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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落實國內能源結構轉型發展，加速綠能發展及確保綠電來源及品

質，本局推動建構再生能源憑證制度，以協助國內再生能源憑證推廣及國

際交流；建立再生能源憑證資訊平台，提供產業及金融機構投資再生能源

之數據分析。依據 106 年度「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及檢測驗證發展計畫」科

發基金計畫第 6 項派員出國參訪，行程摘要如下： 

11 月 14 日上午參訪日本海事協會（ClassNK），討論風力機再生能源

查驗系統技術交流。 

11 月 14 日下午參訪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瞭解再

生能源查驗系統技術交流。 

11 月 15 日參訪富士電機吹上工廠，瞭解風力機及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使用之斷路器試驗場設備建置與技術交流。 

11 月 16 日上午參訪日本電線電纜技術中心（JECTEC），瞭解風力機

及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使用之電纜試驗規範與方法與技術交流。 

11 月 16 日下午拜會日本經濟產業省及消費者廳官員，瞭解日方有關

商品標示制定之依據及管理制度，並為我國商品標示基準與國家標準相關

標示競合之問題。 

11 月 17 日參訪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東京製品安全技術中

心，討論再生能源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檢測驗證與技術交流，並與日方進

行一般商品定期技術會議，除進行事故分析技術與經驗交流，另配合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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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再生能源（太陽光電與風電等）事故分析技術，共同發展商品事故分

析與鑑定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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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及目的說明 

一、 參訪日本海事協會 

本局與日本海事協會在小型風力機驗證技術上已有初步成果，

透過臺日雙方驗證合作，成功協助國內小型風力機廠商至日本布建

等實績，目前更進一步配合國內發展離岸風力機產業，共同推動離

岸風力機驗證技術，配合臺灣與日本特有地理氣象環境，分別完成

制定抗颱耐震等國家標準，進行風力機標準與聯合驗證技術之交

流，加強雙方「離岸風力機場驗證技術」國際合作關係，討論未來

合作事項，以加速本局離岸風場專案驗證能量建置，擴大臺日雙方

離岸風力機驗證技術建置與驗證合作事宜。 

二、 參訪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 

為協助國內離岸風力機產業發展，建置驗證能力以協助國內離

岸風力機廠商取得國際驗證，本局與日本國立研究開發法人新能源

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共同合作，推動本部交辦之「日

製離岸風力機技術系統實證計畫」，規劃於臺灣海域風場建置離岸風

力機進行海上實證研究，本計畫已完成第一階段實證前可行性調查

之工作，分別完成離岸風力機安裝及實證作業檢測評估之安全標準

調查、國內風力機產業發展現況普及性調查及預備簽訂計畫合約與

時程規劃評估等實證作業規劃調查作業，同時進行相關資料蒐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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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作業，未來將進行臺灣海域進行離岸風力機建造與環境及發電

性能等數據收集及分析等實證作業，討論及推展本計畫後續發展方

向。 

三、 參訪富士電機吹上工場 

瞭解風力機及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使用之斷路器試驗場設備建

置，並藉由實際參訪生產線，更加瞭解開關產品之結構。 

四、 參訪日本電線總合技術中心（JECTEC） 

瞭解再生能源系統使用的電纜有關電性與物性試驗項及其方

式，技術交流與洽談合作備忘錄（MOU）可行性。 

五、 參訪日本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討論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

檢測驗證技術交流暨舉行「臺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第 1 次實務階層

定期會議」 

參訪 NITE 討論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之檢測驗證技術交流暨「臺

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第 1 次實務階層定期會議」（東京）討論失效調

查與技術交流，並瞭解 NITE 對再生能源太陽光電模組發電系統之

事故發生原因及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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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行程簡述 

日 期 地 點 工 作 內 容 

106 年 11 月 14 日 

ClassNK 
（東京） 拜會 ClassNK 討論離岸風場驗證

技術交流與意見交換。 

NEDO 
（東京） 拜會NEDO討論日製離岸風力機

技術系統實證計畫與意見交換。 

106 年 11 月 15 日 
富士電機 
（埼玉縣） 

參訪富士電機吹上工場瞭解風力

機及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使用之斷

路器試驗場設備建置 

106 年 11 月 16 日 

JECTEC 
（靜岡縣） 

參訪日本電線電纜技術中心 
JECTEC 瞭解風力機及太陽光電

發電系統使用之電纜試驗規範與

方法 
經產省消費者

廳（東京） 
瞭解商品標示制定之依據及管理

制度 

106 年 11 月 17 日 NITE（東京） 
參訪日本 NITE 討論太陽光電模

組發電系統之檢測驗證技術交流

暨參加 MOU 定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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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出席團員名單 

單位 姓名 職稱 備註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 楊紹經 副組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六組 吳昌圖 技士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五組 黃于稹 科長 參與 11 月 17 日行程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第五組 王慧玲 秘書 參與 11 月 17 日行程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蕭育宜 課長 
參與11月16~17日行

程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陳信吉 組長 
參與11月14~17日行

程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謝佩青 秘書 
參與11月16~17日行

程 

 

肆、 過程紀要 

一、 拜會 ClassNK 討論離岸風場驗證技術交流與意見交換 

（一） Class NK 簡介 

日本海事協會為一船級協會，簡稱 ClassNK 或 NK，致力於發

展船舶安全性及海洋環境保護，其提供高品質的船舶分類及驗證服

務、發展相關的指引、規範及程序、主導海事工程技術研究，全球

約有 130 個辦公室。ClassNK 也提供國際標準組織（ISO）、職業衛

生安全評估體系（OHSAS）及其他國際標準的稽核驗證服務，並為

材料與設備製造商及售後服務業者提供稽核與登錄服務。在再生能

源技術方面，ClassNK 可提供風力發電機、專案、風場及離岸浮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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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風力發電機之驗證服務，而風力發電機之驗證包含設計驗證、型

式認可及原型（prototype）驗證等。 

（二） ClassNK 會面人員 

赤星 貞夫 部長 

河口 創生 主任技師 

羅 亞星 業務 

（三） 會議紀要 

1. 首先 NK 關心台電公司辦理離岸風場招標案最新情形，未來

NEDO 推動與臺灣第二期實證計畫時程與本案發展有關，需等

台電公司決標後，儘速就合作廠商展開技術合作事宜。 

2. 日本在九州浮體式離岸風電案場開發採行公開招標作業方

式，最後只有一家參與，由日本廠家主辦，主要是法國提供設

計規格交由日本製造（成本考量），因日本規定離岸風電案場

建造經費中不可超過總經費之 50%由國外公司辦理。 

3. NEDO 的計畫屬全國性新能源發展項目，涉及公平性的考量，

不宜僅對日立一家處理。 

4. 目前北九州離岸風場實證，第一座預估在 2018 年夏天完成建

置。 

5. 福島第三座離岸風機已完工，尚需要一年半蒐集天候及發電量

等各項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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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戶田建築在長崎 20MW 浮體式離岸風機計畫之細部規格尚未

確認，主要分 10MW 兩區塊，每一區塊是 2MW 五支或 5MW

二支。 

 

 
圖 1 ClassNK 與本局人員會後合影 

（吳昌圖技士（左 1）、楊紹經副組長（左 2）、赤星貞夫部長（右 2）、河口創生主任

技師） 

 

二、 拜會 NEDO 討論日製離岸風力機技術系統實證計畫與意見交換 

（一） NEDO 簡介 

新能源及產業技術總合開發機構（New Energy ane Industr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NEDO）成立於 1980 年 10

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不久，原先專門從事新能源專門技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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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但在 1988 年起增加新產業基礎科技之研發，1996 年 10 月與

煤礦災害事業團合併，加上 NEDO 的前身是煤礦業合理化事業團，

因此 NEDO 目前有 6 項主要業務，分別是 1.新能源及省能源技術之

開發與引進、2.產業技術的研發、3.煤礦工業結構改善、4.酒精製造

事業、5.煤礦災區賠償以及 6.酒精製造等。 

NEDO 是由日本官方以及民間集結資金、人力以及技術力組織

而成，但是主要資源來自通產省（METI），通產省中的資源能源廳、

工業技術院以及基礎產業局共同管理。至 2000 年 3 月底為止資本額

是 4,297 億日圓，共有 1086 名職員。NEDO 本身並無研究人員，因

此它是政府與民間企業間之中介機構，接受政府之委託或補助，委

託民間企業或是技術研究組合作研發工作。 

 

（二） NEDO 會面人員 

新能源部 近藤 裕之 部長 

新能源部 伊藤 正治 統括研究員 

新能源部 遠藤 航介 風力海洋能源研究員 

新能源部 馬場 惠里 主查 

（三） 會議紀要 

1. 目前 NEDO 的業務中以新能源及省能源技術開發和產業技術

開發為主，由於所從事的研發工作多屬基礎或是應用研究，而

且多屬大型計畫，更具前瞻性，因此以由多家企業組成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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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來承接委託案件為多。NEDO 對於委辦案有 4 項責任，分

別是 1.審查委託計畫民間參予者的資格 2.監督委託案件之執

行，3.管理及移轉委託研究計劃的成果，4.促進國際間產業科

技之合作與交流。至於研發主題之決定大都由工業技術院指定

而來，也有小部份是由通產省各廳各課對業者調查而來，或是

來自 NEDO 本身之建議。 

2. 首先，基礎研究或是創新研究計畫經費由通產省工業技術院編

列預算，交由 NEDO 執行。NEDO 通常會將通過可行性評估

研究之計畫案，透過"通產省公報"公布周知，然後大約 2 週後

召開計畫之公開說明會，說明計畫內容及申請時所需備妥的文

件，說明會後大約 6 週必需提出計畫申請書，申請人資格除了

可以是國內外民間單位企業外，也可以是研究所或是財團法人

或是研究組合。研究組合是臨時性組織，計畫完成後就解散，

其他團體則為長期性組織。研究組合也可以是民間企業團體與

研究所共同合作技術研發。 

3. 審核是由 NEDO 設立的審議會來執行，成員包括 3-4 名經歷豐

富的教授或是國立研究所的研究人員組成，除了審核申請者之

資格外，申請書的內容必須符合委託計畫之目標，而且研究辦

法必須為實際可行，申請書所提經濟利益必須是適切的，然後

再參酌通產省的意見作綜合判斷。委託是採競標方式，一般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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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企業得標較多，但可以再委託大學共同研發。選定得標廠

商後，再由 NEDO 與其簽訂「委託契約書」，內容包括委託期

間、費用使用、報告之提出、研究設備之處理以及研究成果之

權利歸屬等之規定。 

4. 一般來說，NEDO 委託之研發案件之執行有三種方式，分別是

集中研究、各自研究以及折衷方式三種。（1）集中方式大部份

屬基礎研究，如原子、分子操作技術等，由參與企業各派人員

集中在某一場地共同研究。（2）各自研究則由參與企業或是團

體依其專長各自研發其專長領域，再集結而成，屬於應用研究

較多，例如陶瓷工業計畫等。至於（3）折衷方式則有部份集

中共同研發，部份各自研發。集中研發以在國立研究所內共同

研發為多，因為是基礎技術而且也較需研發設備。至於研發成

果依「產業活力再生法」之規定，研發企業可以擁有 100﹪之

所有權，如此一來有利於技術之實用化與提升產業界之技術能

力。 

5. NEDO 係屬 METI 下一個財團法人機構，協助經產省執行重要

政策，其中新能源技術部門是今天拜訪對象，由新能源技術部

近藤裕之部長接見，並進行簡報。 

6. NEDO 自 1980 年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持續推動新能源技術

研發，包含太陽光電、地熱、生質能、風力發電、燃料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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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能、燃料電池車輛等。 

7. 國際能源總署（IEA）預期全球電力目標是將再生能源從 2013

年的 22%成長至 2040 年的 33%，目前各國除研發再生能源新

興技術外，對各領域之橫向連結或整合，是更重要的課題。 

8. 日本為降低每年增加 FIT 預算，未來對太陽光電發電系統設置

在 2MW 以上者，將逐年調降 FIT 費率。 

9. 邀請 NEDO 來臺專題演講有關新能源技術發展計畫及未來合

作事宜，窗口由 NEDO 國際部協助後續聯繫事宜。 

 

 

圖 2 NEDO 與本局人員會後合影 

（吳昌圖技士（左 1）、楊紹經副組長（左 2）、近藤裕之部長（左 3）、伊藤正治研究

員（右 3）、遠藤航介研究員（右 2）、馬場惠里主查（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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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參訪富士電機吹上工場 

（一） 富士電機吹上工場簡介 

日本富士電機創立於 1923 年，著重於環境與創新能源技術，在

工業領域和電力基礎設施上，開發高能源效率產品以滿足業界之需

求。日本富士電機有五大事業體，包含電力基礎設施（Power and 

Social Infrastructure）、工業基礎設施（Industrial Infrastructure）、電

力電子裝置（Power Electronics）、電子產品（Electronic Devices）、

食品和飲料銷售物流（Food and Beverage Distribution）等事業體。 

吹上工場成立於 1943 年，位於埼玉縣，該工場在富士電機是歷

史悠久的核心工場，員工約 800 人。負責電氣系統之配電設備和控

制設備開發和生產，從開發、設計到採購零部件加工和產品組裝，

全部自行完成。主要產品有直流高速度真空遮斷器、電磁開關、高

壓配電設備等。 

（二） 富士電機接待人員 

富士電機 齊藤 英樹 第一工務課 課長 

武內 志乃夫 技術管理課 課長輔佐 

津田 凌子   技術管理課 

津田 修平   第一營業課 

富士電機 陳彥宏 營業工程師（台灣） 

（三） 參訪紀要 

1. 齊藤課長簡報富士在吹上的重要業務，富士年銷售額約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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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日圓，以低壓及高壓配線用與器具用開關為主，低壓設備在

2016 年產值約 680 億日圓，目前有五個工廠，三個在國內，

二個在國外，國內分別為琦玉縣吹上工廠（790 人，成立於 1973

年，廠區占地約 5 萬 m2，以電磁開關及真空斷路器為主），秩

父工廠（510 人，成立於 1967 年，廠區占地約 38 萬 m2，以配

電盤開關及按鈕開關為主）及大田原工廠（以 NFB 為主），國

外為大連工廠（1994 年成立，720 人，廠區占地約 5 萬 m2）

及江蘇工廠（廠區占地約 3 萬 m2）。吹上工廠另有產品研發與

測試中心，符合品質保證規範。 

2. 展示室（TECHNO LAB）有展示新能源產業所需要的各式低

壓與高壓開關設備，該公司產製電磁開關佔日本 50%市場，高

壓產品佔日本 20%市場， 

3. 變流器產品製造在鈴鹿工廠。 

4. 參觀工廠生產線，電鍍作業自動化，高壓產品製程規格化，生

產線具備電腦資訊工序檢查系統，以減少人為錯誤案例，零組

件置放區有專人管理(配戴紅帽子)及放入生產線排程，簡化生

產線流程，平均一天可生產 150 台真空斷路器。 

5. 電磁接觸器在日本市占率有 50%以上，目前分工是小容量在吹

上工廠製造，中容量在秩父工廠製造，大容量在大陸廠區製

造，最大差異是小容量在日本已是自動化生產，自下單後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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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內可以出貨，一條產線約 80 公尺，共有四條生產線，平

均每一台製造時間約 5-7 秒，可生產約 6000 種規格的電磁接

觸器，每月生產線約 130 萬台，因富士在 30 年前就投入自動

化生產流程，現在正積極推動簡化型自動化生產及智慧機械 

6. 開關類最重要的短路試驗也建置在吹上工廠，目前具備短路試

驗用發電機及採用市電電源等兩種電力來源，差異是短路試驗

用發電機可以調整輸出電壓及頻率，可用來測試不同地區的電

力系統需求，據了解建置短路試驗用發電機之測試設備經費約

需新台幣 5 億元。 

7. 有關本組執行斷路器短路試驗用直流電源電壓會有漣波現

象，經詢問富士試驗室人員，直流電源經交流整流器後就會有

此漣波現象，係屬正常情形，只要依標準測試條件進行測試即

可，若對漣波的測試規範要求，仍需要找尋資料庫提供才能進

一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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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展示室直流斷路器 

 

 

圖 4 風力發電系統之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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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燃料電池系統之斷路器 

 

 

圖 6 富士電機與本局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人員參訪展示室後合影 

（富士電機津田凌子（前排左 1）、本局楊紹經副組長（後排左 1）、ETC 陳信吉組長（後

排左 2）、本局吳昌圖技士（右 3）、富士電機津田修平（右 2）、台灣富士電機陳彥宏

（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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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富士電機與本局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人員參訪後合影 

（富士電機津田修平（左 1）、ETC 陳信吉組長（左 2）、富士電機津田凌子（左 3）、
本局吳昌圖技士（右 3）、本局楊紹經副組長（右 2）、台灣富士電機陳彥宏（右 1）） 

 

四、 參訪一般社團法人電線總合技術中心（ Japan Electric Cable 

Technology Center，JECTEC） 

（一） JECTEC 簡介 

JECTEC 成立於 1991 年，是日本電線電纜業者合作試驗與研究

機構。其主管部門為經產省（METI），以促進高等技術電線電纜的

安全性和可靠性，並配合環境保護與電線電纜新技術之研發。

JECTEC 一直專注於研究和開發領域，同時評估電線和電纜的符合

性評定與資訊服務。近期顯著的變化是在符合性評估測試工作的擴

展，JECTEC 逐漸從研究與設計實驗室演變成為符合 ISO/IEC 17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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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室的檢測機構，持續加強電線電纜檢測技術作為第三方檢測機

構和驗證機構。 

（二） JECTEC 接待人員 

JECTEC 田邊 信夫 資深經理   社長 

JECTEC 平田 晃大 教育與訓練 副主席 

JECTEC 深谷 司   試驗認證部 部長 

JECTEC 袴田 義和 工程師 

（三） 參訪紀要 

1. 簡報內容特別針對 IEC 標準、日本標準以及日本引用 TUV 標

準電線試驗內容標準之差異說明。 

2. 目前 JECTEC 的主力業務範圍是日本國內，工作內容則是配合

日本政府和國內市場需求進行檢測及研發，並培訓各公司行號

技術人員及現有單位之電線法規相關內容。目前合作觸角尚未

往海外發展，後續將規劃進行國際合作。 

3. 若有合適的機會，JECTEC 有意願與台灣電子檢驗中心(本局電

線電纜指定試驗室)進一步合作，或可規劃先簽署合作備忘錄

（MOU），對雙方在電線電纜檢測技術方面，可展開更緊密的

合作事項。 

4. 參觀 JECTEC 電線電纜大型檢測儀器及實驗室介紹，多數設備

採用歐美進口的檢測設備，參訪過程中也有分享在日本國內外

各種設備的優缺點，提供我們參考。 

5. JECTEC 在 107 年行程安排若有機會到臺灣，希望有機會拜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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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及參訪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與相關廠商。 

 

 

圖 8 參觀電線電纜材料拉伸試驗設備 

 

 

圖 9 電線電纜材料試驗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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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參觀電線電纜扭曲試驗設備 

 

 

圖 11 參觀電線電纜材料紫外線試驗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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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參觀電線電纜燃燒試驗設備 

 

 

圖 13 JECTEC 與本局及台灣電子檢驗中心人員參訪後合影 

（ETC 謝佩青秘書（前排左 1）、本局吳昌圖技士（前排左 2）、JECTEC 田邊信夫（左

3）、本局楊紹經副組長（右 3）、ETC 蕭育宜課長（左 3）、ETC 陳信吉組長（後排左

1）、JECTEC 平田晃大（後排左 2）、JECTEC 袴田義和（後排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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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拜會經濟產業省（METI）產業技術環境局及消費者廳 

（一） 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簡介 

日本經濟產業省（METI）隸屬日本中央省廳，其前身為通商產

業省，相對應我國政府組織為經濟部，METI 的使命是發展日本經

濟和工業，重點是促進民營企業的經濟活力，順利推展對外經濟關

係，確保能源和礦產資源的穩定供應及保持高效率。其廣泛行使許

可權與行政指導，此外，為因應通商、貿易、技術革新，而投入科

學技術開發相關工作，並掌握特許、能源政策、中小企業政策等廣

泛權限。 

（二） 日方與會人員 

經產省 永田 邦博 國際標準課 課長補佐 

折尾 大樹 基準認證經濟連攜室國際協力係長 

峯 孝広 消費者廰表示對策課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担当 

小椋 容一 景品表示調查官 

（三） 會議紀要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日本制定「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Law）規定一般家庭用品標示之

遵守原則，其主管機關為消費者廳（CAA），本次消費者廳出席人員

於會中向我方說明其四大分類商品（紡織品、塑膠用品、家用電氣

用品及其他雜項消費品）之相關標示規定，日本現行標示規定原則

上不會造成法規重複規定及增加廠商標示成本，因其主要依據日本

工業標準（JIS）之標示要求，另依產品類別及特性增列必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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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tems）。我方代表說明目前面臨商品標示基準與國家標

準相關標示之競合之問題，日方表示 8 年前亦面臨類似問題，自 2009

年設立消費者廳（CAA），多次召開內部檢討會並於各項草案擬定

時，會聽取各方意見（METI、業界、專家等），彙整後由其調和、

修法，解決法規競合的問題，會後留下聯絡窗口保持後續交換意見

及合作管道。 

釐清日本在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法、電氣用品安全法、消費生活

用製品安全法之主管機關、承辦單位及執行機關如下表： 

表 1 日本法規之主管機關與承辦單位及執行機關 

法規名稱 主管機關 承辦單位 執行機關 
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法 
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Act 

消費者廳 表示對策課 經產省 
消費者廳 

電氣用品安全法 
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 

經產省 商務情報政策局

製品安全課 
經產省各分局 
地方政府 

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 
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 

經產省 商務情報政策局

製品安全課 
經產省各分局 
地方政府 

 

六、 參訪日本 NITE 討論太陽光電模組發電系統之檢測驗證技術交流

暨參加 MOU 定期會議 

（一）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簡介 

日本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NITE）成立於 1928 年 2 月，主要檢驗

出口絲織品及羊毛織品，隨著工業化及政府組織改造，逐漸轉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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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科技知識為主之科技服務。目前該機構組織有生化技術本

部、化學物質管理中心、計量認定中心及生活福祉技術中心等單位；

其中有關產品事故原因調查的部分，主要是由生活福祉技術中心負

責，針對相關產品發生事故或失效之原因進行調查、分析及研究等

工作，並提出具體對策，以防止產品事故或失效事件再度發生 

 

（二） 日方與會人員 

日本台湾交流協会 舟町 仁志 專務理事 

角田 径子 副長 

經濟產業省 和田 恭   製品安全課 課長 

小町 僚明 製品安全課 課長補佐 

橋爪 優文 製品安全課 室長補佐 

木村 欣央 製品安全課 囯際担当補佐 

中村 光希 製品安全課 縂刮係長 

NITE 辰巳 敬 理事長 

新井 勝己 製品安全中心 所長 

吉津 兼人 製品安全中心製品安全企劃課 課長 

吉田 英雄 製品安全中心製品安全業務課 調査官 

山田 幸子 製品安全中心風險評價情報課 專門官 

田崎 茂   製品安全中心技術業務課 職員 

政川 喬洸 製品安全中心技術業務課 職員 

 

（三） 我方與會人員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 周 立 組長 

何天賜 秘書 

標準檢驗局 楊紹經 副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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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于稹 科長 

王惠玲 秘書 

吳昌圖 技士 

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蕭育宜 課長 

陳信吉 組長 

謝佩青 秘書 

（四） 會議議程 

日期 時程 內容 

11/7 

09:45~10:00 拜會 NITE 理事長 

10:00~12:00 第一次實務階層會議 

12:00~13:30 午餐 

13:30~15:30 雙方技術交流 

 

（五） 政策面會議紀要 

1. 拜會 NITE 理事長 

上午 9 時 45 分我方代表由本局第六組楊副組長紹經、第五組

第二科黃科長于稹、第一科王秘書惠玲、第六組吳技士昌圖與台

灣電子檢驗中心蕭課長育宜、陳組長信吉及謝佩青秘書共 7 位成

員，拜會 NITE 辰已 敬理事長，說明本次拜會理事長外，將舉行

「臺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第 1 次實務階層定期會議」，在致贈禮物

後，並由我方歡迎理事長有機會來台灣參訪。理事長表示感謝我

方對促成第一次會議及技術交流努力，並期許會議成功圓滿，雙

方未來合作關係更加深化。 

 



25 

 

 
圖 14 拜會 NITE 辰巳敬理事長後合影 

（吳昌圖技士（左 1）、王惠玲秘書（左 2）、黃于稹 科長（左 3）、楊紹經副組長（左

4）、NITE 辰巳敬理事長（右 3）、ETC 陳信吉組長（右 2）、ETC 蕭育宜課長（右 1）） 

 
2. 10:00 由日本台灣交流協會舟町仁志專務理事致詞，歡迎我方

人員出席，期許未來能擴大雙方在政策面及技術面交流層面。 

3. 10:05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經濟組周立組長致詞 

自 105 年 11 月 30 日經由第 41 屆臺日經貿會議簽署了「強化

產品安全領域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MOU）」，建立起臺日間制度

性的合作架構，共同致力於提高兩國消費性產品的安全性，維護

消費者權益。臺灣方面非常重視合作備忘錄（MOU）的簽署，希

望在此合作備忘錄的架構下，推動臺日雙方在消費性生活產品之

科學、技術的交流會議、重大事故案例與風險評估機制研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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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交換消費性商品召回資訊等議題之交流。 

周組長表示在 106 年 6 月本局劉局長已先至日本與 METI 及

NITE 的長官進行了實務階層會議的討論，也促成了未來一年的具

體合作事項，及今天臺日第一屆合作交流會議，討論的議題對臺

日在消費品安全訊息的交流至關重要，藉由這次機會能了解雙方

「產品安全管理系統的現況（Product of safety system）」，可以彼

此分享「故事商品召回（Recall）」的處理經驗，以及相互提供目

前令各國棘手的網路販售違規處理的作法，當然更重要的是彼此

的技術交流。 

這些實務工作的推展，除可增進雙方的瞭解外，可更進一步

地在產品安全領域加強雙方的協力合作並達成共識；也經由雙方

在市場監督及商品事故業務進行實務上的經驗分享，更能增加商

品市場安全的管理及保護消費者權益，當然更可深化彼此未來的

合作。 

4. 10:10 日本經產省製品安全課和田恭課長致詞並介紹出席同

仁，包含製品安全課中村光希總括係長、小町僚明課長輔佐、

木村欣央國際擔當輔佐、製品事故對策室橋爪優文室長輔佐等

4 位。 

5. 10:20 日本 NITE 製品安全技術中心新井勝己所長致詞及介紹

出席同仁，包含製品安全企劃課吉津兼人課長、技術業務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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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英雄課長、政川喬洸工程師、田崎茂工程師及製品安全技術

中心山田幸子專門官等 6 位。 

6. 10:30 由本局楊副組長紹經介紹我國出席代表，包含標準檢驗

局第五組黃于稹科長、王惠玲秘書、第六組吳昌圖技士、台灣

電子檢驗中心蕭育宜課長、陳信吉組長、謝佩青秘書等 7 位。 

7. 定期會議中可討論下次政策面及技術面交流之商品，如網購之

高風險商品等。 

8. 技術交流頻率可以提高，若可透過雙方視訊會議就面臨困難提

出建議，可有效即時解決困難。接著開始政策面會議的交流。 

9. 日本經產省製品安全課和田課長簡報「Japan’s Approach to 

Securing Product Safety」，說明日本商品事故現在趨勢、IoT 技

術相關議題、網路購物商品安全、型塑產業安全文化、日本長

者和兒童事故的趨勢等議題。會後經與和田課長瞭解，日方網

路管理並不要求賣家在網路上揭示 PSE 標誌，而是透過網路

購樣後檢測，每年購樣經費約 100 萬美元。 

10. 和田課長建議未來臺日定期會議可以規劃一天議程，上午以政

策面（屬經產省製品安全課業務範圍）為主題，下午以技術面

（屬 NITE 業務範圍）為主題，107 年第 2 次定期會議可以參

考辦理。 

11. 有關召回信息部分，日本國內發生事故案件，主要以日文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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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TI 及 NITE 網站為主，包含 OEM 商品，建議兩國可定

期交換召回信息。 

12. 目前日本對重大事故會公開相關資料，也是我國未來努力的目

標。 

13. 由本局第五組黃科長簡報「台灣消費商品安全管理機制」，說

明我國消費商品前市場及後市場管理(包含事故通報及網路管

理)。報告中提及我國義務監視員制度係仿照日本制度，經詢

問日本是否尚有義務監視員制度，日方回復並無義務監視員制

度。 

14. 日方提出我國目前對二次鋰電池之管理措施（檢驗標準、檢驗

方式、後市場管理，市購檢驗結果），對單獨販售鋰電池及電

器中鋰電池之檢驗方式，以掃地機內含鋰電池為例說明。 

15. 第一次會議議題較多，可作為後續深入探討的方向。 

（六） 技術面會議紀要 

1. 13:30 日方 NITE 田崎工程師簡報「Incidents related to solar 

power generation systems」，說明太陽光電系統事故發生原因及

案例分享，經統計及分析，對燒毀電路機板之原因為銲錫不

良，未來會加強這部分廠商製程改善及追蹤是否有效降低事故

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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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METI 和田恭課長致詞 

 

2. 14:00 本局吳昌圖技士簡報「壁掛型液晶電視事故案例研究」，

說明事故態樣、調查過程、模擬試驗安排與結果、心得與建議

等議題，日方提出該類商品有類似情形發生，可提供相關案例

分享給本局，將透過聯繫窗口處理後續事宜。日方處理類似本

案程序面，會邀請廠商提供相關電路結構，過溫過載保護功能

之元件，零件規格等資料作為後續分析資料。 

日方詢問電線彎曲是否造成本次事故原因?本局回復依據目前

事故樣品完全燒毀證據顯示，無法判定是否為電線彎曲所造

成，但曾經有消費者使用吹風機後，電線未依使用說明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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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造成電線過度彎曲及材料疲勞，引發短路事故。 

3. 14:30 本局吳昌圖技士簡報「鋰離子電池事故案例研究」，說明

事故態樣、調查過程、心得與建議等議題，我方提出 X-RAY

掃瞄出照片在判讀技術上經驗有限，但在過充電及過放電時會

造成電池膨脹情形。 

日方詢問 USB 端子燒毀嚴重，是否有問題?我方回復經 X-RAY

掃瞄出 USB 端子附近電線無異狀。 

日方詢問是否從事故樣品觀察外殼是否因外力衝擊下，找出燃

燒原因?透過 X-RAY 找出是否電極短路？發熱點？並建議本

局在事故樣品上從多面向著手，如外觀、零件規格、保護迴路

等，做出綜合研判。 

日方提供對鋰電池燃燒事故大部分是電池管理單元（Battery 

Management Unit，BMU）所造成，所以需要廠商提供相關資

料如保護迴路元件及電路圖，配合分解樣品的結構，找出可能

發熱點，增加研判分析資料，另有說明鋰電池若發生燃燒就會

只剩殘骸，增加事故鑑定困難度。 

4. 15:00 電子檢驗中心陳信吉組長簡報「太陽光電火災事故分

析」，說明太陽能模組之可燃性、太陽光電火災事故案例與統

計及結論等議題，日方提供在目前日本設置太陽光電系統時，

皆由系統商執行安裝，曾因系統商對安裝人員訓練不足，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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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發生，因為日本在交流電之電力設備已由電機技師安裝技

術成熟，另對直流電之電力設備安裝人員經驗不足，所以日本

有補強安裝人員之教育訓練。 

5. 15:30 結束會議，重點如下: 

（1）日方建議有關技術性議題採行網路視訊會議模式，或用電子

郵件方式聯絡，有關 METI 窗口為中村光希先生，NITE 窗口

為山田幸子小姐，我方窗口會於返台後回復日方，以增加雙

方連絡強度。 

（2）我方提出事故通報資訊公布與資訊公開之作業程序（政策

面），建議請日方 METI 能提供經驗交流，另對於 X-RAY 之

鑑定技術，也請日方 NITE 協助技術訓練。日方 NITE 新井先

生回復目前對事故案件報告公布是經歷過一個漫長的過程，

透過 METI 與企業的合作與溝通才有現在成果，另美國 CPSC

目前僅有對召回商品才公開。建議我國可先做事故發生態樣

公布，以循序漸進方式來達成。日方再次強調以「安全」為

前提下，保護國民安全並形成全國共識，較容易推動。 

6. 日方 METI 木村先生再補充，重大事故調查報告公開目的是不

讓類似案件再發生，日本前幾年未公開調查報告時，是因為法

律未有相關公開調查報告規定，加上個人資訊保護法的規定使

得推動困難，但當如燃氣熱水器連續發生一氧化碳中毒，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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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用碎紙機造成兒童受傷事故時，造成社會輿論導向政府不作

為的聲音，日本政府就修改法律對事故做強制公開義務規範，

有關政策面的演進及規劃，可在 107 年定期會議中進一步討

論。 

7. 建議日本推動「長期使用產品安全檢修與標示制度」可於下次

定期會議中進一步討論。 

 

 

圖 16 NITE 簡報太陽光電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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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ETC 簡報太陽光電 

 

 

圖 18 技術交流會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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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技術交流會議（2） 

 

 

圖 20 NITE 與駐日經濟文化辦事處、本局及 ETC 人員會議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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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及建議 

一、 臺灣與日本同屬多颱風與地震之國家，ClassNK 已累積不少離岸風

場專案驗證經驗，亦對於抗颱耐震驗證技術具有專業技術能量，將

有益於提升國內建立離岸風場之安全性，促進臺日兩國在綠色能源

的合作。本局規劃建立第三方檢測驗證中心，以期能建立離岸風力

發電自主驗證能量並與國際制度接軌，確保離岸風場設置之安全

性、穩定性及降低設置成本。 

二、 NEDO 在新能源技術研發方面投入許多經費及工作計畫，其中涉及

日本標準、檢測與驗證等工作範圍，建議可在適當時機舉辦臺日能

源科技產品標準檢測驗證研討會，讓我國廠商了解日本推動措施及

相關法規，以利我國業者將商品外銷日本，或導入適合我國環境之

標準技術。 

三、 富士電機吹上工場位於埼玉縣鴻巢市，主要生產電磁開關、斷路器

商品，以及建置開發評估部門（產品開發、生產技術、品質保證）。

參訪過程除參觀電磁開關及斷路器生產線，也參觀產品開發階段之

特性、環境、材料及斷路器試驗室，由於涉及富士電機關鍵技術，

因此無法同意拍照。該廠之電磁開關已導入全自動化生產，甚至已

試行開發機器人來擔任部分工作，以取代人力，可作為我國傳統製

造業的借鏡。 

四、 JECTEC 為日本具有電線電纜專業檢測技術實驗室，也是日本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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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C 國際電線電纜標準之技術專家，與我國台灣電子檢驗中心對電

線電纜檢測技術交流，自 2015 年起雙方保持友善及合作關係，建

議可規劃在適當時機由台灣電子檢驗中心與 JECTEC簽署合作備忘

錄（MOU），以利後續雙方進行實質技術交流與認驗證業務推動。 

五、 為確保消費者權益，日本制定「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法」（Household 

Goods Quality Labeling Law）規定一般家庭用品標示之遵守原則，

其主管機關為消費者廳（CAA），消費者廳人員說明其四大分類商

品（紡織品、塑膠用品、家用電氣用品及其他雜項消費品）之相關

標示規定，日本現行標示規定原則上不會造成法規重複規定及增加

廠商標示成本，其主要依據為日本工業標準（JIS）之標示要求，另

依產品類別及特性增列必要項目（Additional items）。我方代表說明

目前面臨商品標示基準與國家標準相關標示之競合之問題，日方表

示 8 年前亦面臨類似問題，自 2009 年設立消費者廳（CAA），多次

召開內部檢討會並各於項草案擬訂時聽取各方意見（METI、業界、

專家等）彙整後由其調和、修法，解決法規競合的問題。由於國內

商品標示法其主管機關為經濟部商業司，又國家標準為本局所制

定，可能造成商品標示要求競合問題，倘組織再造完成，商品標示

法移轉至本局管理，將可解決以上問題。 

六、 在 NITE 目前商品事故鑑定作法及定期會議方面 

（一） 東京實驗室設計有事故案例展示空間，除展現事故鑑定的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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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外，也可提醒廠商或民眾在商品製造或使用上所需注意的細

節，避免事故再度發生，本局亦有一些成功的事故鑑定案例如除

濕機自燃事故等，可參考 NITE 的作法，在實驗室的公共空間建置

商品事故展示區，除展現本局同仁的專業能力外，亦可方便對外

宣傳商品安全知識。 

（二） 日本對於商品事故通報資訊之蒐集、調查、研究、公布等已建

立完整系統，無論在商品事故鑑定技術或事故資料庫建立都已有

相當好的基礎，值得本局借鏡學習，本局雖已有完整之商品驗證

系統及後市場管理制度，惟對於商品事故鑑定技術及資料庫之建

立仍待努力，因此，可以借鏡 NITE 作為本局標竿學習的對象，並

儘速建立商品事故資料庫。 

（三） 鑑於商品事故鑑定是非常專門的學問，技術人員養成不易，還

原事故發生需具備完善之設備與實驗室，鑑定結果之正確性更有

賴完善之資料庫及長期經驗累積，NITE 起步甚早，專門技術分工

細膩，技職人員事故調查經驗豐富，建議本局與 NITE 保持密切合

作關係，定期派員赴日研習或邀請日方派遣專家指導，以加速本

局商品事故鑑定能力提升。 

（四） 107 年「臺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第 2 次實務階層定期會議」在

我國舉辦，建議在局內需先召開籌備會議及準備議程資料，除追

蹤第 1 次會議結論進度外，可研擬第 2 次會議主題，目前尚待本

局推派指定負責單位及聯絡人，以利進行後續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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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NEDO 在 2017 年推動再生能源重要工作 

附件 2 富士電機簡介 

附件 3 JECTEC 簡介及簡報 

附件 4 家庭用品品質表示法手冊 

附件 5 「臺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第 1 次實務階層定期會議」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