理息息相關，除役會對廢棄物管理產生影響，而廢棄物管

理會影響除役。RWMC 於 2000 年創建了一個主要小組，也就是除役和拆除的物料管理

工作組(WPDD, , Working Party on Decommissioning and Dismantling) ，不斷地審查核子

除役的政策、策略和監管等方面。除役和拆除工作組  運作到 2019 年結束，WPDD 的

專家組有下列 5 個: 

(1) 2008-2018 年的除役成本估算小組 (DCEG) 

RWMC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Committee ) 

CDLM 
(Committee on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nd Legacy 
Management) 

Integration Group for the Safety 
Case (IGSC) 

Working Group on the 
Characterization ,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rgillaceous 
Rocks as Repository Host 
Formations (Clay Club) 
 
Expert Group on Repositories in 
Rock Salt Formations (Salt Club) 
 
Expert Group on Geological 
Repositories in Crystalline Club 
(CRC) 
 
Expert Group on Operational 
Safety (EGOS) 

Expert Group on the Application 
of Robotics and Remote Systems 
in the Nuclear Back-end 
(EGRRS) 

Working Party on Information, 
Data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WP-IDKM)  

Expert Group on a Data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the Safety Case 
(EGSSC) 
 
Expert Group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for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Programmes 
and Decommissioning (EGKM) 
 
Expert Group on Archiving for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Activities (EGAR) 
 
Expert Group on Awareness 
Preservation after Repository 
Closure (EGAP) 

Expert Group on Building 
Constructive Dialogues between 
Regulators and Implementers in 
Developing Disposal Solutions 
for Radioactive Waste (RIDD) 

Regulator’s Forum 
(RF) 

Forum on Stakeholder 
Confidence (FSC) 

Working Party Technical, 
Environment and Safety Aspects 
(WPTES) 

Working Party on Management and 
Organiational Aspects (WPMO) 

Expert Group on Costing for 
Decommissioning of Nuclear 
Installations and Legacy 
Management (EGCDL) 

Expert Group on Holistic Process 
for Decision Making on 
Decommissioning and Management 
of Complex Sites (HDCS) 

Joint Project 
(CPD) 

圖二、RWMC 和 CDLM 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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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6-2018 年的除役低放射性物質和廢棄物優化管理任務組 (TGOM)  

(3) 2015-2017 年的運轉期間和最終停機後除役準備任務組 (TGPFD) 

(4) 2013-2015 年的核子場址復原任務組 (TGNSR)， 

(5) 2011-2017 年的輻射特性和除役任務組 (TG-RCD)。 

除役和拆除工作組 (WPDD)是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 (RWMC) 之前的工作

組，除役和拆除工作組的成果報告與除役和遺產管理有關。  

N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RWMC）成立於 1975 年，是一個國際委員會，

由來自 NEA 國家的監管機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和除役組織、決策機構和研發機構的

高級代表所組成。RWMC 支持會員們根據最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對所有類型的放射性

廢棄物進行安全和經濟的有效管理。RWMC 提供了一個中立的論壇，方便政策制定

者、監管者和執行組織討論共同關心的問題，並製定最佳做法和可行的解決方案以滿足

參與者的不同需求。 

CDLM 和 RWMC 的會員包括 NEA 會員國、歐盟委員會與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則為觀察員加入委員會。CDLM 採用整體和持久永續的方法來處理除役和遺產管

理，而 RWMC 採用整體和持久永續的方法來處理所有階段的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問題。 

CDLM 和 RWMC 均在立法、組織和監管的框架下，考慮環境、經濟和社會等三個方

面，根據各自的整體方法有系統地進行其活動。 

NEA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和除役部門 (RWMD,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and 

Decommissioning) 支持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進行國際同行評估並提供專家意見，以

確保在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採用監管和技術上的最佳做法。同時亦支持核子設施除役和

遺產管理委員會進行國際同行評估並提供專家意見，以確保在除役和遺產管理上採用最

佳監管和技術方法。 

CDLM 和 RWMC 各有上圖中工作組和小組以及專家組的協助以達成目標。

RWMC 的監管機構成員還參加了一個單獨的監管機構論壇 (RF)，經由該論壇來討論放

射性廢棄物管理方面的監管特定問題。RF 同時支持 RWMC 和 CDLM 在放射性廢棄

物管理以及核子除役和遺產管理方面接受監管挑戰。而利害關係人信心論壇 (FSC) 亦

同時支持 RWMC 和 CDLM 委員會。FSC 協助解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以及除役和遺

產管理相關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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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HDCS, Expert Group on Holistic Process for Decision Making on Decommissioning and 

Management of Complex Sites 

複雜場址除役和管理決策的整體過程專家組(HDCS)是由 NEA 核子設施除役和遺

產管理委員會於 2020 年 6 月首次成立，它是針對不同和不確定性的複雜場址進行決

策的國際交流與合作論壇。複雜場址除役和管理決策的整體過程專家組於 2021 年 12 

月 9 日舉行了全體會議，該小組在其即將發布的報告持續進展中，以描述複雜和遺產

場址除役的範圍。HDCS 曾舉行專題會議用以深入了解不同類型場址的三個會員國在滿

足提議範圍下所做的的決策過程，法國會員在專題會議開幕式上介紹了「替代能源和原

子能委員會」 (CEA,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排序大量核子設施同時拆除的方法，

並介紹產生最佳化的因素，再經由加拿大（Chalk River）和英國（Dounreay）介紹決策

過程的背景和影響決策過程的因素，更加彰顯專案會議的目的。這些例子連同小組成員

間的熱烈討論所收集的經驗，成了發展預期整體決策過程的基礎。同時 HDCS 還致力

於從識別到解決再到除役的整體進展以及復雜場址的持久永續管理提供指南。 

 

四、 EGRRS,  Expert Group on the Application of Robotics and Remote Systems in the Nuclear 

Back-end 

NEA 機器人和遠程系統在核後端應用專家組 (EGRRS) 隸屬於放射性廢物管理委

員會 (RWMC)，並支持核子設施除役和遺產管理委員會 (CDLM)。針對促進機器人和

遠程系統 (RRS, Robotics and Remote Systems)施行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除役和遺產管

理等方面，若國家層面和國際層面在製定策略方法時出現了問題和產生新問題，則由專

家組針對這些問題向會員國提供建議。 

專家組同樣支持 NEA 會員國更廣泛地應用 RRS，以促進科技知識的進步。該專家

組應促進參與者之間關於 RRS 開發和應用的訊息交流，並收集和分析參與者的意見。

專家組應研究有關 RRS 應用的主要挑戰和新出現的挑戰；確定影響 RRS 應用的主要

因素；安排確定因素並製定行動計畫以支持核後端計畫的發展，包括未來的進步型計畫

（例如進步反應器）。專家組建議會員們建立框架，以允許 RRS 在核後端領域得到更廣

泛的應用；按照自己的情況努力實現共同的方法和標準。對於 RRS 促進應用於可能用

戶的過程所開發和施行的通用程序、規則、標準等應予支持。 

在第一階段的工作中，EGRRS 將著重於世界上 RRS 應用情況，識別和分析影響

RRS 應用的因素，確認會員國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列出問題清單並在 RWMC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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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LM 聯席會議上報告。 

EGRRS 後續將製定並發布其建議，將製定必要的指導方針並提出實施建議。

EGRRS 開發的經驗和方法也可用於核後端以外的其他核能領域。 例如，核燃料循環

活動、核電廠的運轉和安全條款、放射化學企業、科學計畫等。 

 

五、 WP-IDKM, Working Party on Information, Data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和除役中最關鍵問題是知識、訊息和資料的管理。儲存庫的規

劃、構建和運行是長期的且會產出大量資訊。有關儲存庫的訊息、資料和知識必須能夠

提供往後許多代人們的訪問和了解。將訊息、資料和知識存檔和保存許多代的時間是所

有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自 2019 年以來，NEA 會員國的國際專家解決了這些問題。 

NEA 的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委員會 (RWMC) 成立了訊息、資料和知識管理工作組 

(WP-IDKM)，以檢查訊息、資料和知識的管理。自 2019 年以來，工作組召集了來自 

11 個 NEA 會員國和歐盟的 26 個組織的專家。工作組的主題則包括了安全問題、知識

管理、資料和訊息的歸檔和保存等等。 

WP-IDKM 提出了管理放射性廢棄物和處置庫訊息和資料的標準化方法，為減少

這一代開發者將隱性知識丟失的風險，工作組亦嘗試去找出解決方案。WP-IDKM 工作

組目的是在確保 RWMC 會員國能採行良好做法，讓最終的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庫能實

現。 

針對所有類型的放射性廢棄物的管理，RWMC 的願景是製定持久永續的策略。

WP-IDKM 工作組的成果能幫助會員國調整可行的解決方案以成功完成最終儲存庫。 

 

六、 從 CPD 得到的好處 

CPD 的目標是從各種不同除役計畫的執行中獲取訊息並分享運行經驗。除役計畫

可能分享受議論的一般危害或廢棄物議題，但是各個設施都有其獨特的建造、運轉、事

故和維修的歷史，故除役計畫不可能完全一樣，但是長久以來基本的策略、事件的順序

和方法論也都已經進化，計畫當中若有隱藏的錯誤是可以被指認出並且避開。從各種不

同計畫的回饋，顯示出計畫在執行方面有很多共同點。 在計畫的回饋基礎下，提供準

確資訊使計畫規劃系統和資料庫可以持續改進，並改進成本、進度、安全和環境影響方

面的效能。 

除役趨勢正持續發展中的，例如大型組件拆解，除役順序許可相對於總括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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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將機器人利基應用相對於一般使用等。最近放射性廢棄物減量最受關注，例如將金

屬和混凝土組件作為普通廢棄物或用於回收再利用，策略是經由輻射特性調查、除污和

釋放的計劃的強化，隨著處置成本的不斷攀升，特別是在多年之後才有處置設施的情況

下，該策略已被證明具有成本效益。許多計畫已包含中期儲存設施以及廢棄物處理設施

的設計和建造，經由大型組件的切割後再進行除污和外釋，以達到放射性廢棄物減量。 

CPD 計劃曾討論過下列議題: 

(1) )立即除役與延遲除役。大都多數新計畫採用立即除役而且當初選擇延遲除役的

計畫正在推翻其決定。 

(2)除役計畫，規劃是計畫的基石，可以成就計畫也可以破壞計畫，30 多年的除役

經驗基礎提供規劃的資訊。 

(3)中期廢物儲存設施，由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可用性的不確定性，許多計畫包

括建設中期廢棄物儲存和處理設施。 

(4)大型組件移除，越來越多的計畫選擇“整體”移除大型組件，並將它們分段並包

裝於廢棄物容器中，存放圍阻體外的單獨設施。 

(5)人工與遠端（機器人）拆解，遙控設備和機器人技術在除役行業中仍然發揮著非

常重要的作用，但現在的重點放在特定應用上，而不是一般的整體應用。 

(6)實物模型/測試，現代 3-D 雷射影像/CAD 系統可用於模擬整個拆解場景，包括物

料撤出的各種動線。 

(7)廢棄物減量（回收/再利用），最近證明高達 90% 的受污染混凝土結構可以清潔

和外釋。 

(8)計畫管理，成功的關鍵是徹底和準確地規畫計畫，需要一個非常詳細和精確的合

同規範，並對計畫執行進行仔細審查和控制。 

上述的 8 項好處可以應用於一般層面上。此外，還有許多計畫上的特定問題被攤

開來，經常在 TAG 會議上討論並解決，並透過 TAG 會議的結果進行個別互動。 

經過 25 年的運作，可以得出關於 CPD 具體計劃和一般國際合作的綜合結論如下: 

(1)CPD 已證實是有效合作和支持的基石，可以掌握除役計畫中的新挑戰。 

(2)CPD 努力避免差異並節省資金，幫助促進可靠的規劃、成本評估和安全。 

(3)CPD/TAG 的作業方法鼓勵會員之間開放分享經驗和想法。 

(4)監管機構、執行者和國際標準組織之間的加強對話是必要的。 

(5)在國際研討會、會議上，尤其是在 CPD 內傳播最佳做法和共享訊息，已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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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掌握除役新挑戰有效合作和支持的良好基石。 

(6)持續的國際合作對於迎接未來除役方面的挑戰很重要。 

肆、 心得及建議 

一、 心得 

⚫ CPD是科學和技術訊息交流國際合作計畫，結合幾個積極執行或積極計劃核子設施

除役的組織。 CPD 計畫於 1985 年啟動，將核子設施除役運作經驗中對於當前和

未來計畫有用的訊息用以交流和共享為目標。每年年底CPD 經營階層會議在法國

巴黎附近的 NEA 總部舉行，CPD 經營階層會議係提供各CPD會員管理階層之交流

平台，就除役計畫策略與管理議題進行經驗交流。 

⚫ TAG 主席意識到了參加TAG會議的成員年輕化而且是生面孔，提出訓練班的構想，

針對資淺的或剛接觸除役的人員規劃為期 1週的專業訓練。訓練班尚未成形，不過值

得注意其走向，若訓練班成立時應派年輕人員參與訓練，再以種子教師在公司內辦理

除役訓練課程。 

⚫ 為了利用 CPD 累積的除役知識和經驗，在 NEA 網站上創建了一個名為 TAG 知

識庫的資料庫，以允許 CPD 成員輕鬆訪問 CPD 反應器計畫和燃料設施訊息。 該

資料庫將根據 CPD 會員在 TAG 會議期間共享的資料不斷更新並維護。只要登入

帳號和密碼，就可上TAG 知識庫下載有興趣的簡報研究，以拓展視野增進除役知識。

在知識管理主題開始風行時，運轉期間電廠就建構了運轉知識管理，有利於運轉人

員查詢資料，如閥位置圖、程序書、防火區等等的各種整合資料。在會議上也看到

要建構除役知識管理，或許運轉知識管理可以思考轉進成為除役知識管理，藉以分

享除役的知識。 

⚫ 機器人大家都很熟悉，大家所認知的應該是下什麼指令機器人就依照指令動作，例如

組裝車輛的焊接機器手臂，搬運組件的機器手臂等等。然而，The NEA Expert Group on 

the Application of Robotics and Remote Systems in the Nuclear Back-end (EGRRS)所要開發的

機器人是屬於具有智慧的機器人，例如切割一段管路，機器人會先掃瞄物件後再進行

切割的分析，最後依照分析結果執行切割。未來高輻射劑量的作業就可利用AI機器人

以降低作業人員的輻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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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 

⚫ CPD MB會議中， 簡報中都有說明 CPD MB 和 TAG 下次會議舉行時間。明年的

CPD MB 會在 2023 年 11 月舉行，地點仍先規劃在法國巴黎 NEA 辦公室。明年

的TAG 73會議是在  2023 年5月舉行，主辦是英國的Sellafield 公司，實地參觀

Sellafield，而 TAG 74會議則在 2023 年10月舉行，主辦是日本國的中部電力公司

(Chubu Electric Power Company)，實地參觀濱岡核電廠(Hamaoka Nuclear Power Plant)。

由於下次會議時間都已確定，故應提早安排規劃出國參加會議的人選及行程。 

⚫ 由於2024年的TAG會議主辦國尚未確認，TAG主席也詢問台電公司何時可以主辦

TAG會議，我們現場也表達應不會申辦2025年前的TAG會議。TAG會議有個趨勢，

就是要會員國輪流來主辦，所以，當核一廠爐心核燃料可以移出時，應提早因應並

準備在台灣主辦TAG會議的可能。 

⚫ CPD MB 主席希望會員們能夠儘量參加會議以支持 MB會議，並想了解會員們的真

正需求，會議決議下一次 CPD MB 會議時請與會者準備兩張投影片，介紹會員自

己的除役活動相關資訊。故下次與會人員應提早準備兩張投影片的簡報。 

⚫ TAG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會議期間會參觀主辦國的現場，並公開交流除役經驗的

例子，以造福所有會員。為了解最先進的除役資訊應持續參加會議，惟會員是以電

廠除役計畫申請，故核二廠應考量以國盛除役計畫加入，每年費用為3000歐元，在

國際TAG會議亦可簡報分享國盛電廠除役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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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第 41 屆 CPD MB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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