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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2 月 9 日維也納核能安全宣言 

Vienna Declaration on Nuclear Safety 

(2015 年 2 月 9 日維也納核能安全宣言全文翻譯) 

2015 年3月 

鑒於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之影響，2013 年 12 月瑞士向國際原子能總署提送

《核能安全公約》第 18 條修正案。 據此，2015 年 2 月 9 日國際原子能總署於維

也納召開《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外交大會討論該修正案，經出席該大會之締約

國協商後，一致通過《維也納核能宣言》。本宣言包含一系列原則，可作為各國

施行《核能安全公約》之導引，以防止事故之發生或減輕輻射之影響後果。 

《2015 年 2 月 9 日維也納核能安全宣言全文》 

《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 

 (一)考量採納於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之後，在國家、區域與國際等各層級所

採行之眾多努力與行動，以提升核能安全。 

 (二)注意 INFCIRC/571、INFCIRC/572 及 INFCIRC/573 等導則文件之修訂內容，

以強化《核能安全公約》之審議程序。 

 (三)記取 2012 年第二屆《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特別會議所提出，隨後經

2014 年《核能安全公約》第六屆審議會議確認之建議：鑒於核子事故

後人民遷移住所及土地受到汙染等問題，呼籲所有國家之管制機關應

訂定相關規定，以防止或減輕嚴重事故可能帶來之場外輻射後果。 

 (四)重申《核能安全公約》所明訂之基本安全原則，並承諾將持續改善這些

原則被實施之情形。 

 (五)知悉全球性《核能安全行動計畫》已於 2011 年 9 月經國際原子能總署

所有成員國簽署完成。 

 (六)已考量參採瑞士於第六屆《核能安全公約》審議會議中，所提出之《核

能安全公約》第 18 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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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約國已採納以下所列原則，作為實施《核能安全公約》之導引，俾

防止發生具輻射後果之事故，以及萬一發生事故時，也能減輕其影響後果。 

1. 新核能電廠之設計、選址與建造，其目標為：不論在除役或運轉階段，應

防止事故之發生；萬一遇有事故發生時，應減緩導致場外長期汙染之放

射性核種外釋可能性，以及避免因早期放射性物質外釋或外釋量夠大而

須採取長期性防護措施與行動之情形。 

2. 現有核設施於其整個生命週期內，應規律性與周期性地執行全面且有系統

之安全評估，以確認其安全改善措施可符合上述目標；另應及時施行合

理可行或可實現之安全改善措施。 

3. 應將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與《核能安全公約》審議會議所提出之作業

典範納入國家法規與要求，俾使核能電廠於其整個生命週期內可達成上

述目標。 

 

《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進一步決定： 

 (1)為在國家要求事項與法規規定範疇內執行這些原則，締約國將採納適當

之技術準則與標準，《核能安全公約》第七次審議會議議程除應對這些

準則與標準進行同行審查之程序外，並應促使審議會議另行確認是否須

對重要領域執行進一步研討，以為後續審議會議之參考依據。 

 (2)自即日起，這些原則必須反映在締約國之行動中，尤其在撰擬施行《核

能安全公約》之國家報告時，應特別關注第 18 條以及第 6 條、第 14 條、

第 17 條和第 19 條等相關條文。締約國提送至《核能安全公約》第七次

審議會議討論之國家報告，即應包括上述議題。 

 (3)每份國家報告尤應對現有核設施經確認須進行安全改善之事項，進行綜

合性論述，包括已執行之措施和已規劃之方案與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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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締約國承諾，上述安全目標係未來審議會議之主要討論事項，同時也是

《核能安全公約》有關同行審查作業之重要參考。 

 

《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要求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辦理下列事項： 

a. 將本宣言提送至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委員會，使本宣言可在其下轄之

四個安全標準分組委員會中討論，並期能將本宣言妥適地納入國際原子

能總署相關安全標準中。 

b.出版本宣言使成為 INFCIRC 系列之出版品，以達最廣泛傳播之目的，其對

象應包括非《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與一般公眾。 

 

《以下摘譯自 2015 年 2 月 9 日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外交大會之摘要報告》 

瑞士依據《核能安全公約》第 32 條第 3 款之規定，於 2013 年 12 月向

國際原子能總署提送《核能安全公約》第 18 條修正案，國際原子能總署隨

即於 2013 年 12 月 19 日將該提案通報各締約國。 

鑒於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之影響，瑞士建議對《核能安全公約》

第 18 條條文，增列一段內容，如下： 

「新核能電廠之設計與建造，其目標為：防止事故之發生；萬一遇有事故發

生時，應減緩其影響，並避免導致場外長期汙染之放射性核種外釋。為了確

認與實施妥適之安全改善措施，這些目標也應適用於現有核能電廠」。 

2014 年 3 月 24 日至 4 月 4 日期間舉行之《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第六

次審議會議決議，於一年內召開《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外交大會以審議瑞

士之提案。為有效籌辦本外交大會，國際原子能總署特設立一個非正式工作

小組，並分別於 2014 年 7 月 3 日、8 月 27 日、10 月 13-14 日、12 月 4 日，

2015 年 1 月 13、1 月 21 日、2 月 3 日及 2 月 5 日舉行工作小組會議，先行

討論瑞士所提送之《核能安全公約》第 18 條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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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外交大會已於 2015 年 2 月 9 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國際原子能總署總

部舉行完畢，出席會議之締約國計有美國、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中

國、日本、南韓等約 70 個國家。大會中，締約國充分討論瑞士之提案，並

獲致結論：締約國不可能對該修正建議取得一致性共識，惟為達成與該修正

建議相同之目標，締約國一致建議採用《維也納核能宣言》，本宣言包含一

系列原則，可作為各國施行《核能安全公約》之導引，以防止事故之發生或

減輕輻射之影響後果。因此，出席外交大會之締約國經協商後，一致通過

《維也納核能宣言》。 

  

 

2015 年 2 月 9 日《核能安全公約》締約國外交大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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