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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影音商品檢測技術一致性研討會會議議題 
開會時間：114 年 7 月 25 日(五)上午 09 時 30 分 

開會地點：電氣檢驗科技大樓簡報室 

主持人：林簡任技正良陽 

出席人員：詳如簽名冊 

EMC技術問題窗口：陳明峰(freg.Chen@bsmi.gov.tw分機6530) 

安規技術問題窗口：林子民(Bruce.Lin@bsmi.gov.tw 分機 6533) 

記錄聯絡人及電話：廖金隆(cl.liao@bsmi.gov.tw，02-86488058#6531) 

                   

宣導事項 

一、檢驗行政組： 

數位攝影機及特殊攝影機（如針孔攝影機、偽裝成筆、鬧鐘、隨身碟、

遙控器、電子錶、眼鏡、打火機、充電器、行動電源、水瓶、偵煙器等裝置），

除屬醫療器材或電信終端設備者外，如具影音儲存功能者，屬本局應施檢驗

品目範圍，自 114年 1月 1日起，檢驗方式改為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逐批檢

驗，依規定須於運出廠場或輸入前完成檢驗程序。 

 

提案討論 

議題一：世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案 

筆記型電腦系列原則歷次討論如下，請問在已知電源不同之下，以主板

與外殼尺寸與 CPU腳位 PANEL在 0.5吋內相同的條件下，此時又增加相同 CPU

腳位之主板，如何認定可以符合系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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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12月一致性會議紀錄 

 

情況 1：同時有三個 adapter ，二塊主板不同型號輸出不同，LAYOUT約 20-30%

不同但 CPU腳位相同同一案執行。 

 

情況 2：已完成三個 adapter，一塊主板，後續要加發一塊新主板，其 CPU腳

位相同，但有 50%以上 LAYOUT不同，型號也不同。 

 

 檢驗技術組意見： 

為因應 3C產品日新月異的發展，擬修正原 110年 12月一致性會議有

關 PC商品系列分類原則，其中有關「電路設計/功能元件」第 2點由原「CPU 

廠牌須相同( CPU Pin 腳數及 CPU Pin 腳位置須相同(即 CPU socket 相

同)。」修正為「關鍵(微)處理器(如 CPU、GPU、…等)廠牌須相同(Pin腳

數、Pin腳位置和 socket須相同)且關鍵(微)處理器位於主機板(Main 

board)上位置須相同。」。 

 

 聯合全球驗證股份有限公司彙整相關廠商意見： 

1. GPU資訊取得不易，若要控管 GPU廠牌、Pin腳數、Pin腳位置和 socket 

會增加廠商申請認證困難 

2. 目前不論 NB、Server都有產品配置相同，僅搭配不同 GPU廠牌用料的

情況，所以若因為 GPU廠牌用料不同，而拆分兩本報告，會增加廠商

認證費用、時程 

3. GPU位置需相同，是否應定義在 GPU做在主板上的時候？在 PC、server

可能會有另一塊 GPU board 或透過 VGA Card，這樣位置的定義有點難

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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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往後，不再以主板需七成相似來做為系列要求，以下這段會議紀錄

內容是否應刪除？ 

「103/6/18一致性會議，DIS/UMA 或是報備不同塊主機板時，除了 CPU 

腳位須相同外，廠商應秉持著當初允諾之精神，不同主板應只有 VGA 

chip 差異，其餘 layout及線路設計應仍然有辦法依循相同的基本設

計來維持系列分法。」 

5. 建議將以下會議記錄加入 NB系列分法中 

「112/7/3一致性會議，有關筆電若純因散熱風扇厚度不同造成外殼

(僅高度)之些微(1-4mm)差異時、以及因搭配不同 Panel(尺寸一樣)造

成外殼(僅高度)有些微(1-4mm)差異時，仍須在報告中敘明機殼差異的

原因及相關測項評估，始准予符合系列分類原則。」 

 

 華碩電腦股份有限公司意見： 

針對 PC類分類原則這議題，目前 PC的分類原則大多數的廠商跟實驗

室都可以依循系列原則做出判定，建議維持原本的判定即可不用變更。 

 

 和碩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意見 

針對此 PC分類原則議題，建議依照廠商與實驗室判定結果，維持此

判斷原則。 

 

決議：維持原（110年 12月一致性會議紀錄，資訊及影音類商品證書系列分

類原則）決議。 

 

議題二：台灣德國萊因技術監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代行動電源廠商提案 

關於行動電源標籤在輸入的標示我司客戶有疑問 

舉例如下：以下行動電源共有 2個 Type-C port 

 

輸入：5V/3A 

輸出：5V/2A 

我司客戶認為：因 2個 port的輸入經實驗室端測試驗證後均未超過額定

電流，且經過實驗室端測試驗證後並未出現 2個 port的輸入電流不一致或存

在極大差距的情況 (根據 CNS 14336-1的章節 1.6.2)，且並無同時輸入的功

能，所以也不會有 C1 + C2的情況發生，故對於輸入的部分是否標示為輸入 (C1 

/ C2)：5V/3A並不會影響與誤導消費者使用 

 

我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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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須標示輸入 (C1 / C2)，但若是因為版面有限的情況，可以接受不

在標籤顯示，而僅在說明書內備註的方式處理 

 

 台中分局建議： 

假設輸入有 2個埠以上，且規格相同(5V/3A)：同意以 

輸入(C1~Cn)：5V/3A方式來標示。 

 

假設輸出有 2個埠以上，且規格相同(5V/2A)：同意以 

輸出(C1~Cm)：5V/2A方式來標示。 

 

決議：針對行動電源產品，各埠之輸入或輸出規格，皆須於標籤上標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