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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政府科技發展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請依下列重點與權重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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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25%) 

3.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30%) 

4.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10%) 

5.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之妥適度(10%) 

6.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壹、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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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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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績效目標下列各項中有達成原計畫之目標： 

 整合國內各單位獨立建置之輻射監測系統，開發共享資訊平台 

 建構輻射監測資訊網並標定台灣地區輻射劑量數位圖 

 建立與精進試樣輻射偵測分析技術與能力 

 開發與建立輻射偵測應用系統及作業程序 

 在績效目標下列各項中有部分達成原計畫之目標： 

 國土緊急應變輻射監測數據管理系統建立與通報機制研擬 

 事故輻射污染偵測評估技術與程序研究建立 

 計畫執行之成果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優良，達到原計畫主要目

標，運用現代電腦資訊科技，開發與建立適合我國土安全相關輻

射偵測應用工具與技術，以提升事故緊急變環境保護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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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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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單位有無說明？其說明是否合理

並予採計？)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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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執行之成果符合預期，在學術成就上主要有：(1)舉辦國內鈽

核種化學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2)參加 102 年度行政院災害防

救應用科技方案成果研討會、(3)我國環境中鈽背景調查分析、(4)

現場環境輻射偵測(建立現場環境輻射偵測資料庫與台灣地區特

殊環境輻射調查)；在技術創新上有：(1)民生供水源頭建置輻射

污染自動化監測警報系統之可行性與必要性評估、(2)建置環境樣

品分析結果數據管理系統及資料庫平台、(3)結合國內各單位環境

輻射監測獨立建置之資料平 台、(4)國土輻射監測地理資訊系統

開發規劃及評估研擬、(5)建置國土輻射監測地理資訊系統。 

 計畫執行後其達成之重要成果與原列之 KPI 與成果績效預期成效

一致，但品質僅可稱良好，尚有提升空間。例如舉辦國內鈽核種

化學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僅 13人參加，也無大學或其它相關研究

機構諸如放射化學或化學分析研究學者或研究生積極參與，也許

是宣傳連絡不足所致。 

 

參、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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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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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成果評述： 

 舉辦國內技術交流研討會與參加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成果研討

會計 3場，完成 16縣市樣品的前處理作業並將陸續進行阿伐能譜

與質譜儀分析比較及進行宇宙中子劑量率現場度量共 29 處等，

有具體成果。 

 舉辦國內鈽核種化學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僅 13人參加，也無大學

或相關研究機構諸如放射化學或化學分析研究學者或研究生積極

參與，也許是宣傳連絡不夠所致。 

 發表 4 篇論文與 6 篇技術報告，一場技術研討會，研究成果量化

表現不錯。 

 無具學術水準或價值之成果發表。 

質化成果評述： 

 我國環境中鈽背景調查分析與持續建立現場環境輻射偵測資料

庫，對現場環境輻射偵測有相當助益。 

 計畫執行僅在發現問題設法學習解決階段。 

 本計畫建置先進輻射偵測儀器，建議可加強與國內外學術單位合

作共同興趣的環境輻射主題，可進一步提升研究發表的品質。 

 所發表之學術成就均屬實務導向之成果，學術價值不高，未得獎

也未被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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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術創新之評述(科技技術創新) (權重 20%)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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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成果評述： 

 建置環境樣品分析結果數據管理系統、資料庫平台及結合國內各

單位環境輻射監測獨立建置之資料平台均屬不錯之成果。 

 全國矩陣網狀偵測點系統和環境輻射資訊 App，均可提供民眾更

便捷之工具。 

 日本福島核災之後，臺灣民眾對於核能安全與輻射疑慮升高，本

計畫建置與提升精進國內針對「水源、土壤、食材及農作物」等

環境的分析技術與能力，表現優良。 

質化成果評述： 

 整合環境試樣放射性分析數據資料庫系統、輻安預警監測系統、

現場環境度量資料庫匯整成全國矩陣網狀偵測點系統，公開、透

明，使用者查詢方便。 

 民生供水源頭建置輻射污染自動化監測警報系統之可行性與必要

性評估，對民生有重大影響。 

 國內少有真正的輻射汙染事件，因此大部分偵測結果都是在天然

輻射或核種的背景變動範圍，如何提升各種天然輻射的測量與分

析能力非常重要。本計畫亦開始建置中子輻射的偵測設備，這部

份的技術與能力是過往偵測中心較少投入的領域，建議未來持續

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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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影響之評述(社會福祉提升、環境保護安全) 

(權重 30%)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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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成果評述： 

 所建立之環境輻射資訊 App 系統頗具創新性，但其功能應與核災

緊急應變與災害應變資訊系統聯結或整合，以發揮救災一元化的

綜合功效。 

 輻安預警自動監測系統資料庫之啟動與「3 分鐘了解環境輻射偵

測」教學短片可提供民眾相關資訊，惟固定式監測站之增加、活

動式偵測點之建置與影片之活潑性可再強化。 

 日本福島核災之後，臺灣民眾對於核能與輻射安全疑慮升高，報

章媒體充斥許多不實或誤導的資訊，中心作為國內輻射偵測的專

責單位，利用本計畫建置與提升輻射偵測能力具有重大的社會影

響，整體成果表現優良。 

 建置全國矩陣網狀偵測點系統，其中即時及現場監測資訊最符合

一般民眾需求。 

質化成果評述： 

 環境輻射資訊數據的公開化和透明化方面，宜更主動及積極與反

核及環保團體溝通，化解誤導或導正論述以正視聽，避免積非成

是。 

 本計畫軟硬體設備對於澄清台灣環境輻射走調團所謂「44 個地方

找出 54 個嚴重 個嚴重超標三倍的測點」的錯誤有重要貢獻。另

外，本計畫針對台南將軍區馬沙溝的環境背景輻射量測亦相當重

要，當地環境背景輻射相對較高，一般民眾或媒體常誤解其原因

為與核設施或污染相關，測量結果的公開與公布，配合現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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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與圖形資訊呈現，有助於消除民眾因誤解所造成的恐慌與反

核人士的誤導。 

 台灣特殊天然輻射地區可能不只台南將軍區馬沙溝，建議加強車

載式輻射偵測技術的開發，快速大規模普查台灣可能的特殊天然

輻射地區，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將具有重大學術與社會意義，可加

強民眾對輻射的正確了解。 

 台灣地區特殊環境進行環境輻射調查速度宜再加快，主動釐清台

灣環境輻射走調團所提出之疑慮。 

 水庫水源建置簡易型輻射偵測系統，可釐清民眾之疑慮，宜加速

進行。 

 提供民眾正確輻射偵測數據。 

 

四、 其他效益之評述(科技政策管理、人才培育、法規

制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等) (權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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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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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成果評述： 

 本計畫所建置的輻射偵測硬體設備對於社會福祉提升與環境保護

安全有相當助益，未來建議加強軟體方面的精進，主要包括新進

人員的訓練與資深人員加強公關論述的能力，一方面充分發揮設

備的功能，一方面將科學數據轉換成一般民眾可以理解的資訊，

減少國內民眾對於輻射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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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成果評述： 

 程序溝通方面，與臺北市政府環保局、經濟部、農委會與衛福部

協調架設輻射偵測儀器作為快篩使用之事宜，透過合作推動輔導

輻射自行檢測作業，並由輻射偵測中心提供輻射檢測經驗與第二

道精密復測機制，以作為事故發生後全面檢測的能量準備。惟各

單位人員對於輻射的基本認知還有待加強，且平時業務便十分繁

重，要建立相關技術需要時間。且環保單位與衛生單位目前的檢

測要求都需要認證，對於輻射領域的認證尚在評估。初步接洽結

果也顯示各單位未來傾向於檢測技術外包(如經濟部水庫擬外包

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發展中心進行檢測)。此項攸關核災應變各相關

部會救災及應變能量不宜就此打住,應更積極協調找出解決方案。 

 環保局、經濟部、農委會與衛福部皆願意與輻射偵測中心建立聯

繫窗口，應屬不錯之影響。 

 本計畫較少強調國際合作，建議未來可藉引進先進測量儀器同

時，加強與國外學術或廠商專家聯繫，深入了解儀器設計與使用

背後的原理與經驗，藉機大幅提升國內輻射偵測的能力。 

 

 

肆、 跨部會協調或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10%)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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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加強與國內其它防災或緊急應變業務相關政府部門的資訊橫

向聯繫。 

 各單位人員對於輻射的基本認知還有待加強，且平時業務便十分

繁重，相關計畫之配合仍應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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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之妥適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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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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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執行之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一致。 

 經費與人力已發揮最大效用。 

 

陸、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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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退場機制的規畫仍不夠具體周詳、完整及可行。 

 三項未來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雖屬重要，但如何融入民眾觀念與

整合入防救災體系，亦應列為重點工作。 

 建議增加新進人員的基礎訓練，加強了解先進輻射偵測設備背後

的原理，以利充分發揮儀器的性能。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明顯薄弱，執行成果貢獻將很有限。既然全

國矩陣網狀偵測點資料庫平台主要功能架構已經建立完成，後續

工作重點應擺在即時和現場監測數據，以及環境試樣數據之深入

數據分析及效用評估上。分析評估項目建議包括： 

 各監測站本身數據隨時間變動範圍及造成變動原因。 

 各監測站數據彼此間為何有差異、其差異是否固定不變、不受

時間影響。 

 放射性空浮活度濃度偵測範圍與取樣參數關係研究及標準測

量技術建立，以便能即時有效發現輻射污染意外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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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綜合意見 

 計畫執行成果不錯，且大抵符合預期成果，在民眾溝通與跨部整

合上期能加強。 

 本計畫建置與擴充多樣先進輻射偵測設備與技術，對於輻射偵測

中心強化輻射安全緊急應變技術與環境保護能力非常重要，主要

計畫目標與預期成效都有達成。 

 建議未來特別注意人才的訓練，先進的設備也必須有經驗的使用

者才能發揮完整的功能，同時加強與國內其它緊急應變業務相關

政府部門的資訊橫向聯繫與整合。 

 建議加強偵測中心人員公開論述的能力，如何將技術性數據轉換

成一般民眾可以理解的資訊，減少國內民眾對於輻射的誤解。 

 「3分鐘了解輻射偵測」影片上網 YouTube迄今僅 197人閱覽，顯

示成效不佳，建議要更主動精進以落實政府積極溝通及資訊公開

政策，並期建立民眾正確環測作業之觀念。 

 針對國內各單位獨立建置之輻射監測系統整合及共通性資料庫開

發，完成哪些功能整合及共通性資料開發宜有更具體說明。 

 關於國內水庫輻射監測及飲用水污染篩檢所面臨問題及跨部會權

責釐清，宜在後續研究報告中提出解決方案或具體解決作法及建

議。 

 劑量率與高度回應關係之關係式（一般不會用多項式）及量測數

量所代表意義，宜有所說明。 

 對於研究成果的呈現和表達方式，仍有提升精進的空間。 

 本研究計畫已對輻射偵測中心的軟體和硬體設備進行全面更新

(包括自動化、電腦化、程序化和標準化等)和整合，未來如何維

續其運作及發揮功能，仍需有詳密的退場機制規劃。 

 有關與民眾溝通使其瞭解認知『正確的環境輻射偵測技術和促進

環境輻射資訊數據的公開化、透明化，並取得民眾的信任及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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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公信力』，應是輻射偵測中心的重要未來使命。 

 未來除精進輻射偵測分析技術與國土環境輻射劑量監測網建立之

外，希能與緊急應變體系相結合。 

 全國矩陣網狀偵測點資料庫平台主要功能架構已經建立完成，後

續工作重點，應擺在即時和現場監測數據及環境試樣數據之深入

數據分析及效用評估上。 

 

捌、 總體績效評量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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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