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能安全委員會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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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不論在學術成就、技術創新及經濟效益方面，均

有亮點呈現，且績效指標均達成或超出預期指標，值得

肯定，惟在技術創新方面執行項目及領域宜再擴展，以

利於計畫繼續擴大執行。 

2 

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與除役

前期作業管制

實務研究 

優 

在非核家園政策下我國現有核電機組即將全數陸續進

入除役階段，除役過程所面對的核安議題，與原來運轉

時期有所差異，尤其我國核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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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持續研析精進在核電

廠運轉或停役狀態下安全的危害機制與核安風險，以及

其評估、預防及因應的技術，就此些資訊與技術的掌握，

為相關管制作為的精進，提供有用的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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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國家海域放射

性物質擴散預

警及安全評估

應對計畫 

優 

本計畫和政府施政方針和政策扣合，計畫目標明確，跨

部會權責分工清楚，且計畫成果達成情形和原設定符

合，有些成果甚至超過原設定內容，以科學證據有助化

解民眾對日本排放含氚處理水對海域水質、生態、漁獲

物食品安全影響疑慮。 

4 

原子能系統工

程跨域整合發

展計畫 ( 第二

優 

本計畫產出的論文、研究報告、智慧財產、技術報告及

檢驗方法、技術服務皆符合或明顯超越原訂目標值，值

得肯定；另外，本計畫質化效益 23 個提報項次皆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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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原訂目標，整體表現良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5 項特殊

績效 (第二十屆國家新創獎 -學研新創獎與 2023 

InnoZone 創新技術特展、放射性物料研究發展傑出貢

獻團體獎/個人獎、放射性物料安全營運績優團體獎/個

人獎等)，表現優異，本計畫累積不錯的研發績效，可執

行後續計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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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目前已經有多項領域的技術能力基礎，可以逐漸

規劃相關的技術地圖，並建立多年期技術能力的

預期目標，宜分析國家中子與質子科學應用研究，

使研發經費應用更能有效率。 

二、 關鍵績效指標之訂定宜具體依循本計畫的目標，

如挑選有目的性的期刊種類來投稿論文，及以潛

在未來運營方向，研究可參考的服務模式等，因論

文指標會因為期刊種類致發散的達成量化的數

值，卻失去聚焦本建置計畫的累積。爰建議相關論

述宜明訂論文的種類，再依是否有達成目標性的

期刊投稿的達成與否來填寫數值，例如，若沒有規

範期刊的種類，發表到掠奪性期刊與對國內有推

廣效果的期刊在關鍵指標的論文篇數上無法區

分。 

6 

綠能發配電智

慧管理與效能

提升技術發展

計畫 

優 

本計畫各子項計畫執行成果符合原計畫之目標及內容，

且相關績效指標優於原目標，惟技轉金額與未來應用推

廣規劃應更積極，除國內台電公司與相關配電工程公司

外，建議拓展海外市場，以擴散研究成果。 

7 淨零排放 - 電 優 一、 整體計畫執行雖均符合預期執行規劃，但對於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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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韌性分析計

畫 

何在本計畫之執行上實際達到台電公司所需之電

網韌性強化目標應可再更加具體，使了解每個達

成之工作項是滿足或可幫助到電力公司實務上的

哪項需要。 

二、 本計畫包含四件與國內大專院校合作之產學計

畫，在無保密考量下，可適度於成果報告中增加其

執行成果，並對應說明其達成本案何項技術開發，

另建議可對規劃之未來工作項目稍作補充與說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