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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與本局新竹分局林坤泉技士及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石文奇

課長共同組團赴日本參訪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自動車機械工具協會(JASEA)、日本

車輛排氣分析儀製造商光明理化學工業株式會社(KOMYO)及堀場製作所株式會

社 (HORIBA)等 3 家機構，藉此瞭解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檢定(查)之管理制度及

執行現況，同時瞭解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之法規要求及使用情形，以作為我國後

續管理及修訂車輛排氣分析儀檢定檢查相關規範之參考。 

此外，參訪位於神奈川縣川崎市之汽車檢驗監理機關，瞭解日本有關車輛排

氣分析儀使用於檢驗車輛排放廢氣檢測之實際狀況，並與現場專家、業者交流，

促進我國車輛排氣分析儀計量檢定檢查相關業務發展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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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背景及目的 

我國已於 2022 年 3 月(本文年份均以西元年表示)公布 2050 淨零排放路徑，

「減碳」是其中的主軸；車輛排氣分析儀係用於量測車輛排放廢氣中污染物質之

濃度，為加強國內車輛排氣污染管制與保障民眾健康，我國於 2003 年開始將車

輛排氣分析儀納為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檢定方式包括出廠初次檢定及每年

重新檢定，並自 2023 年起辦理檢查作業。 

本次赴日本考察目的主要瞭解車輛排氣分析儀在該國驗證、製造、管理及推

行等制度，期望強化國內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查之管理方式。同時瞭解車輛排氣分

析儀系統運作機制發展現況，蒐集相關計量法規、製造檢測方式及設備規格，並

針對該類儀器使用中檢查部份，其檢查週期與作業方式也一併瞭解，供本局作為

相關業務規劃參考，以及培育我國車輛排氣分析儀計量技術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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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活動行程及出席團員名單 

一、 活動行程簡述 

本次出國期間為 113 年 9 月 30 日(二)至 10 月 4 日(五)，

共計 5 日，行程及內容簡述如下。 

表 1 赴日本行程及內容 

日期 行程 內容 

9 月 30 日(星期一) 從臺灣搭機前往日本/東京  

10 月 1 日(星期二) 
參訪光明理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KOMYO) 

赴光明理化學工業株式會社

(KOMYO) 參訪車輛排氣分析儀

在該國內業者使用情形，藉由參訪

該製造廠商，瞭解車輛排氣分析儀

關鍵零組件生產過程及品質管理

制度。 

10 月 2 日(星期三) 
參訪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自動車機

械工具協會(JASEA) 

赴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自動車機械

工具協會(JASEA)考察日本對於車

輛排氣分析儀的主管機關、管理模

式，檢測規範等資訊。 

10 月 3 日(星期四) 
參 訪 堀 場 製 作 所 株 式 會 社 

(HORIBA) 

赴 堀 場 製 作 所 株 式 會 社 

(HORIBA)參訪該公司對於車輛排

氣分析儀專注在非分散紅外線吸

收法(NDIR)設計開發。 

10 月 4 日(星期五) 從日本/東京搭機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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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席團員名單 

出席團員名單如下 

 

表 2 出席團員名單 

 

 

  

項次 單位 姓名 職稱 

1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鄭家樑 技正 

2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新竹分局 林坤泉 技士 

3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石文奇 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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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內容與過程 

一、 拜訪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自動車機械工具協會(JASEA) 

(一) 拜訪單位簡要介紹 

一般社團法人日本自動車機械工具協會(Japan Automotive Service 

Equipment Association，JASEA，如圖 1、圖 2)，於 1948 年 2 月成立日本

汽車機械和工具協會， 1962 年 9 月本經濟產業省(METI)和國土交通

省 (MLIT)授權為一般社團法人，JASEA 通過確保汽車檢查設備的準確

性，以提升汽車檢驗過程的品質，確保行車的安全。主要工作為檢查汽

車檢驗設備精度和調整，技術標準符合性測試(全新機動車檢查設備的

測試）、舉辦「汽車服務展」展覽，並由 JASEA GUIDE 舉辦機動車檢

查設備的調查、研究和改進處理技術、公關等活動。 JASEA 致力成為

安全及友善環境的汽車團體。  

1981 年由日本各地區交通局局長授權為車輛排氣分析儀校準之法

人機構，且為日本唯一汽車檢查設備之檢測機構，總部設於東京，於日

本全境並設有 13 處分支機構，以執行每年效期將屆之車排儀校正檢測

工作。 

JASEA 之主要工作，如下： 

1. 校正(Calibration)：作為日本交通部授權之校準機構，為了維持日本汽

車技術振興和輕型車輛檢查協會的汽車檢查機械設備（制動測試儀、

側滑測試儀、速度計測試儀、大燈測試儀、一氧化碳測量儀器、碳氫

化合物測量儀器、黑煙測量儀、測壓計、聲音計）的準確性，每年至

各項設備現場進行一次校準（精度確認和校正）。 

2. 標準符合性測試(Standard conformity test)：針對機械和設備製造商所製

造之汽車檢查機械和設備之性能及品質進行標準符合性測試。 

3. 開發及研究(Research and study)：針對新型汽車交通工具檢驗設備進行

相關之開發及研究工作。與相關機構之指導和相關行業合作下，針對

日新月異的汽車技術相容的汽車檢測機械和設備進行調查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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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車輛維護資訊分享(Motor vehicle maintenance)：為了執行安全及適當的

車輛維護，有關車輛保養設備及檢驗，提供適當使用及檢驗資訊給保

養廠商，俾利朝向安全及可靠駕駛環境。 

5. 汽車服務展(Auto service show)：目前以每 2 年頻率，針對新型汽車維

修及檢驗設備，展示新產品的開發成果，促進高品質設備的普及。最

近 1 次服務展於 2023 年 6 月 15 日展出，下次服務展預訂於 2025 年 6

月 19 日展出。 

       圖 1、JASEA 東京本社             圖 2、參訪 JASEA 公司及合照 

 

(二) 參訪重點紀要 

1. 討論議題 

(1) 車輛排氣分析儀日本檢測依據標準或規範為何?以及國際規範為

何? 

(2)  車輛排氣分析儀準確度檢測前須執行型式認證或型式試驗? 

(3)  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測項目為何? 

(4)  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測設備有哪些?現場檢測或取回實驗室檢測? 

(5)  車輛排氣分析儀出廠前與使用中的檢測項目是否相同?及管理方

式為何? 

(6)  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測週期為何? 

(7)  如何辨識通過測試合格的車輛排氣分析儀? 



8 

 

(8)  使用中的車輛排氣分析儀，相關抽測的機制為何? 

(9)  台灣約有 800 萬輛汽車，車輛安全性及廢氣排放係由交通部公路

局監理機關及其授權民間代檢廠辦理檢測，其中檢測廢氣排放之

車輛排氣分析儀準確性係由本局主管，請問日本對於車輛安全性、

廢氣排放及車輛排氣分析儀之主管機關及其管理模式為何? 

(10)  因應 2050 淨零碳排目標，電動車或氫能車可能逐漸取代燃油車，

可能影響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測業務，貴機構如何因應或是看法為

何? 

(11)  除了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測外，希望未來持續保持聯繫，除了技術

交流外，有機會可以有合作方案。 

2. 主管機關方式 

車輛排氣分析儀係使用於車輛檢驗過程，例如剎車、燈光、底

盤檢查等性能檢驗之其中一項檢測項目，如圖 3 所示。 

 

 

 

 

 

 

 

 

 

 

 

 

 

圖 3 日本的車輛檢驗通道示意圖 

 

車輛排氣分析儀(Exhaust Emission 
Tester) 
以紅外線吸收原理，感測車輛排

出廢氣的特定成份(碳氫化合物
(HC)、一氧化碳(CO))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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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車輛檢驗流程中所需之儀器設備校正及管理，統一由國

土交通省直接授權由 JASEA 負責辦理，其中包含量測汽車排放廢

氣濃度之車輛排氣分析儀，達到事權統一的管理模式。與我國對於

車輛檢驗線上之儀器設備管理由交通部(剎車、燈光、車輛底盤構造

等)、環境部(柴油及機車排氣分析儀)及經濟部(汽車排氣分析儀)分

別負責管理不同之項目。 

3. 管理機制 

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製造商，於生產販賣前須將原型式之車輛排

氣分析儀送 JASEA 進行型式試驗，每型式只做一次，之後工廠製造

完成的每具車輛排氣分析儀新品，必須經過並通過 JASEA 的檢驗合

格(日本稱基準適合性試驗)始得販賣，才能使用於車輛廢氣檢測，並

於車輛排氣分析儀本體附加銘版(如圖 4)，其校正有效期限為 1 年，

1 年之後由 JASEA 執行校正。我國並無車輛排氣分析儀產業，均由

國外輸入進口使用，爰規劃檢定時並無考量型式認證方式。 

校正方式區分 2 種方式，一種係使用製造業者之儀器設備、標準

氣體(經 JASEA 認可)進行校正，另一種方式攜回 JASEA 進行校正，

合格者貼上校正適合貼紙(如圖 5)，銘版及校正適合貼紙應貼於車輛

排氣分析儀實體上(如圖 6)。 

 

 

 

 

 

 

 

 

圖 4 通過型式試驗及基準適合性試驗貼示銘版      圖 5 每年校正合格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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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實體 

4. 檢測規範 

日本為自動車検査用機械器具に係る運輸大臣の定める技術上

の基準(中文：交通運輸部長制定的汽車檢查機械和設備技術標準，

如附件 1)，我國係依據車輛排氣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99

第 2 版)予以檢定，有關檢測規範我國與日本主要檢測項目均係參考

國際法定計量國際法定計量組織 OIML R 99(2008 版)，並參考產業發

展情形及業者意見等因素加以訂定。 

5. 檢測項目 

(1)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型式試驗之試驗項目計有：耐久性、絶緣耐

電壓、耐電磁誘導、落下試驗、熱機功能、漂移、重複性、干擾成

分、電壓變化之影響、反應時間、HC 殘留測試、準確性、標示及

外觀檢視等 14 項；我國無型式認證管理方式。 

(2)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出廠之基準適合性試驗(又稱讓渡檢查)，試驗

項目計有：熱機功能、漂移(我國檢定無此項檢驗)、重複性、干擾

成分(我國檢定無此項檢驗)、電壓變化之影響(我國檢定無此項檢

驗)、反應時間、準確性、標示及外觀檢視等 9 項，與我國新的車

輛排氣分儀初次檢定類似管理模式，如表 3。 

(3) 日本車輛排氣分析儀每年執行校正一次，檢驗項目僅有準確性測

試、作動及外觀檢視(含構造檢查) (如附件 2，自動車檢查用機械

器具校正結果證明書樣張)。與我國每年重新檢定項目計有重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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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時間、準確性、氣密性測試、管路阻塞測試及外觀檢視等 6 項

有所差異，如表 4。 

(4) JASEA 有採行認可製造商檢測設備機制，得借用廠商設備辦理出

廠之讓渡檢查及每年校正業務。 

(5) 有關準確性測試，日本主要量測一氧化碳(CO)及碳氫化合物(HC)2

項廢氣成分，我國增加了二氧化碳(CO2)，OIML 規範有第 4 種 O2。 

(6) 我國自 2023 年起執行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查業務，確保使用中的準

確性，日本並無針對使用中的車輛排氣分析儀進行準確性檢查之

管理機制。 

表 3 日本讓渡檢查與我國初次檢定項目比較表 

國家 日本 中華民國 

試驗依據 汽車檢查機械和 

設備檢查標準 

車輛排氣分析儀 

檢定檢查技術規範 

1.濃度指示範圍 ● ● 

2.暖機 ● ╳ 

3.漂移 ● ╳ 

4.重複性 ● ● 

5.干擾成分影響 ● ╳ 

6.電壓變動的影響 ● ╳ 

7.反應時間 ● ● 

8.準確性 ● ● 

9.外觀(含構造) ● ● 

10. 氣密性測試 ╳ ● 

11.HC 殘留測試 ╳ ● 

12.管路阻塞測試 ╳ ● 

   備註: ●代表有執行檢測，╳代表無執行檢測 

 



12 

 

 

       表 4 日本每年校正與我國重新檢定/檢查差異表 

 

 

 

 

 

 

 

 

備註: ●代表有執行檢測，╳代表無執行檢測 

備註: ●代表有執行檢測，╳代表無執行檢測 

 

二、 拜訪光明理化學工業株式會社(KOMYO) 

該公司從 1947 年成立迄今，員工人數已逾 200 人，主要經營項目

為從事開發、製造及銷售氣體檢測管，氣體測量儀器，氣體感測器、煤

氣及水質測量儀器等，其產品應用於廣泛的行業，包括政府機關，能源，

化工，造船和汽車維修等，遍布全球，服務範圍包含: 

1. 產業安全衛生 

2. 保護生活環境和安全 

3. 大氣環境保護 

該公司在日本當地主力產品為氣體檢知管(Gas detector tube)，其準

確性得到了高度評價，並被稱為北川(KITAGAWA)氣體偵測管系統，不

僅在日本，而且遍布世界各地。目前為止，光明理化學工業株式會社已

經開發超過 250 多種氣體檢知管。鑒於在氣體偵測領域之專業，光明理

化學又開發了便攜式氣體檢測儀及固定式可燃氣體偵測警報系統，應

用範圍有氧氣、硫化氫和一氧化碳等。PM2.5 測試器、煙霧產生器、呼

氣酒精檢知器、車輛排氣分析儀及柴油煙度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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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光明理化學在台灣車輛排氣分析儀市場上，主要是提供 UREX-

5000 系列型號，與日本當地最大的差異，提供給台灣市場使用車輛排

氣分析儀為其特殊規格，主要是分析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碳氫

化合物(HC)等 3 種成份氣體濃度，日本則是以一氧化碳(CO)及碳氫化合

物(HC)等 2 種成份(為日本當地法令管制車輛排放氣體)，亦提供針對氧

氣(O2)及一氧化氮(NO)之車輛排氣分析儀。 

 

圖 7、參訪 KOMYO 公司及合照 

 

三、 拜訪堀場製作所株式會社(HORIBA)  

HORIBA 源起於 1945 年 10 月由創辦人堀場雅夫學生時期於於京都創

建堀場無線研究所，迄今成立近 70 年的 HORIBA 其專業測量業務領域涵

蓋農業、水質管理、地球環境保護、汽車/船舶開發、製造工藝、健康與安

全、IT 基礎設施、新材料開發及宇宙開發等全方位測量技術，又以汽車、

過程與環境、醫療、半導體及科學儀器等為五大事業群及其業務產品。該

企業宗旨為 JOY & FUN(新奇有趣)，訴求員工追求新奇有趣之事務為其工

作的精神，憑藉挑戰精神、誠實信賴及卓越追求創造未來。 

HORIBA 專注在設計、開發及生產製造車輛排氣分析儀核心元件

(NDIR，非分散紅外線吸收法)並引以自豪，採用 NDIR 的分析儀稱為紅外

線氣體分析儀，因其結構簡單、維護方便、適合連續測量等特性而廣泛應



14 

 

用於測量。HORIBA 提供廣泛的紅外線氣體分析儀系列，可滿足市場趨勢

和現場的多樣化要求。 

此次參訪 HORIBA 車輛氣體分析儀製造產線外，觀察到該公司業務發

展包括既有汽車領域(含車輛氣體分析儀)僅占 25%業務範圍，環境量測(8%)

與科學儀器(14%)，亦跨足醫療(11%)與半導體(42%)，其中又以半導體製程

中所需要精準的氣體質量流量控制等業務成長相當驚人。 

 

圖 8、參訪 HORIBA 公司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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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與建議事項 

一、 心得 

(一) 經與考察單位討論議題及交換意見後，車輛排氣分析儀我國主管機

關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日本為國土交通省(相當於我國交通部)。

另，針對車輛檢驗項目及其使用之檢驗儀器，日本分工事權較為統

一，均由國土交通省建置相關規定。然我國，因各機關組織架構等

因素，本局權管車輛排氣分析儀之準確性；環境部權管車輛排氣分

析儀之使用及其他要求等；交通部負責車輛性能檢驗之管理，我國

管理上相對複雜。 

(二) 我國車輛排氣分析儀計量準確性檢測之依據法規為度量衡法及車輛

排氣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日本為道路運輸車輛法施行條例及

汽車檢查機械和設備檢查標準。 

(三) 我國車輛排氣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CNMV 99，第 2 版)，自

2016 年 1 月 1 日實施，依該技術規範第 7 節規定，訂有於本版次修

正施行前已申請初次檢定之分析儀，仍得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日本汽車檢查機械和設備檢查標準亦有類似規定，惟洽詢日本製造

商得知，使用舊規範之車輛排氣分析儀幾乎均已更新儀器。 

(四) 於型式認證方面，日本採行型式試驗(共 14 項試驗項目) ，考量國

內並無車輛排氣分析儀製造商，均屬國外(尤其日本)進口及型式試

驗費用較高等因素，爰建議暫不採行型式認證管理模式。 

(五) 日本具有車輛排氣分析儀產業，數家製造廠商，專責檢測機構

JASEA 為管理日本國內約 7 萬具車輛排氣分析儀，採行認可廠商檢

測設備方式，得借用廠商檢測設備辦理出廠讓渡檢查及每年校正業

務。我國係委託財團法人商品檢測驗證中心及財團法人工業研究院

辦理初次檢定及每年重新檢定，且須將車輛排氣分析儀送回實驗室

執行檢定。 

(六) 車輛排氣分析儀檢測車輛排放廢氣濃度準確性，其中涉及標準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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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性，日本標準氣體係依原廠校正報告，我國目前 2 家委託檢定

機構及新竹分局檢測設備使用之標準氣體均依 TAF 認可實驗室出具

之校正報告。 

(七) 由於日本認為車輛排氣分析儀係屬於車輛檢驗過程中之其中一項儀

器設備，爰通過型式試驗後，每年執行計量準確性之校正即可；我

國將車輛排氣分析儀納為應經檢定之法定度量衡器，出廠時初次檢

定外，每年須辦理重新檢定，檢定合格貼附檢定合格單。 

(八) 為確保使用中的車輛排氣分析儀計量準確性，我國辦理檢查作業，

惟日本並無該項管理措施。 

 

二、建議事項 

(一) 於檢定方面，日本採每年校正之檢測項目有 3 項，若對應我國採每

年重新檢定(6 項檢測項目)，建議評估簡化及精進方案。 

(二) 於檢測排氣成分方面，日本檢測排氣成份僅 2 種(HC、CO)，我國則

為 3 種(HC、CO、CO2)，最新的 OIML 規範有第 4 種 O2，未來可納

入後續評估方案，以接軌國際。 

(三) 於檢查計畫方面，新竹分局執行 2023~2024 年檢查試辦計畫，為確

保車輛排氣分析儀量測準確性，建議使用者應依據使用說明書，每

日至少校正一次。 

(四) 經查本局檢定檢查統計數量，2023~2024 年(12 月 16 日)檢定 1,406

具，1 具不合格，檢查 25 具，1 具不合格，若近 3 年蒐集不合格率

偏低，建議未來調整檢查數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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