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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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者）造成障礙，

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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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赴日參訪國立

研究開發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National Inst 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株式会社テレパシージャ

パ ン (Telepathy 感 應 裝 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株 式 会 社 Moff(Moff, 

Inc. (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 ))及一般財団法人居家ケアものこと思

い研究所 (一般財團法人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 )等 4 家機構。  

本次考察期間拜訪日本相關機構，旨在瞭解在日本輔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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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藉此行之參訪，瞭解相

關研究單位及民間企業對於長期照護相關產品及技術之依據及考

量，藉此參訪有助研擬制定國內長期照護相關國家標準，並提供國

內相關單位後續規劃及推動強化長期照護相關產品管理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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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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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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舉辦 6 屆輔具通用設計競賽及 4 屆之市

售友善優良輔具產品評選等活動。  

近年來台灣人口急遽高齡化，依我國內政部於 106 年 9 月 2

日公告之人口統計數字，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已達 319 萬 2,477 人，

占全國人口 13.55％，每 100 個工作年齡人口 (15-64 歲人口 )所需負

擔依賴人口數 (0-14 歲及 65 歲以上人口 )，即扶養比為 36.57。而另

依國家發展委員推估至 2030 年台灣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將佔人口總

數的 30%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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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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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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者）造成障礙，故建置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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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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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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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赴日考察目的著重在蒐集日本之製造商在顧及高齡者及

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者）使用者層面，如何設計更貼近高齡者及

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者）需求之友善產品，以及如何建構高齡者

及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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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包含視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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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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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國考察行程說明  

一、行程簡介  

本次赴日考察行程自 8 月 28 日至 9 月 1 日止，共計 5 日，考

察成員包括本局及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考察單位包含

國 立 研 究 開 發 法 人 產 業 技 術 總 合 研 究 所 (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株式会社テレパ

シ ー ジ ャ パ ン (Telepathy 感 應 裝 置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株 式 会 社

Moff(Moff, Inc.(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一般財団法人居家

ケアものこと思い研究所 (中譯：一般財團法人關心居家照護產品

研究所 )等 4 個單位。其中 AIST 為日本成立之國家級研究機構；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有限公司及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兩家公

司為智慧穿戴照護相關產品之設計製造廠商，一般財團法人關心居

家照護產品研究所則為新近成立專責於推動居家照護便利性之機

構。  

考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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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考察行程工作紀要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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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考察行程表  

日期  交流 /見習對象  目的 /討論主題  

8 月 29

日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

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National Inst 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AIST) 

AIST 於「照護用機器人」，包括『移

動輔助機器（穿戴型）、移動輔助機器

（非穿戴型）、移動輔助機器（屋外

型）、移動輔助機器（屋内型）、衛生 (入

浴、排泄等 )輔助機器、照護輔助機器

（介護施設型）、照護輔助機器（居家

介護型）』之研究開發及安全性考量及

「最低限安全驗證」要求等相關議題。 

8 月 30

日  

株式会社テレパシー

ジャパン（中譯：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

份有限公司）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有限公司於智

慧穿戴產品應用於「智慧照護」（高齡

者及不便利者）產品之設計開發、設

計製造須具備的標準規範及測試認

證。  

株式会社 Moff（Moff,  

Inc.  ，中譯：莫夫腕

帶股份有限公司）  

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為智慧穿戴產

品應用於「智慧照護、居家復健、運

動」（高齡者及不便利者）產品之設計

開發之理念及思考方法、設計製造須

具備的標準規範（如電子產品相關之

JIS 或 IEC 規範等等）及測試驗證。並

研討日本在於居家照護、復健等支援

性輔具之補助制度。  

8 月 31

日  

一般財団法人居家ケ

アものこと思い研究

所 (中譯：一般財團法

人關心居家照護產品

就該組織單位在調查研究「保健」、「醫

療」及「福祉」等主旨內貼近本局輔

具科專計畫內相關研究或推動事務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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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  訊介紹，或是該機構內九項事業部門

關於日本身障者及高齡者使用輔具

（照護輔具、智慧輔具、智慧穿戴輔

具等等）研究資訊分享。  

二、考察機構及參訪交流收穫  

(一 )  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AIST) 

「 國 立 研 究 開 發 法 人 -產 業 技 術 總 合 研 究 所 」（ 以 下 簡 稱

AIST），前身是屬於日本政府機構的工業技術廳，歷經不同階段性

變革，從 1882 年設於政府機構下，於 2001 年轉型為獨立行政法人、

又 2015 年轉為國立研究開發法人、至 2016 年再成為特定國立研究

開發法人。成立迄今已經取得了許多技術發展成果；AIST 是一個

公立的研究機構，其主要功能係作為日本的創新技術開發平台，並

扮演“研發”與“產業”界接之橋樑，協助研發者之新技術能順利

進入產業。AIST 研究範圍包括：能源環境領域、生命工學領域、

資訊人間工學領域、材料化學領域、電子製造領域、地質調查綜合

中心及計量標準綜合中心等七大項領域 (AIST 人員比例如圖 1 所示，

2015 年經費如圖 2 所示 )，其分部遍及日本全國 (包括北海道的生物

技術製造工程、四國的健康工程…等 )，且與國際上許多著名的研

究機構均有合作 (包括我國的工業技術研究院 )。AIST 之使命、功能

及合作體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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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AIST 各領域別人員組成分布圖  

 

 

 

 

圖  2 AIST 2015 年經費決算數  

計量標準綜

合中心, 14% 

能源‧環境

領域, 17% 

生命工學領

域, 13% 

資訊‧人間

工學領域, 

14% 

材料‧化學

領域, 18% 

電子‧製造

領域, 14% 

地質調查綜

合中心, 10% 



 

 7 

 

圖  3 AIST 協助創業的公司概況  

 帶頭解決之使命：作為產業需求 (例：創新研發、公開創新平

台、中小企業支援、全球網絡等 )與社會需求 (例：能源及資

源、防災、健康及安全、地方資源活用等 )之媒介，旨在成為

世界上最高水平之研究，並貢獻於社會，具有社會及經濟價

值之創新與創造。  

 學術界與產業界之橋樑：使科學的發現與發明得以透過技術

實現商業化或產業化，減少死亡之谷 (Valley of death)之過渡

期 ， 進 而 讓 資 訊 由 “ 社 會 認 識 ” 成 為 “ 社 會 經 濟 價 值 創

造”。  

 構築可持續之社會：透過產業科學技術研究開發向社會貢獻。

AIST 之七大領域皆具公開創新平台，旨在將豐足且親環境之

綠色技術、健康且安心安全之生命技術及超智能之資訊技術

等轉化將技術回饋至社會。  

 全球網絡之合作體制：透過國際標準及共同研究，與全球各

大產業研究單位聯繫，其中包括台灣之工業技術研究院 (ITRI)；

且為與海外機關與日本企業之多邊合作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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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夥伴公司創業及教育訓練：由於技術的發現、投資及研

發，支援創業公司生長；目前創業公司數已達 135 家之多。

另透過多種課程培養下一代之研究人員及技術人員，例：計

量技術訓練、技術者訓練、創新學校 (與夥伴企業以 OJT 方式

培 訓 博 士 後 研 究 員 )及 訓 練 嵌 入 系 統 產 業 最 適 化 之 技 術 人

員。  

  

圖  4 AIST 聽取簡報  

本次參訪，先由國際連絡室經理橋本先生簡介 AIST 之組織

概況及使命等，隨後由橋本先生及小泉小姐帶領，至筑波科學廣場

(Science Square  Tsukuba)參觀 AIST 已研發成熟之產品，其中包括可

作為寵物使用之療癒系產品 (如圖 5)，據現場解說人員表示，經研

究該海豹玩偶對於失智症之長者具有緩解情緒之功能，能延緩症狀

惡化之情形，所以日本仍致力於此類互動式玩偶之研究及功能改善

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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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作為療癒用之互動式玩偶  

緊接著至機器人創新研究中心 (Robot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

參訪，並由本間博士、松本博士及脇田博士一同介紹 AIST 在於照

護機器人之開發，並介紹機器人安全中心 (Robot Safety Center)之檢

驗技術概況。該中心旨在研究開發機器人，該中心意識到護理人員

在照顧被照料者 (高齡者 /不便利者 )的身體負擔，創新開發機器人服

務能夠支援體弱高齡者的室內和室外移動之服務，爰運用人體工學

開發相關產品；並研究 EMC 試驗、機械強度相關試驗、行走測試

試驗及碰撞 (對人 )及翻倒試驗等四大類安全性試驗。該中心並與國

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產業技術總合開発機構 (NEDO)合作，辦理並

驗證「RS certif ied」標章，針對生活支援用機器人之基本性能及安

全性進行評定。  

本間博士、松本博士及脇田博士表示機器人安全中心，主要係

以 ISO 13482(2014)「Robots and robotic devices –  Safety requirements 

for personal care robots」標準為測試依據，協助廠商取得歐盟驗證，

研討並建置該標準規定之基本安全架構以外的應注意及驗證之其

他測試要求，如：服務型機器人之功能性安全要求等，功能性安全

要求強調未來服務型機器之設計開發及使用情境將朝高度自由化

方向發展，使服務型機器人將有更高度的自由空間及功能，但這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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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安全性考量更加複雜化，而此方面之議題則為機器人安全中心相

當重視之領域。機器人安全中心場域整體佈置如圖 7 所示，其主體

上可區分為：EMC 測試區域、機械強度測試區域、碰撞 (對人 )及翻

倒測試區域、行走測試區域。  

 

圖  6 機器人安全中心於機器人安全管理之功能示意圖  

 

圖  7 機器安全中心場域整體佈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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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測試區域包括：  

I.  多目的行走試驗：摸擬不同路面 (如：木地板、軟質地板、

濕滑地板等 )狀況下，服務型機器人之行走狀態及安全

性。  

II.  傾斜行走試驗：評估在傾斜路面，服務型機器人行走之安

全性。  

III.  環境認識性能試驗（光干渉試驗装置）：評估服務型機器

人在環境干涉 (光干涉 )狀況下，服務型機器人對於環境 (包

括人 )之識別能力。  

IV.  機器人行走狀態模擬装置：模擬服務型機器人被置放新環

境時行走的能力。  

V.  3D 動作解析裝置：利用 3D 攝影分析機器人之動作，通過

分析人體視覺線的設備，可以測試和驗證服務型機器人運

動和運行的安全性  

VI.  障害物接近再現裝置：測試服務型機器人偵測“人”接近

之能力，並確保安全性之能力。  

 

圖  8 多目的行走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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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傾斜行走試驗  

 

 

圖  10 3D 動作解析裝置  

 碰撞 (對人 )及翻倒測試區域包括：碰撞安全試驗、穩定性試

驗  

 

圖  11 碰撞安全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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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穩定性試驗  

 機械強度測試區域包括：複合環境振動試驗、衝撃試驗、靜

態負載試驗、穿戴型生活輔助機器人耐久試驗機、履帶型行

走耐久性能試驗機、輪型行走耐久性能試驗機、重心移動控

制裝置試驗，生活輔助機器人強度試驗機等。  

 

圖  13 複合環境振動試驗  

 

圖  14 衝撃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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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履帶型行走耐久性能試驗機電  

 

 

圖  16 穿戴型生活輔助機器人耐久試驗機  

 EMC 測試區域：測試機器人之電磁耐受能力  



 

 15 

 
圖  17 EMC 測試  

此行最後，松本教授另介紹目前 AIST 實驗中所研究的居家無

障礙多功能照護電動床及其臥床人員動態監控系統，此系統主要在

於能監控床上人員的動態 (包括：人員下床離開等 )，並可結合行動

電話讓照護者隨時獲知臥床人員之動態，提供必要之照護作為及協

助，該照護床為可分離式設計，分離之部分可變身為簡易的輪椅，

以提供行動不便之臥床者行動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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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可結合行動電話提供遠端智慧照護功能之監控系統  

 

   

   
圖  19 居家無障礙多功能照護電動床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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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AIST 機器人創新研究中心合影  

(二 )  株式会社テレパシージャパン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 )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為智慧穿戴產品開發廠家，社長

鈴木先生曾於台灣宏碁 (acer)公司、 First International Computer(FIC)

及宏達電 (hTC)服務，再到美國加州矽谷創業，後回到日本設立此

公司，股東包括 HITACHI 公司、 i -TEC 公司及 is tyle 公司等，並與

日本神戶大學開發軟體部門合作多年。Telepathy 之主力產品為行動

眼鏡裝置 (眼鏡型攝影併投影設備 )，前身產品為 Telepathy Jumper，

於 2015 年發表，再於 2016 年發表 Telepathy Walker 並量產化，該產

品簡單來說就是類似過往市場上之 Google glasses 產品，但是功能

功效卻遠大於過往。  

鈴木先生同時說明智慧穿戴 (視覺型 )產品在歐美已較普遍

使用，日本境內使用者數量於近年來 IoT 技術提升以及相對環境作

業需求上逐漸擴散，但這些使用者主以企業用戶、團體或其研究開

發組織等。不過近兩年因歐美注重個人隱私權，個人眼鏡類穿戴裝

置 (具攝影功能者 )就被限縮，這類新世代產品製造商販售的對象完

全針對企業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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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研究開發、製造示意圖  

 

先前 Telepathy Jumper 裝置必需連接至電源裝置 (鋰電池 )，所

以其裝置構造上尚無法去電源線化。Telepathy Walker 為其進階改善

版，將電池體積縮小使此電池可納入行動裝置本體內，以增加穿載

方便性，且將整體重量控制在 60 g 內 (經研究調查人體使用極限值 )，

Telepathy Walker 裝置螢幕範圍設計特別考量兼顧週遭環境之可視

性及螢幕之人體眼球可視範圍。其顯像及色差之設計已考量外界光

線之干涉，使其利於戶外使用，而對角設計之安全概念，可讓使用

者行走時可顧及環境安全，例：當瞳孔未直視螢幕 (瞳孔向上、下、

左、右轉動 )，就可以看見外界的實際影像，而非裝置上螢幕所顯

現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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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Telepathy Walker 產品外觀  

 

 

圖  23 Telepathy Jumper/Walker 結合 IoT、AI、AR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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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Telepathy Walker 產品作用示意圖  

 

圖  25 Telepathy Walker 規格  

目前 Telepathy Walker 主要應用於企業用戶或團體部分 (例：

工地監工 )，可附加 camera 作視訊及 wifi 連結，電力可持續 1 hr。

軟體部份有 25 家以上之合作公司，目前推廣應用次數達 300 多次，

其中以工廠試驗為最大宗應用。另可用於防災救援、農業及急救醫

療等領域。  

鈴木先生提到預估未來在山區等地做為人員搜救過程中，可

結合控制中心及空拍機之實境攝影之影像，讓前線救難人員能更明

瞭救難現場之實際狀況。且將可結合將雲端大數據資料庫，由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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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face to face)轉換為人與電腦或機器得到答案，並提高人工智能，

使前端工作人員可以得到最新資訊及最適切的工作支援。  

 

圖  26 Telepathy Walker 應用場域示意圖  

 
圖  27 未來 Telepathy Walker 應用於救災場域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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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未來 Telepathy Walker 應用於農業、遠端醫療支援應用示意圖  

 

最後鈴木先生也提到日本定義的智慧穿戴眼鏡，在此定義中

VR 裝置並不屬於這範疇中；嚴謹的說裝置必須可透視至前方影像，

能在自由的行動中使用的產品才能稱之為智慧穿戴裝置。另外在使

用者也須注意事項如可有以下症狀者建議勿使用此產品。  

 光過敏症患者  

 具心臟疾病者  

 睡眠不足、體力耗弱者  

 過度疲勞者  

 飲酒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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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簡報及產品體驗  

 

圖  30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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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株式会社 Moff(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 )  

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原是發展兒童玩具錶之公司，隨後將

產品延伸至目前之腕帶型智慧照護穿戴裝置，該裝置並能連結至平

板電腦，利用各式各樣的軟體程式，使其能有不同的運用，而應用

於於協助高齡者生活機能之維持及物理性身體復健等將是相當且

重要的一環。Moff 腕帶所配合的軟體程式，可配合應用端需求而設

計，如最早期用於兒童打鼓遊戲時，可配合音樂及鼓樂；而在高齡

者長照中之應用，則可摸擬生活狀態下之各種動作，例如：洗頭的

動作、行走的動作等，以持續漸進方式使長者維持生活機能，或恢

復至生活可以自理之狀態。  

面對日本的高齡化社會，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將該產品推

廣至介護機構使用，使高齡者得以用娛樂性質之方式，活化產品之

運用程度，且減低介護人員之勞力。高齡者可在配戴 Moff 腕帶之

狀況下，使用平板之顯示圖像及程式，使高齡者按照屏幕上播放的

訓練課程進行物理性動作訓練；而介護人員執行應用軟體操作，例

如，高齡者不必記住如何挑選操作選單項目，且可以測量運動伸展

範圍，操作次數和反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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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Moff 腕帶產品及 IoT 技術應用  

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髙萩先生表示“我想讓高齡

者使用上愉悅，又能適當的運動”是該公司發展智慧照護穿戴的目

標，以「動起來」的概念解決或減緩高齡者可能發生的問題，如老

年癡呆症，臥床不起的生活方式。產品推廣之主要對象是接受介護

照護的高齡者。  

   

圖  32 Moff 腕帶操作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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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Moff 腕帶操作示範及紀錄  

髙萩先生表示 Moff 腕帶與介護機構配合，提供該產品之使

用相關資訊，了解介護機構場地及介護人員比例後，以 2 週為一期

進行視察與檢討，再由 Moff 提供最適宜之方案後，最後再作正式

導入地實施科學照護。  

 

 

圖  34 Moff 腕帶推動之科學照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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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簡報及合影  

(四 )  一般財團法人居家ケアものこと思い研究所 (一般財團法人關心

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 )  

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是最近新成立的研究單位，其主要

功能為一般家庭需照護者、照護 /醫療院所、政府行政管理單位、醫

療用品販售商及福祉用品製造商之間的“橋樑”。而關心居家照護

產品研究所目前的宗旨為相關家庭照護產品標準化的調查研究、產

品標準化的推動、產品標準普及化、專業人才育成及支援照護產品

商品化業務。  

日本在人口結構高齡化後，居家照護之需求人數遽增，但關

於許多居家照護的設備 (包括醫療器材等 )其資源在醫療院所或專業

照護場域較為充足，而在家者則較為缺乏，且一般家庭之照護者較

無醫療方面之技能，使家中照顧與醫院治療產生極大差異。目前許

多企業在研究開發產品時可能都朝向專業化方向，並不一定確切高

齡者需求，此舉對於居家照護之受照護者或照護者常有相當大的不

便，所以必須能在這專業與一般民眾間取得平衡點的產品或支援，

簡化相關設計便貼近居家使用，舉例說明：使用點滴設定簡化，改

善服藥或點滴問題，使得慢性疾病患者或高齡者得以於家中自理並

治療疾病，以達自立支援或延緩專業照護者需求之時間，減緩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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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者不足的現象。  

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人員組成來自日本醫療院所、介護

機構、作業治療士、藥劑師協會、醫療大學、機械協會等相關專業

人士，以協助解決當日本進入一個超高齡社會時，等待長期照護設

施或照護機關及照護人力需求遽增等問題。而為了提高居家照護和

照護服務的效率和質量，開發患者及其家屬所需易於使用設備，是

協助未來投入產品開發公司所必需要的基礎概念。伴隨而來照護人

員和家庭照護設備的需求增加，此類產品市場將會快速擴大。

 

圖  36 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扮演橋樑鏈結關係圖  

 

圖  37 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關係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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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提出產品國際標準草案  

 

 
 圖  39 協助居家照護使用產品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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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0 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簡報及合影  

參、心得與建議  

日本是一個人口結構高度高齡化的國家，所面臨高齡者之照護

問題相當巨大，這其中包括了預算負擔、專業照護機構之配置、專

業照護人力養成、居家照護之協助、以及相關支援之軟硬體設施等，

是一個相當全面性的問題，而在照護人力上日本並未開放引進外籍

人士，以致於不論是照護機構之專業人力或是居家照護之人力均顯

得相當缺乏。觀察日本近年來之居家照護人力，往往是親屬間相互

照護，產生了“次高齡者”照護“高齡者”，又或是“高齡者”照

護“高齡者”的現象，如此長期以往對於照護者本身之壓力將會產

生更多衍生性的問題 (包括身體的負擔、心靈的壓力等 )。故日本政

府於 1989 年推動「高齡者保健福祉推動 10 年戰略」開始，相當積

極處理長照之相關議題，另於 2000 年開始辦理介護保險，然介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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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制度上有其資金之缺口，所以並無法完整提供需求者全部所需。

故在很多有關於身心障礙者、高齡者照護之議題及行動上仍相當仰

賴民間團體的協助 (包括了輔助產品的開發等 )，估計對於高齡者等

之照護的潛在的商機亦是無可限量。依此未來穿戴式智慧輔具、服

務型機器人、行動支援型機器人等將會有巨大之發展。  

本次考察行程共計拜訪了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

所 (AIST)、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及

一般財團法人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其中 AIST 為日本國立之

專業研究機構，其對於支援居家照護之服務型機器人、提供行動支

援之穿戴式機器人、或是居家照護之無線監控系統等之研究投入相

當多之心力。另外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莫夫腕帶股份有

限公司均為民間新興中小企業亦在其專業領域上積極投入智慧照

護穿戴裝置的開發；而剛成立不久之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便是

著眼於高齡者居家照護之需求，結合了各界專業而成立，期能共同

思考解決日本高齡者所面臨的問題。  

本次參訪 AIST 內機器人創新研究中心，觀察到該部門對於未來

智慧照護輔具開發之進展，如：居家服務型機器人、個人行動輔助

機器人、居家照護監控系統、居家無障礙多功能照護電動床等，並

瞭解該部門對於照護產品進階至智慧照護產品須具備的安全測試

之研究，以及“機器人安全中心”之檢驗技術概況。未來我國推行

居家型服務型機器人、個人行動輔助機器人等智慧照護輔具安全檢

測管理，應可以多多借鏡此研究單位相關成果，確保國內產品達到

符合真實安全之境界。  

另 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等兩家

民間廠商，在其原本非應用於照護領域之產品之基礎，也極力思索

如何調整產品既有的架構以提供高齡者照護之所需，這其中當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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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產品在現階段並無法立刻適用於高齡照護領域上，如：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之 Telepathy Walker 行動眼鏡裝置 (眼鏡型攝影併

投影設備 )，但該公司亦努力思索如何推動至高齡者照護領域，例

如：如何結合雲端大數據資料庫，使最前端之操作者能將現場所見

之及時狀況傳送後台並立刻獲得照護上之技術支援，以及記錄現狀

等。而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之智慧腕帶，則著眼於如何提供運動

及復健支援，使長者能維持生活所需之技能，維持自主生活之能力，

以達“健康老化”之目標。此外據現場討論，此類智慧型穿戴型產

品，其安全考量所涉及之項目在日本亦沒有很明確之定義，依此 2

家公司表示，目前可確認的是因為產品均有無線通訊之功能，故必

須符合日本無線通訊相關法規 (日本電波法 )，其他部分 (如電氣安全、

機械安全等 )則尚未有規定。  

本次造訪日本 4 個公民營單位，可發現在高齡者長期照護上，

相關之支援性產品，扮演相當重要之角色，然其所涉及之技術及使

用族群亦是多面向的，所以需要有無限可能之設計巧思，而最終目

標則不外乎“自主生活”、“健康老化”。本局推動制定無障礙設

計及輔具之國家標準制定已多年，往往亦會更積極制定能適用於不

同身心功能損傷之族群的標準，然而由於相關標準為自願性採行，

僅屬參考性質，並無強制性的約束力，因此政府相關權責單位應採

取更積極推動之措施，推展各式輔具產品，以提供生活無障礙化之

基礎，以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使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都能“自主

生活”、“健康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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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件 -攜回資料  

一、國立研究開發法人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A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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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Telepathy 感應裝置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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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夫腕帶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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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般財團法人關心居家照護產品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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