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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日本幾乎所有的消防安全設備之檢定、認定、認證或稱評價，均係透過民間機構

執行，政府在這方面則負責現場設置後之安全檢查，而本次拜會日本消防檢定協會與日

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主要係為研究消防安全設備自願性認定及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

價制度，兩機構對於此兩制度均為日本總務大臣之登錄機關，在消防安全設備自願性認

定部分，兩機構分別依其意願、能量負責不同之品目，但仍依法定之內容執行業務；特

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部分，日本於 2014 年導入性能設計概念，並修正消防法，使民

間可以採用同等以上之消防安全設備設計，但須經政府登錄之機構進行評價，經產官學

界之分工，使火災預防更加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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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基於政府人力有限，為確保法定應經核准或認可品目以外，經公告實施自主認

定之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產品品質，並善用民力，推動廠商建立自主品管機制，運

用國內外第三公證機構檢測能力，透過經中央主管機關登錄之認定機構協助辦理該

消防機具器材設備之符合性評鑑，供民眾安心使用，內政部於 108 年 2 月 15 日發

布「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自主認定作業要點」。 

        我國於消防機具器材及設備自主認定部分，尚處於起步階段，查日本消防安全

設備自願性認證及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制度推行有年，本次於 108 年 9 月 2 日

至 6 日拜會東京消防廳、日本消防檢定協會及財團法人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等相

關單位，以瞭解當地相關火災預防制度及法規，透過此次機會分享彼此推動政策之

心得，作為本署日後消機具器材及設備自主認定及審核認可等制度面及各類場所消

防安全設備設置標準等法規面，各項火災預防工作之參考，並建立溝通交流管道、

與世界接軌，期許促成國際間相互承認認可產品。 

 

貳、 行程概要 

日期 
起迄地點 行程概要 

月 日 星期 

9 2 一 臺北-東京 啟程 

9 3 二 日本東京 拜會東京消防廳 

9 4 三 日本東京 拜訪日本消防檢定協會 

9 5 四 日本東京 拜訪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 

9 6 五 東京-臺北 返程 

 

 
表 1：本研究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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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參訪過程 

        本次研究主要係針對日本消防安全設備自願性認證及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

價制度之推展，實地瞭解其執行現況。經拜訪日本消防檢定協會及日本消防設備安

全中心，透過會中簡報及討論後，茲彙整所見分述如下： 

一、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 

(一) 成立與發展沿革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自 1963 年依據消防法成立以來，為了確保消防機具器

材之品質及性能，接受檢定及受託評價等業務，近年除了調查與研究重大技術

創新的消防機械設備外，亦向總務大臣提供技術問題之諮詢，並從各國收集技

術信息以合作制定國際標準。此外，也積極地從事國際活動，例如接受國際學

生實習，並通過官方雜誌(例如「檢定協會新聞」和「檢定時報」)和網站介紹

各式各樣的活動。 

時間 沿革 

1963 年 10 月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成立 

1964 年 1 月 開始消防用機械器具檢定業務（強制性） 

1985 年 開始受理國外檢查資料業務 

1988 年 11 月 開始特定消防機器鑑定業務 

1997 年 1 月 成立虎之門事務所；開始放水型撒水設備評價業務 

2001 年 6 月 開始認定業務 

2004 年 6 月 開始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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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4 月 鑑定業務廢止及開始受託評價業務 

 

(二) 組織架構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本部位於東京都調布市，屬於日本消防大學校區內，本

部設有業務企劃室、總務部、企劃研究部、警報設備部及消防滅火設備部，並

有各類消防安全設備之試驗場地，此外，還設有大阪支所及虎之門事務所： 

 

 

 

 

 

 

 

 

 

 

 

 

 

表 2：日本消防檢定協會沿革摘錄 

圖 1：日本消防檢定協會本部試驗設施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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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日本消防檢定協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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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業務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主要業務有下列幾項： 

1、檢定業務：基於法令規定之基準，對火災預防、滅火及人命救助所需之重

要消防用機械器具進行試驗，檢定品目計有 12 項，如：滅火器、滅火器使

用之藥劑、撒水頭、感知器、受信總機、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緩降機等。 

 

 

 

 

 

 

 

 

 

圖 3：日本 12 項消防安全設備檢定品目 

圖 4：撒水頭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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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託評價業務：基於廠商之要求對消防用機械器具進行評價，所受理的都

是前項檢定品目以外之消防用機械器具，其中又可分為認定評價、品質評

價及特定機器評價。 

 

 

 

 

 

 

 

 

 

 

 

 

 

 

 

 

 

 

圖 5：日本消防檢定協會認定品目及標示 

圖 6：消防水帶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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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滅火罐試驗 

圖 8：居家消防安全設備及其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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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性能評價業務：即本次研究之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制度，詳細之內容

將於後續說明。 

4、提供總務大臣意見諮詢。 

5、調查研究業務：成立規格研究委員會以優化現行之技術基準，為新興之消

防安全設備建立技術基準，或審查無法歸類於現行技術基準之新設備；同

時亦收集國外文獻及消防安全設備資料。 

 

 

 

 

 

 

 

 

 

 

 

 

 

 

 

 

圖 9：低發泡泡沫滅火試驗 

圖 10：偵煙探測器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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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國際合作：參與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召開亞洲防火檢查會議、接受國

外人員實習等。 

7、宣傳：定期出版檢定協會新聞及檢定時報，寄送全國消防機關；參加各類

消防展覽，促進消防產業之交流；成立消防安全設備展覽館，每年 4 月對

外開放展示，也接受有興趣之團體洽詢參觀。 

 

 

 

 

 

 

 

 

 

 

 

 

 

 

 

 

 

圖 11 及圖 12：檢定協會新聞及檢定時報 

圖 13：消防安全設備展覽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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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 

(一) 成立與發展沿革 

    日本消防安全設備中心於 1975 年 8 月 1 日經總務大臣許可而成立，成立

後積極開設各種培訓課程，用於培訓各類的消防防災關係技術者（即類似於

我國之消防安全設備師、士），並透過認定與評定制度，確保消防安全設備之

品質與性能，也進行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消防防災資訊通信系統的檢

查設計，消防防災的國際合作與研究，協助違反消防法令案例蒐集及宣導，

各種出版物的發行，與各地消防器材協會和消防防災事業進行合作。 

時間 沿革 

1975 年 8 月 日本消防安全設備中心成立 

1976 年 12 月 開始消防防災用設備機器認定業務 

1981 年 4 月 開始受理防災行政無線通信施設調査設計委託業務 

1982 年 8 月 開始消防防災用設備性能評定業務 

1986 年 3 月 開始消防防災系統評價業務 

1986 年 6 月 開始消防緊急通信指令設施調査設計業務 

1986 年 12 月 開始地下街防火安全計畫評定業務 

1991 年 5 月 開始消防用設備檢修標示制度 

1991 年 10 月 開始住宅用防災機器推廣業務 

1993 年 6 月 開始綜合操作盤評價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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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10 月 開始移動式消防幫浦維修保養人員訓練業務 

1995 年 5 月 開始氣體滅火設備評價業務 

1997 年 9 月 開始依照綜合消防防災系統指南進行評價 

2004 年 6 月 經總務大臣登錄為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之檢定機關 

2004 年 9 月 
經總務大臣登錄為消防用設備機器認定機關、消防設備檢

查人員訓練機關及消防列管場所檢查人員訓練機關 

 

(二) 組織架構 

    日本消防安全設備中心本部位於東京都虎之門，直屬設有總務部、企劃研

究部、業務部、製品認證部、技術部及情報通信部等，並於大阪及名古屋分別

設有分部，此外，並設有各種委員會、防災製品產品責任中心、缺失糾正支援

中心及海外消防情報中心，涉獵業務範圍廣泛。 

 

 

 

 

 

 

 

 

 

 

表 3：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沿革摘錄 

圖 14：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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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業務 

    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主要業務有下列幾項： 

1、消防防災相關技術人員培訓業務：辦理許多消防防災相關的培訓課程，如：

消防設備檢查人員課程、防火管理場所檢查人員課程，防災管理檢查人員課

程及自衛消防編組課程等。 

 

 

 

 

 

 

 

 

 

 

 

 

 

 

 

 

 

圖 15：消防幫浦測試教學 

圖 16：自衛消防編組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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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防防災用設備機器認證業務：包含消防設備認定、消防防災用設備機器性

能評定及推薦優良消防防災製品。 

 

 

 

 

 

 

 

 

 

 

 

 

 

 

 

 

 

 

 

圖 17：泡沫滅火設備試驗 

圖 18：簡易自動滅火設備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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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防火安全性評價業務：包含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消防設備系統評價及

氣體滅火設備評價等。 

 

 

 

 

 

 

 

 

 

 

 

 

 

 

 

 

 

 

 

圖 19：銀座大樓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 

圖 20：氣體滅火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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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防防災情報通訊系統調查、設計及施工監造業務：包含各級政府單位之防

災行政通信資訊系統、消防機關指揮中心指派系統及消防機關通信資訊系統

等。 

 

 

 

 

 

 

 

 

 

 

 

 

 

 

 

 

 

 

圖 21：通信基地台監造 

圖 22：指揮中心派遣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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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消防防災相關調查研究業務：為了預防火災等災害，降低災害造成之傷害，

並檢討災害發生之原因，進行各種研究，同時也為了提升消防防災之相關技

術，自行研究有關資訊通信技術、大規模災害消防防災體系建立、優化現行

之各類消防安全設備。 

 

 

 

 

 

 

 

 

 

 

 

 

 

 

 

 

 

 

圖 23：煙流模擬試驗 

圖 24：燃燒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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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消防防災相關國際合作業務：提供無償協助，如捐助各式消防車、救護車及

無線通訊系統等，或提供有償的技術支援，此外，亦對開發中國家提供消防

組織的規劃、消防培訓等支援。 

 

 

 

 

 

 

 

 

 

 

 

 

 

 

 

 

 

 

圖 25：國際合作支援分布圖 

圖 26：國外技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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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消防防災相關書籍出版業務：出版各類課程用書、消防實務書籍、法令彙編

及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月刊。 

 

 

 

 

 

 

 

 

8、優化基本業務及與他機關之合作。 

9、消防防災相關福利、保險協助業務。 

 

 

 

 

 

 

 

 

 

圖 27：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月刊 

圖 28：消防防災相關福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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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缺失糾正支援業務：製作法令宣導手冊等發送消防相關人員；舉辦消防安

全設備講座，分享各式消防安全設備，或未來趨勢；蒐集消防安全設備發

生事故之資料，或違反消防法規案例，舉辦研討會，供廠商與消防人員共

同討論。 

 

 

 

 

 

 

 

11、消防防災相關產品事故責任諮詢調解業務：消防機關或民眾使用消防防災

相關產品發生事故時，可透過防災製品產品責任中心進行諮詢或調解。 

 

 

 

 

 

 

 

 

 

圖 29：消防法令缺失糾正實務研修會 

圖 30：防災製品產品責任諮詢協商宣導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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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際消防資訊蒐集業務：蒐集世界各國消防相關資料，撰擬成報告，供國

內外參考，也將日本消防相關法令或制度翻譯成英文，供國外了解。 

13、消防防災相關人員網路交流平台維運業務：建立消防交流廣場網站，供消

防相關人員交流分享。 

 

 

 

 

 

 

 

 

 

 

 

 

 

 

 

 

 

圖 31：消防交流廣場網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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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消防安全設備自願性認定制度 

(一) 法源及相關規定 

    在日本除了應經檢定之 12 項品目及需自主表示之 6 項品目外，在法定之

部分場所設置之消防安全設備其性能品質亦應符合政府規範之技術基準，然

而，要求消防安全設備業者自行確保其產品應符合技術基準，將對業者造成極

大的負擔，因此，推動了消防安全設備自願性認定制度(以下簡稱為自願性認

定)，同時亦給予業者福利，如經自願性認定之消防安全設備，在消防機關檢

查時，得免予進行個別性能測試，自願性認定主要規定如下： 

1、消防法第 17 條之 3 之 2：「第 17 條第 1 項的防火對象物中，特定防火對象

物及其他政令規定之關係者，在設置按照同項政令或以此為基準的命令、

或依同條第 2 項規定為準之條例的規定之技術上基準（若為第 17 條之 2 之

5 第 1 項前段或前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的情況，則當作適用於第 17 條之 2 之

5 第 1 項後段或前條第 1 項後段規定之技術上基準。以下稱「設備等技術

基準」。），或依據設備等設置維持計畫，而必須設置之消防用設備等或特

殊消防用設備等（政令規定物除外。）後，根據總務省令規定，必須向消

防長或消防署長申報其主旨，並接受檢查。」 

2、消防法施行規則第 31 條之 4：「(第 1 項)消防廳長官可對依次條規定登錄之

法人進行消防用設備等或其中部位之機具是否符合該消防用設備等或其中

部位之機具相關設備等技術基準之全部或其部分之認定(於次項及次條稱

「認定」。)。(第 2 項)接受前項登錄之法人(於次條稱「登錄認定機關」。)

於認定完消防用設備等或其中部位之機具時，可於消防用設備等或其中部

位之機具貼付上符合消防用設備等或其中部位之機具相關設備等技術基準

之全部或其部分之標示。(第 3 項)前項標示事樣式由消防廳長官規定。」 

    消防法施行規則第 31 條之 4 內所稱之登錄認定機關現有包含本次拜會之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及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在內共計 8 家機關，分別負責之項

目合計有 38 項，其項目與標示圖樣分別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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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認定品目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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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日本消防檢定協會等 3 家機構認定品目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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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電線綜合技術中心等 4 家機構認定品目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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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定流程 

消防安全設備業者應依消防法規定項登錄認定機關申請認定，登錄認定機

關則依據省令或公告之技術基準予以認定，經過認定並附加標示後才能設置，

以下則引用日本消防檢定協會之流程圖： 

 

 

 

 

 

 

 

 

 

 

 

 

 

 

 

 

 

(三) 小結 

    日本對於消防安全設備之構件均有其技術基準予以認定，其做事之細緻程

度可見一斑，也由於對消防安全設備之重視，推動自願性認定時，納入了各類

的消防安全設備，但這也是政府對於民眾之保障，當越多消防安全設備業者願

意加入自願性認定制度，則民眾越能對消防安全設備保有信心，尤其日本前有

案例，消防安全設備業者因於場所設置不良之產品，最後遭判賠高額賠償金，

最後導致公司倒閉，這也使日本之消防安全設備品質始終優良。 

圖 35：日本消防檢定協會自願性認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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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制度 

(一) 法源及相關規定 

    日本因為近年來，各類場所迅速增加，建築物越來越高，構造越來越複雜，

其用途和使用形式也趨於複雜與複合，基於這種情況，日本開始導入性能式設

計概念，以便於靈活地應對新技術的使用，而這些新技術並不是原有的法規所

能規範的，所以日本於 2004 年 6 月 1 日針對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新修相

關規定，主要摘列如下： 

1、消防法第 17 條第 3 項：「第 1 項的防火對象物(學校、醫院、工廠、辦公場所、

娛樂場所、百貨公司、旅館、餐廳、地下街、複合用途防火對象物及其他依

政令規定之防火對象物)之關係人，當不用同項政令或以此為基準之命令或

以前項規定之技術上基準做設置及維持的消防用設備時，而採用特殊消防設

備等及其他設備（以下稱「特殊消防用設備等」。），同時該關係根據總務省

令規定而做成之特殊消防用設備等之設置及維持之相關計畫來設置及維

持，並得到總務大臣之認定，則關於該消防用設備等（只限使用取得認定的

特殊消防用設備等。），前二項的規定不適用。」 

2、消防法第 17 條之 2：「(第 1 項)欲得到前條第 3 項之認可者，必須事前接受由

日本消防檢定協會（以下於本章稱為「協會」。）或得到總務大臣登錄之法

人舉辦之性能評價（係指根據設備等設置維持計畫而設置以及維持之特殊消

防用設備等的性能評價。以下本條及第 17 條之 2 之 4 亦同。）。(第 2 項)欲

接受性能評價者，根據總務省令規定，必須於申請書附上設備等設置維持計

畫及其他總務省令規定之文件，向協會或前項規定之得到登錄之法人提出申

請。(第 3 項)協會或第 1 項規定之得到登錄之法人，當有前項之申請時，根

據總務省令規定，必須對該申請進行性能評價，並將性能評價之結果（次條

第 1 項及第 2 項之「評價結果」亦同。）通知前項之申請者。」 

3、消防法第 17 條之 2 第 1 項：「總務大臣針對依據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獲得認

定之特殊消防用設備等，有符合以下任一條款時，得使該認定失去效力。一、

當明確判別以不實或其他不正當手段取得該認定或次項之承認時。二、當認

定並未依照設備等設置維持計畫設置或維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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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總務省消防廳統計至 2018 年 3 月 30 日止，通過認定之特殊消防用設備

性能評價共計有 67 件，表列如下： 

 

 

 

 

 

 

 

 

 

 

 

 

 

 

 

 

 

 

(二) 評價流程 

    由於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屬於性能式設計，所以日本直接規範應先委

由日本消防檢定協會或經登錄之機關(如：日本消防設備安全中心)進行性能評

價，取得評價結果後，併同設置維護計畫書向總務大臣提出申請，總務大臣會

通知有關之消防機關首長檢視性能評價之內容，並提出意見，最終確認符合該

防火對象物所需消防安全性能時，總務大臣認定該特殊消防用設備之性能評

價。 

圖 36：特殊消防用設備品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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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結 

    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主要係針對高層化、複雜化、多元化之場所及建

築，能透過民間機構之前期審查，對於消防安全設備設計逐一確認，係對火災

預防之一大保障，尤其日本還要求場所或建築之關係人，應對該性能評價之項

目提出維護計畫，即是落實「自己財產，自己保護」之概念，唯有場所或建築

之關係人將設置於自身周遭之設備放在心上，火災預防才能更往前推進，政府

也能將更多的心力用來發展更新的制度。 

 

 

圖 37：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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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 

    我國之消防安全設備法規大多學習自日本，本次研究即從源頭回溯，探討日

本法令形成之緣由，日本對於消防安全設備之規範完全展現其一絲不苟之精神，

消防安全設備之設計可分成 ROUTE A、B、C，日本對於此 3 個階段之分類相當落

實，本次研究之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制度，即屬於 ROUTE C 的範疇，而且當

特殊消防用設備訂定出技術基準後，便會將該項目轉為一般之認定品目，使消防

安全設備業者能簡化其申請流程，政府與民間機構亦能提升行政處理效率。經過

本次參訪，日本之法規體系、審查機制及管理模式，對於我國未來修正法令之方

向頗有參考價值，參酌其優點，提出數點淺見如下： 

一、 推動自願性認定建議：自願性認定在日本雖為消防法明訂之規範，但仍是由

消防安全設備業者自行申請，對於已建立品牌形象之大公司而言，其品牌對

於民眾即是一種可靠，但若為一般中小企業，則民眾大多較不熟悉，遑論自

願性認定之品目甚至包含電線或電池設備等，平常民眾對該類產品均屬陌

生，如能有經政府登錄之機構予以認定，則應使民眾對於選擇產品更具信

心，因此，日本推動自願性認定時，當消防安全設備業者之產品通過自願性

認定，則消防機關在現場審查時得免予個別實施性能試驗，使業者有更大意

願加入此一制度，對應設該類消防安全設備之場所給予更大的信心與保障。 

二、 特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由登錄機關執行：在日本無論是檢定、認定或是特

殊消防用設備性能評價等制度，均從法源訂定由經政府登錄之民間機構辦

理，制度之形成必有其背景與成因，日本從早期即對消防安全設備之發展極

為重視，產官學界之交流發展亦相當蓬勃，因此對於民間機構之形成有強大

的助力，有這些基礎構成，消防安全設備之相關制度則能順利推展，消防機

關也更能專注於火災預防、災害搶救及緊急救護等本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