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能安全委員會 113年度部會管制科技發展類計畫 

評核結果 

項

次 
計畫名稱 

評核結果 

等第 評核意見 

1 

原子能科技基

礎研究及環境

建構計畫 

優 

本計畫包括「原子能科技施政支援推動」、「原子能科技

學術合作研究」、「原子能科技研發環境建構」三個細部

計畫，各具特色，對於達成機關「強化原子能安全管制，

確保公眾安全」、「推廣原子能科技創新，培育跨域人

才」、「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促進產業加值」、「發展能

源及後端技術，推廣產業應用」的施政目標，有其必要

性，執行績效優異，值得挹注經費，持續積極推動。 

2 

核電廠運轉與

除役安全管制

及獨立驗證技

術發展 

優 

我國現有核電機組面臨全數進入除役階段，然核一、二

均有除役而核燃料無法退出爐心的問題，為國外前所未

見的特殊狀態，沒有國外經驗可以援引作參考，另燃料

池內仍存有用過燃料，地震，海嘯等仍將構成輻射外洩

的風險，本計畫持續研析精進各可能在核電廠除役狀態

下安全的危害機制與核安風險，精進其因應的管制技

術，對於我國核電廠直到除役完成前之安全保障有相當

重要的意義與貢獻。值得肯定與鼓勵。 

3 

國家海域放射

性物質擴散預

警及安全評估

應對計畫 

優 

本計畫強調對日本核廢水排放進行放射性物質濃度與

洋流擴散之監測與預報，把關台灣鄰近海水、漁產、環

境生態及日本進口食品之核安與食安，並藉由公開資

訊，提供監測結果，有效穩定民心，避免不必要恐慌，

對穩定經濟發展、強化社會福祉，均有良好貢獻，執行

效果為優，再接再厲。 

4 原子能系統工 優 本計畫執行成效卓越，各項目皆達成或超越原訂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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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跨域整合發

展計畫（第二

期） 

績效指標，並符合既定總目標。其研究成果在學術發展、

技術創新、經濟效益及社會影響等方面均帶來顯著貢

獻，充分展現計畫的整體價值與成效。 

5 

國家中子與質

子科學應用研

究－ 70 MeV

中型迴旋加速

器建置計畫 

優 

本計畫目前已經執行了前兩年，計畫執行符合原訂目

標，至113年大部分進度包含軟體模擬、硬體組件的設

計、規劃、採購、建置、均依據計畫書之內容進行；惟

部分未列於本表之指標，如「涵蓋28~70 MeV 範圍之

質子射程（能量）量測系統組裝」，受到建廠工程之影

響而無法如預計進度完成。這將是會是未來的隱憂。需

要加強監督進度，並將某些可以獨立執行者，進行同步

替代方案，以避免未來可能受建廠工程進度推遲，所造

成的進度延誤。 

6 

綠能發配電智

慧管理與效能

提升技術發展

計畫 

優 

計畫開發三相功率調節系統、再生能源與柴油機等3種

電源協調控制技術，由功率調節系統補償柴油機不平衡

電流，應說明該開發技術未來實際於台電系統應用之場

景與成本效益分析，及預期如何推廣該技術。 

7 

淨零排放 -電

網韌性分析計

畫 

優 

計畫均依計畫書規劃達成相關進度，符合原規劃目標，

於質化上能達成規劃之三大目標，量化上亦能超過預期

規劃，特別在研究報告、SCI論文均有超過1.5倍之優異

表現、成效豐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