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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數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以下簡稱數產署）推動「通訊傳播創新科技應用先

導驗證及整合推動計畫」，聚焦社會與產業發展需求，以增幅、安心、賦能及鏈

結為目標，指導金屬中心整合國內 5G 網路與人機協作技術，針對山難救助的迫

切需求進行實地驗證。該計畫結合無人載具、通訊裝置與無線通訊創新技術，實

現人機互動協作，並透過多載具聯合作業作為 5G 移動式基地台，構建高速、無

死角的全域移動網路，打造 5G 即時協作的應用場景，實現跨空間環境的全面應

用。 

    計畫結合 5G 高速網路與載具技術，並協同民間登山團體、山難救助團體及

警消單位進行研發測試，提升無人機科技的應用能力。台灣山區地形多樣且複

雜，山難救援面臨高度挑戰，搜救人員需冒著生命危險並克服天候風險。政府重

視國民生命安全，透過創新科技應用，讓登山者能安心活動，並完善山難救援系

統，提升社會福祉與國際形象。 

    此外，此計畫的推動不僅專注於救援應用，更帶動了國內無人機相關產業的

發展。透過與學術單位及產業界的密切合作，促進技術轉移與創新應用，推動國

內無人機產業升級。同時，此計畫也為訓練法人研究單位之專業人才提供契機，

建立完整的技術與應用培訓體系，為產業注入新血並提升技術競爭力。 

    為強化登山安全並促進無人機山難救助技術的國際合作，數產署於 113 年 10

月 27 日至 10 月 30 日偕同金屬中心進行訪日交流與無人機實地演練，並見證金

屬中心與日本法人無人機產業振興協議會（JUIDA）簽署合作備忘錄（MOU）。此

合作深化了台日無人機山難救助技術與產業擴展的交流。 

    在數產署指導下，金屬中心於富士山下展示無人機熱顯像儀與可見光搜索技

術，透過紅外線感測人體溫度進行辨識，並結合可見光技術完成搜救，成功定位

待救者，展現台灣無人機在山難救助中的技術實力。交流期間，數產署偕同金屬

中心拜訪 JUIDA 及相關日本單位，分享台灣無人機山難救助測試案例，並藉由

MOU的簽署奠定台日長期合作的基礎。 

    此次交流與實地演練旨在強化台日山難救助合作，建立救災示範模式並推向

國際。透過 5G 通訊與無人機技術，提升搜救技術能力與定位精準度，縮短黃金

救援時間，進一步保障民眾在登山活動或天災山難中的生命安全。 

    未來，數產署計畫進一步擴展無人機技術應用至更多場景，包括自然災害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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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響應、物流配送及環境監測等領域，期望將台灣的創新科技成果輸出至國際，

成為全球智慧救援及無人機技術應用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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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出訪目的 

 一、緣起 

日本與台灣同處環太平洋地震帶，面臨相似的自然災害挑戰。日本無人機技

術發展成熟，廣泛應用於災害救助領域。金屬中心與日本無人機協會 (JUIDA) 

自 2018 年起展開合作，本次雙方深化合作，簽署 5G 山難救助合作備忘錄 

(MOU)，目標切入日本無人機消防救災體系，並推廣金屬中心的技術與驗證經

驗。 

二、目的 

  (一)日本山區無人機測試及分享台灣場域實際測試驗證 

⚫ 金屬中心於日本富士山下進行無人機山難救助實際演練。 

⚫ 金屬中心將無人機救災及服務流程驗證後，進而規劃將整體搜救機

制推廣至日本，亦可協助台灣供應鏈業者及國家救災單位提升國際

形象及能見度。 

   (二)參訪日本法人協會，了解日本無人機應用情境 

⚫ 針對日本無人機產業發展以多面向用途之角度進行合作，並評估未

來無人機於日本推廣與應用模式交流。 

⚫ 與日本無人機協會 JUIDA進行 MOU簽署，後續規劃進入日本救災系

統，增進台日於無人機災害救助之經驗交流。 

    (三)鏈結國際合作資源 

⚫ 藉由本次參訪 KDDI，深入了解日本第二大通訊業者與美國 SKYDIO

共同合作無人機發展之趨勢與實績，同時分享金屬中心無人機成

果，透過交流尋求未來山區救難等災害應用合作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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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出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10/27 

(日) 

~10:30 
桃園機場集合報到 

(第二航廈 9櫃台) 

桃園市大園區航站

南路 9號 

12:35~16:35 
桃園機場  成田機場

(CI104) 
 

17:45~19:30 
搭乘成田特快至東京 

前往住宿飯店 
 

10/28 

(一) 

08:20~08:30 飯店大廳集合出發 飯店大廳 

13:05-16:00 
GPSS公司參訪與交流與

無人機測試 

〒418-0109 

静岡県富士宮市麓

156 

16:00~17:05 交通前往住宿飯店  

10/29 

(二) 

08:20~08:30 飯店大廳集合出發 飯店大廳 

12:30-13:00 交通前往 KDDI 

〒102-8460 

東京都千代田区飯

田橋 3 丁目 10-10

ガーデンエアタワ

ー 

13:00-14:00 拜訪 KDDI 

〒102-8460 

東京都千代田区飯

田橋 3 丁目 10-10

ガーデンエアタワ

ー 

15:00-16:00 與 JUIDA簽署 MOU 

〒113-0033 

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5

丁目 33−10 いちご

本郷ビル 4F 

17:00-18:00 拜訪東京之星銀行 

〒107-8480 

東京都港區赤坂一

丁目 6番 16號 

10/30 

(三) 
09:00-10:30 日本交流檢討會議 

アパホテル〈両国

駅タワー〉 

東京都墨田区横網

１－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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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10:30-11:33 前往東京車站  

11:33-12:28 
東京車站搭乘成田特快

至成田機場 
 

14:00-17:45 
成田機場報到 

(第二航廈) 

〒282-0004 

千葉県成田市成田

国際空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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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成員 

No 單位 姓名 職稱 

1 
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署 
何勝泉 科長 

2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企劃推廣處 
江進豐 副處長 

3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航太科技產業發展處 
楊光勳 副組長 

4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航太科技產業發展處 
楊瑞雯 工程師 

5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航太科技產業發展處 
劉晏晴 專案管理師 

6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計畫管理組 
陳宏婷 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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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行程內容 

 一、GPSS 公司場域 

1. 時間:113年 10 月 28日 13:05-16:00 

2. 地點: 〒418-0109 静岡県富士宮市麓 156 

3. 日方出席人員:小坂幸太郎、竹川康洋、總務部長 竹川大登 

4. 單位簡介： 

    GPSS 公司主要業務為再生能源供應業務投資、發展再生能源供應業

務，地熱及沼氣等相關的可行性研究，與再生能源發電專案相關的資產和

投資管理。該公司執行再生能源供應業務相關工程與再生能源相關的農業

管理、森林的適當管理和運作（碳價值的利用）與來自再生能源的能源交

易。 

該公司擁有廣大場域提供本次無人機交流進行實測飛行及功能驗證。 

 5.交流重點說明： 

(1)本次無人機實測示範場域主要為 GPSS公司之林木業場，近年年來擴增露

營區場域，為提升日本山難者安全搶救，透過此場域進行人員救助的測試

應用。 

(2)林地內位置使用 GPS也很難精準定位，近期該林業區容易發生落石，期

望能利用無人機偵測與精準定位繪製地形及預測落石發生現況圖資，並監

控山林間地形地貌變化與建構完整資料庫。 

(3)深入山區的區域尚未開發，伐木後要找到路將木材運出更是一大挑戰，

目前利用空中纜繩將木材運出卻相當耗時及耗能源，當地業者期望使用無

人機協助牽引纜繩將木材運出，其規劃作法係考量以無人機將纜繩接頭拉

過去搭建，以減少人力作業程序，金屬中心表示目前台灣台電已有相關應

用先例可參考，相關技術及經驗將與日方進行交流及推廣。 

(4)林區內有很多鹿，當地業者期望能用無人機搭載夜間偵測設備，如熱像

儀觀測鹿的數量與活動路線與生態範圍，進一步進行生態保育及鹿群數量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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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場內有驅趕生物的警報開關，目前仍採手動裝置，期望能使用無人機

自動定時巡檢或觸發偵測裝置進行自動驅趕野生動物，以維護林場。 

(6)林場有些區域為伐木作業需要清理雜草，惟目前市售機器人難以在崎嶇

的山坡地上進行作業，期望以無人機搭載簡易除草機進行斜面低空除草作

業。 

(7)山林裡常發現有人隨意丟棄垃圾，期望能使用無人機觀測，當發現人為

破壞山林者同時通知林場管理者。 

6.會議結論 

日方表示未來有機會與金屬中心無人機團隊合作，目前期望能使用無

人機將纜繩接頭拉過去搭建纜繩作業，以減少人力作業程序。也期望能用

無人機搭載夜間偵測設備，以觀測鹿群數量、活動路線與生態範圍，並使

用無人機自動定時巡檢或觸發偵測裝置自動驅趕野生動物，金屬中心團隊

後續將進一步和日方洽談合作規劃。 

 7.活動照片 

➢ 室內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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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外無人機實測 

    數產署指導金屬中心於富士山下向日方展示無人機之熱顯像儀技術與

可見光搜索能力，利用紅外線感測人體溫度進行辨識，並透過可見光進行

搜救，順利搜索待救者，展現台灣無人機的山難搜救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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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KDDI公司 

1.時間:113年 10月 29日 13:00-14:00 

2.地點: 〒102-8460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 3丁目 10-10ガーデンエ  アタ

ワー 

3.日方出席人員:博野雅文社長、YOSUKE YAJIMA經理、川本大功事業創造本  

       部部長  

4.單位簡介： 

    KDDI 為日本大型電信公司，「au」為其行動通訊服務品牌，其營業

規模在日本三大綜合電信業者中(NTT DOCOMO、KDDI、SoftBank)，排名

第二僅次於 NTT DOCOMO，行動電話用戶市占率接近 30%。KDDI 把「衛

星成長」作為其中期經營（FY2022-25）的業務策略。該公司利用通訊

基礎設施，透過 5G 通訊、數據驅動，在 DX（數位轉型）、金融和能源

等成長領域提供增值服務，加速業務成長。KDDI 於通訊和新技術方面的

優勢，發展無人機、汽車互聯網及衛星通訊等領域。 

5.交流重點說明： 

       (1)日本 KDDI 公司跟美國 NVNIDA 公司合作，以提升 GPS 定位與 AI 運算

量能。 

       (2)KDDI 公司與美國 SKYDIO 無人機合作，SKYDIO X10 將於 11 3 年上

市，可直接用手機進行遙控(非遙控器)，此無人機可全方位應用，如

監測、巡檢及救助等。 

       (3)KDDI 公司表示其無人機基地台跟使用數是全日本第一，使用 5G 通訊

技術讓無人機傳輸無死角。 

       (4)KDDI 利用 KDDI 5G 訊號連結外，預計在 114 年後可與 STARLINK 進行

無人機與衛星訊號連結。 

       (5)KDDI 的無人機解決方案，除應用 GPS 定位系統外，亦透過影像與通訊

上的應用掌握定位與通訊，係該公司強項，同時可運作無 GPS 的場

域。 

       (6)KDDI 無人機應用除於救助協助外，亦協助引水人將大船導入港灣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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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6.會議結論 

(1) KDDI 公司與台灣工研院於 5 年前有進行交流，對於台灣無人機生態

有初步了解。目前 KDDI 公司與美國 SKYDIO 公司合作之 X10 型無人機

號將於日本開始販售，此無人機係美國生產(日本銷售)，後續市場應

用面向若需求增加，未來無人機生產基地將考量於台灣落地。 

(2) 目前日本無人機物流業應用需進行法規認證，由於無人機的發展迅

速，其對於物流應用尚無完整解決方案，金屬中心提出的無人機聯合

物流系統，將是未來合作的契機點，台日雙方後續可進一步進行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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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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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JUIDA 

1.時間:113年 10月 29日 15:00-16:00 

2.地點: 〒113-0033東京都文京区本郷 5丁目 33−10 いちご本郷ビル 4F 

3.日方出席人員: 熊田知之 理事、千田泰弘 副理事長 、岩田拡也常務理 

       事、熊田雅之 事務局長代理、多田哲太郎 經營企 劃部擔當部長 

4.單位簡介： 

   日本無人機產業振興協議會 (Japan U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JUIDA) ，致力推動日本無人飛行載具產業的發展。成立於

2014 年 7 月，將業務範圍擴大到包括飛行汽車在內的次世代移動系統

(Advanced Mobility Systems,AMS)。該協會支持相關技術開發、商業應

用和安全標準的製定，致力推動日本無人飛行載具產業的發展。該協會自 

2016 年開始辦理「Japan Drone Expo」，113年已經連續舉辦 9屆。 

5. 交流重點： 

(1) JUIDA 表示無人機救人係優先考量目標，另物資及地形監控，也是

無人機重要應用領域，未來期望在金屬中心及 JUIDA 雙方 MOU 合作

架構下，進行更深入且長期的交流和合作。 

(2) JUIDA 對於金屬中心提出遠洋漁業用與山難救助應用無人機表達讚

許，JUIDA 將介紹日本相關業者予金屬中心，因此構想規劃須進行

實地測試與驗證，並且符合日本法規規範下較可能切入應用。無人

機與海洋漁業結合有很多議題可以合作，JUIDA 將串聯民間業者及

山難救助等單位深化此議題之合作與交流。 

(3) 台灣無人機硬體與軟體製造能力均具備一定能量，日本於無人機的

發展上以軟體系統為主軸，未來期望雙方有密切合作。日本技術不

足部分，也期望金屬中心能提供解決方案。日本目前現有無人機產

品多採進口，遇到最大的挑戰是維護問題，以及衍生資訊安全疑

慮，造成日本企業於應用上造成極大的困擾，金屬中心將提供相關

解決方案予日方。 

6. 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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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IDA與金屬中心在 2018年已進行合作交流，本次不僅是展現金屬中

心無人機團隊 5年來的技術進展，並在數產署指導無人機山難救助有顯著

成果。透過本次雙方簽署 MOU再深化與日本 JUIDA進行實績應用與交流。

同時也期望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有機會可以進入日本消防領域。另 JUIDA

表示金屬中心無人機團隊在遠洋漁業有創新應用技術，表達後續有機會能

進一步進行跨國合作。 

 

7.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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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東京之星銀行 

1.時間:113年 10月 29日 17:00-18:00 

2.地點: 〒107-8480東京都港區赤坂一丁目 6番 16號 

3.日方出席人員: 佐藤 剛 國際部部長、中馬哲投資部部長 

4.單位簡介： 

    東京之星銀行成立於 2001 年，由台灣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在 2014 年 6 月

完成併購，東京之星銀行成為中信的全資子公司。東京之星銀行現任董事長

為黃清源，執行長為伊藤武。該銀行業務範圍包括個人銀行服務（如存款、

貸款及投資產品）與企業金融服務（如融資及外匯服務），並為日本中小企

業提供海外擴展之跨境金融解決方案。112 年底東京之星銀行看好日本熊本

市場商機及地理位置優勢，特設立熊本事務所，提供九州地區具有發展潛力

的優質客戶相關個人及企業開設帳戶、存放款及匯兌諮詢服務，並提供當地

日本企業投資海外市場所需之金融諮詢。 

  5.交流重點： 

(1) 考量日本對於無人機技術應用及服務有相當需求，台灣若有相關新創公

司或業者規劃進入日本無人機市場，東京之星銀行將提供相關資金貸款

及投資協助。 

(2) 有關日本貿易與募資方式，東京之星銀行就當地法規規定進行說明，表

達企業切入日本市場須注意的關鍵要素，與新創公司在日本發展提供適

當投資建議。 

(3) 期待台灣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有機會在日本落地，本次數產署指導金屬

中心與 JUIDA 跟 KDDI 有良好的合作關係，台灣相關業者若規劃於日本

落地服務與拓展市場，東京之星銀行將給予相關協助，並就日本法規進

行詳細諮詢。 

  6.會議結論 

    東京之星銀行對於金屬中心無人機團隊擁有技術與創新應用場域表達

讚許，也認為台灣無人機山域救難系統、無人機電塔巡檢與遠洋漁業上應

用有機會落地於日本，未來台灣新創公司至日本發展需要資金挹注，該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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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將予提供資金及法規面之協助。 

  7.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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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本次至日本東京進行無人機山難救助實際演練，透過無人機就登山山難人員

進行搜尋及救難，主要利用可見光與熱影像儀搜尋待救者，並針對相關搜尋技術

進行雙方交流，共同討論於各種山林中無人機可能之應用情境。 

    本次拜訪日本 GPSS 公司、KDDI 公司、JUIDA 與東京之星銀行，展示金屬中

心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之成果。日本企業對於金屬中心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以

大範圍快速搜尋待救者手機訊號，並近距離確認生理狀況之技術，日方表達後續

雙方可以進一步合作。金屬中心說明無人機除應用於山難救助外，可進一步應用

於光電巡檢、台電山區電塔巡檢、遠洋漁業魚群探搜，與離岸風電海、陸、空三

維無人載具運維之實績。金屬中心無人機團隊可針對不同任務與應用場域，開發

之無人機相關軟硬體客製化設計，日本企業表達關注並期待深入的交流。有關無

人機後續技術與市場應用之長期發展與合作議題如下： 

一、GPSS公司 

  (一)針對環境及大範圍林業保護，期望無人機能協助偵測與巡檢。 

  (二)深山伐木運輸作業，期望無人機可協助纜繩搭建與木材協同搬運。 

二、 KDDI 公司 

  (一)目前該公司已與美國 SKYDIO 公司合作投入無人機應用，惟無人機生產基

地仍於美國，未來可規劃採台灣製造方式減少生產成本。 

  (二)該公司目前只有旋翼機產品，並無定旋翼機及大型 VTOL，對於金屬中心擁

有無人機協同搬運系統有很大興趣，未來將有深入合作之契機。 

  三、JUIDA 

(一) JUIDA 表示無人機與海洋魚群搜尋的結合有很多議題可以合 作，另無人

機於偏鄉公益應用適合長遠佈局，期望未來能深化此議題共同合作。 

(二) JUIDA 表達日本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戰係無人機市售產品的維護問題，主要

原因係代理商進行販售並無提供維修服務，造成日本客戶極大困擾。因此

無人機生產及維護鏈將是台灣未來的機會。 

 四、東京之星銀行 

東京之星銀行表示台灣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有機會在日本落地，該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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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JUIDA 與 KDDI 公司均有良好關係，未來台灣公司或新創團隊規劃進入

日本市場，該公司將提供資金和投資法規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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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與建議 

 本次於日本富士山下進行無人機山難救助實際演練，並與日本最具規

模的無人機法人協會(JUIDA)簽署 MOU，及日本第二大通訊公司 KDDI 進行

交流，了解日本在無人機於技術發展或市場應用相對成熟，且應用領域逐

步拓展。目前全球主要無人機應用以軍事用途居多，日本則以商業應用為

主，如物流運送、觀測及巡檢與繪測等。本次實際演練之無人機山難救助

創新應用，日方表達將為未來重要發展趨勢。 

 台灣與日本在地理及氣候上有很多相似之處，都處於地震頻繁的區

域，因此無人機在災害救援中的應用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此次交流行程

中，我們與日本的企業分享基於 5G 的多維度山難救助系統，並討論台日

在山區地形複雜及訊號不穩定情況下，如何透過衛星通訊與無人機協同作

業進行救援，此技術的需求和台灣金屬中心的規劃方向相符。 

 雖然日本無人機市場正在逐步擴展，惟在救災和山難救援領域尚未投

入大量研發。此為台灣無人機產業提供重要機會。建議金屬中心未來可與

日方相關單位深入討論技術合作，尤其在日本山區山難救援領域進行深入

交流。此外，透過 JUIDA 網絡平台可擴展至日本政府及無人機廠商進行合

作，將有助於提升台灣無人機救災技術的國際能見度，並將台灣的無人機

解決方案推向日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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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檢附相關資料 

一、112 至 113年度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計畫成果說明 

  (一)計畫內容 

    數產署指導金屬中心推動「5G 山難救助應用無人機系統」，透過技術創

新帶動產業服務創新，結合多維度穿戴裝置協同載具，並整合快速移動式 5G

網路鏈路，應用於山難救助的嚴苛環境，實現跨空間環境的優勢。此技術大

幅降低空勤者面臨的天候風險，為台灣山難救助系統提供掌握黃金救援時效

的能力，減少救援過程中的社會成本，進一步提升整體社會效益。 

    金屬中心研發並整合國內 5G 網路的無人機協作技術，以山難救助和山難

搜救的迫切需求為實際驗證案例。該系統結合無人載具、通訊設備與穿戴裝

置創新科技，實現人機協作。透過多載具聯合作業作為 5G 網路的移動式基地

台，建構高速無死角的全域移動式網路，打造人與無人機 5G 即時協作的應用

場景。金屬中心與民間登山團體、山難救助團體及警消單位密切合作，進行

科研成果的實地測試與應用。 

    此計畫旨在透過創新科技提升登山活動的安全性，讓登山客能更加安心

與放心，進一步完善台灣山難救援系統。同時，該計畫也成為推動無人載具

科技進步及提升國際形象的重要指標，對我國約 500 萬登山人口創造更多安

全保障，並減少潛在的社會成本。未來，計畫將協助台灣多家業者導入無人

機山難救助應用系統，並成功打造國際輸出案例，為全球山難救助技術發展

樹立典範。 

  (二)112-113 年推動成果 

    本計畫以結合 5G 多維度通訊裝置與協同載具救助系統的山難救援為開

發目標，已完成高山專用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VTOL）、多旋翼高載重無

人飛行載具、多點網狀網路通訊系統及登山者生理定位穿戴裝置的開發。透

過整合上述項目，主要目標在於建立並推廣登山者可攜帶的通訊裝置（如手

機等），使其具備記錄生理數據、提供 GPS 定位及通訊界面的功能。一旦登山

者遇難，穿戴裝置即可自動發出求救訊號（包含經緯度座標）；若登山者未攜

帶穿戴裝置，則可透過手機訊號搜尋。無人機接到任務後，定（旋）翼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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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行載具（VTOL）作為通訊中繼系統，根據現場情況評估後，攜帶救援物資

進入山林。找到山難者後，無人機可投放物資，提供照明，並進行相關互動

與引導措施，同時利用感測器監測山難者的生理狀況，並將相關訊息快速回

傳至當地消防單位。消防單位據此快速判斷並制定搜救流程，建立最佳救援

路徑。此系統不僅能迅速定位待救援者，還能提升搜救人員的安全性，例如

判定搜救團隊組成、空勤支援需求及攜帶醫療設備建議等。 

    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VTOL）在進行大面積掃描搜索時，採用以下

兩種主要搜尋方式： 

1. 透過穿戴裝置或手機訊號發送求救訊號，由無人飛行載具進行  

搜尋。 

2. 若無法接收到穿戴裝置或手機訊號，系統啟用多台無人機編隊飛行，採用

自主路徑規劃模式，最大化搜索範圍的交集區域。該路徑規劃主要基於三

點區域交集模式進行地毯式掃描，並搭載熱影像儀進行登山者溫度偵測，

實現即時且高效的山難者定位。 

    當救援熱區確定後，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VTOL）接收待救援者的

定位資訊，進行小範圍定位盤旋，同時建立通訊中繼（遠距 5G 鏈路），即時

回傳影像、GPS 座標及生理資訊至救難中心。接著，派遣多旋翼無人飛行載

具投放救援物資，並與定（旋）翼無人飛行載具（VTOL）共同建立多點網狀

（Mesh）通訊網路，將資訊回傳救難中心，以協助救災人員制定救援計畫並

即時引導待救援者脫困。 

    本計畫的 5G 多維度通訊裝置協同載具救助系統提供全面性的山難救援解

決方案，不僅能有效協助待救援者脫困，還大幅提升救援效率，爭取黃金救

援時間。此系統展現了無人機搜救技術的先進應用，為山難救援樹立了新的

典範，並具有廣泛的應用與發展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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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JUIDA 交流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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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東京之星銀行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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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金屬中心交流簡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