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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是我第三大貿易夥伴及外資與技術的主要來源之一，臺灣

是日本第三大貿易夥伴。111年全年我國對日出口為 336.18億美元，

對日進口為 545.99 億美元，貿易逆差 209.81 億美元。 

日本為全球第 2大工具機製造國、第 4大工具機零組件進口國，

是我國零組件第 3 大出口市場。日本政府為因應地緣政治以及疫情

造成的供應鏈影響，提出「供應鏈改革」政策，鼓勵日企回國生產，

以加速日本製造業回流，而臺灣精密零組件自製率高，除彈性的客製

化生產模式外，亦可快速回應客戶端特別需求，日本高階工具機業者

採用我零組件愈來愈多，110年我零組件出口總額達 1.2億美元，年

成長率 65.4%。 

日本也是臺灣五金的第 5大出口市場，日本業者高度重視品質、

技術工藝及客製化，而臺灣作為全球水五金、手工具及扣件重要供應

國，具備創新研發實力，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與日本互為優良合作

夥伴。 

鑒於 111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受通膨等因素，致終端需求走弱，對

我機械、扣件等產業出口造成影響，為提振出口動能，爰推動「出口

行動專案」，籌組規模達百人之精密零組件及五金產業赴日本大型拓

銷團，該團有 56家機械及五金廠商等 110 位團員參與，與 120 位買

主舉行 200 場次洽談，為彰顯本局對該活動之重視，由李副局長冠

志赴洽談會開幕致詞與業者座談，並藉此機會拜會大阪世博會主辦

單位、大阪商工會議所及政府機構、安排媒體採訪等，提升本團曝光

度以協助我國業者爭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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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及目的 

鑒於 111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受通膨等因素，致終端需求走弱，

對我機械、扣件等產業出口造成影響，為提振出口動能，爰推動

「出口行動專案」，籌組規模達百人之精密零組件及五金產業赴日

本大型拓銷團。因疫情影響，精密零組件海外拓銷團於 109 年停

辦，110 年辦理線上洽談，隨著全球疫情趨緩，111年擴大規模籌

組該團，共徵集我國 40家精密零組件業者及 16家五金產業業者，

共計 56家 116位企業代表一同赴日拓銷。 

為彰顯本局對該活動之重視，由李副局長冠志赴洽談會開幕

致詞與業者座談，此行特別拜訪大阪商工會議所，並與日本工作機

械輸入(進口)協會及台灣機械公會日本東京事務所進行座談，共

同討論日本政府提出「供應鏈改革」的措施下，臺日企業將如何繼

續合作，提升我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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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過程 

一、「精密零組件及五金產業赴日拓銷團」 

(一)洽談時間：111 年 11月 29日(二)及 12月 1日 

(二)與會人員及團員名單 

1.精密零組件團員名單 

序號 公司名稱 產  品 

1 化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農業機械及建設機械之鍛造、鑄

造、鋁壓鑄 

2 北展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鍛造件、鑄件 

3 竝凱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銅棒/銅製品 

4 迎盛股份有限公司 客製化板金加工服務 

5 千琦實業有限公司 客製組裝零件、彎管加工 

6 昌達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零件、汽車零件、流量相關零件、

各式組裝件 

7 佳燁精密鑄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閥、泵浦等脫蠟鑄造之零件 

8 勤通精密企業有限公司 
板金成型、模具開發、塑膠成型、鑄造

成型 

9 奇鈺精密鑄造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鑄造零件 

10 中騰融通有限公司 精密金屬零件製造 

11 恆宇精密鋼模股份有限公司 電子、醫療、光學、半導體、機械 

12 飛捷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機械零件、傳動零件、汽動工具零件 

13 建典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車修加工品(汽機車零件、油空壓零件、

電子零件 

14 時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零組件 

15 國敏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五金零件製造加工 



 

3 

 

序號 公司名稱 產  品 

16 貫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汽機車齒輪、汽機車平衡軸、凸輪軸 

17 鑫宏益科技有限公司 模具開發、塑膠射出 

18 皇亮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醫療零件、車銑加工零件 

19 精穩企業有限公司 粉末冶金製品 

20 今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縫紉機零件、微創手術刀片 

21 久大軸承有限公司 軸承 

22 駿青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零組件 

23 凱賀精密機械有限公司 齒條 

24 高鹿興業有限公司 壓力比例閥、流量比例閥 

25 坤豐金屬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電子沖壓零組件、各式金屬產品代

工 

26 旻成齒輪股份有限公司 齒輪 

27 立多祿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滾針軸承 

28 王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屬鍛造件 

29 生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零組件加工製造 

30 成翌股份有限公司 精密鑄造品、粉末冶金品、壓鑄品 

31 卜威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塑膠模具及成品生產、鋁壓鑄模具及成

品生產及加工 

32 崧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氣動工具、塑膠射出 

33 台灣清一股份有限公司 電動機零件、客製化馬達 

34 台灣向大企業有限公司 各種 OEM零件 

35 義高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鋅鋁合金壓鑄件、鋁合金重力鑄造件、

脫臘鑄造件、冷、熱鍛造件 

36 光隆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風力發電類：自動器本體 機械零件類：

建築機械、農業機械、工作母機、汽車



 

4 

 

序號 公司名稱 產  品 

零件 

37 山崎金型企業有限公司 
精密塑膠模具、塑膠射出生產、半導體

模具、連接器模具零件、精密治具 

38 曜碁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模具、塑膠射出製品、汽、機車接頭 

39 裕鴻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CNC車床製品 

40 宇鈞精密股份有限公司 
冲壓模具、模具工件、半導體封装模具

工件 

 

2.五金團員名單共 16家 (序號接續上頁) 

序號 公司名稱 產  品 

41 野象股份有限公司 

端子壓接工具(一般/防水)、同軸電纜

剝線鉗、網路端子壓接工具、太陽能端

子壓接工具、不鏽鋼束帶剪 

42 伯獅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木結構用螺絲、鑽尾螺絲、木螺絲、不

鏽鋼螺絲、自攻螺絲 

43 保力德股份有限公司 
汽車/工業/建築用螺絲、螺栓、螺帽、

沖壓、車修產品 

44 全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木螺絲、自攻螺絲、機械螺絲 

45 天岳實業有限公司 減震鐵鎚 

46 鼎郡股份有限公司 五金沖壓汽車零件代工 

47 馥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沖壓零件製造、金屬製品代工、金屬模

具設計及開發製造、OEM/ ODM 

48 金華隆五金工業有限公司 鎖 

49 溝貝實業有限公司 
水道五金、水井產品/水泵零件、高壓

水噴槍、旋轉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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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公司名稱 產  品 

50 鎬億企業有限公司 水平調整腳架 

51 耕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手工具、扣件、建築五金 

52 永傑實業有限公司 螺絲、緊固件 

53 雷士貿易有限公司 淨水器 

54 欣益揚實業有限公司 套筒工具組、起子頭組 

55 鉦曜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鋁門窗用五金零配件 

56 延昌五金鉤環彈簧工廠 

CNC 銑床加工機械零配件、金屬沖壓

件、線板材加工與彈簧扣件等客製化產

品 

(三)辦理情形： 

1.該團計 56 家業者 116 位企業代表(精密零組件 40 家，五金產

業 16家)赴日本大阪及東京兩地拓銷，根據現場統計，今年本

團共有 526位買主前來洽談，預估後續商機達 4,000 萬美元。 

2.精密零組件及五金產業洽談情形如下： 

(1)精密零組件：101 年起辦理「精密零組件赴日拓銷團」，其

中因疫情影響於 109 年停辦、110 年以線上方式辦理，111

年(第 10屆)為疫後首發實體拓銷團，團員包括機械加工鍛

造件的北展機械工業(股)公司、醫療金屬件中騰融通有限

公司、汽機車鍛鑄造件奇鈺精密鑄造(股)公司等 40家廠商，

分別於大阪及東京 2 地與日商進行洽談，包含 YAMAZAKI 

MAZAK、日立造船、椿本興業、三菱電機集團(SETSUYO ASTEC 

CORPORATION)、住友電工、住友電氣工業、CASIO計算機、

三菱材料集團、千代田株式會社、東發海洋株式會社等洽談

採購合作，可望為臺灣零組件創造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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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五金產業：團員計 16家，包含螺絲扣件的金華隆公司、手

工具機的野象公司及用於建築/家具特殊件螺絲的永傑實

業等，與 Monotaro、喜一工具株式会社、大同漢都、ATRYZ 

YODOGAWA、DIY量販商 CAINZ 與 ROYAL HOME CENTER、水五

金製造商 LIXIL、電器及生活用品 IRIS 集團等，進行洽談

採購合作，可望為臺灣五金扣件手工具出口日本創造新契

機。 

(3)該團 2 場洽談會，在大阪有 272 位日商與團員進行近 600

場洽談，東京則有 254 位日商與我商洽談逾 800 場次，由

這次洽談會的盛況看來，台日互為重要貿易夥伴及供應鏈

關係更加緊密，未來台日雙方將有相當多合作的空間。 

(4)由於該團之「精密零組件赴日拓銷團」及「五金產業赴日拓

銷團」分別為「智慧機械海外推廣計畫」及「推廣貿易工作

計畫」項下之工作項目，經資源整合並擴大行前宣傳，除透

過日本平面及產業媒體，如日刊工業、螺絲週刊、金屬產業、

物流新聞、日經 MJ等刊登廣告宣傳外，亦洽請當地公協會，

如東京、大阪商工會議所、日本機械工業聯合會、日本工作

機械工業會等，協助邀請相關產業買主與會。 

(5)請團員提供擬邀請外商的名單，於活動前 3 周由外貿協會

駐外單位專人密集電話聯繫買主，爰廠商出發前即有日商

主動聯繫相約洽談時間；該團亦設置網站，內容包括廠商產

品分類及影片等，提供更多元的資訊讓日商能先行查看，使

洽談的採購意向更為精準明確；另於大阪及東京洽談現場，

因我商產品準備充足、擺放得宜，並有多家廠商聘請翻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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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使得洽談進行順利。 

 
國貿局李冠志副局長率團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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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拜會 2025大阪世界博覽會主辦單位： 

(一)拜會時間：111 年 11月 29日下午 2時 

(二)與會人員： 
 

日
方
出
席
者 

1. 
202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

協會 
企劃局宮嶋豊課長 

2. 
2025年日本國際博覽會

協會 
企劃局大場博之課長代理 

我

方

出

席

者 

1. 國際貿易局 李冠志副局長 

2. 駐大阪經濟組 黃王維組長 

3. 外貿協會 白潤怡處長 

4. 大阪台貿中心 張莉惠主任 

5. 國際貿易局發展組 黃昭蓉科長 

(三)簡介 

1.2025大阪世界博覽會將於 114年 4月 13日至 10月 13日在大

阪夢洲(填海造地人工島)舉辦，預估入場人數 2,820 萬人次，

可帶動經濟效果約 2兆日圓。 

2.2025 世博會以「設計充滿生命光輝的未來社會(Designing 

Future Society for Our Lives)」為主題，亦作為創新改革

技術的實驗場域，以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的社會，描繪新科技

對未來社會生活帶來的改變與正面影響。 

3.截至 111 年 10 月 25 日止已有 142 國及 8 個國際組織報名參

加。       

(四)拜會內容： 

1.當日由主辦單位針對目前世博之進度簡報，包括場地整地、交

通建設、報名情形、場地規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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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與主辦單位交流溝通內容如下： 

(1)我方表示，國際貿易局是代表政府承接大阪博覽會與外貿

協會合作。台灣非 BIE會員，無法參與國家館，但台灣參與

世博會全國民眾都很重視，而且立法院也很重視，相關經費

也送立法院審議中，希望能於儘速通過預算審議，目前執行

進度有些落後，日後將儘速追上。 

(2)日方詢問明年何時執行，我方表示，今年刻正努力爭取預算，

但準備的工作没有停止，請日方放心。貿易局有興建展覽館

的經驗及能力，但希望日方在興建展館的行政程序上，協助

加速審查，在台灣如執行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政府部門設有

單一窗口以協助辦理手續的審查，包括取得許可證照、審圖

等，日方爰承諾手續相關問題可協助我方。 

(3)除展館進度外，日方提醒我方，目前參與世博的企業館刻正

積極的進行興建標案程序，各館如同時動工，興建期間應注

意材料價格變動及人手不足等問題，並建議台灣的建設公

司可與日方合作，以加速執行。 

(4)目前世博大會的 LOGO 已設計完成，倘我企業館 LOGO 設計

成完後，應可共同合作及推廣，日方表示，樂觀其成，只要

向主辦單位申請通過即可使用。 

(5)另該世博會日文官網所呈現之內容較英文網站之資訊豐富，

建議英文網站精進，以利閱讀。 

(6)針對我企業館之名稱向主辦單位請益，主辦單位表示，我企

業外觀不宜放置臺灣館名稱，且有其他展館於外觀也不放

置館名，內部裝潢可以呈現臺灣的意象及精神，有任何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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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亦可隨時與主辦單位討論。 

 

 
 

     
  



 

11 

 

三、拜會 INTEX Osaka（大阪 INTEX 國際展覽館） 

(一)拜會時間：111 年 11月 30日(三)上午 9時 

(二)與會人員： 
 

日
方
出
席
者 

1. 大阪國際經濟振興會社 營業部担當筒井英喜部長 

2. 大阪國際經濟振興會社 營業部担當樋渡知博課長 

我

方

出

席

者 

1. 國際貿易局 李冠志副局長 

2. 駐大阪經濟組 黃王維組長 

3. 外貿協會 白潤怡處長 

4. 大阪台貿中心 張惠莉主任 

5. 國際貿易局發展組 黃昭蓉科長 

(三)簡介： 

1.INTEX Osaka 位於大阪港灣區的南港宇宙廣場，南港宇宙廣場

為許多高科技發展企業、文化交流與國際性活動會議匯集之地，

包含 INTEX Osaka（大阪國際展覽中心）、WTC（世界貿易中心）

和 ATC（亞太貿易中心）、國際飯店及購物商場等設施。 

2. INTEX Osaka 展覽面積 7萬平方公尺1，由 INTEX 廣場、中心

大樓以及 6個展覽館組成。中心大樓裡有容納 300人的國際會

議大廳、貴賓室及大小會議室。6個展覽館則被劃分為 9個展

區，5號為最小展區約 4,728平方公尺，最大展區 6號館 3樓

為 10,535平方公尺。僅次於東京都的 Tokyo Big Sight 以及

千葉縣的 Makuhari Messe，排名國內第三位。 

                                                 

1 世貿一館、南港一館、南港二館展覽面積分別為 23,269 平方公尺、23,008 平方公尺、30,360 平方公

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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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INTEX 大阪於 74 年完工，由一般財團法人大阪國際經濟振興

會社營運，自開業以來，至 109年止計舉辦 4,300 多場活動，

來場人數 1億 1,800 萬人以上。除一般的展覽會之外，亦曾舉

辦 101年「Sibos 國際會議」(SWIFT International Banking 

Operations Seminar)，108 年「第 14 屆 G20 峰會」、大阪汽

車展覽會、寶可夢嘉年華等國際會展活動。 

(四)會談要點： 

1.首先由館方先就該展館的興建、設施、營運、展覽檔期等內容

進行說明。 

2.日方表示，疫情前每年平均辦理 230場展覽。近 2 年受疫情影

響無法辦理國際展覽，爰以國內展為主，111年日本邊境解封

後，目前辦理的國際展覽參展廠商數、展覽場次大概已恢復到

疫情前的 80%。 

3.114年的大阪世博會是 MICE產業的機會，而且更加蓬勃發展，

希望可透過該博覽會讓 INTEX Osaka 在世界打開知名度。大阪

國際經濟振興會社是營運該展館而非展覽主辦單位，目前係朝

向智慧化、ESG、低碳等進行營運，期望臺日雙方 112 年可以

有更多的交流。 

4.我方表示，國際貿易局是會展產業的主管機關，目前委託營運

的展館共有 4座及 1座國際會議中心，相當重視展館的營運及

會展產業未來發展。大阪是日本的商業及工業大城，該展館為

日本的第 3大展館，臺日雙方展館亦可針對展館營運的智慧化

進行交流，如展館的人流管理、節能減碳等。另在國際專業展

覽上，亦可相互加強推廣合作、協助徵展、互組國家館形式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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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或互相代理方式合作，如製造業、模具、智慧城市、電子

等展覽。 

5.當日該展館舉辦 111 年日本國際服裝縫製設備及紡織工業展

覽會，由臺灣縫製機械工業同業公會透過向本局申請補助，計

徵集 14家會員廠商參展，共使用 14個攤位，李副局長及黃王

維組長前往臺灣館向廠商致意及瞭解參展情形，廠商表示，近

2年因疫情影響廠商無法出國參展，此次因臺日疫情隔離措施

放寬，趁久違參展機會到日本拓展商機，盼藉由此次參展來開

發新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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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會大阪商工會議所 

(一)拜會時間：111 年 11月 30日(三)上午 11時 

(二)與會人員： 
 

日
方
出
席
者 

1. 大阪商工會議所 根來宜克國際部部長 

2. 大阪商工會議所 孫康忠國際部課長 

我

方

出

席

者 

1. 國際貿易局 李冠志副局長 

2. 駐大阪經濟組 黃王維組長 

3. 外貿協會 白潤怡處長 

4. 大阪台貿中心 張莉惠主任 

5. 國際貿易局發展組 黃昭蓉科長 

(三)簡介： 

1.大阪商工會議所成立已有百年歷史，會員企業超過 3萬家，知

名企業如伊藤忠商事、Panasonic、大金等。 

2.大阪商工會議所與我工商協進會、 三三會、台日商務交流協

進會等工商團體互動密切。 

(四)會談要點： 

1.我方感謝大阪商工會議所協助洽邀日本買主參與 29 日在大阪

舉辦之精密零組件/五金產業拓銷商談會，計有 270 家以上日

商到場與我 56家業者進行洽談，氣氛熱絡。 

2.日方表示，為推動 2025 大阪世博未來社會試驗場概念，大阪

商工會議所協助大阪府(市)規劃超級城市，發展智慧交通、智

慧醫療等基建，並且配合經產省推動企業數位轉型，協助新創

企業發展，盼與我在數位轉型、人工智慧、醫療器材、精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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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等合作。 

3.我方歡迎日方明年組團訪臺參觀智慧城市、工具機展、醫療科

技等展覽，向我業者簡介大阪超級城市規劃，發掘雙方合作商

機。另我方亦說明協助中小企業跨境電商推廣日本市場等數位

貿易作法，屆時來臺可考察新創生態園等。 

4.黃王維組長提出邀請大阪商工會議所於疫情緩解後赴臺考察，

並建可參訪我新創企業、產業園區等行程。由於台北市進出口

公會有意與大阪商工會議所締結合作關係，經濟組將持續協助

該會議所於明年赴臺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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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在韌性供應鏈的需求下，台日企業如何合作」座談會 

(一)辦理時間：111 年 11月 30日上午 9：30 

(二)與會人員： 
 

日
方
出
席
者 

1. 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 勝又峰幸專務理事 

2. 台灣機械公會東京事務所 石田康代表 

我

方

出

席

者 

1. 國際貿易局 李冠志副局長 

2. 駐日代表處經濟組 林春壽組長 

3. 外貿協會 白潤怡處長 

4. 東京台貿中心 鄧之誠主任 

5. 國際貿易局發展組 黃昭蓉科長 

(三)簡介： 

1.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 

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於 44 年成立，為日本國際機床展

（JIMTOF）主辦單位之一，長久與我國保持經貿活動，特別是

臺灣機械公會與日本機械振興協會、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合

作，建構了台日媒合工作團隊，雙方擴大合作進行優勢互補，

共同進軍國際市場，創造雙贏的局面。 

2.台灣機械公會(TAMI)日本東京事務所 

台灣機械公會於 108年在日本東京設立，協助台灣機械業者拓

銷日本市場，並媒合我商引進關鍵技術，執行機械業者銷日事

宜。同時，該事務所除了協助蒐集日本機械買主資料及訊息，

掌握日本機械業在 IoT 及 AI 領域的最新發展，也幫助台灣機

械業在日的產品宣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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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座談內容： 

1.勝又專務理事表示： 

日本工具機技術能力全球首屈一指，該會業務主要協助日企引

進全球先端技術與設備，以增加產品附加價值。台灣在零件方

面已成功進入日企供應鏈，機械產業重視售後服務與技術支援，

此為台企與當地日企未來可進一步合作之商機。 

2.石田代表指出： 

(1)79 年全球化浪潮下，日企由垂直整合轉為全球分工生產方

式以降地成本，爭取海外市場。新冠肺炎疫情暴露當前全球

化供應鏈之脆弱性。台日地理位置相近，且具長期合作之信

賴基礎，為日企建構韌性供應鏈之理想夥伴。 

(2)另研發、材料、先進製程半導體為日企強項，台企具有量產

彈性與半導體、ICT 產業等優勢，面臨全球節能、碳中和、

再生能源產業等挑戰、台日可思考產業間如何進行合作，互

利雙贏。 

(3)另日本政府在推動再生能源、小型蓄電池產業上提供補助

作法，亦可為我國推動相關產業發展之借鏡。 

3.李副局長說明： 

(1)台灣機械產業供應鏈完整，且工具機、零件、人工智能、半

導體與模組化設計均為我國企業強項。新冠肺炎期間台企

亦運用 ICT技術，引進遠端視訊等方式強化售後服務。 

(2)台日間具共同價值觀且具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為日企構築

韌性供應鏈之可靠、安全且符合國際規範之合作夥伴。台日

合作有助雙方分散供應鏈風險，未來可透過相互投資等方



 

19 

 

式進一步深化產業聯盟關係。 

(3)未來透過台日交流與資訊共享，深化彼此合作項目及競爭

力，未來可進一步共同開發第三國市場。台日雙方均有節能、

半導體、自動化、機密零組件展會，歡迎日方來台參展發掘

合作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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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大田區產業振興協會」及 HICity 產業基地 

(一)參訪時間：111 年 12月 2日(三)上午 9時 

(二)與會人員： 
 

日

方

出

席

者 

1. 
大田區產業振興協

會羽田據點  
堀田祐一代表 

2. 
大田區產業振興協

會羽田據點 
臼井正一主任 

3. 
大田區產業振興協

會羽田據點 
立山睦正専務理事 

我

方

出

席

者 

1. 外貿協會 白潤怡處長 

2. 東京台貿中心 鄧之誠主任 

3. 國際貿易局發展組 黃昭蓉科長 

4. 精密及五金團團員 25位 

(三)簡介： 

1.大田區產業振興協會為當地政府百分之百出資的法人機構，

101 年 6 月 30 日成立，任務為促進地區製造業發展、負責地

區新創事業推廣、推廣區域產業、服務區域產業營運支援、及

大田區的產業振興的資訊收集和傳播等相關業務。 

2.HICity(HANEDA INNOVATION CITY 羽田創新城)緊臨羽田機場

(原為機場的跑道)，109 年 7 月開幕，以「尖端」和「文化」

兩個核心產業為主軸，佔地面積 5.9 公頃，總建築面積超過 13

萬平方米的大型綜合設施。 

(四)會談要點： 

 1.首先由館方簡報，簡報內容如下： 

(1)HICity 所在的場地被命名為「羽田機場遺址第一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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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它是羽田機場重新擴建專案產生的遺址的一部分(原為

跑道)，土地開發利用之方向以文化交流、產業支援等功能

為主軸。 

(2)HICity 具體設施規劃： 

-109 年開業- 

 電動車中心，研發和演示自動駕駛技術等。 

 羽田國會廣場，設有可容納 620 人的多功能會議廳

和 5 間會議室 

 京急 EX 酒店，擁有 259 間客房 

 足湯天空甲板，面向羽田機場的絕景點，可觀看飛

機起降  

-110 年開業- 

 開放創新中心，促進不同人群的行業交流，並與世

界接軌 

-111 年開業- 

 川崎重工業株式會社的廚師和侍者都是機器人的未

來餐廳「AI_SCAPE」 

-計劃於 112 年開業- 

 由藤田醫科研究中心設立健康檢查系統、進行再生

醫學和先進治療技術的開發 

 JR 東日本集團成立大都會羽田酒店，擁有 237 間客

房和全天餐飲服務 

2.會談內容： 

(1)台灣產業具有效率高、彈性調整、大量生產及國際化經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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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等強項，而大田新創中則具有加工、製造自動設備技術及

專業人士，台日雙方可進一步達到互惠關係。本次參訪目的

為建立產業推動鏈結，期能透過相互合作，深化大田區企業

與台灣智慧機械產業之連結。 

(2)如果台灣的智慧城市、電動車、機器人、先進醫療和醫療保

健等公司想入駐羽田創新中心，都非常歡迎，可直接與該中

心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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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參訪日本橋「Coredo室町」之台灣精品快閃店 

(一)參訪時間：111 年 12月 2日(三)下午 2時 

(二)與會人員：外貿協會白處長潤怡、東京台貿中心鄧主任之誠、

國際貿易局黃科長昭蓉 

(三)辦理情形： 

1.日本為臺灣第三大貿易夥伴，111 年 1-6 月與我國雙邊貿易總

額達 452.9億美元。因文化及地理接近，與我國有長期良好的

合作關係。近幾年日本民眾因疫情關係無法出國，開始於社群

上分享運用臺灣相關素材來實現在家也能有旅行臺灣的感覺。

為呼應日本人想前來臺灣的渴望，同時因應疫情趨緩，讓更多

台灣精品產品能搭上此股風潮進入日本市場，爰 111年度 8/18 

至 10/17 首次與日本百年書店有鄰堂進行合作，於誠品生活日

本橋辦理實體活動。 

2.該次活動現場販售 21 家獲獎品牌 104 項產品，活動結束後

也協助這幾家廠商持續與有鄰堂進行合作洽談，透過此活動促

成後續商機。 

3.經當日現場於誠品生活日本橋參觀時，發現該誠品生市集專區

上陳列多項台灣的零食、飲料、酒類，包括乖乖、王子麵、方

塊酥、牛軋糖、台灣碑酒、八寶粥、蘋果西打等，展現濃濃的

台灣味；台灣精品則有大同電鍋、台灣玻璃、歐萊德及飄逸等，

繼辦完快閃店活動後，持續於誠品生活館中販售，協助業者成

功打入日本市場。 

4.鑒於 112 年度舉辧日本臺灣形象展，則不續辦日本精品快閃

店，將資源投入臺灣形象展台灣精品專區，透過不同活動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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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持續協助精品業者拓銷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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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心得及建議 

一、依據參團廠商反饋，滿意度高且有實質成效，建議持續辦理： 

本局委託外貿協會自 101年起辦理「精密零組件赴日拓銷團」，

其中因疫情影響於 109年停辦、110 年以線上方式辦理，今年

為第十屆為疫後首發實體拓銷團，擴大規模辦理，與「五金產

業赴日團」同時同場地辦理，經問卷調查本屆團員滿意度高達

95%，且願意 112年持續參團比率高達 6成，深受我商肯定。 

二、買主素質及洽談參與度高：日本買主於我商洽談前即於該團網

站事前研究我商之公司產品，或於洽談會現場先行研析團員名

冊及產品，爰與我商洽談擬採購之品項非常具體且明確。 

三、不同產業組團拓銷可促異業合作：我商表示，精密零組件與五

金產業共同組團拓銷可吸引不同類型買主到場洽談，創造不同

合作模式；或廠商間相互交流亦有合作空間。 

四、事前宣傳得宜：於洽談前已積極於透過該拓銷團之網站及日本

平面媒體，如日刊工業、螺絲週刊、金屬產業、物流新聞、日

經 MJ 等加強宣傳活動，以利廣泛觸及潛在日本買主，參團我

商相當肯定此作法。 

五、團員建議 112 年度增加前往名古屋辦理洽談會：名古屋是日

本的汽車重鎮及產業聚落，可直接接觸第 1階製造廠商或終端

用戶，對我商來說效益更高。另名古屋「機械要素展」為精密

零組件產業主要重點展覽，盼能藉由拓銷團增加接洽目標潛在

買主，促進我商媒合機會。 

六、現場展示牆及電子書應以日文呈現：於洽談會現場首次增設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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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地圖展示牆，包含智慧工廠、潔淨科技能源、新創產業地圖

等，提供日商更了解臺灣產業，現場展示牆及影片雖以日文方

式呈現，惟電子書還是以英文呈現，以致日本買主多快速翻閱，

無法深入了解，期以下次赴日團多需以日文來呈現，以利日商

在短時間內可快速了解我國產業現況，爭取潛在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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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附件 

一、「精密零組件/五金產業赴日拓銷團」行程表 

時間 行程 備註 

11 月 29 日（二） 

08:30-
11:55 

李副局長搭乘長榮 BR 132(桃園-大阪關

西)赴大阪 11:55 抵達 

 接機人員：經濟組黃王維組長 

 同行:發展組 

14:00-
15:30 

拜會大阪世博會主辦單位 

 接待人員：企劃局課長宮嶋豊、課長

代理大場博之 

 地址：559-0034 住之江区南港

北 1 丁目 14-16，大阪府咲洲庁

舎 43 階  

 陪同：黃王維組長、發展組、白

潤怡、張惠莉、台貿世博專案人

員王柔涵(口譯) 

16:20-
17:00 

 訪視洽談會並與團員廠商交流 地點：南海瑞士飯店 8 樓浪華廳 

 拜訪大阪辦事處經濟組 
地址:Nakanoshima Festival Tower 

19th F ,3-18 2-chome 

住宿 大阪南海輝盛庭國際公寓  
地址：1 Chome-17-11 Nanbanaka, 

Naniwa Ward, Osaka 

11 月 30 日（三） 

09:00-
10:20 

參訪 Intex Osaka 展館 

 

地址：1-5-102, Nanko-Kita, 

Suminoe-Ku, Osaka, 559-0034 

11:00-
12:00 

拜訪大阪商工會議所 地址：中央区本町橋 2 番 8 号 

12:30- 
14:00 

午餐  

15:00-
16:10 

李副局長搭乘全日空航空 NH 030(大阪

伊丹-東京羽田)赴東京 

 送機人員：經濟組黃王維 

 同行：發展組 

18:30-
21:00 

李副局長參加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

30 屆聯席會晚宴 

 

地點：京王廣場大飯店 

住宿 京王廣場大飯店 
地址：2 Chome-2-1 Nishishinjuku, 

Shinjuku City 

12 月 1 日（四） 

09:30-
10:00 

洽談會開幕致詞 

流程： 

李副局長致詞 

 地點：京王廣場大飯店 4 樓

Hana 花廳 

 中文致詞，備逐步口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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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行程 備註 

日本工作機械輸入協會致詞 

台湾機械公會東京事務所致詞 

合照 

10:00-
10:50 

座談：在韌性供應鏈的需求下，台日企業

如何合作 

我方代表：李冠志副局長、白潤怡處長 

日方代表：日本工作機械輸入(進口)協

会、台湾機械公會日本東京事務所 

 地點：京王廣場大飯店 4 樓會

客室 A 

 貿協安排逐步口譯 

11:00-
13:00 

主持台印尼貿易工作小組視訊會議 
地點：京王廣場大飯店 4 樓會客

室 A 

 午餐  

16:05 
| 

16:30 

 

 與團員企業座

談 

 

 李副拜會日本經

產省(16:20) 

 企業座談會主持人：貿協白潤

怡處長  

 拜會日本經產省：發展組、經濟

組 

16:35 前往機場  車程約 1.5 小時 

18:20 抵達東京成田機場  

20:20-
23:25 

李副局長搭乘長榮航空 BR195(東京成田

-台北桃園)回台灣 
送機人員：經濟組長林春壽 

12 月 2 日（五） 

09:30 
| 

10:45 

參訪「大田區產業振興協會」及 HICity

產業基地 

 地址：1-20-20 Minamikamata, 

Ota Ward, Tokyo 144-0035 
 發展組、白潤怡、鄧之誠、團

員企業 

 貿協安排逐步口譯 

 午餐  

14:00 
參訪日本橋「Coredo 室町」之台灣精品

快閃店，評估明年設立快閃店位置 
發展組、白潤怡、鄧之誠 

20:20- 
23:25 

發展組搭乘長榮航空(BR195)回台灣(東

京成田-台北桃園)  
送機人員:白潤怡、鄧之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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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報(Outline of EXPO 2025 Osaka, Kansai, Japan)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三、簡報(大田区と本協会の概要につ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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