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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依據 WTO之統計，自 2017年 10月起至 2018年 10月各國

採行之貿易政策措施中有 63 %為貿易救濟措施，不論反傾銷稅、

平衡稅，或近期歐盟對鋼鐵採取防衛措施及美中貿易摩擦下加徵

額外關稅等，均顯示國際貿易的保護主義風潮仍在持續蔓延中，

致各國對輸出入貨物原產地認定之重視程度也逐漸提升，為完善

我國貿易管理措施，實有必要藉此時機考察各國原產地規則、實

務運作經驗及電子產證技術發展情形。 

日本為我國第三大貿易夥伴，2018年雙邊貿易總額達 672億

美元，雙方經貿往來可謂十分密切，爰此，藉由本次拜會日本原

產地證明書管理機關、簽發單位及海關等相關部門，盼能瞭解該

國原產地規則之管理架構及與原產地證明書(下稱產證) 管理之執

行情形，以供未來修正我產證管理措施及提升產證系統效能之參

考。 

本文將於第貳部分簡述本次考察行程；第參部分說明與財務

省關稅局討論進口貨品原產地標準概況；第肆部份介紹拜會產證

主管機關經濟產業省及簽發單位–日本及東京商工會議所，相互

交流有關優惠性產證管理、線上系統功能及各類產證核發實務之

情形；最後第伍部分為檢討與建議。 

 

貳、行程內容 

本次赴日考察共拜會財務省關稅局、經濟產業省貿易經濟協

力局，以及日本商工會議所與東京商工會議所等 4 個原產地相關

單位之承辦人員與主管。該等單位分別代表進口原產地規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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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該國產證主管機關及產證簽發單位(亦負責系統建置)，藉

由與渠等交流，得以具體瞭解日本原產地規定管理架構及產證系

統應用之相關技術。以下將逐一敘述參訪各單位情形。 

 

參、拜會財務省關稅局 

本次係拜會日本財務省關稅局關稅課原產地規則室人員，該

單位主要負責進口原產地規則之規劃，經由其說明得以瞭解日本

對於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共分為 3類：優惠性原產地標準、

一般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GSP)原

產地標準，及非優惠性(Non-preferential)原產地標準。 

優惠性原產地標準係依據日本與各國簽署之優惠關稅協定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針對不同貨品各別訂

定標準，其具體內涵將於第肆部分說明。而日本目前仍對於 133

個國家或地區給予 GSP待遇，惟我國已於 2013年停止核發

GSP產證，以現況而言較無參考關聯性，故本節針對 GSP認定

標準不予贅述。 

一、非優惠性原產地標準 

日本之進口貨物非優惠性原產地標準主要規範於「關稅法施

行令」及「關稅法施行規則」等法規內，其主要內涵如下：(參照

表 1) 

(一) 完全生產 

1. 在一國或地區內(包含大陸棚)挖掘出之礦產品。 

2. 在一國或地區內收割或採集之植物產品。 

3. 在一國或地區內出生及養殖之活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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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一國或地區內活動物取得之產品。 

5. 在一國或地區內狩獵或漁撈取得之產品。 

6. 由在一國或地區註冊登記之船舶自公海、我國及他國

之專屬經濟海域所獲取之漁獲物。 

7. 在一國或地區註冊登記之船舶上，以上述漁獲物為材

料所產製之產品。 

8. 由在一國或地區註冊登記之船舶設施於公海挖掘出之

礦產品(排除第一款以外之產品)。 

9. 在一國或地區內所收集且僅適用於原料回收之使用過

之物品。 

10. 在一國或地區內於製造過程中所產生之賸餘物、廢

料。 

11. 在一國或地區內取材自前述物品生產之物品。 

(二) 貨物之加工、製造或原材料涉及 2個或 2個以上國家或

地區者，原材料經加工或製造後所產生之貨物與原材料

歸屬之海關進口稅則前 4位碼號列相異。 

(三) 上述條件排除僅從事簡單加工者，例如：運送或儲存期

間所必要之乾燥、冷凍、醃漬等保存作業、簡單之切割、

分級、包裝、分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或將非原產

品混合、簡單裝配零部件或使其成套組(set)等類似作業。 

 

表 1：日本與我國進口貨物非優惠性原產地規則比較表 

項目 日本 我國 

管理機關 財務省關稅局 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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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本 我國 

非優惠性原

產地標準 

1.完全生產 

2.實質轉型：4位碼改變 

1.完全取得 

2.實質轉型 

(1)6位碼改變 

(2)附加價值率超過 35% 

(3)已完成重要製程 

簡單加工不

得認定為原

產地 

採列舉敘述：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要之

乾燥、冷凍、醃漬等保存

作業、簡單之切割、分

級、包裝、分裝、加作記

號或重貼標籤，或將非原

產品混合、簡單裝配零部

件或使其成套組(set)等類

似作業。 

1. 運送或儲存期間所必

要之保存作業。 

2. 貨物為上市或裝運所

為之分類、分級、分

裝、包裝、加作記號

或重貼標籤等作業。 

3. 貨物之組合或混合作

業，未使組合或混合

後之貨物與被組合或

混合貨物之特性造成

重大差異者。 

4. 簡單之切割或簡易之

接合、裝配或組裝等

加工作業。 

5. 簡單之乾燥、稀釋或

濃縮作業，未改變貨

物之本質者。 

二、預先審核制度 

與我國海關相同，日本海關亦設有原產地預先審核制度，有

利業者規劃營運銷售與提高輸入貨品時通關申報效率，亦可幫助

業者確認是否適用 EPA優惠稅率。謹歸納日本原產地預先審核制

度之重點如下： 

(一) 原則須以書面方式申請，依既定格式之申請書填入貨名、

稅號、貨品概要(如使用之材料、生產工序、從事加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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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或地區等)，並附上原材料明細、詳細製程說明、樣

品、設計圖或照片等，向預定輸入之進口地海關提出。 

(二) 海關受理後將於 30天內審核並以書面答覆。倘申請人對

該審核結果有異議，可於收到後 2個月內向該關提出。 

(三) 對於海關做出之預審結果，除因法規變動等情形外，日

後各地海關審查業者進口報關時均需予以尊重，期間最

長達 3年。另外，日本海關亦接受口頭或電子郵件方式

諮詢原產地預先審核，惟其效力並不影響日後進口報關

審查。 

(四) 原產地預先審核案例原則均彙整公布於日本海關網站1供

業者參考。 

 

肆、參訪產證主管機關及簽發單位 

本次參訪日本經濟產業省及日本與東京商工會議所，該等單

位具體說明產證簽發規定及展示線上系統介面，以下謹簡介其業

務分工，並摘述本次交流重點： 

一、日本經濟產業省與日本及東京商工會議所簡介 

日本經濟產業省下設有貿易經濟協力局，其中貿易管理部原

產地證明室主管日本與各國簽訂之優惠關稅協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產證(下稱優惠性產證)，目前日本

已簽訂 18個 EPA協定。 

日本商工會議所(JCCI)與東京商工會議所，係日本國內簽發

原產地證明書之法人團體，其中 JCCI如同我國商業總會或工業

                                                 
1 http://www.customs.go.jp/zeikan/seido/origin/kaitoujirei.htm 

http://www.customs.go.jp/zeikan/seido/origin/kaitoujire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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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係各地工商團體之聯合會，截至 2016年已擁有 515個工

商團體成員，依慣例 JCCI 之代表係由東京商工會議所代表兼任。 

 

二、優惠性產證管理制度 

(一) 產證簽發方式 

依照協定之約定不同，共有 3種型態： 

1. 第三方證明：由經濟產業省依法授權並監督日本商工會

議所(The Japa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JCCI)簽發之優惠性產證，目前各地共設置 26個事務

所受理案件(採電子化申辦)；惟日本-新加坡 EPA則不

限由 JCCI簽發，例外允許由國內 132家各地區之商工

會議所簽發。 

2. 自行具證：由製造商、出口商或進口商填寫經公告既定

格式之「原產品申告書」，向進口海關申報適用，目前

日本-澳大利亞、日本-歐盟 EPA及 TPP11(CPTPP) 協

定即採行此方式辦理。 

3. 認定輸出者制度：出口商向經濟產業省申請並經認定許

可後，即取得資格，可直接在交易文件(如商業發票)上

載明資格編號及聲明貨品係在日本生產之切結文字，以

取代優惠性產證。目前僅日本-瑞士、日本-祕魯、日本-

墨西哥 EPA等 3個優惠關稅協定適用此制度。 

(二) 原產地認定標準 

各 EPA對不同貨品各自訂有原產地認定標準，具體標準

不外乎完全取得、完全生產、最終實質轉型(稅號變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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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價值率)及重要製程，依據經濟產業省之回應，其中

重要製程主要多針對化學品及紡織品訂定，例如日本-東

協 EPA之外套及短褲(HS 6203)即要求須於協定國境內

完成布料織造及布料裁剪與車縫 2個工序。 

(三) 產證核發規範 

1. 申請所需文件： 

(1) 申請採線上申辦，須先向 JCCI辦理「企業登錄」，

即註冊出口商公司或個人資訊，並記錄產證上有權

代表出口商之簽章樣式。 

(2) 除商業發票、提單等交易文件外，日本-瑞士、日本-

秘魯及日本-澳大利亞 EPA另特別要求出口商必須取

得製造商填寫之「原產品誓約書」(即製造商切結產

品符合 EPA規範，於日本生產製造)，其餘文件可視

JCCI審查需要向申請人要求提供。另法規亦明定須

依各 EPA 規範，保存紙本及電子相關資料 3或 5年。 

2. 原產地認定審核：申請產證前，貨品必須先經出口商或

生產者向 JCCI線上申請「原產品判定」，即依據各

EPA規定申報貨品稅號及符合之原產地標準，取得

「判定號碼」，之後申請產證之每項貨物均需填入經

JCCI審核之判定號碼。倘「原產品判定」係由生產者

申請，則須另外線上提出「同意通知」，表示同意將該

判定號碼交由特定出口商申請產證(如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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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日本優惠性產證申請流程示意圖 

 

 

 

 

 

 

 

 

 

 

 

 

 

 

 

 

3. 申請時點：原則上須於貨品出口前申請；例外最晚可於

裝船日之後 1年內申請補發。 

4. 申請費用：JCCI核發產證之收費標準需經日本經濟產

業省核定同意，但不需繳入國庫。目前 1件之基本費用

為日幣 2,000元，需再依產證登載之貨品項數以每項

500元累加金額；第 21項起則以每項 50元累加(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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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證共 22項貨品，則費用為基本費用 2,000元+20項

*500元+2項*50元，共計 12,100元)。 

5. 核發份數：每件僅核發正本 1份。 

(1) 如因內容有誤需修改換發，必須將原證繳回簽發單

位，並再次計算金額及應繳納之費用。 

(2) 倘因遺失需申請再次核發相同內容之產證，需說明

遺失原因及提出證明文件(例如向警察報案紀錄、消

防單位火災證明等)，並重新繳納費用；至於再次核

發之產證將註記原產證之核發日及號碼2。 

6. 有效期限：各類優惠性產證期限均為 1年。 

7. 簽章方式：簽發單位及人員之簽章不論以電子式或親筆

簽名，於各類 EPA協定下均可接受。 

(四) 管理現況 

1. 核發件數：於 2018年簽發量達 31萬 6千件以上，並

呈現每年增長之趨勢。 

2. 違規罰則：若申請人以不實文件申請產證，依照相關法

規可裁罰最高日幣 30萬元。若涉及偽造產證，則可能

依日本刑法偽造公文書罪條款，處以 1年以上 10年以

下之有期徒刑。 

3. 對簽發單位定期培訓：要求簽發單位之新進簽發人員必

須接受簽發訓練，並針對現任簽發人員每年約辦理 2次

研習。 

                                                 
2具體記載文字內容可參照日本與各國 EPA協定之產證格式及填寫說明  

( https://www.meti.go.jp/policy/external_economy/trade_control/boekikanri/gensanchi/hourei.html ) 

https://www.meti.go.jp/policy/external_economy/trade_control/boekikanri/gensanchi/hour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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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外宣導教育：JCCI及其所屬事務所每年辦理數場說

明會，講解如何申請優惠性產證。經濟產業省亦透過委

辦計畫委託民間會計事務所擔任 EPA宣導機構，受理

廠商諮詢如何適用 EPA，並舉辦研討會。另外，行政

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亦會不定期辦理 EPA相關宣導

活動。 

(五) 產證系統功能 

JCCI轄下 26個事務所均使用同一系統簽發產證，申請

人需申請帳號後登入該網站系統提出申請案件。如同前

述，申請流程分為 2 階段，須先經過「原產品判定」後，

始可申請產證(如圖 2)。以下簡述 2階段申請功能： 

圖 2：日本優惠性產證線上作業系統登入後畫面 

 

 

 

 

 

 

 

1. 原產品判定： 

(1) 申請人向 JCCI切結申報資料屬實，並同意遵循相關

法規(如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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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申請人切結之系統畫面 

 

 

 

 

 

 

 

(2) 進入申請頁面後，申請人資訊(如公司名稱、地址等)

將依據登入之帳號資料自動帶出，申請人僅需點選

何種 EPA協定及本次欲向哪個事務所提出申請。 

(3) 接著再輸入產品製造者資訊、HS Code 6位碼及英

文品名，並勾選符合之原產地標準如：完全取得、

完全生產或 EPA依稅號別所訂之特定原產地規則

(Product Specific Rules；PSR)等，完成後即可送出

申請(如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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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輸入貨品相關資訊之系統畫面 

 

 

 

 

 

 

 

 

 

 

 

 

(4) 送出申請後，系統將顯示收件編號及受理之事務所。

原則上事務所將於 3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並以郵

寄或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申請人 JCCI核給之「判定號

碼」。 

2. 產證申請： 

(1) 勾選 EPA協定、目的地國別及本次欲向哪個事務所

提出申請。同時此處亦包含向 JCCI切結申報資料屬

實，並同意遵循相關法規(如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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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申請核發產證切結之系統畫面 

 

 

 

 

 

 

 

(2) 申請人資訊將依據登入之帳號資料自動帶出，需注

意的是，申請人必須為貨物實際出口人，且與商業

發票內容相符。 

(3) 輸入進口人資訊、航運資訊(如裝船日期、裝卸港及

船名航次等)。 

(4) 輸入貨品資訊(如圖 6；含原產品判定號碼、稅則、

貨名、數量、單位、商業發票號碼與日期等)。 

圖 6：輸入貨品資訊欄位之系統畫面 

 

 

 

 

 

 

 

(5) 最後填寫案件申請之聯絡人資訊及選擇費用支付方

式、產證領取方式(臨櫃或郵寄)、收據抬頭名稱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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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送出申請，系統將顯示收件編號及受理之事務

所。原則上 JCCI事務所於 2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查。 

(6) 綜合上述，茲比較日本與我國使用產證線上作業系

統現況如表 3： 

表 3：兩國使用產證線上作業系統現況比較表 

  項目 日本 我國 

1.線上申請及審核 僅優惠性產證 
全部(優惠及非優惠性) 

產證 

2.繳費機制 臨櫃或 ATM轉帳 臨櫃或網路 

3.儲存方式 
僅優惠性產證存於系統

資料庫 

優惠及非優惠性產證

均存於系統資料庫 

4.產證列印方式 
由簽發單位 JCCI自系統

列印 

可選擇由簽發單位或

申請人自行列印 

5.系統維護經費來源 JCCI運用收取之簽發費

用支應 
本局編列預算 

6.證書防偽機制 系統有提供 系統有提供 

7.區塊鏈及 AI技術 系統未應用 系統未應用 

 

三、非優惠性產證管理制度 

(一) 產證簽發方式及原產地認定標準 

非優惠性產證由各地區之商工會議所(目前約 410間)自

行簽發，目前尚未採行電子化申辦，且日本政府並未針

對非優惠性產證訂定相關規範。JCCI於 1999年制定

「商工會議所原產地証明書等貿易關係書類認證規程」

及「商工會議所貿易關係證明罰則規程」，並設計具防

偽效果之專門用紙，使全國各地商工會議所核發產證時

在重點原則上有所依循。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規章中亦



17 

明示應參照日本關稅法施行令所訂之進口貨物非優惠性

原產地標準來核發產證。 

表 2：日本與我國非優惠性產證原產地標準比較表 

項目 日本 我國 

法規 商工會議所原產地證明

書等貿易關係書類認證

規程、關稅法施行令 

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

理辦法 

非優惠性產

證原產地標

準 

1. 完全生產 

2. 實質轉型：4位碼改

變 

1.完全取得 

2.完全生產 

3.實質轉型： 

(1)稅則前 6位碼號列相異 

(2)附加價值率超過 35% 

(3)特定貨品已符合貿易局公

告之重要製程者 

(二) 產證核發規範 

1. 申請所需文件： 

(1) 無論是否為商工會議所會員，依規章皆需於申請前

進行「貿易登錄」(效期 2年)，即註冊出口商及代辦

業者資訊，以確認經營狀況；同時切結申請資料均

屬實、願遵守商工會議所訂定之規章，並記錄產證

上有權代表出口商之簽章樣式。 

(2) 因採紙本方式申請，需事先購買專門用紙，以電腦

繕打原產地證明書正本後，連同申請書及商業發票

交付審查，其餘文件可視商工會議所審查需要而向

申請人要求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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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京商工會議所表示，倘對書面文件有疑義時，難

以逐案至公司或工廠實地查證，但會採取其他方式

輔助(如至該公司或工廠網頁查詢)。 

2. 申請時點：原則上應於貨品出口前或出口裝船日起 6個

月內提出申請。如裝船後超過 6個月以上，1年以內提

出申請，東京商工會議所將要求廠商額外檢附理由說明

書、運輸提單、生產商出具之製造證明等文件。至於裝

船日起逾 1年後申請，將不予核發產證(如圖 7)。 

圖 7：東京商工會議所受理非優惠性產證申請期間 

 

 

 

 

 

3. 申請費用：各地商工會議所收費有所不同，通常申請人

非會員者，其手續費可能為會員之 2至 3倍。以東京商

工會議所為例，會員收取日幣 1,080(約新臺幣 300)元/

件；非會員則為 3,240 元/件，另會員可要求急件處理，

但需加收 1,080元/件。購買專門用紙之費用則另計。 

4. 核發份數： 

(1) 依東京商工會議所規範，每件產證正、副本合計核

發 6份，惟正本限 3份以內，並需繳交副本 1份供

商工會議所留存。倘副本需額外申請，致合計份數

逾 6份，將以「超出之份數」乘以「單件費用」計

原則申請期間 可提出申請 

裝船日 

需額外證明文件 不予核發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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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額外收費。(例：申請正本 3份、副本 5份，則會

員手續費為 1,080元+2份*1,080元；非會員則為

3,240元+2份*3,240元。) 

(2) 如因內容有誤需修改換發，必須將原證正、副本全

數繳回簽發單位，由簽發單位蓋印校正章。惟商業

發票號碼、日期、貨名、原產國等重要欄位無法修

改，僅能重新提出申請。 

(3) 倘因遺失需再次核發相同內容之產證，僅能申請補

發副本，並再次繳納手續費。 

5. 有效期限：非優惠性產證未規定效期。 

6. 簽章樣式：出口商需親筆簽名，並與「貿易登錄」之有

權代表簽章樣式相符。簽發單位部分除因領事館認證或

信用狀要求，原則上以蓋印方式簽署。 

(三) 產證管理現況 

1. 核發件數：2017年簽發量約 52萬 7千件。 

2. 作業方式：目前均採紙本申請，並預計於 2020年 4月

起開始導入線上申請。 

3. 違規罰則： 

(1) 依據「商工會議所貿易關係證明罰則規程」，若查

到產證內容資訊不實，且屬故意違規者，將註銷該

申請人及代辦業者之貿易登錄資格(註銷後 3年內各

地商工會議所均不予受理登錄)；倘屬過失則停止核

發 1個月，並於恢復後 6個月內嚴格審查，要求額

外檢附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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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發產證後卻竄改出口人名稱者，將註銷該申請人

及代辦業者之貿易登錄資格；竄改其餘內容者，停

止核發 1年。 

(3) 涉及偽造產證用紙或簽發單位簽章者，將停止核發，

並移送刑事調查。 

4. 宣導教育：由各地區商工會議所自行辦理說明會活動。

例如東京商工會議所每週皆受理廠商預約當面諮詢或小

型說明會，講解申請流程及原產地標準。 

 

四、日本優惠與非優惠性產證比較 

綜整日本優惠性與非優惠性產證相異處，如表 4： 

表 4：日本優惠與非優惠性產證比較表 

項目 優惠性產證 非優惠性產證 

1. 政府機關是否

訂定規範 
是 否 

2. 簽發單位 日本商工會議所(JCCI) 各地區商工會議所 

3. 產證簽發單位

家數 

1家 

(各地設 26個事務所) 
約 410家 

4. 產證費用 

經經濟產業省核定同

意， 每件基本費用為日

幣 2000 元，再依貨品

項數以每項 500 元累

加；第 21 項起以每項

50元累加。 

各地商工會議所有所不

同，申請人非會員時，

可能為會員之 2 至 3

倍。 

5. 產證申辦形式 
線上申請， 

核發紙本產證 
均採紙本方式 

6. 產證申請期限 

原則應於貨品出口前申

請，裝船日起逾 1 年後

不予核發。 

原則應於貨品出口前申

請，裝船日起逾 1 年後

不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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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優惠性產證 非優惠性產證 

7. 產證正本份數 正本 1份。 正本最多核發 3份。 

8. 產證保存期限 
依各 EPA 規範，保存相

關文件 3或 5年。 
無具體規範。 

 

伍、檢討與建議 

一、日本與我國產證管理架構之檢討與比較 

綜整前述參訪各單位情形，日本與我國有不少相異之處，例

如非優惠性產證是否由政府訂定規範管理，以及產證允許核發份

數等，雙方具體異同比較如表 5： 

表 5：日本與我國產證管理比較表 

項目 日本 我國 

1. 產證主管機關 

1. 非優惠性產證：政府

未予以規範，由工商

團體自主管理。日本

商工會議所訂定相關

規章。 

2. 優惠性產證：經濟產

業省。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2. 產證簽發單位 

1. 非優惠性產證由各地

區商工會議所簽發。 

2. 優惠性產證依法授權

日 本 商 工 會 議 所

(JCCI)簽發。 

1. 非優惠性產證由工

商團體、財團法

人、農會、漁會、

農產品合作社/產銷

協會、政府機關等

簽發。 

2. 優惠性產證:臺巴、

臺瓜、臺尼、臺薩

宏由 16個政府機關

簽發；ECFA 由 54

個簽發單位簽發；

臺星、臺紐 FTA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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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本 我國 

自行具證。 

3. 產證簽發單位家

數 (非優惠性產

證) 

約 410家 

各地區商工會議所 
104家(截至 108.8.5) 

4. 產證簽發單位家

數(優惠性產證) 

1家  

(JCCI各地 26個事務所) 
16個政府機關 

5. 非優惠性產證原

產地認定標準 

參照進口貨物非優惠性

原產地標準： 

1. 完全生產 

2. 實質轉型：4位碼改變 

明訂於「原產地證明

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

辦法」： 

1.完全取得 

2.完全生產 

3.實質轉型： 

(1)稅則前 6位碼號列 

相異 

(2)附加價值率超過

35% 

(3)符合貿易局公告之

重要製程 

6. 產證費用 

1. 非優惠性：依各地商

工會議所不同，申請

人非會員時，可能為

會員之 2至 3倍。 

2. 優惠性：經濟產業省

核定同意，每件基本

費用日幣 2000 元(約

新臺幣 600 元)，再依

貨品項數以每項 500

元累加(第 21 項起以

每項 50元累加)。 

每件新臺幣 250元 

7. 產證申辦形式 

非優惠性產證以紙本申

請；優惠性產證採線上

申請。 

均電子化 

8. 產證列印方式 1. 非優惠性：申請人登 申請人自行列印或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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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日本 我國 

打於專門用紙後交簽

發單位審核認證。 

2. 優惠性：簽發單位列

印。 

發單位列印 

9. 審核疑義處理 
由商工會議所直接決定

是否核發或拒絕申請 
向本局專案辦理 

10. 產證申請期限 

原則於裝船出口前申

請，裝船後逾 1 年不予

核發。 

出口後 180 日內，超

過須向本局專案申

請。 

11. 產證正本份數 

1. 非優惠性：正本最多

3份。 

2. 優惠性：正本 1份。 

正本 3 份，超過需要

向本局專案申請。 

12. 產證正本期限 

非優惠性產證無期限，優

惠性產證依照 EPA 規範

均為 1年。 

非優惠性產證無期

限，優惠性產證依照

FTA協定規範均為 1

年。 

13. 產證資料保存

期限 

1. 非優惠性：無具體規

範。 

2. 優惠性：依各 EPA 規

定 3或 5年。 

紙本資料須保存 3

年，電子資料須保存 5

年。 

14. 是否定期辦理

宣導說明會 

每年於各地辦理多場，

且不限主管機關辦理。 

每年定期由主管機關

於全國各地辦理多

場。 

15. 產證主管機關

對簽發單位稽

查 

無稽查機制，但要求新

進簽發人員須接受產證

簽發相關訓練； 

針對現任簽發人員每年

約辦理 2次研習訓練。 

每年定期稽查 

16. 產證簽發件數 

1. 非優惠性：2017 年核

發超過 52萬件。 

2. 優惠性：2018 年核發

超過 31萬件。 

1. 非優惠性：1 年核

發超過 60萬件。 

2. 優惠性：1 年核發

超過 14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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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建議 

以下就產證管理實務及產證系統功能 2部分提出參考建

議。 

(一) 產證管理 

由於日本與多國簽署數個 EPA協定，管理機制上

較為重視優惠性產證與其原產地認定標準，而在核發非

優惠性產證方面，則由非政府單位自主依循進口貨物非

優惠性原產地標準，需符合完全生產或外國原物料經加

工製造後稅則前 4位碼改變(實質轉型)之條件。反觀我

國法規即明文規定完全取得、完全生產及實質轉型(如：

稅則 6 位碼改變、於我國加工後附加價值率達 35%以上、

在我國境內完成重要製程)等標準。相較之下，日本非優

惠性產證之原產地認定標準相對嚴格，此亦反映出各國

基於國情不同，訂定之具體標準有所差異。而鑑於近來

國際間持續採取貿易救濟措施，進口國對於部分受關注

產品之原產地認定可能趨於嚴謹，故我國未來針對具違

規轉運風險或國內需受保護產業之特定產品，似可參考

日本作法，要求以稅則前 4位碼改變做為實質轉型認定

條件。 

另外，在申請費用方面，日本簽發單位 JCCI核發

EPA優惠性產證，除收取基本手續費外，尚依照產證登

載貨品項數累加費用；我國則不計項數多寡，一律每件

費用 250元，額外加發份數時始增加費用。實務上我國

簽發單位亦曾反映部分案件因品項繁多，需花費其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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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倍之時間與精力仔細審核，倘廠商不慎誤植內容需

換發修改，又將耗費額外資源處理同筆案件。故考量使

用者付費及公平原則，我國或許可參酌日本作法，檢討

是否修正產證管理辦法，將貨品項數納入計費準據，亦

可達到敦促廠商謹慎申請之目的。 

(二) 產證系統功能應用 

目前日本僅優惠性產證採線上申請，且系統未應用

區塊鏈及 AI 等技術；至於非優惠性產證之申辦仍採紙本

作業，有 10餘年之久。為降低廠商申請產證成本並符合

國際貿易趨勢，該國將於明(2020)年 4 月開始實施非優

惠產證電子化作業。 

JCCI 提及規劃非優惠產證電子化作業時，特別關

注產證無紙化之推動，我方與渠分享產證系統主要功能

(包含線上申請、審核、繳款及發證列印等)，並針對取

消核發紙本產證之可行性進行探討。我方建議仍應視進

口(國)人需求而論，例如我國與中國大陸簽訂之 ECFA

協議，雖已有產證跨境電子資料交換，惟為免一方系統

故障或應部分海關及進口人需要，至今尚未取消紙本發

證，採電子訊息與紙本併行。 

上述日本預計於明年建置之系統可否推動產證無紙

化，除符合進口人要求外，尚應考量各進口國需有相當

之資訊化程度，故我方似可持續留意日方電子化工作進

展，以利本局產證系統仿效及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