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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政府科技計畫績效評估報告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科技計畫成果績效評估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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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10%) 

6.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5%) 

壹壹壹壹、、、、    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執行之內容與原計畫目標符合程度程度程度程度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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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分項計畫「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研究」的倡議主要著眼於發

生國際輻射災害時，開發我國的因應對策與應變技術。 

� 第二分項計畫「核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分析技術研究」規劃

從核電廠做為(發電)基礎設施的角色出發，瞭解基礎設施系統互依

特性對於核電廠安全風險之可能影響，並開發新的分析技術，研究

與建立核能電廠發生複合式災害的互依性分析技術，以瞭解重大災

害發生後的影響。以電力網路做為案例分析與原計畫核能電廠發生

複合式災害分析之目標關係不大。 

� 本計畫在總目標中述及建立核設施放射性災害應變與複合式災害

互依性分析技術，惟兩分項計畫「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研究」及

「核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分析技術研究」中，似乎較偏重建

立核設施之放射性災害應變，未對複合式災害之互依性分析技術多

加著墨。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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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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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    已獲得之主要成就已獲得之主要成就已獲得之主要成就已獲得之主要成就(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重大突破)與成果滿意度與成果滿意度與成果滿意度與成果滿意度(30%) 

2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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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成大氣擴散模式中氣象數據處理技術、核設施放射性災害分析技

術、GIS為基礎之核子事故災難預防與援救資訊平台、具有通風透

氣功能之防護衣發明專利、核子事故之經濟影響分析、核子事故民

眾緊急應變與防護行動之操作干預基準、強化核電廠適職方案管制

研究、培養相關領域之專業人才。 

� 研究成果完成研究報告4篇、程式碼1組及視窗軟體1份。 

� 達成計畫原列之KPI與成果績效預期成效一致，成果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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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參參參、、、、    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評估主要成就及成果之價值與貢獻度度度度 (30%)  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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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學術成就之評述(科技基礎研究)(權重 10%) 

量化成果評述： 

� 國外期刊1篇、培養輻射劑量評估及風險管理與評估2個研究團隊、

培養參與計畫執行之碩士研究生5人、完成研究報告8篇、辦理學術

活動1場。 

� 期刊論文、技術報告、研究團隊養成、博碩士培育達成計畫原列之

數量。 

� 100至102年度之量化研究成果(含期刊論文及技術報告)似有減弱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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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成果評述： 

� 有助於我國核能電廠及其他工廠發生災害時，提供防救災資訊及整

合，並可延伸到健康風險評估，以利決策執行。 

� 「網絡脆弱度分析工具之建置」報告及網絡脆弱度分析「VAT 

(Vulnerability Analysis Tool)」軟體之建構，對核能電廠發生

複合式災害之應變幫助不大。 

� 本土化之定量風險管理與評估，可針對國內核能電廠建立自主技

術，不受國外之技術與商業壟斷。 

� 培養國內研究團隊與專業人才，提升相關領域之專業水準，襄助核

電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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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技術創新成就之評述(科技整合創新) (權重 30%) 

量化成果評述： 

� 完成具有通風透氣功能之防護衣」並向美國申請發明專利。 

� 102年度「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研究」之民眾劑量評估研究，與

另一計畫「輻射事故緊急應變管制技術發展」似有重疊。 

� 建立中尺度氣象資料庫與放射性物質至大氣中擴散評估技術。 

� 透過系統動力及代理人基的模擬方式，進一步提高找尋基礎建設中

弱點之可行性。 

  質化成果評述： 

� 發展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及輻射偵測技術，以及大氣擴散評估技

術，對發生重大國際輻災時，能有效支援政府執行環境輻射偵測、

國外入境人員偵測、進出口產品偵測及劑量評估等。 

� 提供工具分析國際輻災或核能電廠發生全面緊急事故對國內的影

響程度，此法可找出導致電力失效情節組合，並將該組合以動態方

式模擬呈現。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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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濟效益之評述(產業經濟發展) (權重 20%) 

量化成果評述： 

� 完成「具有通風透氣功能之防護衣」發明專利，穿戴防護衣時，內

部的高溫悶熱得以藉由空氣流通而排出，可以減低不適感並提升工

作效率。而透氣部的濾材可於空氣流通時發揮過濾的功能，在透氣

的同時持續保護使用者，發揮防護衣應有的防護功能，提供第一線

輻射防護人員適當的防護工具，未來具有經濟的開發潛力。 

� 執行農產品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建立完善核化學分析技術與品保

系統。 

質化成果評述： 

� 主辦國內能力試驗比對計畫，提升我國游離輻射領域量測實驗室之

農產品量測能力。 

� 提供可選與精確之農產品放射性分析能力試驗，可靠與精確之放射

性核種分析結果，保證輸出農作產品之放射性核種活度符合國際標

準。 

� 日本福島核子事故發生後至今，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免費為農

委會等政府單位委託日本進口之物品數千件進行放射性核種分

析，確保國人健康。 

� VAT軟體可計算出網路穩定度，並提出一最佳連線做為電網之穩定

改善策略，確保電廠經濟效益。 

� 可降低核電廠因應超限廠外事件之風險，避免造成經濟巨大傷害後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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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社會影響之評述(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權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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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成果評述： 

� 完成「核子事故的經濟影響分析」，可提供輻射或核子事故緊急應

變管理與復原階段防護措施的參考。輻射的健康效應與輻射或核子

事故緊急應變準則，可提供輻射或核子事故民眾防護決策的依據。 

� 完成「我國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制度之研修」，蒐集日本福島事故

後美國與日本核子事故緊急應變法規之更新與近期相關檢討報告

的相關資料，並分析對我國相關管制措施之影響，而後找出我國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的問題點，提出具體修法的內容。 

質化成果評述： 

� 日本福島核子事故發生後至今，本計畫所建立的能力，持續為國內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財政部國庫署、經濟部標檢局與漁業

署，對日本進口之物品進行放射性核種分析，為國人健康把關。 

� 國際發生輻射災害時，提供與民眾及媒體之溝通導則，加強民眾溝

通技術之方法，有助於讓民眾清晰了解事故緊急應變時，政府採取

各種民眾防護行動的原則與必要性。 

� 以系統動力學進行台電電力網之完整架構分析，並進行脆弱度排

序，可協助提升電力網面對災害時的穩定度與穩健性。 

� 福島事故後，本計畫的工作確可提供社會一份安心的力量。 

� 本計畫與民眾安全息息相關，執行本計畫之目的在於追求環境永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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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非研究類成就(人才培育、法規制度、國際合作、推

動輔導) (權重 20%) 

量化成果評述： 

� 計畫培育8位碩士與1位博士，並進用國防役碩士研究人員2人，增

加國內輻射事件之應變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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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化成果評述： 

� 「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開發研究」計畫中評估模式之評估結果，

可以幫助政府在核子事故或輻射意外事件緊急應變上，有更完善之

管理策略及準備。 

� 「核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分析方法論研究」透過基礎設施互

依性之研究，發掘其他類型之基礎設施可能面臨的互依性弱點或潛

在問題，提供主管部會參考。 

� 本計畫可培養出國內未來需要之空量風險評估、輻射防護劑量評

估、醫院輻射安全評估與輻射防護技術領域所需高階研發人才。並

培植國內學界進行核設施複合性災害的評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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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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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成果評述： 

� 參加國際原子能總署主辦之國際比對試驗。 

� 建立緊急事件用自給式空氣呼吸器功能測試系統。 

� 輻射偵測與環境樣品及進出口產品精確之放射性核種分析技術研

發。 

� 核子事故民眾緊急應變與防護行動策略之研發。 

質化成果評述： 

� 可襄助政府對污染區範圍之鑑定、民眾污染防護、民眾醫療救助、

農作產品與進出口產品管制之依據。 

� 精進民眾溝通技術與操作干預基準之設定。 

� 協助協助主管機關重新計算國內核能電廠緊急應變計畫區的範圍

應為8公里，目前已經原子能委員會同意由5公里擴增為8公里，台

電公司並應重新規劃與整備緊急應變計畫區的民眾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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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高者為優) 

肆肆肆肆、、、、    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與相關計畫之配合程度 (5%)  4.38  

� 本計畫已列入行政院102年度災害防救應用科技方案，每季均提報

執行成果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發生國際重大輻災時，可結合

國家防災體系，採取民眾防護與緊急應變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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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伍伍伍、、、、    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計畫經費及人力運用的適善性 (10%)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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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撥出少數經費辦理核能電廠「102 年強化核電廠適職方案管制研

究」研究。 

� 經費、人力與工作匹配，與原計畫之規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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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陸陸陸、、、、    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後續工作構想及重點之妥適度 (5%)  3.5  

本計畫之執行時間是否合適？或太早？太晚？如何改進？ 

 

� 計畫執行時間合適度優。 

� 緊急運轉的應變計畫宜時時進行，確保資訊蒐集與溝通管道之暢

通。 

� 電力網絡損壞情形及供電戶的缺電影響，應由台電執行，不宜放在

後續工作。 

� 對於修訂國內「核子事故民眾防護行動規範」內容，應積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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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核子事故民眾劑量評估之氣象模式及擴散模式的研究，應與另

一計畫「輻射事故緊急應變管制技術發展」有所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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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柒柒柒柒、、、、    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產業發展及跨部會協調指標    

本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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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計畫主要工作為核輻射災害應變技術開發相關研發工作以及核

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分析方法論研究。無關產業發展，均為

防災研究，跨部會協調在防災規劃中極為重要，應結合國家防災體

系，加強跨部會協調，本計畫中亦執行得極為妥善！ 

捌捌捌捌、、、、    綜合意見綜合意見綜合意見綜合意見 

� 計畫研究主體為核電廠防災計畫之研究重要範疇之一，研究中開發

出許多實用之工具及分析軟體，供政府在此防災領域中可以做得更

完備、更有效率。 

� 計畫應繼續維持並精進發展之擴散與氣象模式，並利用福島核災實

例進行改進驗證。 

� 基礎設施發生災害與互依性基礎設施間之影響，情況極為複雜，但

重要性極高，影響度極大。此研究為此範疇起始研究，後續研究須

優質規劃，廣域執行，才能顯岀其重要成果。 

� 核設施與其他基礎設施互依性分析方法論研究，以電力網絡基礎設

施為案例，走錯方向，對核設施放射性災害應變與複合式災害互依

性的分析幫助不大。 

� 本計畫對於核設施放射性災害應變十分重要。由於福島核事故涉及

複合式災害，因此本計畫未來之研究重點應放在複合式災害的互依

性分析及技術建立。此外有關核子事故民眾劑量評估之氣象模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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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散模式的研究，應作整體考量並在不同計畫中加以分工。 

� 國際輻射災害應變技術開發研究計畫，建立與精進鄰近地區輻災事

故影響所需之偵測評估技術與能力，提供污染區範圍鑑定、民眾污

染防護、民眾醫療救助、農作產品與進出口產品管制的依據，做為

政府採取預防措施與穩定民心的工具、制定核子事故民眾緊急應變

與防護行動策略，極具重要性。 

 

玖玖玖玖、、、、    總體績效評量總體績效評量總體績效評量總體績效評量(高者為優)： 

評等評等評等評等：：：：□10 □9 ■8 □7 □6 □5 □4 □3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