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計畫績效評估                                                 能源國家型 

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計畫名稱：核能技術產業化平台之建構 

執行期間：自 99 年 1 月 至 102 年 12 月   

執行單位：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         

執行經費：  395,274仟元    

 

 

(環境科技群組/原子能領域) 

性質： 

■研究型 

□非研究型(人才培育、國際合作、法規訂定、產業輔導及推動)  

 

評估委員：  周懷樸、白寶實、施純寬      

           

主管機關：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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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第一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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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Bonus) 

5.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15%) 

6.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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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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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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子項計畫皆自評符合規畫進度。 

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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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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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成果及重大突破中，總共列出了超過 30 項預期成果及實際成

果。建議妥適列出重大者。KPI表比較結果顯示均滿足預期績效，甚

至超過，表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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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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該計畫所具之各項成就有權重做

評述量，如報告中未列權重者，請委員考量是否應建議權重，並加以評述。 

重要成就與重大突破項目 

權重(%) 
評等 

(1~10) 
原計畫 

設定 

委員建議 

設定 

一、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50 5 9 

二、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30 20 8 

三、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10 40 9 

四、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

全永續)  
10 20 9 

五、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

度、國際合作、推動輔導) 
0 10 9 

六、其它效益(科技政策管理及其它) 0 5 9 

總計 100% 100% 87 

綜合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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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術成就之評述(科技基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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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量化成果評述： 

 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團隊養成，研究生培育，報告個數，辦理學

術活度等量化成果表現優異。 

 研究目標雖偏向實用化，但研究深度夠，發表於國際著名SCI期刊論

文多篇，在學術上貢獻亦高。 

2.質化成果評述： 

 研究計畫目標均鎖定在核電實用技術之深入研究及開發，發表之論

文除學術份量夠外，在核電廠實際運作之使用上，貢獻尤大。 

 論文質量及影響與國外著名實驗室相較仍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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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科技整合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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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量化成果評述： 

 研究計畫以發展國內核電產業技術為主，核電產業所需技術質量

高、創新需求大，故研究產生之成果在技術整合及創新上，量化成

果之達成（專利數目多）頗優。 

2.質化成果評述： 

 技轉成果尚待加強。 

 因核電工業對技術質化之要求最高，研究成果必須達成最高之質

化，才能為核電工業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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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濟效益之評述(產業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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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量化成果評述： 

 增加發電量之幅度成效頗佳。 

2.質化成果評述： 

 節省石化燃料成本極是貢獻！ 

四、社會影響之評述(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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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量化成果評述： 

 環境安全永續，有具體的節省石化燃料成本與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的描述，且增加多個就業機會。 

 減碳12.6萬噸，效益顯著。 

2.質化成果評述： 

 有助於民眾之核能信心建立。 

 建立自主儀控研發能力，對國內產業升級具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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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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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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者為優) 

1. 量化成果評述： 

 核電需要充足之核工人才來保障安全維運，本計畫為核電訓練許多

優秀人才，且核電是國際共通發展之科技，可使台灣在國際核電學

術及技術合作方面更為緊密。  

2.質化成果評述： 

 台灣日後核電問題，應在教育及研究範疇多投入經費，培育優質核

工人才，同時活化核電國際合作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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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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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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量化成果評述： 

 核電首重安全，要達優質之安全要求就須具備良好之科技管理，執

行本計畫可訓練科技管理人才，確保核電安全及營運。 

2.質化成果評述： 

肆、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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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項計畫03-01有明確的與美國一家及台灣國內數家公司有合作，協

助認證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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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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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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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內研究員人力充沛，也有大型設備購入，得以充實未來研究工

具。 

陸、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本計畫之執行時間是否合適？或太早？太晚？如何改進？ 

 宜加強福島事故因應之研究及乾貯除役相關技術研發。 

柒、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 

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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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電產業屬大型、科技質量要求極高之重工業，其可帶動許多衛星

工業一塊成長，更需部會間協調合作，使能起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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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本計畫之智財產生可能性評估 

    本計畫有無產出專利或著技術移轉之潛力？該項技術為何？是否有其

他計畫產出之技術可與本計畫技術搭配整合？ 

 本計畫之智財產生可能性很高，有很大潛力產出專利及進行技術移

轉，因核電包括許多科技之高端技術結合，舉凡物理、化學、化工、

機械、熱傳、材料、自控…技術均需高端結合。 

玖、綜合意見 

 本計畫之執行，可為台灣建立核電產業平台奠定基礎、訓練優秀核工

人才、強化核電廠安全措施並提升相關工業素質及水準。 

 未來應加強學術品質之提升及技術移轉，增加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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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總體績效評量(高者為優)： 

評估項目 
百分比

(%) 
評分 

壹、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 20 19 

貳、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 30 27 

叁、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 30 26 

肆、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Bonus) 10 7 

伍、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5 13 

陸、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4 

  總計 110 96 

總體績效評等 

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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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