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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經濟合作（APEC）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CSC）於本（112）年 8 月 8 至 9 日舉行

2023 年第 2 次會議，並於 8 月 7 日召開其下之電機電子產品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JRAC）會

議。此外，亦於前述會議前後辦理各式研討會，主題涉及溫室氣體量測、電池儲能系統、人工

智慧、循環經濟、減少飲用水含鉛、避免塑膠汙染、清真驗證之貿易議題及良好法規作業。本

出國報告將聚焦說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出席前述會議及研討會

情形。  

本次 SCSC 會議仍由本年度 APEC 主辦國美國擔任主席，主要由 APEC 經濟體報告各自於

SCSC 提案計畫之執行情形，主題涉及良好法規作業、食品安全、實驗室檢測能力、新冠肺炎

疫情的因應、數位經濟、溫室氣體量測及清真驗證等議題，我國亦於 SCSC 會議說明電動車

充電設備計畫及新穎生技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之規劃。 

JRAC 由秘魯擔任主席，共 14 個經濟體出席，上午就後續議題方向進行討論，並確認由俄羅

斯擔任 2024 年至 2025 年主席，下午場則就電機電子產品相關法規之實務經驗進行交流，主

題包括線上購物平台產品安全管理機制、新興產品管理制度（如電動車充電設備、二手品與

維修品等）、符合性評鑑制度以及產品事故調查。 

其他 SCSC 研討會則多是作為公私部門的溝通討論平台，由 APEC 經濟體主管機關介紹法規

面向之管理做法，並由相關企業分享各自聚焦之重點及成果。例如，溫室氣體量測研討會主

要讓主管機關說明對於溫室氣體排放之盤點要求，並由產業界介紹各式量測技術之發展狀況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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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23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美國於 8 月 7 日及 8-9 日在華盛頓州西雅圖市分別召開「電

機電子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簡稱 JRAC）及「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簡稱 SCSC）

第 2 次會議，除前述會議外，亦辦理數場 SCSC 研討會，完整會議清單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之標準發展研討會（112 年 8 月 4 日） 

 電池儲能系統研討會（112 年 8 月 4-5 日） 

 人工智慧研討會（112 年 8 月 5-6 日） 

 減少飲用水含鉛研討會（112 年 8 月 6 日） 

 循環經濟研討會（112 年 8 月 6-7 日） 

 避免塑膠汙染研討會（112 年 8 月 7 日） 

 JRAC 會議（112 年 8 月 7 日） 

 SCSC 第 2 次會議（112 年 8 月 8-9 日） 

 清真驗證貿易議題研討會（112 年 8 月 10 日） 

 第 16 屆良好法規作業研討會（112 年 8 月 10-11 日） 

 

貳、 出國任務及目的 

本次出國由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派員與

會，主要任務說明如下： 

一、 於 SCSC 會議報告我國各項提案進展與未來規劃，以及發言支持我國連署之提案：  

(一) 報告我國「2023 APEC 分析技術交流平台-新穎生技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提案規劃 

(二) 報告我國「電動車充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做法」提案規劃 

(三) 發言支持澳洲有關「透過國際標準在 APEC 地區大規模支持人工智慧（AI）」與「

實踐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架構及其相關指引」提案、美國有關「在 APEC 地區推動良

好法規作業藍圖」與「分享電池儲能系統標準在促進安全、能源韌性及永續性角色

之最佳做法及能力建構」等提案 

二、 於 JRAC 會議分享我國有關電動車充電設備之管理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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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與及瞭解各場 SCSC 研討會之討論重點。 

由於會議議題面向較廣，且部分會議時間重疊，出國人員出席會議場次詳如下表： 

活動名稱 出席單位及人員 

電池儲能系統研討會 白副分局長玠臻、李技正元鈞 (BSMI) 

溫室氣體量測圓桌會議 魏技正立宇 (BSMI) 

人工智慧研討會 李技正元鈞、魏技正立宇、林技士正豐 (BSMI) 

減少飲用水含鉛研討會 白副分局長玠臻、張技正筱如 (BSMI) 

循環經濟標準研討會 張技正筱如 (BSMI) 

JRAC 會議 白副分局長玠臻、李技正元鈞、魏技正立宇 (BSMI) 

避免塑膠汙染研討會 林技士正豐 (BSMI) 

SCSC 會議 白副分局長玠臻、張技正筱如、李技正元鈞、 

魏技正立宇、林技士正豐 (BSMI) 

林科長蘭砡、王技正鈺婷、姜技士欣怡 (TFDA) 

SCSC/EC 良好法規作業

研討會 

張技正筱如、李技正元鈞、魏技正立宇(BSMI) 

林科長蘭砡 (TFDA) 

清真驗證研討會 張技正筱如 (BSMI) 

參、 112 年 8 月 8-9 日 SCSC 會議紀要 

本次會議由美國貿易代表署 Kent Shigetomi 擔任主席，出席代表包括澳洲、加拿大、智

利、中國、香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菲律賓、

新加坡、泰國、美國及我國共 16 會員經濟體。此外，亞太認證組織（APAC）、亞太計

量組織（APMP）、亞太地區標準大會（PASC）、ASTM 國際協會及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亦出席會議。涉及我國之重要參與情形如下：（議程及簡要報告如附錄 1） 

一、 美國報告「在 APEC 地區推動良好法規作業（GRP）藍圖」自費計畫：該計畫之目的包

括：（1）製作實踐 GRP 之指引文件、（2）協助會員將新工具及概念納入法規政策、

（3）找出有利會員自願性採用最佳法規流程之可能方式，以及（4）為未來能力建構活

動提供想法及方向。美國說明共有 15 個經濟體參加 GRP 藍圖的視訊工作小組，已在 4-

7 月間以每月一次的頻率進行討論，美方規劃於本年 10 月完成 GRP 藍圖。智利、加拿

大、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秘魯、我國及 APAC 皆發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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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美國報告 SOM2 期間(2023 年 5 月)於該國底特律舉行食品安全合作之系列活動：包含

APEC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風險溝通工作坊、全基因定序及環境中檢測食因性病原菌之

實驗室能力建構工作坊、公私創新對話及 FSCF 全體會議，摘要如下：  

(一) 「APEC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風險溝通工作坊」：此工作坊源自於「風險溝通之貿

易便捷作法：APEC 地區 MRL 調和」計畫，分別於 2022-2023 年舉辦兩場系列活動

，第一場於 2022 年 8 月舉辦，第二場於 2023 年 5 月舉辦。第二場之內容聚焦於如

何與公眾進行風險溝通、各經濟體如何處理公眾對農藥殘留之認知、對食品安全、

貿易及以風險為基礎之研究的影響等主題進行討論。  

(二) 「全基因體定序工作坊」：此工作坊源自於「環境中檢測食因性病原菌之實驗室能

力建構」計畫，藉由導入全基因體定序與資料分析方法，同時強化 APEC 區域實驗

室環境採樣手法，以優化病原檢驗技術，有效串聯從農產到餐桌及臨床的病原資訊

，同時經由全球資料分享網絡及夥伴關係，達到改進整體食品安全管理的目標。  

(三) 「公私創新對話」計畫：由政府單位、業界、學術界等代表進行經驗分享，探討創

新方法與技術、數位協助方案及新技術檢視、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及食品安全文化等

議題。 

三、 澳洲報告「落實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架構及相關指引」系列活動：澳洲與紐西蘭於 2020 年

及 2021 年間，邀請有興趣之經濟體（我國食藥署 3 名同仁亦參與其中）及企業界代表，

組成線上工作小組並召開 4 場視訊研討會議，建立「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架構及相關指

引」。有鑑於風險溝通不僅限於權責單位與公眾，企業亦應注意，因此特製作可供企業

參考運用的附錄，相關架構及指引已於 2022 年 2 月公布於 APEC 官網。澳洲提出新的

自費計畫，旨在使權責單位更為便捷地使用此架構，預計於 2024 年召開 2 個工作坊，

藉由經濟體自我檢視之活動以增加使用此架構之機會，預計可產出各經濟體間溝通成果

分享、知識及經驗交流的報告。其預期成果為加強食品安全風險溝通，增進公眾對食品

安全之信心，進而促進食品貿易便捷化。 

四、 我國報告「2023 APEC 分析技術交流平台-新穎生技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規劃：考量

APEC 經濟體間對基改食品核准管理存在歧異，因此透過舉辦國際研討會議，提供意見

平台，交流新穎生技食品管理所需之檢驗技術與經驗。食藥署將在本年 10 月 17-18 日

假台北市交通部集思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2023APEC 分析技術交流平台-新穎生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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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本次研討會為期 1.5 天，採實體會議-線上同步舉行，開放亞太

地區各經濟體之官方機構、相關研究學者及檢測實驗室參與，會中將由日本、韓國、越

南、馬來西亞及我國在新穎生技作物衍生食品如基因改造食品及基因編輯食品之研發及

相關檢驗技術專家，分享有關新穎生技食品之研發、分析技術近況及檢驗經驗交流，藉

以凝聚檢驗技術共識，以期避免各經濟體間因對生技食品管理上的歧異所造成之貿易障

礙。(簡報詳附錄 2)。 

五、 澳洲報告「在 APEC 地區落實循環經濟標準」計畫之推動情形：澳方認為標準可以在循

環經濟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建立共同框架、增加對循環產品的信任以及提供循環

商業實踐的指導，來達成循環經濟的目標，因此盼以標準為基礎，為 APEC 成員經濟體

在實施循環經濟方面提供指引，本案已於 2023 年 7 月進行問卷調查，並於 2023 年 8 月

辦理實體研討會探討循環經濟標準化的國際趨勢，研討會情形將於本報告研討會紀要部

分詳敘。 

六、 澳洲報告「透過國際標準在 APEC 地區大規模支持 AI」之推動情形：目的係透過國際標

準強化公私部門對於利用 AI 處理風險之信心，澳方已完成本案各項活動（包括成立聯

繫小組、問卷調查、撰寫議題報告及舉辦研討會），研討會情形將於本報告研討會紀要

部分詳敘，澳方另規劃就本議題撰寫建議報告(Recommendations Report)，暫定於本年 11

月 1 日前完成。 

七、 美國報告「瞭解清真驗證貿易議題」之推動進展：美方說明清真法規的要求在不同的經

濟體有不同的規定，為了符合規定，製造商必須在生產、包裝、產品成分、標籤上進行

調整，貿易因而受到影響。美方盼藉由本計畫達到以下目標：（1）整理各經濟體清真規

定及適用產品的完整資料、（2）辦理研討會，邀集法規主管機關、貿易官員、國際組織

及學者討論清真驗證的各個問題，以及（3）追蹤經濟體產品出口情形以測量其變化。 

八、 我國報告「電動車充電設備(EVSE)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做法」計畫之

規劃（簡報如附錄 3）：我方說明電動車充電設備的數量不足為推動電動車的主要挑戰，

本計畫目的是作為利害關係人的分享平台，促進有關使用國際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的經驗

及最佳做法交流，預計辦理問卷（2023 年 10-12 月）及視訊研討會（2024 年 4 月），將

於會後提供 SCSC 會員檢視及採認，我國發言感謝美國及紐西蘭連署，並歡迎更多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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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連署。  

日本表示我國提案與韓國提出之「強化 APEC 區域新興經濟體 EVSE 管理系統能力建構

經驗分享計畫」提案內容相近，建議避免重複工作。我國說明因我方提案為自費提案，

預計可在韓國提案開始前完成執行，我方成果除了可事前提供韓國外，亦可於韓國提案

中所規劃的研討會上進行報告，此外，雙方也可共同規劃問卷中的問題，以及避免研討

會中出現重複講師。日本表示感謝臺、韓、日三方在場邊就本議題的討論，並接受我方

說明。 

主席表示將協助蒐集 APEC 場域現有與 EVSE 相關之討論成果給 SCSC，讓 SCSC 能在

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推進工作，避免重複。 

九、 秘魯報告「第 15 屆 SCSC 標準及符合性會議—利用自願性永續標準(VSS)強化 APEC 經

濟體貿易夥伴關係及經濟合作」計畫：秘魯說明本計畫目的在提升 APEC 經濟體對於

VSS 之瞭解，特別是 VSS 對於促進 APEC 經濟體間合作及支持貿易協定中永續條款的

效果。秘魯說明本案主要工作包括（1）研究 APEC 經濟體貿易協定中的永續條款、（2）

調查 APEC 經濟體現行貿易協定中可能涉及永續條款之內容與執行上的問題、（3）於

秘魯辦理第 15 屆 SCSC 標準及符合性會議，以及（4）提供 APEC 經濟體政策建議。 

十、 政策討論： 

(一) 加拿大報告有關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對於中小企業出口效益之研究成果：加拿大

99%的企業為中小企業，其中只有極少數有出口經驗。經由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參與

國際標準制定活動對於中小企業的出口有幫助，加拿大將於會後提供研究成果供

APEC 會員參考。 

(二) 美國報告 APEC 場域對於女性及標準化之討論情形：目前女性參與標準制定的程度

普遍不足，證據顯示這樣的現象導致於制定出來的標準未能提供女性與男性一樣的

保護。SCSC 過去已有加拿大、澳洲及美國就標準及性別議題進行討論。美國提出之

「女性與標準」計畫將（1）蒐集女性參與標準相關活動之數據以找出影響女性參與

之障礙及（2）分享有關標準制定及技術性法規的發展如何考量女性因素。該計畫計

有包含我國在內的 8 個會員參與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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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112 年 8 月 7 日 APEC 電機電子產品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JRAC）會議紀要（議程

及簡要報告如附錄 4） 

一、 本次 JRAC 會議由秘魯對外貿易技術規範局 Ms. Rocio Barreda Santos 擔任主席，上午為

正式會議，下午為研討會。共 14 個經濟體出席，出席經濟體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

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布亞紐新幾內亞、秘魯、新加坡、

越南及我國。除 APEC 經濟體外，國際電工委員會(IEC)亦派代表出席會議。 

二、 正式會議情形如下： 

(一) 紐西蘭報告極低電壓設備問卷調查結果（有關 APEC 經濟體管理極低電壓設備之現

況及未來規劃），後續將繼續辦理自費計畫深入研究。 

(二) JRAC 會員建議未來可討論下列主題：各會員產品檢驗制度及標準、產品事故調查、

線上平台產品安全管理方法、電動車充電設備等。此外，APEC 秘書處將另請 JRAC

會員提供有興趣主題清單。 

(三) IEC 說明最新業務推動現況，重點業務包含制定電動車與電網整合標準、人工智慧

標準及推動 IEC 品質管理系統（IECQ）等。 

(四) 主席宣布下（2024 年）屆會議於秘魯召開，此外，俄羅斯將於 2024 年至 2025 年擔

任 JRAC 會議主席 2 年。 

三、 研討會情形如下： 

(一) 有關電機電子產品安全之討論，我國簡報近期推動之電動車充電設備自願性產品驗

證要求及強制性檢定要求（簡報如附錄 5）；香港分享近期發生之電冰箱、電熱水器

及電池的事故調查經驗；紐西蘭表示將針對二手產品（如維修品）進行管理，將參

考 AS/NZS 3800 標準（高風險區域使用的電器產品維修要求）制定一般家電適用之

維修標準；澳洲說明其就電機設備之符合性評鑑制度；中國報告強制性驗證制度（

CCC）近期推動現況（包括將高風險的手機用鋰離子電池及行動電源納入檢驗），並

說明未來業務推動重點包含：電子化證書、綠色產品自願性驗證、高品質產品自願

性驗證（智慧家電、高畫質顯示器及機器人）。 

(二) 有關網購商品安全之討論，智利表示未驗證過的產品充斥該國網購平台，因此智利

已開始要求網購平台上販售的商品應貼附安全標示及能源標示；加拿大說明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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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就網路上販售商品的管理機制進行討論；澳洲說明其規劃利用人工智慧，找

出線上購物平台中不符合規定的電機產品。 

伍、 APEC/SCSC 會議前後之研討會紀要 

一、 8 月 4 日溫室氣體排放之標準發展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6） 

本研討會主要請 APEC 經濟體及相關私部門分享量測溫室氣體排放之作法。 

APEC 經濟體主管機關分享重點如下： 

(一) 澳洲國家溫室氣體及能源回報制度（National Greenhouse and Energy Reporting scheme, 

NGER）為該國溫室氣體回報的主要制度，新興科技必須符合聯合國相關規定才會

被該制度接受。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於 2 萬 5 千噸的工廠及二氧化碳排放量大於 5 萬

噸的企業都必須進行溫室氣體公布（publication）。NGER 近期已將製造氫能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納入回報範圍。聯邦科學與工業研究組織（CSIRO）跟國家計量機構

（NMI）則是澳洲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研究單位。NGER 也仰賴如澳洲標準協會（

SA）、澳洲國家檢測協會（NATA）等品質基礎建設機構所提供之服務支持制度的

運作，其中能力試驗（proficiency testing）是確保溫室氣體量測可靠性的重要方法。

除了 ISO 標準，澳洲的法規也會採用歐盟標準。 

(二) 越南標準與品質局（STAMEQ）說明溫室氣體量測相關國際標準為 ISO 14064-1、

ISO 14064-2、ISO 14064-3、ISO 14065、ISO 14066、ISO 14067 及 ISO 14080。 

(三) 紐西蘭強調盤查溫室氣體的成本非常重要，紐西蘭主管機關並不要求直接量測溫室

氣體，而是利用計算法（進料量 x 燃燒係數=排放量）了解工廠的排碳狀況。紐西蘭

另外介紹該國利用人造衛星（methaneSAT）量測甲烷的經驗，由於紐西蘭的產業以

農業、畜牧業為主，因此減少甲烷的排放是該國的重要目標。 

私部門分享重點如下： 

(一) UL Solutions 說明該公司自 2001 年即推出溫室氣體排放之相關服務，目前因為法規

要求(如 CBAM)、企業自主要求、ESG 評分等原因，溫室氣體盤查之查證（GHG 

verification）的需求正在大幅上升。目前發展中的新興溫室氣體量測科技包括數位分

身（digital twin，藉由上傳實體數據模擬溫室氣體排放）、遠距監測、區塊鏈及人工

智慧（AI）等。UL 強調各經濟體間盤查作法及溫室氣體資料調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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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亞馬遜（Amazon Web Service, AWS）說明該公司利用雲端應用，協助客戶上傳及保

存溫室氣體資料（pdf 格式），並藉由數據分析幫助客戶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三) 碳揭露專案（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主要利用問卷瞭解企業的排碳狀況，

其產出的資料廣為政府及企業使用。CDP 近期專注於發展以科技為基礎的目標倡議

（Science Based Target Initiative, SBTI），希望透過該倡議協助企業建立合理的減排

目標。 

(四) WattTime 公司強調碳盤查成本對於降低排碳的重要性，利用衛星遙測碳排所需要的

成本最低、其次為計算法，而實際利用感測器測量則成本最高。該公司利用 AI 分析

衛星的長期量測結果得出可靠的溫室氣體排放資料。 

二、 8 月 4-5 日電池儲能系統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7） 

本研討會由 UL Standards 主辦，由於 APEC 會員對於能源轉型議題的關注，且為有效利

用綠能，本研討會主要探討電池儲能系統安全性及相關法規議題，研討會涵蓋多項主題，

就電池儲能系統之標準制定、法規發展、未來趨勢、符合性評鑑程序、電池二次使用及

良好法規作業推動情形等六大主題進行交流。 

(一) 標準制定：電池儲能系統在國際間事故頻傳，常見事故為電池熱失控問題，國際標

準組織（IEC 及 UL）報告制定電池儲能系統自願性標準進度，並說明該等標準均已

具體納入火災、爆炸及化學危害等風險之安全規範；菲律賓標準局介紹其電動車充

電設備及電池儲能系統所參採之國際標準以及強制性檢驗規定。 

(二) 法規發展：電池儲能系統除安全規範議題外，法規多半會另外規範消防安全議題，

會中特別請火災主管機關、研究機構及產業協會等，針對火災意外資料蒐集、新型

態火災介紹、儲能櫃爆炸模擬測試以及電池儲能設備安全指引等新興議題進行資訊

分享，對於電池儲能系統之消防安全議題特別提出討論。 

(三) 未來趨勢：主要探討電池儲能系統之最新電池技術，因應國際鋰礦不足之情形，除

鋰離子電池外，特別介紹國際發展中的新形態電池，如：鐵鎳、鈉離子、綠氫、鎂

離子及固態電池等，另外，研究機構也關注電池的回收和再利用問題，以應對能源

需求和環境保護的雙重挑戰。 

(四) 符合性評鑑程序：我國工業技術研究院顏博士鈺庭分享推動之電池儲能系統自願性

產品驗證程序；APAC 分享認證組織相互承認機制，該機制有助 APEC 會員間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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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測試結果，可避免重複測試並降低成本；UL Solutions 則分享其電池儲能系統之

檢測能量，可提供 APEC 會員電池儲能系統檢測驗證服務。 

(五) 電池二次使用：配合循環經濟政策，各會員體開始考慮到達最終壽命電池的二次使

用議題，二次使用的電池可用於非高效能使用之用途，但電池可能存在內部短路風

險，因此二次使用電池的標準應考量安全風險及電池回收再利用之技術，此外，新

加坡亦分享回收再利用之最新政策。 

(六) 良好法規作業推動情形：新加坡說明其電池儲能系統第 77 號技術性規範；泰國報告

其電池儲能系統之檢驗標準；特斯拉報告其家用儲能產品之驗證標準；美國國家標

準制定機構（NEMA）報告所制定之消防指引、電池二次使用標準及電池儲能系統

安全規範。 

最後，研討會以分組討論方式就各國儲能系統標準及政策推動現況進行交流，國際

間已有許多儲能系統之國際標準，惟大部分 APEC 會員尚在政策規劃階段，主管機

關還未建立驗證機制或是尚在籌備法規中（特別是消防法規及電機技師資格等），

未來 APEC 會員將多著重電池再利用、新型態電池及驗證機制等議題發展。 

三、 8 月 5-6 日人工智慧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8） 

(一) 澳洲 NMC 主席及 ABAC 數位創新工作小組成員代表就 AI 在 APEC 地區於經濟、

環境和社會等方面的風險管理及監管作業，提出資料、模型、組織三面向的想法。 

(二) ISO 及 IEC 代表分享人工智慧相關標準制定種類狀況，確保 AI 發展的安全性、道

德責任及建立大眾對 AI 技術的信心。 

(三) 澳洲標準局代表以 ISO/IEC 23053:2023 為例，分享標準所涵蓋之範圍、實務使用及

該標準所帶來的益處，並鼓勵 APEC 經濟體採納相關標準用於推廣 AI 發展；微軟

代表分享負責任 AI（responsible AI）標準概念，包含基礎、應用及量測相關三個面

向，並套用於更大規模經濟層面上。 

(四) 泰國、菲律賓、中國大陸、馬來西亞及紐西蘭等 APEC 經濟體代表分享國內 AI 策

略及未來發展計畫，並說明如何運用在各個領域之中，並探討標準所扮演的角色；

瑞典經濟政策委員會代表分享 AI 應用於音樂相關產業鏈上，並討論 AI 創作的音樂

有無著作權、利用有版權的音樂訓練 AI 是否可被允許等衍生出之問題。 

(五) 我國由資策會陳桂苓主任擔任講師，介紹我國 AI 發展政策（AI 行動方案），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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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著重於創新及實驗並結合軟硬體的開發來推動產業成長。另外還提到在烘焙、化

工、醫學等產業領域導入 AI 之作法，展現我國成功經驗。 

(六) Google 公司代表分享當 AI 發生危害或錯誤應用時，AI 使用者與 AI 提供者的可能

責任歸屬方式，但強調目前尚無定論。此外，說明利用 AI 進行人臉辨識時，對於白

人的辨識極為準確，但對於有色人種女性卻僅有七成準確度。 

(七) 多位講者都提及標準破碎化（fragmentation）的問題，且無法完全避免破碎化，只能

盡力維持一致性。但也有講者提出只要法規可以相容，標準的多樣性其實問題不大

。另外對於發展 AI 都有一些共通的準則，例如以人為本（human-oriented）、無偏

見（non-biased）、非惡意（non-maleficence）等，但是要怎麼判斷這些準則有無達

成，目前還沒有共識。 

四、 8 月 6 日減少飲用水含鉛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9） 

(一) 本研討會由美國主辦，旨在協助 APEC 會員確保飲用水的安全，並盼在後續年度持

續就本議題進行探討。 

(二) 研討會首先由世界衛生組織及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進行討論，重要結論包括（1）鉛

是導致公共健康問題的重要化學物質、（2）飲用水問題可導入至水安全計畫，進而

由國際型監控計畫嘗試解決，以及（3）各個地區水中的鉛來源皆有差異，需要適合

的法規、政策及標準來規劃，以擬訂精準的行動計畫。 

(三) 美國環保署、澳洲建築法規委員會、印尼標準局及菲律賓標準局分享該等單位為減

少飲用水中含鉛量的相關措施，包括訂定最小容許量、消費者教育、訂定五金規範

（plumbing code）及水質法規、推廣水質無鉛標章，以及善用國際符合性評鑑系統

以確保實驗室能力等。 

五、 8 月 6-7 日循環經濟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10） 

(一) 研討會由澳洲主辦，認為標準可以在循環經濟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建立共同

框架、增加對循環產品的信任以及提供循環商業實踐的指導，來達成循環經濟的目

標，期許透過研討會為 APEC 各經濟體在實施循環經濟方面提供指引並探討循環經

濟標準化的國際趨勢。 

(二) 本次研討會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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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澳洲標準環境標示小組委員會主席 Kate Harris 及全球電子委員會分類與標準開發

副總裁 Patty Dillon，針對原本為線性之「取用（take）、生產（make）、廢棄（waste）」

經濟模式，轉型為永續循環經濟的議題進行演講，主要說明 ISO 14020 系列的標準

及環保標章（Ecolabels）的規範以做為促進循環經濟的工具。 

2. 泰國GET SOLUTIONS公司永續發展專家 Thantip Punmatharith與UL Standards and 

Engagement 區域總監 Kolin Low 分別介紹「標準在塑造與實踐循環商業的角色」

及「UL Standards and Engagement 與循環經濟」，並由澳洲化學部政策創新與研究

組長 Peter Bury 及 Patty Dillon 共同擔任與談人。 

循環經濟在泰國是由工業標準研究院（TISI）推動，目標產業包括塑膠、橡膠、建

築材料、鋼鐵、電子零件、太陽能板、電動車電池等，分三階段推動將循環經濟標

準納入，且循環經濟產品將是政府採購之優先選項；另發行「循環經濟績效評估指

南」與軟體供產業建立、推動及評估推行循環經濟的成效。 

UL 以科學方法制定循環經濟標準 UL 3600，提供企業評估、監控與推動循環經濟，

包括產品（product）、工廠（site）與企業（company）三個層面的循環程度，透過

量化呈現企業在永續性的具體表現，並取得循環係數認證；目前正草擬修正第二版，

納入碳足跡、水、能源、空氣品質評估等項目。 

3. 專家論壇由澳洲標準局（Standards Australia）Stephanie Groves 主持，印尼國家發

展規劃部助理規劃師 Asri Hadiyanti Giastuti 介紹「印尼循環經濟倡議支持低碳與綠

色經濟」，並由美國西雅圖市氣候減緩與循環經濟政策顧問 Ashima Sukhdev 及澳洲

綠色建築委員會首席官員 Jorge Chapa 共同與談，以政策視角探討驅動循環經濟之

因素： 

印尼認為在推動循環經濟的過渡期中，標準的制定相當重要，除了可以將理論與實

務結合外，也可作為企業導入循環經濟的指南，更能確保產品安全與可信度、避免

「漂綠」行為、降低消費者對於循環經濟產品的困惑。 

美、澳專家則以大型城市為例，交通運輸業及餐飲業每年製造的碳排放及垃圾處理

如何導入循環經濟，是目前相當重要的議題，政府應該要能定出更明確的目標及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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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方法，而不是僅著重在製造業方面。 

4. 案例研究由澳洲雪梨科技大學永續未來研究所主任 Simran Talwar、智利環境部循

環經濟辦公室主任 Tomas Saieg 與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助理教授 Ding Shuang 分別介

紹「循環經濟指標（metrics and indicators）的進展研究」、「智利循環 2040 路線圖」

及「中國的循環經濟標準及 ISO/TC 323 工作簡介」。 

(三) 分組討論的重要發現及主要結論： 

1. 推動循環經濟的過渡期中，需要處理的優先事項包括：循環經濟的知識與技術不足、

消費者對永續產品的認知、政府政策（經費、成立專職部門、規範或指南的建置、

實務應用推動等）。 

2. 執行優先事項時可預見的阻礙或挑戰，包括： 

(1) 政府經費、各部門之間的統合協調或分工、產業成本提高等問題； 

(2) 讓製造業認識循環經濟並付諸執行是最大挑戰之一，目前消費者或產業對循環

經濟的認識大多停留在產品的回收，並未進一步瞭解再利用的可能性； 

(3) 產品樣態與產業類別複雜，各製造業者針對自身的產品，如何從原料或製程中

去個別找出可回收或再利用的方法，是實務執行上的大挑戰； 

(4) 產品在推動循環經濟時，並非全部都能回收再利用，勢必仍有一些消耗物件，因

此為了產品回收、循環利用等可能提高成本，會降低產業推動的意願。 

3. 解決前項阻礙的方法包括：透過訓練、資訊分享等強化政府及企業的循環經濟專業

知識與技能，藉由回饋或補助、提升企業與消費者推動或選用循環經濟產品的動力，

強調政府跨部門整合循環經濟相關業務並建置適用法規以推動循環經濟。 

4. 在所屬經濟體內，無法直接適用或執行現有循環經濟標準的最關鍵原因可能包括：

政府、產業與消費者缺乏對循環經濟的認知，以及國內外法規尚未完善或成熟。依

產業、政策制定者、標準制定組織及國際組織等 4 個面向，可能的作法或行動： 

(1) 產業面可從供應鏈管理著手，例如由大型企業帶動上下游中小企業； 

(2) 政策面對循環經濟應有明確定義、提供企業導入執行的指南等； 

(3) 標準制定組織應制定適用各類別行業的標準； 

(4) 國際組織應建立循環經濟的清楚定義，並製作指南提供經濟體參考使用，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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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認為此作法可能是最有效之行動。 

六、 8 月 7 日避免塑膠汙染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11） 

(一) 研討會由美國西雅圖公共事務代表開場，除提及全球塑膠汙染相關問題與西雅圖於

塑膠回收之努力及成果外，亦說明制定相關標準是減少塑膠汙染重要的解決方法。 

(二) 越南及印尼代表分享為減少塑膠汙染，均制定相關規定進行改善，並說明標準及法

規有助於減少塑膠汙染及提出具體改善方法。 

(三) 澳洲化學工業代表分享澳洲國內塑膠工業生產概況及塑膠循環經濟概念，此外強調

減少塑膠汙染無法透過單一方法進行改善，而需多管齊下。其中引進標準進行塑膠

汙染控制可明確知道實施做法及增加大眾對於控制塑膠汙染的信心。 

(四) 泰國 IRPC 公司（石油業）代表說明該公司目標為在 2060 年達成淨零排放、推動循

環經濟以有效利用廢棄物，以及創造共同價值等；菲律賓回收及材料永續性聯盟（

PARMS）代表說明菲律賓如何減少塑膠汙染，特別是該國 RA 11898 號法規，對於

企業、工廠或品牌擁有者的塑膠包裝作業進行監管，要求透過第三方審查塑膠足跡

（plastic footprint）及回收率，目標於 2028 年減少 80％塑膠包裝垃圾。 

(五) 各與會代表於討論後認為塑膠設計方式對於塑膠的循環利用至關重要，此外亦強調

消費者了解分類標示的重要性，倘消費者無法分辨回收物、可分解物及一般垃圾時

，將造成各個分類相互汙染，導致後端需花費更多資源進行處理。 

七、 8 月 10 日清真驗證貿易議題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12） 

(一) 研討會由美國主辦，因目前有關清真驗證法規，在不同經濟體有不同規定，製造商

必須在生產、包裝、產品成分、標籤進行調整以符合不同經濟體規定，受到影響的

產品範圍相當大（食品與非食品皆有），也造成產業成本大幅提升、進而影響貿易。

本次研討會希望達到 3 個目標，包括： 

1. 調查並整理 APEC 經濟體的清真驗證規範及適用產品清單； 

2. 邀集各經濟體的法規主管機關、貿易官員、國際組織、學者及認證機構，討論清真

驗證相關貿易問題，尋求無貿易限制的方式解決問題； 

3. 追蹤出口清真產品的經濟體，以評估是否有變化。 

(二) 本次研討會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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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慶國際法律事務所（Akin Gump Strauss Hauer & Feld LLP）顧問 John Gilliland 與

美國貿易代表署官員 Kent Shigetomi 說明 WTO/TBT 協定的相關義務，特別是鼓勵

使用國際標準；另常見語言的問題，許多會員採用的標準或技術規章並非使用WTO

指定語言，業者需耗費時間與人力進行翻譯；又以清真產品驗證來說，最常遇到的

障礙是各經濟體使用不同規範，以及名詞定義不明確等，這些都可能造成貿易障礙，

倘符合規定的成本過高，可能導致外國業者放棄該經濟體市場，而剝奪當地消費者

選擇產品的權利。 

2. 馬來西亞 LBB International 總裁 Marco Tieman、伊斯蘭國家標準及度量衡局

（Standards and Metrology Institute for Islamic Countries, SMIIC）秘書長 İhsan Övüt

與荷蘭 Wageningen University 博士候選人 Eva Johan 分別簡報「清真供應鏈管理：

新興規範」、「OIC/SMIIC 清真議題與品質技術之標準」及「符合國際貿易法的宗教

規章」。 

由於穆斯林對於清真意識的提升，清真驗證的項目正逐步擴展，除了須確認產品本

身及其原料屬於清真外，對於產品及原料的運輸也發展出特定的要求，部分經濟體

已建置清真園區以確保相關產品及服務符合清真規範，並打造清真價值鏈。此外，

許多經濟體的清真規範數量顯著增加，但卻未於 WTO 辦理通知，是未來需要解決

的挑戰。 

3. 馬來西亞伊斯蘭發展部政策副部長 Sirajuddin Suhaimee 及印尼宗教事務部

Muhammad Aqil Irham 分別介紹各自經濟體的清真管理進展，該二經濟體均建議

APEC 經濟體應調和清真標準。 

4. 泰國農產品與食品標準局 Panat Suphasai、智利外交部Begoña Montenegro Albonorz、

澳洲農林水產部 Glen Edmunds、越南標準計量與品質理事會 Tran Duy Tai 與美國

農業部 Abraham Inouye 介紹各自經濟體出口清真產品之經驗，建議透過教育訓練、

雙邊或多邊合作，瞭解多樣清真規範，以進入清真市場；智利分享經驗認為各經濟

體規範不同，導致申請程序緩慢，智利雖然是拉丁美洲第一個與印尼簽訂清真產品

瞭解備忘錄的經濟體，但實務上並未能加速產品輸銷印尼，建議訂定清真法規時應

導入（GRP）並改善法規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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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結論及期許：各經濟體的清真要求不同是造成貿易障礙的主要原因，清真議題

已不僅限於傳統肉品或食品，而是含括了藥品、化妝品、醫療設備、服務（物流、

倉儲、旅遊）等，考量清真要求未來可能涉及更廣泛的範圍，期許各個經濟體的標

準及法規能進行調和。 

八、 8 月 10-11 日第 16 屆良好法規作業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13） 

(一) 本研討會旨在促進 APEC 會員分享良好法規作業之實踐經驗，探討的主題包括公眾

徵詢做法、於法規運用新科技、管制政策之創新、數位經濟、法規分析及國際合作

等。 

(二) 有關公眾徵詢做法，加拿大、秘魯、美國及智利講者除分享各自經濟體如何進行公

眾意見徵詢外，亦強調進行更廣泛意見徵詢的重要性，特別是如何納入未參加公會

組織中小企業及其他被邊緣化族群的意見，可能做法包括以地理劃分不同的意見徵

詢對象、使用淺白用語、提供足夠評論期，以及儘早接觸各個群體以建立關係等。 

(三) 有關在法規程序運用新科技，美國（俄亥俄州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說明生成式 AI

（如 ChatGPT）可在法制作業程序中協助起草法規文件及撰寫意見，此外，AI 亦可

在司法程序上協助法院分析契約的用語意義及相關法條，但須特別確認 AI 產出結

果之正確性；澳洲則分享如何運用科技促進民眾與政府的互動，以及如何將科技運

用在法規（例如：能源主管機關透過沙盒消除法規障礙等）。 

(四) 有關管制政策之創新，講者們認為由於數位經濟及新興科技帶來的快速挑戰，APEC

經濟體需要建構更敏捷的法規架構，並分享各自的實務經驗，其中我國國家發展委

員會張惠娟處長分享我國良好法制實務上，數位經濟及新創產業發展對傳統法規架

構挑戰的因應對策與實踐案例(附錄 16)。張處長指出，為因應數位經濟及新創產業

的需求，敏捷及良善治理的管制政策是必要條件，以確保能在促進產業與經濟發展

的同時，有效保護人民權利與利益。在我國的實際案例上，張處長以三個實例介紹

我國在良好管制實踐上的發展：2017 年發展的「中小企業創新法規沙盒」、「金融

創新實驗監理沙盒」以及 2021 年推出的「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

例」。其中，「中小企業創新法規沙盒」透過法規灰色地帶釐清等方式，基於敏捷

管制的方式，累積了 43 個創新實證案例，促進新創產業的落地發展。在金融創新實

驗監理沙盒上，我國推出全球第一個以立法方式暫時排除特定法規以進行技術實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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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監理沙盒」，在確保實驗者權益的同時，釐清新興科技對高度監管的金融領域

之價值，累計至今已有 15 個申請案件，其中 9 例獲得許可得以進行金融創新實驗。

在「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一案上，政府為促進先進半導體

等重點領域之發展，以更富有彈性的方式推動高等教育與產業的合作，透過企業與

政府共同投資的方式，推動人才養成與尖端技術的研究，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10 間大

學攜手破百家企業，成立 11 個針對重點領域的專業學院，在公私共同資助下，發展

新興科技。處長最後總結我國經驗認為：敏捷及良善治理的管制，重點在於免過度

管制，以釋放能促進新經濟模式及社會發展的創意，並增進行政的效率。 

(五) 有關數位經濟，講者主要分享良好法規作業如何能協助各經濟體處理數位經濟議題

，泰國分享其良好法規作業模式，該模式以 5 年為週期，內容包括法規影響評估、

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草案研擬、施行與落實以及事後評估等程序；美國服務業聯

盟（Coalition of Services Industries）認為透明的流程、靈活的程序，以及國際標準間

的相容性是面對數位經濟的重要原則；日本介紹其對人工智慧管制採取的策略與政

策，在 2019 年日本即已擬訂了以人為中心的人工智慧發展準則，目前雖無針對人工

智慧的通用性要求，但在不同部門法規中都逐漸因應人工智慧的發展調整了管制的

政策，包含允許等級 4 的自動駕駛車輛上路行駛等。 

(六) 有關產品的「再製造」，「再製造」是循環經濟的重要議題也是 APEC 經濟體即將

面對的新法規領域，目前有越來越多公司會將售出的產品回收，並將該等產品拆解

及整理後重新製作成新品，APEC 經濟體將須思考利用良好法規作業對於該領域進

行監管（例如該等再製造之產品是否須被視為二手品，或是否須符合商品檢驗規定

等）；ASTM 說明其與 ISO 合作制定各項關鍵材料的再製造標準及相關指引，盼各

行業能夠根據最有效的方式進行製造技術創新。 

陸、 心得與建議 

一、 我國應持續積極參與JRAC討論，俾利未來順利接任JRAC主席 

JRAC會議為APEC電機電子產品主管機關間的重要交流平臺，除了就APEC電機電子相

互承認協議之執行進行討論外，會員亦利用該平臺分享產品管理制度經驗、產品事故資

訊，以及主管機關遭遇之困難及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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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參與JRAC之代表多為商品安全主管機關，我國在JRAC場域之表現可有效增加與其

他經濟體法規主管機關代表之互動，且同時有助於雙邊經貿平台下推進合作。以我國於

2022年8月JRAC會議報告電動車充電設備自願性產品驗證制度之管理經驗為例，後續不

僅於臺紐經濟合作協定TBT專章下辦理研討會，且在本次我國提出辦理「電動車充電設

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做法」自費計畫之構想時獲得美國、紐西蘭、

日本、新加坡等會員經濟體之支持。另外，我國於2022年4月辦理「APEC數位經濟下產

品安全公私部門對話」視訊研討會，在本次會議中亦獲得JRAC會員進一步迴響，就日

益興盛的網路購物活動所帶來的法規管理挑戰有熱烈的討論。 

JRAC主席是依據APEC經濟體名稱之字母順序輪流擔任，為我國少數能在APEC場域擔

任主席之重要機會，明年JRAC將由俄羅斯接任主席，並預計於2026年交棒予下個經濟

體，由於新加坡已多次表達無意願接任主席，我國將很有機會接任該年度之JRAC主席。

由於俄羅斯過去參與JRAC之程度極低，已有JRAC會員對於俄羅斯接任JRAC主席提出

關切，我國應持續積極參與JRAC相關活動及討論，做好接任主席之相關準備工作。 

二、 APEC會員愈發重視及推廣循環經濟的概念，我國應關注國際間對於循環經濟與商品

安全管理之討論 

循環經濟提倡延長產品的使用期限與用途，並且須儘量進行回收，以減少對於自然資源

的使用。因為循環經濟的概念，未來產品的使用期限可能進一步延長，產品的使用情境

也可能更加多元，對於產品安全的管理可能帶來挑戰。例如，國際間正研究將使用過的

電動車電池改為用於儲能系統或其他非高效能之用途，這些被延長壽命且用於不同使用

情境的產品所造成的安全性風險是否需要法規主管機關的介入？採用何種管理做法才

能兼顧產品安全性及再利用的成本？又或是利用回收零件產製的產品應該視作二手品

或新品？又該如何適用現行法規？這些議題可能是未來國際間討論的重點，我國應可透

過APEC場域關注該等議題的發展。 

三、 持續參加APEC有關食品安全議題之活動，並於APEC/SCSC爭取各國支持，舉辦食品

檢驗方法相關研討會，增加國際交流及能見度 

國際間日益重視食品安全，由近年APEC/SCSC有關食品安全之議題及研究案數目增加

之趨勢即可得知。國人亦關心食品安全議題，因此建議未來應持續派員參加APEC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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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議題之活動，瞭解國際間發展趨勢及關注議題，從中學習新知，並能藉由分享

我國執行經驗，促進國際交流。本次我國報告即將於今年10月17-18日自費舉辦為期1天

半之「2023 APEC分析技術交流平台-新穎生技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除於台北市舉辦

實體會議，並以Cisco Webex同步進行線上視訊，開放官方、學者及檢測實驗室免費參

加。研討會將針對新穎生技食品，就分析技術之知識和經驗進行分享，以期未來使用共

同認可的檢測方法，以避免貿易障礙。我國持續精進食品相關檢驗技術，並自費舉辦研

討會議，為交流資訊和經驗提供平臺，除了有助增加臺灣技術能見度，亦能鞏固我國不

容忽視的國際發聲地位。尤其是此次研討會議，在SCSC會前已獲得澳洲向我國表達有

興趣參與並擬派員擔任講師，顯現我國舉辦之研討會議題及內容獲得其他經濟體共鳴。

未來我國將持續於APEC/SCSC上爭取各國支持，舉辦食品檢驗方法相關研討會，提升國

內檢驗技術水平與國際接軌，並促進我國與APEC經濟體的國際交流及合作。 

此外，澳洲於本次SCSC會議說明，將於明年預計辦理之2場食品安全風險溝通工作坊之

活動規劃。澳洲紐西蘭食品標準局曾於2020年至2021年間，於FSCF自費辦理「透過制定

APEC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框架促進貿易便捷化」計畫，並組成線上工作小組(e working 

group)及舉辦4次線上工作坊，旨在透過制定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框架，引導會員經濟體在

食品安全風險溝通之執行，以增加公眾對於會員經濟體之食品安全監管體系的信任與信

心。我國食藥署自第一次會議即加入討論，並有3名同仁獲邀加入線上工作小組，一年

多來全程參與此APEC重要指引之創建，此指引結合產官學界之多方觀點，並依不同情

境及角色各有分項指引，另搭配圖示及實例，極具參考價值。爰此，澳洲提出新的自費

計畫，預計於2024年召開2個工作坊，旨在使權責單位更為便捷地使用此架構，藉由經

濟體自我檢視之活動以增加使用此架構之機會，預計可產出各經濟體間溝通成果分享、

知識及經驗交流的報告，以加強食品安全風險溝通，增進公眾對食品安全之信心，進而

促進食品貿易便捷化。未來建議能持續參與APEC有關食品安全議題之研討會等活動，

除能瞭解各國發展趨勢及關注重點，亦能獲取新知，我國能藉以檢討更新並滾動式調整

現行食品安全相關管理措施，並適時能於會中分享我國經驗，促進國際交流及合作，增

加我國於國際之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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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SCSC 會議議程及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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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含英文縮寫)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SCSC) 

會議時間 2023 年 8 月 8-9 日 

所屬工作小組或次級

論壇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CSC) 

出席會議者 

姓名、單位、職銜、

性別(人數及比例)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白副分局長玠臻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林技士正豐 

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張技正筱如 

4.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李技正元鈞 

5.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魏技正立宇 

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林科長蘭砡 

7.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王技正鈺婷 

8.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姜技士欣怡 

共計 4 女 4 男 

聯絡電話、E-mail 02-2343-1916; willy.wei@bsmi.gov.tw (標準局) 

02-2787-7240; lclin@fda.gov.tw  (食藥署) 

會議討論要點及重要

結論 

(含主要會員及我方發

言要點) 

(第一日)  

一、 本次會議由美國貿易代表署 Kent Sigetomi 擔任主席，出席

代表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香港、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紐西蘭、巴布亞新幾內亞、秘魯、菲律

賓、新加坡、泰國、美國及我國共 16 會員經濟體。此外，

亞太認證組織(APAC)、亞太計量組織(APMP)、亞太地區標

準大會(PASC)、ASTM 國際協會及國際電工委員會(IEC)亦

出席會議。 

二、 SCSC 於 2023 年之狀況及相關議題 

1. SCSC 計畫主任(PD) Ms. Piang-or 說明 APEC 提案須透過

提案管理系統(APEC Project Administration System, APAS)

進行相關程序。2023 年提案第一階段中，SCSC 共有 4

案(印尼有關技術性貿易障礙及良好治理指引文件 2 案；

美國有關清真驗證及飲用水含鉛量 2 案)獲得補助，第二

階段 SCSC 則提出 6 案，尚待評分結果。(議題 4.1)  

三、 貿易便捷化議題： 

1. 日本報告 2023 年 WTO/TBT 委員會 3 月及 6 月召開的例

會討論情形。3 月會議共計討論 74 件特定貿易關切案

mailto:willy.wei@bsmi.gov.tw
mailto:lclin@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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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12 件)；6 月會議則討論 68 件特定貿易關切案(新

增 11 件)。內容涉及化粧品、食品、醫療器材、電機電

子產品、資訊安全及限用化學物質。3 月會議期間辦理

「塑膠法規」及「氣候變遷」主題性研討會；6 月會議

期間則辦理「非實體數位產品」及「資訊安全」主題性

研討會。此外，「第 10 屆程序資訊交換特別會議」於 6

月召開，會議聚焦通知文件線上預警系統(e-Ping)之功

能、查詢單位運作方式及 HS Code 共 3 項議題。 (議題

5.1.1) 

2. 中國報告 WTO/SPS 委員會於 2023 年 3 月召開第 85 次例

會之討論情形，主要分為三部分: 

(1) 採認 G/SPS/67 號文件所列現有工具及資源，以利有關

食品及動植物產品之 SPS 協定實施；以及採認

G/SPS/68 號文件，由委員會最新可得之工具及資源，

鼓勵會員進一步落實 SPS 協定附錄 C、邀請會員參與

法規調合及採認使用現代科技和方法之核准程序，例

如:遠端查核。 

(2) 為落實第 12 屆部長級會議採納之 SPS 宣言成立之 5

個主題小組，其中 4 個小組在本次 SPS 委員會會議期

間舉行小組會議，聯合工作人員報告了主題小組會議

的討論情況和各方利害關係人提供的意見。WTO 秘書

處設立了一個專門網頁，供會員瀏覽新辦理情形。 

(3) 會員提出 48 件特別貿易關切案，其中 9 案為首次提

出，討論議題範圍極廣，包括: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

動物疾病及 COVID-19 等相關措施。 (議題 5.1.2) 

四、 標準化議題：日本報告「第 11 次自願性行動計畫(VAP)調

和工作」之辦理情形，該工作旨在鼓勵會員將各自國家標

準與國際標準調和，以降低產品貿易可能遭受之技術性貿

易障礙。進行的方式是由會員投票選出調和之國際標準標

的後，蒐集經濟體國家標準與該等國際標準調和之程度，

然後在數年後再度檢視調和的進度。日本報告執行狀況如

下： 

1. 第 11 次 VAP：主題為「氣候行動」，涉及溫室氣體與氣

候變遷管理、能源管理與節能、氫能科技、環境管理、

環境標示及智慧運輸等類別之國際標準，日本報告第 3

次問卷結果(各會員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之調和情形)。 

2. 第 8 次 VAP：涉及電機產品、電驅動玩具、資訊安全、

環境管理、溫室氣體、能源管理、環境、銀髮經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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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城市及管理系統等類別之國際標準，日本報告第 4 次

問卷結果(各會員於 3 年後之調和狀況追蹤)並分享幾點

觀察： 

(1) 管理系統之調和率最高 

(2) 大部分標準是以完全相同(IDT)方式調和 

(3) 本次調查之標準被法規引用之情況較少 

3. 第 12 次 VAP 訂於 2023 年 10-11 月間展開(議題 5.2.1) 

五、 良好法規作業(GRP)議題： 

1. 美國報告訂於 2023 年 8 月 10-11 日(SCSC 及 EC 會議之

間)辦理為期 2 日之「第 16 屆良好法規作業(GRP)研討

會」，講師來自澳洲、加拿大、智利、日本、馬來西

亞、紐西蘭、秘魯、俄羅斯、泰國、美國及我國，目標

包括： 

(1) 針對近期在法規政策領域之創新作法(例如法規現代

化、包容性及新科技工具等)交換經驗 

(2) 提倡採用 GRP 以處理數位經濟及綠色經濟之法規。 

(議題 5.3.1) 

2. 美國「推動良好法規作業以降低貿易障礙」自費提案：

該計畫正協助秘魯及印尼建構 GRP 能力。 

(1) 秘魯：正進行早期利害關係人協商及公眾協商之訓

練。2022 年 8 月對重點部會及利害關係人進行訪談以

找出影響利害關係人參與法規流程的因素。2023 年 7

月以生產部(PRODUCE)及環境部(NINAM)作為先導機

關，各擇一法規進行法規影響評估。 

(2) 印尼：現行目標為發展工具及改良法規流程以推動利

害關係人溝通、內部協調及法規影響評估。2022 年 8

月已與印尼政府機關及利害關係人會談，2023 年 4 月

已辦理法規影響評估及公眾溝通訓練課程。(議題

5.3.2) 

3. 美國報告「在 APEC 地區推動良好法規作業藍圖」自費

計畫，目的包括： 

(1) 製作協助會員履行 GRP 之文件 

(2) 將新工具及概念納入法規政策 

(3) 找出有利會員自願性採用最佳法規流程之可能行動 

(4) 為未來能力建構活動提供想法及方向 

GRP 藍圖共有 15 經濟體參加視訊工作小組，並在 4-7

月間以每月一次的頻率進行討論，未來將提供 SCSC 及

EC 會員檢視，暫定於 2023 年 10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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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加拿大、澳洲、日本、馬來西亞、秘魯、我國

及 APAC 皆發言支持(議題 5.3.3) 

六、 技術基礎建設發展：本項本次無討論事項。 

七、 食安議題： 

1. 美國報告第 9 屆食品安全合作論壇大會於 2023 年 5 月

19 日在底特律舉行，主席為美國、副主席為泰國及秘

魯，會議採實體視訊同步進行，共有 17 個經濟體參

與，報告人員來自 WTO 標準與貿易發展機構和食品安

全與應用營養協同機構(JIFSAN)，會議將由 2 年召開 1

次變為每年 1 次於 SOM1 或 SOM3 期間召開。 

(1) 會議主題: 

A. 優先考量關乎強調夥伴關係和跨領域合作之現代化食

品安全系統之跨領域主題。 

B. 美國主辦以農業為重點的 APEC 次級主題“共同實現

永續、公平和有韌性的農業食品系統”。 

C. FSCF 的策略貢獻達成 APEC Putrajaya 願景 2040 和

Aotearoa 行動計劃(APA)，所涉及領域包括：貿易自

由化，減少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加速法規改革，促進

貿易和投資如:採用和改進有效標準與符合規範系統，

並藉由實施 2030 年糧食安全路線圖以確保長期糧食

安全、食品安全及營養改善。 

(2) FSCF 活動更新: 

JIFSAN 分享參與 FSCF 工作經驗等資訊；美國報告

WTO SPS 委員會最新觀點和動態；會員報告 FSCF 活

動更新包括: APEC FSCF PTIN 風險溝通和最大殘留限

量 (MRL) 研討會(美國)、FSCF PTIN 全基因序 

(WGS)：環境食品安全檢測之實驗室能力建立(美國)、

FSCF 公私創新對話(美國)、APEC 食品安全風險溝通

框架及相關指南的實施(澳洲)、通過加強食品安全主

管機構與亞太地區成員之認證、監測和檢驗服務機構

合作來改善食品安全(澳大利亞)、加強水產養殖病害

管理促進小型企業之商業交流和食品生產永續發展(秘

魯)、強化永續水產養殖生產實施知識，以減少環境影

響並提升食品安全(智利)、次世代基因定序(NGS)益生

菌研討會(馬來西亞)、提高 APEC 地區食品貿易之食

品安全規範透明化和知識研討會(中國)、2021 年國際

食品摻藥品和違禁品研討會(我國)。 

(3) 未來 FSCF 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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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因性病源之全基因組定序與環境檢測、擴大 APEC

風險溝通框架之應用、MRLs 相關風險溝通、食品追

蹤追溯、食源性疫情應對、收成前農業用水作為食源

性病原的傳播途徑、利用人工智能預防食品安全問

題、PPFS-SCSC 聯合計畫調查 APEC 經濟體營養和健

康關聯(日本)。 (議題 5.5.1) 

             

2. 美國報告 SOM2 期間(2023 年 5 月)於該國底特律舉行食

品安全合作之系列活動，包含 APEC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

準風險溝通工作坊、全基因定序及環境中檢測食因性病

原菌之實驗室能力建構工作坊、公私創新對話及 FSCF

全體會議，摘要如下： 

(1) 「APEC 農藥殘留容許量標準風險溝通工作坊」：此工

作坊源自於「風險溝通之貿易便捷作法：APEC 地區

MRL 調和」計畫，分別於 2022-2023 年舉辦兩場系列

活動，第一場於 2022 年 8 月舉辦，第二場於 2023 年

5 月舉辦。第二場之內容聚焦於如何與公眾進行風險

溝通、各經濟體如何處理公眾對農藥殘留之認知、對

食品安全、貿易及以風險為基礎之研究的影響等主題

進行討論。 

(2) 「全基因體定序工作坊」：此工作坊源自於「環境中

檢測食因性病原菌之實驗室能力建構」計畫，藉由導

入全基因體定序與資料分析方法，同時強化 APEC 區

域實驗室環境採樣手法，以優化病原檢驗技術，有效

串聯從農產到餐桌及臨床的病原資訊，同時經由全球

資料分享網絡及夥伴關係，達到改進整體食品安全管

理的目標。 

(3) 「公私創新對話」計畫：由政府單位、業界、學術界

等代表進行經驗分享，探討創新方法與技術、數位協

助方案及新技術檢視、公私協力夥伴關係及食品安全

文化等議題。(議題 5.5.2)  

3. 澳洲報告「透過食品安全主管機關與 APAC 成員在驗

證、檢驗及測試服務之認證領域合作，增進食品安全」

提案，本計畫目標包含以問卷調查各會員之食品安全和

食品貿易主管機關，瞭解其認驗證服務情形、向食品主

管機關就認證機構提供的服務範圍提供建議，以及在各

經濟體內，建立主管機關與認證機構之持續溝通管道。

在 5 月份 SOM2 會議後修訂調查內容，調查重點聚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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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主管機關與認證機構之間之雙向溝通、討論主題、

方式及頻率、食品主管機關希望在那些主題獲得進一步

資訊、食品主管機關需要並接受哪些符合性評鑑結果、

在符合性評鑑結果有問題或疑慮時，食品主管機關所能

索取之資訊，以及俟調查完成後、接續辦理研討會之時

間安排、形式及內容建議。修訂後的調查已送至澳洲及

紐西蘭進行審查，並於 2023 年 7 月 14 日之前尋求回

復。最終調查結果將由 APEC 秘書處分發給 APEC 成

員，續轉發至各經濟體之食品主管機關。(議題 5.5.3) 

4. 澳洲報告「落實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架構及相關指引」系

列活動：澳洲與紐西蘭於 2020 年及 2021 年間，邀請有

興趣之經濟體(我國亦參與其中)及企業界代表，透過組

成線上工作小組並召開 4 場視訊研討會議，建立「食品

安全風險溝通架構及相關指引」。有鑑於風險溝通不僅

限於權責單位與公眾，企業亦應注意，因此特製作可供

企業參考運用的附錄，相關架構及指引已於 2022 年 2 月

公布於 APEC 官網。澳洲提出新的自費計畫，旨在使權

責單位更為便捷地使用此架構，預計於 2024 年召開 2 個

工作坊，藉由經濟體自我檢視之活動以增加使用此架構

之機會，預計可產出各經濟體間溝通成果分享、知識及

經驗交流的報告。其預期成果為加強食品安全風險溝

通，增進公眾對食品安全之信心，進而促進食品貿易便

捷化(議題 5.5.4)。 

5. 中國報告「改善 APEC 區域食品國際貿易安全規定透明

化及知識」計畫，延續今年 2 月 SCSC 會議報告，計畫內

容包含徵求最佳作業案例及調查會員經濟體面臨到之關

鍵議題及挑戰，並辦理線上研討會，討論及分享方法，目

的幫助食品業界能深入了解並符合經濟體之食品安全規

範，以利食品貿易。目前辦理情形如下，已獲得來自澳洲

等國之食品安全主管機關、食品安全服務機構及業界提

供共 13 個作業案例；已於今年 4 月間提供智利、菲律賓、

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及紐西蘭等 Co-sponsors 問卷草

案，並召開線上會議與新加坡、馬來西亞及紐西蘭討論及

修正問卷內容，並於 7 月已蒐集到包含我國在內等 10 個

經濟體 61 件回復，刻正撰寫問卷結果報告；有關線上研

討會，已於 6 月 15 日公開相關資訊，預定於今年 8 月

16~17 日召開，目前正辦理議程確認、共同主持人、講者

及與會者之邀請。(議題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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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來西亞報告「以次世代定序進行益生菌產品之微生物

檢測：技術開發與實驗室能力建構指引」，全球對益生

菌產品的需求大幅增加，使得實驗室測試和風險管理變

得更具挑戰性，特別是在產品驗證和確保益生菌安全方

面。次世代定序技術被認為是解決傳統培養方法挑戰的

新興工具，因此本計畫旨在建構實驗室之次世代定序技

術並應用於益生菌之檢測，並發起支援網絡，強化益生

菌產品之跨境合作和安全管理。本計畫之執行包含建立

專家委員會、以問卷調查及核心小組討論找出次世代定

序技術應用至益生菌產品檢測之機會與挑戰、草擬指引

內容、6 月初舉辦實體研討會及指引內容定案。綜合問

卷調查、小組討論及研討會中來自 12 個經濟體之專家

及參與者的討論，彙整出次世代定序技術應用於益生菌

檢測所面臨的困境如缺乏統一標準、實驗室缺乏相關設

備及伺服器、資料庫之可利用性、缺乏專業知識、次世

代定序之使用需求有限、數據分析能力不足等進行討

論，研討會上針對上述困境，提出與利害關係人持續討

論、公私合作、實驗室能力建設、提升認知以及制訂相

關標準及法規等解方，並在益生菌檢測之未來展望歸納

如下：益生菌檢測方法的统一需要時間，利害關係人應

將益生菌檢測納入方法調適範疇；培養法仍為黃金方

法，但仍持續加強討論及標準調適上的審查；没有單一

方法或標準能同時達到菌數計數及鑑別，實驗人員需就

檢測目的選擇合適的方法；儘管益生菌功效具菌株特異

性，但現今大多檢測方法僅能達到菌種鑑別，方法上的

限制應是考慮因素之一；公私合作之夥伴關係能帶領未

來益生菌檢測的方向。本計畫成果為「定序益生菌的未

来-益生菌安全及質量之次世代檢測综合指引」。 (議題

5.5.6)   

八、 電機電子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JRAC)議題：秘魯報告 8 月

7 日 JRAC 會議參加會員數為 14，已達到最低出席門檻，

並報告 JRAC 會議及研討會之討論情形。(議題 5.6.1) 

九、 專家區域組織(SRB)報告：SRB 召集人 PASC 代表說明 8 月

6 日的 SRB 會議主要讓 SRB 間交流各自的優先領域及與

SCSC 會員的合作方式。 (議題 5.7.1-5.7.2) 

1. 亞太認證合作組織(APAC)：會員數更新，計有 58 個正

式會員(新增 3 個)、9 個副會員(新增 2 個)、14 個關係會

員(新增 2 個)及 2 個會員退出。現任主席為澳洲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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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全國認證基金會李步賢處長連任 MRA 理事會副主

席(任期至 2025 年 6 月)。截至 2022 年 9 月，APAC 會員

認證範圍的數量較前一年同期增加，其中增加幅度超過

100%的領域為生物銀行 ISO 20387、國際人員驗證協會

之人員驗證方案 ISO 17024 及 ISO 14065 環境資訊確證及

查證。APAC 於 2022 年投入 1 百萬歐元與德國 PTB 進行

三年的合作計畫，推動亞太地區認證數位轉型

(ADAPT)。 

2. 亞太計量計畫組織(APMP)：目前有亞太地區 47 個會員

機構(28 個經濟體)、其他地區 14 個副會員(13 個經濟

體)，現任主席及秘書處為韓國標準科學研究院

(KRISS)，任期至 2025 年。APMP 下設 12 個技術委員

會，6 個專家小組(氣候變遷及潔淨空氣)、食品安全、能

源效率、醫療量測、潔淨用水及數位轉型)。我國工研院

量測中心 Fu Wei-En 為執委會成員，本年度 APMP 大會

於 6 月 12-16 日召開，與 SCSC 之合作包含 2023 年 3 月

辦理之水品質實驗室之能力建構。其他活動重點包含數

位轉型(2022 年 11 月線上研討會)及數位健康之數位量測

政策討論。 

3. 太平洋地區標準會議(PASC)：PASC 目前由加拿大擔任

主席，印尼擔任秘書處，該組織之宗旨為協助區域參與

國際標準化系統，共有 27 個會員國，並已成立 4 個工

作組包括(1)「溝通及利害關係人參與」工作組(向外部

利害關係人宣傳 PASC、技術知識交流、推廣標準化)；

(2)「能力建構」工作組；(3)「貿易便捷化」工作組及(4)

「政策及管理」工作組(協調 PASC 會員對於國際標準化

之立場)。已於本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底召開實體年

度大會，未來將與 SCSC 就智慧相關標準、性別回應標

準中之性別包容及行動、中小企業、永續發展、啟動創

新及數位經濟等優先領域進行合作。 

十、 外部利害關係人： 

1. IEC 說明數位標準制定及智慧標準對於產業之助益，並

摘要報告所辦理之活動進展及規劃，包含 2 場研討會及

與 ISO 技術合作。IEC 全球影響基金之重點聚焦於對

IEC 標準之認知，特別聚焦於能源效率、再生能源過渡

及下一世代電力生產制度，其中在非洲辦理一場從電池

電子廢棄物到電子資源的創意激發研討會。另外，IEC

辦理 2 場青年專家營隊，參與會員包含中國大陸、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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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亞、新加坡、越南、日本及韓國，希望促進年輕人暸

解與參與 IEC 的活動。IEC 第 87 屆大會預訂於本年 10

月 22-26 日在埃及開羅市舉辦。(議題 5.8.1) 

2. ASTM 報告組織現況 

(1) ASTM 針對無人飛行氣系統(新加坡)、水泥(菲律賓)、

積層製造(馬來西亞)及遊樂用騎乘設施(澳洲)辦理專家

訓練。 

(2) 出席 PASC 大會，並拜會菲律賓標準局，同時與斐濟

簽署第 124 份合作夥伴備忘錄。 

(3) ASTM 在國內則為哥倫比亞、盧安達、肯亞及菲律賓

提供標準專家及技術人員訪問活動。 

(4) ASTM 在 APEC 的參與包含 SCSC 的塑膠汙染、水、

服務標準及 GRP 相關活動，在聯合國部分則涵蓋小島

國家發展、性別平等、韌性、環境、氣候變遷及能源

等議題。 

(5) ASTM 今年辦理第 125 年周年慶，邀請會員出席相關

研討會及活動。(議題 5.8.2) 

 

十一、 SCSC 相關提案之進展報告： 

1. 澳洲報告「建構實驗室能力以確保亞太經濟體水資源品

質」計畫：該計畫與 APMP、APAC、美洲計量體系

(Inter-American Metrology System)及德國聯邦物理技術研

究院(PTB)合辦，目的係建構 APEC 區域能力(包含認證

與測試)，提升實驗室的相關能力。該計畫活動包括： 

(1) 2022 年 3 月先期線上研討會：評估 APEC 區域內發展

中國家的實驗室人員能力並提供水中微量元素測試之

相關訓練。 

(2) APEC 水資源品質能力試驗：共有 64 家機構參與，其

中 1 家來自我國。 

(3) 2023 年 3 月 6-9 日舉辦能力試驗後研討會：共有 80 出

席人員，研討會聚焦於水質測試實施品質管理系統、

製作實驗室參考物質、建置符合現在及未來測試需求

的品質基礎建設。 (議題 6.1) 

2. 澳洲「在 APEC 地區落實循環經濟標準」，澳方認為標

準可以在循環經濟轉型中扮演重要角色，透過建立共同

框架、增加對循環產品的信任以及提供循環商業實踐的

指導，來達成循環經濟的目標，因此本案將以標準為基

礎，為 APEC 成員經濟體在實施循環經濟方面提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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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本案已於 2023 年 7 月進行問卷調查，並於 2023 年

8 月辦理實體研討會探討循環經濟標準化的國際趨勢。

(議題 6.2) 

3. 澳洲「透過國際標準在 APEC 地區大規模支持 AI」，目

的係透過國際標準強化公私部門對於利用 AI 處理風險

之信心，並已於 2023 年完成下列活動。(我國為本項計

畫提案之 co-sponsor) 

(1) 成立聯繫小組 

(2) 問卷調查經濟體使用 AI 之案例、使用國際標準之程

度及使用 AI 的風險。 

(3) 撰寫議題報告 

(4) 辦理研討會探討國際標準如何支持 AI 在 APEC 地區

的使用與規模化 

本案訂於 2023 年 11 月 1 日前完成建議報告

(Recommendations Report)(議題 6.3) 

4. 澳洲「驗證產品之數位憑證─促進國際貿易、降低技術

性貿易障礙並增進消費者信任之工具」，本計畫旨在探

討如何更為簡便地確認業者提供之符合性文件之真偽。

由 NATA 和 JAS-ANZ 執行。已於 2022 年 7 月 25 日進行

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會員對於產品驗證數位證明的

認知有極大差異性，本案並於 2023 年 5 月 9 日舉辦視訊

圓桌會議(8 位講師及來自 11 經濟體之 85 位參加者)，探

討政策上的限制及對貿易產生的好處，進一步找出影響

區域互操作性的問題，並檢視可利用的能力建構訓練資

料。(議題 6.4) 

5. 中國報告「APEC 分享及分析利用數位科技對抗疫情之

良好做法與標準線上研討會」計畫：計畫目的希望能夠

分享數位科技便利人員及產品移動之作法以及透過標準

降低會員差異、強化資訊分享並建立互信，工作內容包

含問卷(主要瞭解受疫情影響嚴重之會員如何使用數位科

技讓人員物品可自由移動及處理疫情所使用之數位技術

標準)，及預計於 2023 年 8 月辦理 2 場半天之研討會，

規劃於北京或杭州採實體，其他區域採視訊之混合形式

辦理。研討會各有 1 場主題演講，題目分別為「使用數

位技術對抗疫情」及「ISO/IEC/IEEE 24748-9 與非接觸式

/虛擬廚房技術規範」，經驗分享部分包含阿里巴巴報告

數位技術對於人員移動及物流便利所扮演的角色、美國

報告 ISO 5477，歡迎會員踴躍參與。(議題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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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國報告「分享以核酸擴增方法檢測 SARS-CoV2 之標

準，以加強公共衛生系統並促進 APEC 經濟體之間貿

易」，本計畫旨在分享 APEC 經濟體之間 SARS-CoV2 檢

測品質控制之標準，為 APEC 成員經濟體的認證機構提

供有關 ISO/PRF TS 5798 的知識，應用 ISO/PRF TS 5798 

以提升 APEC 區域之 SARS-CoV2 檢測效能，强化研究及

技術交流及資訊共享，促進檢測能力之建置及經濟復

甦，以全球合作應對 SARS-CoV2 之挑戰。本計畫包含

線上研討會前之問卷調查、舉辦線上研討會及最終報告

之產出。由問卷調查結果，綜整目前 APEC 各經濟體對

於 ISO/PRF TS 5798 之認知、在 APEC 區域使用之核酸檢

測方法、SARS-CoV2 檢測所面臨偽陽/偽陰性問題、

APEC 各經濟體使用之檢測標準以及 SARS-CoV2 檢促品

質等資訊；2023 年 4 月 25 日及 26 日舉辦線上研討會，

共計近 100 名來自 APEC/SCSC 成員經濟體之研究機構、

政府部門、醫學實驗室、試劑製造商、認證機構及其他

對於 SARS-CoV2 研究及診斷標準化有興趣之組織代表

代表參加，第一天介紹 ISO/PRF TS 5798 之架構及應用

範圍，第二天研究人員就 SARS-CoV2 檢測方法學及如

何將該標準應用至 SARS-CoV2 進行討論。本計畫預計

在今年 12 月完成最終報告。(議題 6.6) 

7. 中國「分享與分析促進產品循環資料交換標準之線上研

討會」提案：標準化的數位資料對於循環經濟的推廣非

常重要，目前許多循環經濟的平台使用不同的資料格

式，造成資料交換困難，因而阻礙相關產品的貿易。本

提案將藉由強化標準的一致性解決目前在交換循環資料

時所遭遇的困難，並將介紹 ISO/WD 59040「循環經濟─

產品循環資料表」，未來規劃如下： 

(1) 2023 年 9 月進行問卷調查。 

(2) 2023 年 12 月辦理視訊研討會(會前 2 周提供問卷調

查結果報告)。 (議題 6.7) 

8. 我國食品藥物管理署將在今年 10 月 17-18 日假台北市交

通部集思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舉辦「2023APEC 分析技

術交流平台-新穎生技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本次研討

會為期 1.5 天，採實體會議-線上同步舉行，開放亞太地

區各經濟體之官方機構及相關研究學者參與，會中將由

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及我國在新穎生技作物衍

生食品如基因改造食品及基因編輯食品之研發及相關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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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技術專家，分享有關新穎生技食品之研發、分析技術

近況及檢驗經驗交流，藉以凝聚檢驗技術共識，以期避

免各經濟體間因對生技食品管理上的歧異所造成之貿易

障礙。 (議題 6.8) 

9. 美國「關鍵基礎部門的資訊安全作法及供應鏈管理焦

點」研討會，該會議討論聚焦於各經濟體作法一致性的

好處，並強調政策決定以風險作為基礎的重要性。(議題

6.9) 

10. 美國「輔助政策制定者降低及預防塑膠汙染─標準作為

政策架構資源」，考量陸地及海洋的塑膠汙染為 APEC

地區的關注重點，又標準有助於主管機關處理塑膠汙

染，因此 ASTM 提出本提案。相關活動包括： 

(1) 問卷調查(已完成) 

(2) 2 場研討會，首場為實體會議(已完成，請詳該日簡

要報告)；第 2 場將以視訊方式舉辦，盼能製作工具

包供主管機關參考使用。 

(3) 結案報告(議題 6.10) 

11. 美國「溫室氣體排放量測相關新興科技之標準化—實務

應用探討」，已於 8 月 4 日辦理「SCSC 圓桌會議：如何

為新興科技及其於溫室氣體排放量測之應用發展標準」

研討會，研討會情形請詳該日簡要報告。(議題 6.11) 

12. 美國「分享電池儲能系統標準在推廣安全、能源彈性及

永續性之最佳作業及能力建構」，已於 8 月 4-5 日辦理研

討會，研討會情形請詳該日簡要報告(議題 6.12) 

13. 美國「瞭解清真驗證貿易議題」：目前有關清真法規的

要求在不同的經濟體有不同的規定，為了符合規定，製

造商必須在生產、包裝、產品成分、標籤上進行調整，

貿易因而受到影響。本計畫將於 8 月 10 日辦理研討

會，希望達到 3 個目標，(1)整理出一份清真規定及試用

產品的完整資料，(2)辦理研討會，邀集法規主管機關、

貿易官員、國際組織及學者討論清真驗證的各個問題，

(3)追蹤經濟體產品出口情形以測量其變化(議題 6.13) 

14. 美國「透過標準化減少飲用水含鉛量」，已於 8 月 7 日

辦理研討會，研討會情形請詳該日簡要報告(議題

6.14)。 

15. 韓國擬提 4 項提案 

(1) 「APEC 氫及燃料電池標準化、驗證、法規及系統

建置研討會」：氫工業的發展對於建置永續循環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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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有其重要性，並預估將帶動另一波的經濟成長。

韓國於 2020 年 2 月 4 日公布「氫經濟促進及氫安全

管理法」，推廣氫經濟及安全管理。該專法訂出實

現氫經濟的各項面向，包含設立專責委員會、企業

培育、氫燃料供應設備的設置、氫相關產品標準化

及安全管理規範。本提案目標希望透過問卷調查及

研討會的辦理，協助 APEC 會員經濟體瞭解氫相關

產品標準、驗證、法規等安全管理領域的知識，建

置氫經濟所需的法規架構，並介紹其執行經驗。 

(2) 於 APEC 區域分享強化電動車供電設備(EVSE)管理

系統能力建構經驗分享計畫(韓國)：本提案希望能

夠提升發展中經濟體有關 EVSE 管理系統(包含安

全、量測準確及能源效率)的認知、教導經濟體如何

建置 EVSE 系統，並與韓國的管理系統發展合作計

畫。本提案包含一份問卷調查會員經濟體發展

EVSE 的情形，以及 2 場研討會將韓國的管理系統

介紹給 APEC 會員並提供教育訓練。辦理期程為

2024 年 5 月至 12 月。 

(3) 「建材一體型太陽光電模組(BIPV)產品測試—標準

制定及實驗室能力建構」計畫提案(韓國)：在全球

主要國家推動零耗能建築措施的助力下，零耗能建

築所需之 BIPV 技術預估將大幅成長，因而有必要

依據太陽能的增加建立 BIPV 的品質管控系統(包含

測試評估技術及測試驗證基礎建設)，以降低可能的

公安威脅、能源效率及不良品充斥。本計畫目標在

建立專家網絡分享及討論 BIPV 的測試、提出標準

制定及測試實驗室建置的建議，同時推廣零耗能建

築相關產業(藉由調查會員經濟體的政策、標準化活

動等)，邀請會員連署。 

(4) 於 APEC 分享電池產業最佳作業及驗證制度以支援

全球降低排碳及循環經濟(韓國)：基於廢棄電池所

造成的環境衝擊，利用回收賦予電池第二次生命已

開始應用於各式各樣的情境。本提案預計辦理研討

會，邀請標準制定人員、法規主管機關及國際組織

代表介紹訂定電池再利用程序及法規的最佳作業。

(議題 6.15) 

16. 我國「電動車充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

及最佳做法」，鑑於電動車充電設備的數量不足為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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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的主要挑戰，本案目的是作為利害關係人的分享

平台，促進有關使用國際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的經驗及最

佳做法交流，本自費提案將包括問卷(2023 年 10-12 月)

及視訊研討會(2024 年 4 月)，將於會後提供 SCSC 會員

檢視及採認，我國發言感謝美國及紐西蘭連署，並歡迎

更多會員參與連署。  

日本表示我國提案與韓方相似，建議避免重複工作，我

國說明因我方提案為自費提案，預計可在韓國提案開始

前完成執行，我方成果除了可事前提供韓方外，亦可於

韓國研討會上進行報告，此外，雙方也可共同規劃問卷

中的問題，以及避免研討會中出現重複講師。日本表示

感謝臺、韓、日三方在場邊就本議題的討論，並接受我

方說明。 

主席表示渠將協助蒐集 APEC 場域現有的成果給

SCSC，讓 SCSC 能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前進，避免重複

的工作。(議題 6.16)  

17. 「第 15 屆 SCSC 標準及符合性會議—利用自願性永續標

準(VSS)強化 APEC 會員經濟體貿易夥伴關係及經濟合

作」計畫提案(秘魯)：本計畫目的在提升會員經濟體有

關 VSS 之瞭解，包含相關機會及挑戰，以及 VSS 如何

促進 APEC 會員經濟體合作，同時亦支持貿易協定中的

永續條款。主要工作有研究 APEC 會員經濟體貿易合作

中的永續條款、調查會員經濟體現行貿易協定中可能涉

及永續條款之內容與執行上的問題、於秘魯辦理第 15

屆 SCSC 標準及符合性會議報告調查的結果、並於後續

提供政策建議。 

新加坡表示 VSS 因為其制定過程通常未能滿足 TBT 協

定中的 6 大原則，因此在法規中採用 VSS 可能會產生貿

易問題，希望本研討會也能就此部分進行討論。(議題

6.17) 

十二、 政策討論 

1. 加拿大報告有關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工作對於中小企業出

口效益之研究成果，99%加拿大企業為中小企業，只有

極少中小企業有出口經驗，加拿大問卷調查中小企業，

結果指出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活動對於中小企業的出口有

幫助。ASTM、秘魯、紐西蘭、中國、新加坡及我國皆

表示對此議題有興趣，並希望加拿大分享該研究報告。

新加坡表示 IEC 有青年計畫，建議也可考量制定中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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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計畫，協助該等企業參與國際標準畫活動。IEC 說明

該組織有許多線上資源，也許能對中小企業有幫助(議題

7.1) 

2. 美國報告 APEC 場域對於女性及標準化之討論情形：標

準是由一群專家經由共識所制定，而女性參與標準制定

的過程普遍不足，證據顯示這樣的現象導致於制定出來

的標準未能提供女性與男性一樣的保護，如果標準被法

規引用，則其影響更大。SCSC 過去已有加拿大、澳洲

及美國就標準及性別議題進行討論，而 APEC 計畫從

2006 年迄今亦有 50 個計畫涉及推廣女性參與特定領域

(採礦、紡織、交通)或對女性造成影響(資訊科技、健

康、電子商務)。美國提出之「女性與標準」計畫將(1)

蒐集女性參與標準相關活動之數據以找出影響女性參與

之障礙及(2)分享有關標準制定及技術性法規的發展如何

考量女性因素。計有包含我國在內的 8 個會員參與連

署。 

紐西蘭、澳洲、加拿大、智利、ASTM、IEC 及我國皆發

言感謝美方之說明，並認為本議題具有重要性，我方另

說明 SCSC 的討論有助我國思考如何提升相關標準制定

工作之品質，未來倘有機會將分享成果。(議題 7.2) 

下屆 SCSC 將於秘魯利馬舉辦。 

會議期間與其他會員

或 APEC 秘書處互動

交流情形 

一、 與紐西蘭代表於場邊就台紐 ANZTEC TBT 章節未來執行

方向進行討論。 

二、 與日本及韓國代表於場邊就電動車充電設備提案之執行

合作方式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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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我國「2023 APEC 分析技術交流平台-新穎生技食品檢驗技術研討會」提案規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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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我國「電動車充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做法」提案規劃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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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8 月 7 日 JRAC 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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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我國「電動車充電設備管理措施─產品驗證及檢定要求」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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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8 月 4 日溫室氣體排放之標準發展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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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8 月 4-5 日電池儲能系統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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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8 月 5-6 日人工智慧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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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8 月 6 日減少飲用水含鉛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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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8 月 6-7 日循環經濟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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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8 月 7 日避免塑膠汙染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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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8 月 10 日清真驗證貿易議題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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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8 月 10-11 日第 16 屆良好法規作業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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