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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壹、評鑑緣起與目的

一、依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以下簡稱總員額法）第 8 條

及中央政府機關員額管理辦法（以下簡稱員額管理辦法）

第 15 條至第 20 條規定，一、二級機關應每兩年評鑑所

屬機關人力之工作狀況及員額總數合理性，以確保機關

整體策略、未來業務發展狀況及員額合理配置目的之達

成，並作為預算員額調整依據。

二、復依行政院院長上任時指示，各機關應加強落實零基預

算，本撙節原則，確實檢視各項支出的必要性，同時充實

與深入瞭解各項計畫之目標定位，有效管控各項計畫之執

行進度與預算效能，並要求所屬提高行政效率，加強工作

績效管考。為期落實院長指示，並協助各機關落實執行歷

年員額評鑑結論，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依總員額法、員額管理辦法及行政院 106 年 9月 30 日院

授人組字第 1060058053 號函規定辦理本會所屬機關 107

年度員額評鑑並訂定本計畫，會同學者專家組成評鑑小

組，檢視各機關現有各項業務的必要性與效益性，以及業

務與員額配置間之適切性，並作為各機關人力規劃參據。

貳、評鑑日期、機關及成員

一、評鑑日期：107 年 2 月 21 日(星期三)。

二、受評機關：本會核能研究所(以下簡稱核研所)。

三、評鑑小組成員：

（一）學者專家：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潘特聘教

授欽、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林教授法正、國立

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陳教授銘薰、工業技術研究院

產業學院羅執行長達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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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會代表：邱副主任委員賜聰、綜合計畫處王處長重

德、核能管制處張處長欣、輻射防護處劉處長文熙、

核能技術處廖處長家群、秘書處楊處長進成、主計室

杜主任世萌、人事室李主任美惠。

參、評鑑發現

一、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核研所除一般輔助單位之外，設有10個業務單位、4

個輔助單位、1個專案計畫及4個中心，在人力運用

上，採專業、專案取向進行跨單位整合之矩陣式管理

模式運作，主要從事核能安全、核設施除役及放射性

廢棄物管理、輻射應用、新能源與再生能源，以及環

境電漿等5大研發領域、8項重點業務項目，自辦經費

總數近98%。該所任務包括：(1)核能安全及輻射防護

之研究發展；(2)原子能在醫療、生命科學、工業、

農業之應用；(3)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技術之研究發

展；(4)核能相關環境科學與技術之研究發展。此外，

該所亦被賦予3項政策任務，包括新能源及再生能源

科技研發、能源經濟與策略研究及接收處理全國醫農

學研界產生之低放射性廢棄物等。

(二) 核研所為從事原子能科技的國家研究機構，定位為國

家實驗室，過去的研究人力也大多是具國內外博、碩

士學歷之專業研發核能與輻射應用人才，自許為具國

際聲譽之研究機構。惟近年來，受到非核家園政策的

影響，不得不轉型為兼具新能源與再生能源技術研發

能量的專業研發機構，目前正配合組改(按：依107

年3月26日賴院長召開行政院組改待確認事項協商會

議決議，核研所為隸屬科技部之附屬研究機構)，調

整研發任務並改制為「能源研究所」。在轉型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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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重心之調整勢必帶來組織結構之調整；原部分核

能專業人才必須轉變為從事與其專業不相符合之研

發業務，其中部分業務已涉及非研發性質之商業化產

品的製造、加工、供應和推廣，如「原子能民生應用

技術移轉、服務與產品之製造、加工、供應和推廣 」、

「放射性同位素之研製、生產及推廣」等。

(三) 核研所定位為國家級研究機構，惟非關研究的業務單

位占用相當的員額，已模糊機關「國家實驗室」之角

色，有必要重新檢視未來機關之組織定位。又該所偏

向行政機關之組織形態，就其內部單位及工作職掌之

設置、人員進用及預算編列等，均較缺乏彈性運用空

間，可能影響其以研發為主之核心業務。

二、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核研所目前資訊化或委外項目計有核醫藥物委外運

送、平時考核與年終考績及績效評鑑、以及採購業務

等3項，該所另於計畫規劃、計畫執行、成果產出、

成果運用等階段建立多項管理機制與e化管理系統，

藉由線上資訊作業與電子流程控管，達到流程簡化、

縮短處理時間，並確保資料之正確與品質，並持續評

估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該所目前僅就非屬核

心或專業技術部分，以少量經費進行委外研究，俟研

發項目達到階段性成果後，再積極將技術技轉國內外

廠商持續商品化工作。至研究工作以外的例行性業

務，除以委外方式，仍有相當規模(按：41人)之技工

工友。

(二) 核研所綜合計畫組職司科技計畫管理業務，其106年

預算執行百分之百為自辦，究其業務性質似有委外之

空間。另如照射廠、核醫藥物訂購、人員劑量計、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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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儀器校正等對外服務業務，仍有透過電子郵件辦

理，就提供民眾線上申辦全面電子化服務，仍有進步

空間。又依核研所補充說明，輻射偵檢器校正部分，

目前已進行對外網站功能增加與修訂作業，針對網站

廠商的線上申請功能可能面臨之問題，例如：資訊安

全及個人資訊保護等機敏資料處理等，進行網站修改

與網頁保護等作業，預計於107年9月完成線上申請作

業。

(三) 網路設備維護辦理委外如何確保資安與機密，應予考

量。

三、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核研所目前人力職員770人、聘用68人、約僱5人、工

友23人、技工14人、駕駛4人、非典型人力340人，共

1224人。又該所為專業之研究機構，擁有較高之碩博

士比例(88%)，其中博士33%，碩士55%；其中17%取得

國外學位。另非典型人力之比例呈現下降趨勢，過去

3年平均減少約12%。

（二）該所有相當多的經費係來自其他部會的委託研究，同

時亦有不少的委外研究計畫，除其他部會委託的研究

計畫，許多業務單位還接受個別廠商委託研究的計

畫，如物理組，使用到員額和國家實驗室資源。

(三) 該所部分單位，如技術推廣中心、核安管制技術支援

中心、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等，控制幅度太小或任務

和其他組的業務重疊，例如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的業

務和綜合計畫組第一科的業務重疊。

(四) 資訊系統的建置和維護，仍以機關內部員額人力(綜

合計畫組第二科)負責，和行政院目前各部會統籌由

部會設置專責單位的作法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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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4年至106年統計結果顯示，近3年人員平均流動率為

39.5%，似乎高於一般情形，對業務推動之影響應加

以考量。

(六) 報告之表四各單位人力106年每人平均申報加班費天

數，部分單位(如：核工組、同位素組、秘書室)高於

全所平均。又106年加班情形，除技術推廣中心、核

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所務發展諮議委員會和核子工

程組外，其餘單位的每人平均申報加班補休中未休畢

天數占整體加班天數比例，遠高於過去3年的平均，

顯示最近1年加班的時數增加，且人員無法獲得充分

補休。

(七) 核研所研究人員資歷10年以上佔55%，顯示累積豐富

研發經驗，惟其核心職能與研發經驗亦以原組織業務

職掌為主，與業務轉型偏重新能源開發領域，較無實

質研發助益。又現有員額聘用的研究人力和核心業務

目前所需人力之間，仍有相當差距，對於不符合機關

轉型後的新業務或延伸業務所需專長的現任研發人

力，應積極訓練其第二專長或改變工作項目，使得現

有人員能增加其工作的價值感。

四、未來人力需求面

(一) 該所未來專業人才需求，主要有二：組織轉型能源研

究所需求及參與國家重點政策施政需求。因應能源研

究所未來在國家綠能科技發展施政中，該所將扮演公

務機構中之能源技術與策略智庫，必須全方位建立完

整的能源技術發展路徑藍圖，故擴增目前較欠缺的能

源技術項目研究人力，實屬必要。未來三年將加強能

源經濟領域研發人才的進用，已積極規劃人力之遞補

措施，以申請考試分配、商調他機關人員等，補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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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年輕科技人才，自行培養核設施之清理與復育所需

特殊高階專才，在工友人力方面則採「凍結不補」精

簡政策。

(二) 人力檢討就低核心暫不執行項目，如核反應器製造與

核燃料研究人力，移為落實非核家園政策，核廢處理

技術研究人力。在現有人力下因應業務需求進行調整

值得肯定。

(三) 該所推估其職員未來3年退休人數每年約在30人至40

人之間，將面臨人力老化及資深人員離退問題。

肆、評鑑建議

一、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核研所為國內唯一原子能專業研究機關，法定職掌係

為核能安全、輻射應用及環境科學研發之目的所設

置，惟配合國家政策朝向能源研發轉型，勢必會有原

有研究團隊和人力的既有工作模式、技術和內容的轉

變，只是單位名稱的改變，或成立非核心業務的團

隊，無法確保業務和組織的契合，故在未來組改後，

應以新的業務項目導向，重新調整內部組織定位，提

出內部組改新思維，俾利業務與組織更為契合。

(二) 核研所除有支援核安管制的任務外，也承接台電委託

之計畫，雖然基於國家整體資源最大化應用以及核研

所特有之技術能力，但總不免有予外界球員兼裁判觀

感，建議再進一步審酌解決方案或是技術轉移至國內

學研單位，逐年降低承接比例。

(三) 建議比較分析先進國家之國家級研究機構組織架

構，作為精進組織之參考。此外，組織型態亦可朝「法

人化」方向規劃。

二、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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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能相關技術和業務，因其特殊性和國家安全的考

量，自不宜以四化處理。但是其他業務，尤其是非屬

該所核心或專業技術之業務，建議未來可進一步委託

學術單位、法人機構或專業廠商協助業務執行，並進

行工作簡化與資訊化，對外服務業務甚至可考慮全面

線上作業。

（二）針對平時考核與年終考績及績效評鑑過程資訊化，涉

及個資及保密，請加強查核及控管機制。

(三) 請依規劃時程積極推動辦理偵檢器校正線上申請作

業。

三、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核研所在人力組成結構，碩博士比占88％，人力素質

相當高，應可發揮其研究機構之任務。另非典人力雖

然有下降，惟占全所比例仍近3成，該3成人力中，直

接或間接投入研究比例無法得知，建議應列入評估，

一旦政策逐年減少外包人力，對研究是否會造成影

響。

（二）接受個別廠商委託研究之計畫，均有使用編制內員額

和國家實驗室資源，是否符合扶植產業發展的公共目

的或獨厚特定廠商，應加以釐清。

(三) 技術推廣中心、核安管制技術支援中心、所務發展諮

議委員會等，是否有必要設置，應分別加以檢討。

(四) 在人力配置與核心業務之契合情形方面，建議妥適地

將研究人員做最適當的配置，方可發揮其極致綜效。

配合非核家園政策，任務調整與人力盤點仍應持續檢

討，並宜採取適當策略減少人員流動率。

(五) 最近1年每人平均申報加班補休情形，未休畢天數占

整體加班天數比例有顯著增加的情形，應檢討分析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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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原因，避免有勞逸不均的情形。

(六) 建議未來人力晉用應以新型態業務導向為主，原有研

發人力可透過教育訓練或鼓勵在職進修，培養雙主流

專業，以配合未來組改業務轉型，人力素質多元培育

之目標，並應特別注意人員的士氣和調適未來工作所

需的溝通和輔導。

四、未來人力需求面

(一) 核研所就現有原子能科技技術人才轉型至新能源領

域，雖然國內核能政策已確定朝向非核家園，但原子

能民生應用在醫、農、工、研究領域仍然蓬勃發展，

該所在轉型之際，仍應持續在原子能民生應用領域精

進研發。

(二) 現行人力配置仍有待改善，建議核研所配合未來能源

經濟領域等研究任務，先釐清各能源技術項目所需之

研究人力，確實盤點人力需求後，再依各業務單位施

政優先順序、業務消長情形及配合任務需要，適時調

配人力配置，以提高組織整體效能。惟仍應維持必要

核能管制技術人力，持續支援核安管制及緊急應變業

務，以確保國家核能與輻射安全。

(三) 核研所部分核心系統整合或高階人才必須自行培養，

部分人力則係利用多元人力管道進行人員甄補、培訓

與汰換，建議加強人才培育工作，尤其人才轉型等培

訓工作，必要時得委託外界機關代訓。建議在現有員

額內，進行整體人才銜接策略規劃，並落實經驗分享

與傳承。

五、綜合性意見

（一）配合2025年非核家園政策落實後的核安與核廢處理及

組織轉型需要，核研所應提出完整的人力支援計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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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因應的彈性作為，持續專注在未來業務所需人才

之替補，並儘量讓現有人力有計畫離退。另外，在人

才離職轉型、人才培育等策略及規劃方面，建議成立

專案小組，由高階主管帶領，掌握組織發展策略及業

務方向，強化新業務之人才遴選、培訓與預算配置等

工作，並逐年依規劃推動。

（二）依電業法規定，核能發電設備於114年以前須全部停

止運轉，三座核電廠於107年陸續開始除役，而核研

所TRR除役計畫亦進行中。除役及核廢處理是國內未

來核能領域的重點工作，應列為核研所的核心研發任

務內，並應加強人員專業培訓，提昇核後端營運的專

業技術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