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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 

請依下列重點與比重評量： 

1.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2.已獲得之主要成就與成果(outputs) 滿意度 (30%) 

3.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outcomes/impacts)(30%) 

4.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5%) 

5.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10%) 

6.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壹壹壹壹、、、、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20%)  16  

請問本計畫之執行是否符合原計畫之目標？程度為何？若有差異，其重點為何？ 

                                        

���� 本計畫之主要目的為確保緊急應變作業之品質及效能，增進民眾對

核能應用之信心。本計畫之執行符合原計畫目標。 

���� 「建立輻射事故鑑識與提升風險溝通能力」分項，原規劃與美國能

源部國家核子保安總署合作辦理訓練課程，美方FBI 專家因故無法

於今年來台辦理犯罪現場管理訓練課程順延，改以其他研討會替

代，對計畫執行無重大影響，但並未觸及提升風險溝通能力。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註： (10:極優 9:優 8:良 7:可 6:尚可 5:普通 4:略差 3:差 2:極差 1: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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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已獲得之主要成就已獲得之主要成就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與成果滿意度與成果滿意度與成果滿意度(30%) 

26.58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為何？與原列之 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成效是否一 

    致？若有差異，有無說明？其說明是否合理並予採計？ 

���� 本計畫完成多項大氣擴散模式與驗證技術發展之研發項目，並且建

立輻射事故鑑識與提升風險溝通能力，達成預期成效。 

���� 本計畫將核子事故評估與輻射劑量評估能力本土化，成立3大研究

團隊，協助政府維護台灣地區環境安全與人民健康。 

���� 完成「輻射災害相關法規修法影響評估及子法研擬分析」研究報告

及「102年核鑑識分析探討及設備評估先期研究」研究報告。 

���� 建立更完善之核子事故評估與劑量評估系統，強化國內核子事故緊

急應變分析工具。 

���� 以A2C模式為主軸進行日本福島事故擴散模擬，將模擬結果配合國

際期刊研究結果及實際觀測加以驗證比對，驗證沉降效應為放射性

核種沉積造成輻射污染之主要影響要素，可作為緊急劑量評估系統

擴散模式驗證與精進的基礎。 

���� 放射性物質的沉降計算得以加入模擬，是比較實際的。但是如何做

到「準確」或是「合理的保守」，仍有努力的空間。 

���� 因應國內核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範圍修訂、重訂核二、三廠氣象資

料庫及相關資訊、建立輻射事故鑑識與提升風險溝通能力。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參參參參、、、、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度度度 (30%) 25.75  

    請依計畫成果效益報告中該計畫各項成就之權重做下述之評量，如報告中未列權

重，請委員建議評量之權重，並加以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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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成就之評述(科技基礎研究)(權重 30%) 

量化成果評述： 

���� 建立氣象場評估程序；建立核子事故評估、核電廠大氣擴散評估以

及輻射劑量評估3個研究團隊，完成2份研究報告。 

���� 完成「輻射災害相關法規修法影響評估及子法研擬之研究」及「102 

年核鑑識分析探討及設備評估隻先期研究報告」研究結案報告2

份，算是普通，達成最低要求。 

 

質化成果評述： 

���� 建立之氣象場評估程序可作為緊急劑量評估系統擴散模式驗證與

精進的基礎。 

���� 培養相關核事故評估與輻射劑量評估本土團隊，可維護台灣地區環

境安全與人民健康。 

���� 強化國內劑量評估系統之公信力。 

���� 未見有會議論文或是期刊發表，甚為可惜。 

���� 本計畫之性質偏重技術發展，欠缺原創性之學術研究成果。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二、 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 30%) 

量化成果評述： 

���� 開發擴散模式乾濕沉降效應之計算功能。 

���� 沉降現象的模擬1項。 

  質化成果評述： 

���� 本計畫利用氣象觀測資料及大氣擴散模式完成多項技術應用，對於

精進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民眾劑量評估貢獻頗大。 

���� A2Ct&d在加入乾濕沉降效應後，已能呈現劑量評估模式對放射性

核種之濃度變化模擬功能，並有更佳之能力描述放射性污染物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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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空間變化。 

���� 如有在國際會議或期刊發表，價值多少可以顯現，亦可在國際間與

別的研究單位、專家進行交流。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三、 經濟效益之評述(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 0%) 

量化成果評述： 

���� 無。 

質化成果評述： 

���� 本計畫無直接經濟效益、但間接經濟效益龐大。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四、 社會影響之評述(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 30%) 

量化成果評述： 

���� 劑量評估系統建立與精進1項，提供核子事故處理決策參考。 

 

質化成果評述： 

���� 參考日本福島核災之民眾防護措施實施經驗，強化精進核子事故劑

量評估系統之軟硬體介面整合能力及評估效能，落實核安輻安、民

眾心安之目標。 

���� 本計畫之目的在於保障民眾和環境之安全，建立更完善之核子事故

劑量評估模式及資料庫，以及強化緊急應變能力，協助原能會執行

核能及輻射安全，保障民眾生命財產，追求環境永續安全。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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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

動輔導) (權重 10%) 

量化成果評述： 

���� 評估輻射災害相關法規修法影響及其子法研擬、建立3個研究團隊。 

���� 本計畫在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及國際合作上均有涉獵，特別是完

成「輻射災害相關法規修法影響評估及子法研擬之研究」報告。 

質化成果評述： 

���� 協助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完成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與災害防救法

之競合問題分析，以及輻射災害相關計畫之調整方向，利於法案修

正通過施行後，能順利推動核子事故緊急應變在災害防救體系之整

合。 

���� 考慮多機組與複合性災害的可能性，釐清各相關部會、機關及單位

在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上之權責。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六、 其它效益之評述(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計畫執行後除既定之成果效益外，有無非直接之其它成果？若有請重點摘錄。 

量化成果評述： 

���� 無。 

質化成果評述： 

���� 無。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肆肆肆肆、、、、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5%)     

���� 無相關連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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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伍伍伍伍、、、、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0%) 8.5  

(評估計畫資源使用之合理性)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是否一致，若有差異， 

     其重點為何？其說明是否能予接受？ 

 

���� 原先規劃的計畫內容第2部分除了未進行事故鑑識外，也未進行溝

通能力的提升研究。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陸陸陸陸、、、、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4.13  

本計畫之執行時間是否合適？或太早？太晚？如何改進？ 

 

���� 未來將持續利用福島事故之案例作為參數調整之參考依據，尚稱合

適，惟需考量數據之準確性及正確解讀數據。 

���� 計畫執行時間稍嫌晚了一些。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柒柒柒柒、、、、    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    

本計劃有無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相關指標？並對有該指標且有差異或尚未考量

該指標者提供建議或加以評述。 

 

���� 核能防災計畫本就涉及跨領域部會協調，本計畫研究重點之一即在

釐清核能防災計畫中各單位權責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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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捌捌捌、、、、    綜合意見綜合意見綜合意見綜合意見 

���� 本計畫屬核電廠防災計畫重點，建立了大氣擴散模式及放射性強度

評估方法論，對執行輻射災害之緊急計畫執行，助益頗大。 

���� 本計畫因應緊急應變計畫區擴大，更新核二、三廠劑量評估系統評

估範圍，重新分析並擴增氣象場資料庫，更新A2CDOSE 劑量模組

及程式功能，建立放射性外釋核種乾濕沉降擴散模擬計算能力，提

升劑量評估之精確度，有助於降低國人對輻射災害或核子事故不必

要之疑慮。 

���� 本計畫對於核子事故緊急應變之民眾防護與劑量評估十分重要。因

為劑量評估涉及極為複雜之機制，具有許多不確定性與誤差，因此

必須持續精進評估模式及更新資料庫，並且參考國際間之案例，隨

時作參數之調整。 

���� 事故劑量評估包含事故外釋放射物質活度的評估，以及廠外氣象地

形的資訊，加上對放射性物質散播的準確模擬以及活度與劑量的轉

換。本計畫已將沉降模式考慮在內，期能精進沉降現象模擬的準確

度。其次對於「核鑑識」的名詞用法，仍定義得不夠精確，很難令

人了解它要鑑識的內容範圍到底為何。 

���� 國內目前尚缺乏核鑑識相關能量，極需進行現場取樣技術的精進、

未來應擴展核鑑識經費人力與設備、培訓核鑑識相關專業人才、建

置核鑑識實驗室。 

 

玖玖玖玖、、、、    總體績效評量總體績效評量總體績效評量總體績效評量(高者為優)：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