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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福島第一核能電廠核子事故，並造成放射性物質

外釋，嚴重影響居民生活與周遭環境；事故後我國參考福島事故經驗回饋，辦理

國內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體制全面體檢方案，重新檢視並強化精進核子事故應

變整備相關作為，以期能從源頭減災、整備耐災至應變抗災，全面強化核子事故

應變機制，精進核安演習規劃亦為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環。 

我國與日本在地理環境與天然災害上有許多相似之處，日本防災機制及規劃

一直是我國很好的借鏡與參考，近年來我國和日本於辦理核子事故演習時，均透

過國際交流方式，邀請世界各國代表觀摩年度核子事故演習，今(112)年度我國辦

理核安第 29 號演習時，邀請日本代表 3 名前來觀摩，112 年 10 月日本擇定新潟

縣的柏崎刈羽核能電廠辦理年度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練，亦邀請我國前往參與觀摩，

期透過交流過程相互砥礪學習，精進核能電廠各項強化措施及檢視核子事故相關

民眾防護及應變機制，以守護我國民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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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國目的  

  臺灣和日本皆為位於海上的島嶼國家，也面臨類似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災害風

險，包括地震和颱風。正因如此，日本的防災體系和應變機制都是可以借鏡的對

象，藉此提升我國的災害應變能力。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東北地區遭受了一次

規模 9.0 的大地震和海嘯襲擊，這次事件導致福島第一核能電廠全廠停電，引發

了嚴重的核災事故，對當地居民和環境造成了巨大衝擊，並造成大規模的疏散，

以及民眾需要採取防護措施來應對輻射風險。為了強化核災應變方面的能力，我

國參考了福島核災的經驗，於 2012 年 8 月完成了《國內核能電廠現有安全防護

體制全面檢討方案》，以精進我國核能電廠的抗災能力和應對機制，以應對潛在

的核災情境。 

此外，我國也積極參與國際交流，加強核能電廠的應對和備案機制。日本自

2016 年開始邀請臺灣代表前往觀摩核災演練，這些演練包括 2016 年的北海道泊

電廠、2017 年的九州玄海核能電廠、2019 年的島根核能電廠和 2022 年的美濱核

能電廠。同樣地，我國也邀請了日本代表觀摩台灣的核安演練，以相互檢視和學

習，從而提高核災應變和應對的能力，達到國際交流的目的。2023 年台灣再次受

到日本內閣府的邀請，前往觀摩位於新潟縣柏崎市的柏崎刈羽核能電廠的原子力

綜合防災演練。 

本次的綜合防災演練與我國的核安演習類似，參與單位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

機構、私人部門、相關機構以及核能電廠業者。演練範圍包括兵棋推演和實兵演

練，涉及一般民眾的輻射清消作業、疏散收容演練、無人機輻射監測，以及柏崎

刈羽 Off-site Center 原子力災害現場應對總部的運作。行程還參觀了日本原子能

規制委員會的緊急事態中心。在觀摩行程結束後，並與日本內閣府和原子能規制

委員會等官員一同參加了座談會，進行了意見交流和分享觀摩心得。本次實地參

觀和觀摩活動讓我們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核災應變機制和演練規劃，這將有助於

審視和精進現行的核災應變和演練規劃，以進一步強化和完善我國的核災應變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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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行程 

本次出國行程含往返共計六日，行程表如表 1: 

表 1、本次觀摩行程表 

日期 行程內容 

10 月 26 日 
去程 

(台北松山機場→日本東京羽田機場→新潟縣柏崎市) 

10 月 27 日 
1. 參加演習觀摩前說明會 

2. 參訪輻射防護設施：高濱社區中心 

10 月 28 日 

演習觀摩： 

1. 海運疏散作業：海上保安廳及海上自衛隊 

2. 新潟縣廠外應變中心開設 

3. 無人機空中輻射監測 

4. 柏崎刈羽核能電廠廠內應變作業：熱交換作業、噴水作業 

10 月 29 日 

演習觀摩： 

1. 暫時集結點演練：高田社區中心 

2. 疏散車輛及人員輻射偵檢 

3. 疏散中繼站與室內掩蔽設施觀摩 

4. 收容所演練 

10 月 30 日 
1. 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緊急應變中心 

2. 參加內閣府與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10 月 31 日 
回程 

(日本東京羽田機場→台北松山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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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過程紀要 

    日本 2023 年原子力綜合防災演習(Nuclear Energy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國

際觀摩於 10 月 27 日至 30 日間舉行，詳細行程如附件 1。 

    行程首日先於柏崎市産業文化會館辦理行前說明簡報，由日本原子力規制委

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及內閣府官員，分別說明日本針對核子事

故應變組織的分工與規劃，以及本次觀摩行程解說；接續 28、29 日為廠內及廠

外觀摩行程，由日方內閣府主導，安排國際觀摩團以遊覽車方式走訪各個觀摩站

點，並安排有解說人員引導說明；最後一日安排於東京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觀摩行程最後於內閣府進行交流會議。以上 4 日行程均安排英語口譯人員隨行，

並透過隨身耳機聽取翻譯，以獲取良好解說品質。 

    本次演習國際觀摩團除我國外，還有美國、法國、新加坡、英國、印尼、菲

律賓等國家代表參加，共計 19 人(如表 2)；我國代表團計 3 人參與，分別由核能

安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保安應變組及基隆市消防局派員。 

 

表 2、國際觀摩團簡介 

國家 參與人員機構 

美國 能源部國家核子保安總署(Department of Energy/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DOE/NNSA)、美國駐日大使館 

法國 放射線防護與核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Radiation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IRSN)、法國電力公司(Électricité de France, EDF)、法

國駐日大使館 

新加坡 內政科學技術局(Home Tea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 HTX) 

英國 英國駐日大使館 

印尼 印尼駐日大使館 

菲律賓 菲律賓駐日大使館 

我國 核能安全委員會、基隆市消防局 

 



4 
 

一、日本核災應變體系說明 

日本針對核子事故應變組織的分工與規劃，以下分為緊急應變計畫區劃分

及應變時序兩個方面，說明如下。 

在緊急應變計畫區劃分方面，日本參考國際原子能總署建議，劃定有距離

電廠 5 公里範圍內的 PAZ(Precautionary Action Zone)及距離電廠 5 至 30 公里範

圍的 UPZ (Urgent Protective Action Planning Zone)兩個緊急應變計畫區；在應變

時序方面，核子事故發生時，首先係依電廠事故狀況判定核子事故類別，並依

據緊急行動基準(Emergency Action Level, EAL)執行相對應的民眾防護行動，在

放射性物質外釋後，再依實際測量到的輻射劑量率對照日本訂定的操作干預基

準(Operational Intervention Level, OIL)採行民眾防護行動之建議。另有關劑量評

估系統，考量在 2011 年福島事故中該系統未能及時發揮功效，日本迄今未將

其納入民眾防護行動的執行依據中。 

綜合敘述，日本在 EAL 規劃方面，當事故發展至緊急戒備事故時，會透

過戶外廣播、廣播車、新聞資訊及手機訊息呼籲遊客返家、民眾進行室內掩蔽；

若事故進展至廠區緊急事故，將進行 PAZ 內弱勢族群預防性疏散；若事故進

一步發展至全面緊急事故，將疏散 PAZ 內一般民眾。 

後續民眾防護行動規劃，則係依放射性物質外釋狀況，對照 OIL 執行各項

輻射偵測、檢測以及撤離作業執行疏散，相關機制說明如圖 1。 

 

圖 1、日本核子事故應變機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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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演練電廠介紹 

日本係依據「原子力災害對策特別措施法」辦理防災演練，本次擇定新潟

縣之柏崎刈羽核能電廠(Kashiwazaki Kariwa NPS)及鄰近區域舉辦，該電廠由東

京電力公司經營，和福島事故中的福島第一核能電廠為相同經營者。柏崎刈羽

核能電廠廠內共有 7 部機組，其中 1-5 號機組為沸水式反應爐(Boiling Water 

Reactor, BWR)、6 號機及 7 號機為進步型沸水式反應爐(Advanced Boiling Water 

Reactor，ABWR)，自 1985 年 9 月起陸續商轉，總發電量為 821 萬 2 千千瓦。

2011 年東日本大地震後，因應日本政府政策，該電廠所有機組均以定期檢修和

安全改善的名義停止運作，後續的安全檢查均未能通過原子力規制委員會審查，

截至本次觀摩前，該電廠沒有機組成功重啟運轉。 

柏崎刈羽核能電廠 PAZ 範圍涵蓋有新潟縣之柏崎市與刈羽村，人口數為

18,921 人；UPZ 範圍則包含新潟縣內的七市一町(柏崎市、長岡市、小千谷市、

十日町市、見附市、上越市、燕市、出雲崎町)，人口數為 408,132 人；上述之

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及居住人口如圖 2 所示，合計約 42.7 萬人。 

本次演練情境設定為新潟縣上越市糸魚川海岸附近發生地震，受地震影響，

柏崎刈羽核能電廠 7 號機組緊急停止運轉，又因設備故障導致反應器冷卻功能

喪失，進入全面緊急事故。 

 

圖 2、柏崎刈羽核能電廠應變計畫區範圍及居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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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訪輻射防護設施：高濱社區中心 

高濱社區中心距離核能電廠約 4 公里，主要可提供 PAZ 內無法自行疏散

的民眾進行暫時避難收容，可收容人數 65 人；平時則做為當地居民的活動遊

憩空間，不定期舉辦各項活動，包含烹飪、插花等，由當地自願者輪流值勤與

維護。 

當災害發生時，設施內備有 24 小時不斷電系統(柴油發電機)、氣閘艙

(airlock)、雙入口門、以及約 3 天份的食物飲水，並設有空氣過濾裝置，可將外

來空氣先進行過濾，去除灰塵、放射性碘、放射性銫等物質後，以提供乾淨空

氣。現場介紹人員表示，目前設施內尚未備有輻射偵檢儀器及人員劑量計。 

 柏崎刈羽核能電廠周遭 PAZ 內約有 17 個類似場所，共可收容 2,212 人。 

  

圖 3-1 空氣過濾裝置 圖 3-2 食物飲水 

圖 3、觀摩高濱社區中心輻射防護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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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兵棋推演：新潟縣廠外應變中心演練 

日本原子力防災綜合演練，是結合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同步實施，其中新

潟縣廠外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 OFC)位於柏崎市原子力緊急預備中心，距離

核能電廠約 7 公里處(依日本法規規定應設置於距核能電廠 10 至 30 公里範圍，

但因該中心於原子力法規制定前建立，故實務上此項未能符合現行法規要求)。 

OFC 主要工作為應變災害狀況，依電廠事故進程，於異常事故階段時就由

NRA 地區辦公室同仁進駐，廠區緊急事故時開設原子力事故合同現地對策本

部，由內閣府負責核災的副大臣進駐擔任指揮官；全面緊急事故升級為原子力

災害現地對策本部，亦由內閣府副大臣擔任指揮官，並有更多部會單位進駐。

觀摩當日進駐人員超過 250 人，組成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緊急監測中心

(Emergency Monitoring Center, EMC)、消防、警察及相關組織等，其內部空間配

置如圖 4。現場依配置區塊顏色區分各任務分組，進駐人員須穿著相對應之顏

色背心，現場視訊系統可與原子力對策本部、新潟縣縣廳、柏崎市役所及刈羽

村役場等單位同步進行連線，說明最新的狀況及接收上級指令下達(例如全面

緊急發布、民眾撤離及服用碘片等內容)，並可向上級請求支援事項，當天亦現

場連線日本首相發布緊急事態宣言，呼籲民眾撤離及服用碘片。 

該建築除作為新潟縣核子事故應變中心外，亦是新潟縣輻射偵測中心

(Radiation Monitoring Center, RMC)和柏崎刈羽 NRA 地區辦公室所在地，為避免

斷電，該建築於戶外規劃有柴油發電機室，作為緊急供電使用；另因為 OFC 空

間不足，當地政府於旁邊的柏崎地區振興局 3 樓規劃進駐人員休息空間，設置

60 個床位，以利輪班進駐作業順利進行。總體而言，該廠外應變中心的功能類

似我國的核子事故地方災害應變中心、前進協調所、輻射監測中心三者整併，

功能較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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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廠外應變中心現場演練狀況 圖 4-2 工作區域平面配置圖 

  

圖 4-3 日本首相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圖 4-4 食物飲水採樣演練 

圖 4、新潟縣原子力災害現地對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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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廠內演練觀摩：柏崎刈羽核能電廠 

觀摩首日(28 日)即赴柏崎刈羽核能電廠進行廠內觀摩，電廠保安程序森嚴，

電廠周圍設有鐵刺網、攝影機，入口一車道配置 2 名警衛，出口一車道配置 1

名警衛，針對進出電廠的車輛及人員進行檢查，外賓進入電廠需詳細查核行李

及身分證件才可進入電廠。本次國際觀摩團雖然事先已填具入廠申請表並提供

護照資料，當日入廠時保警仍針對入廠人員進行嚴謹審查，程序包括以下：  

(一) 2 名警衛上車，提醒入場不可攜帶尖銳物，若有攜帶攝錄影裝置(如手

機)必須全數關機。 

(二) 逐一檢查護照，比對入廠申請資料，並請每個人拿下口罩確認是否為同

一人，確認完畢後發放入廠證。 

(三) 逐一檢查手提包及後背包，確認未攜帶違禁品。 

在經歷 50 分鐘的保安檢查後，觀摩人員始得入廠，當日廠內演練觀摩項

目，包含熱交換作業及噴灑水霧作業。熱交換作業主要係利用大容量送水車將

反應爐內無法排放之熱水抽出，並注入冷水幫助反應爐降溫；另噴水作業主要

係利用加農水砲，由工作人員人力操作水柱方向進行噴水作業，目的是為了利

用水霧促進外釋放射性物質的沉降，從而降低放射性物質擴散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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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廠外觀摩：暫時集結點演練(高田社區中心) 

日方在全面緊急事故階段，會在放射性物質外釋前疏散 PAZ 地區的民眾，

UPZ 的民眾則會視 OIL 的結果決定室內掩蔽或疏散。其中無法自行離開的民

眾可前往暫時疏散點(temporary meeting place)搭乘巴士，功能類似我國的集結點。

暫時疏散點設於距核能電廠 PAZ 5 公里外的地點，附近居民透過電視、手機等

方式接收到撤離訊息，附近居民可以到此集合搭乘撤離專車進行疏散。 

高田社區附近一帶規劃有 15 處的會面點，本次觀摩參訪之高田社區中心

會面點可容納約 100 位居民到此集結，居民抵達時首先進行報到檢錄登記資

料，除紙本作業外，因應電子化作業普及，居民亦可掃描 QRcode 進行個人資

料輸入。報到時即會發放 1 日份的碘片(為避免民眾誤食，本次演練以糖果代

替)、碘片服用說明與注意事項及礦泉水，碘片服用時機與我國做法一致，即俟

政府通知才能服用，提供的礦泉水即供民眾可在收到服用通知時立刻服用。居

民在完成報到手續後，便到室內稍作休憩，等待疏散專車到此接駁。 

  

圖 5-1 暫時集結點告示牌 
圖 5-2 人員報到檢錄、發放碘片及 

說明服用注意事項 

  

圖 5-3 民眾等待疏散接駁車輛 圖 5-4 運用 QRcode 進行人員檢錄 

圖 5、高田社區中心暫時集結點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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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廠外觀摩：海運民眾疏散作業(海上保安廳與海上自衛隊)  

海運疏散主要是用於無法自行疏散的住民，在前往暫時集結點集合之後，

會由巴士載往預計疏散陸海空交通工具處所，以海上運輸而言，本次觀摩即展

示了兩種量能的疏散工具：海上保安廳(Coast Guard)的巡邏艇與海上自衛隊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的登陸艇。 

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艇疏散演練地點位於柏崎港，該巡邏艇輸運量能約為單

次 100 人，可見到現場應變人員預先穿著防護衣，但此時應尚未有放射性物質

外釋。海上自衛隊演練地點位於柏崎中央海水浴場，所使用的是氣墊登陸艇

(Landing Craft Air Cushion, LCAC)，不須依賴港口，沙岸即可進行登陸作業，機

動性高；但每艘登陸艇僅能裝載 30 人左右，輸運量能較小。 

  

圖 6-1 海上保安廳巡邏艇 圖 6-2 海上自衛隊氣墊登陸艇 

圖 6、海運民眾疏散作業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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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廠外觀摩：疏散車輛人員輻射偵檢 

本項演練地點為直江津風車公園停車場，功能類似我國的防護站，所有自

PAZ 疏散離開的車輛均會被引導至此處進行輻射偵檢，以確認無輻射污染。被

引導進入的民眾及貼有車輛檢查證的車輛，首先會由應變人員利用輻射偵檢儀

器針對指定處(例如：雨刷)進行輻射污染偵測，這個部分和我國直接以門框偵

檢器確認車輛是否有污染的作法上有所差異，使用門框式偵檢儀器較為快速、

也可減少人力資源，但人員偵檢的方法雖然耗時，但結果可能較為仔細。   

針對居民車輛偵檢部分，以 OIL4 為檢測標準(距離皮膚數公分劑量值為 

40,000 cpm)，偵測結果若顯示車輛放射性活度超過 40,000 cpm，將由軍方以乾

除污法對車輛進行簡易清消，並對車上乘客進行抽樣偵檢，檢查特定部位(例

如：鞋底)，若乘客抽樣結果也超過 OIL4，則全車乘客都必須進行偵檢，超過

40,000 cpm 的人員則需進行進一步全身除污作業。完成整套偵檢流程後，車輛

離開前最後一站是由專人發放碘片，若未能從家內攜出碘片之民眾可以現場領

取碘片，並發放車輛檢查通行證，後續至收容所時須出示該通行證，車輛才能

獲准進入。 

  

圖 7-1 車輛輻射偵檢 圖 7-2 車輛除污 

  

圖 7-3 人員輻射偵檢 圖 7-4 發放碘片與說明使用方式 

圖 7、人員車輛輻射偵檢除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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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廠外觀摩：疏散中繼站與室內掩蔽設施 

本項演練項目所在地為新潟縣上越市的頸城地區公民館(Utopia Kubiki 

Hope Center)，此為新潟縣上越市居民自行駕駛車輛及搭乘撤離專車前往收容

所的中繼站，進入中繼站的居民會引導至 2 樓進行安置，等待進一步指示再行

前往收容所避難。場所內僅有簡易安置設施，不具收容功能，並設有免費 Wifi。 

另本次演練當中，柏崎市居民中繼站雖非位於此處，惟仍配合演練到此中

繼站參與演練，居民進入中繼站後將會依所屬城市分別進行報到與安置。 

 

  

圖 8-1 進入中繼站後分區進行安置 圖 8-2 場所內設置有免費 wifi 

圖 8、疏散中繼站與室內掩蔽設施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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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廠外觀摩：收容所演練  

收容所演練項目位於新潟縣的三和保健中心(Sanwa Ward Health Center)，

主要為新潟縣柏崎市居民的災害避難所，可容納約 150 人，並備有 7 日收容量

能。本次演練的高田社區居民於接獲疏散通知後，可自行開車或搭乘撤離專車

到此收容所進行避難，工作人員會依事先彙整的自行駕車疏散名冊進行清點，

名冊包含居民的姓名、性別、年齡、緊急連絡電話及車牌號碼等資訊。 

自行駕駛車輛前往的居民，車上須持有完成人員車輛污染檢查證明的通行

證方能進入，證明文件包含車輛檢驗證明(每車 1 張)及居民檢驗證明(每人 1

張)；當日館外並設有人員全身輻射偵檢車，針對未事先進行車輛污染檢查的

民眾，須先上車進行偵測確認無放射性物質污染，始能進入該設施。 

  

圖 9-1 人員全身輻射偵檢車 圖 9-2 車輛及居民檢驗證明 

圖 9、收容所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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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廠外觀摩：無人機空中輻射監測  

2011 年福島事故造成放射性物質外釋，當時有許多地區遭受放射性銫的

污染，促成了日本發展無人機來進行輻射監測。本項演習主要展示了三款空中

無人載具，其在飛行高度、飛行時間、負重能量都有所不同(如表 3)。   

觀摩當日因雨勢過大，故僅有二台執行輻射偵測作業，監測到的輻射劑量

可直接回傳至後台，地面操作人員可同步將資料上載至新潟縣環境放射監視網

站，以供民眾上網查詢。 

經詢問操作無人載具的專業執照規範，日方表示相關要求主要係針對買賣

無人載具的廠商，對於使用者並無特殊要求；此外，日方允許直升機及無人載

具同一個空域內同時飛行，此作法與我國法規有異(我國法規禁止直升機及無

人載具同時飛行於同一個空域)，其安全措施為限制各自的飛行高度(離地面高

度 150 公尺是無人機飛行高度上限)，以避免撞擊事件的發生。 

表 3、日方無人機功能展示比較表 

 無人駕駛飛機

(unmanned airplane) 

無人駕駛直升機

(unmanned 

helicopter) 

無人機 

(drone) 

   
型號 Penguin C FAZER G2 M300RTK 

飛行時間 1,200 分鐘(20 小時) 90 分鐘(1.5 小時) 55 分鐘 

負重 5 公斤 25 公斤 2.7 公斤 

特色 飛行時間長 負重大 機動性高 

  

  

圖 10-1 無人機執行空中輻射監測 圖 10-2 輻射劑量即時回傳處置 

圖 10、無人機空中輻射監測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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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參訪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緊急應變中心 

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辦公室位於東京都六本木，2011 年福島事故發生前，

日本核能電廠的管制作業分散在內閣府、經濟產業省以及文部科學省；福島事故

後，為整合原子力管轄權責，並強化核安監管的獨立性，在 2012 年 9 月成立了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直接隸屬於環境省。作為一個獨立機關，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負責日本全國的核能安全管制、核子保安及核子保防等業務，角色與我國核能安

全委員會類似。規制廳轄下派駐各電廠據點的事務所，則直接監管電廠保安、主

導電廠年度演習規劃以及電廠防災計畫的審查工作。 

原子力規制委員會 3 樓為其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中心 (Emergency Response 

Center, ERC)，負責監管核能電廠運轉參數及全國環境輻射偵測即時資訊，確保電

廠運轉正常及環境輻射安全，其功能類似我國核安會之核安監管中心。平日白天

該辦公室有一般職員出入，無專責輪值人員；夜間及假日則由 4 人進駐輪值。在

收到電廠異常通報、或電廠所在區域發生五級以上地震時，將召回人員成立 ERC。 

ERC 作業場所分為廠內應變中心(on-site center)和廠外應變中心(off-site center) 

2 個作業區，廠內應變中心作業區負責事故發生時追蹤掌控廠內狀況，可與日本

各核能電廠及相關單位進行視訊連線；廠外應變中心作業區則是負責處理和地方

災害應變中心相關作業事項，事故時也可隨時與各地方政府進行視訊連線，討論

即時狀況和應變決策，簡易配置圖如圖 11。(註：ERC 內全面禁止飲食與攝錄影) 

           
圖 11、ERC 簡易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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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參加內閣府與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本次觀摩最後一個行程為參與日本內閣府辦理之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該

會議由內閣府原子力防災事務局(Nuclear Disaster Management Bureau)局長主持，首

先由內閣府針對本次演習進行回顧與總結簡報，再請國際觀摩人員就演習提出建

議。會議情形如圖 12。 

本會同仁於總結會議時首先感謝日方的邀請，續詢問日方是否有考慮於民眾

防護行動決策中恢復採行劑量評估系統、以及是否考量過參考國際情勢在事故情

境設定中加入戰爭元素。日方回復，因日本先前使用的的劑量評估系統(SPEEDI)

在福島事故時使用操作上遇到很大困境，因此目前民眾防護行動決策仍是以 EAL

和 OIL 為主，暫不考慮恢復使用劑量評估系統；至於情境設定部分，因演習目前

是著重於演變至全面緊急事故後廠內外的應變作為，因此在情境設定上尚未考慮

到戰爭或反恐的部分。 

其他各國代表提出的議題還包括：碘片發放的政策與服用劑量、如何量化評

估演習成果民眾對於演習的想法或建議等；再由日方針對問題逐一請對應權責人

員回應說明，其中碘片的服用劑量和我國相同，發放政策則是在集結點、防護站

等場所方才進行發放，有別於我國係預先發放予民眾 2 日份、另外 2 日份由地方

政府進行保管之作法；評估演習成果的方式則是聘用評核委員和針對民眾發放問

卷，這部分和我國類似。 

各國駐日大使館代表關心議題則偏向：核子事故警報發放時是否能涵蓋到外

籍人士、日本政府何時會正式通知撤僑、以及集結點和收容所是否能接收外籍人

士等。日方回復，目前的民眾防護措施並未特別區分日本本國民眾或外籍人士，

外國人亦可跟隨民眾一齊到集結點進行登記檢錄，並搭乘巴士疏散至收容所；至

於核子事故通知部分目前則是儘量作到媒體多元化(如透過廣播、電視、網路)，

在語言上則尚未能包括外文的防災訊息通知或疏散引導告示等，未來也會參考外

賓意見，研擬提供其他語言資訊的作法。 

    會議最後，主席感謝各國參與代表踴躍提供日本辦理演習的意見，有助於日

本持續精進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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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國際觀摩人員交流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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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得與建議 

一、日本與我國之比較 

以下彙整本次觀摩，日本與我國辦理核安演練的異同之處： 

(一) 緊急應變機制規劃方面 

    我國與日本在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劃方面，均採用 EAL

和 OIL，然而考量到 OIL 僅在放射性物質外釋時方能使用，且針對

核子事故後復原階段作為適用範圍有限，我國爰參考 IAEA 建議，

持續發展大氣擴散模擬系統與劑量評估系統，以使民眾防護行動決

策系統更全面完善。相較之下，日本在 2011 年福島事故後，因劑

量評估系統(SPEEDI)在操作上遇到重大瓶頸，迄今仍未採用該模擬

工具作為民眾防護行動決策輔助。 

(二) 兵棋推演與實兵演練辦理方面 

    在演習辦理方面，此次演習日方情境設定是由地震引發核子事

故，在交流會議時我方人員詢問是否考慮加入國際情勢(如戰爭)威

脅考量，日方表示目前暫無此規劃，但可納入未來參考。我國近年

(111 年、112 年)在規劃核安演習情境時，均因應國際情勢加入戰爭

元素，在情境想定方面上的考量比起日方更為周全。 

    本次演習日方規劃兵棋推演和實兵演練同步實施，相較於我國

分開辦理的方式，在時序上更有完整性，並可讓參與者熟悉決策面

及執行面的關聯性；缺點是必須動員大量人力物力，評核與觀摩動

線安排繁雜，投入成本規模龐大。依據日方統計，本次參與演習的

應變人力及行政人員近 4,000 人。 

    在觀摩疏散車輛人員輻射偵檢的演練項目時，發現日方針對車

輛的偵檢和除污是以人員手動偵檢為主，這和我國使用門框式偵檢

器和大型除污機具的作法有所差異。直接以門框偵檢器確認車輛是

否有污染較為快速、也可減少人力資源，日本以人員操作輻射儀器

相對較為耗時，但可針對車輛局部進行偵測除污，結果可能較為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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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另外，日本考量除污後產生的大量廢水難以處理，因此採行的

除污方式為乾除污，相較我國濕除污的方式可減少廢水產生，惟除

污效果待進一步研析。 

    透過本次觀摩可發現，日本的演練重點為全面緊急事故階段之

廠外民眾應變作業，我國作法則是強調超前部署。為避免核子事故

發生，已要求台電公司於必要時採行特定重大事故策略指引，執行

廢棄核子反應器設施應變措施，以確保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為第一優

先，因此我國核安演習實施重點，相較於日方偏重於緊急戒備事故

進程至廠區緊急事故時之應變。 

(三) 國際觀摩接待規劃方面 

    日方和我國近年來在辦理核安演習時，均會邀請各國前往觀

摩，透過國際交流相互學習，並藉以檢視我國機制與作法是否能與

國際接軌。在國際觀摩團接待規劃方面，日方作法和我國十分類

似，觀摩過程每日安排巴士在住宿點和演練項目之間接駁，並安排

人員於各站進行講解，說明演練當下事故發生時之應變措施及政府

組織運作方式；行前召開說明會簡報日方機制與介紹觀摩行程，觀

摩後安排有交流會議，提供各國發表心得與建議的交流平台。全程

均是以英語進行溝通和解說。 

二、建議事項 

(一) 本次觀摩日方的核安演習無論是演習規模或是演練情境設計及流程，

均與我國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樣納入兵棋推演及實兵演練兩個面向，

以及依核子事故發生時序演練。進一步分析，日方演練重點在於全面

緊急事故階段廠外的演練內容，並以日本在地居民為主，針對遊客及

外籍人士規劃較少，相較之下我國無論在警報發放、手機通知、告示

牌與宣傳單等資訊均注重多元語言的資訊傳遞，友善外語使用人士，

建議維持現行作法並持續精進。 

(二) 日方近幾年的核安演習情境想定均是參考 2011 年福島事故經驗，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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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引發核子事故為主，相較之下我國在演習情境想定上，參考地理因

素和國際情勢納入了海嘯、湧浪、火山、戰爭等多重元素，因此檢視

核能電廠在不同威脅下的安全性，建議未來在情境規劃方面持續保持

多元性。 

(三) 日本本次規劃實兵演練時，在部分項目是以不壓縮時序方式進行完整

演練，雖然會和當下的核子事故進程有所落差，但優點是讓應變人員

及參與民眾完整演練及熟悉整個過程；建議我國未來辦理實兵演習

時，也可參採此方式，採取單一項目完整演練。 

(四) 我國與日本在地理環境與天然災害上有許多相似之處，並且同為使用

核能電廠的國家，該國的核子事故應變機制、核安演習規劃、以及

2011 年福島事故後的處置經驗，都相當值得我國借鏡。近年來透過雙

邊演習上的國際觀摩交流，有助於精進核安演習之規劃，進一步強化

核子事故災害應變機制完整性，建議賡續派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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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柏崎刈羽核能電廠簡介及今年度廠內演練觀摩項目 

附件 6、柏崎刈羽核能電廠第 6、7 號機組強化措施 

附件 7、原子力規制委員會緊急應變中心介紹簡報 

附件 8、人員車輛輻射偵檢與除污作業示意圖 

附件 9、完成輻射偵檢後之車輛及人員通行證 

附件 10、徵求當地住民自願參與演練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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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inet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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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clear Disaster 

Prevention Drill 2023

October 27-29, Niigata, Japan

October 30, Tokyo

附件1 



2

Outline of the event

Schedule

Dates: October 27-29, 2023

Venue: Kashiwazaki City, Niigata Prefecture

Date: October 30, 2023

Venue: Tokyo

Program

◆Day 1 Friday, October 27
14:00-15:50  Briefing on Japan's Nuclear Disaster Prevention System, Itinerary, Q&A

16:20-16:40  Observation: Radiation protection facilities (Takahama Community Center)

18:00-20:00  Reception @ Restaurant Kappo Kamoshita (seated style)

◆Day 2 Saturday, October 28

08:30-08:50  Observation: Evacuation by Japan Coast Guard patrol boat (Kashiwazaki Port)

09:00-09:30  Observation : Evacuation by Maritime Self-Defense Force vessels, etc.

(Kashiwazaki Central Beach)

10:00-10:55  Observation : Response situation by the Local Nuclear Emergency Response 

Headquarters (Niigata Prefecture Nuclear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enter) 

11:20-11:50  Observation : Evacuation by Air Self-Defense Force rescue helicopter (Gendo Sports Park)

13:05-13:30  Observation: Radiation monitoring by drone (Kashiwazaki Central Beach)

14:00-16:00  Observation: On-site accident restoration training (Kashiwazaki Kariwa Nuclear Power 

Station)

◆Day 3 Sunday, October 29

08:30-09:00  Observation: Temporary meeting place (Takada Community Center)

10:00-10:40  Observation: Screening tests of evacuation (Naoetsu Port South Pier Green Park)

11:00-11:25  Observation: Operation of evacuation route and shelter (Utopia Kubiki Hope Center)

11:45-12:15  Observation: Evacuation center (Sanwa Ward Health Center)

16:00 Arrive at JR Nagaoka Station and go to Tokyo by yourself

No reservations have been made for dinner and hotel on this day in Tokyo. 

Please make your own arrangements.

◆Day 4 Monday, October 30
11:00-12:00  Tour of the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ERC

14:00-17:00  Workshop with CAO, NRA and overseas visitors

*Subject to change depending on the situatio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Meeting place (October 27, Briefing)

Meeting time and date: October 27 (Friday)

13:30 Gathering,  13:35 Chartered Bus departure

Meeting place: Bus will take you to the venue from Hotel New Green Kashiwazaki.

If you miss the gathering time, please come to the venue on foot.

Venue: Kashiwazaki City Industrial Culture Hall, 2F, Conference Room 2

2-2-45, Ekimae, Kashiwazaki, Niigata 945-0055, Japan

Hotel check-in time: 15:00~

Those arriving on this day are requested to leave their large luggage at the hotel before 

joining the tour.

Bus boarding point

We leave from here every day.

5 minutes walk from the 

hotel

Hotel New Green 

Kashiwazaki

Briefing room

Kashiwazaki City Industrial 

Culture Hall

2nd Floor, Conference Roo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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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s of Participation

Meeting place (October 30,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Meeting time and date: Monday, October 30, 10:45 a.m.

Meeting place: In front of the 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ear the entrance on the 1st floor of the Roppongi First Building)

1-9-9 Roppongi, Minato-ku, Tokyo, Japan, 106-8450

Access Information:

①Take the Namboku Line of Tokyo Metro to Roppongi Itchome station, N05. 

It takes four minutes to walk to the NRA headquarters from Exit 2.

②Take the Hibiya Line of Tokyo Metro to Kamiya-cho station, H05. 

It takes eight minutes to walk to the NRA headquarters from Exit 2.

Travel expenses

Travel expenses are to be borne by the participants. (Lodging and Transportation fee 

between your home country and Kashiwazaki City, Niigata Prefecture.)

Meals

The following meals will be provided by the Cabinet Office.

Dinner (reception): Friday, October 27

Lunch: Saturday, October 28; Sunday, October 29 ; Monday, October 30

We will accommodate your dietary restrictions as much as possibl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received in ad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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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check here for details.

https://www.mhlw.go.jp/stf/covid-19/kenkou-iryousoudan.html#h2_1

Japanese Border Measures

Currently, quarantine measures upon entry into Japan are as follows:

Emergency Contact

◎On or before October 26, 2023

Please contact us by e-mail.

E-mail: convention_itd@nta.co.jp (9:45-17:45 JST)

◎From October 27, 2023

Please contact us by e-mail or at the phone number below.

E-mail: convention_itd@nta.co.jp

Phone: SHIMBO Kiyomi (Nippon Travel Agency): 080-3939-5962

NIIOKA Terumasa (Cabinet Office): 090-1046-2210

Terms of Participatio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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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ID, clothing and personal belongings

Climate

◎During the Observation tour and the Reception 
Smart casual (chinos, jacket, sneakers, etc.)

Please wear comfortable clothes and walking shoes as there is a lot of walking during the tour.

Men do not need ties. Women are requested not to wear heeled shoes.

◎October 28 (Sat.) During the tour of the power plant
Please be sure to bring the same ID which you submitted when applying for the tour previously. 

You will not be allowed to enter the power plant on the day of the tour if showing a different I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power plant. 

Please wear long sleeved shirt, long pants and sneakers.

Need to wear a mask while visiting the power plant, so please bring your own.

The use of cell phones is prohibited in the power plant.

Eating and drinking are also prohibited in the power plant except in designated areas.

There are no restrooms on the observation route in the power plant.

Please board the bus with a minimum of personal belongings in one piece of hand baggage. 

(Travel luggage cannot be loaded on the bus).

Kashiwazaki

Tokyo

Kashiwazaki 10-Day Weather Forecast in October

Tokyo 10-Day Weather Forecast in October



Hotel Information

Hotel New Green Kashiwazaki

Address: 945-0055

1-3-8 Ekimae, Kashiwazaki City, Niigata Prefecture

TEL 0257-24-1111

FAX 0257-21-8111 

Type of guest room: 

Non-smoking single room (14㎡)

6,600 yen per night without meals

Check-in: 15:00

Check-out: 10:00

Breakfast: 6:30-9:30

940 yen per meal
*Price increased from October 1.

Facilities: Free Wi-fi 

Please settle the accommodation expenses at the hotel front desk upon your check-out.

(Credit cards are acceptable)

VISA, MASTER, JCB, DINERS, AMEX, UC, DC, SAISON, NICOS, UFJ

Accommodation in Tokyo

Please make your own arrangement of accommodation in Tokyo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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