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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局為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政策，積極制定無障礙設計及身心

障礙輔具國家標準，近年來家電商品及資訊的多樣化、複雜化、產品週期縮短，

對高齡者及視障者（包含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建置優質服務的環境、設施及

輔助照護之先進科技化輔具設備倍顯重要。 

日本在無障礙（或通用）設計及輔具相關標準之制定與產業之應用方面，

不論在標準的產量與其所涵蓋的產業及生活使用範圍、產業應用無障礙或通用設

計及所擴及的產業種類，在世界上都居於領導地位，爰於本（105）年 8月 1日

至 8月 5日，赴日參訪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NEDO）、

Panasonic家電東京展示中心、蘭德爾株式會社(LUNDAL)、日本銀髮振興協會、

財團法人科技輔助協會(ATA)及一般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 6家機構。 

本次研習期間拜訪日本相關機構，蒐集在日本輔具管理制度下，民間單位

如何配合政府輔具用具產業相關國家政策的發展，協助制定檢驗標準、建置產品

標章及制度推廣，並對國內企業進行技術的協助與輔導，並拜訪家電製造商及輔

具民間企業，瞭解民間企業對於開發無障礙（或通用）設計及輔具產品技術開發

之設計依據及考量，及申請自願性標章之意願，期望藉此行的參訪，有助研擬制

定國內無障礙及輔具相關國家標準，並提供國內相關單位後續規劃及推動強化輔

具產品管理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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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2 條明定經濟部為「身心障礙輔具國家標準

訂定、產業推動、商品化開發之規劃及推動等事項」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法

第 52-1 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每年應主動蒐集各國軟、硬體產品無障

礙設計規範（標準），訂定各類產品設計或服務提供之國家無障礙規範（標

準）…」，本局配合前揭政策，截至今（105）年已制定 26種無障礙設計國家標

準及 63種身心障礙輔具國家標準。 

近年來台灣人口急遽高齡化，自民國 82年起邁入高齡化社會，對高齡者而

言，隨著年齡的增加，身體慢慢呈現自然衰退現象，會引起許多身體上功能的變

化，造成某種程度的障礙，其生理上的明顯變化涵蓋感官（如：視覺、聽覺、觸

覺等）、身體（如：操作性等）及認知（如：智力/記憶力等）。在視覺部分，

高齡者常有視野減小、視覺與視力不足之苦惱。除高齡者有視覺之障礙外，據調

查，臺灣領有政府視障手冊者計有 5萬 5,569人(占整體身心障礙者 114萬人之

5%)，實際視障人口約計 18萬 3,567人；中重度的弱視與低視能者約 16萬 0,620

人，而有中輕度低視能困擾者則高達 113萬 8,073人。由於前述高齡者與視障者

之族群日漸增加，突顯出落實高齡者與視障者對於「無障礙設計」或「通用設計」

於環境空間與用品設施的重要性。 

考量近年來，家電商品及資訊的多樣化、複雜化、產品週期縮短，對高齡

者及視障者（包含身心障礙者）造成障礙，建置優質服務的環境、設施及輔助照

護之先進科技化輔具設備倍顯重要，本局亦積極研擬制定產品功能考量高齡者及

視障者（包含身心障礙者）使用型態之無障礙（或通用）設計及輔具國家標準。 

日本在無障礙（或通用）設計及輔具相關標準之制定與產業之應用方面，

不論在標準的產量與其所涵蓋的產業及生活使用範圍、產業應用無障礙或通用設

計及所擴及的產業種類，在世界上都居於領導地位，而由於人口老化嚴重，社會

大眾對共用品（輔具）的需求大增，對於輔具科技與產業的品質要求日漸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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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十多年來積極從事無障礙（或通用）設計及輔具相關標準的制定與推廣，帶

動日常用品、行動用品及生活環境用品設計上的通用性準則建置，造就日本為領

先全球的通用設計產品開發國度。 

本次赴日研習目的著重在蒐集日本之製造商在顧及高齡者及視障者（包含

身心障礙者）使用者層面，如何設計更貼近高齡者及視障者（包含身心障礙者）

需求之友善產品，以及如何建構高齡者及視障者（包含身心障礙者）需要之便利

性環境生活，學習日本在「照護產業及無障礙環境」持續領先全球之重要因素。 

期能夠研擬完善高齡者及視障者（包含身心障礙者）國家標準，提供我國相關主

管機關建立檢測與驗證體系及鼓勵產業開發優質輔具，完善國內身心障礙與高齡

者設備標章認證及相關推動策略，達到促進產業整體發展。 

貳、出國研習過程  

一、行程簡介 

本次赴日研習行程自 8月 1日至 8月 5日止，共計 5日，研習成員包括本局、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國立陽明大學 ICF暨輔助科技研究中心，研習

單位包含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NEDO）等 6 家機構如

下：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NEDO) 

 Panasonic家電東京展示中心 

 蘭德爾株式會社(LUNDAL) 

 日本銀髮振興協會 

 財團法人科技輔助協會(ATA) 

 一般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 

研習期間拜訪日本相關機構蒐集在日本輔具管理制度下，民間單位如何配合

政府輔具用具產業相關國家政策的發展，協助制定檢驗標準、建置產品標章及制

度推廣，並對國內企業進行技術的協助與輔導，並拜訪家電製造商及輔具民間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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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瞭解民間企業對於開發無障礙（或通用）設計及輔具產品技術開發之設計依

據及考量，及申請自願性標章之意願，期望藉此行的參訪，有助研擬制定國內無

障礙及輔具相關國家標準，並提供國內相關單位後續規劃執行推動強化臺灣輔具

產品的管理之參考，並期許國內廠商能參照日本製造商「照顧」不便利者的企業

責任，提供相關友善及通用設計產品供身心障礙者與高齡者使用。各研習行程工

作紀要簡述如下： 

日期 交流/見習對象 目的/討論主題 

8月 2日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

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NEDO) 
日本輔具產業未來推動與發展方向。 

Panasonic家電東京展示中

心 

視障者使用上的便利性/產品安全性的設計

原理及評估原則之交流學習，以及對於視覺

障礙者提出的產品解決方案。 

8月 3日 

蘭德爾株式會社(LUNDAL) 

身障者用「輔具產品設備」/「支持設備」及

「支持系統」等關聯性產品開發技術觀摩交

流學習，並且以企業的角度，對於日本相關

自願性標章的看法。 

日本銀髮振興協會 

日本介護保險制度下，輔具產品的回收或租

賃回收後的消毒工程管理認證認可/標章授

予等管理制度交流。 

8月 4日 
財團法人科技輔助協會

(ATA) 

針對輔具產品從檢測及預想使用環境下，ATA

單位在輔具產品評估便利性/安全性/產品評

鑑基準(販售/租賃補助)等實際工作流程作

業觀摩。 

8月 5日 一般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 
輔具產品測試/驗證/認證實驗室相互認可模

式推動研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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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習機構及參訪交流收穫 

(一)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NEDO) 

 1.簡介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以下簡稱 NEDO）為

日本經濟和產業政策之最大的研發管理機構之一，其性質屬半官方組織，主要

職責為協助日本經濟產業省研擬政策，由經濟產業省提供預算及人員等，NEDO

結合產業界、學界及研究機關進行解決方案及提升技術之對策，再回饋予經濟

產業省進行法規制度設計之參考。 

    NEDO設立宗旨為「解決能源及全球環境問題」及「加強產業技術」，包含

「能源及環境技術」及「產業技術」2大事業體，26個技術領域部門，本次參

訪對象為「產業技術」事業體下之「輔具用品」部門，該部門主要任務為推動

輔具產品發展技術，工作項目包含「輔具設備訊息蒐集、分析及提供相關業務

資訊」及「推動開發輔具設備協助補助經費」。 

 2.推動輔具產品發展技術   

    在「輔具設備訊息蒐集、分析及提供相關業務資訊」方面，NEDO自平成 5

（西元 1993）年至平成 26（西元 2015）年間，每年度提撥 1000 萬日幣預算

經費執行「輔具設備開發上的調查及分析用戶需求趨勢」、「輔具產業推廣上對

新產品開發內容需求評估」、「促進 NEDO 在研究分析技術發展趨勢」及「輔具

設備商業化調查」等業務。 

在「推動開發輔具設備協助補助經費」方面，NEDO 係接受日本經濟產業

省委託辦理推動輔具產品開發輔助經費申請，於平成 5年至平成 28年間，每

年度提撥 1億日幣預算經費，接受廠商申請開發新產品案件，協助推動民間開

發輔具商品業務，支持日本國內輔具產品不斷的創新發展，有助於民間企業負

責輔具設備機構或個人的產品開發，支持其產品開發和達成商業化為目標，使

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照護人員有更好的生活品質(Q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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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DO推動輔具產品開發廠商補助經費申請資訊如下： 

申請輔具產品開發執行期限：3年以內 

申請通過案件比率：三分之二的比率 

通過申請案件金額補助：每件每年至多 2000萬日幣 

累計通過申請案件數量：平成 5年至平成 27年累計 219案 

 

圖 1 推動輔具產品開發廠商申請補助經費之申請及審核流程圖 

 

圖 2 經濟產業省委託 NEDO辦理輔具產品開發經費補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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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各年度申請件數/通過件數等相關統計數據 

 

 

圖 4 累計補助 219件輔具產品功能之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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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尚在開發執行期間內之輔具產品 

 

 

圖 6 完成開發及進入市場商品化販售之輔具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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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訪紀要 

NEDO 由創新業務部及國際部代表出席接待，簡介該機構業務，並說明推

動輔具產品技術發展業務，其在受理輔具設備申請過程係依循各項審查/外部

專業委員評價等流程方式，最後決定通過申請廠商名單，惟 NEDO 較為重視廠

商提出申請的計畫內具開發產品能夠實踐市場商品化之作法，同時規定申請通

過之廠家需交付執行期間內的財報資料，確保廠商有效利用經費於執行開發新

產品，並於規定期間內完成開發以及後續進入市場商品化銷售。 

    

圖 7  NEDO機構交流參訪照片 

 

(二)Panasonic家電東京展示中心 

 1.簡介 

Panasonic 株式會社（以下簡稱 Panasonic）是日本最大的電機製造商，

總部位於日本大阪府門真市，Panasonic設立宗旨為以「人」為本，著重「人

們的生活」，提供顧客更進步的生活方式，從消費性電子產品到工業設備、建

築用品與居家住宅等多樣化的產品、系統和服務，為更美好的生活方式提供新

價值，實現「更美好的生活，更美好的世界」。 

位於東京台場的 Panasonic Center為 Panasonic公司的國際品牌形象傳

遞站。秉持「好生活讓世界更美好」的理念，展館內部提供了實體的產品與落

實生活的各種提案，開放讓民眾直接交換意見，創造新價值，為所有民眾提供

良好生活品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9%9B%BB%E5%AD%90%E7%94%A2%E5%93%81%E5%B7%A5%E6%A5%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6%80%E7%9C%9F%E5%B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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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Panasonic家電東京展示中心準備的電子歡迎看板 

 2.視障者/高齡者使用之家電通用設計 

Panasonic考慮使用者操作情境之產品開發為家電製造商的領先者，其設

計理念係以「松下集團通用（UD）設計」為方針，生產更親合之產品供人使用，

「松下集團產品通用設計」原則為：方便理解及操作、可明顯易見的資訊、操

作簡易性、考量移動和空間、既安心及安全的、使用環境等 6項，藉 UD設計

方針於使用者上開拓產品新價值。本次研習係與 Panasonic 就視障者/高齡者

用的家電產品進行交流，見習該公司於家電產品設計/操作上如何考量視障者

使用上的不便利性。 

 

圖 9 UD設計方針於使用者上開拓產品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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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asonic在家電視聽類產品開發上，積極投入研究視障者和高齡者的使

用需求，例如：考量到 60 歲以上超過 70%的高齡者罹患白內障，其眼部視覺

帶有偏黃顏色的感受，松下電器以此白內障病徵，與眼科醫生共同開發出偽白

內障經驗護目鏡，藉此護目鏡來改進家電產品、產品型錄、外觀包裝、使用說

明書等，驗證視障者和高齡者的可視性。 

      

圖 10 體驗偽白內障護目鏡 

 

Panasonic集團的產品功能顯示「字體」也是設想高齡者在使用上，對於

產品上各項操作開關或是功能按鈕的字體需以「可清楚看見」、「認知判斷」及

「可讀性」來研究設計改善，目前市面上 Panasonic家電產品上的字體顯示表

現皆依循該集團 UD規範下的字體型態。 

  

圖 11 字體顯示設計依 UD規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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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電產品之通用色彩設計方面，運用在家電遙控器、VIERA 和 DIGA 的

顏色按鈕上，結合電子節目指南的配色方案優勢，滿足通用色彩設計組織

(CUDO）設置標準。同時電視家電設備也考量用語音/聲音的方式傳遞訊息，讓

高齡者/視障者也能容易按照聲音指導方式操作使用，不只音質和音量，連同

語音速度、語音內容表達皆被納入 Panasonic家電產品通用設計原則，造福使

用者生活上更多的便利性。 

    

圖 12 通用色彩設計及聲音設計 

 

圖 13 電視產品也能以聲音播報節目表及氣象資訊 

浮凸的操作面板設計也是 Panasonic 家電產品關心到視障者使用上的便

利性，過去的烹調器產品採納靜電觸摸開關，對於視障者來說開關的確平滑，

但在可操作性產生不便利的問題。因此 Panasonic家電產品採用良好的清晰度

且耐久性(凸）符號觸摸開關，有效改善視障者使用上的不便利性，同時降低

不安全的操作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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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耐久性(凸）符號觸摸開關設計 

 3.參訪紀要 

於 Panasonic家電展示中心參訪期間，Panasonic接待人員特別先安排介

紹展館內多項互動科技產品及未來生活結合科技應用技術，又適逢本屆夏季奧

運於里約舉行，Panasonic為主辦單位重要贊助廠商之一，展館內最吸引到訪

者注視到的就是視訊影音科技產品，如：有別目前電視的 8K 更高畫質影像產

品、高速度動作影像攝影捕捉裝置等未來家電視訊設備展示；下一屆 4年後東

京承接奧運主辦城市，Panasonic更是扮演最大的贊助單位，於競賽期間提供

更精緻更完美的聲音影像讓全球觀眾如臨現場參與之感受。 

Panasonic 公司展示供視障者/高齡者使用家電之「字體」、「色彩」、「聲

音」、「浮凸面板」等通用設計理念及技術，並表示 Panasonic家電設計上是顧

慮到使用者的使用情境，以通用設計原則及各項部品基本的 JIS規範要求，自

行產品開發設計，並造就日本先進家電製品領先全球的通用設計概念，而俟設

計理念商品化，並於市面銷售後形成產業界之共識，視需求由家電製品協會統

籌邀集產業界、學術界及研究機構等研商共同制定為產業標準，再進一步推行

制定為 JIS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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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蘭德爾株式會社(LUNDAL) 

 1.簡介 

LUNDAL 公司公司設於琦玉縣朝霞市，業務涵蓋醫療輔具用床製造、輔具

產品租賃及銷售等，其產品服務對象包含高齡者及身障者，經營理念為提供輔

助設備、介護設施，改善身障者的生活品質（QOL），主要供應設備包含：特殊

居家用照顧床、助行器、輪椅、醫療/高齡者用設備等。 

 2.輔具產品自願性標章 

日本輔具產品的自願性標章包含 SG MARK、QAP標章、S MARK及 JIS MARK

等 4種，簡述如下： 

 SG MARK：係由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基於日本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

法規辦理 SG（Safe Goods）標準及受理產品驗證標章（SG 標章），

其驗證之輔具商品包含手杖類等。 

 QAP 標章：係由財團法人科技輔具產品協會辦理之驗證業務，驗證

對象為日本介護保險中有補助的輔具產品（例：輪椅、輪椅用可移

動式斜坡板等），其評價方法基本上係針對產品基本的安全性及使用

者操作性能。 

 S MARK：係由日本銀髮振興協會辦理驗證業務，驗證對象為輔具產

品租賃設備，經使用回收後消毒滅菌等清潔方式符合驗證程序，得

以貼附識別之標章。 

 JIS MARK：係由財團法人日本品質保證機構（JQA）從現行 JIS標準

中，針對具有保護消費者權利、保障安全衛生、災害防制功用的產

品標準或技術，公告受理申請 JIS Mark驗證。產品通過驗證，符合

JIS標準的規定，可於其產品或包裝上標示 JIS Mark。 

 3.參訪紀要 

LUNDAL 公司業務包含輔具產品製造及租賃，為了提升消費者對商品品質

之信賴度，積極申請自願性標章驗證，目前取得之自願性標章包含 S MARK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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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S Mark。 

S MARK係驗證租賃輔具產品回收清潔消毒部分，取得 S-MARK標章代表產

品符合日本銀髮振興協會所規定之清潔消毒程序，LUNDAL 公司已取得日本銀

髮振興協會之驗證，並於工廠內設置清潔消毒間，將回收後的輔具產品進行消

毒/整理/維修，經包裝後再運出，並於包裝貼附 S-MARK，供租賃使用者識別。 

LUNDAL 公司製造之居家輔具產品「電動床」取得 JIS Mark，該產品主要

可分為 5大項來拆卸搬運及組裝，每項重量不超過 24公斤，對於搬運及運送

上不會造成負擔，提供行動不便利者便利性的輔助工具。 

 

              

圖 15 LUNDAL公司合影              圖 16 租賃輔具商品貼附 S MARK  

 

 

圖 17 LUNDAL居家電動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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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日本銀髮振興協會 

 1.簡介 

日本銀髮振興協會於昭和 62 年由厚生省協助針對銀髮族設立的一般社團

法人機構，其最主要業務包含銀髮族的輔具服務（包含輔具的展示、說明、販

售及較少機構所執行的租借服務），及建立輔具的消毒服務服務流程，並登載

日本全國各地合格的輔具消毒單位名單供民眾查詢。 

 2.日本租賃輔具清潔消毒認證－S MARK自願性標章 

日本銀髮振興協會考慮到基於介護保險制度內的「消毒」作法未規定具體

的基準，使用者很難確定租賃產品之消毒效果是有效的，爰成立「輔具消毒工

程管理系統認定制度」，將輔具產品的安全衛生納入第三方驗證機制，通過認

證者，於輔具租賃設備外包裝貼附 S MARK，為輔具租賃設備主要取得的一項

標章，該標章不是所有輔具租賃業者皆須申請，惟較高比例成份被市場租賃者

使用。居家照護、介護機構、日照機構或居家使用的租賃輔具產品、經使用後

回收後是經營者的企業責任，須有效確實的施行清潔消毒，防止後續使用者遭

受感染而產生不安全的疑慮。 

         

        圖 18 S MARK樣張               圖 19 租賃輔具之消毒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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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具消毒工程管理系統認定制度概要： 

 執行機構－日本銀髮振興協會。 

 認證對象－執行輔具消毒設施的事業所。 

 認證目標－輔具消毒過程的管理，被認證符合標準。 

 審查程序－專家認證委員會審查進行審查(1年召開 3次認證委員會）。 

 有效資格－2年。 

   申請自願性標章 S-MARK主要審查的內容及費用如下： 

A. 書面審查：消毒作業手冊的準備、消毒作業的管理方法確認、消毒設備及

消毒藥劑管理的確認、設備操作人員的能力、消毒作業動線。 

B. 實地審查：現場調査(含書面審查內容的現場確認）；調查聽證會(確認消

毒作業管理者的管理督導情形/消毒作業員的教育訓練、設備及作業流程

的熟悉度）；消毒效果的確認(一般生菌數及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檢查） 

C. 審查：「輔具消毒過程管理認證體系標準認證委員會」進行審查上述 A 及

B的調查結果。 

   申請認證之相關費用如下： 

 

 

圖 20 取得消毒工程管理認定制度業者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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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訪紀要 

本次參訪係與日本銀髮振興協會就輔具租賃之消毒方式、消毒器具、消毒

規範、消毒作業人員、消毒作業紀錄等整體消毒程序的管理規範進行交流。該

協會說明，輔具消毒作業重點在於使用的消毒方式是否確實，其推行之認定制

度未強制規定申請業者一定要按照哪種方式/設備/程序，甚至是作業人員要符

合限制的資格，而是由申請者自行決定用哪一消毒作業方式/消毒設備/作業人

員/整體管理管制，該協會經由書面、實地審查及委員會的審查，由專家審核

業者在執行輔具消毒作業是否有效，認證通過後就能取得資格和標章。 

在核發認證資格及標章後，該協會不會進行市場檢查業者是否依規定使用

標章，而是採自主管理方式，最主要的原因在於若因消毒不確實而導致使用者

受到病菌之感染，將會是業者應負之責任。 

 

    

圖 21 與日本銀髮振興協會交流及合影 

 

(五)財團法人科技輔助協會(ATA） 

 1.簡介 

財團法人科技輔具產品協會（簡稱 ATA）成立宗旨為促進高齡者與身心障

礙者之福利，主要工作為輔具產品調查研究及開發、輔具產品資訊蒐集及提

供、輔具產品安全性及性能之促進等，並辦理輔具產品自願性驗證標章－QAP

（Qualified Assistive Products）標章等業務。QAP驗證案件從申請到發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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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業務均由 ATA自行辦理，而產品審核作業則委託外部單位辦理（包括輔

具產品綜合評鑑中心等 6個單位）。 

 2.QAP標章之輔具商品評價制度 

QAP標章驗證所採用之輔具商品綜合評鑑規範係採用 ATA自行訂定之驗證

基準表，評鑑項目包含「操作機能性」、「安全性」、「操作說明書」及「維護及

清潔保養」，每一個驗證申請案件係由 5 人以上小組分別依驗證基準表內容評

分，小組之組成包含相關產品使用者族群代表、物理治療師等參與，審核通過

後，ATA會核發證書給申請廠商，其商品各項資訊會列於 ATA網頁上供相關輔

具租賃機關參考，這對於日本國內輔具使用者、介護機構、輔具相談員等都是

重要的依循資訊。 

 3.參訪紀要 

此次前往財團法人科技輔助協會(ATA)交流項目為觀摩輔具商品綜合評鑑

會議，除了解日本輔具商品評價制度流程之外，也一併了解評鑑制度組成委員

和評鑑輔具要求之檢視內容。 

ATA委託「福祉用具綜合評鑑中心」安排一項輔具商品「居家自動便器椅」

模擬完整的評鑑流程。此回的綜合評鑑委員共有 6名，其中 1員為主審且負責

和其他委員溝通在各項結果可能不一致的情況下做出最後的結論；評鑑委員的

組成包含大學教授、護理物理治療師、身障者等高頻率接觸輔具產品及使用輔

具產品人員。 

當日實演之居家自動便器椅係依據該類產品之「驗證基準表」進行綜合評

鑑，待評鑑商品廠商人員必須攜帶該商品所有部件及操作說明書，讓現場委員

能夠逐一檢視從安裝到操作之步驟，各委員逐項審視或是操作體驗商品，再勾

選判定結果，若每一項委員有不一致的勾選標準，主審會再次和委員協調討論

評定出最後一致之評定結果。輔具商品綜合評鑑項目表範例如下： 



22 
 

 

 

 

 



23 
 

 

 

 

 



24 
 

 

 

 



25 
 

 

 

    

    

    

圖 22 居家自動便器椅評鑑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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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觀摩 QAP標章的產品評鑑流程，委員專家詳盡的依據產品操作說明書

對應評鑑表各項目進行評鑑，並給予製造商改善產品之建議，其嚴謹之評鑑過

程令人印象深刻，而驗證項目包含輔具產品之操作性及實用性之要求，與本局

商品驗證著重安全性項目相較之下，更貼進輔具使用族群之身心狀態，可作為

未來本局規劃輔具商品或其他商品辦理自願性標章之參考。 

 

圖 23 評鑑作業後合影 

 

(六) 一般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 

 1.簡介 

一般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ssociation，

以下簡稱 CPSA），係基於日本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規於 1973 年創立之一般

財團法人。該機構主要業務為消費性商品標準（SG 標準）制定，並依據該標

準執行產品之驗證（SG MARK），並結合產品保險制度，對於所核發驗證之消費

性商品發生事故後提供合理之補（賠）償。 

2.SG驗證標章 

目前 CPSA開放申請 SG MARK之產品約有 120餘種，其驗證標準由 CPSA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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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訂定，未參照 ISO或 JIS等國際標準。 

SG MARK之認證方式有 2種，分別為工廠登錄型式認可（Registration and 

Product Type Confirmation Method）與批次抽樣驗證（Lot Certification 

Method）。 

工廠登錄型式認可之驗證流程分為 2個程序，首先是生產廠場的檢查及登

錄，其目的為確認生產廠場是否能夠持續穩定地生產符合 SG 標準的產品。於

工廠檢查合格登錄後，即可申請產品之型式試驗（向指定試驗室申請），型式

認可合格後則完成 SG標章驗證作業，CPSA會核發驗證號碼予申請者，通過 SG

標章驗證之產品須向 CPSA購買 SG標章貼紙逐一貼附在產品上供識別。另工廠

登錄後每 3到 5年會再進行一次追蹤檢查，以確保工廠能持續性的生產安全性

產品。 

 

圖 24 SG MARK工廠登錄型式認可流程圖 

批次抽樣驗證為針對同一生產廠場同一批產品為主體之驗證方式，檢驗的

抽樣樣品數量係依產品及報驗數量而定，與工廠檢查型式認證方式相比下於更

短的時間內申請取得 SG 標章；此種驗證方式並非只有產品的生產者才可以申

請，進口商和銷售商也可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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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批次抽樣驗證流程圖 

3.參訪紀要 

本次係拜會專務理事東鄉洋一、業務組上席調查役松田利浩兩位製品安全

協會申請窗口專員，就 SG標章之指定試驗認可及標準國際化調和進行討論。 

製品安全協會目前已屬民營化機構，未來朝向驗證業務普及推廣方向，首

先為開放海外之指定試驗室認可，借重在地實驗室之檢測能量，縮短海外商品

申請 SG 標章之時間，專務理事東鄉洋一建議台灣之實驗室可申請輔具產品類

（例如：手杖）之指定試驗室測試能力認證，協助台灣生產手杖之製造廠商取

得 SG標章，進入日本市場販售。 

另外 SG標準與國際準調和部分，製品安全協會表示，目前係以公開 SG標

準內容方式符合 TBT之要求，並無調和國際標準 ISO之規劃。 

 

    

圖 26 與製品安全協會訪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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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心得及建議 

日本產業導入無障礙或通用設計概念的程度，以家電與 3C 產業占最多

數，由於日本企業普遍認為無障礙或通用設計的導入對營業額有正面的效果，

而有更多的企業認為以通用設計為宣傳，將會提升企業的形象；因此，不論從

家電產品、容器包裝到交通工具，甚至是個人衛生或清潔用品，皆能發現無障

礙或通用設計的應用與注重。本次 5天訪日行程之一為拜訪 Panasonic家電東

京展示中心，該公司在家電產品之設計重點在於直覺式及避免重複的便利操作

設計、顯示屏幕的易讀性（如：顏色、對比、字體）、資訊輸入/輸出的選擇（如：

浮凸的操作面板）及替代形式（語音操作）等，並就其商品化經驗發展公司標

準，進一步制定為團體標準，再擴展到日本 JIS標準。日本廠商主動致力發展

友善共用品（無障礙）或輔具商品，增進高齡者及視障者之福祉，值得我國仿

效及借鏡。 

日本自西元 2000 年推出介護保險以來，即大力推動輔具服務，其目標就

是為了在高齡社會環境裡，減少高齡者的臥床率並增加高齡者的生活自理能

力，而其政策推動方式係由厚生勞動省（相當於我國之衛福部）負責頒布日本

介護保險及身心障礙補助法令，由經濟產業省（相當於我國之經濟部）負責輔

具產品之安全管理，而由民間財團法人等協助辦理輔導輔具產品及技術創新開

發（如：NEDO）及執行輔具產品檢測驗證（如：ATA）；日本政策之施行對於

廠商的規範較少，強調以外部評鑑和市場資訊透明來協助消費者抉擇，爰民間

單位推行各種自願性標章（QAP 標章、SG MARK 等）驗證、評價產品確保服

務品質；日本介護保險及輔具發展體系完整，我國應可學習日本的作法，透過

建立產品資訊揭露、第三方驗證機制等，協助民眾掌握訊息、進行消費決策。 

日本介護保險中 13 類輔具提供租賃給付，5 類輔具提供購買給付，因應

租賃之輔具產品使用完畢後回收須執行整修、清潔及消毒程序之需求，民間單

位發展自願性標章（如：S MARK），提供經驗證合格之輔具消毒廠商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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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消費者了解廠商的服務水準。由此可知，政府政策將會引領產業之發展，未

來本局研擬政策時，應考量結合具認可檢測能量的法人單位，運用民間檢測能

量推行自願性標章，在政府或相關單位的宣導及推廣之下，民眾會優先選擇具

有標章之產品或服務，且製造或提供該產品或服務之企業，其形象亦將獲得提

升，對消費者及廠商皆有受益。 

本局推動制定無障礙設計及輔具之國家標準制定已多年，為協助廠商開發

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適用之通用品，未來持續制定能涵蓋不同身心功能損傷之

族群，包含視覺、聽覺、發聲、觸覺、味覺/嗅覺、肢體、認知、智能及語言

等之標準，而由於無障礙設計及輔具相關國家標準為自願性標準，係屬參考性

質，並無強制性的約束力，因此，需要其他政府單位採取管理措施，或藉由強

化誘因來促使廠商或企業對其製造之商品或所提供之服務進行無障礙化，以帶

給我國高齡者與身心障礙者更大之助益及優質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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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1)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総合開発機構攜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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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nasonic 家電東京展示中心攜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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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蘭德爾株式會社(LUNDAL)攜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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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本銀髮振興協會會攜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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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團法人科技輔助協會(ATA)攜回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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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般財團法人製品安全協會攜回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