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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員額評鑑結論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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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以下簡稱物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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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廠除役及核廢安全管制整體規劃已完成；核一廠

除役的正式申請亦已於106年6月完成審查。未來核二

和核三廠將比照同樣程序分別於107和110年提出除

役申請，並預計於2025年落實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

物管局將配合本會如期廢核及核廢處理兩大施政主

軸，負責核廢處理之安全管制。

(二) 物管局目前之主要任務為配合 2025 非核家園政府

政策，廢料處理貯存、蘭嶼核廢料遷移及整體核廢的

集中貯存與最終處置等之安全管制。該局同時負責北

部輻射監測中心之業務及蘭嶼環境輻射監測平行監

測活動。有關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部分，仍請檢視並

釐清各業務分組之職掌，例如放射性廢棄物是否已包

含高、低放射性廢棄物、放射性物料是否已包含核子

原料、核子燃料等。至低核心業務無去任務化部分，

可考慮委外執行。

(三) 物管局以該局與本會合署辦公，已應用本會現有資訊

設備，爰該局建議其「資訊系統之規劃及設備之管理」

是否能劃入本會由資訊科統籌管理。

二、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物管局委外業務計有9項，並由該局副局長擔任召集

人推動委外事宜；報告中尚提及可去任務化的業務，

如「資訊系統之規劃及設備之管理」、「核子事故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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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監測中心緊急應變作業」、「辦理蘭嶼環境輻射平

行監測活動」等。

(二) 為配合除役管制作業，該局已建置跨處室核電廠除役

審查作業資訊平台，有關核一廠除役管制審查相關簡

報、會議紀錄及報告均置於網路資訊交換區及本會網

頁除役管制專區，供同仁辦理後續審查核二廠及核三

廠除役業務之參考，以利經驗傳承。

三、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依據政府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目標，物管局針對「如

期廢核」及「核廢處理」兩大本會之施政主軸，強化

除役安全管理與推動用過核子燃料安全貯存及放射

性廢棄物處理之核廢料安全管理，為當前之業務重

點。目前負責核子燃料、核子原料之管制以及放射性

廢棄物的處理、貯存與處置管制，106年實有人力計

有45人，與前三年平均人力變化不大，實際辦理業務

人數共計有28人，占所有人數近7成，事務性人力約

占1成，非典型人力人數為1人，人力配置尚契合核心

業務。

（二）依報告之表二「機關及各業務單位（含派出單位及任

務編組）業務、經費與人力配置情形」所列，各業務

單位106年自辦經費比率34%較105年42%降低，尤其第

一組自辦比率僅17%，經查係科技計畫之委辦費全數

編列於第一組所致。又該局前3年每人平均申報加班

天數為0，106年每人平均申報加班天數為0.7天(申報

加班之單位為第3組及秘書室)，初步看來尚屬合宜。

(三) 該局任職25年以上之職員，占職員總人數2成以上，

意味組織有老化趨勢。

四、未來人力需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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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3年已規劃進用高考及格之專業人員或外補或內

部調整，物管局因應新興業務，將視業務需求調整各

組間人力配置，並依業務屬性將工作流程簡化、資訊

化及委外化，尚無人力不足情形。

肆、評鑑建議

一、業務與組織之契合度

（一）由於國內核能發展的停滯，將導致相關管理技術及管

制法規的精進作為不再像過去受到重視，相關的業務

也將隨之萎縮，甚至結束，物管局未來應就這部分的

去任務化和簡化提出專案檢討和執行成果報告(如組

改是否影響管制業務之推動)，並針對該局未來組織

改變和調整，及早未雨綢繆，確定政策方向。又核廢

處理為跨世代的任務，建議應多投入資源以達成政策

目標，請檢討配置各業務項目合理之人力及釐清業

務，並積極檢討業務委外辦理之可行性，以充分活化

機關內職員之運用。

(二) 核二和核三的除役，從申請作業到整個除役期的結

束，應該有核一的經驗作為參考，必定可以用更短的

時間完成整個除役作業。物管局組織結構和內部分

工，將隨著各個核電廠的除役作業進度，而有所變

動，未來因應此變動，內部同仁間應該有職務輪調或

適當訓練，以期能相互支援，順利完成各項除役廢棄

物之安全管制作業。

(三) 現行物管局與本會合署辦公，網路及資安等業務皆由

本會資訊科統籌規劃及管理，而目前各單位使用之資

訊系統(如輻防處輻射防護雲化系統)皆由各單位負

責規劃及管理，資訊科提供技術支援，爰物管局資訊

系統仍宜由該局規劃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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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業務有無繼續簡化、資訊化或委外化空間

（一）核子事故之應變需本會及所屬各機關協力合作始能完

成相關任務，在現有編制員額下，有關北部輻射監測

中心任務仍請物管局勉力負責。至蘭嶼環境輻射監測

平行監測活動，列為D類(按：非屬單位法定職掌、單

位內亦屬低核心業務、未涉及人民權益事項、單位自

我評估無須再做之業務)有無委辦空間，請再予考量。

（二）核一廠除役管制審查經驗期能儘早完成資訊化，以落

實經驗回饋。又108年度倘如有經費需求，建請循預

算程序辦理。

(三) 物管局似無業務簡化之檢討，宜再考量。

三、機關核心業務與人力配置之契合度

（一）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之修訂及核

廢三法之推動立法，係國內核廢未來重點工作，應列

入物管局核心業務事項內。

（二）人力配置與業務契合為員額管理基本原則，業務變動

人力配置建議宜回應調整，使機關人力聚焦於核心業

務。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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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未來人力需求面

(一) 報告中雖有按規定提出未來3年的人力需求和因應措

施，惟未針對更長期的人力需求和變動加以分析和探

討。非核家園政策的落實，將使得物管局未來的業務

量和重心有較大幅度的變動，機關應有更前瞻的計畫

和作為。

(二) 建議配合實際業務情形，適時調整各組人力，建立輪

調機制，以培訓各項專業技能及經驗傳承，活化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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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人員之調度與運用。

五、綜合性意見

（一）因應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制與組織改造，就目前人力

及經費運用部分似乎還算充裕，面對未來的業務增

長，建議事前應有妥適之規劃，重新審視人力規劃及

配置，並積極檢討各項業務簡化、委外辦理之可行

性，建立輪調機制，以活化機關內人員之調度與運用。

(二) 非核家園政策的落實，對該局未來業務的重心和內部

分工的影響巨大，物管局肩負高放及低放的最終處置

安全監督工作，任務艱鉅、責任重大，建議應突顯機

關之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