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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12 年度施政計畫

本會以我國原子能主管機關的立場，積極強化相關施政作為，持續提升國內原子能利用的安

全品質及科技發展，在既有的基礎上，以更專業、踏實的步伐，加強各項施政的規劃，以「核安

守護」、「核廢處理」為施政主軸，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目標為願景，訂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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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年度 4大施政目標。

本會依據行政院 112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化及本會未來發

展需要，編定 112 年度施政計畫。

壹、年度施政目標及策略
一、強化原子能安全管制，確保公眾安全

（一）持續核能電廠視察活動、審查作業、核子保安及緊急應變作業檢查，深化管制技術及審

查能力，確保除役前後各項作業符合品質及安全要求。

（二）確保許可類放射性物質及可發生游離輻射設備等輻射作業安全，加強輻射作業場所稽查

與管制，保障從業人員輻射安全；精進輻射災害應變技術研發，強化應變能量。

（三）積極管制用過核子燃料室內乾式貯存計畫，督促蘭嶼貯存場遷場先期作業，落實世代正

義；精進放射性物料管制法規，結合技術研發與實務需求，強化放射性物料安全體系及

各項作為。

（四）執行全國環境輻射偵測與監測作業，強化海域輻射安全評估與風險研究，充實臺灣海域

輻射預警系統資訊，釐清食安疑慮並維護漁民權益。

（五）落實輻安及核安資訊透明，提升民眾信任，推廣政策全民參與及民眾溝通，建立社會共

識。

二、推廣原子能科技創新，培育跨域人才

（一）善盡國際核子保防義務，在平等互惠原則下，積極國際合作交流，以技術提升外交軟實

力；妥善運用原子能技術，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

（二）鼓勵原子能及其衍生技術於醫、農、工業之多元發展，因應半導體、人工智慧、衛星通

訊、永續發展之趨勢，規劃推動具創新挑戰及產業應用價值之原子能專題研究計畫，引

領學者深入探討並協助政府尋找解決方案。

（三）以長期挹注為原則，強化原子科技跨領域整合之基礎研究及科學實驗，並推動社會需求

導向研究，加強人文與科技的融合，促成跨學科與跨領域以及原子科技基礎研究間的相

互融合協作，兼顧前瞻科學及人文社會之多元人才培育。

（四）推廣原子能科普教育，培養民眾媒體及網路資訊識讀能力，提升全民科學素養。

三、建立原子能關鍵技術，促進產業加值

（一）發展核醫藥物與高階醫材等輻射生物醫學技術，深耕國人醫療需求與在地核醫產業發

展。

（二）聚焦原子物理新穎技術開發與應用，建立高密度電漿聚焦中子源與新興量子技術，兼顧

科技前瞻與產業導向，厚植國家科技能量。

（三）建置 70MeV 中型迴旋加速器，開發精準診療藥物，穩定國內核醫藥物供需，以支持臺灣

精準健康、民生及戰備產業發展。

（四）建構國內電子元件輻射驗證環境，發展太陽電池及晶片抗輻射關鍵技術，促進電子元件

產業加值化，以支持太空產業發展。

四、發展能源及後端技術，推廣產業應用

（一）配合「淨零排放」路徑及「綠能科技」產業創新計畫，發展智慧多元儲能、潔淨能源、

住商節能、區域電網智慧管理等關鍵技術，推廣產業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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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應「非核家園」能源轉型，運用研發核設施除役技術與實務經驗，發展核電廠除役及

核廢料處置關鍵技術，建立自主核後端產業技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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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重要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原子能科學發

展

原子能科技基

礎研究及環境

建構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原子能國際交流與科普傳播。

二、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

三、原子能科研環境建構：衛星元件開發及輻射驗證環境建

構。

游離輻射安全

防護

新興輻射安全

管制技術與法

規精進研究

科技

發展

一、執行含天然放射性物質商品之調查及管理研究。

二、執行放射性物質生產設施與高強度輻射設施之除污及除役

規劃暨安全審查技術研究。

三、執行鋼鐵回收與熔煉作業人員之輻射意外曝露劑量及風險

評估研究。

四、執行放射診療設備之醫療曝露品質保證管制作業及項目精

進研究。

五、執行計畫曝露輻射安全與劑量約束評估研究。

六、執行游離輻射防護法規體系及數位治理精進研究。

接軌國際輻防

技術規範與精

進量測技術能

力研究

科技

發展

一、建立國際同步輻射防護規範研究。

二、強化國內輻射檢校量測技術能力研究。

三、精進染色體變異分析技術與評估研究。

核設施安全管

制

核子反應器設

施安全與除役

前期作業管制

實務研究

科技

發展

一、核子反應器設施安全與除役前期作業管制實務研究計畫。

二、核電廠除役獨立驗證偵檢量測技術先期研究。

三、核電廠除役安全管制關鍵技術要項先期研究。

核子保安與應

變

強化輻射災害

應變與管制技

術之研究

科技

發展

一、精進輻射災害環境輻射偵測能量與技術。

二、輻射事件應變技術開發研究。

三、輻射災害應變資源建置與實務管理相關研究。

放射性物料管

理

精進放射性廢

棄物貯存與處

置安全管制技

術發展

科技

發展

一、除役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與貯存之管制技術發展。

二、精進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與集中貯存方案管制技術發展。

三、精進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安全審驗技術發展。

計畫管理維運

及成果應用

輻射管制區設

施與環境安全

強化改善計畫

（第三期）

社會

發展

一、核設施除役作業與作業廠房環境安全改善

（一）TRR 爐體拆解廢棄物安全管理。

（二）輻射管制區作業安全防護及設施強化改善。

（三）用過燃料污染廢棄物安定化處理。

（四）TRR 燃料乾貯場（DSP）清除。

二、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貯存及核種鑑定分析設施安全強化改善

（一）低放廢棄物處理與貯存設施強化改善。

（二）高放射性實驗室與金屬熔鑄廠設施強化改善。

（三）放射性核種分析實驗室安全及設備維護。

六氟化鈾安定

化處理與處置

計畫

社會

發展

將貯存之六氟化鈾送往境外處理，進行安定化處理與處

置。

核能科技研究

計畫

原子能系統工

程跨域整合發

科技

發展

一、核電終期營運安全與用過核子燃料貯存技術發展

（一）核電廠停機期間安全研究。

（二）劑量與風險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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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展計畫（第二

期）

（三）用過核子燃料安全與相關應用技術研究。

二、核設施除役清理及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技術開發與執行

（一）TRR 設施除役技術開發及清理作業。

（二）核設施清理。

（三）放射性廢棄物處理技術開發及作業。

三、生醫科技輻射應用研究

（一）核醫GMP製程設施精進與應用。

（二）放射診療核醫藥物研發與應用研究。

（三）新穎輻射影像儀器技術開發。

四、原子物理新穎技術開發與應用

（一）中子源開發與應用。

（二）量子新興技術開發。

（三）半導體生物檢測技術開發。

核醫精準醫學

之應用研究與

推廣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多聚醣技術於精準醫學之應用研究。

二、腦部退化疾病之精準影像平臺開發。

三、輻射應用之推廣與研究。

綠能產業應用

技術發展計畫

科技

發展

一、可擴充式綠能智慧多元儲能關鍵技術。

二、高溫發電／產氫技術之關鍵組件研製。

三、住商節能關鍵組件技術開發及示範系統。

四、海洋可分解塑膠 PHAs 綠色生產技術開發與應用研究。

五、大型風力機葉片檢測技術開發。

國家中子與質

子科學應用研

究：70MeV 中

型迴旋加速器

建置計畫

科技

發展

一、迴旋加速器與放射性同位素研製實驗室（科技發展）

（一）70MeV 迴旋加速器本體與射束線建置。

（二）放射性同位素研製實驗室建置。

二、質子照射驗證分析實驗室（科技發展）

（一）質子射束分析平臺建立。

（二）質子射束標準化技術建立。

三、中子應用研究實驗室（科技發展）

（一）中子靶站及中子射束線建置。

（二）中子量測分析儀器站建置。

（三）中子照射模擬設計與驗證。

四、系統工程（科技發展）

（一）射源項模擬計算與分析。

（二）輻射安全評估。

（三）系統可用度提升（含計畫作業室）。

五、土木工程建造（公共建設）

國家海域放射

性物質擴散預

警及安全評估

應對計畫

科技

發展

一、海域重要漁場水質與洄游魚種輻射安全評估研究

（一）重點洄游魚類取樣及氚分析作業。

（二）境外海洋輻射事件劑量安全評估研究。

（三）水體中氚活度濃度之連續監測技術建立。

二、日本含氚處理水排放對水產動物類及藻類劑量安全與風險

研究：魚類有機氚／無機氚代謝研究

三、海域放射性物質排放事件例行化預報及異常排放示警處理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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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計畫

類別
實施內容

（一）放射性物質海洋擴散例行作業化系統整合及營運。

（二）放射性物質排放之 CFD 沿岸放流模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