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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配合 2050 淨零減碳政策推動，氫能被視為重要能源發展項目，氫氣於能源領域的應用

比重仍偏低，但未來成長空間看好，並著重於氫能的安全性及生產技術的發展。本局積極規

劃氫能產業所需標準檢測驗證計畫以協助產業發展，其中包含氫氣產輸儲之氫容器與氫能設

備管閥件檢測技術及低碳氫查核制度建立。 

氫能技術多元，對於發電、工業生產及運輸等領域具有極大的應用潛力。考量目前氫

能成本尚高，為降低使用成本達到規模經濟，需推動氫能之來源、輸儲管線及儲槽及相關基

礎建設；另考量氫能使用區域多為人口密度高之都會地區，提升使用安全性及加強社會溝通，

亦為技術及相關法規配套重點。我國目前氫能技術處於研發與示範階段，綜合氫能特性，規

劃開發低成本、高性能產氫技術與儲氫材料，進一步發展高效能、長周期、可量產及穩定之

產氫與儲氫技術為策略目標，投入符合國內發展需求之應用技術。 

我國目前積極導入與規畫建置移動式加氫站及氫能車進行示範驗證，因移動式加氫站

具有佔地面積小、效能可靠、施工工期短、裝置安裝方便、機動性高等優點，預估可供氣量

每日達 60至 80 kg，適合作為我國初步階段加氫示範驗證實際場域，而後隨著加氫站設備的

引入，將衍生出我國對於加氫機建置與氫洩安全問題之需求。 

本次前往日本福岡參訪氫能產品研究測試中心（HyTReC）與福岡市加氫站與中部水處

理中心，分別由 Dr. Shogo Watanabe與主查Mr. Okashiro Tetsuya 簡報分享目前日本對於氫容

器、氫設備管閥件等大型產氫設備和氫製品分析研究之近況與福岡市加氫站實際運作狀況。

此次行程也前往東京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筑波中心參訪了氫能燃料電池反應所需

的催化劑與加氫站計量方式，以及赴東京芝公園加氫站（岩谷產業）實地了解民眾實際加氫

運作情形、拜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討論 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相關議題。 

最後赴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參加年度商品安全定期會議與技

術交流會議，雙方針對新列管商品、網路販售商品安全之管理與電加熱產品事故案件進行分

享簡報。 

 

*關鍵字：氫能系統、加氫站、Hydrogen；HyTReC、NIST、芝公園加氫站、JETRO、

CBAM、NITE、商品安全；Rec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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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藉由此次出差日本參訪，綜合瞭解日本氫能車與加氫站設置及營運現況，可能遇到

的問題及運作發展趨勢進行交流，與日本驗證機構討論加氫站技術發展現況及我國引進

日本加氫站技術的可能性。日本一直是台灣最密切的經濟合作夥伴，透過技術交流了解

日本加氫站技術，掌握日本加氫站最新發展動態及未來能源政策方向，學習日本企業如

何將研發成果產業化之發展經驗。本次出國行程由標準局、金屬中心、工研院「日本氫

能訪日團」，目的在於強化台日在氫能產業技術、加氫站基礎建設、加氫站制度標準作

法等各方面的交流，有助於未來建置加氫站應用環境，以利國內氫能及加氫站後續之產

業化，綜合了解日本能源產業目前發展技術能量與未來規劃，作為台灣未來推動產業發

展政策之重要參考依據。 

此次日本出差行程之主要任務為以下五項: 

一、 參訪氫能測試研究中心（Hydrogen Energy Test and Research Center, HyTReC），該

機構為第三方驗證機構，深入了解如何使用高壓氫氣的測試設備進行氫相關產品

及其材料的耐久性測試、性能測試、振動測試、氣密性測試、壓力迴圈測試、氣

體滲透測試和材料評估測試等。藉由此次機會於行前蒐集資料，於現場實地觀察

和與理事長 Dr. Shogo Watanabe and Ms. Hiromi Sakoda交流分享，獲得一些關於

該單位的認證機構、加氫站、高壓儲氫的建議方法，來確保國內加氫系統的測試

與操作之安全，促進台灣氫能的實際應用和加氫站發展。 

二、 參訪「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的廢水產氫及加氫站，福岡市政府所屬中部水處理

中心的氫氣站是以生質能（Biogas）產生的氫氣，供應給燃料電池車（FCV）使

用而開始的。由 Mitsubishi、Toyota、九州大學（Kyushu University）共同研發，

蒐集福岡市區產生的廢水產氫提供燃料電池車輛使用，將廢水轉化為氫燃料之加

氫站，每天提供 12 小時服務，所產出氫氣每日約可提供 65 輛燃料電池汽車使用，

如果該污水廠的所有沼氣能夠完全利用，產出氫氣可提供 600 輛燃料電池汽車使

用。此次參訪福岡市中部水處理中心，了解如何用廢水或底泥產氫的技術，可提

供國內加氫系統的多元發展。 

三、 參訪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筑波中心，作為 AIST 的核心研究基地，推進

五大領域和兩個綜合中心的研究，並與國內外的民營企業和研究機構（如大學）

密切合作，發揮國際開放式創新中心的作用，此外，AIST還積極參與創新學校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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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的培養。此次參訪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藉由 Dr. Hiroaki Hatori 介紹全球

零排放研究中心（Global Zero Emission Research Center, GZR）於 2020年 1月 29

日成立歷程與目標，和 Dr. Yuichiro Himeda 介紹了利用合成觸媒產生氫氣等技術，

了解 AIST在氫能研究之進展。 

四、 參訪芝公園加氫站，主要了解其氫儲存與運送方法、供氫設備、氫洩感測器、加

氫機等加氫站核心設備與規劃，藉由實際參訪芝公園加氫站，可以看到加氫機主

體，針對其氫氣產量、安全機制（電氣、壓力、防火、防爆等）、能源效率和運

行成本評估與交流，有助於後續國內加氫機檢測技術在實際應用中的可行性和安

全措施合規標準，確保技術符合相關法規和標準是非常重要的參考依據。 

五、參加標準局與日本經產省、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年度

商品安全定期會議與技術交流會議，雙方針對新列管商品、網路販售商品安全

之管理與電加熱產品事故案件進行分享，以強化商品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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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 本次考察小組成員 

表 1  考察小組成員名單 

姓   名 職  稱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技術組 吳國龍 副組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驗技術組 陳晉昇 科長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吳文傑 組長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量測中心 吳榮宸 博士 

 

二、 參訪與考察對象 

表 2  參訪與考察對象 

單   位 地  點 

氫能測試研究中心（Hydrogen Energy Test and 

Research Center, HyTReC） 
日本福岡市 

「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的廢水產氫及加氫站 日本福岡市 

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筑波中心 日本筑波 

東京芝公園加氫站 日本東京市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 日本東京市 

 

三、 行程安排 

本次行程自 112年 12月 3日（日）至 9日（六）共計 7日，詳細行程如下： 

表 3  行程安排 

日   期 行   程 

12月 3日（日） 自台北出發，搭機至日本福岡 

12月 4日（一） 拜會日本氫能源測試與研究中心（HyTReC） 

12月 5日（二） 
上午參訪「福岡中部水處理中心」的廢水產氫及加氫站，下午移

動至東京 

12月 6日（三） 拜會參訪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筑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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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7日（四） 
上午參訪芝公園加氫站，下午赴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

機構（NITE）參加年度商品安全定期會議與技術交流會議 

12月 8日（五） 

上午拜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下午赴獨立行政法人製

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參加年度商品安全定期會議與技

術交流會議 

12月 9日（六） 自東京搭機回台北 

 

四、 考察情形 

本次考察依拜會對象順序，以下分別敘述之。 

(一) 拜會氫能產品研究測試中心（HyTReC） 

HyTReC 為評估氫能相關產品性能和可靠性的第三方驗證機構，藉由支援中

小企業和風險企業的研發和產品測試，促進氫能的實際應用和新氫能產業發展。

HyTReC 的主要任務是如民營企業要想進入新的氫能產業，就必須通過氫氣環境下

的產品測試來證明其產品的性能和可靠性。然而，在氫氣環境下進行產品測試需要

大量的初始投資，這是中小企業特別是風險企業進入新氫能產業的一大障礙。為了

解決這些問題，促進新氫能產業的發展和積累，HyTReC 將基於九州大學氫材料尖

端科學研究中心的世界最先進的研究成果，對迄今為止在日本無法進行的氫相關產

品（材料、零部件等）進行研究和測試，支援工業產品的發展。 

而氫能產品研究測試中心是福岡縣 Hy-Life 計畫（福岡氫能戰略）5項主要對

策中，為了推動「培育及形成氫能新產業聚落」的主要設施，於 2009 年 3 月成立

於日本福岡縣絲島市富 915-1，如圖 1所示，研發經費 4億 1000萬日圓。設立目的

為解決地球暖化及能源資源枯竭問題，該中心可支援中小企業、創投企業的研發及

產品試驗，以推動氫能的實用化，進而育成氫能新產業。 

當天理事長 Dr. Shogo Watanabe介紹（如圖 2所示），主要說明提供如下服務 

1.氫能相關產品實驗:氫能相關產品的耐久性實驗（環保、震動、壓力循環等）或

是性能實驗（耐壓、密合度、氣體滲透等）的共同實驗。2.氫能相關產品實驗方式

的研發: 研發氫能相關產品模擬實際使用環境的實驗方式，以便因應日本國內外標

準化以及基準制定。3.開發氫能相關產品: 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發閥門、配件等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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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材料。4.氫能相關的研究交流:包含高壓氫氣實驗室，擁有 2,400 m3/h, 110 MPa, 

溫度範圍-40 ～ +85℃氫氣供給能力，可進行燃料電池汽車實際使用環境試驗。溫

度曝露實驗室、水壓循環測試實驗室等完善的高壓氫氣試驗設備，可進行高壓氫氣

的各種試驗，同時配備了振動試驗機、燃燒試驗機可對應顧客的多樣化需求。 

當天理事長 Dr. Shogo Watanabe帶我們參觀 CRADLE Building（大型儲氫槽測

試設備），此實驗室完工於 2014年 3月，占地 2,700m2，建置費用約為 3,000萬美金，

每年的實驗室維護費用約為 1.2億日幣，目前實驗室執行測試收取的費用價格自 4萬

日幣/天 至 33萬日幣/天，視測試的項目而定。但內部實驗（測試）室不能拍照或攝

影，所以在場外拍了大型儲氫瓶（內部容積 500L）如圖 3所示，大型耐爆測試後之

氣瓶廢材如圖 4所示。其中的移動式升壓機（110 MPa, 15 m3/h）、氫氣分析室，都是

有實體設備在運作中，而最大型且壯觀的就是大型耐爆圓筒型測試設備，應用測試

包含: 氫氣壓力循環測試、氣密測試、氫氣滲透性測試、快速填充測試，其測試地下

空間如圖 5 所示，且室內與室外排氣通風設施循環做的很完善，對於操作員是相當

安全的測試環境。而 HyTReC Building（各高壓氫氣測試實驗室）這次沒開放參觀，

但從簡報與簡介上可得知包含有: 液壓測試實驗室、高壓氫氣測試實驗室、多功能實

驗室（環境測試）、氣密實驗室、振動實驗室、分析實驗室（SEM, CSLM, FID, TCD, 

SCD, High speed camera…）。 

最後針對氫能產品研究測試中心發展方向可作為台灣氫能發展參考，建議 1.

建置共同實驗室:進行氫能相關產品的耐久性實驗及性能實驗等，2. 關鍵組件研發:

與民間企業共同研發氫氣使用的閥門、感測器、輸送軟管等產品及材料。3. 技術發

展規劃:建立國內氫能產業交流平台，提供前瞻或關鍵技術交流，逐步整合國內既

有產業能量，建構屬於國內自主型氫能製品技術。 

最後與理事長 Dr. Shogo Watanabe合照紀念與感謝此次的接待與參訪機會，如

圖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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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氫能產品研究測試中心於福岡總部之外觀 

 

  
圖 2  理事長 Dr. Shogo Watanabe於會議及實體介紹設備 

 

 
圖 3  大型儲氫瓶（內部容積 50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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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型槽體與氣體鋼瓶在耐爆測試後之廢材 

 

 
圖 5  大型耐爆測試空間 

  

 
圖 6  與理事長 Dr. Shogo Watanabe合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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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拜會福岡市中部水處理中心與加氫站 

福岡市中部水處理中心的氫氣站是以生質能（Biogas）所產生的氫氣再經過

供應給燃料電池車（FCV）使用而開始的。廢水產氫提供燃料電池車輛使用，由日

本政府投入 1200萬美元再加上Mitsubishi, Toyota , 九州大學（ Kyushu University）

研發製造。自 2015年底開始 Toyota Mirai, Honda Clarity 燃料電池車已經能夠到這

個污水處理廠補給氫氣燃料，為世界首座由都市廢水轉化為汽車燃料的氫燃料補給

站。而加氫站建置成本，設備約 7～8億日圓，含土地約 12億日圓。廢水轉化為汽

車燃料的氫燃料之加氫站，每天提供 12個小時服務，所產出氫氣每日可提供 65輛

燃料電池汽車（FCV）使用，如果該污水廠的所有沼氣能夠利用，產出氫氣可提供

600 輛燃料電池汽車（FCV）使用。而日本政府自 2015 年對燃料電池的補助加倍，

加氫站及製氫農場的建設資金由 1.2億美金增加到大約 2.8億美金。 

目前福岡市計有 11座加氫站，對於福岡市發展氫能意義，除降低 CO2排放、

取代化石燃料、帶動產業及提高災害防制能量之外，於 2015年 3月 31日設立首座

加氫站如圖 7 所示，這座加氫站位於中部水處理中心附近（地址: 1-2-2 Aratsu, 

Chuo-ku, Fukuoka 810-0076），其營業日為週日至週三，營業時間: 上午 10:00至下

午 5:00，售價為 1,210 日圓/kg（含稅），支付方式: 只能以信用卡（無法現金支付）

支付。其氫氣來源取自中部水處理中心，將收集到的高純度氫氣透過輸送管升壓至

82 MPa 如圖 8（左）儲存至三個儲氫罐中如圖 8（右）所示，再透過加氫槍（300 

Nm3/h, 70 MPa）如圖 9加入到燃料電池汽車（FCV）使用，填充時間約 3分鐘/汽

車，一天可以加 3輛燃料電池汽車（FCV）。 

 

  
圖 7  福岡市加氫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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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82 MPa升壓管路（左）與氫氣儲氫罐（右） 

 

  
圖 9  加氫槍 

總觀廢水處理之生質能產氫如圖 10（左圖）所示，一開始由廢水中經沉澱池

收集污泥，再透過厭氧與好氧發酵，終沉池分離出無污泥之廢水（排放）與污泥

（回收利用），將污泥加入增稠劑再透過消化器，最後得到處理後的消化污泥如圖

11（左圖）所示，經過脫水程序可得到脫水污泥如圖 11（右圖）所示。採用廢水厭

氧醱酵產甲烷，重組產氫具有相當指標意義。下水道污泥厭氧醱酵：60% CH4 / 

40% CO2（2,400 m3/day），分離 CO2（提供植物成長用）/CH4約 92%；CH4 + H2O

（steam）產 H2（3,300 m3/day）約 295 kg/day如圖 10（右圖）所示，經壓縮儲存，

提供加氫站供應燃料電池汽車（FCV）使用，而燃料電池汽車（FCV）使用主要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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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公司合作，供 H2/FC 卡車等使用。另該中心於 1984 年開始用消化污泥產生的

沼氣發電，每日約可產生 23,000 m3，部份提供該中心自有燃氣發電機發電，可提供

全中心兩成的動力，大部份的沼氣則有償提供給 FIT事業（販售電力），FIT 事業將

沼氣以燃氣發電機發電後經由電網運輸出售給當地電氣業者，一年總發電量約 710

萬 kWh（約 1,570戶一年用電量），可減少二氧化碳約 3,900噸。 

此次參訪日本福岡市中部水處理中心，設計處理污水量為 30 萬 Cubic Meter 

per Day（CMD），目前平均處理水量約 20 萬 CMD，處理區域的人口數約 37.3 萬

人，污水處理方式主要為活性污泥法，其再生水處理設施也於 1980 年度開始供應

再生水，再生水處理能力為 1 萬 CMD，供應 1020 公頃區域做為廁所沖水（如圖

12 所示）、公園或道路花木澆灌使用，其主要再生水處理程序是將生物處理後的污

水再經混凝沈澱、前纖維過濾、臭氧氧化（除臭、脫色、殺菌）、次氯酸鈉消毒、

最終纖維過濾等流程。其生物處理所產生的污泥經過濃縮消化後，添加凝集劑進行

脫水，再送到外面焚化處理後進行再利用。最後與主查（接待）岡城哲也、中村大

志（課長）、今村弘江（相談員）、吉村俊介（相談員）、Tomokazu Hamachi（廢水

處理場主任）合照紀念與感謝此次的接待與參訪機會（如圖 13所示）。 

統計 2022年台灣污水產生量來源主要有 3種，包含（1）市鎮污水（1,031.86

公噸/日）（2）工業廢水（434.18 公噸/日）（3）畜牧廢水（560.73 公噸/日）（出處: 

環境部-環境統計查詢網 epa.gov.tw），皆需倚賴污水淨化處理方可排放。建議未來

若能借鏡該污水再生應用實例，讓國內污水處理過程中可衍生產甲烷或氫之附加經

濟價值，讓污水排放大戶願意投入再生能源行列。 

  
圖 10  廢水中污泥處理流程（左）與生質能產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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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消化污泥（左）與脫水污泥（右） 

 

 
圖 12  再生水使用標章 

 

 
圖 13  和福岡市中部水處理中心成員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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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拜會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 

産業技術綜合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ST）隸屬於日本通產省，其下負責監督管理 15個國家實驗室，是日

本國內最大且人數最多的研究機構，並且該研究機構以未來科技革新及產業技術的

研究發展而聞名。AIST 前身屬於日本政府機構的工業技術廳，歷經不同階段性變

革在 2001年轉型為獨立行政法人。其研究涵蓋內容則以環境/能源、生命科學/生物

技術、資訊科技/人因、材料/化學、地質調查/應用地球科學、電子/製造、計量/標

準七大領域為主。而在化合物半導體領域，該機構為日本化合物半導體著名的認證

機構，也是日本非常重要的化合物半導體研究開發單位。為了加強國際合作，

AIST也和全球三十多個目標相似的研究機構簽署合作備忘錄。 

本次參訪的是 AIST 筑波中心的核心研究基地，主要負責推進五大領域和兩

個綜合中心的研究，並與國內外的民營企業和研究機構（如大學）密切合作，發揮

國際開放式創新中心的作用。此外，AIST 還積極參與創新學校研究人員的培養，

科學和產學官合作的研究成果介紹，以及通過聯合研究和技術諮詢轉移研究成果。

築波中心透過技術為社會和行業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自詡為日本產業界及社

會需求的「橋接者」角色，聚焦研發產業及社會所需的科技。 

參訪流程分為三個部分，首先由 AIST 國際共同研究副主任羽鳥浩章博士介紹

AIST 於 2020 年 1 月 29 日成立的全球零排放研究中心（Global Zero Emission 

Research Center, GZR）如圖 14所示，說明在東京灣地區，有許多電力、燃氣、石油、

化工、電機、汽車等各種能源供應商和使用者的研究機構、工廠、辦公室、研究所、

大學等。如果這些組織在研發、示範、業務等方面進行合作，它可能成為世界上最

大的零排放技術研發、示範和公關地點。基於這一想法，在政府的「創新環境創新

戰略」中，成立了一個由產業界、學術界和政府官員組成的委員會，從中長期的角

度規劃和推進與零排放相關的研發和示範專案（如:氫能、CCUS、能源管理等）如

圖 15所示，且目前成員數目為 141個（截至 2023年 10月 18日，這包括公司、組

織、地方政府和政府機關）。而在能源轉型以: 1. 可再生能源為主要動力源 2. 利用數

位技術建構韌性電力網路 3. 建構低成本氫供應鏈 4. 實現創新核技術和核聚變 5.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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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CCUS/碳回收的低成本 CO2分離和回收。在工作、家庭、其他領域以: 1. 利用最

先進的溫室氣體減排技術 2. 利用大數據、人工智慧、分散式管理技術等實現城市管

理轉型 3. 節能/遠端辦公、工作方式改革和共用經濟行動 4. 加強有助於驗證溫室氣

體減排效果的科學知識。在農林漁業和碳匯以: 1. 利用尖端生物技術等資源利用，以

及農田、森林和海洋中 CO2的吸收和固定 2. 減少農業和畜牧業的甲烷-N2O 排放 3. 

可再生能源在農林漁業和智慧農業、林業和漁業中的利用 4. 大氣中 CO2的回收。 

 

  
圖 14  羽鳥浩章博士介紹全球零排放研究中心 

 

 
圖 15  全球零排放研究中心卓越之核心 

 

第二階段進行實驗室介紹，由 AIST 首席研究員姬田雄一郎博士，對甲酸生產

高壓氫氣和二氧化碳生產甲醇研究做介紹說明如圖 16，透過觸媒合成技術隔水加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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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於甲酸，可產生高純度之氫氣，但合成觸媒成本昂貴，目前是實驗性階段如圖 17

所示。第三階段參訪筑波科學廣場（Science Square Tsukuba）其性質有點像台灣的國

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兼具娛樂價值及大眾教育功能。筑波科學廣場，平日免費開放

給民眾參觀，需時約 60 分鐘的導覽如圖 18，介紹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AIST）的

歷史及貼近生活所做的先進科技研究，透過螢幕以互動的方式讓民眾了解正在進行

中的高科技以及引人注目的工業技術（包含: 生活科技、綠色技術、日本工業製造、

奈米碳管、黏土薄膜研發、甲烷水合物、植物工廠、非破壞檢查技術等） 如圖 19。 

當天（12月 6日）下午拜會 AIST的國家計量院（National Metrology Institute of 

Japan, NMIJ），了解日本加氫站如何進行計量檢定工作，由該部門副部長嶋田隆司博

士負責接待，並由計量標準主任竹歲尚之博士簡報講解日本目前氫氣發展現況與加

氫站進行檢定的方式。至 2023年 10月 2日止，全日本共計有 164個加氫站。每個

加氫站一般校正週期為 2 年執行一次，若經評估狀況良好的加氫站，可以延長校正

週期為 3 年。在執行校正時，當天一天要量測 4 次，使用重量法，第一次量測滿刻

度值，第二、三次量測最小值，第四次量測中間值，四次量測所花費的時間約要 6

～7小時，採用科氏計 DUT量測流速，最大壓力可達 70MPa，最大流速 3.6kg/min。

使用的量測標準為 HySUT-G0002-2018、JIS B8576-2016。 

最後在離開 AIST 前，與中村史博士（國際室室長）、嶋田隆司（副研究部門

長）、竹歲尚之（計量標準主任）合照紀念與感謝此次的參訪機會，如圖 20。 

 

  
圖 16  姬田雄一郎博士介紹化學產氫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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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甲酸與合成觸媒產氫實驗 

 

  
圖 18  筑波科學廣場導覽介紹 

 

  
圖 19  黏土高機能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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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與 AIST成員大合照 

 

(四) 拜會東京芝公園加氫站（岩谷公司） 

豐田燃料電池車位於日本 Minato 市 Shibakeon 區的展示場，以及日本

（Iwatani）公司的加氫站。本展示場展示了 Toyota的燃料電池車－Toyota Mirai如

圖 21，導覽過程中由豐田公司人員介紹燃料電池車的發展歷史、優缺點以及規格。

燃料電池車是一種新型的清潔能源汽車，利用氫氣為燃料，透過燃料電池發電。在

發電過程中只有水蒸氣作為副產品，因此是一種極低污染的能源汽車。然而，燃料

電池車有優缺點，最大的優點是清潔能源無排放，而缺點則是目前氫能車及氫燃料

價格較高，另因氫燃料產、輸、儲技術及成本障礙，且目前加氫站的數量仍然較少。

燃料電池車在 20世紀 60年代就開始發展，但當時由於技術和成本的限制，並未普

及。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對環保意識的提高，燃料電池車在 21 世紀初逐漸受到重視。

豐田、福特和本田等汽車製造商開始大力研發和生產燃料電池車。目前，燃料電池

車已經成為清潔能源汽車趨勢之一，並且在許多國家都有相關的政策支持和基礎設

施建設。儘管它們目前的價格仍然較高，但隨著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規模的擴大，預

計未來價格會逐漸降低。豐田公司是日本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

生產燃料電池車的汽車製造商之一。豐田公司的燃料電池車發展可以追溯到 20 世

紀 60年代，當時豐田在與日本水道興業公司（JWRT）合作開發燃料電池車時，就

已經成功製造出第一輛燃料電池車。然而，由於當時的技術和成本的限制，豐田公

司的燃料電池車並未普及。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對環保意識的提高，豐田公司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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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開始重新關注燃料電池車。豐田公司在 2002 年與日本石油公司（JPC）合

作，研製出了世界上第一輛量產型燃料電池車－FCHV-4。隨後，豐田公司在 2015 

年推出了旗艦級燃料電池車 Toyota Mirai，並在全球多個國家推動出售。目前，豐

田公司旗下的燃料電池車包括 Toyota Mirai、Toyota Sora 和 Toyota Hydrogen Fuel 

Cell Bus等。 

本次參訪令我們感興趣的是豐田燃料電池車的動力系統與內裝如圖 22和加氫

口規格如圖 23，燃料電池車的動力配置系統通常由以下構件組成：1.燃料電池：通

過將氫氣和氧氣進行反應，產生電能。2.加氫系統：負責將氫氣儲存在車輛中，以

供燃料電池使用。3.電動馬達：將電能轉化為機械動力，驅動車輛。4.電池管理系

統：監控燃料電池的工作狀態，並對其進行充放電。燃料電池車的動力配置系統是

一種清潔、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式，因為它可以避免排放有害的污染物，並且可以大

幅提高燃料使用效率。豐田燃料電池管理系統是豐田燃料電池車的核心系統之一，

負責監控和管理車輛中的燃料電池，並由許多傳感器和控制器組成，其中包括：1. 

溫度傳感器：監控燃料電池的工作溫度，並在必要時進行冷卻或加熱。2.壓力傳感

器：監控燃料電池的工作壓力，並在必要時調整氫氣流量。3.電流傳感器：監控燃

料電池的輸出電流，並在必要時調整燃料電池的輸出功率。4. 控制器：根據傳感器

的信息，調整燃料電池的工作參數，以確保燃料電池的正常運行。豐田燃料電池管

理系統通過監控和調整燃料電池的工作狀態，可以確保燃料電池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並且可以提高車輛的燃料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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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TOYOTA-MIRAI 燃料電池展示車 

  
圖 22  TOYOTA-MIRAI 燃料電池構造與內裝 

 

  
圖 23  TOYOTA-MIRAI 加氫規格（壓力與檢查期限）與管口構造 

 

隨後，往展示館外走，即到達岩谷（Iwatani）加氫站，Iwatani 加氫站是一種

用於燃料電池車（FCV）加氫的充氫站。由 Iwatani 公司的小林佳奈子（課長代理）

為我們講解介紹加氫站，係由以下設備組合而成：1.液態儲氫設備：將液氫車內液

氫加壓輸送到大型液氫儲存槽，再透過汽化器（Vaporizer）無再加壓將液態氫轉化

為氣態氫。2.氫氣升壓設備：將壓力升至 82 MPa、溫度在-40℃方式，儲存在儲氫

槽（Banks）中。3. 氫氣管路: 透過地下管線如圖 24將儲氫槽中的高壓氣態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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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差加進加氫機中如圖 25 所示。4.加氫機（Dispenser）設備：提供給車輛加氫的

設備，包括通訊連接、加氫自動斷開感測元件、加氫接頭和加氫管嘴（線）等。5.

安全設備：包括煙感器、火焰探測器、氫氣感測器（5 具）如圖 26 等，用於監測

氫氣站的安全狀態。Iwatani 加氫站的規格通常取決於站點的大小和設備的型號，

其加氫速度 1 小時可填充 6 台燃料電池汽車（FCV），一個完整填充滿的儲氫罐可

以填充約 300台燃料電池汽車（FCV），因 Iwatani加氫站位於都市正中心（東京鐵

塔附近），所以全日本的 FCV（小客車、巴士、大卡車、垃圾車等）都會來這裡填

充加氫，而付款方式只能用信用卡支付，營業時間平日為早上 9:00 至下午 5:00；

假日營業時間為早上 9:00至晚上 9:00，全年無休（每日中午 12:00～13:00皆休息）。

目前在日本計有 164座加氫站，豐田汽車正在努力擴大加氫站的佈局，以確保加氫

站能廣泛提供給用戶。燃料電池汽車本身可以攜帶足夠的氫燃料以行駛 480～640

公里，而且它們的氫氣箱可以像汽車的油箱一樣快速加滿（填充）。目前的租賃交

易通常包括長達三年的免費燃料。在加氫站氫氣的售價通常較汽油高，但是燃料電

池汽車使用等量燃料行駛的距離通常是傳統汽車的兩倍效率或更好。Iwatani 加氫

站具有巨大的氫能潛力發展，能為日本的交通和能源需求有所實質的貢獻。最後我

們一行人與小林佳奈子（課長代理）合照紀念與感謝此次的介紹和解答，如圖 27。 

 

  
圖 24  地下氫氣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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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加氫機外觀與螢幕資訊（kg, MPa, Temp.） 

 

  
圖 26  拍攝天花板裝置氫氣感測器 2具（現場共 5具） 

 

 
圖 27  與 Iwatani小林佳奈子合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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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拜會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 

歐盟將於 2026 年正式實施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提早確立我國產業溫

室氣體排放之適當碳含量計算方式，並建立相關確證與查證機制有其迫切性。日本

貿易振興機構（JETRO）於 2023年 8月發布「應對歐盟 CBAM」報告，提醒廠商

應注意 CBAM 排放量在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定義的不同，並注意採取「生命週期

之碳足跡」計算之排放量可能高於 CBAM 所要求之報告範圍而造成成本損失，另

過往與碳排放無關聯之公司未來亦可能須參與碳排放計算，應及早因應準備。本次

拜訪 JETRO目的係就 CBAM之因應策略與經驗相互交流。 

獨立行政法人日本貿易振興機構如圖 28，致力於促進日本與世界各國之間的

相互貿易和投資。 JETRO 成立於 1958 年，旨在促進日本向海外出口，21 世紀的

核心重點已轉向促進外國對日本的直接投資，並幫助日本中小型企業最大限度地發

揮其全球出口潛力。 

會議當天由安田啟（歐洲課長）與標準局出席人員討論有關台日 CBAM 議題，

以下是當天討論主題與日方回應內容。 

1.鋼鐵下游產品如扣件是否受 CBAM影響？JETRO對 EU ETS與 CBAM管制範圍

不同的看法？ 

日方回應： 

由於日本輸歐之鋼鐵產品以上游產品為主，以致 JETRO 認為扣件等下游產

品目前不在 CBAM 的範圍，但未來也可能會被 CBAM 規範，宜及早準備。至於

EU ETS與 CBAM的差異，很重要的一點是 CBAM將上游原料製造過程所產生的

碳排放量涵蓋於產品碳含量中，而 EU ETS 僅涵蓋產品製造廠本身之設施碳排放，

致兩種制度在碳含量計算上有明顯差異。 

2.CBAM 將來會擴大產品範圍，過往與碳排放無關的公司可能也要參與碳排放計算，

哪些產業將受衝擊，是否已發生？ 

日方回應： 

JETRO表示 CBAM 的主要精神是防止碳洩漏。目前 CBAM 碳含量計算範圍

主要為 Scope 1，部分產品涉及 Scope 2以及部分 Scope 3的碳排放，而依據 CB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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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第 30 條，下一階段將納入有機及聚合物等化學品的排放，並預定全面納入

Scope 2，而後包含運輸排放，及其他可能受衝擊的產業包含石灰、紙漿與紙及玻

璃等生產業。我方分享，目前台灣的石灰、紙漿與紙及玻璃等生產業皆已被規定每

年須盤查報告碳排放量，惟計算標準與 CBAM不盡相同。 

3.在歐盟宣布 CBAM 制度後，JETRO 接獲的諮詢大多屬於哪一方面？JETRO 如何

協助業者？ 

日方回應： 

JETRO 接獲的諮詢，第一波是 CBAM 草案出爐但還未正式公告前，當時主

要的問題是哪些產業將受到 CBAM 影響。第二波諮詢是 CBAM 法規正式公告及

過渡期子法公告後，主要接獲 CBAM 法規解釋的相關問題。第三波諮詢是在

CBAM過渡期開始一段時間後，是更技術性的問題如直接排放與間接排放等。 

JETRO 無足夠資源提供個別公司 CBAM 報告撰寫指導，只提供基本原則的

諮詢。根據經驗，計算碳排放量是很多業者感到困擾的課題。很多業者關心如何

正確撰寫 CBAM報告以免受罰，希望知道資訊揭露的平衡點（提供剛好足夠的資

訊，不希望過度提供），也關心營業秘密揭露的問題。 

4.歐盟 CBAM自 2023年至 2026年為過渡期，2026年正式開始實施。很多國家也

表達將推行碳關稅制度，請問日本是否也將實施碳關稅制度？ 

日方回應： 

JETRO 表示日本政府有在研議實施 CBAM 制度，但還未有相關正式公告。

不過日本已開放自願性的碳交易市場。我方表示，因台灣的市場規模較小，短期

內應不會實施 CBAM制度。 

5.日本是否已實施碳費制度？ 

日方回應： 

JETRO表示，日本目前唯一明訂於法規中，與碳費相關的制度是於 2012年開

徵的「地球溫暖化對策稅」，主要課稅對象為原油與石油產品、天然氣與煤炭等能

源相關產品，稅率約 2歐元/公噸 CO2e，遠低於 EU ETS的碳費 100歐元/公噸 CO2e，

但另設有石油煤炭稅（約 2～5 歐元/公噸 CO2e）與汽油揮發油稅（約 144 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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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e）。 

6.日本碳交易市場是否活絡？ 

日方回應： 

JETRO表示，日本已啟動自願性碳排放交易市場 GX-ETS，惟現階段制度與

EU ETS有很大的差異。GX路徑為 10年計畫，第一階段試運作從 2023年 4月持

續到 2026年 3月結束，由日本境內企業自願參加，達到目標的公司可獲得減量額

度並可交易，未達標的公司必須購買減量額度。從 2026年 4月起正式全面實施。

不同的產業別有不同的碳價，例如林業碳匯之碳價較一般工業減量價格高。 

最後由標準局洪一紳組長致贈禮品給安田啓（歐洲課課長）如圖 29所示。 

 

  
圖 28  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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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  標準局洪一紳組長致贈禮品給安田啓課長 

(六) 參加臺日強化產品安全領域第 7次實務階層定期會議 

1.背景說明 

台日雙方於 2016年 11月 30日簽署「亞東關係協會與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

會間有關強化產品安全領域之交流與合作備忘錄」（MOU），我方執行機關為標

準檢驗局，日方執行機關為經濟產業省（METI）與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

基盤機構（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Evaluation, NITE）。依據MOU第 2

點，雙方每年輪流舉辦一次實務階層之定期會議，視需要可隨時舉行專家交流會。 

2017 年日方主辦第 1 屆實務階層定期會議，在定期會議之後召開技術交

流會議。2018年第 2屆延續第 1屆的模式，於定期會議之後，辦理技術交流會

議，此模式延續至今。本（第 7）屆實務階層定期會議是連續 3 年採線上方式

辦理後，首度恢復實體會議，會議由本局綜合企劃組洪一紳組長及 METI 製品

安全課佐藤猛行課長共同主持，地點在 NITE 東京總部的 NITE Square 會議室。

12月 7日下午召開開幕式與定期會議，12月 8日下午召開技術交流會議。 

2.定期會議紀要 

（1） 商品事故通報與召回 

日方說明，日本會定期統計事故情形。根據統計，2022 年的重大事故

共 1023 件，其中死亡事故有 29 件，多數事故發生在石油製品領域。重大

事故定義為死亡或治療 30天以上，或發生火災等。在其他產品項下，事故

數也在上升，其中有很多是自行車事故造成的。 

日方比較歷年重大事故數的變化，以 2019年較多，這是該年召回特定

自行車部件所造成。2022 年比 2021 年少 19 件，但跟 10 年前比起來，事

故數仍是增加的。最近三年事故大約有 20 %至 30 %是產品造成的，但消

費者使用不當造成的事故也占相當比例。另外發現，發生事故的日本製產

品與國外製產品相比，國外製產品事故當中有較高比例是產品所造成。 

日方分析，近幾年事故產品的購買途徑，透過網路購買的比例逐年上

升。2020 至 2023 年共有 257 件網購產品造成事故，其中以充電電池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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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電源最多。 

我方說明，當商品發生燃燒、爆裂或燒熔而對消費者的生命、健康或

財產造成危害時，或因為使用商品造成人員死亡或須住院治療時，業者有

責任於獲知事故發生 3 日內向政府完成通報。近 3 年通報的事故產品，以

電機電子產品占大宗，以除濕機、冷氣機、洗衣機、行動電源等最常見。

我方與日方分享近年一款高功率電磁爐事故處理的案例，該款產品疑似電

容器零件品質有瑕疵，導致電容器燒毀。製造商已辦理自願召回，更換耐

電壓較高之電容器，並提供超市禮券予受影響的消費者。我方亦將相關訊

息刊登於商品安全資訊網，提醒消費者注意。 

（2）最新商品檢驗規定 

日方說明，日本主要的產品安全法規包含「電器用品安全法」、「天然

氣事業法」、「液化石油氣安全及適當交易確保法」、「消費生活用製品安全

法」（產品安全四法）。依據這些法律，政府會公告某些產品必須經檢驗符

合技術標準才可以標上菱形 PS Mark。沒有標上菱形 PS Mark 的產品是不

能販售的。2022年共有 665件商品因違反產品安全四法遭經濟產業省裁罰，

政府會要求受罰的廠商改正並給予廠商指導。此外，經濟產業省要求重大

事故要在 10日內向政府通報並對大眾公布，政府會對重大事故展開調查。 

日方定期檢討現有的檢驗規定，適時增列須檢驗的商品。例如今年因

應嬰幼兒誤吞食的危害，新增列檢強力磁鐵及吸水膨脹玩具。而噴火槍在

日本常用於料理及戶外活動，因為有不少國外低品質的產品造成事故，目

前METI正在研擬制定技術標準，並考慮是否強制檢驗。 

我方介紹最近新增列檢的商品，包含耳機、遙控無人機、移動式空調

機，並簡單說明這幾項產品的檢驗規定。除了這三項產品，近兩年我方參

考美國消費品安全委員會（CPSC）的事故通報案例，新增 13 項兒童用品

納入強制檢驗。 

我方分享原本已經實施強制檢驗，但最近把檢驗規定加嚴的案例，包

含巴克球（強力磁鐵）與吸水膨脹玩具。但也有一些玩具產品，因為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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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最近放寬檢驗規定。 

（3）網路商品安全 

日方說明，日本網路商品買賣規模逐年上升，近年網路商品事故數雖

然沒有增加，但事故總數仍高，每年約有 300 件。METI 與 8 家網路平台

業者合作，一旦發現有違規商品，METI 會與業者聯繫，要求業者改善，

若未改善則會讓業者無法繼續銷售違規商品。 

日方今年按照 OECD 發布的指引實施商品安全自律宣誓，共有 8 家網

路平台業者簽約，自發性協助監督網路商品安全。 

因為網路平台的發達，海外產品更容易直接接觸日本消費者，若這些

產品發生重大事故，因製造商在海外，難以向日本政府通報。METI 正在

研究如何將此問題法制化。 

我方分享今年辦理網路平台業者試行評鑑的作法。評鑑項目分為兩大

部分，第一部分針對電商平台網頁刊載商品檢驗標識的比率，以及移除未

正確標示網頁的速度給予評分。第二部分針對電商平台的內部控制機制評

分，例如是否提醒及引導賣家遵守商品強制檢驗的規定、推動賣家實名制、

對違規賣家追蹤管理、內部人員教育訓練、消費者抱怨處理等。 

（4）提升大眾意識 

日方表示，METI積極參與國際會議，收集各國對商品的管制措施與趨

勢，並與其他國家合作。METI 的重要訊息都會公開在英文網站。為了提

升民眾的商品安全意識，訂每年 11 月為「商品安全總檢查月」，發放宣導

海報及辦理活動。METI 與 NITE 積極經營社群媒體，會在 X 平台（原

Twitter）等社群發布具有吸引力的訊息，將重要商品安全觀念傳達給大眾，

並擴增粉絲。NITE 經營 YouTube 頻道，目前已上傳 473 部影片，其中包

含 NITE 員工自己當 YouTuber 拍攝的商品事故重現及解說的宣導影片。

NITE 亦在 X 平台（原 Twitter）上同步推新聞稿訊息及重要活動，並轉推

METI及其他相關組織的訊息。 

我方簡介每年辦理的輔具通用設計競賽及市售輔具評選活動，透過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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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活動讓學生、輔具廠商及大眾參與思考輔具產品的實用性與安全性設計。

輔具通用設計競賽每年大約有 150 件作品參賽，選出金、銀、銅牌各 1 名，

佳作 5名，入圍 12名，頒發獎品與獎狀。市售輔具評選則選出 20件產品，

給予媒體曝光機會及頒發獎牌表揚。 

3.技術交流會議紀要 

今年的技術交流會議由日方提議改在下午舉行，雙方針對一種產品的

事故案例進行討論，我方同意此種討論方式。當天（12 月 8 日）由 NITE

製品安全中心大下龍藏所長與我方吳國龍副組長一起主持，雙方分別就

「電熱產品事故案例」議題進行簡報並交流技術意見。 

首先由日本 NITE 製品安全支援課國際合作辦公室田崎茂主任簡報，

NITE自 2018年至 2022年間，受理的電暖器事故通報案件共計有 342件，

其中 218件有起火燃燒的情形，每年事故起火案件數約有 40多件，所佔比

例在 42%～84%之間，另外，事故起因於產品自身的案件約占 59%。 

日方分享了四個電暖器事故案例，第一個事故案例是在直立式電暖器使

用中發生燃燒，但只有燒毀部分機體，大致上產品本體還很完整，因此可以

很輕易地判別出事故原因係因產品本身零組件老化所引起的。引起此事故案

件之零組件為一個銲接在電路板上的二極體，其主要功能是在調節功率輸出，

該二極體引接出來的接腳被發現有接續不平整的情形，使得在長久使用之後，

該接點容易積熱，以致於過熱引起燃燒。第二個事故案例是陶瓷電暖爐，在

使用中發出異常的噪音，之後即發生燃燒情形，經檢視事故品後發現在負責

供應電源的電路板上，有一個接線端子銲接點的熔著痕跡，經以 X-Ray 與

數位顯微鏡分析銲接點後，該銲接點有裂開翹起的情形，使得接觸面積變小，

因此導致線路阻抗變大，該位置溫度過高使得電路板燒熔。第三個事故案例

是直立式電暖器，主要的事故原因是電源插頭處銅線斷裂，絕緣層被銅線刺

穿，發生短路情形。此係因長時間使用後，有可能因為消費者使用習慣自電

線處拔出插頭或是受到長期的扭轉，使得插頭與銅線連接處斷裂。第四個事

故案例是電暖器，此件事故原因為消費者將衣服放置在電暖器上方烘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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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電暖器本體因散熱不良而過熱，發生事故。 

我方則分享了三件事故案例，第一個與第二個事故案例為電茶壺（如

圖 30），此兩件事故電茶壺均為快煮壺，由底座供電加熱，等到加熱完成

後，消費者再拿起茶壺倒水。這兩個事故案例商品均是因為把手接合處的

塑膠材質斷裂，使得把手脫落，燙傷消費者。事故電茶壺把手僅有一個螺

絲鎖固在下方，該塑膠材質劣化後，導致螺絲鬆脫，使得電壺把手與壺身

脫離。業者改善方式，重新設計模具，將把手固定螺絲增加為 2 個。第三

個事故案例是一款機身會旋轉的電暖器（如圖 31），有許多位消費者使用

這款電暖器時，發生燃燒及燒熔事故，業者也已經公告召回此款電暖器。

該電暖器設計為使用時可左右迴轉搖擺，但因電暖器底座內部電源中繼線

伸縮彎曲之餘欲度不足，致使電線表皮磨損，內部銅線部分斷線，導體電

阻增加，導致高溫發熱，致使底座塑膠變形燒熔甚至燃燒起火。另外，電

暖器左右迴轉搖擺，造成底座端子座鬆動，致使電線與端子座接續不良，

造成接觸電阻増加，溫度上升，端子座燒熔，致使包覆於端子座之玻璃纖

維套管高溫裂化產生破洞，觸及底座外殼，致使底座塑膠變形燒熔。 

 

 
圖 30  我方電茶壺事故案例產品 



33 

   
圖 31  我方電暖器事故案例產品 

 

技術交流會議之後，雙方討論 113年輪由台灣主辦此會議，預計 113年 7月開

始討論籌辦，12 月舉行會議，最後由標準局洪一紳組長及吳國龍副組長分別致贈禮

品給日方人員（如圖 34）。 

 

  
圖 32  獨立行政法人製品評價技術基盤機構（N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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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台日雙方召開定期會議 

 

 

  
圖 34  台日雙方互贈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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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與建議 

一、 針對氫能產品研究試驗中心（HyTReC）發展方向，台灣氫能發展可朝（1）建置 

共同實驗室: 進行氫能相關產品的耐久性實驗及性能實驗等，（2）關鍵組件研發:與

民間企業共同研發氫氣能使用的閥門、感測器、輸送軟管等產品及材料。（3）技術

發展規劃與國內氫能產業交流平台建立，提供前瞻或關鍵技術交流，逐步整合國內

既有產業能量，建構屬於國內自主型氫能製品技術。 

在經濟部產業技術司指導下，於 113年 2月 20日，金屬中心、元翎精密公司與日

本氫氣能源產品研究試驗中心（HyTReC），共同簽署為期 4 年技術合作的合作意

向書，將有助於我國抗氫脆技術、高壓氫環境下的材料與關鍵元件研發，高壓氫氣

瓶閥件薄型化、輕量化等技術發展及檢測合作，可提升台灣氫能產業發展（資料來

源: 經濟日報 2月 20日網站）。 

二、 統計 111 年我國台灣污水產生量來源主要有三種，包含（1）市鎮污水（1,031.86

公噸/日）（2）工業廢水（434.18 公噸/日）（3）畜牧廢水（560.73 公噸/日）（出處: 

環境部-環境統計查詢網 epa.gov.tw，皆需倚賴汙水淨化處理方可排放。建議未來若

能借鏡福岡市污水再生應用實例，讓國內污水處理過程中可衍生產甲烷或氫之附加

經濟價值，讓污水排放大戶願意投入再生能源行列，將可同時達到環保、能源及減

碳之效益。 

三、 如同 AIST，我國科技政策的目標，不僅投入在長期的基礎科學研究，近年也越來

越強調產業界及一般民眾的參與，希望能在科技政策的規劃與實踐過程中，強化人

本精神，以科技能量回饋社會需求。 

四、 移動式加氫站具有建置成本低、場地易取得、建置週期短等優點，可方便配合台灣

地區初期氫能載具的示範運轉。開發氫能源技術之展示場：日本政府及相關單位為

開發多元能源使用模式，協助及獎勵設置氫能源動力車輛及加氫站，並結合民間單

位設置氫能源加氫站之考察，藉由多元的新能源（氫氣）展示模式，積極與民眾溝

通與對話，讓推動低碳能源政策與社會大眾產生新的社會共識，以利推廣新能源計

畫，達成能源有效轉型之目標。在此方面上，我國亦可效仿多元層次與親和的展示

模式，與社會大眾溝通，凝聚共識，落實淨零碳排之國家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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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台、日積極探討 CBAM，對於國內未來 CBAM 議題，可能會遭遇類似日本的問題

而言，極具參考價值。此外，目前日本針對 CBAM 貿易入口已有具體作法，可作

為未來國內因應 CBAM 參考。 

六、 在制度上，日本明確區分出行政單位與技術單位的權責，在人力與物力資源的分配

有限的情形下，行政機關僅需針對重大商品事故資訊進行蒐集，一般商品事故則由

技術單位（獨立行政法人 NITE）蒐集並彙整陳報至主管機關（消費者廳與經濟產

業省），而後續在事故商品的風險評估上，行政機關的技術單位與業者均依循相同

的風險評估工具（R-Map）進行商品危害判斷，如此則可降低彼此對於商品風險認

知的落差，在共同的平台進行對話與溝通，因此在後續矯正措施的執行上，搭配

R-Map 的商品安全對策（1.本質上安全設計、2. 安全防護、3.加強使用說明與警

告），可清楚有效地掌握改善後的商品，其所內含的風險是否已降低到社會大眾容

忍的範圍。而日本清晰且明確的制度規劃，可借鏡做為我國不安全消費性商品資訊

蒐集、風險評估與矯正措施之組織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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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AIST 當日（12/06）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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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AIST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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