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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推動台灣自主研發的「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走向國際化，數位發展部

特別針對地理與災害型態相似、且無人機應用成熟的日本市場，率團赴日交流。

此次參訪團延續去年(113 年)富士山無人機演練及與日本無人機協會（JUIDA）

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基礎，進一步拓展台日合作機會。隨團成員包含金屬工業研

究發展中心，以及台灣無人機業者耀天科技與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共拜會六家日本單位，涵蓋電信、製造、航太與協會等領域，共同推

動台日無人機合作深化與落地。重點成果如下： 

 信越科學：本署見證金屬中心與信越科學簽署合作協議，建立 AI 巡檢

與零組件協作； 

 KDDI：高度關注台灣無人機於災害物流的應用，預計來台洽談合作模

式； 

 OTS：表示有意採購台灣製訓練用無人機，並探詢垂直起降（VTOL）機

型應用潛力； 

 SONY：對於小量製造與客製機種展現合作意願，並提出具體採購需求； 

 JUIDA：表示日本對供應鏈安全的重視，並將與台方（金屬中心）深化

MOU 合作內容； 

 Blue Innovation：研議室內巡檢與物流應用的合作可能性。 

建議金屬中心可發揮「平台型協作」角色，建立從無人機認證、維修服務、

到小量轉量產的全方位整合支援體系，滿足日本市場對「安全可控、具客製能

力」無人機的高度需求，並持續透過協會平台強化雙邊技術與產業鏈結，推動

台日無人機合作深化與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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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亦將進一步拓展無人機技術於自然災害應變、物流配送及環境監測等

多元應用場景，促進創新成果的國際輸出，朝向打造台灣成為全球智慧救援與

無人機技術應用領先國的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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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出訪目的 

鑑於日本與台灣地理位置相近，皆位處地震頻繁、氣候條件相似之區域，

且日本無人機技術發展成熟，近年更積極應用於災害救助領域，為台灣無人機

技術國際輸出的關鍵潛力市場。在本署指導下，金屬中心於 112 至 113 年間已

於台灣多處山區進行無人機山難救助系統演練，並於 113 年 10 月前往日本，

於富士山下展示無人機熱感測與視覺辨識技術，獲日方重視。 

本次出訪延續既有成果，並拓展本署林俊秀署長推動「全球首創無人機三

機定位山難救助系統」之技術成果，主要目的如下： 

1. 深化台日合作基礎：延續 113 年與日本無人機協會（JUIDA）互訪及簽

署合作協議之基礎，進一步拓展合作內容與實質應用場域，強化雙邊交

流平台。 

2. 推動技術合作與簽署協議：促成金屬中心與信越科學產業株式會社簽署

合作備忘錄（MOU），展開無人機結構材料、輕量化設計與高可靠性零

組件等技術合作，並藉由信越科學引介，開啟與 KDDI 等指標企業之合

作機會。 

3. 推廣救災應用經驗與系統展示：分享台灣於無人機山難救援領域之實地

演練經驗，透過系統展示與技術交流，協助台灣業者進入日本消防與災

防應用體系，促進技術落地與應用鏈結。 

4. 強化產業媒合與國際輸出：由本署帶領台灣廠商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與臺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與日本企業進行技術交流與市場媒合，

提升台灣無人機技術國際能見度與供應鏈合作機會。 

本次出訪以「技術展示 × 法人媒合 × 合作簽署」為主軸，期透過金屬中

心作為跨國技術平台，促成無人機從自主研發到跨國應用的實質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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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本署指導金屬中心於 113 年 10 月日本富士山下進行實地演練、參訪

KDDI 並與 JUIDA 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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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出訪行程 

日期 時間 行程 

5/11 (日) 

12:40 出發 （桃園機場） 

16:55 抵達 （東京成田機場） 

5/12 (一) 

09:00-12:00 
本署見證信越科學公司與金屬中心簽署 MOU，及

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 

13:00-16:00 KDDI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 

5/13 (二) 

09:00-11:30 OTS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 

13:00-16:00 SONY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 

5/14 (三) 

10:00-12:00 JUIDA 無人機協會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 

14:00-16:00 Blue innovation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 

5/15 (四) 

09:30-10:30 日本交流檢討會議 

14:30 出發 （東京成田機場） 

17:10 抵達 （桃園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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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訪團成員 

一、 數位發展部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施偉仁 組長 數位產業署 

2 卓佑璁 科員 數位產業署 

 

二、 隨團成員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江進豐 副處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企劃推廣處 

2 梁慧婷 副組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企劃推廣處 

3 楊光勳 代組長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航太科技產業發展處 

4 楊瑞雯 工程師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航太科技產業發展處 

5 吳珮綺 專案管理師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航太科技產業發展處 

6 胡婷婷 工程師 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三、 隨團台灣業者成員 

編號 姓名 職稱 單位名稱 

1 陳宥霖 董事長 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邱懷德 經理 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 邱志明 工程師 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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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行程紀要 

一、 信越科學產業株式會社 

(一) 時間：5 月 12 日（一）09:00-12:00 

(二) 地點：東京都港区西新橋 2-21-2 

(三) 日方出席人員：信越科學產業株式會社 小坂幸太郎會長、佐坂吾郎 社長 

(四) 單位簡介： 

信越科學產業為人工智慧資料中心（AIDC）領域的 EPC 總包業者，擁有豐

富經驗，專精於資料中心基礎設施建置，涵蓋電力、水與燃料等系統，並依

據各地法規進行部署與與當地電網接軌營運。該公司長期與頂尖電信與數

據中心營運商合作，具備強大的工程整合與項目執行能力。 

(五) 談話要點： 

1. 技術簡介與實績說明： 

由金屬中心簡報台灣無人機技術發展現況與應用案例，重點包含： 

(1) 與台灣電力公司合作進行高壓電塔巡檢作業； 

(2) 無人機具備高穩定性與負載能力，可應用於山域救援演練； 

(3) 與台灣遠洋漁業業者合作進行魚群探測任務； 

(4) 與中華電信共同開發物流無人機專案； 

(5) 與中鋼公司合作導入產線巡檢自動化解決方案。 

2. 國際鏈結與供應鏈合作契機 

信越科學表示可協助台灣廠商與 KDDI 株式會社建立合作管道，指出

KDDI 目前與美國 Skydio 公司合作開發無人機，惟未來將依循日本政策

導向，轉向導入具「區域資安」保障的供應鏈。台灣在高可靠性零組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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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設計具優勢，有潛力成為關鍵供應夥伴。雙方亦研議擴大合作至東南

亞市場，如印尼、泰國、越南與菲律賓等地。 

3. AI 與熱感測技術應用討論 

雙方就無人機搭載 AI 影像辨識與熱感測模組進行交流，探討其在工廠安

全、異常偵測與即時回報等場景之應用，能有效降低巡檢風險並強化自動

化安全管理能力。 

4. 自動巡邏與智慧工廠應用 

金屬中心展示其無人機自主巡邏系統，具備定時、定線與排程任務等功能，

有助於提升工廠作業效率與資訊透明度。雙方亦針對智慧工廠發展與

ESG 應用交換意見。 

(六) 會議結論： 

1. 簽署合作協議，展開技術合作 

本署見證金屬中心與信越科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聚焦無人機結構

材料、輕量化合金、高可靠性零組件等關鍵技術，展開研發合作。期望

結合雙邊製造與設計優勢，共同布局無人機技術與製造供應鏈。 

2. 導入應用評估與試點合作規劃 

信越科學高度肯定金屬中心自動巡邏無人機系統之應用潛力，將進一步

評估於工廠與倉儲場域導入試點專案。雙方同意持續技術交流與商業可

行性研究，共同邁向智慧管理與 ESG 永續目標之實踐。 

(七) 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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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信越科學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交流及本署見證金屬中心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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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KDDI 公司 

(一) 時間：5 月 12 日（一） 13:00-16:00 

(二) 地點：東京都千代田区飯田橋 3 丁目 10−10 

(三) 日方出席人員：SmartDrone（KDDI 關係企業）博野雅文 社長、入柿雅一 

部長 

(四) 單位簡介： 

KDDI 株式會社為日本三大行動電信業者之一，旗下「au」品牌享有高度

市占。除行動通信外，其業務涵蓋光纖寬頻（FTTH）、物聯網（IoT）、機

器對機器（M2M）解決方案、5G 網路技術研發、資料中心與雲端運算服

務。近期更積極拓展無人機產業應用，目前與美國 SKYDIO 公司共同開

發具 AI 功能的自動飛行無人機，進行市場落地推動。 

(五) 談話要點： 

1. 技術簡介與實績說明： 

由金屬中心簡報台灣無人機技術發展現況與應用案例，重點包含： 

(1) 與台灣電力公司合作進行高壓電塔巡檢作業； 

(2) 無人機具備高穩定性與負載能力，可應用於山域救援演練； 

(3) 與台灣遠洋漁業業者合作進行魚群探測任務； 

(4) 與中華電信共同開發物流無人機專案； 

(5) 與中鋼公司合作導入產線巡檢自動化解決方案。 

2. 未來合作公司設立模式探討 

KDDI 株式會社提提出未來雙方若合資成立公司，初步建議股權比為 KDDI

株式會社持股 51%、金屬中心持股 49%；金屬中心亦可選擇未來釋股予民

間業者參與。此外，亦可採取授權模式，由金屬中心提供技術，收取授權費，

不涉持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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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零組件供應風險與台製策略 

KDDI 株式會社分享其過去曾銷售 SKYDIO 無人機予台灣消防單位，因其

中電池零組件來源不穩（非台灣製），造成後續維修與供應中斷，因此現正

進行供應鏈重組，尋求「可控、安全、區域性」的零組件來源，對台灣業者

釋出高度合作需求。 

4. 媒合台灣廠商合作機會 

本次會談亦媒合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 KDDI 交流，耀天開發之 GPS 與

抗干擾模組獲 KDDI 關注，雙方對導入其模組至 KDDI 無人機平台展現初

步合作意願，將進一步技術洽談。 

(六) 會議結論： 

1. 預定訪台與實質合作洽談 

KDDI 株式會社預計近期派團訪台，期拜會數位發展部、金屬中心與台灣電

力公司，就具體合作機制與應用場域展開深入討論。 

2. 市場調研與雙階段合作構想 

KDDI 株式會社建議由金屬中心協助盤點台灣無人機需求市場數據，未來合

作擬分兩階段進行： 

(1) 無人機硬體銷售； 

(2) 應用場景與服務模式建立。 

3. SKYDIO 無人機導入台灣合作構想 

鑒於 KDDI 株式會社為 SKYDIO 日本地區代理商，建議可評估將 SKYDIO

無人機導入台灣市場，由金屬中心負責資訊管理、零組件維修與售後支援

服務，建立完整在地後勤體系，滿足政府與法人客戶的安全與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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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圖 3、KDDI 株式會社與台灣業者媒合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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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Operation Training Services Co., Ltd. 

(一) 時間：5 月 13 日（二） 09:00-11:30  

(二) 地點：東京都練馬区田柄 2-38-241  

(三) 日方出席人員：  

1. OTS 會社：畠山 富士男 社長、宮本拓 

2. 合作單位（有限会社エルテック）：長澤潤二 

(四) 單位簡介： 

OTS 公司（Operation Training Services）為日本專業訓練裝備供應商，服

務對象以政府機構與特殊任務單位為主，產品涵蓋戰術光學器材、個人防

護裝備、射擊輔具與訓練模擬系統，並提供客製化訓練方案與整合服務。

公司並代理多項國際品牌，擁有豐富實戰導向訓練經驗，可協助客戶強化

實務執行力與安全管理。 

(五) 談話要點： 

1. 日本市場對台製無人機需求增加 

OTS 公司表示，由於日本政府政策日益傾向採用「可控、安全、區域性」

之供應鏈，目前正積極尋求可用於訓練用途之無人機，希望透過與台灣合

作，開發含零組件之無人機，以確保使用安全與穩定性。但導入日本市場

須取得國土交通省「技術基準適合證明」，核發時程與規定需審慎規劃。 

2. 高載重無人機之市場潛力 

日本建築市場對空中吊掛作業需求殷切，千葉大學目前已開發 80 公斤吊

掛能力之無人機並完成認證。OTS 對 100 公斤級無人機應用展現高度關

注，認為可進一步拓展空調、建設與運輸等應用場景。 

3. VTOL 無人機技術獲日本官方重視 

OTS 公司對金屬中心展示之 VTOL 無人機在海域飛行影片印象深刻，認

為具備大範圍空中偵測、海上搜索與地形建模潛力，可應用於消防、災防

等官方任務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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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日本實地展演場域 

OTS 公司表示，其公司可提供日本本地測試場域，歡迎金屬中心安排載

重 40 公斤無人機及 VTOL 系統赴日展演，以加速日本市場認可與合作對

接。 

5. 供應鏈合作媒合機會 

本次會談亦促成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 OTS 公司交流。該公司之 GPS

抗干擾模組有助於補足 OTS 在無人機開發中的技術需求，未來雙方可望

透過供應鏈互補與整合，加速技術落地與市場擴展。 

(六) 會議結論： 

1. 展開台製無人機導入與技術合作 

OTS 公司將持續與金屬中心就多旋翼無人機與 VTOL 系統展開進一步合

作討論。未來若引進台灣無人機至日本，需深入了解並因應日本相關法律

法規與認證流程，以利順利進入市場。 

2. 規劃量產與維修體系建議 

OTS 公司建議由金屬中心進行初期樣機開發與測試，後續量產可轉由具

製造能量之民間業者負責。同時須預先規劃售後服務機制，包括簽約內容、

備品供應與維修維護等事宜，以提高產品推廣與應用信心。 

3. 資安需求與後續技術媒合 

OTS 公司表示對所需無人機設計中之通訊加密與資訊保護機制具高度關

注，盼能導入具備安全傳輸能力之模組。耀天科技目前已具備抗干擾與訊

號穩定性方案，惟尚未涵蓋完整通訊資安防護需求。對此，本署表示將媒

合資策會資安研究所進行後續技術合作，展開針對無人機訊號傳輸資安

防護之聯合研究，以回應日本市場對資安可靠性之高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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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圖 4、OTS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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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SONY 

(一) 時間：5 月 13 日（二） 13:00-16:00 

(二) 地點：東京都港区港南 1-7-1 

(三) 日方出席人員：SONY 客戶關係部 藤田英樹 

(四) 單位簡介： 

Sony Group Corporation (ソニーグループ株式会社) 自 1946 年創立以來，

已成為全球領先的娛樂與科技集團，總部位於東京，涵蓋遊戲、音樂、電

影、電子、半導體與金融等多元業務，全球員工逾十萬人。公司近年積極

投入無人機技術、影像處理與 AI 機器人應用等前瞻領域。 

(五) 談話要點： 

1. 無人機合作製造模式 

SONY 公司希望金屬中心可協助開發台灣製零組件的無人機產品。金屬

中心回應表示：小量製造可由中心支援，若進入量產階段，則將轉由具

製造能量之台灣廠商負責供應。 

2. 飛行降落與通訊傳輸技術交流 

SONY 公司對金屬中心無人機的降落技術與通訊能力表示關切，金屬中

心回應目前已取得台灣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核發之自動飛行認證，另飛

行任務需另行申請許可，物流應用則須經民航局核准，測試場域已設置

於多處，可提供技術驗證使用。 

3. 日本三重縣採購案潛在合作 

SONY 公司表示日本三重縣目前有具體客製化無人機採購需求，希望儘

快取得金屬中心產品之技術規格資料，並高度肯定金屬中心具備彈性與

客製化設計能力。 

4. 無人機鏡頭技術與軍用市場觀察 

SONY 公司表示目前無人機鏡頭技術應用仍以軍用為主，市場規模及應

用範圍有限。公司技術已臻成熟，但尚無啟動進一步開發計畫。惟本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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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未來將有衛星計畫，未來可有合作契機，SONY 公司表示樂意與台

灣企業或相關單位共同探討推動，亦歡迎引介具備研發能力的企業與其

洽談。 

5. 機器人影片展示與商業對接邀請 

SONY 公司會中亦展示自家機器人產品影片與功能技術(機械手臂抓取

物品)，本署提及未來將有機器人計畫，SONY 公司表示若台灣有相關採

購需求，歡迎與其業務窗口聯繫洽談銷售或合作事宜。 

6. 台日業者供應鏈媒合 

本次亦媒合台灣廠商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

公司，SONY 公司對耀天之抗干擾設備應用表達高度興趣，期望未來可

整合至 SONY 無人機產品中，實現台日供應鏈互補與協作，推動雙方技

術與市場拓展。 

(六) 會議結論： 

1. 深化無人機與 AI 機器人領域合作 

雙方同意未來持續深化技術交流與合作，尤其針對無人機與 AI 機器人兩

大領域，進行更具體的合作模式規劃。金屬中心將儘速提供日本三重縣所

需之無人機規格資料，協助推動合作案。 

2. 發揮小量製造優勢，拓展日本市場 

SONY 公司期待藉由金屬中心具彈性的小量生產能力，加速導入台灣製

無人機於日本市場。未來將進一步就通訊傳輸、飛行許可、法規合規性等

技術細節展開深度溝通與技術合作，共同促進雙方產業互利與合作深化。 

3. 預定後續台灣拜訪行程 

SONY 公司未來預計訪台訪問，期望拜會數位發展部就光學用鏡頭、機器

人手臂與 AI 應用展開更具體技術與合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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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圖 5、SONY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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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日本無人機協會 JUIDA 

(一) 時間：5 月 14 日（三） 10:00-12:00 

(二) 地點：東京都文京區本鄉 5-33-10  

(三) 日方出席人員：雄田知之 理事、多田哲太郎 部長 

(四) 單位簡介： 

日本 UAS 產業振興協議會（JUIDA）自 2014 年設立以來，致力於推動

無人航空機（UAS）及次世代移動體系統（AMS）於日本社會之發展與

應用。核心業務包括：無人機人才培育與認證、產業標準與安全制度推

動、國內外技術交流、災害應對支援與產業應用推廣，為日本無人機產

業發展之關鍵支柱。 

(五) 談話要點： 

1. JUIDA 產業推動成果回顧 

JUIDA 回顧過去 10 年來在日本無人機產業的努力成果，重點包括：人

才培訓、產業標準制定以及應用推廣等，對無人機產業發展具關鍵推動

角色。 

2. 推動完全日本製造，警示產地洗產問題 

為強化供應鏈自主性，JUIDA 強調未來將推動「可控、安全、區域性」

的無人機政策，並對部分廠商以「洗產地」手法規避進口限制表示關切，

呼籲台灣可提供真正原產之零組件供應。 

3. 強調產業應用導向，期待台日供應鏈互補 

日本無人機應用重視農業、物流與基礎設施巡檢，JUIDA 表示台灣於系

統設計、特定模組開發等具技術優勢，盼雙方攜手建構互補型供應鏈，

拓展亞太市場。。 

4. 資安認證規範探討 

對金屬中心關心之資安標準，JUIDA 表示日本已有既定審查機制，願提

供輔導協助，協助台灣產品符合日本市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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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無 GPS 應用挑戰與現況分享 

金屬中心分享其無 GPS 定位飛行系統於探勘場域應用潛力。JUIDA 表

示目前日本相關應用仍仰賴目視操作，航線管理尚無明確法規，但樂見

技術突破導入特定任務場域。 

6. 高載重應用潛力說明 

JUIDA 指出目前日本允許無人機進行物流配送，實務上多為食物與藥品

等輕載任務（最大載重約 50 公斤），若台灣能提供高載重無人機技術，

特別應用於農業領域，具極大應用潛力。 

7. 協助台灣業者國際鏈結與展會推廣 

本次隨團之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與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說明

兩家業者在無人機零組件與抗干擾設備之專業，期望 JUIDA 協助介紹

給更多日本與國際業者，並金屬中心亦安排參與後續 JAPAN DRONE 國

際展會(如圖 7)。 

並在 JAPAN DRONE 等平台上強化台灣廠商能見度。 

8. 肯定台日交流成果並表達感謝 

金屬中心對 JUIDA 長期以來之協助表示感謝，使得本次 JAPAN DRONE

展會順利展示第二代無人機，促進台日技術交流。 

(六) 會議結論： 

1. 深化產業應用與供應鏈合作 

雙方同意未來將強化在無人機產業應用場景與供應鏈整合方面的合作，

結合 JUIDA 在政策、法規與推動經驗，以及金屬中心於高載重無人機

與整機設計製造的技術優勢，推動台日無人機產業雙向發展。 

2. 聚焦三大合作主軸，開展實務交流 

後續將持續就以下三大重點議題展開合作與討論： 

(1) 資安認證制度落實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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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無 GPS 無人機於特殊作業應用的開發與實證 

(3) 高載重無人機技術開發與實地導入 

雙方期盼藉由技術整合與市場互補，促進台日無人機產業創新發展與互

利共榮。 

(七) 活動照片 

  

  

圖 6、JUIDA 無人機協會與台灣業者媒合與交流 

 

 
 

圖 7、114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於 Japan Drone 展示金屬中心無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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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Blue innovation  

(一) 時間：5 月 14 日（三） 14:00-16:00 

(二) 地點：東京都文京區本鄉 5-33-10 

(三) 日方出席人員： 

(1) 經營戰略室：小林和仁 

(2) 營業本部：上迫一秋、小峰史郎 

(四) 單位說明： 

Blue Innovation Co., Ltd.（ブルーイノベーション株式会社）創立於 1999

年，總部設於東京，是日本少數具備跨領域設備整合能力的無人機與機器

人解決方案供應商。該公司自主開發之 Blue Earth Platform（BEP），可

遠端協調控制無人機、機器人與感測設備，支援 BVLOS（超視距飛行），

並導入至教育訓練、基礎設施巡檢、物流配送與公共安全等多元應用場域。 

(五) 談話要點： 

1. BEP 室內巡檢系統實例應用分享 

Blue Innovation 公司介紹其 BEP 無人機室內巡檢系統已實際導入日本仙

台地區的海嘯警報系統，展現無人機在災害預警與日常監控的實質應用

價值，突顯無人機於公共安全領域的潛力。 

2. 獲得 ISO5491-2023 認證提升產品可信度 

Blue Innovation 公司說明目前無人機產品已通過 ISO5491-2023 認證，顯

示其產品已達國際安全與可靠性標準，符合日本與國際市場之法規要求。 

3. 能登半島災情應用經驗交流 

雙方分享能登半島地震災後應用無人機執行搬運、聯絡與災情探勘的經

驗。Blue Innovation 公司強調無人機於多場景的高靈活性，包含災害應變、

物資配送與現場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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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無人機充電平台合作探討 

Blue Innovation 公司具備先進無人機自動充電平台技術，可望與金屬中心

進行合作，提供解決方案與設備支援，金屬中心也提出於嘉義地區進行物

流測試的需求與合作構想。 

5. 台灣整機能力與技術互補潛力 

金屬中心說明台灣具備完整整機無人機設計與製造能力，能客製化開發

具高載重與特殊任務功能的機型。Blue Innovation 表示高度興趣，認同可

相互補強。 

6. 引介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拜會亦媒合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與 Blue Innovation 公司，介

紹其開發之無人機群飛技術，期望應用於日本室內工廠巡檢場域，擴展雙

方合作機會。 

(六) 會議結論： 

1. 推動無人機充電平台合作與技術整合 

雙方同意將積極推進無人機自動充電平台之合作交流，結合 Blue 

Innovation 公司在充電設備的技術優勢與金屬中心整機製造與系統整合

能力，擬共同開發適用於台灣災害應變與工業巡檢的無人機應用方案。金

屬中心也規劃於嘉義地區進行物流測試驗證，推動場域應用。 

2. 技術引進與國際合作開放性 

Blue Innovation 公司表示其球型無人機為瑞士製造並由其代理銷售，若台

灣對該產品有興趣，未來可透過合作方式進行進一步技術了解與應用推

展，促進國際技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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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照片 

  

  

圖 8、Blue innovation 公司與台灣業者媒合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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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 本次出訪以無人機產業之技術合作、供應鏈整合與市場應用為核心，與日本

多家具代表性企業與法人機構進行深度交流，成功促成多項具體合作成果，

展現台日雙方在無人機領域的高度互補性與合作潛力。尤以本署見證金屬

中心與信越科學正式簽署合作協議，象徵雙方在高性能材料與無人機應用

領域邁入實質合作階段，未來將聚焦於結構材料開發、輕量化合金應用及高

可靠性零組件研製，共同推動台日無人機產業升級與供應鏈深化。 

二、 整體而言，台日雙方在無人機的製造技術、應用場景開發及市場推廣具高度

互補性，雙方交流已確認多項具體合作方向與行動方案，重點成果如下： 

1. KDDI 株式會社：預計派員訪台，拜會數位發展部、金屬中心及台電等單

位，並希望金屬中心協助統整台灣無人機市場需求，作為導入 SKYDIO

無人機銷售及應用服務之評估依據，擬分階段推動其進入台灣市場。 

2. OTS 公司：表達引進台灣製無人機進行災害應變與測繪任務的高度興趣，

建議金屬中心先行熟悉日本無人機相關法規與認證流程，並及早規劃量

產機型與售後服務體系，以符合日本市場需求。 

3. SONY 公司：對金屬中心具小量彈性製造能力表示高度肯定，並願提供

日本航太與機器人產業資源鏈結，雙方將就資訊傳輸安全、飛行法規與

技術合規等議題持續展開深入合作，拓展應用場域。 

4. JUIDA：將與金屬中心加強無人機產業應用與供應鏈合作，聚焦於高載重

無人機、資安認證與無 GPS 導航應用等領域，推動技術標準交流與日本

市場導入機會。 

5. Blue Innovation 公司：雙方同意推動無人機充電平台與應用場域合作，結

合其充電系統技術與金屬中心整機製造能量，規劃於嘉義地區展開無人

機物流運送試驗，共同建構災害應變與工業巡檢的完整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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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心得與建議 

本次赴日本拜訪信越化學、KDDI、OTS、SONY、JUIDA 及 Blue Innovation 等

具代表性之日本無人機關鍵企業與法人機構，獲得豐碩交流成果，歸納心得與建議

如下： 

一、 策略夥伴建立與角色定位 

(一) 金屬中心在此次會談中被日方多次視為台灣無人機關鍵技術與整機製造

的代表，建議未來可朝向跨國「技術平台型協作角色」發展，成為台日雙

方對接技術、法規與應用整合的樞紐。 

(二) 鑑於日本企業對供應鏈安全、具備客製與小量轉大量產能力的高度需求，

建議優先建立一套涵蓋「產品認證→備品維修→小量生產→轉量產」的

完整應對機制，提升台灣無人機整體競爭力。 

二、 熟悉日本法規與市場機制 

為利台灣無人機產品順利進入日本市場，建議金屬中心強化內部法規理解

或與專業單位合作，掌握如技術基準適合證明（技術基準適合証明）、BVLOS

（超視距飛行）、Level 3/4 飛行認證等重點規範，降低未來導入障礙。 

三、 技術標準合作與商務鏈結擴展 

(一) 包括 SONY、JUIDA 等單位均表達願與台方進行定期技術交流與標準制

定合作，形成「台日共同技術語言」，提高雙方合作黏著度與信任基礎。 

(二) 可透過 JUIDA 與日本相關協會進行企業媒合，接觸如無人機零組件、AI

影像辨識、電源系統等潛在合作廠商，擴大供應鏈連結，建構更完整的

解決方案與售後服務體系。 

四、 強化台日產業鏈互補，推動國際合作落地 

(一) 本次出訪成功促成耀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台灣希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

與多家日方機構進行媒合，達成合作契機，具體展現台日產業鏈互補效

益。 

(二) 耀天科技具備抗干擾與 GPS 精準定位設備，未來可整合至 KDDI、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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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Y 等系統平台，填補日方在高階模組供應鏈上的關鍵缺口；台灣希

望創新則擁有成熟的無人機群飛與協同控制技術，與 Blue Innovation 探

討應用於室內工廠巡檢場域，達成合作意向。 

(三) 建議未來可透過 JUIDA 平台參與日本國際展會如 JAPAN DRONE，強化

台灣業者國際曝光度，提升整體技術能見度與信賴度，進一步鞏固台灣

在無人機全球供應鏈中的策略地位。 

五、 配合本署未來衛星與機器人相關計畫之延伸應用 

本署未來推動之衛星計畫與機器人發展計畫亦可與此次交流成果相互結合。

Blue Innovation 之 BEP 平台，可與機器人計畫作結合；SONY 之光學鏡頭，

可與低軌通訊衛星應用相互整合，提升遠洋漁業觀察回傳等任務效能；同時，

SONY 機器人手臂之抓取先進應用技術，亦可為本署機器人計畫提供潛在

合作資源，建議後續擴大合作議題，以強化跨域整合發展與實質應用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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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相關資料 

一、本行程製作之金工中心日文版說明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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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JUIDA 提供之說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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