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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及目的說明 

為實現 2025 年非核家園政策，達到再生能源占比 20%之目標，政府積

極推動再生能源及智慧電網布建。本局負責智慧電網相關標準、檢測驗證及

再生能源的第三方驗證工作。日本為亞洲地區智慧電網布建及再生能源的先

驅，擁有完整的智慧電網相關標準、檢測驗證及再生能源的第三方驗證相關

能量。本此考察規劃拜訪日本電器安全環境研究所(JET)、日本品質保證機

構(JQA)、日本海事協會 Class NK、日本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及京都大學

原田研究室(場域網絡標準聯盟 Wi-SUN Alliance)等單位，了解智慧電網通

訊應用、相關標準發展、設備檢測驗證作法及離岸風電專案驗證作法，並洽

談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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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行程簡述 

此次考察從 108 年 8 月 19 日至 23 日，為期 5日，行程如表 1。 

 

表 1、赴日考察智慧電網及再生能源發展行程 

日期 拜訪單位 地點 拜訪目的 

8/19 

(一) 

(上午) 
搭機前往日本東京 

東京  

(下午) 
藤澤永續智慧社區 
(The Fujisawa 
Sustainable Smart Town) 

神奈川 
瞭解日本在社區型用戶之分散式電源

及需量反應空調卸載之整合調控發展

情況。 

8/20 

(二) 

(上午) 
一般財團法人 電氣安

全環境研究所 
(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JET) 

東京 

了解其太陽光電 (PV)檢測驗證之制

度，同時也能汲取檢測能量建置經驗，

並了解未來台灣即將推行之智慧家

電、智慧電網以及工業自動化之機器人

檢測驗證。 

(下午) 
日本海事協會(Class 
NK) 

東京 
日本再生能源發展情形與展望、驗證機

構與政策配合之發展，以及探詢未來檢

測、驗證、研究等發展之合作機會。 

8/21 

(三) 

京都大學拜訪原田教授

實驗室 
京都 

了解 Wi-SUN 多跳接標準發展的最新

情況，作為標準調和以及測試案例編寫

之重要參考。 

8/22 

(四) 

(上午)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品質

保證機構(Japan Quality 
Assurance Organization, 
JQA)八王子實驗室 

東京 

1. JQA)自 1992 年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開始，日方提供諸多檢測驗證技術培

訓與協助，為我電機電子產品安規、

電磁相容檢測驗證技術打下堅實基

礎 
2. JQA 也發展綠電憑證是由總部「地球

環境事業部」執行，這次參訪更能相

互交流 

(下午)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品質

保證機構(JQA)總部 
東京 

8/23 

(五) 
搭機返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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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成員名單 

單位 姓名職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Bureau of Standards, Metrology 

and Inspection, M.O.E.A. 

連錦漳 局長 

Dr. Ching-Chang Lien, Director General 

龔子文 簡任技正 

Tzu-Wen Kung, Senior Technical 

Specialist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Metal Industries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re 

武威宏 處長 

Wei-Hung Wu, Director 

邱信豪 副組長 

Sin-Hau Chiu, Assistant Chief 

財團法人台灣大電力研究試驗中心 

Taiwan Electric Research & 

Testing Center 

黃順義 董事長 

Shun-I Huang, Chairman 

張庭綱 副處長 

Ting-Kang Chang, Deputy Director 

財團法人中國驗船中心 

CR Classification Society 

謝謂君 董事長 

David Hsieh, Chairman 

張耀方 處長 

Yao-Fang, Chang, Director  

國立中央大學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通訊工程學系 胡誌麟 副教授 

Professor Chih-Lin Hu,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Sinotech Engineering 

Consultants Inc 

工業區及城鄉發展部 規劃師及都市技師 

陳蓓如規劃師 

Pei-ju Chen, Planning Director of Land 

Development, Highway & Aviation 

Engineering Dept.  

中原大學團隊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電機工程學系 陳士麟 教授 

Professor Shi-Lin Chen,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席寶祥 博士 

Dr. Pao-Hsiang Hsi, Senior Consultant, 

Swiss Reinsurance Company Ltd. 

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 

Electronics Testing Center, 

Taiwan 

林宗清 副執行長 

Tsung-Chin Lin, Vice President 

葉明時 經理 

Daniel Yeh, Manager 

財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 

Taiwan Institute of Economic 

Research  

陳彥豪 副所長 

Yen-haw Chen, Deputy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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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訪內容記要 

一、 日本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 (The Fujisawa Sustainable 

Smart Town, Fujisawa SST) 

(一) 參訪單位簡介 

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Fujisawa Sustainable Smart Town, 

Fujisawa SST），由神奈川縣藤澤市政府與松下集團（Panasonic）於 2010 

年 11 月 17 日簽署 Fujisawa SST，共同開創新的環境及街廊改造。該基地

位於藤澤市西南部的 JR 東海道本線鐵路沿線，佔地約 19 公頃，原為松下

集團的工廠舊址，2007 年起進行土地更新及活用，故松下企業便與政府合

作，設置「由地區到地球的環境行動都市-藤澤」先導型示範計畫。藤澤智

慧城市（Fujisawa SST）推動之作法，是由智慧住宅（Smart House）進化

為智慧城市（Smart City），再到 Fujisawa SST。藤澤永續智慧城鎮之開

發經費（耗資約 160 億台幣），採用一般住宅之開發經費執行，公司營運

成本由日本松下集團出資 50%，三井公司 30%，餘由其他公司共同出資。藤

澤永續智慧城市（Fujisawa SST）建置分為三個層面，包括基礎建設（光

纖網路、太陽能板）、空間規劃設計及科技服務，欲利用雲端資訊科技，

達到環境、能源、及安心安全 3大方向目標。 

 

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發展願景為「以 100 年持續居住」

為願景，並具體訂定該社區 3大目標：(1)環保：降低 70%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及減少 30%生活用水；(2)能源：再生能源利用率達 30%以上；(3) 安心：

災難發生時，確保 3天份的防災物資及基本生活所需能源，其規劃分為五

大主軸，分別如下： 

 

1.能源管理 

採分散型發電構想，獨棟住宅均設置太陽能發電、蓄電池、燃料電

池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Home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HEMS）。各

戶可自行發電、儲能、節能控管，並傳輸使用能源資料至自治會，自治

會將每個月提供分析報告建議住戶節能的使用方式，並藉由發給紅利點

數方式獎勵節能。 

 

2.安全安心： 

設置監視器及 LED 感測路燈。夜晚無人車時，路燈會自動降低亮度，

以節省能源；當感測到有人車接近及行進路線，將自動調整亮度，配合

監視器錄影。每戶住宅均設置保全設備及火災警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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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便利交通 

由租車公司進駐社區服務中心，可租賃共用電動車、電動腳踏車、

或一般車輛，並提供買賣車、車險、車檢等服務。 

 

4.健康照護 

引進地區照護系統，結合醫療、照護、用藥等領域，運用 ICT 技術

管理住戶健康資訊及治療資訊，必要時提供其所需服務。 

 

5.社區管理 

社區專屬網頁，作為發布資訊、溝通、舉辦活動及取得服務的平台，

而每戶住宅配置智慧電視及平板取代傳統的傳閱板。 

 

(二) 拜訪人員 

関家一雄---神奈川大學工科大學 特別研究員 

笹川雄司---神奈川大學工科大學 廣報担當 

村上隆史---ECHONET Consortium 技術委員長 

 

 
圖 1、考察團隊與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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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流與探討 

本次考察首先由智慧城市管理公司介紹藤澤市永續智慧城（Fujisawa 

Sustainable Smart Town）的設計理念，接著帶領考察團參觀城市管理中

心、減碳作法、能源管理、防災整合等實踐。參訪時段對於以下問題尋求

答案： 

1.松下集團是否有規劃發展藤澤市永續智慧城的 2.0 版並推廣到日本其他

地方或是國外? 

藤澤市係屬住宅社區型，目前松下集團運轉中的尚有綱島

（Tsunashima）SST，係以都會區的辦公大樓、百貨公司、住宅大樓等為

適用對象。二者皆係由民間營建業視需要建設與推廣。 

 

圖 2、考察團隊參與日本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介紹 

 

2.日本躉購電價補貼大幅減少後，對新智慧城市規劃是否有影響? 

由於東京電力的平均售電價格約為新台幣 6元，已等同太陽能發電

成本，遂不再需要政府的補貼。 

 

3.智慧社區包括：(1)能源管理、電動車、醫療/照護等相關的產業技術、

(2)社區規劃、社區管理等服務業技術、(3)房地產、融資貸款、資產維

護等房地產/金融業，如何經由房地產業者結合不同的製造業與服務業來

打造合理價位的社區而能吸引客戶購置，整體的核心業者是房地產及營

造業者嗎?是如何達到整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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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澤SST係由松下集團及三井公司開發房地產方式售屋，而綱島SST 

係由 Nomura、Kanden 及松下集團三家房地產業者開發並租售。 

 

 

4.國家有那些標準、法規須要制定俾利於推動永續智慧社區? 

由於日本的電價水準、高齡化及少子化社會、環保要求等提供適當

的社會、經濟條件，才有民間企業與個人買主願意投入 SST 的產銷。而

藤澤市政府更是重要的推手。法規面主要是建築法規、分散式電源（含

儲能）逆送電法規、醫療照護法規、緊急避難（海嘯、地震等）法規、

電動車、快遞等交通運輸法規等，由於日本法規已允許並鼓勵建置，在

藤澤 SST 內才會有這些環保、安全與人性化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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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電氣安全與環境研究所(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JET) 

(一) 參訪單位簡介 

日本電氣安全與環境研究所 JET(Japan Electrical Safety & 

Environment Technology Laboratories) 成立於 1963 年，是日本政府根

據電器和材料控制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Control Law)

指定的授權測試機構，接管政府所進行的測試服務。從那時起，JET 與製造

商、進口商、經銷商和消費者合作，支持在日本建立和提高電氣設備和設

施的安全性。JET 積極推進其在產品檢測和檢驗服務、驗證服務、與海外機

構的合作以及品質管理體系（ISO9001）註冊服務方面的業務，並通過環境

管理體系（ISO14001）註冊服務為環境保護做出貢獻。 

 

同時，JET 也致力於新能源用途之產品檢測驗證，如用於小型分散型發

電系統的系統互連設備驗證、用於大規模分散式發電系統併網之功率調節

器、太陽光電模組驗證、太陽光電電站運維驗證及地面型太陽光電模組-系

統可靠性要求保證。 

 

JET 基於公平可靠的 ISO 標準執行評估和註冊服務，其主要管理系統標

準如下：ISO9001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ISO14001 Environment 

management system；OHSAS18001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ISO27001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

ISO50001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針對測試與驗證 JET 以提供一站式的服務為主，希望獲得日本電器和

材料安全法驗證的海外客戶，JET使用日本以外的測試機構頒發的CB證書，

如 PSE 合格評定證書和 S-JET 證書。透過這種方案，JET 支持並提供快速的

驗證方式。且JET接受這些測試機構根據JET的要求進行的工廠檢查結果。

這些程序使客戶可以有效地處理整個驗證過程。 

 

JET 提供代理服務可透過日本以外的國家（如中國和韓國）的 JET 驗證

單位申請驗證，並使用測試報告和 CB 證書取得驗證。這些服務使客戶能夠

快速獲得所需的驗證。 

 

根據長久累積之經驗使得 JET 能夠提供廣泛的服務，並應政府和各機

構的要求，JET 研究電氣安全、與新能源相關的技術、節能和環境議題等。

JET 開展太陽能電池組件之合格評定基準和復雜的老化試驗技術的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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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JET 還研究了具有類似要求的太陽光電系統評估，並進行了研究和開

發，並與國家實驗室密切合作。另外 JET 對從零售商處購買的電氣產品進

行市場監督測試。JET 持續對以制定符合國際標準的國家安全標準進行調查

與修正。從正確製造、進出口、經銷和使用電子產品的角度來看，JET 出版

宣傳文物以促進電氣安全，並舉辦研討會，為國內外商業實體用戶提供有

價值的信息。 

 

(二) 拜訪人員 

薦田康久---理事長 

鈴木一弘---常務理事/總務部長 

住谷淳吉---理事/經營企畫部長/技術部長 

川口晶寬---東京事業所副所長 

初見隆司---業務推進部長 

佐藤恒之---業務推進部長國際担当部長 

尾崎愛太郎-業務推進部長副本部長 

平野麻實---業務推進部統括組主查 

 

圖 3、考察團成員與日本電氣安全與環境研究所人員合影 

 

(三) 交流與探討 

1.JET 業務概況介紹 

JET 自 1963 年成立經過數次的改名以及整頓，實驗室數量也依業務

性質擴增，發展迄今其承接業務及產品之各項檢測驗證主要類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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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陽電池模組驗證； 

(2)家庭用電氣製品安全驗證； 

(3)用電器具適合性檢查驗證； 

(4)無線控制設備驗證； 

(5)併聯系統保護裝置驗證； 

(6)智慧機器人驗證； 

(7)再生能源用蓄電池驗證。 

 

 
圖 4、JET 提供之產品安全驗證服務及驗證標誌 

 

2.新能源產品之測試與驗證業務 

JET 在再生能源領域之檢測業務主要涵蓋太陽能發電及燃料電池發

電等，包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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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型分散式發電系統併網及保護設備驗證 

為確保太陽能發電系統、小型燃氣發動機發電系統、燃料電池發電系

統和電池系統(包括EV)併網的變流器(電力調節器)的安全性和性能，

JET 執行相關第三方系統驗證制度，有助於發電設備之併網。 

 

(2)大規模分散式發電系統併網變流器(電力調節器)測試 

JET 執行 MW 級以上分散式太陽光電發電系統併網變流器(電力調節

器)測試，測試方法主要參照國際標準包括 IEC、UL 及 IEEE 等。 

 

(3)太陽光電模組驗證(JET PVm Certification) 

JET PVm 驗證制度為日本推行之太陽光電模組第三方驗證制度，依照

國際 IEC 相關標準包括 IEC 61215、IEC 61730 等進行太陽光電模

組安全及性能之測試。 

 

(4)太陽光電系統操作及維護驗證 

JET 依照「太陽光電系統定期檢驗及失效查驗指引報告」進行太陽光

電系統驗證，該制度主要在登錄通過驗證合格之太陽光電營運及維護

公司及工程師，並以第三方公正立場驗證報告。 

 

(5)二次基準太陽能電池校正 

執行日本商業化運行的校正方案，進行可追溯至國際標準之二級基準

太陽能電池校正，提供太陽能裝置性能量測評估的基準。 

 

(6)太陽能電池性能量測： 

進行研發單位所發展出之太陽能電池產品進行性能量測，確認發電效

能。 

 

(7)太陽光電模組長期可靠度測試 

為確保太陽光電模組之長期可靠度，依 IEC 標準進行高溫高濕試驗之

延長試驗、增加試驗週期的溫度循環試驗及鹽霧試驗等。 

 

3.日本 JET 電力技術試驗所 

JET 電力技術試驗所，其座落於橫濱鶴見區 JET 橫濱試驗所旁，該

所於 2011 年完成建築物之落成後，3月起即陸續進行原本位於東京試驗

所之併聯設備系統驗證測試之轉移，4月後開始進行提供多台式系統併

聯驗證檢測服務，9 月建置完成配光曲線試驗設備，2012 年 7 月持續將

太陽光電相關試驗設備自總部搬遷至該所，進行相關產品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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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電力技術試驗所主要的業務在提供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及其分散

式電源所需設備之驗證檢測、節電高效型照明器具可靠度評估、太陽電

池模組驗證、系統併聯保護裝置驗證、照明燈具配光曲線及相關研究和

委託測試服務等。 

 

其中太陽光電模組量測設備包括長脈衝型太陽光模擬器太陽光電模

組性能量測設備、冰雹試驗設備、UV 試驗設備、機械負荷試驗設備、穩

態太陽光模擬器溫升試驗設備、濕漏電絕緣試驗設備、模組撞擊試驗設

備、環境溫箱試驗設備、短脈衝太陽光模擬器大面積太陽光電模組性能

試驗設備等。 

 

4.日本太陽光電模組驗證制度介紹 

日本於 2009 年 4 月至 2010 年 3 月編列近 200 億日圓預算，用以促

進太陽光電產業之發展，對於太陽光電模組之補貼條件中設有產品驗證

條件，如結晶矽太陽光電模組效率須要大於 14％，薄膜型之產品效率須

大於8％，另外有一項極重要的門檻即是須取得日本JET的驗證和保證，

因此輸往日本之太陽光電產品在申請相關補貼時，必須先取得相關驗

證。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之驗證開始於 2003 年 4 月，驗證標示制度則開始

於 2005 年 4 月，剛開始以性能之檢測為主，一直到了 2006 年 10 月後，

才將安全的驗證加入，其驗證制度之適用範圍主要針對家庭使用之太陽

光電模組，工業用則需有另外之考量，產品種類則包括結晶矽太陽光電

模組(包括單晶矽及多晶矽)和薄膜型太陽光電模組(包括非結晶矽

(a-Si)、串疊型電池模組(Tandem cell module)、銅銦硒(CIS)等)，聚

光型的太陽光電模組則不在涵蓋的範圍內。 

日本太陽光電模組申請驗證之流程如圖 5，首先向 JET 申請進行產

品檢測，在進行檢測接近完成時，JET 會派員進行工廠檢查，在太陽光

電模組驗證制度中，除了模組須符合相關之測試標準規定外，製造工廠

之品質系統也須符合品質相關之規範，且對於製造工廠之檢測設備也有

規定，通過產品驗證之工廠每年由 JET 進行工廠檢查，工廠檢查主要著

重於太陽光電模組製造過程中之品質及技術控制，申請流程如圖對於所

有之產品測試項目如目視檢查、I-V 特性測試、絕緣測試等皆須逐一通

過品管檢驗，當產品測試和工廠檢查都合格後，廠商將獲准合格之驗證

證書，得以在產品上貼上合格標籤。 

通過驗證之產品有效期限為 5年，通過驗證之型式將列於 JET 之網

站(http://www.jet.or.jp)，驗證標籤須貼於每一個驗證產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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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日本太陽光電模組申請驗證流程 

 

申請 JET 太陽光電模組驗證作業流程如圖 6所示，工作項目如下： 

(1)驗證申請及流程 

a.填寫模組驗證申請書(規格書/工廠調查表/相關附件資料)後連同

樣品寄至日本JET，待JET受理後與客戶確認申請內容之相關疑點，

並於釐清所有疑點後，正式完成受理。 

b.通過測試及首次工廠檢查後，核發證書。 

(2)實驗室依照規定之測試標準進行試驗： 

a.性能測試標準 

結晶矽模組 JIS C 8990 (IEC 61215) 

薄膜型模組 JIS C 8991 (IEC 61646) 

b.安全性測試標準 

構造要求：JIS C 8992-1 (IEC 61730-1) 

安全測試要求：JIS C 8992-2 (IEC 61730-2) 

(3)特殊要求及規定：針對尺寸超過 1.8 m 的模組，由於有一部分的試

驗無法對應，若是使用其他機構之數據，或是測試用之特殊模組測試，

需要向 JET 進行諮詢。 

 

(4)工廠檢查一年一次，分為首次工廠檢查、定期工廠檢查及臨時工廠檢

查三大類，其流程及內容大致如下說明： 

a.首次工廠檢查：事前提出工廠調查報告書，JET 將依據工廠調查表

上所記載之內容為參照依據，針對製造、試驗/檢查、組織、品質

系統等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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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定期工廠檢查：依工廠調查表之調查項目基準，針對製造、試驗/

檢查、組織、品質系統等進行調查。另同首次與定期工廠檢查的檢

附相關表單證明，調查其有關之檢附表單證明的記錄維持是否適

當。 

c.臨時工廠檢查：登錄之產品、材料不符試驗規範時；於首次工廠檢

查或定期工廠檢查，為辨明登錄產品、材料有不適性之重大影響時；

其它 JET 判斷認為有必要實施時。 

 

(5)申請通過後之證書有效期限：5年。 

 

 
圖 6、日本 JET 太陽光電模組驗證申請流程 

 

5.智慧型電器及新能源測試驗證所需設備投入及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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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本身已有許多類型之測試實驗室，但因科技及產品類別不斷地

推陳出新，且能源產品之量級也越來越大，因實驗室檢測能量也要跟上

檢測需求則需投入許多成本，若在日本已有相當能量且性質相同之實驗

室，採用合作策略以符合產業檢測需求。JET與國家級實驗室AIST之FREA 

(産業技術総合研究所福島再生可能エネルギー研究所)合作，提供各種

大型再生能源產品檢測。 

 

6.智慧家電 ECHONET Lite 推動情況未來合作議題 

日本政府針對智慧家庭所推動的ECHONET Lite協定仍屬日本市場專

用之協定，因此通過 ECHONET Lite 驗證的廠商，主要還是以日本公司居

多。但不論智慧家庭採用的通訊標準為何，透過標準的訂定也加速完成

實施智慧電網能源管理示範場域，導入智慧家電等電器設備，同時利用

能源管理系統技術有效調控並節省能源，達到低碳社會的目標，未來將

搭配需量反應等能源管理技術，邁向智慧社區為主的技術應用發展。 

 

7.未來合作議題 

台灣已有檢測機構與日本電器安全環境研究所自 2001 年起簽署了

工廠檢查方面及部分產品檢測的合作協定，由該檢測機構負責 JET 驗證

之台灣工廠的年度工廠檢查業務，以及 S-MARK 的申請、體系驗證合作，

並有日本 JET 專家長期進駐指導，可協助台灣廠商在電器產品輸日驗證

的申請，以順利獲得 PSE-Mark 和 S-Mark，並期望電器產品類別範圍能

擴大，如智慧家電及新能源產品都能透過台日檢測合作及技術交流，將

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有助於台灣的產品進入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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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海事協會(Class NK) 

(一) 參訪單位簡介 

日本海事協會全名為 Nippon Kaiji Kyokai (Japan Marine 

Association)，簡稱 Class NK 或 NK，成立於 1899 年，發展至今屆滿 120

周年，主要從事船舶檢驗及入籍，全球有超過 130 個服務據點、6個計畫/

圖面審核中心，以及 4個直營據點，以全世界船舶來看，約有 20%、9100

餘條船隻入 Class NK 船籍。 

 

再生能源的部門亦為全球性的組織，隸屬於事業開發總部，其總部設

置於東京。為加強專業能力，Class NK 併購相關於風況評估、風機設計評

估、海上施工評估等服務之顧問公司 WEIT(Wind energy institute of Tokyo 

Inc)，此外，Class NK 也結合了學界、業界相當多之專家做為其建置能量，

石原教授即為其一。再生能源中風力機的部份，主要為大型風力機驗證以

及國際再生能源組織的合作兩項工作項目，驗證包含了風力機發電機驗證、

專案驗證、場址驗證以及浮體式風力機的驗證。 

 

台灣與日本海事協會過去曾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如下： 

 

1.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在標準檢驗局劉前局長見證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

中心與日本海事協會(Class NK)完成簽署再生能源產業合作備忘錄。 

2.於 106年 6月 6日於日本海事協會總部，在標準檢驗局劉前局長見證下，

由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中國驗船中心與日本海事協會，進行離岸風

能技術合作備忘錄簽署。 

 

台灣與日本海事協會過去曾就日製離岸風力機技術系統實證計畫可行

性調查。 

 

1.日立、東京大學及 Class NK 合作向日本 NEDO 研提「日製離岸風力機技

術系統實證計畫」，於 105 年 9 月獲得通過，並向台灣方提出計畫合作

事宜。 

2.雙方於 105 年 10 月起至 106 年 5 月互相交流及研究，將抗颱 Class T 風

速等級 57m/s 納入臺日雙方國家標準，分別於 106 年 1 月及 106 年 3 月

正式公告，並為台電公司第 1期離岸風場標案所採用。 

 

台灣與日本海事協會專案驗證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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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lass NK 與標準檢驗局團隊針對第三方驗證計畫合作進行專案驗證技術

轉移訓練案。針對場址條件評估、設計基準評估、鋼構銲接設計驗證等

主題，增強驗證團隊專案驗證整體實力。 

2.考量台灣特有的氣候條件狀況，Class NK 亦安排日本及韓國專家學者針

對颱風與地震影響之風力機及基座設計分析，進行課程及實務訓練。 

 

(二) 拜訪人員 

冨士原康一---會長 

坂下広朗---副會長 

赤星貞夫---再生能源事業部部長 

松永昌樹---開發本部國際部部長 

山口欣弥---營業本部副部長 

村上修-----企劃部部長 

羅亞興-----營業本部主事 

 

 

圖 7、考察團成員與日本海事協會人員合影 

 

(三) 交流與探討 

Class NK 會長於致詞時竭誠歡迎局長及台灣檢測驗證團隊到訪，亦希

望於再生能源發展上能與相關單位有更多的合作。並表示日本離岸風電發

展進度可能稍晚於台灣，目前遭遇到漁業權問題，以及日本法律亦規定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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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而日本環評四個步驟全部走完約需 4-5 年，此兩項議

題是目前發展上的一大瓶頸，如何解決漁業權問題，以及縮短環評時程是

目前經濟產業省的重要課題。在此一議題上，Class NK 會長聽取台灣發展

情形，如台灣在風場發展上以跨部會來進行，行政院有一專責政務委員及

單位來負責處理與協調，以經濟部主導開發事宜，漁業權由農委會主責，

航權為交通部主責，環境影響評估則在開發計畫時就要提出，由環境保護

署負責。透過跨部會協調、補償、配套措施等來解決相關問題。 

 

接著由 Class NK 赤星貞夫部長簡介日本再生能源發展現況，日本為了

實現京都議定書所訂定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引入節能技術與新能源技術，

但在 2011 年的福島大地震後核電站停止運轉，溫室氣體占比攀升，日本藉

由加強節能工作，溫室氣體排放量於 2017 年回復到接近 2011 年左右的水

準，但來自發電需求而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是增加的情形。 

  

 

圖 8、日本溫室氣體碳排放量近年變化 

 

日本政府面對能源及碳排放的長期目標，除了降低總體能耗，也亟需

增加不排放二氧化碳的再生能源及其他能源。日本官方預估 2030 年和 2017

年的電力總體需求相去不遠，但預期將化石燃料發電的比例大幅降低，可

參閱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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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017 與 2030 日本電力總體需求及能源供給組成 

 

目前屬於再生能源的水力及太陽光電，已經在日本發展有相當規模，

日方寄予厚望於風力發電及生物發電，但由於風力發電成本仍然非常高，

尤其離岸風電成本非常高，同時也會反映在電費的躉購價格，並影響到使

用者的用電費率。日本與台灣相同，有許多個規劃中、建設中的風場開發

案，包含有正進行環境影響評估的案場，合計約有5.37GW左右(港區550MW，

一般海域 4,820MW)，未來也可能改變為招/投標制度，以競爭的方式來降低

開發成本與電費躉購價格。 

 

Class NK 則依照電力事業法許可過程，執行了一些陸域風場的驗證，

近期也剛執行完成並發佈第一個商轉的離岸風場專案驗證。此外，日本政

府主導的浮體式離岸風力機研究計畫，由於浮體式基礎於日本是以船舶來

認定，故Class NK也為5座的示範浮體式離岸風力機之基礎進行船籍登錄，

亦針對 2座浮體式風力機的施工安全進行檢查，同時研究著床式風力機及

洋流潮汐能發電設備等安全審核。小型風力機部份，則有兩家臺灣廠家(新

高、東元)的風力機送至日本進行產品驗證。 

 

目前 Class NK 亦參與幾個海洋能源發電的實證計畫，現正於北九州進

行中，包括洋流發電、潮汐能發電設備等，預期在今年夏季末之前，會安

裝在實驗海域。 

 

議題討論： 

1.檢測驗證技術標準，是日本自行發展或是有與國際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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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K 回覆：離岸風電之驗證標準係以 IEC 標準為基礎，日本的電氣

事業法再進行必要的修正，以此做為離岸風場的驗證基礎。 

 

2.颱風在台灣海峽仍為嚴峻的問題，先前有和日方 Class NK、東京大學石

原老師等進行合作，日後是否可以長期觀察、配合專案驗證做交互比對

等議題，雙方進行下一期或長期合作? 

Class NK 回覆：颱風的侵襲仍為大氣與流場機率，因此仍不容易量測得

到。於先前合作中，東京大學發展有極端風況評估軟體 MASCOT，可針對

風場極端風況進行計算分析，並與台灣方的觀測資料進行比對與確認，

未來日後可以此方向，持續發展合作事宜。 

 

3.承如簡報中所述，北九州已有浮動式離岸風力機與潮汐能發電實證計畫，

有鑑於此類再生能源發電為未來趨勢，台灣於標準制定與實際應用上，

可否以先期研究等方式與日方進行合作? 

Class NK 回覆：目前為止有 5個浮體式離岸風力機的驗證經驗，浮體式

離岸風力機在技術上是可以克服沒有太大問題，但在經濟性與成本上，

浮體式仍是相當昂貴的選擇，因此目前日方政府及一些合作單位如NEDO、

Class NK 等，正在努力研究降低成本及提高效率，有部份技術文件已上

傳到官方網站上，後續將會持續增加與更新，Class NK 相當樂於跟台灣

政府及相關單位來分享發展經驗。 

 

4.國際間現以 IEC 標準為基礎，但於驗證領域，未來朝向 IECRE 體制發展，

聽聞赤星部長今年也有參加南非之年會，如 Class NK 有後續發展計畫或

IECRE 新資訊等，可否分享予標準檢驗局? 

Class NK 回覆：今年 5月於南非召開之 IECRE 年會，TAF 的盛念伯副處

也有以觀察員身份參加，會議中有碰面並交換不少資訊，未來將會更緊

密的聯繫及分享資訊。而其他國際組織的資訊分享，Class NK 與台灣的

交通部有一既有通聯管道，如有其他需求亦可以透過此管道進行溝通聯

絡。 

 

5.另外在 MWS 部份，保險公司對於 MWS 成果非常重視，日方不曉得是否有

無要求? 

Class NK 回覆：與 MWS 較為相關的單位係如東京海上火災等民間保險公

司，經濟產業省及國土交通省等政府單位則不會參與，另外則多為海上

的再保公司前來洽詢 MWS 相關內容。 

  



21 
 

四、 京都大學原田教授實驗室 

(一) 參訪單位簡介 

Wi-SUN 為國際上有關低功耗物聯網通訊網路技術之優選通訊協定，國

內在智慧電網的先進讀表基礎建設（Advanced Metering Infrastructure, 

AMI） Route B （Home Area Network, HAN）亦選 Wi-SUN 為無線通訊協定，

目前此部分均為單跳接（Single Hop）通訊傳輸設計。為配合智慧城市發

展，Wi-SUN 聯盟正研議新的多跳接（Multi Hop） 通訊傳輸標準，將電動

車等移動式儲能裝置納入而成為 Enhanced HAN，新標準因此必須與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NCC）所規範的 Wi-SUN 實體層進行調和。 

 

京都大學原田教授為 Wi-SUN 聯盟主席，並為 Wi-SUN 標準的主要制定

成員，拜訪京都大學原田教授團隊及研究實驗室係為瞭解 Wi-SUN 多跳接通

訊標準發展的最新情況，作為我國在標準調和以及測試案例編寫之重要參

考。 

 

(二) 拜訪人員 

本此考察係由京都大學情報学研究科／通信情報系統専攻通信学講座

教授及 Wi-SUN Alliance 理事会議長原田博司（Hiroshi Harada）接待。 

 

 

 

圖 10、考察團成員與京都大學原田博司教授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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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交流與探討 

訪問團一行七人於京都大學與原田教授會談，係由原田教授親自提出

簡報講解 Wi-SUN 發展歷程，及包括 Wi-SUN 在居家醫療數據傳輸等方面的

應用，再由訪問團請教原田教授。 

 

1.Wi-SUN Multi-Hop（即 Extended HAN）的實體層測試和網路互通層測試

的方法及規範？與 Wi-SUN （Single Hop）HAN 的測試方法有那些差異，

及包括那些增加的測試規範？ 

原田教授答覆：已公佈於 Wi-SUN Alliance 網站。具體而言，有以下三

項文件可資參考： 

 

(1)20150605-TCC-Echonet-Interop-Test-Spec-for-HAN-extension-St

age2-1v02 版 

(2)20150605-TCC-Echonet-Interface-Comformance-Test-Spec-for-HA

N-extension-Stage2-1v01RC5 版 

(3)20160212-TCC-Echonet-MAC-Comformance-Test-Suite-Spec-for-Ex

t-HAN-1v02RC1 版 

 

2.Wi-SUN FAN和Multi-Hop的測試案例，目前測試案例的相關資料？其中，

對於 Relay 裝置單元的測試內容包括那些主要的項目？ 

原田教授答覆：同上述第(1)項。亦已公佈於 WiSUN Alliance 網站。 

 

3.目前在日本智慧家庭之發展有 Wi-SUN HAN 和 ECHONET Lite 整合推動和

產業規範，後續 Wi-SUN FAN 和 ECHONET 之間是否仍舊會有相同的整合和

產業規範的提出？ 

原田教授答覆：尚未發展到那個階段。 

 

4.Wi-SUN HAN 和 FAN 在全球的推廣與使用之概況？目前在智慧電網以外，

還有那些其他產業市場也正使用Wi-SUN技術？是否有其他具體的應用服

務案例？ 

原田教授答覆：於 2019 年 5 月計有 6家 Promoter Member，82 家

Contributor Member以及104家Adopter Member，此104家公司包括美、

日、歐、韓的電力公司。在應用領域方面，除電力、天然氣等公用事業

以外，亦發展居家照護、環境保護、農業水利等之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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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Wi-SUN 技術應用在 HAN 和 FAN 時，對於資料傳輸的安全性機制為何？以

及相關安全性資料傳輸標準規範的訂定作法與建議？ 

原田教授答覆：均採用既有的資安協定譬如PANA（Protocol for Carrying 

Authentication for Network Access）、IEEE 802.1x 等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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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一般財團法人日本品質保證機構(Japan Quality 

Assurance Organization, JQA) 

(一) 參訪單位簡介 

日本經產省督導成立電機電子產品驗證機構，早期主力是電子類產品，

發展至今已橫跨燈具，醫療器材，影音資訊，家電產業…等之安規，EMC

及能效等全方位領域檢測驗證能量。JQA 業務分主要兩大主軸：1. 品質系

統驗證能量；2. 產品檢測驗證。 

 

1.日本品質保證機構 JQA 品質系統驗證能量： 

(1)管理系統：ISO 9001（品質），IATF 16949（自動車），JIS Q 9100

（航空宇宙），TL 9000（電気通信），ISO 13485（医療機器・体外

診断用医薬品） 

(2)食品安全：ISO 22000（食品安全），FSSC 22000（食品安全），ISO 

9001-HACCP（食品安全），JFS-C（食品安全），JGAP・ASIAGAP（農

業生産工程管理）， 

(3)能源與環境：ISO 14001（環境），ISO 50001（能源系統驗證），ISO 

45001・OHSAS 18001（労働安全衛生），ISO 39001（道路交通安全），

REACH＋プラス（製品含有化學物質管理）。 

(4)資訊安全管理：ISO/IEC 27001（系統資安防護），ISO/IEC 27017

（雲端系統資安防護），JIS Q 15001（個人資安防護），PCI DSS

（支付卡資安防護），CSMS（控制系統資安防護），ISO/IEC 20000

（IT service），ISO 22301（事業継続）。 

(5)JQA 業在綠能憑證業務能量也有著墨，107.7 月，辦理「亞太再生能

源憑證與市場高峰會」邀請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新能源部理事工藤拓

毅與會介紹「日本再生能源推動制度發展」。 

 

2.日本品質保證機構 JQA 產品檢測驗證 

(1)電機電子製品・醫療機器測試與驗證 

(2)電氣用品安全法（PSE Mark），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法 

(3)（PSC Mark），醫藥品醫療機器等法，電波法 

(4)S-JQA Mark 測試/驗證，CMJ 登録，IECEE CB 驗證/測試，IECQ 驗證，

台灣 BSMI 驗證符合性證明，ECHONET Lite 規格適合性驗證／AIF 仕

樣適合性驗證 

(5)JIS 驗證 

(6)計測器校正・計量器檢定 

(7)建設材料・機械製品試験・檢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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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訪人員 

小林憲明---理事長 

平岩貞浩---理事 

塩田武彥---安全電磁中心所長 

高橋一修---安全電磁中心企劃室室長 

立原克法---安全電磁中心驗證部部長 

梁敏-------安全電磁中心驗證部顧問 

 

 
圖 11、考察團於 JQA 總部與理事長合影 

 

(三) 交流與探討 

本此考察首先參觀日本品質保證機構安全電磁中心，洽談在「日本電

波法」，「醫藥品、醫療機器等法」相關驗證合作機會。JQA 簽發世界首張

服務型機器人證書，其中最核心驗證技術是「機能安全」，未來希望在「機

能安全技術研習」與 JQA 繼續維持技術合作。日本品質保証機構(JQA)目前

也持續關注綠電證書發展，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再生能源憑證中心則就台灣

再生能源憑證與日本品質保証機構(JQA)進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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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QA 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日本唯一認可 RPC 指定驗證機構，2014 年迄今

實際執行並核發 COC 證書合計達 150 件以上，以「多功能事務機」、「大

尺寸 LCD 顯示器」、及「汽車音響」等為大宗。 

2.國際 IECEE CB 驗證服務方面，JQA 在就 IT、AV、醫療器材、照明器材等

領域與台灣電子檢驗中心(以下簡稱 ETC)合作。ETC 為國際 IECEE CB 

scheme CBTL，JQA 為該等領域之 NCB。 

3.ETC 與 JQA 都是亞洲網路論壇之創始會員機構，該論壇政致力於建置亞洲

共通驗證體系。 

4.JQA 的主要驗證業務在日本電氣產品方面，由於日本的電氣產品市場極大，

同時日本消費者對電氣產品的安全性也非常的重視。從 2001 年 4 月 1 日

起，在日本行之多年的電氣用品取締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Control Law)，已被電氣用品安全法(Electrical Appliance 

and Material Safety Law)所取代，於日本境內銷售的大多數家用或商

用電氣產品及部分重要零、配件，均受新法的管制。新法中，執行檢測

的測試機構也由公營法人，放寬至政府認可的民間實驗室，加入了市場

自由競爭的機制。同時新法增加了危險品回收的相關規定，也加重了違

規的罰則。日本市場的電氣產品依據日本政府制定的電氣用品安全法和

經產省頒布的省令(技術標準)分為甲種產品(Category A)和乙種產品

(Category B)。甲種產品為強制性驗證產品，包括電線、保險絲、配線

器材、限流裝置、小型變壓器、電熱器具、電動應用機械器具、電子應

用機械器具、其他使用交流電的機電器具、攜帶式發電機等產品類別，

共計 116 項產品。甲種產品必須由授權評估單位來執行強制性第三者驗

證。 廠商取得符合性證明書後才能貼上菱形 PSE(Product Safety of 

Electrical Appliance & Materials)標誌。乙種產品為業者自我宣告的

方式，包括非特定電氣用品驗證範圍(即非甲種產品)之電線、電線管、

保險絲、配線器材、限流裝置、小型交流電動機、電熱器具、電動應用

機械器具、光源應用機械器具、電子應用機械器具、其他使用交流電的

機電器具等產品類別，共計 341 項產品。乙種產品製造商若根據電氣用

品安全法的安全要求，保證電氣產品之安全結構者，即可自行貼上圓形

PSE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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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心得與建議 

一、 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 

日本藤澤市永續智慧城市參訪過程中獲致以下重要觀察與心得：在能

源管理部分，首先的重點是透過微環境（Micro-Environment）之規劃建構

節能的基礎，譬如：藤澤市南邊臨海，距離相模灣約 2公里，智慧城在整

個社區中心留有「風道」，風道兩側為社區建築，夏季來自海面較涼爽的

南風可以自然地流動到各個住家，降低智慧城整體所需的空調用電，這和

美國綠建築協會 LEED 以及全球知名 Climate Group 所推廣的 EP100+RE100

理念十分相近。 

 

 

圖 12、透過智慧城預留「風道」達到微環境優化節能 

 

第二層次的能源管理則是太陽能發電、儲能及家庭能源管理系統

（HEMS），透過網路通訊最大化地使用在地生產的能源，利用 FIT 補貼優

勢並減少輸配電損失。儲能實施方面除了部分家庭配備有儲能設備，並利

用電動車（V2G）作為儲能設備。惟目前 V2G 與電動車快充系統使用兩套設

備：V2G 使用單相/200V/5kW 之獨立逆變器而電動車平日充電則使用另一套

三相/200V/50kW 充電樁。如此，V2G 之運用會有侷限性，且設備之投資與

保養費用勢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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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V2G 與平時電動車充電使用兩套設備 

 

第三層次的能源管理是透過每月由城市管理中心寄發之用電分析報表。

透過 HEMS 與發電、用電、儲能設備間通訊收集到的資料，彙整到城市管理

中心並進行分析，將分析結果提供給住戶作為未來優化用電的參考。 

 

第四層次的能源管理提升到活動規劃層次。這些包含: 

1.交通：建立共同租賃系統，減少使用私家車需求。 

2.貨物運輸：社區內設置 Next Delivery System, 物流包裹送到共同的收

取點，城市管理公司用網路通知住戶，住戶打開電視收到提領包裹訊息

後再步行或騎自行車前往取件。如此可大幅節省物流業者在智慧城內小

巷道穿梭的時間及減少汙染排放。 

3.SST Square：城市管理公司與鳶尾書店合作，在休閒健康主題館內除養

生運動等主題書籍外，搭配瑜珈、Starbucks 等會館。家庭親子主題館內

除食譜童書類主題書局外，亦搭配烹飪教室等活動教室。如此各種活動

可在同一建築物內進行、提高誘因並減少交通需求，並可即知即行創造

正面循環。 

4.Wellness Center：城市管理公司與學研合作經營安親班、托嬰中心，並

安排各種活動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在此共同進行活動，達到世代融合、交

流、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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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穿整個藤澤市永續智慧城的規劃，除了上述科技與人文的想法，還

有商業模式的串聯。這可以從智慧城的開發商 Panasonic 透過 SST 轉型從

「設備供應商」變成「家庭自動化解決方案提供者」，城市管理公司透過

地方創生商品、建立社區平台提供服務預約、防災推送等信息，提高與保

持社區價值，到成立 Incubator，提供新創事業發展的空間等。 這些都是

未來國內規劃智慧城值得參考的重點。換言之，國內發展智慧城亦必須具

備商業價值：要有「開發商」及「營運商」合作，而以「開發商」作為系

統整合業者，相當於「營造業」。分階段營造智慧城區，再由城區客戶採

購並支付營運費用，如此逐區發展終成為整個智慧城。 

 

另外日本 ECHONET Consortium 及 Japan Smart Community Alliance

（JSCA）指派專家於今年十月八日來台講解智慧家電的互通性標準及其示

範應用。據此，台日雙方可以針對 SST 之相關法規、示範計畫等作深度會

談。 

 

二、 日本電氣安全與環境研究所 JET  

JET 的業務範圍跟標準檢驗局的標準、檢測及驗證業務非常相似，都是

替消費者及使用者的安全把關，同時是引領產業前進的先驅，並與國內檢

測機構已有良好之合作關係。JET 發展至今能有這樣的規模及能量，也是兢

兢業業地不斷累積自身的實力，並懷著為產業服務精神，更不斷地接收新

的資訊而向外擴展業務，是一個非常值得敬佩的檢測驗證機構。從 JET 實

驗室的管理更了解日本人做事的嚴謹，這也值得國內檢測驗證機構效法。 

 

台灣於今年通過「再生能源發展條例」修正案，定下 2025 年再生能源

達 27 GW 的目標，包含鼓勵綠電自由市場及公家機關與用電大戶設置綠能

等措施。由於再生能源發電具不穩定的特性，台灣目前也正積極發展具智

慧化之發電、輸電、配電及用戶的整合性電力網路，以提升電力系統運轉

效率、供電品質及電網可靠度，並促進再生能源擴大應用與節能減碳之政

策目標。經由此次參訪與技術交流更了解在智慧電網、智慧家電以及新能

源產品檢測方面，於未來將有更多合作機會替國內業者創造更多出口日本

之機會。 

 

三、 日本海事協會 Class NK 

日本近幾年，為因應減碳議題，積極、大力的推動再生能源及節能發

展，離岸風電的開發也是目前的重要項目之一，為了因應臨海區域水深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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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日本已經著手朝向浮體式離岸風力機進行研究開發，目前研發成果亦

可謂世界先驅之一，而日本政府亦以示範合作計畫的方式，讓業界、學術

與研究單位共同參與之外，亦讓 Class NK 驗證機構參與其中，構成完整的

風電設計、製造、驗證之完整產業鏈，藉由讓實際案例的執行，上中下游

皆獲取離岸風電之開發經驗。 

 

有鑒於臺灣與日本皆為颱風與地震頻繁的國家，且臺日雙方皆有共同

發展與建置離岸風電驗證技術的目標，雙方在標準、檢測驗證以及法規制

度等，都處於學習發展階段，離歐洲較為成熟的風電產業仍有一段空間，

且目前國際間驗證機制也於 IEC 轉換為 IECRE 之過渡轉換期，日本為 IEC

會員國，未來期能與 Class NK 持續的配合，於風電標準、實際案場聯合驗

證，抑或是先導型研究等，展開更多合作的契機。 

 

四、 京都大學原田教授實驗室 

1.IEEE 802.15.4 定義物理層（Physical Layer, PHY Layer）與媒體控制

層（Medium Access Control Layer, MAC Layer），適用於低耗電且低

資料率（Low Power and Low Data Rate）的無線個人活動空間網路

（Wireless Personal Area Network, WPAN）即短距離內之通訊傳輸規

範。IEEE 802.15.4g 則係補充 IEEE 802.15.4，而係適用於低資料率之

智慧電表等的無線傳輸。 

2.各個標準制定團體係研訂標準，譬如：IEEE 802.11 無線區域網路（LAN）

係由WiFi聯盟採用並予推廣；同理，IEEE 802.16無線都市區域網路（MAN）

係由 WiMAX Forum 推廣；而 Wi-SUN 聯盟係採納並推廣 IEEE 802.15 無線

智慧公用事業網路（Smart Utility Network, SUN）之團體。SUN 係基於

IEEE 802.15.4g 射頻（RF）及 IPv6/6LowPAN，適用於 FAN 及 HAN、國內

資策會及工研院均為 Wi-SUN 的 Contributor Member，而 NextDrive 公司

為 Adopter Member。 

3.Wi-SUN 剖繪（Profile）綜述如下： 

(1)Wi-SUN 工作組包括：由 ECHONET WG 建構 HAN，由 FAN WG 建構 FAN，

二者均採用既有的通訊協定，而二者之間僅HAN採用802.15.10 Layer 

2 Routing，而 FAN 採用 RPL（Routing Protocol for LLNs, Low Power 

and Lossy Network）而有所不同，此外，FAN 的安全驗證同 WiFi 採

用 802.1x Extensibl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相對於 HAN 採用

PANA（Protocol for Carrying Authentication for Network A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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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 IETF（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的協定。亦即二者皆

採用既有的通訊安全協定。 

(2)Wi-SUN 另設兩個工作組：JUTA WG 及 RLMM WG，因係天然氣或瓦斯表

之通訊，數據量少，遂不採用載波偵聽多路存取（Carrier Sense 

Multiple Access, CSMA）而係採用極低耗電的 F-RIT

（Feathery-Receiver Initiated Transmission）MAC 協定。 

(3)在低耗電的無線區域（LPWA）協定當中，802.15.1 係規範

WPAN/Bluetooth；802.15.5 係規範 Mesh Network；802.15.10 係規

範 Layer 2 Routing；802.15.5 係規範 ZigBee。 

4.Enhanced HAN 的 Connecting Sequence 係在原 HAN 的 Connection 部份另

加 Sleep Device 及 Relay 兩個中間層，前者適用於儲能而後者適用於移

動式家用電器（Home Appliance Device, HAD）。原田教授表示：相關

測試標準已公佈在 Wi-SUN 網站。 

5.欲比較低耗電廣域（LPWA）通訊協定應從以下六方面近行評比：是否可

免頻段執照、傳輸率（Transmission Rate）、傳輸範圍、傳輸所需的電

源功率、支援 IP 通訊的能力、空中編程（On-The-Air Update, OTA Update）

能力等。 

6.欲比較 IoT 系統，應從以下七個方面進行評比：標準化程度、製造廠數

目、不與第三代夥伴計劃（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 3GPP）

相競爭、OTA Update 能力、通訊範圍須在 sub-GHz 之下達數百公尺、支

援多跳接能力、易應用於傳統無線系統環境譬如 WiFi 等。 

7.經由原田教授的測試，Wi-SUN 的通訊範圍達 600m（可視距離）或達 300m

（不可視距離）。係要求接收功率大於-90dBm 且封包錯誤率（Packet 

Error Rate, PER）小於 10%，後者係對於 250 octets 八位元組（Byte）

的 PSDU（PLCP Service Data Unit,即：Physical Layer Convergence 

Protocol）所評比者。換言之，必須要有多跳接功能。 

8.國內 NextDrive 公司製成具有 WiFi、BLT、Wi-SUN 功能的 IoT 閘道器，

京都大學與 NISSAN 製成 Wi-SUN FAN 模組。據之可經由多個閘道器而與

上游之 3G、4G 等通訊系統相聯網。 

9.原田教授實測家庭健康照護功能包括：病（老）人移動位置、血壓、血

糖等健康數據、氣溫、灰塵粒子、照度、耗電等之監測，並據之經由大

數據分析對於病（老）人猝死、中風等風險進行預防。 

10. 國內正積極推動智慧城市及能源互聯網，相關的無線通訊遂必須符合上

述第 5、6 兩項之要求。低耗電的目標係指在通訊器材的生命週期不須更

換電池。在智慧社區方面，國內亟待加強的是老人照護，包括遠端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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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障者輔具、病況量測、照護與診斷分析、預警、老人意外之防範等，

如此，發展出老人與殘障的照護產業。在智慧城市方面，亟待加強的是

環保防汙、交通運輸、治安、能源、娛樂、休閒等管理之智慧化。在能

源互聯網方面，重點在於配電系統管理與需求面管理包括：自動需量反

應、分散式電源、能源市場、容量市場及輔助服務市場等相關個體（Entity）

或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之間的互通性。 

 

另外原田教授也同意指派 Wi-SUN Alliance 的專家於十月八日赴台講

解 Wi-SUN 在 Extended HAN（家庭區域網路）方面的發展動向包括：電動車、

儲能等 Wi-SUN 的測試標準、Wi-SUN 在社區照護、瓦斯（天然氣）表等示範

計畫以及與 4G、5G 網路聯網等之應用。 

 

五、 日本品質保證機構 JQA 

從個人到企業，5S 已落實到日本生活文化。每日整理整頓活動已成生

活的一部分。從另一角度深入觀察，日本凡事都在執行防微杜漸工作，從

小細節要求著手。因此很難看到不按 SOP 執行的工作，更難發現工作沒有

SOP，或空有 SOP 卻窒礙難行的工作。以上都是執行檢測驗證行業必須隨時

追蹤落實的工作態度，在 JQA 幾乎每一角落隨時在發生。 

 

JQA 相關實驗室對於基本的工作環境管理落實相當徹底，主因於有時在

進行設備驗證時委託單位也會派員觀看設備驗證過程，有紀律的試驗室環

境管理會讓委託單位對於檢測驗證結果有更高的信賴度，這些檢測驗證實

驗室的管理值得國內相關單位學習與落實。 

 

JQA 是日本頗負盛名之績優驗證機構，其國際化腳步領先日本在地其他

檢測機構。在國際上也是國際知名之標竿驗證機構。JQA 自 1985 年被日本

政府指派參加台日技術交流合作計畫以來，已成為台灣檢測業界長期夥伴，

對我國檢測業的技術傳承，打下厚實基礎。如今，JQA 已發展成日本及 ISO

管理系統產品驗證於一體，提供整合性一站式服務之驗證機構。其證書信

賴度也是業界第一。從服務角度切入，整合品質系統驗證服務，產品驗證

國際化等，已完成系統化整合服務鏈，每年辦理無數場次說明會，傳遞最

新驗證訊息，是業界信賴的驗證夥伴。是我方學習的標竿。 

 

日本與台灣經濟發展條件相類似，如天然資源匱乏，處於天然災害劇

烈之高風險地帶。推動綠能產業，需要從制度面，一步一腳印努力，如推

動工廠製程 AI 自動化、再生能源產業設備驗證，推動綠電憑證制度等，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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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產業提升競爭力的過程扮演關鍵角色。現今技術日新月異，JQA 仍保持業

界領先的口碑，很值得台灣檢測驗證產業學習。 

 

若論 JQA 最值得學習之處，或說日本最怕我國趕上的地方，就是「凡

事從小處要求之一絲不苟的工作態度」，「奉獻給機構希望更茁壯蓬勃發

展的企圖心」，其餘就是引進國際最新資訊與技術服務產業。學習新技術

只是表象，如何落實進而展現績效，就需要上述態度與企圖心。 

 

JQA 為標準檢驗局在日本唯一認可驗證機構。本次參訪後團隊一致認為

有必要繼續尋求更擴大技術合作。如新領域驗證：功能性安全驗證，服務

型機器人驗證，汽車零組件品質驗證，又如研究再生能源憑證機制度設計，

台灣方面未來將就台灣再生能源憑證運作經驗與日本品質保證機構 JQA 持

續交流。 

 

六、 日本與台灣檢測驗證機構合作 

日本與台灣檢測驗證機構間的合作關係，近年來隨著台灣方面檢測驗

證能量的提升，已經從過去的單方向學習逐步進展到雙邊交流。台灣和日

本由於產業性質相近，在實驗室相關認可方面推動上，也對雙邊的檢測驗

證機構帶來實質效益。本此考察，台日雙邊討論未來可交流合作項目。後

續建議可將整合雙邊可交流合作項目，協同推動日本與台灣檢測驗證機構

合作。 

陸、 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