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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告    內    容    提    要 
一、研究緣起與目的 

由於推動貿易便捷化與自由化已成為近年來國際間經貿政策之趨勢所在，其

目的在於降低以往各國政府所設立之貿易管制措施對貿易通暢性之衝擊，以促進國

際間貿易物流之便利與快速，更使消費者可享受到因便捷化與自由化所帶來之低價

格與高品質、多樣化的產品。 
此等現行國際間所暢言之「貿易障礙」，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第 20

條第（二）款所列之例外規定可發現，僅有維護人類、動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之必

要措施始受到各國所共同認可而可設立之合法管制途徑。然而各貿易大國卻又在

「世界貿易組織」（WTO）內竭思建構出各種協定以防堵及禁絕設立不合理或保護
過當之商品管制措施，此等思慮與顧忌如何使各國政府之施政治國理念於達成保障

消費安全與權益，以及促成貿易便捷化與自由化之間取得平衡點，已是各國政府於

政策規劃面著手思考的議題，而「符合性聲明制度」即為針對此議題所採措施之一。

再以我國近幾年之經濟活動中來發掘本研究所需設定之主題產業，首先蒐集

最近年度產業產值及進出口統計數據，以中華民國 83年之電子零組件與資料處理
設備分居各該年海關輸出之第一及第二名，85年為半導體與工業專業機械，於 88
年則以出口值皆有新台幣三千億元以上之半導體與電腦產品分列一、二名。以上近

十年內之調查資料中可發現機械、電機、電子、資訊產業儼然已成為我國發展迅速

且極具潛力的產業，為此本研究特別選定與我國經濟景氣息息相關之機械、電機、

電子、資訊產業為探討主題。 
為了尋求研究之主題國家，特別選定跟我國有相當密切之歐盟、美、澳、日

等已開發國家，再者以該等國家之工業水準及消費安全意識，應皆足以成為國際間

符合性聲明制度之模式範本，並且藉以探究該等國家是否確實地遵守國際經貿組織

所規定之原則，此即為本研究主題之主要動機。而藉由瞭解歐盟、美、澳、日等先

進工業國家已設立運作多年之符合性聲明制度，提供未來我國符合性聲明制度之研

修參考，且發展確保國人消費安全與權益，保障公共安全與社會大眾利益，並可協

助產業升級，排除國際貿易障礙之符合性評鑑體系即為本研究目的。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國際標準組織（ISO）於 1996年已完成且發布符合性評鑑活動需用之專業術
語修訂內容，由於國人對於該類用語普遍未接觸，因此先對國際標準指南及國際經

貿協定中對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活動之各種標準用語、定義與用處提出說明，以確立

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活動之基本概念 然後再就國際間各主要工業國家 歐盟 美國



標準及符合性評鑑活動之基本概念，然後再就國際間各主要工業國家-歐盟、美國、
澳洲及日本等，於符合性聲明制度之發展過程，予以探究其所規範出之各種法規與

準則，且再就國際組織對於符合性聲明制度所共識出之運作基礎，加以分析整理並

與我國制度相比較，而依據未來我國於符合性聲明制度之發展需求，研提改進措施

與具體建議。 
另為有效地瞭解歐盟、美、澳、日等國外先進國家於機械、電機、電子及資

訊產品之符合性聲明制度，並可提供我國設立符合世界潮流之符合性聲明制度，主

要內容將包括下列各項： 
(一) 標準及符合性評鑑用語之基本定義。 
(二) 歐盟、美國、澳洲、日本之符合性聲明制度探討。 
(三) 我國符合性聲明制度之現況。 
(四) 國際間之符合性聲明制度探討。 
(五) 各國符合性聲明制度之比較。 
(六) 我國現行符合性聲明制度之問題分析與改進建議。 

三、研究發現與建議 
於本研究進行瞭解歐盟、美國、澳洲及日本等國外先進國家所設立適用工業

產品之符合性聲明制度內容發現，歐盟係屬一會員聯盟，在體制方面，各會員國皆

能遵循唯一之歐盟指令來運作，且其擬訂政策與施行措施時亦會考量運作資源之充

裕情形及評估所涉產品之安全風險，故於所列管產品之範圍雖已深入且廣化及人民

日常生活，卻未曾因資源不足而中斷執行。 
美國政府以聯邦法規為最高遵守原則，但於運作上則就法規之層級與訴求類

別，分別由美國聯邦或地方政府依最有利於人民之作為來進行。因此，推動符合性

聲明制度亦多採取已管制多年或企業技術已相當成熟之產品為優先。 
澳洲政府於境內所設立之管制措施則多考量該國之地理位置與環境條件並不

適宜作大幅度開放，因而，該國獨自發展出適用於澳洲與紐西蘭之行政措施，尤其

在使用風險評估之作法直接導入符合性聲明制度所適用產品之選定，即於符合性聲

明制度中獨創以是否具備受認證之實驗室所出具的報告作為風險等級之區分要項。

日本政府目前並未針對資訊類產品採用強制性管制措施，而是由民間驗證機

構積極推展之符合性聲明制度作為自律性措施。至於我國境內，現行則以 19項資
訊類產品零組件列為強制性符合性聲明制度所適用之產品範圍，其細節作法則類似

於澳洲之高風險符合性聲明制度。 
近年來國際標準組織已發展出供應者符合性聲明（SDOC）之一般準則文件，

且於 2004年 10月間更予以細分明訂為一般要求與支援文件，如此作為皆有配合國
際間推廣供應者符合性聲明制度之意圖，然而，各國政府之施政作為是否即配合為

之，則有待經貿利益之分配與演化趨勢始能有定見。 
最後，本研究就主題產品與主題國家所運用之符合性聲明制度進行比較，並

針對我國現行符合性聲明制度提出現況問題分析與檢討建議，以供我國政府部門於

研擬未來之供應者符合性聲明制度業務的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