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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亞太經濟合作（APEC）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CSC）於本（113）年 8 月 17 至 18 日在

秘魯舉行本年第2次會議，並於8月12日召開其下之電機電子產品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JRAC）

會議。此外，亦於前述會議前後辦理各式研討會，主題涉及 APEC 經費申請、概念文件撰擬原

則、自願性永續標準發展及良好法規作業推動。本出國報告將聚焦說明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及衛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出席前述會議及研討會情形。  

本次 SCSC會議由本年度 APEC主辦國秘魯擔任主席，主要由 APEC經濟體報告各自於 SCSC

提案計畫之執行情形，主題涉及良好法規作業、食品安全、照明產品能源效率、APEC 氫能與

燃料電池標準及檢驗、自願性永續標準（VSS）、強化水品質標準及技術性規範及預防塑膠污

染等議題，我國亦於 SCSC 會議分享「電動車充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

做法」提案計畫成果。 

JRAC 會議由俄羅斯擔任主席，共 11個經濟體出席，上午就未來關注議題方向進行討論以及

會員提案計畫成果進行分享；有關下任 JRAC 主席，新加坡表示願接任 2026 年至 2027 年主

席，依照會員英文順序我國將擔任 2028 年至 2029 年之主席；下午場則就電機電子產品安全

主題交流，主題包括中國強制性驗證制度（CCC 制度）系統及法規最新進展、我國資訊科技

及影音產品之新標準採用、探討全經濟標準化體系數位轉型前景以及海外電子商務平台電氣

產品監管策略之未來發展。 

其他 SCSC 研討會則多是作為公私部門的溝通討論平台，由 APEC 經濟體中公部門介紹政策

面向之推行做法，並由相關企業分享各自聚焦之重點及成果。例如，自願性永續標準研討會

主要讓各經濟體中之產官學界說明對於自願性永續標準對貿易和永續性之影響、未來發展趨

勢以及可帶來的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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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24 年 APEC 主辦經濟體秘魯於 8 月 12 日及 17-18 日在利馬市分別召開「電機電子聯

合法規諮詢委員會」（簡稱 JRAC）及「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簡稱 SCSC）第 2次

會議，除前述會議外，亦辦理數場 SCSC 研討會，此次出國行程參與會議如下： 

 JRAC 會議（113年 8月 12日）：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 

 APEC 提案計畫管理訓練（PMU）研討會（113年 8月 13-14日）：BSMI 

 SCSC-FSCF 第 10 屆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113年 8月 13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TFDA） 

 SCSC APEC 良好法規作業經驗：改善公眾諮詢研討會（113年 8月 14 日）：BSMI及

TFDA 

 第 15 屆 SCSC 標準與符合性會議：利用自願性永續標準（VSS）強化 APEC 經濟體

貿易夥伴關係與經濟合作研討會（113年 8月 15-16日）：BSMI及 TFDA 

 SCSC 第 2次會議（113年 8月 17-18日）：BSMI及 TFDA 

 第 17 屆良好法規作業研討會（113年 8月 19-20日）：BSMI 

 

貳、 出國任務及目的 

本次 APEC 會議由我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BSMI)及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

派員與會，主要任務說明如下： 

一、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一) 出席 SCSC 會議，參與討論並報告我國「電動車供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

享經驗及最佳做法」提案計畫成果； 

(二) 出席 JRAC 會議，參與討論並報告「資訊科技及影音產品之新標準採用」情形。 

二、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參與「第 10 屆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討論，瞭解各 APEC 經濟體推動之提案及實務

做法，掌握各經濟體刻正關切之食品安全議題及合作項目，並與韓國、智利及泰國等參

與代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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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113年 8月 17-18日 SCSC 會議紀要 

本次會議由秘魯國家品質機構（INACAL）執行主席 Mr. Bernabé Pérez 擔任主席，出席

代表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香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

秘魯、巴布亞紐幾內亞、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及我國共 18 個會員經濟

體；此外，亞太認證組織(APAC)、國際標準化組織(ISO)、ASTM 國際協會及國際電工

委員會(IEC)亦出席會議。會議重點說明如下：（議程及簡要報告如附錄 1） 

一、 良好法規作業： 

美國介紹其提供秘魯與印尼之能力建構活動，使用秘魯兩個政府機關的待定法規作為示

範，展示公共諮詢方法和策略的實際應用，對於印尼的目標是開發工具並提出改進法規

流程的建議，尤其是提升利害關係人的諮詢和內部協調，旨在促使其實踐良好法規作業，

進而降低貿易障礙。 

秘魯報告第 17 屆良好法規作業(GRP)會議於 2024 年 8 月 19 日至 20 日在利馬舉行。議

程涵蓋監管品質對生產力與競爭力的影響、促進正式經濟的治理模型、GRP 在法規制定

的早期規劃與公眾諮詢價值，以及國際監管合作的技術工具等主題。 

美國更新良好法規作業(GRP)藍圖，旨在推動 APEC 區域的 GRP 計畫，並得到澳洲、加

拿大、紐西蘭和秘魯的支持。該計畫強調 GRP 的好處，並引入新工具改進法規政策，列

出 9 項 GRP，涵蓋法律支持、政府協調、早期規劃等，目標是透過建立核心原則和監管

方法，確保在政府各層面之實施和制度化。 

二、 食品安全合作論壇：秘魯報告 2024 年 8 月 13 日舉行之「第 10 屆 FSCF 會議」辦理情

形，本次會議共有 15 個經濟體與會，共同討論推進中之提案及未來之新提案。澳洲報

告「促進 APEC 經濟體實施 APEC 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框架及相關指引」提案，該計畫制

定之食品安全風險溝通基礎指引及「日常溝通」、「事件溝通」、「社交媒體互動」與

「食品業者溝通」等 4 個補充指引，以供未來作為各會員國之參考。另澳洲亦報告「增

加 APEC 成員間食品安全監管機構的合作交流來提升食品安全」提案，目標係建立食品

安全監管機構和相關合作夥伴間交流管道。美國報告「推動 FSCF 動物來源產品之電子

認證（eCert）」提案，其說明 eCert 的推動可完善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提升供應鏈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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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促進貿易便捷化，降低 APEC 區域內貿易中斷之可能性。日本報告其正在進行一項問

卷調查計畫，該計畫目的係為了解 APEC 各會員經濟體對於具營養或健康宣稱食品的管

理機制，以促進食品貿易並改善市場進入。 

三、 醫藥品法規協和指導委員會（RHSC）： 

(一) RHSC 首先設置於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SIF）之下，後因 LSIF 於 2022 年正式落日

， RHSC 組織章程（ToR）已於 2024 年 3 月取得 21 個經濟體成員共識，並獲貿易

暨投資委員會（CTI）採認，現正式成為 SCSC 下之次級委員會，由美國食品藥物管

理局（FDA）擔任主席、日本獨立行政法人醫藥品醫療機器綜合機構（PMDA）擔

任副主席。RHSC 針對醫藥產業領域制定共 6 項優先工作領域（PWA），並成立教

學卓越中心（CoE）提供 APEC 經濟體需要的訓練課程。  

(二) 美國主席報告 2024 年 7 月 18-19 日於新加坡舉辦第 1 屆 RHSC 會議之現況，該會

議共有 70 位人員實體參與，與會者來自業界、學術單位及 14 個 APEC 經濟體政府

機構。本次會議共採認「生物及新興治療」、「分散性試驗及優良臨床性試驗檢查

」、「全球完整供應鏈」、「優良藥品審查管理」、「藥品安全」5 個 PWA，第 6

個 PWA「醫療器材」路徑圖尚待採認中。會議決議建議使用標準規範，以評估 CoE

培訓課程之影響力，例將機構從觀察員轉變為積極成員、提高監管成熟度水準、使

法規與國際標準保持一致等。  

(三) RHSC 預計於 2025 年初 APEC SOM1 期間，於韓國召開 RHSC 全體會議。 

四、 執行中及已完成的 SCSC 提案： 

(一) 印尼報告「強化亞太經合組織地區建築物照明產品能源效率的品質基礎設施」提案：

旨在提升 APEC 區域內建築照明產品之能源效率，建議 IEC 照明技術委員會

(IEC/TC34)參考 IEC Guide 118，評估 IEC 60969 和 IEC 62612 標準在緊湊型螢光燈

(CFL)與 LED 照明產品性能測試中的適用性，以確保降低能源消耗與碳排放。此外，

強調須對實驗室人員和技術委員會就 LED 產品進行培訓，進而提升能源效率測試

能力，且 IEC 62612 中對一般照明產品之定義未明確涵蓋裝飾性 LED 燈，故建議就

IEC 62612 標準於裝飾性 LED 燈具測試之適用性做進一步說明澄清，確保測試標準

能充分涵蓋各類照明產品，並可準確評估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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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韓國報告「APEC 氫能與燃料電池標準化、驗證、法規及系統建設」研討會活動：

此計畫之目的是促進 APEC 區域內氫能經濟的永續發展，幫助減少碳排放並創造新

的經濟增長動力。強調其計畫目標，包括舉辦研討會以促進相關領域的標準化和系

統建設，並進行 APEC 成員的會前調查。研討會著重討論氫能與燃料電池的標準、

驗證和法規架構，為該領域的發展提供支持。未來將繼續推進相關後續行動與計畫，

以求進一步強化 APEC 會員之間的合作與技術交流。 

(三) 馬來西亞報告「APEC 經濟體品質基礎建設良好作業」計畫之推動情形：本計畫將

透過辦理政策對話視訊會議及為期 3 天的實體研討會，就品質基礎建設良好作業進

行交流，政策對話視訊會議將由馬來西亞標準局主辦，訂於 2024 年 9 月 11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舉辦，於該會議將探詢各經濟體有興趣討論的主題；實體研討會則

暫定於 2024 年 11 月舉辦，包含 4 項主題：品質基礎建設管理、優化利害關係人服

務、品質基礎建設規定和新興產品之永續管理等，3 天實體研討會將就 APEC 各會

員間品質基礎建設良好作業之執行進行討論，盼透過研討會使各會員瞭解各經濟體

間的執行措施與差異，進而促使各經濟體強化其品質基礎建設。 

(四) 我國分享「電動車供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做法」」計畫成

果及觀察建議：本計畫目的係透過會員間交流分享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標準與符合

性評鑑之作法與挑戰，以強化電動車充電設備之安全管理，並促進區域內電動車發

展，計畫執行則分為問卷調查與網路研討會；問卷共有 15 個會員回復，盤點電動

車充電設備標準制定現況、符合性評鑑規定及挑戰；網路研討會邀集主管機關、標

準制定機構及業者進行交流，其中加強跨論壇合作、關注標準化活動與監管方式差

異，以及測試能量不足之挑戰是未來值得繼續關注之面相。（簡報如附錄 2） 

(五) 美國報告「新興科技數位化和國際法規合作」之推動進展：隨著數位轉型之推進，

各會員經濟體已開始對新興科技的標準和檢驗進行管理，是以，應強化 APEC 會員

間交流以減少貿易障礙。美國於 2024 年 8 月 12 日於利馬辦理實體研討會，會中討

論 3 項主題，重點包含：(1)人工智慧：AI 有效節省成本並減少人員出錯，可有效

產出文字等，ISO/IEC 智慧標準計畫目標將於 2030 年採用 XML 格式。(2)區塊鏈：

可以更透明的方式進行驗證，不僅提供法規管理者減少驗證作業，應用領域包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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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金融、健康等等。(3)雲端計算：提供更智慧的文件管理、審計及簽章，例如數

位孿生上載，已漸有國際標準管理確認機制。此外，研討會經綜合討論後建議未來

APEC 各會員針對新興科技可聚焦於增進中小企業標準取得、探討科技和標準對於

個人影響以及找尋良好法規管理框架。 

(六) 美國分享「協助政策制定者減輕及預防塑膠污染—以標準作為政策架構資源」提案：

亞太地區未妥善管理之塑膠廢棄物佔全球 60%，為解決亞太經合組織(APEC)區域

所面臨的塑膠廢棄物挑戰，此提案舉辦兩場工作坊，第一場於 2023 年 8 月 7 日在

西雅圖舉行，第二場於 2024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以視訊方式進行，探討各經濟體

現階段所遭遇的主要困境，包括低回收率、管理系統成效不彰、法規不一致、消費

者教育不足和公私部門合作不力等，進而討論相應之解決方案，如提升回收效率、

國際法規調和與標準化、減少一次性塑膠和推廣生態設計等，強調應以標準化作為

政策框架資源，來解決亞太地區塑膠廢棄物問題，確保法規符合全球共識，以及提

升消費者教育、改善產品設計和提高透明度，並建議應用先進技術（如 AI）促進塑

膠廢棄物回收的效率與效果、降低成本和減少環境影響，從而實現永續的廢棄物管

理。 

五、 新提出的 SCSC 提案： 

(一) 中國報告「APEC 跨境電子商務標準之最佳實踐分享工作坊」：隨著跨境電商蓬勃

發展，物流、支付及售後服務等程序帶來諸多挑戰，如流通效率低、成本高、消費

者權益保障不足等問題皆亟待解決。為應對這些難題，本提案建議透過標準化，如

統一國際物流標準、售後服務標準及政策透明化，來提高效率並降低跨境交易成本

，具體解決方案包括：舉辦研討會分享最佳實踐案例、調查各經濟體面臨的困境，

並共同制定標準發展計畫。預期透過 APEC 會員間的協作，建立標準互認機制，提

升跨境電商的服務和流通能力，最終實現貿易便捷化、合規管理平衡及提升中小企

業競爭力的目標，有助於區域經濟一體化及永續經濟成長。 

(二) 中國報告「與食品接觸塑料回收之政策、標準及最佳實務做法，以減少 APEC 區域

之海洋廢棄塑料」計畫：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00 億噸塑膠製品，根據聯合國環境規

劃署（UNEP）統計，若不採取行動，至 2040 年，流入水生態系統的塑膠廢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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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預計將增加近兩倍。本計畫旨在強化塑料回收再利用，特別是作為食品接觸用途

之閉環回收（closed-loop recycling），期盼能促使改變生產、消費塑料及管理塑料廢

棄物之方式，從源頭減少海洋廢棄物。雖然部分 APEC 經濟體已允許再生塑膠與食

品接觸之政策，但其他經濟體尚未允許，透過此計畫能使政府更了解現況，相關研

究機構可獲得更全面的技術及經驗，回收塑料業者能建置符合規定之生產程序，並

能讓食品業者實踐社會企業責任，且同時增強其使用回收塑料之信心。 

(三) 韓國報告「認證數位轉型」之 APEC 計畫，本計畫經費由 APEC 補助，包含我國在

內已獲得 10 個經濟體支持，對象為有意將認證業務導入數位系統需求的經濟體，計

畫將分析數位認證過程、如何促進認證系統、符合性評鑑系統採認以及增進國際認

證機構連結性。另將於 2025 年 1 月至 4 月辦理問卷調查，5 月至 8 月籌備研討會，

9 月辦理研討會，並於 2026 年 7 月產出總結報告。 

(四) 美國說明「食品安全事件管理」計畫：此計畫目標係為加強公私部門合作及對話，

強化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及供應鏈效率，並提供食品法規監管機構新科技之解決方法

，以精簡及加速產品回收程序，透過分享食品安全事件管理良好實務經驗，提供

APEC 地區成員食品安全事件管理作法，以強化食品供應鏈及減少貿易中斷。本計

畫共有 5 個會員經濟體共同參與，後續將舉辦研討會並發送問卷，完成食品安全事

件管理指引文件，供各經濟體參考依循。 

(五) 美國說明「創新案例研究」計畫：此計畫旨在建立一套無需花費資金的提案，目標

係透過舉辦研討會、圓桌會議等，召集相關領域之中小企業者，針對共同關注之議

題進行案例研討，最終將建立一份資源檔案，以供作各經濟體執行食品安全良好實

務及提供新技術之指引手冊。各會員經濟體可於相關組織網站、資源庫取得相關資

訊，不需要資金挹注便能執行計畫。研討之案例內容應有具體及詳細之說明、具實

用性及便於運用、具科學實證、基於國際標準及經過專家審查等，以便作為其他會

員經濟體之參考。 

 

肆、 113 年 8 月 12 日 APEC 電機電子產品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JRAC）會議紀要（議

程及簡要報告如附錄 3） 

一、 本次 JRAC 會議由俄羅斯聯邦標準局 Mr. Nikolai Faizramanov 擔任主席，上午為正式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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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下午為研討會，共 11 個經濟體出席(未達章程規定)，包括澳洲、智利、中國大陸、

香港、紐西蘭、俄羅斯、巴布亞紐幾內亞、秘魯、新加坡、泰國、我國（智利、中國、

秘魯、我國、SCSC Team 實體出席，其餘經濟體為線上與會）。除 APEC 經濟體外，國

際電工委員會(IEC)亦派代表出席會議。 

二、 正式會議情形如下： 

(一)泰國分享 SCSC 05 2021A「物聯網（IoT）產品測試能力建構研討會」提案計畫，其

主要目的是促進 APEC 實驗室的 IoT 測試技術與國際標準（ETS EN 標準) ）的解讀

，並擴展測試方法。該計畫有來自 8 個 APEC 經濟體的 19 個實驗室參與，其中也包

含我國實驗室。2023 年 8 月辦理了第一次說明會，2024 年 8 月進行第二次視訊說明

會，並將於 2025 年 5 月舉辦總結會議。計畫內容包括測試樣品與方法，比對項目如

最大電力輸出、循環測試、混附發射及佔用頻寬等，各實驗室數據差異主要來自設

備限制。 

(二) 秘魯分享 SCSC 103 2024A「光度計校準研討會：於國內計量機構中依 CIE 251:2023

標準（參考光譜 L41）採用 LED」提案計畫。考量 LED 燈應用將逐步取代傳統白熾

燈成為國際趨勢，為強化 APEC 經濟體光度計量的測試能力，舉辦為期 4 天的工作

坊，輔導業者符合最新 CIE 251:2023 標準，並探討 LED 燈在光度測量中之應用、理

論與實作等。 

(三) JRAC 會員建議未來可討論下列主題：線上平台/電子商務銷售之電機電子產品及不

合格產品管控挑戰、電池供電產品之安全性、電動車供電設備、家用電器標準之永

續性問題、跨經濟體對部分產品最低安全標準之接受度、消費者教育、最低能源效

能標準以及電機電子產品相關事故根本原因等。此外，APEC 秘書處建議可挑選出

幾項於未來 JRAC 會議時討論，並可提出作為提案計畫之題目。 

(四) IEC 說明最新業務推動現況，重點業務包含制定電網穩定性相關 IEC 標準，持續與

基金組織合作，協助開發中國家能源轉型計畫合作等；另第 88 屆 IEC 會議將於 2024

年 10 月於蘇格蘭愛丁堡舉行，歡迎各會員體實體及視訊參加。 

(五) 主席宣布下（2024 年）屆會議於韓國召開，仍由俄羅斯擔任主席，此外，依現行 JRAC 

章程，新加坡將於 2026 年接任 JRAC 主席，APEC 秘書處將於會後與新加坡確認其

意願。新加坡代表於 SCSC 會議表示願接任下屆 JRAC 主席，依照會員英文順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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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將於新加坡之後接任主席。 

三、 研討會（JRAC 電機電子產品安全主題交流）情形如下： 

(一) 中國報告強制性驗證制度（CCC 制度）系統及法規最新進展：中國強制性產品驗證 

(CCC) 系統涵蓋 16 類共 104 種產品，凡涉及個人健康、安全及環境影響之產品須

取得 CCC 驗證標誌後，才能出廠、銷售、進口或在其他商業活動中使用。近期改

革方面，動態調整產品目錄，建立動態調整機制，將管理標準化、品質穩定、風險

較低產品移出目錄，並將與消費者關係密切且風險較高的產品納入目錄，如 2024 年

將商用燃氣器具、阻燃電線電纜、電子馬桶等多種產品納入。 

優化和改進 CCC 驗證的實施程序，以實施自我聲明評估方法，要求企業進行樣品

測試和自我聲明評估後，即可將產品標上 CCC 標誌銷售，有助於產品快速上市。

對於繼續實施第三方驗證評估方法的產品，強化驗證單元和證書的整合，優化驗證

流程，實現驗證周期縮短 30% 以上，並降低單一證書成本。 

未來發展方面，將完善系統，包括改進風險評估機制，嚴格實施目錄動態管理，並

評估自我聲明實施效果；其次，優化實施程序，要求驗證機構根據產品風險和企業

情況實施分級分類管理，對於品質穩定企業免除現場工廠檢查，並嘗試使用線上監

控和遠端審核等數位驗證新模式；最後，將加強後續行政監管措施，嚴厲打擊未經

驗證即出廠、銷售或使用等非法行為，以及偽造、詐欺使用、買賣驗證標誌或證書

等行為。 

(二) 我國報告「資訊科技及影音產品之新標準採用」，於會中簡報說明我國商品相關法源

依據，後分享我國商品前市場及後市場檢驗流程，以及標準局五種商品檢驗制度。

最後說明我國於 2022 年公告資訊及影音產品應採用新版安全規範 CNS 15598-

1:2020 及電磁相容 CNS 15936:2016 檢驗標準執行測試，並說明可能涉及影響之產

品，提醒相關會員經濟體注意我國相關檢驗規定。（簡報如附錄 4） 

(三)俄羅斯報告「探討全經濟標準化體系數位轉型前景─以俄羅斯和歐亞經濟聯盟（

EAEU）電工設備符合性評鑑為例」，首先，俄羅斯介紹其品質基礎建設的生態系統

及法規架構，目前 EAEU 已訂定 52 件技術法規，並採用協調標準化程序，要求定期

評估技術法規的科學與技術水準，且其還啟動了標準化資訊系統，將標準轉換成機

器可讀取格式，將標準制定的時程從 24 個月縮短至 7.5 個月。2023 年至 203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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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轉型目標包括開發機器可轉譯和可讀取的標準及文件，以提升效率。此外，俄

羅斯也正在開發一個查詢系統，用於查找產品適用的強制性標準，進一步提升相關

程序的效率。 

伍、 APEC/SCSC 會議前後之研討會紀要 

一、 8月 13-14日計畫品質管理訓練研討會（簡報如附錄 5） 

本研討會主要由 APEC 秘書處分享如何申請 APEC 提案經費補助、撰寫品質概念文件之

作法、說明優良概念文件之要素，以及邀請獲 APEC 經費補助之提案計畫經濟體進行經

驗分享。 

APEC 秘書處分享重點如下： 

(一) 撰寫高品質之 APEC 提案計畫概念文件(Concept Note, CN)指南，以及申請 APEC 經

費的過程和注意事項：APEC 計畫提案旨在將 APEC 的政策目標轉化為具體行動，

推進 2040 太子城願景和 ECOTECH 議程，提升會員經濟體的能力。申請過程從 CN

開始，經各經濟體評分和選擇後進入提案階段，而常見的 CN 撰寫錯誤包括重複性

、範圍過大、目標過於宏遠以及提案活動可能對 APEC 帶來風險等 4 項，建議申請

者設定清晰目標、具體受益對象及工作計劃，並強調提案對 APEC 的相關性和貢獻

。此外，CN 的評分係基於與 APEC 優先關注議題之關聯性、提案品質、能力建構

和跨論壇合作等標準，提案經濟體應瞭解各類補助經費來源、優先議題及注意計畫

提案之重要關鍵日期。 

(二) APEC 提案計畫預算編列步驟說明和注意事項：在 APEC 計畫提案中，預算類型包

括研究、活動和報告等，每種類型的成本估算方法有所不同。計算提案成本時需考

量具體預算項目，如專家酬金、差旅費和活動管理費，於提案預算詳列這些項目之

預計支出，以便準確估算整體成本；而 APEC 提案計畫中不允許之開支項目包括宣

傳品、政府官員酬金及網站維護費等。舉例而言，實體研討會的預算應涵蓋場地租

賃、餐飲、材料和講者費用，而線上研討會則需考慮技術平台費用、網絡服務和數

位材料等，分析不同活動形式下的預算分配，有助於合理安排和管控成本。 

(三) APEC 計畫管理系統（APAS）概況和操作介面簡介，以及 CN 提出流程說明：自 2023

年 6 月起，APAS 系統正式啟用，旨在管理 APEC 提案的申請與審核流程。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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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了概念文件的提交與評分、提案計畫草擬與修訂、品質評估及最終核准和接受

函簽署等功能。申請者需透過 APAS 系統提交和更新經核准的 CN，APEC 預算管理

委員會（BMC）將對 CN 進行評分並提出修訂建議，以決定提案計畫是否獲得初步

核准。APEC 秘書處建議於提案前應先瞭解系統功能及操作介面，並預計於 2024 年

9 月辦理更完整的 APAS 系統訓練，以提高各經濟體對系統的熟悉度和操作效率。 

(四) 專案負責人（Project Overseer, PO）對申請 APEC 經費補助之關鍵建議：PO 強調應

注意提案計畫品質、補助基金項目選擇和跨論壇合作的重要性，並確保提案能有效

支持 APEC 長期目標。秘書處補充表示經費補助規則偶有修改，建議參加其辦理之

研討會以獲取最新資訊；其次，應多參考 APEC 計畫資料庫，瞭解優先關注領域和

政策方向，從中獲取靈感；再者，計畫經費應將可能的額外支出納入，例如專家講

者的旅費，預算編列時可提高 10%~15%，避免因價格浮動而超出預算。此外，申請

過程中應與秘書處保持密切聯繫，因其對規則與細節最為了解，且會於各階段適時

提醒應注意事項，也建議優先申請子項目基金，以提高獲得補助的機會。 

二、 8 月 13 日 SCSC-FSCF 第 10 屆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議程如附錄 6） 

本次會議由秘魯對外貿易部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SPS）專員 Ms. Ingrid 

Jauregui 擔任主席，除針對執行中及未來擬執行之提案進度進行報告外，亦請相關組織

說明與 FSCF 合作項目，及邀請專家及產業代表與參與之經濟體討論食品安全相關議題。

會議討論情形如下： 

(一) FSCF 合作項目 

1. 世界貿易組織（WTO）及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秘魯分享其如何依循CODEX

發布之 2020 至 2025 策略方案，以達到 CODEX 四大目標：「即時解決緊急議

題」、「基於風險分析原則開發以科學實證為基礎之標準」、「提升 CODEX 標

準影響力」、「促進 CODEX 成員參與」。WTO 部分，秘魯分享 WTO 在近期

例會持續促使會員經濟體加強執行 SPS 協定，並強調利用數位化，例人工智慧、

電子化證明文件等工具，解決特定貿易關切議題，以創造更安全、公平、透明

之貿易環境。 

2. 標準與貿易發展機構（STDF）：由 WTO、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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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rld Organisation for Animal Health, 

WOAH）及世界銀行共同倡議成立，成立目的係創建一資源共享平台，透過專

家介入、公司部門合作、財務援助等資源，提升其 SPS 監管能力，以解決 SPS

相關議題。STDF 於會上分享其協助 APEC 經濟體及區域性國家之 SPS 相關計

畫成果。 

3. 美國食品安全和應用營養研究所（JIFSAN）：分享自 2012 年起與美國 FDA 共

同合作之計畫研究成果，該計畫探討不同訓練模組及補充訓練教材，對於提升

農業生產者識能之成效。 

4. 秘魯亞太研究網絡（REDAP）：秘魯利馬大學 Mrs. Maria Vera and Mr. Augusto 

Mello 分享 REDAP 受全球高度關注之「食品詐欺（Food Fraud）」議題，所面

臨之挑戰及應對措施。 

5. 亞太食品監管機構高峰會（AFPRAS）：南韓食品與藥物安全部（MFDS）全球

政策及戰略辦公室副主任介紹 AFPRAS 成立之起源、任務及目標。APFRAS 成

立於 2024 年 1 月，目的係加強經濟體間合作，以解決共同關切之食安議題，

由南韓 MFDS 擔任秘書處，並設有三個工作小組；目前成員有南韓、澳洲、中

國、印尼、紐西蘭、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另 FAO、WHO、Codex、智利、

馬來西亞及泰國為觀察員，南韓表示希望未來能邀請更多會員經濟體一起加入

APFRAS。 

(二) FSCF 執行中計畫及新提案 

1. FSCF 執行中計畫： 

澳洲報告「促進執行 APEC 食品安全風險溝通框架及相關指引」計畫，該計畫

已於 2024 年 5 月於新加坡辦理第一場工作坊，預計於 11 月辦理第二場；美國

報告「動物產品進出口電子證明」計畫，本計畫目標係為調和各經濟體對於動

物產品電子證明之要求，以加強食品供應鏈及減少貿易中斷，已於本年 8 月 12

日辦理一場工作坊，聚焦討論此議題所面臨之挑戰、經驗分享及適用於全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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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預計於 2025 年 1 月發布相關指引。 

2. FSCF 新提案： 

(1) 美國報告「創新案例研究」及「食品安全事件管理」計畫，兩計畫都在強

調公私部門合作及對話之重要性，透過整合 APEC 地區各經濟體針對食品

安全事件管理作法、食品安全相關良好實務經驗或新技術，以強化食品供

應鏈及減少貿易中斷。 

(2) 秘魯報告有關食品及飲料包裝生物降解性檢測相關之研究計畫，目的係讓

各經濟體能有一套經驗證的檢測方法，能使各經濟體執行食品及飲料包裝

生物降解性測試時有所依循。 

(3) 印尼報告有關建立提升女性餐飲烹飪工作者，對於食品衛生安全及食餘處

理知能的標準。鑒於印尼認知到餐飲烹飪於旅遊業之重要性，本計畫將辦

理工作坊，參加對象為餐飲烹飪產業，尤其針對女性，藉由提升女性餐飲

烹飪工作者之能力，創造旅遊觀光之食品衛生安全環境。 

(4) 智利：報告有關如何提升小規模水產養殖工作者蒐集資料及保存紀錄的能

力建構計畫，目標係為促進水產品市場進入及減少因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所造成之損失，透過智利政府部門、NGO 專家與社區之共同合作，期望能

建立更具韌性及公平的生鮮水產品生產系統。 

(三) 食品安全議題經驗分享 

1. 中國大陸報告其海關總署發布之第 248 號及第 249 號令，係有關進口食品境外

生產企業註冊管理等規定，規範所有輸銷中國大陸的食品生產、加工、貯存企

業，自 2022 年起，皆須向中國海關總署申請註冊。 

2. 智利政府相關單位與蒙特雷灣水族館，正在與世界動物衛生組織（WOAH）抗

生素藥物管理合作中心（CASA）合作，進行一項改善小規模水產養殖業（SSA）

之合作計畫。本計畫邀請專家辦理一場工作坊，共同討論並發展一套為 SSA 設

計有關水產養殖流程的數據蒐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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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國： 

(1)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報告其與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美國

農業部（USDA）共同建置可追溯型工具「糧食安全之食品安全」（FS4FS）

計畫，該計畫是繼 2016-2022 年後之延續性計畫，可讓食品監管機構及業

者上傳完整且詳細的產品供應鏈資訊至此工具上（亦稱沙盒），另透過開

發一種防火牆伺服器，使沙盒可存取美國 FDA 產品追溯系統（PTS）的資

料，如此便可讓沙盒之使用者取得 PTS 上之資料，但 FDA 不能取得業者

所上傳之資訊。 

(2) 美國農業部之農業行銷局（AMS）報告如何管理乳製品出口證明之機制，

AMS 網站設有 ATLAS（Agriculture Trade Licensing & Attestation Solution）

平台專區，可供公開查詢經核准的乳製品出口證明，惟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是未有標準格式之證明，及非以科學為基礎的證書，期盼透過國際間討論

以達證明格式之標準化，以減少非技術性貿易障礙。 

4.  秘魯： 

(1) 秘魯漁業資源安全及水產品衛生機構（SANIPES）負責管理漁業來源及產

品衛生安全生產鏈，在依循秘魯 2022-2025 食品安全計畫下，透過分階段

的措施，逐步加強漁業產品衛生安全查核及檢驗，且有完整的法規管控架

構，包含產品本身、水質及冷藏、產品出口、用藥殘留、捕撈活動、警示

管理等法規，另將進口產品依風險程度分成高、中、低，訂有不同管控要

求。 

(2) 秘魯國家農業衛生檢疫局（SENASA）負責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農畜產品，

其針對從生產端到消費者端之食品供應鏈，訂有一套包含衛生監控、風險

分析及上市後追蹤之管理系統，另針對污染物管理、用藥殘留、食品安全

警示系統、毒物檢驗分析、出口食品衛生安全證明、初級農產品加工、進

口初級農產食品及飼料衛生安全皆有相關計畫及對應之管理機制，SENSA

亦利用電子系統及資訊科技等新技術來管理產品衛生安全。SENSA 進一

步介紹食品中污染物分析實驗室之發展近況，自 2013 年建立共 45 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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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依循 ISO/IEC 17025 標準及利用質譜儀技術，建立 300 多種來自不

同化學種類之殺蟲劑，並參與歐盟參考實驗室蔬果殺蟲劑（EURL-FV）規

範，通過歐盟實驗室能力試驗認證。 

(3) 秘魯技術標準機構（INACAL）報告其在秘魯食品衛生安全體系所扮演之

角色，包括出口產品證明確效及驗證食品衛生安全檢測實驗室。 

5. 韓國食品藥物安全處（MFDS）報告兩項利用數位技術進行食品安全監控之機

制。第一項是利用人工智慧技術所建置之邊境自動查核系統「SAFE-i24」（Smart 

Automated and Fast Evaluation for Import Inspection），起源於全球疾病大流行

造成食物鏈破壞，及因應韓國政府之「數位政府」政策，主要針對進口頻率高

及風險程度較低的產品開始施行，預期可減少物流支出及穩度供應鏈，也可加

強政府邊境查核效能，並將邊境查驗重點著重在高風險食品之檢測；第二項是

「Food-QR」（食品 QR），鑑於消費者對食品的知權需求提升，又食品外包裝

標示空間有限，韓國建立食品標示 QR code，除依據法規必須標示在外包裝之

資訊外，消費者可掃描 QR code，同步獲得食品安全資訊（例過敏原成分、產

品回收及溯源資訊）、健康資訊（營養資訊細節、相關認證、攝取量規範等）

及日常生活相關之資訊（顯示食譜、便利聽視能障礙者之資訊、家電用品使用

介接資訊、可取得該商品之地點資訊等）。 

(四) 食品安全議題專家討論 

1. 秘魯全國工業協會 Marcelo Valverde 針對加工食品標示及其他安全標準等要求

提出觀點，其認為產品電子證明不一定需要統一，可以互通性為原則來執行；

產品註冊必須基於產品風險考量，且應參考其他經濟體及國際標準作法；增加

使用回收材料的產品包裝，並同步修改法規以符合產業創新作法，增進永續性；

過多的標示規定恐造成消費者困惑，其認爲針對以上幾個觀點，應加強公私部

門對話，以建立更好的實務做法。 

2. 秘魯出口協會 Claudia Solano 分享產品追溯對於食品安全產業之重要性，並與

各會員經濟體分享秘魯在食品溯源之案例分享，包含咖啡及可可產品之溯源管

理、洋芋片產品包裝標示 QR code、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adio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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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之運用、水產品及漁業相關資訊 APP 查詢系統等，惟所面臨之

挑戰是部分地區使用智慧型手機及網路之可及性低，目前已有改善之趨勢。 

三、 8 月 14 日 SCSC「APEC 良好法規作業經驗：改善公眾諮詢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7） 

(一) 公眾諮詢為實踐政策發展的良好工具 

首先，WTO 貿易與環境部門主任 Mr. Aik Hoe Lim 說明 WTO TBT 委員會在推動

GRP 方面扮演關鍵角色，「透明化」被視為其中的重要因素。近期，WTO TBT 透

明化工作小組建立 3 項重要里程碑，包含提供如何對監管措施通知提出意見的實踐

指引、建立 WTO 會員國實施 TBT 協定的法律和機構安排的指導方針、以及修訂強

化 WTO 會員國對監管措施通知的相關指引。其提到以公眾諮詢做為 GRP 之工具

將帶來許多益處，包含提升公眾對法規的瞭解、增加公眾對於監管措施合法性的信

心、改善法規品質、避免不必要的貿易障礙及更能瞭解公眾之需求（尤其針對中小

企業）。TBT 委員會因應 GRP 亦規劃多場相關討論會議以提升資訊交流，並建置

ePing 平台。 

泰國工業標準研究院分享執行公眾諮詢之流程，其中所面臨之挑戰包括接觸不同群

體的參與者，會帶來管理衝突和意見分歧；應確保資源充足與具有處理大量數據之

能力，以及缺乏蒐集公眾意見之標準流程等。 

智利分享該國公告多項法規及指引，以利實踐 GRP 精神，並建立諮詢程序與公眾

意見反饋機制。菲律賓易工業部標準局及墨西哥電信研究所亦分享其執行公眾諮詢

之作法，皆強調促進透明度及提升公眾參與溝通之於政策決定的重要性。 

(二) 秘魯分享改善公眾諮詢之經驗 

秘魯參與「美國亞洲經濟成長支援計畫(US-Support for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US-

SEGA)」，該計畫以秘魯環境部（MINAM）和生產部（PRODUCE）作為試辦機關，

目的係幫助其開發系統化之方法，以作為政府未來實施強制性公眾諮詢政策之參考

及應用。該計畫主持人 Mr. Nathan Frey 分享執行此公眾諮詢計畫之步驟包含前期規

劃、執行公眾諮詢、蒐集資訊及通知諮詢結果。前期規劃階段應注意執行流程細節

制定、擇定重點利害關係團體及問題設計等；執行階段應有相關措施，以因應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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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團體之動態變化；蒐集階段應將公眾回應資訊組織化，並將結果以淺顯易懂的

格式公開。Mr. Nathan Frey 總結，為確保公眾諮詢執行之延續性，明確的內部規劃、

有效的資源管理、保有彈性作法及機關內部、諮詢對象及利害關係人之培訓非常重

要。 

秘魯公共管理秘書處副秘書長 Ms. Elizabeth Viton 說明此計畫中公眾諮詢及早期規

劃之重要性，並分享美國發起此公眾諮詢試辦計畫所帶來的好處，包含法規可預測

性、提升政策制定流程之品質、提供公眾對政府之信心、增加透明度、確實傳遞資

訊予民眾，並確保法規的發展皆係基於公眾的需求下進行。惟秘魯仍較無「規劃法

規（Regulatory Planning）」之觀念，故會衍生出執行率低、公眾參與度低且執行人

員未有充分之訓練等多項挑戰。本計畫試辦機關秘魯生產部及環境部人員，亦向與

會者分享執行公眾諮詢計畫之實際情形與經驗、面臨之挑戰及未來展望。 

(三) 公眾諮詢機制的創新 

1. 美國貿易代表署暨 WTO 與多邊事務主任 Ms. Victoria Waite 說明，美國行政部

門的法規發展共包含四大階段：階段一「規劃/發想」、階段二「擬定草案前之

內部影響分析」、階段三「草擬規定」、階段四「最終規定」。第一階段，機

關會舉辦非正式的對外活動，包括與利害關係人或一般大眾的會議，透過網站

及社交媒體平台進行早期接觸。第二階段，機關會預擬規定草案並進行影響評

估，通常會伴隨執行法規影響分析（RIA）。第三階段，提出「擬議規則制定

通知（Notice of Proposed Rulemaking, NPRM）」，內容包含規則、背景解釋及

設計問題以公開徵求意見。在第四階段，最終規定會根據公開意見徵求紀錄進

行修訂。根據美國《1935 年聯邦登記法》和《1946 年行政程序法》，機關需公

開所有相關資訊並接受電子公眾意見；又美國《2002 年電子政府法》要求機關

在專屬網站上發布所有資訊，制定相關資訊皆可透過 Reginfo.gov、Federal 

Register 和 Regulations.gov 等網站查詢。 

2. 秘魯全國工業協會分享公眾諮詢機制有助於改善 TBT 及 SPS 規範之制定，其

建議應多加利用線上平台來接收和公開公眾之意見，並透過會議、論壇和公開

討論等管道提升透明度，並強調密切的內部協調對於公眾諮詢之必要性。秘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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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秘書處分享該國執行公眾諮詢所使用之新興工具，可增進市民參與、

透明度及決策效果，包含使用網路問卷系統、手機應用程式 APP、人工智慧 AI

數據分析、網路社群、AR 及 VR 技術及以視訊方式召開會議並能即時與公眾

互動等，然仍面臨可能因數位可及性之不平等，造成難以確保所有參與者能夠

獲取完整資訊、造成偏見以及民眾需適應新趨勢等挑戰。 

(四)  APEC 區域內公眾諮詢之合作 

WTO 貿易與環境部門主任 Mr. Aik Hoe Lim 分享 ePing 是實踐 GRP 及公眾諮詢的

良好工具，透過此平台可線上提交 TBT 及 SPS 通知，加速通知流程並減少錯誤，

亦可促進對內與國內利害關係人溝通，對外與國際間分享資訊及協調等功能。目前

ePing 已有近 24,000 名用戶，屬於 APEC 之註冊用戶超過 9,000 名。 

秘魯公共管理秘書處副秘書長 Ms. Elizabeth Viton 鼓勵各會員經濟體合作舉辦研討

會及工作坊，或建立專屬網站共享最佳作法及實務經驗，以有效實踐公眾諮詢；另

其認為應確保蒐集之意見足以代表利害關係人，並使用更具包容性之作法，加入性

別視角，及強化同理心、耐心、尊重和溝通技巧。 

US-SEGA 負責秘魯公眾諮詢計畫之主持人提出，APEC 經濟體發布相關通知之管

道有多種類型、蒐集利害關係人意見之方法亦非常多元，惟僅有 4 個經濟體考量到

弱勢族群並納入公眾諮詢之政策中，顯示出應改善弱勢族群參與之必要性。 

四、 8 月 15-16 日「第 15 屆 SCSC 標準與符合性會議：利用自願性永續標準（Voluntary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VSS）強化 APEC 經濟體貿易夥伴關係與經濟合作」研討會（議

程如附錄 8） 

本研討會係由本次 APEC 主辦經濟體秘魯舉辦，由於自願性永續標準在全球永續發展目

標下已成為國際市場趨勢，且 APEC 會員對於 VSS 議題亦多予關注，本研討會就各個

層面及角度去探討 VSS，分別為：1. VSS 之起源、演變、推動因素、停滯及對 APEC 的

影響；2. VSS 之運作：標準制定、合規保障（符合性評鑑與客訴機制）及追溯管理；3. 

VSS 於國際貿易中之應用；4. APEC 經濟體之主要學習與未來展望：中小企業可持續性

標準、良好回收產品認證、VSS 及公平貿易之機會與挑戰；5.識別差距與機會並檢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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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應用之分組討論等五個部分進行交流，重點說明如下： 

(一) 自願性永續標準之起源、演變、推動因素、停滯及對 APEC 的影響：自願性永續標

準（VSS）起源於 20 世紀 90 年代，旨在促進貿易的環境和社會永續性，確保經濟

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依據聯合國 UNFSS 的定義，VSS 係利害關係人為達成環

境永續目標之自願性標準，這些標準由私部門制定，強調自願實施並基於經濟效益

考量，如市場進入、品牌保護等。VSS 的標準驗證過程與一般產品相似，涉及自我

評估、評鑑和認證機構核發標誌。近年來，VSS 數量增多，涵蓋領域從農業、食品

到紡織等，顯示出其對貿易和永續發展的深遠影響。 

VSS 的推動因素包括市場對環境和社會責任的需求、政府政策支持以及國際合作。

然而，VSS 的實施面臨挑戰，如市場進入障礙、驗證成本上升和與其他標準的重複

管理，雖然將 VSS 納入貿易協議中可能違背其自願性原則，惟此仍是一種促進永續

發展的有效工具。VSS 的優勢在於能提高消費者信賴，然而也可能因驗證費用增加

而提高產品成本，對中小企業而言是一項沉重的負擔，可能會加重市場競爭壓力。 

VSS 對 APEC 經濟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VSS 有助於提升區域

貿易和投資，透過提供清晰的標準和要求來增加貿易透明度，吸引更多國際投資；

其次，VSS 支持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促進 APEC 的永續發展目標，改善區域內的

商業環境；此外，符合 VSS 的產品能強化 APEC 經濟體的國際競爭力，推動技術創

新和提升品牌價值。然而，VSS 的實施也面臨挑戰，如標準多樣性可能導致貿易障

礙，以及中小企業可能承擔高昂的實施和驗證成本等。因此，APEC 經濟體需有效

應對上述挑戰，充分利用 VSS 的優勢，以促進區域經濟之永續發展。 

(二) 自願性永續性標準之運作： VSS 的運作方式重點包括如何設定永續性標準、確保符

合性以及 VSS 可追溯性。美國材料及試驗協會（ASTM）副總裁 Teresa Cendrowska

指出，ASTM 自 1898 年成立以來，已有 145 個技術委員會制定超過 13,000 項標準

，並符合 WTO 對國際標準的六項原則，ASTM 在環境與永續性方面成立了多個專

門委員會，旨在制定有效的標準，方法包括明確目標與範圍、確保針對性和有效性

以及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參與，透過收集不同觀點來增強標準的接受度，此外，也應

利用最新的科學研究和數據來支持標準的制定。 

責任採礦保險倡議組織（IRMA）則透過責任採礦保證系統，設計了包括最佳實踐標

準和第三方認證的多項機制，並已發布 IRMA 責任採礦標準 1.0 版，預計在 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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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 2.0 版。IRMA 的查證系統可分為獲證資格與候選資格，旨在評估採礦場的符

合性和持續改進，目前已有 109 個礦場參與。亞太認證合作組織（APAC）的 Graeme 

Drake 援引 ISO 標準為例，強調自願性永續標準的重要性，隨著消費者對永續品牌

的認同度提高，企業也在調整生產模式以響應全球環境目標，而 ISO 14019 標準對

於永續性資訊的驗證與報告提供指導原則，其涵蓋環境、社會與治理（ESG）的要

素，並有助於制定驗證計劃。 

總結而言，VSS 的建立和運作需透過多方合作與標準制定，以促進永續發展和提高

市場透明度，而這些標準不僅有助於企業的合規性，也能強化消費者對永續產品的

信任，進一步推動永續經濟的發展。 

(三) 自願性永續標準於國際貿易中之應用：會中由 WTO、美國貿易代表署、印尼標準局

、紐西蘭初級產業部及中國標準化協會代表分享相關應用經驗。 

WTO 講者提到，全球約有 350 個 VSS 標準，涉及多種議題如人權、勞工權益、環

境和氣候變遷，且這些標準多由私營部門制定，以管理供應鏈並響應消費者需求。

美國代表強調其在貿易協定 USMCA 中已納入自願性標準促進環境保護，如能源之

星標誌計畫。印尼代表則分享其標準局在推動與國際標準接軌時，已針對特定產業

制定國家標準，如可持續棕梠油、可可豆永續性夥伴等標準，並推動相關自願性標

準驗證，如溫室氣體排放查證、環境管理系統驗證等。紐西蘭代表強調消費者對產

品永續性的關注日益增加，並介紹多項官方驗證和貿易協定如 CPTPP 和英紐 FTA

中之永續性條款。中國大陸代表則指出中國大陸在推動 VSS 的發展與推廣方面的努

力，包括成立 VSS 國家平台並制定自願性可持續標準指南。 

(四) APEC 經濟體之主要學習與未來展望： 

1. 韓國科技標準局（KATS）以良好回收產品驗證（Good Recycled certification, GR 

certification S）為例，說明 KATS 如何管理並促進中小企業採行 VSS。GR 驗證

係韓國於 1997 年所建立的自願性驗證系統，目的係確保回收產品之品質保障，

以消弭消費者對於回收產品之不信任，同時提升消費者對於回收產品之認知，

增進回收產品於技術層面之競爭力。GR 驗證主管單位為韓國貿易工業及能源

部（MOTIE），驗證有效期為 4 年，其要件包含三項：需使用國內製造之回收

原料（至少使用 60%回收塑膠原料）、產品需重新製造並商品化以供銷售、製

程須符合 GR 品質驗證。驗證程序共有五大步驟：申請、面談、實地稽核、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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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稽核、最終審查，約需 90 天，驗證結果將由 KATS 公布。鑑於生態友善產品

得以流通全球，MOTIE 亦會核發英文證明，以支持經 GR 驗證之產品進入國際

市場並符合國際需求。 

2. 秘魯生鮮產品出口中心介紹多項有關咖啡產品相關之 VSS，惟咖啡業者為符合

多種 VSS 標準，需花費許多時間了解不同的標準內容，並需付出高昂費用來改

善設備或進行人員培訓。以歐盟的反毀林法規（EU deforestation Regulation-

EUDR）為例，該規定禁止在歐盟市場銷售來自毀林土地之產品，如可可豆、咖

啡等，為符合該標準，進口商須證明產地地理定位證明，以確認產品來源，致

繁瑣的行政程序加諸於業者。其總結，VSS 為環境永續的社會責任，但多種標

準將造成業者困擾，建議能建立更明確的驗證系統、更清楚的驗證標準，才可

完善更具包容性的驗證程序。 

3. 拉丁美洲與加勒比地區公平貿易生產者網絡分享其所制定之 VSS 標準共包含

四個面向，包含：經濟、社會、環境與賦權。經濟面向為保障基本價格及公平

貿易附加價格；社會面相包含符合國際勞工法規、不歧視及性別平等等原則；

環境面相包含禁止使用基改作物、禁止使用危害物質、良好農業作業等；賦權

面向則強調組織合作、透明化、由農夫或工人所制定的政策與計畫等。 

(五) 識別差距與機會並檢視實務應用之分組討論： 

為促使各經濟體多元觀點互動交流以及深入探討 VSS 未來的機會與挑戰，研討會第

2 日下午主辦經濟體將與會者分為三組，就「農業和採礦業面臨 VSS」、「APEC 經

濟體實現永續性要求（包括通過 VSS）」、「自由貿易協定(FTA)中納入永續性議題

或 VSS」等三大面向進行分組討論並分享其腦力激盪之成果。我國參與本次研討會

成員分別加入三個小組與其他經濟體共同討論，各議題之結論重點摘要如下： 

1. 農業及採礦業面臨 VSS：該組報告政府應加強對 VSS 的支持，包括支持小規模

農業生產者、促進 APEC 經濟體之間的標準調和與等效、加強公私部門的合作

、建立可持續性等級標準等，並表示 APEC 應開展關於 VSS 的比較研究，包括

各標準之要求及對市場產生之影響。 

2. APEC 經濟體實現 VSS：該組建議 APEC 各經濟體政府應提升大眾對 VSS 之認

知，並設有專責單位以監督及管理 VSS 認證，該專責單位應對不同的 VSS 認

證要求加以比較，特針對有需求之業者進行專案輔導，並鼓勵 VSS 認證取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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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驗證。 

3. 自由貿易協定(FTA)納入 VSS：經該組表示若於 FTA 中納入 VSS 概念，可創造

之機會包含可促進 FTA 成員之合作、增加透明度、共同支持環境永續等環境議

題；可能面臨之挑戰包含各 FTA 成員間對 VSS 之認知及能力差異性大、FTA

性質具約束力而 VSS 精神係自願性、恐增加成本及面臨需修改法規、造成貿易

障礙等。其仍認同將 VSS 概念納入 FTA 中，有助於提升各成員對 VSS 之認知

與瞭解，惟建議相關條文應採鼓勵性質。 

五、 8月 19-20日第 17屆良好法規作業研討會（議程如附錄 9） 

(一) 研討會旨在促進 APEC 會員分享良好法規作業之實踐經驗，探討的主題包括法規品

質對生產力、競爭力與正式經濟的影響、利用監管政策促進正式經濟轉型、透過早

期規劃及公眾諮詢以鼓勵利害關係人參與、運用科技工具與創新資源促進國際監管

合作、APEC 區域推展良好法制作業藍圖等。 

(二) 法規品質對於生產力、競爭力和正式經濟的影響至關重要，因其直接促進資源的有

效配置和市場的健康發展。紐西蘭分享良好的競爭政策和法規框架不僅提升了市場

的透明度，也激發企業的創新能力，最終提升了生產力和消費者福利。另一方面，

OECD 的產品市場規範指數（PMR）作為衡量各國競爭性法規的工具，顯示 APEC

經濟體在某些領域的表現優於 OECD 平均水平，然而在服務業監管上仍有顯著差距

，儘管部分經濟體在新企業成立和服務業改革上有所進展，但整體改革速度放緩，

顯示出對新進入者的支持仍需加強。 

智利則分享面臨生產力增長緩慢的挑戰，尤其在非正式經濟的影響下，企業進入障

礙及冗長的許可程序抑制了市場活力，智利政府正致力於簡化法規，旨在提高整體

生產力和經濟增長。另美洲開發銀行的研究指出，法規品質與生產力之間存在顯著

的正相關，並強調透明度、規劃及公共諮詢的重要性；而秘魯則表示經濟增長的放

緩顯示出法規品質對於提升中小企業生產力的重要性。綜觀上述經濟體之分享，可

知高品質法規不僅關乎勞動市場和稅收政策，還需公私部門和學術界的協同合作，

以創造有利的經濟環境，提升法規品質是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福祉的關鍵所在，各

經濟體應該在法規體系的改革與完善上持續努力。 

(三) 有關利用監管政策促進正式經濟轉型的體制與治理模式，本次邀集智利、澳洲、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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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及馬來西亞分享其良好法規推動及改革經驗，以及前述經濟體內之監管方式及單

位。智利和澳洲制定指引和推動法案，強化跨部門合作和政策影響評估。秘魯則成

立法規管理委員會，制定關鍵原則，加強公眾參與和透明度，以提升法規品質和管

理效率。馬來西亞則透過智慧法規政策促進非正式經濟部門轉型到正式經濟。前述

經濟體都強調良好法規的重要性，以及強化政府在法規制定和實施過程中的主導作

用和責任，以利經濟體導入正式經濟。 

(四) 法規制定過程中，早期規劃及公眾諮詢對於提升法規品質、提升透明度與公平性、

促進合法性與接受度，以及預防法律爭議與挑戰具有關鍵作用。本節中美國、印尼

、秘魯及哥倫比亞就「透過早期規劃及公眾諮詢以鼓勵利害關係人參與」分享自身

之實踐經驗，展示如何有效地鼓勵利害關係人參與並改進法規作業，摘要如下： 

1. 美國每年春秋季發布之《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中的《法規統一計畫》（

Unified Agenda of Regulatory and Deregulatory Actions），其涵蓋約 60 個部門/機

構正在制定中的聯邦監管活動，向公眾和利害關係人提供即將生效或修訂中的法

規和政策資訊，有助於提高法規制定過程的透明度，並促進政策的包容性和有效

性。此外，拜登總統於 2023 年啟動現代化監管審查倡議，簡化現行監管審查程

序並推動使用數位工具和技術來改進法規的管理和執行，以提高法規實施的效果

和靈活性。 

2. 印尼的兩個主要法規為 PBSN 7（強制執行印尼標準 SNI 的程序）和 PBSN 8（監

管影響分析及遵守國際義務的程序），還制定公眾參與的制度框架與指導方針，

以促進早期規劃及公眾諮詢的包容性。 

3. 秘魯的公眾諮詢改革係針對風險評估不夠嚴謹、法規草案於制定後才進行公眾諮

詢、缺乏未來計畫以及缺少法規監管機制等問題，推出了監管品質分析、早期議

程制定和風險評估指引等改革措施，建立一致性範本以用於早期議程，並簡化外

貿支付程序，並強調與私部門的合作，以提升監管效果。 

4. 哥倫比亞講者表示，透過公眾諮詢來收集利害關係人意見是關鍵的第一步，成功

的公眾諮詢應具備包容性和彈性，提供相關資訊，制定有效的溝通策略，並促進

與利害關係人的對話與互動。此外，還應該在技術上投資，如數位平台、數據分

析技術或可視化工具等，據以評估和審查過程的有效性。 

(五) 運用科技工具與創新資源促進國際監管合作，可顯著降低貿易及投資障礙、提升政



26 

策落實效率、增強國際信任，並推動國際標準的相互操作性，有助於良好法規作業

執行之優化，實質效益及 APEC 經濟體應用實例概述如下： 

1. 提高透明度與協作：科技工具如數位平台和協作工具可促進各機濟體間資訊共享

和透明度，例如 APEC 的數位標準化平台使會員能夠共享和協作制定通用標準，

進一步促進國際間的協作與互信，減少貿易與投資障礙。 

2. 簡化程序與提升效率：創新資源如 AI 技術和數位平台可簡化監管程序和提升工

作效率，例如泰國運用 AI 技術將專業術語轉化為易於理解的語言，讓民眾可更

有效地參與立法過程，提升法規制定的效率與公平性。 

3. 促進公眾參與：數位工具如網站平台和意見收集系統能擴大公眾參與範圍，提升

政策制定的包容性，如秘魯利用數位工具簡化申請程序，減少申請時間，同時提

高了政策的透明度和接受度。 

4. 優化法規影響評估：數位科技工具可提供精確的法規影響評估，例如馬來西亞利

用數位科技簡化法規影響評估過程，確保所有利害關係人能有效參與和提供意見

，進一步提升法規的質量和實施效果。 

5. 提升政策制定與執行效率：創新資源如行為經濟學模型和使用者友善的設計提升

了政策的實施效果，例如秘魯透過行為經濟學模型的數位應用，提升企業遵守法

律的動機，並加快政策執行速度。 

陸、 心得與建議 

一、 我國應持續瞭解JRAC關注議題及與其他會員互動，俾利未來順利接任JRAC主席 

JRAC主席是依據APEC經濟體名稱之英文順序輪流擔任，為我國少數能在APEC場域擔

任主席之重要機會，明年JRAC將續由俄羅斯擔任主席，2026年及2027年將交棒予新加

坡，我國將於2028年接任JRAC主席，我國應持續積極參與JRAC相關活動及討論，做好

接任主席之相關準備工作。此外，JRAC討論的主題涵蓋多個重要領域，包括電子商務

平台電機電子產品安全管理、標準檢驗業務數位化以及新興產品管理等。這些議題與本

局正在推動的業務密切相關，我國應積極參與會議與其他經濟體建立良性互動，並適時

向各經濟體分享本局業務推動經驗，以掌握相關議題話語權。 

二、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我國應關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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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間自願性永續標準及其認證機制，對於國際貿易之影響，符合國際永續發展趨勢並

維持國內產業出口競爭力；目前許多先進國家已開始或研擬產品碳查證規定，如歐盟

碳邊境調整機制，我國亦將開始徵收碳費，需掌握相關查核機制已協助我國業者出口

所需之碳含量查證；再者，因為循環經濟的概念，未來產品的使用期限可能進一步延

長，產品的原料來源也可能更加多元，對於產品安全的管理可能帶來挑戰，例如國際

間正研究將使用過的電動車電池改為用於儲能系統或其他非高效能之用途，這些被延

長壽命且用於不同使用情境的產品所造成的安全性風險是否需要新的標準及監管措

施，採用何種管理做法才能兼顧產品安全性及再利用的成本，又或是利用回收零件產

製的產品應該視作二手品或新品。這些議題可能是未來國際間討論的重點，我國可透

過APEC場域關注該等議題的發展，並積極參加國際論壇和會議，學習先進國家的經

驗，促進國際間合作與資源共享，將有助於強化台灣在全球市場中之地位，使我國將

能更有效地應對全球產業鏈的變化，並維持永續經濟成長競爭力。 

三、 積極參與APEC食藥醫粧相關議題之討論，並持續於APEC SCSC爭取各會員支持舉辦

國際研討會，促進國際交流同時展現我國食藥醫粧監管實力 

透過參加本次APEC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CSC)例會，及SCSC食品安全合作論壇

論壇(FSCF)會議、公眾諮詢良好法規實務(GRP)及自願性永續標準(VSS)研討會，掌握國

際間食品安全或醫藥品相關議題之最新趨勢，並充分瞭解參與會員經濟體之管理實務做

法。建議未來應持續參與APEC活動及會議，積極與各會員經濟體交流，另就醫藥品法

規協和指導委員會(RHSC)部分，將持續參與相關會議並落實RHSC制定之優先工作領域

(PWA)事項，透過多方參與各教學卓越中心(CoE)辦理之研討會，獲取良好實務經驗及新

知，促進亞太地區的法規調和。未來，將持續在SCSC提出APEC計畫，舉辦國際研討會，

深化與APEC各會員經濟體之國際交流及合作，提升我國在APEC場域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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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SCSC會議議程及簡要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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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名稱 

(含英文縮寫)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 (SCSC) 

會議時間 2024 年 8月 17-18日 

所屬工作小組或次級

論壇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CSC) 

出席會議者 

姓名、單位、職銜、

性別(人數及比例)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劉科長冠麟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李技正元鈞 

3.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蔡科員蕙如 

4.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余技正盈蓁 

5.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莊技士筱菁 

6.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丁技士家崴 

共計 4女 2男 

聯絡電話、E-mail 02-3343-5140；mich.tsai@bsmi.gov.tw (標準局) 

會議討論要點及重要

結論 

(含主要會員及我方發

言要點) 

(第一日)  

一、 本次會議由秘魯國家品質機構(INACAL) Bernabé Pérez 擔

任主席，出席代表包括澳洲、加拿大、智利、中國、香

港、印尼、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紐西蘭、秘魯、巴布

亞紐幾內亞、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美國、越南及我國

共 18會員經濟體。此外，亞太認證組織(APAC)、國際標

準化組織(ISO)、ASTM 國際協會及國際電工委員會(IEC)

亦出席會議。 

二、 SCSC 於 2024年之狀況及相關議題 

計畫主任 Piang-or Wacharaprapapong說明 2024 年申請

APEC 經費之計畫概況，其中第 1階段通過 72件概念文

件，通過率為 76%，第 2階段申請有 113件，目前尚在申

請程序；第 1階段獲得 APEC 經費之計畫中 SCSC 佔 8件

為第 2名，僅次於科技、技術及創新政策夥伴論壇

(PPSTI)，第 2階段提案期間為 7月 22日到 8月 12 日，而

審核結果將於 8月 30日公布。另秘書處表示各次級委員會

章程(ToR)效期為 4年，除中小企業工作小組 ToR 於 2024

年底過期外，其他所有 ToR 將會於 2025年底過期，APEC

將進行審查程序，包含會員問卷調查與徵詢上級論壇─貿

易投資委員會(CTI)之意見；2024年底 SCSC秘書處將會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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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問卷調查並於 2025年 1月回收意見，彙整後提交 CTI，

2025年第 1次資深官員會議(SOM 1)將會做出決定，通過

審查的論壇將檢視並更新既有 ToR。(議題 6.1) 

三、 貿易便捷化議題： 

(一) 日本報告 2024年WTO/TBT 委員會召開的例會討論情

形。於 2024年 3月與 6月的會議中，共計討論 22件特定

貿易關切案（3月計 15 件，6月計 7件），內容涉及食

品、飲料、電動車、玩具、廚房用具、家具、動物福利法

規及電信及廣播網路安全等議題。 

2024年 11月將慶祝 TBT 協定成立 30週年，活動將回顧

協定的發展歷程及其在全球貿易中之重要性，以及第 10

次三年期審查預定於 2024 年 11月完成。 

WTO第 13屆部長級會議（MC13）相關聲明則強調標準

與法規對應對氣候變化、人類健康和數位經濟挑戰之重要

性【WT/MIN(24)/35】，與強調為發展中經濟體提供特定

差別待遇和能力建構的重要性，以有效支持 SPS 和 TBT

協定【WT/MIN(24)/36】。(議題 7.1.1) 

(二) 中國報告WTO/SPS 委員會召開第 89次例會之討論情

形，會員提出 5類新的特定貿易關切，包括高致病性禽流

感(HPAI)、非洲豬瘟(ASF)和牛海綿狀腦病(BSE)、農藥殘

留容許量、污染物、內分泌干擾物及獸醫藥品等，重要性

新關切之議題包括：動物疾病的監控與防範、食品安全標

準的延遲授權、最大殘留限量議題等。此外，專題討論數

位工具之應用，特別是國際植物保護公約(IPPC)所開發的

電子植物檢疫證書解決方案。(議題 7.1.2) 

四、 標準化議題：日本報告「第 12次自願性行動計畫(VAP)調

和工作」及「第 9次自願性行動計畫(VAP) 調和工作第 4

次問卷調查結果」之辦理情形： 

(一) 第 12次 VAP： 2023 年 10月開始第 12次 VAP，目前

於 2024年 3月至 5月辦理第 3次問卷調查結果，此次問

卷共計 11個會員國參與，我國也有回應。此次問卷調查

主題為再生能源系統制定標準，經整理後發現，採用國際

標準比率低，可能推斷再生能源係各會員國刻正推動業

務，盼 2027年 4年期計畫第 4次問卷調查時數量可以增

加。與 2021年第 9次 VAP 計畫第 3次問卷相比，其實標

準制定數量差異不大。 

(二) 第 13次 VAP：預計 2024年 10月啟動，將於 2024年

10月至 11月辦理第 1 次問卷，2024年 12月至 2025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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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將辦理第 2次問卷，2025年 2月辦理第 3次問卷，預

計 2025年 8月說明第 3次問卷結果，2028年將針對第 13

次 VAP 進行第 4次問卷調查，並分享結果，請各會員國

持續積極參與第 13次 VAP 。(議題 7.2.1) 

五、 良好法規作業(GRP)：(議題 7.3) 

(一) 美國介紹其提供秘魯與印尼之能力建構活動；針對秘

魯的目標是使用秘魯兩個政府機關的待定法規作為示範，

展示公共諮詢方法和策略的實際應用，計畫在全政府範圍

內標準化公共諮詢實踐，並以生產部和環境部的法規進行

試點諮詢，以及培訓這些部門的主管和員工；對於印尼的

目標是開發工具並提出改進法規流程的建議，尤其是提升

利益相關者的諮詢和內部協調，包括針對印尼的診斷評

估、培訓工作坊和模擬公共諮詢，並在印尼當前的法規背

景下進行；這些計畫旨在支持這些會員改進法規作業，進

而降低貿易障礙。(議題 7.3.1a) 

(二) 秘魯介紹在美國支持下進行的公共諮詢能力建設經

驗，秘魯生產部在 2023 年實施了一項針對支持國內中小

企業的法規公共諮詢，根據收集的意見提出修訂建議，並

在 2024年獲得國會批准，顯示公共諮詢的重要性。環境

部在制定空氣質量法時，也在早期諮詢階段得到了技術支

援，幫助識別主要的利益相關者，目前正與約 150 個部門

進行早期諮詢。此外，美國專家還協助制定公共諮詢實用

指南，以簡單的語言幫助所有利害關係人理解。(議題

7.3.1b) 

(三) 秘魯報告「第 17屆良好法規作業(GRP)會議情形」：第

17屆 GRP 會議將於 2024 年 8月 19日至 20日在利馬會

議中心舉辦，議程包含「監管品質對於生產力、競爭力及

正式經濟(Formal Economy)之影響」、「確保運用監管政策

促進轉型為正式經濟策略之制度和治理模型」、「良好法規

作業(GRPs)在法規制定之早期規劃和公眾諮詢，以促進相

關利害關係人參與」、「GRPs 在處理現有法規之設計、實

施、執行和評估中的價值，特別是可能阻礙轉型為正式經

濟和全球經濟的法規」、「促進國際監管合作的技術工具和

創新資源」、「APEC 區域推動 GRP 之藍圖」及「監管改

革和核心 GRP 以促進轉型為正式和全球經濟：關於監管

質量對正式經濟和競爭力影響的經驗」等議題，歡迎各會

員參加並參與討論。(議題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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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國更新良好法規作業藍圖：介紹在 APEC 區域推動

良好法規作業藍圖計畫，該計畫由美國執行，澳洲、加拿

大、紐西蘭和秘魯共同支持；計畫目標是為各經濟體提供

資源，強調使用 GRP 的好處，並引入新概念和工具改進

法規政策；另列出 9項 GRP，包括支持法律和政策、內

部政府協調、早期規劃、公共諮詢、使用高品質資訊和科

學、監管分析工具、既有法規審查和國際監管合作；這些

GRP 旨在透過建立核心原則和監管方法，確保在政府各

層面之實施和制度化；美國於 2023年 SOM 1期間辦理政

策對話和專家諮詢會議，彙整包括來自 15個經濟體、區

域專家組織及私部門之意見。(議題 7.3.3) 

六、 技術基礎建設發展：(議題 7.4) 

(一) 秘魯分享報告品質基礎建設量測程序，目前國際上確

保品質基礎建設量測有效性指標計有 3項： 

1. 德國聯邦物理學院(PTB) ：PTB量測品質基礎建設

方法主要列出 3個面向:認證、度量衡及標準，每一

個面向列出應符合之國際標準，符合該面項國際標

準，則建置品質基礎建設符合要求，秘魯目前採用

此方法(議題 7.4.1)  

2. 南非Mesopartner：提出標準、度量衡及認證所集成

之計算公式。 

3. 聯合國 QI4SD指標：指標包含度量衡、標準、符合

性評鑑、認證及政策等 5個面向，共計 36 個計算指

標。 

(二) 秘魯報告徵詢各會員分享品質基礎建設發展經驗：針

對 7.4.1節討論，秘魯徵詢各會員國針對採用指標意見，

以及各會員國分享經驗作法，中國及澳洲分享經驗，智利

表示鑒於馬來西亞已有計畫辦理品質基礎建設交流研討

會，尋求馬來西亞補充，馬來西亞表示將於 2024 年 11月

辦理品質基礎建設研討會，建議智利、中國、澳洲可於研

討會中進行經驗分享，並邀請各會員國進行經驗分享。

(議題 7.4.2) 

七、 食安議題： 

(一) 秘魯報告「第 10 屆 FSCF會議」之辦理情形，本次會

議已在 2024年 8月 13 日於秘魯利馬舉行，共有 15個經

濟體與會。本屆會議 FSCF將其主題定為「賦能、包容、

成長」，特別是在促進包容性和互通增長的貿易投資領

域。為了支持這些目標，FSCF將繼續推進已經開始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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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溝通和水產養殖數據管理工作，同時推動新項目向前發

展。(議題 7.5.1) 

(二) 澳洲報告「促進 APEC 經濟體實施 APEC 食品安全風

險溝通框架及相關指引」提案，APEC 食品安全風險溝通

框架已於 2022年發布，利用該框架可以有效的溝通食品

安全風險相關議題，該框架包含 2個基礎指引，說明框架

的實施、監測與審查做法，及 4個補充指引，說明日常溝

通、事件溝通、社交媒體互動與食品行業溝通等相關內

容。現由澳洲帶頭推廣以促進該框架於 APEC 經濟體內

實施。本案在 2024年 5月 20-21日已於新加坡辦理第一

次研討會，共有澳洲、香港、馬來西亞、巴布亞紐幾內

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等 8個經濟體參與，根

據會前調查結果顯示，該框架的推廣情況良好，但個別經

濟體對指引的採用情況不盡相同。該次研討會的重點，包

括現有系統的自我評估，增加該框架相關活動，克服障礙

的策略及自願監測/審查機制等。本案訂於 2024 年 11月

在新加坡舉行第二次研討會，探討主題定為主管機關的經

驗分享並討論補充指引。(議題 7.5.2) 

(三) 澳洲報告「增加 APEC 成員間食品安全監管機構的合

作交流來提升食品安全」提案，本案欲建立 APEC 食品

安全監管機構和相關合作夥伴間交流管道，藉由信息交流

以應對日益複雜的供應鏈對食品安全帶來的挑戰。藉由溝

通渠道建立，以應對新興問題，並降低消費者風險。本案

已提交了兩份問卷調查給 APEC 食品安全監管機構，根

據調查結果，監管機構熟稔 ISO/IEC 17025 的測試要求和

ISO/IEC 17020 的檢驗要求。本案訂於 9月 24日舉行會

議，討論食品認證方案，將提供更多認證方案的信息，同

時邀請農業、漁業和林業等相關部門與會。(議題 7.5.3) 

(四) 美國報告「FSCF動物來源產品之電子認證（eCert）研

討會」提案，eCert的推動將可健全食品安全系統，提升

供應鏈效率並促進貿易便利化，並降低 APEC 區域內的

發生貿易中斷的可能性。本案已於 2024年 8月 12日與智

利共同辦理視訊與實體混合研討會，參與者包括全球電子

認證專家，會上強調電子認證可增強食品安全系統、貿易

效率及監管目標，會中並同時揭示各經濟體 eCert 系統在

施行上的顯著差異，希望透過合作健全各經濟體之 eCert

系統。擬建立一個由中小企業組成的網絡，進一步支持在

食品供應鏈中的協調努力和技術進步。本案的前期調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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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將於 2024年 9月發表，最終出版預計在 2025 年 1月。

(議題 7.5.4) 

(五) 日本報告「APEC 營養與健康聲明調查：了解系統和機

制以促進食品貿易並改善市場准入」提案，本案旨在探討

含有營養或健康聲明的食品之管控系統和機制，本自費提

案已完成問卷調查，其調查包括是否有銷售含有營養聲明

（如營養含量、營養比較、無添加聲明等）的食品產品，

是否有銷售含有健康聲明（如營養功能、其他功能、減少

疾病風險聲明等）的食品產品，是否生產具有特定營養或

健康益處的食品和食品成分及相關法律和法規，本案已於

2024年 7月 9日辦理視訊研討會並報告問卷結果。(議題

7.5.5) 

八、 電機電子聯合法規諮詢委員會(JRAC)議題： 

第 31屆 JRAC 會議於 2024 年 8月 12日在利馬以實體線上

併行之整合方式辦理，共有 11 個會員出席，可惜未達章程

要求之法定人數；下午辦理檢驗技術研討會交流產品檢驗

技術及管理制度；依照會員子母順序，下屆主席輪由新加

坡擔任。新加坡代表補充表示願意擔任 2026年至 2027年

之 JRAC 主席。 (議題 7.6.1) 

九、 美國報告「醫藥品法規協和指導委員會(RHSC)」背景、指

導原則及更新第 1屆 RHSC 會議現況： 

(一) RHSC 原成立於生命科學創新論壇（LISF）下，2024

年 3月於 SOM1會議期間 RHSC ToR 取得 21個經濟體成

員的共識獲 CTI採認。 

(二) RHSC 強調其非以制定新的指導或標準為宗旨，而是採

取戰略性、協調的方法實現監管調和，為 APEC 各經濟

體提供資源，透過共識決，促使各經濟體自願並公開參

與，持續創新，加速監管調和。 

(三) RHSC 針對醫藥產業領域制定共 6項優先工作領域

(PWA)，成立教學卓越中心(CoE)提供經濟體需要的訓練

課程。 

(四) 2024年 7月 18-19日於新加坡召開 RHSC 第一次實體

會議，與會者來自業界、學術單位及 14個 APEC 經濟體

政府機構，共約 70位與會者參與，會議成果共採認 5個

現存 PWA的指引，第 6個 PWA尚待採認中。(議題

7.7.1) 

十、 SRB 論壇主辦報告 SRB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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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B 論壇於 2024年 8月 13日在秘魯舉行，會議由 APAC、

APLMF、APMP、PASC 報告各組織目前業務推動情形以及

未來有興趣討論議題，鑒於 SRB論壇為 SCSC 的子會議，

同時也於會中檢視 APEC 各計畫，發現目前各會員國視數位

化成為主要趨勢，多會員國分享驗證結果電子化之經驗。

(議題 7.8.1) 

(一) 亞太認證合作組織(APAC)： 

1. APAC 介紹其角色及職掌，目前共計 61個全會員，

所認證之機構出具的報告與證書為國際間接受，協助

會員國間產品執行在地檢測，認證機構數量相較以往

增加 60%。 

2. 近期重點推動業務以 AI為主軸，講者於上個月於杜

拜參與年會了解到會員國近期著重主題包含:AI管理

系統、食品管理機制等主題，2025年持續提供能力建

構計畫訓練，相關主題列於講義中，有興趣的會員國

可視訊或實體參與研討會，近期將配合 ISO/IEC 

17020改版，推動相關能力建構訓練。(議題 7.2.8a) 

(二) 亞太法定計量論壇(APLMF)： 

1. APLMF成立於 1994 年，由 14個 APEC 會員國參

與，每年皆舉辦年會，目前全會員共 21員，第 30屆

APLMF年會於 2023 年 11月 8至 10日於菲律賓舉

行，19個會員國參與，講者簡要說明年年會情形。 

2. 介紹 8個工作小組推動法定度量衡檢定業務，包含良

好包裝、公共設施計量、OIML驗證系統、農業產品

品質量測、醫療量測、度量衡控制系統、重量器具及

石油量測。 

3. 自 1997年起，已辦理超過 75項活動有超過 1500人

接受訓練，2025年相關活動初步提供時程表提供相關

會員國參考，其中第 31屆論台將於 2024年 11 月 6

日至 8日於我國舉行。(議題 7.2.8b) 

(三) 亞太計量組織(APMP)： 

1. APMP 於 2024年 8月 17日至 18日舉行第二次標準

與符合性次級委員會（SCSC）會議，會中報告強調

數位轉型的重要性，並介紹組織結構的調整，以提升

運作效率和服務品質。APMP 並制定 2024至 2026年

的戰略計畫，明確未來幾年的主要目標，旨在因應全

球計量需求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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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PMP 活動涵蓋技術交流、能力建構和標準制定等領

域，並對所有參與者表示感謝，特別是對於在會議中

貢獻意見之成員，強調團隊合作的重要性，展現出

APMP 在推動計量領域發展的積極態度和努力。(議

題 7.2.8c) 

(四) 太平洋地區標準大會(PASC)：秘書處表示 PASC 代表

未出席 SCSC 會議，僅提交摘要報告供會員參考，重點如

下： 

1. APSC 成立於 1973 年，成員來自於亞太區域的國家

標準機構，旨在協調亞太區域政策並促進成員之間的

對話。 

2. PASC 2021 年至 2025年戰略計劃旨在加強國際標準

化計劃，提升區域內標準化的品質和能力；2023年及

2024年之主要會議包括執行委員會和年度大會；未來

PASC 將強化與其他區域組織在貿易便捷化、智慧標

準、性別包容性和數位經濟等領域的合作。(議題

7.2.8d) 

十一、 外部利害關係人：(議題 7.2.9) 

(一) ASTM 成立於 1898 年，是一個非政府、非營利與由會

員領導的標準組織，致力於改善社群健康、安全和生活品

質，新任 CEO兼總裁 Andrew G. Kireta, Jr.先生於 2024年

5月上任，ASTM 目前有 150個技術委員會、已制定約 1

萬 3千個標準，並與 125 個國家及區域標準組織簽署合作

MoU。ASTM 近期在 APEC 區域的活動包括在秘魯、新

加坡等地舉辦標準專家計劃和能力建構研討會；ASTM 亦

積極參與全球論壇如WTO、OECD和聯合國，推動氣候

適應和永續性標準，以 3大面向分享該議題：「一、融合

創新與永續發展」，反映市場需求，以應對挑戰來改變我

們的世界，以目前來說能源、環境、製造業、航太及基礎

設施等皆為現階段全球須正視的議題；「二、促進夥伴關

係」，主要致力於服務全球社會需求，其合作對象包含聯

合國、歐盟、世界貿易組織等；「三、培養溝通與聯繫」，

以相關現代化媒體宣傳以吸引世界各地的利害關係人，例

如社群媒體、廣播及影片宣達至世界各處，提高民眾與相

關人士對議題觸動與省思。(議題 7.9.1) 

(二) IEC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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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影響基金：自 2023年起推動，屬於先期計畫，

著重制定電網穩定性相關 IEC 標準，持續與基金組織

合作，協助開發中國家能源轉型計畫合作。 

2. 優化 IEC 系統智慧化建置，說明系統智慧化過程，可

以在不同標準中做更迅速及精確比對，提供各會員參

考，預計 2024年 10月展示。 

3. 說明 4項 IEC 符合性評鑑委員會近期推動： 

(1) IECEE：IEC 電機設備和零組件委員會，制定超過

23類標準，目前有 2850項標準。 

(2) IECEx: IEC 爆炸環境用設備委員會，該委員會主要

制定運用在爆炸高風險環境相關標準。 

(3) IECQ:IEC 品質驗證委員會，該委員會主要制定環境

品質管理相關標準，近期制定環保設計驗證標準

IEC 62430。 

(4) IECRE: IEC 再生能源委員會，該委員會主要制定再

生能源驗證標準，如太陽光電、風力及海事等。 

4. 第 88屆 IEC 會議將於 2024年 10月於蘇格蘭愛丁堡

舉行，歡迎各會員體實體及視訊參加。(議題 7.9.2) 

十二、 SCSC 相關提案之進展報告：(議題 8) 

進行中的提案： 

(一) 印尼「強化亞太經合組織地區建築物照明產品能源效

率的品質基礎設施」提案： 

1. 本提案旨在提升亞太經合組織(APEC)地區建築內照明

產品的能源效率，建議 IEC 第 34技術委員會(TC 34)

參考 IEC 指南 118，評估 IEC 60969 和 IEC 62612 標

準在緊密型螢光燈(CFL)及發光二極體(LED)照明產品

性能測試中之適用性，確保這些標準可有效降低能源

消耗與碳排放。 

2. 其次，強調對實驗室人員及技術委員會進行培訓的重

要性，以提升 LED產品能源效率測試能力。此外，

也建議應針對 IEC 62612 標準對裝飾性 LED燈具測

試適用性疑慮做進一步澄清。 

3. 後續計畫包括推動標準應用、持續培訓與政策對接，

並透過後續研討會及交流落實上述建議，以確保國內

政策與國際標準一致。(議題 8.1) 

(二) 印尼「強化內部合作促進 TBT協議研討會」計畫提

案：目標旨在說明如何促進各會員國 TBT協定議題之處

理，探討強化策略、增進各會員國 TBT查詢點功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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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查詢點良好做法等。本案已辦理問卷調查，共計有 9

個經濟體以及 12項回復，並於 2024年 7月 23日至 25日

辦理研討會，最終總結報告將於 2024年 9月發布。透過

研討會發現：(1)建議強化政府和私人企業間 TBT 義務實

踐，應透過訓練、工作坊或研討會方式提升 TBT 運作；

(2)利用多管道、公私部門合作、參與 TBT會議及執行能

力建構計畫等讓利益關係人參與；(3) 訓練利益關係人如

何使用 EPING，透過辦理多場訓練或會議方式，以及提

供多語言服務。(議題 8.2) 

(三) 印尼「加強 APEC 經濟體在標準化和符合性評鑑實施

方面的良好治理」：本計畫目標旨在提升標準化和符合性

評鑑的治理能力，透過建立指南和評估工具來評估組織的

標準化和符合性評鑑之實施情形，並分享最佳作法和評估

結果；本計畫已完成問卷調查，並在 2024年 7月舉辦工

作坊。透過本計畫 BSN 提出標準和符合性評鑑指引草案

和問卷，除了強調內部合作的重要性，並建議加強與國際

組織的合作，推動良好法規作業和法規影響評估；後續印

尼將優化相關指南和問卷，並在各組織中進行評估和改

進。(議題 8.3) 

(四) 韓國「APEC 氫能與燃料電池標準化、驗證、法規及系

統建設」之研討會：該計畫目標是通過組織工作坊，促

進 APEC 地區的永續性氫能經濟，從而減少碳排放並創

造新的成長動力；目前已將問卷發送給 APEC 會員，後

續預計於 2024年 8月分析調查結果，2024年 9月準備

工作坊背景文件。(議題 8.4) 

(五) 馬來西亞報告「APEC 經濟體品質基礎建設良好實作」，

本計畫將透過 4小時視訊政策對話會議和 3天於馬來西

亞舉辦實體研討會交流品質基礎建設執行良好措施，視

訊政策對話會議將探詢會員國有意願討論主題，3天實

體研討會將就 APEC 各會員國品質基礎建設良好措施執

行進行討論，盼透過研討會瞭解品質基礎建設重要性、

增進各會員國間瞭解、並進一步促進各會員國強化品質

基礎建設。 

視訊政策對話會議將由馬來西亞標準局主辦，訂於 2024

年 9月 11日上午 9時至下午 1時舉辦，實體研討會則

暫定於 2024年 11月舉辦，包含 4項主題:品質基礎建設

管理、強化利益關係人服務、品質基礎建設規定和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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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產品永續管理，敬邀各會員國指派講師講授各國品

質基礎建設，最多可提名 4位代表參與。(議題 8.5) 

(六) 秘魯「第 15屆 SCSC標準與一致性會議：利用自願性永

續標準（VSS）強化 APEC 會員經濟體之貿易夥伴關係

與經濟合作」，本提案鑑於 APEC 各經濟體間對於 VSS

相關認證措施及執行方式未有通盤認知及共通標準，為

協助發展中經濟體排除市場進入障礙及因應聯合國提出

之永續發展目標，以辦理研討會方式邀集專家學者及聯

合國代表等說明如何界定 VSS 範圍、目標、特徵及特別

要求規範，並就其未來推展、施行及認證機制等進行經

驗分享。(議題 8.6) 

(七) 秘魯報告「APEC 區域良好法規作業經驗—改善公共諮

詢」計畫：秘魯在 2024 年 8月 14日成功舉辦良好法規

之作業工作坊，邀集 14位來自公私部門與WTO 之講

者，以及來自其他 11 個國家的 32位參與者。此次工作

坊旨在提供一個讓會員交流經驗的平台，並探討如何改

善公眾諮詢，以促進地區發展，主題包括公眾諮詢對

話、政策制定前的經驗、改善公眾諮詢之經驗、公眾諮

詢機制和運作的創新，以及支持公眾諮詢的協議；講者

和參與者討論實施公眾諮詢所面臨的挑戰，以及透過技

術工具改善的機會，並探討在公眾諮詢方面合作改進之

想法，以及強調在亞太地區持續合作的必要性。(議題

8.7) 

(八) 本局分享「電動車供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

經驗及最佳做法」」計畫成果及觀察建議：本計畫目的

係透過會員間交流分享電動車充電設備相關標準與符合

性評鑑之作法與挑戰，以強化電動車充電設備之安全管

理，並促進區域內電動車發展，計畫執行則分為問卷調

查與網路研討會；問卷共有 15個會員回復，盤點電動

車充電設備標準制定現況、符合性評鑑規定及挑戰；網

路研討會邀集主管機關、標準制定機構及業者進行交

流，其中加強跨論壇合作、關注標準化活動與監管方式

差異，以及測試能量不足之挑戰是未來值得繼續關注之

面相。 

美國代表表示許多 APEC 工作小組皆關注電動車相關議

題，支持本局加強跨論壇合作之建議；亞太法定計量論

(APLMF)代表表示電動車充電設備在該論壇也是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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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規劃今年 9 月初將會辦理研討會，歡迎會員參

加。(議題 8.8) 

(九) 美國就「新興科技數位化和國際法規合作」分享報告，

因應數位轉型，各會員國開始針對新興科技標準及檢驗

開始管理，應強化 APEC 會員間交流以減少貿易障礙。

此次研討會於 2024年 8月 12日於利馬舉辦實體研討

會，3項主題重點如下： 

1. 人工智慧：AI有效節省成本並減少人員出錯，可有

效產出文字等，ISO/IEC 智慧標準計畫目標將於 2030

年採用 XML格式。 

2. 區塊鏈： 區塊鏈可以更透明的方式進行驗證，不僅

提供法規管理者減少驗證作業，應用領域包含法院、

金融、健康等等。 

3. 雲端計算：提供更智慧的文件管理、審計及簽章，例

如數位孿生上載，已漸有國際標準管理確認機制。 

4. 最後綜合討論，未來 APEC 會員下一步，應增進中小

企業標準取得、探討科技和標準對於個人的影響、找

尋良好的科技規定管理規定及框架。(議題 8.9) 

(十) 美國「技術性貿易障礙：區域自由貿易協定之最新趨

勢」，說明自WTO TBT 協定生效以來，通知數量逐年顯

著增加，顯示各國重視技術標準，APEC 經濟體自 2009

年起簽署 88項 FTA/RTA，惟各經濟體之 TBT 規範差異

明顯，甚有賦予WTO TBT 協定所無之義務者，本計畫

強調相關爭端及經驗借鑒，強調技術標準與貿易政策間

之相互作用對全球貿易的重要性，並希望其他會員思考

APEC 經濟體為何尋求納入新條款，以及可從其他經濟

體經驗中學習之處。(議題 8.10) 

(十一) 美國就「標準中的女性─降低不平等」報告計畫進

展，美國說明女性在標準制定中的代表性不足，導致

標準未能充分保護女性，且國際標準對貿易至關重

要，惟多數標準由男性制定而忽略女性需求；APEC 在

推動性別平等方面有女性與經濟子基金及女性與經濟

政策夥伴(PPWE)工作小組，旨在提高女性在經濟活動

中的參與；截至目前有 50件關於女性的 APEC 計畫，

集中在 PPWE 及中小企業工作小組(SMEWG)；美國的

計畫旨在收集和分享女性參與標準相關活動的數據，

並提高關於性別差異影響政策目標的認知。(議題 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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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美國分享「強化水品質標準及技術性規範」提

案，本次提案為延續 2023年辦理之飲用水含鉛研討

會，惟本次著重飲用水管安全性探討。本計畫旨在促進

飲用水品質，盼 APEC 會員國可透過公私部門合作解決

此項問題，透過此計畫促使會員經濟體採用國際水資源

標準。計畫將辦理先期問卷調查飲用水系統標準或技術

性法規推動情形，並於 2025年 SOM1期間辦理研討

會，探討飲用水系統產品和物質相關國際標準和驗證要

求，以促進飲用水安全。(議題 8.12) 

(十三) 美國分享「協助政策制定者減輕及預防塑膠污染

—以標準作為政策架構資源」提案，主要討論亞太經合

組織(APEC)經濟體所面臨的塑膠廢棄物挑戰。 

1. 亞太地區未妥善管理之塑膠廢棄物佔全球 60%，為

解決此問題，本計畫辦理兩場工作坊，第一場於

2023年 8月 7日在西雅圖舉行，第二場於 2024年 2

月 27日至 28日以線上方式舉行，旨在探討各經濟

體面臨的主要挑戰，包括低回收率、管理系統低

效、法規不一致、消費者教育不足、公私部門合作

不力等，並提出相應解決方案如提升回收效率、國

際協調與標準化、減少一次性塑膠和推廣生態設計

等。 

2. 標準化在解決塑膠廢棄物問題中發揮關鍵作用，能

提供技術基礎，促進國內、區域及國際間的協調，

支持監測與評估並促進數據收集與報告，從而加強

上下游協作，並促使政府間行動達成一致。 

3. 國際標準可確保法規符合全球共識，並有助於技術

創新，尤其在塑膠替代品和可回收性設計方面，並

強調標準化在提升消費者教育、改善產品設計和提

高透明度方面的重要性，同時提出利用技術（如

AI）促進回收的建議。 (議題 8.13) 

(十四) 秘書處報告整體 SCSC計畫執行情形 

秘書處報告其他 9件執行中的 APEC 計畫，包含我國

「mRNA衍生醫藥產品分析技術工作坊交流平台」計

畫，供 SCSC 會員參考。(議題 8.14) 

新提案： 

(十五) 中國「APEC 跨境電子商務標準之最佳實踐分享工

作坊」提案分享，本計畫係因近年來跨境電子商務蓬勃

發展，但在物流、支付、售後服務等相關方面問題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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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窮，旨在藉此計畫於 APEC 會員經濟體及利害關係人

間建立對話平台，以合規性管理平衡循環效率及改善服

務，以強化標準之角色。(議題 8.15) 

(十六) 中國報告「與食品接觸塑料回收之政策、標準及

最佳實務做法，以減少 APEC 區域之海洋廢棄塑料」計

畫： 

1. 該計畫成立於 2024 年，共同支持成員國包含澳

洲、秘魯、泰國、美國。旨在強化塑料回收再利

用，特別是閉環回收（closed-loop recycling），以作

為食品接觸用途。 

2. 該計畫搜集政策、標準、最佳實務作法及發展方

針，並辦理研討會以交換食品包裝塑料回收之完整

生命週期相關經驗，及所面臨之挑戰與風險，特別

是針對食安之風險。目標係為促進利害關係人改變

其生產、消費塑料及管理塑料廢棄物之方式從源頭

減少海洋廢棄物。 

3. 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00億噸塑膠製品，根據聯合國

環境規劃署（UNEP）統計，若不採取行動，至 

2040 年，流入水生態系統的塑膠廢物排放量預計

將增加近兩倍。雖然部分 APEC 經濟體已允許再生

塑膠與食品接觸之政策，但其他經濟體尚未允許。 

4. 計畫目標能使政府更了解現況及經驗教訓；並使相

關研究機構獲得更全面的技術及經驗；回收塑料業

者能建置符合規定之生產程序：食品業者能實踐社

會企業責任，且同時增強其使用回收塑料之信心。

(議題 8.16) 

(十七) 中國「城市碳排放量測能力建構研討會（混合式

會議）」提案計畫旨在提升溫室氣體排放量測能力，確

保國際間數據和量測方法的一致性，並開發支持低碳政

策的量測基礎設施指南。APEC 的氣候變化優先事項包

括減少能源強度、實現永續經濟增長，以及透過測量和

報告來支持碳市場透明度，希藉此計畫進行技術交流及

經驗方想，預計分別於 2025年及 2026年各辦理一場研

討會。 (議題 8.17) 

(十八) 韓國報告「APEC 標準化高等教育工作坊」之

APEC 計畫，本計畫目標包括評估並分享 APEC 區域大

學和研究所的標準化教育現狀、探討共同教育模式的潛

力以及提供發展中經濟體支持標準化教育之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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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執行包含於 2025 年初針對 APEC 區域之大學生/研

究生進行問卷調查，以及於 2025年中辦理工作坊；在

能力建構部分，本計畫預期透過推動標準化教育，提升

發展中經濟體標準化與符合性評鑑領域的人力資源。(議

題 8.18) 

(十九) 韓國「認證數位轉型」提案，本計畫經費由 APEC

補助，包含我國在內已獲得 10個經濟體支持，對象為

有採認數位系統需求的會員經濟體，計畫將分析數位認

證過程、如何促進認證系統、符合性評鑑系統採認以及

增進國際認證機構連結性。另將於 2025年 1月至 4月

辦理問卷調查，5月至 8月籌備研討會，9月辦理研討

會，並於 2026年 7月產出總結報告。(議題 8.19) 

(二十) 美國說明「食品安全事件管理」計畫，基於 2023 

FSCF精神，此計畫旨在加強公私部門合作及對話，以

強化食品安全事件管理及供應鏈效率，提供食品法規監

管機構新技術解決方法，以精簡及加速回收程序，透過

分享食品安全事件管理良好實務經驗，並運用新技術解

決食安議題，以解決貿易中食安相關議題，期盼整合

APEC 地區食品安全事件管理作法，以強化食品供應鏈

及減少貿易中斷。(議題 8.20) 

(二十一) 美國說明「創新案例研究」計畫： 

1. 鑑於 2023 FSCF精神，其強調食安議題公私對話，

美國試圖建立一套無需成本的提案，目標係為建立

一份資源檔案，以作為食品安全良好實務及提供新

技術之指引手冊，各會員國可於相關組織網站、資

源庫取得相關資訊，不挹注資金便能執行計畫。 

2. 此計畫召集相關領域之中小企業者，透過舉辦研討

會、圓桌會議等，共同研討關注之案例，以確保其

作法基於科學基礎，並遵循國際規範。另，案例研

究內容須具有實用性、便於使用、具體及詳細之說

明、具科學實證、基於國際標準及經專家審查，以

作為其他會員國之參考，(議題 8.21) 

 (第二日) 

一、 政策討論 

(一) 小組討論「數位轉型：縮減優質基礎設施可及性差

距，以提升公民服務之品質與效率」 (議題 9.1)：主要介

紹『消費者產品安全和準確性加強系統（CPSA+）』，目

的是透過數位化工具提高基礎設施品質，系統提供及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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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和儀表板，協助監控合規狀況，並自動發送提醒以促進

自我監管數字化流程，顯著減少書面儲存和申請等待時

間，節省大量人力和資金，該系統因提供透明資訊和數據

分析工具，而強化公眾信任和決策能力。(議題 9.1) 

1. 韓國「TBT技術規範回應網頁」：2023年WTO 技術

性貿易障礙(TBT)通知文件達到 4,068件，且 TBT佔

所有非關稅障礙的 72%。韓國提供技術法規回應，利

用人工智慧和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PA)來收集和分析

全球性技術性貿易障礙資訊，並提供定制化的即時資

料（提供各經濟體針對特定產品管理要求資訊）和數

據基礎的分析（分析管理要求之趨勢），透過大數據

來強化因應能力，建立與政府、學術機構及產業之合

作平台。(議題 9.1a) 

2. 美國「人工智慧和數位標準如何藉由提供給所有利害

關係人更多的標準使用權來提升品質基礎建設」：美

國說明 AI 技術模擬人類智慧，並應用於問題解決，

77%的公司正在使用或探索 AI；由 ISO和 IEC 國際

標準組織共同領導的 SMART 計畫，提供具備機器可

應用、可讀性和可轉移性之數位標準，而數位標準使

標準能嵌入產品開發供應鏈，加速產品和服務的開

發，降低成本同時確保符合性，並可自動化標準開發

過程，以及提供使用者/消費者更容易取得最新內容

之數位標準；此外，美國亦介紹應用在醫療設備和智

慧城市之實例，說明數位標準促進數據交換和系統整

合，有助提高效率和永續發展。(議題 9.1b) 

3. 新加坡分享「數位工具促進使用品質基礎建設-消費

性產品安全和準確系統」： 

(1) 新加坡強制性檢驗管理單位為「消費性產品安全辦

公室」、以及「重量和量測辦公室」。其於 2021年

建置「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nd Accuracy 

Plus(CPSA)+」系統，該平台提供消費者、業者及

主管機關共同面對資訊數位化，消費性商品和度量

衡器經過強制性檢驗或檢定應向該系統登錄，以公

開資訊，該系統特色為中央資料庫管理、數位化格

式及易追蹤等。 

新加坡舉該系統優點，度量衡器經過檢定可掃描

QR Code確認檢定資訊、掃描資訊輸入資料庫減少

人力輸入、消費者可透過該系統追蹤產品相關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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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將可提升管理效率，每年申請案件超過 35,000

件、可節省超過 1,780,000元(美金)、減少人力超

過 1,600人等。(議題 9.1c) 

4. 秘魯分享「數位轉型減少品質基礎建設與市民的鴻

溝」： 

(1) 秘魯說明已建置之數位化工具：(1)虛擬會議室，

任何有興趣瞭解 INACAL所制定之標準或技術規

範者，可免費進入瀏覽 3天，但不能下載或列

印；(2)閱讀室，此為一個公開政策意見徵詢平

台，任何有意願表達意見者，皆可至該閱讀室留

言；(3)INACAL全球資訊網，民眾可至該平台進

行計畫提案；(4)Request for accreditation of 

CAB，為實驗室線上申請系統，電子化管理符合

性評鑑機構資訊，全部資訊電子化並可查詢申請

進度；(5) 實驗室搜尋引擎，可搜尋實驗室名稱

和取得可測試產品；(6)校正服務管理系統，業者

可於該系統提出校正服務申請，透過 INACAL認

可實驗室執行校正服務，所產出之校正數據會自

動產生校正證書，最後會提供業者電子化證書；

(7)法定度量衡為應經檢定項目，秘魯有超過

1,800萬個電表、水表等需經過矯正，經過

INACAL指定機構檢定的衡器會提供 QR code 做

智慧化管理，消費者可以線上搜尋序號確認校正

資訊。 

(2) 為使消費者易取得數位化工具，INACAL透過不

同管道進行媒體宣傳，包含 INACAL TV 之 251

個頻道，2個 Podcast 頻道以及 22個版次之數位

品質雜誌，國內外業者及民眾都可透過媒體獲取

資訊。(議題 9.1d) 

5. APAC 分享「信任人工智慧：獲認證符合性評鑑之角

色及 ISO/IEC NP 25336」，主要討論人工智慧（AI）

系統信任問題，並介紹相關的標準和認證活動。以下

是重點摘要： 

(1) AI系統定義：AI系統是為達成特定人類目標而

設計的工程系統，能生成內容、預測、建議或決

策。 

(2) AI管理系統標準：組織管理其 AI使用之管理系

統措施係依據 ISO/IEC 42001:2023 標準，對於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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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機構(Certification Body)之規範則是依據

ISO/IEC 42006。 

(3) AI系統產品認證：AI系統作為產品、服務或過

程的認證方案逐年增加，惟並非全面使用

ISO/IEC 17000 方法。 

(4) 品質基礎設施和認證評估：現為高層次指導框架

需求，包括準確性、公平性、安全性等多個屬

性。(議題 9.1e) 

(二) 小組討論「APEC 經濟體應對永續需求所面臨之挑

戰」：APEC 經濟體面臨顯著的環境挑戰，包括減少碳排

以因應氣候變遷、解決資源枯竭問題以及保護生物多樣

性，需克服技術、成本和基礎設施的困難，同時提升能源

效率，減少環境影響。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APEC 經

濟體需要解決貧富差距和不平等問題，推動產業升級以實

現可持續發展，因此，有效的政策協調和跨境合作對於應

對全球性環境挑戰至關重要，需要各經濟體之間的密切配

合。 (議題 9.2) 

1. 加拿大分享「透過標準化促進環境永續效能」： 

(1) 環境永續目標(ESG)主要在確認、揭露或促進組織

達成環境永續之框架和機制，目前為自願性採認、

缺乏調和和共識、沒有針對議題共同分類、準則規

定不同。 

(2) 標準的角色係透過標準可讓利害關係人更清楚範

圍、可涵蓋不同的聲音以及更可聚焦達成目標。 

(3) ISO ESG合作委員會已強化 ESG業務推動、ESG

標準建議委員會界定國內標準化系統 ESG 優先領

域和使用者需求，而 ESG優先領域為環境、社

會、管理及參與等 4項。 

(4) ISO IWA 48 已制定執行 ESG原則架構，包含 ESG

效能計算、確保一致之可靠性及可適用所有部門。 

(5) 加拿大已辦理 3 場會議討論 ESG議題，下一場會

議將於 2024年 10月舉辦，歡迎有興趣會員經濟體

至 ISO官網查詢詳細資訊。(議題 9.2a) 

2. 秘魯分享「協助業者符合永續性要求之作法」，說明

其 2023年出口達到 643億美金，當中農業占 16%，

主要出口農產品包括藍莓、酪梨、咖啡等；隨著全球

消費者對環境影響的關注增加，秘魯農業出口面臨新

的標準和法規挑戰，如零砍伐森林產品，然而這些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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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也為微中小企業(MSMEs)提供發展競爭優勢的機

會。 

秘魯政府和貿易促進機構透過培訓、技術轉移和補助

等方式，幫助MSMEs 應對這些挑戰。例如，秘魯的

出口能力建設計劃和生產技術計劃，專注於永續性發

展和有機生產之培訓和技術支持；然而 MSMEs 仍面

臨遵守不同市場標準帶來的成本壓力，有時這些成本

超過出口產品之收益。總體而言，秘魯正通過各種政

策和措施來支持MSMEs，應對永續性挑戰並促進其

國際化。(議題 9.2b) 

3. APAC 報告「永續性與 ESG報告及標籤：ISO 標

準」：APAC 強調制定自願性永續標準(VSS)應遵循國

際公認的標準設定最佳實踐，如 WTO TBT 附錄 3和

ISO/IEC Guide 59 的標準化良好實施準則，進而提高

VSS 的公信力和接受度；制定 VSS 時，需明確界定

標準的範圍，包括其「目的」、「對象」、「特性」及

「具體要求」。這些因素對於選擇合適的符合性評鑑

工具，來證明永持續性影響和結果，如測試標準(ISO 

17025)、揭露標準(ISO 17029)、查證標準(17029)、稽

核標準(ISO 19011)及管理系統標準(ISO 17021-1)等。 

目前 ISO正在制定新的 ISO 14019系列標準，涵蓋永

續性相關查證與查核，以及 ESG揭露規範，預計明

年發布；ISO 14020 系列標準，規範產品的環境與永

續性聲明要求，目前已制定 ISO 14021自我聲明標

準、ISO 14024環境標籤標準及 ISO 14025產品環境

聲明標準；關於追溯性，ISO 22095、ISO 13659 及

ISO 13662訂有產品監管鏈(Chain of Custody)相關規

範。(議題 9.2c) 

二、 其他事項 

韓國說明其很榮幸於 2025 年擔任 APEC 主辦經濟體，SOM 1

預定於韓國慶州舉行，SOM 3 則預定於韓國仁川舉行，後續

會再提供詳細行程資料。 

 

會議期間與其他會員

或 APEC 秘書處互動

交流情形 

會議期間本局與韓國、新加坡、加拿大、澳洲、泰國、印尼、

馬來西亞、越南等各經濟體代表交換聯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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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辦理事項 

(含擬請外交部協助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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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我國「電動車充電設備之標準及符合性評鑑─分享經驗及最佳做法」提案計畫成果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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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8月 12日 JRAC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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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我國「資訊科技及影音產品之新標準採用」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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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8月 13-14日 APEC 提案計畫管理訓練（PMU）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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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8月 13日 SCSC-FSCF第 10屆食品安全合作論壇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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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8月 14日 SCSC「APEC 良好法規作業經驗：改善公眾諮詢」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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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8月 15-16日「第 15屆 SCSC標準與符合性會議：利用自願性永續標準（VSS）強

化 APEC 經濟體貿易夥伴關係與經濟合作」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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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8月 19-20日第 17屆良好法規作業研討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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