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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驗證登錄線上申辦作業-憑證登入流程 

技術服務科 管理員 陳亭宇 

一、前言： 

政府機關各項業務申辦網路化已是時代潮流，推廣本局線上申辦作業及加強民眾

服務品質，及提升作業效率，以網路代替馬路，便民之餘亦可節省人力及落實電子化

政府的政策目標。 

  本局致力開發驗證登錄線上申辦系統，自99年7月19日提供「技術文件電子化線上

申辦」(現更名為「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線上申辦作業」)系統， 106

年3月增加電子證書功能，藉由服務流程改造，111年提供憑證申請功能，可使用工商

憑證及自然人憑證申請驗證登錄案件，以申請者免附單據為目標，配合智慧政府以數

位簽章取代傳統用印，達成系統勾稽確認申請者身份，並以網頁勾選符合型式聲明之

方式取代現行紙本用印掃描電子檔，不必再上傳申請書及證明文件，透過本篇簡介宣

導，期使業者更臻熟稔流暢使用驗證登錄線上申辦系統，落實本局為民服務的理念，

提升行政效率。 

  

二、申辦流程說明： 

 業者以自身之「憑證登入」進行驗證登錄線上申辦，申辦流程如下: 

    1.申辦網址：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 

    2.進入本局網頁，點選熱門服務(圖1)，再點選商品檢驗業務申辦系統（圖2） 

    3.點選【線上申辦-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線上申辦作業】（圖 3） 

  →【使用憑證登入】。 

    4.首次使用憑證登入時，需進行憑證元件安裝，點選「憑證元件」，下載及安裝  

ServiSign 憑證元件→安裝完成後會出現「ServiSign 載入成功」  →輸入工商憑證或

自然人憑證「卡片 PIN 碼」(圖 4) 

    5.點左上角【驗證登錄案件申請作業】，有*字樣之欄位為必填欄位：公司輸入統編

（自然人輸入身分證字號）、申請類別、受理機構、負責人、聯絡人資訊、商品資

料等，輸入後點【下一步】。（圖 5） 

    6.資料填妥後，確認收據維護資料，點選【列印申請書】，可選擇以電子憑證加簽申

請書申辦(圖 6)→輸入卡片 PIN 碼→完成憑證加簽；以同樣操作模式點選【符合型

式聲明書】→完成憑證加簽(圖 7)→系統會自動將申請書及聲明書放置於「文件清

單」，業者不用再另行列印紙本用印，簡化申辦流程，其他技術文件再點選【選擇

附件檔】上傳彩色 PDF 檔 

    7.點選【確認及上傳案件】完成申請。 

https://civil.bsmi.gov.tw/bsmi_pq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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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本局首頁商品檢驗業務申辦系統連結路徑圖示 

 

 

 

圖 2 驗證登錄線上申辦及網路帳號密碼申辦作業位置圖示 

 

 

 

 

 

點選商品檢驗業務申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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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驗證登錄、型式認可及自願性產品驗證線上申辦作業-憑證登入畫面 

 

 

圖 4 下載及安裝 ServiSign 憑證元件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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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驗證登錄案件申請作業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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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電子憑證加簽申請書及聲明書申辦系統畫面 

 

 

 

圖 7 電子憑證加簽完成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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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結論 

  透過「商品驗證登錄線上申辦憑證登入流程」，提供數位身份識別憑證（如工商

憑證及自然人憑證等）之身份認證申請驗證登錄服務，達到免蓋公司大小章，可減少

業者用印大小章之時程，並系統自動加簽上傳商品驗證登錄申請書及符合型式聲明書，

提升業者的操作效率，及疏漏檢附文件及用印錯誤的發生率，以往線上申辦可節省業

者往返本局交通、臨櫃申辦等待時間及交通費用，現在多了憑證登入，讓業者能更便

捷地完成線上案件申辦，未來本局仍將持續精進商品驗證登錄線上申辦操作介面之友

善性，使業者更容易操作各項線上業務。 

四、參考文獻： 

1.商品驗證登錄申辦免附單據作業說明宣導會，111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2.驗證登錄線上申辦作業-操作教學教育訓練，109 年，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我國離岸風電工程技術指引簡介 

綠能技術科 技士 林千儷、侯健綸 

一、前言： 

為因應國際減碳趨勢，經濟部訂定離岸風力裝置容量達5.7 GW目標，從示範獎勵、

潛力場址階段後，現即將邁入區塊開發階段，除顯示臺灣擁有良好風場條件外，亦代

表離岸風力發電將成為我國達成2050年淨零排放目標的關鍵推力之一。經濟部（以下

簡稱本部）考量我國場址條件之特殊性（如極端天氣、腐蝕、地震、軟弱土層及海生

物附著等），實與國外經驗不甚相同，可能影響離岸風場之設計、製造、施工至運轉

維護階段之參數設定或工法選定，進而影響離岸風場之整體供電穩定性與可靠度。因

此，自109年起，責成本局推動我國離岸風力發電工程技術指引之建置。 

二、離岸風力發電工程技術指引介紹： 

本局以國內外離岸風電相關法令、標準、規範、要點、指南及辦法等為主要參考

依據(如圖1)，並綜整考量我國特殊場址條件、法規環境、產業現況以及技術成熟度等

因素，完成「離岸風力發電廠全生命週期之『場址調查及設計』、『製造及施工』及

『運轉及維護』三大篇章之技術指引」(如圖2)，俾作為國內離岸風力發電廠之開發業

者、工程設計顧問、技師、驗證機構、製造及施工業者、運轉及維護業者之參考指引，

乃至落實國內離岸風電工程技術深耕以及工程人才之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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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離岸風力發電技術指引參考依據 

 

 
圖2 離岸風力發電開發生命週期與技術指引 

 

為順利推動離岸風力發電技術指引，本局於109年10月29日訂定離岸風力發電技術

規範指導審議會設置要點，成立離岸風力發電技術規範指導審議會，並下設各篇技術

指引之技術審議會以及資料庫平台諮詢小組，除本部相關單位外，亦邀請環境部、農

業部、內政部、交通部、勞動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文化部、海洋委員會等部

會主管機關代表擔任審議委員，並廣邀國營事業單位、產業界、學術界及研究法人單

位等各界專家學者，以臺灣本土工程環境特質為經，國際離岸風電工程技術經驗為緯，

藉蒐集及盤整我國各部會海洋氣象數據資料建置場址條件資料庫，輔以相關議題研究

及國內研究計畫成果，編訂本技術指引，歷經2年期間，召開共計近百場次技術指引審

議會議、業者說明會以及對外意見徵詢程序後，完成本技術指引，並於112年2月13日

正式公告(如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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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本部於112年2月公告「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調查及設計技術指引」、「離岸風

力發電製造及施工技術指引」及「離岸風力發電運轉及維護技術指引」 

 

本指引之編訂架構係以原則性之本文併列其詳細解說，進行各章節之編寫，各篇

章簡介如下: 

(一) 場址調查及設計技術指引(如圖4):重於離岸風力發電廠設計階段之場址調查與

設計技術要求，整體架構包含離岸風力發電廠於其全生命週期內之安全需求、

使用性能與服務水準等設計目標，以及離岸風力發電廠專案驗證與審查、場址

環境條件調查要求與載重評估、離岸風力機支撐結構與電力系統設計等內容。

場址環境條件主要集中於風、水位、波浪、海流、海床變動與淘刷、海嘯、地

震、土壤液化、海洋附生物、腐蝕與雷擊等項目，而離岸風力機支撐結構則以

設計原則、設計要求、大地工程設計、腐蝕防護系統等項目為主要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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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場址調查及設計技術指引章節 

 

(二) 製造及施工技術指引(如圖5):重於離岸風力發電製造及施工階段的品質與人員

安全之管理，其章節架構係依照離岸風力發電製造施工之工程順序編排訂定，

共分為四個章節，第一章係說明本指引之共通性事項說明以及專有名詞、參考

文獻、繳交文件清單；第二章係以離岸風力發電支撐結構之製造與檢測為撰寫

主軸，製造階段的銲接施作、非破壞檢測及防蝕保護系統之要求，皆依據相關

國內外標準撰寫其對應之人員資格、施作工法及允收準則等規定；第三章係以

離岸風力發電施工階段為撰寫主軸，著重於港口限制與船舶要求、環境條件設

定、裝船與運輸操作及海事工程的主要安裝作業要求；第四章則提供離岸風力

發電廠製造及施工階段應注意之風險評估、環安衛法規及緊急應變措施等內容

(圖5)。 

 

圖5 製造及施工技術指引章節 

 

(三) 運轉及維護技術指引(如圖6):重於離岸風力發電運轉及維護階段離岸風電之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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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安全及品質，並完善離岸風電系統與設備之管理，整體架構包含離岸風場運

維管理、作業技術要求、延役或除役要求。第一章係說明建置目的、主管機關、

界定適用範圍及應與其他技術指引相互配合之事項；第二章係配合相關部會局

處，彙整國際內外既存法規，以制定執行運轉及維護之基本管理要求，如從事

運維作業人員應具備之資格、運維作業場域應評估之事項、用於運轉及維護作

業之載具與機具應遵從之規定，以及列出離岸風力發電廠應設置之資訊安全防

護措施等；第三章係說明轉子機艙總成、支撐結構、輸電系統執行運轉及維護

時須注意之技術要求，包含操控、監測等運轉作業，及檢驗、清潔、維修、保

養、校正等維護作業，另亦涵蓋本土離岸風力發電廠營運期間潛在特殊事件，

如颱風、地震、碰撞等；第四章係以說明離岸風場於延役、除役或重新供電階

段，應提出之規劃及應符合之相關規範(圖6)。 

 

圖6 運轉及維護技術指引章節 

考量離岸風場系統之設計、製造、運輸安裝，乃至運維計畫，彼此相互影響，建

議應同時參考「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調查及設計技術指引」、「離岸風力發電製造及施

工技術指引」及「離岸風力發電運轉及維護技術指引」之內容，以達到預期之離岸風

力發電廠全生命週期性能及安全目標。 

三、結論 

離岸風電屬跨專業、產業之大型再生能源建設專案，所涉及之標準及規範體系不

一、龐雜且具高度專業性，且我國離岸場址條件有其特殊性(如颱風、腐蝕、地震

等)，自離岸風電開發設計初期，即包括海洋氣象、結構、土木、機電等專業領域規

範，以充分掌握場址特性，於製造及施工時，更應依相關規範進行銲接、非破壞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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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品質管理及海事工程等工作。順利完工後，也應按規劃持續進行監測及維護，以

維持離岸風力機穩定正常發電。本局整合產學研能量及跨部會交流，結合國內外相關

法規、規範及標準要求，公告適用於我國環境之離岸風電場址調查及設計、製造及施

工、運轉及維護等3篇技術指引，期望能協助我國產業順利打入國際風電產業鏈，並提

升我國離岸風廠之穩定性。未來本局將以本技術指引為技術交流與合作之平台，滾動

完善本技術指引內容，持續推動國內離岸風電工程技術及運維產業發展。 

 

四、參考文獻 

1. 112年 2月經濟部公告「離岸風力發電場址調查及設計技術指引」。 

2. 112年 2月經濟部公告「離岸風力發電製造及施工技術指引」。 

3. 112年 2月經濟部公告「離岸風力發電運轉及維護技術指引」。 

4. 112年 7月「離岸風力發電技術指引說明會」場址調查及設計技術規範簡介，國立

台北科技大學 離岸風電工程研究中心 

5. 112年 7月「離岸風力發電技術指引說明會」運轉及維護技術指引簡介，財團法人

驗船中心 再生能源處 

6. 112年 7月「離岸風力發電技術指引說明會」製造及施工技術指引簡介，財團法人

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 海洋產業處 

 

 

 

儀器介紹 

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機介紹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副處長 陳鍾賢 

綠能技術科 技士 林千儷、鍾興登 

一、前言： 

因應國內發展離岸風機關鍵零組件自主化及支撐結構產業在地化之政策方向，大

型且具備高張力、抗疲勞、重承載之扣件需求量增加，然而目前國內缺乏M30以上大型

扣件之拉伸檢測能量，因此本局建置大型扣件檢測能量，以協助國內大型扣件廠商生

產符合風力機廠商要求之扣件品質，提高風電產業在地化發展比例，並建立國內自主

化檢測技術與能量，加速國內相關產業發展進程，提升產業之國際競爭力。 

離岸風力發電機屬大型設備，於塔架轉接段以上之組裝，多採大型扣件進行對接，

因此扣件之機械性能攸關風力機系統組立整體強度，尤其我國係多颱風、地震等嚴苛

地理環境。以大型扣件進行拉伸試驗，透過扣件拉伸測定之試驗過程，將可協助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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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件之極限抗拉強度、斷裂強度、最大伸長量、斷面縮率等特性，相關測試數據可協

助扣件業者確保大型扣件之可靠度，使扣件產品能符合設計之安全參數，確保扣件符

合ISO 898-1規範之抗拉強度需求。更能確保扣件材料在受到拉力時，材料在彈性範圍

內及塑性範圍內，抵抗伸長變形的能力及斷裂的特性，以確保風力機整體可靠性、耐

久性，期藉由檢測能量提升，確保扣件性能符合設計參數，協助提升國內業者產業競

爭力。 

二、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機簡介 

(一)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機(如圖1)測試原理 

 

圖1 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機 

 

拉伸試驗是機械材料試驗中的一種試驗方法，用於測定材料特性。根據材料的不

同，依據相應標準，該測試被用作測定降伏強度，拉伸強度、斷裂應變和其他材料特

性。在拉伸測試中，對材料試片施加應變直到斷裂。施加的應變速率必須很低，這樣

結果才不會受到影響。且在拉伸測試期間，需測量試片的測試力和伸長量。拉伸測試

是機械材料測試中僅次於硬度測量外，最常執行的測試之一。它們用於表徵試片在拉

伸負載下的強度和變形行為。測試項目如下: 

1. 拉伸強度 Rm(又稱撕裂強度）:評估強度性能的材料特徵值。拉伸強度是試片可負

載的最大機械拉伸應力。如果超過拉伸強度，則材料失效：力的吸收減少，直到

材料試樣最終撕裂。然而，在達到實際拉伸強度值之前，材料會經歷塑性變形

（殘餘）。拉伸強度以 MPa（兆帕）或 N/mm²為單位。 

2. 降伏強度 Re:是材料特徵值，其可透過拉伸測試測定（例如，金屬材料的ISO 

6892系列標準或塑料和複合材料的ISO 527系列標準）。降伏強度表示材料可以彈

性變形的拉伸試驗期間的應力。 

3. 斷裂應變 A:是透過拉伸試驗測定的特徵值，用於表徵材料的變形行為。為了評估

變形行為，通常測定試樣的斷裂應變和收縮面積。對於條帶型材料，降伏點伸長

量之測定也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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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機設備規格 

1. 主系統: 

(1) 最大拉伸試驗力達3,000 kN(300噸)  

(2) 拉伸試驗力有效測量範圍包含2 %~100 %F S (Full Scale) 

(3) 力解析度達1/100,000(含)以上 

(4) 拉伸計標距達50 mm(含)以上 

(5) 測試控制具備拉伸、壓載2種(含)以上模式 

(6) 試驗速度1～50 mm/min(含)以上 

2. 夾/治具規格: 

(1) 圓棒夾具夾取範圍需達Ø30～70 mm 

(2) 矩形夾具範圍達70 mm(含)以上*90 mm(含)以上 

(3) 治具可適用：M36×P3、M48×P3、M64×P4之扣件 (可適當擴充其他規格) 

3. 控制模式: 

(1) 單向控制 

(2) 應力應變 

(3) 多段速度 

(4) 持壓速度 

(5) 單段循環 

(6) 多段循環 

(7) 程序控制 

4. 分析模式: 

(1) 荷重-位移模式 

(2) 荷重變化趨勢模式 

(3) 應力變化趨勢模式 

(4) 應變變化趨勢模式 

 (三)大型扣件拉伸試驗程序 

測試準備與操作程序如下: 

1. 測試前準備 

2. 記錄當下環境條件(環境溫度℃，濕度%) 

3. 空車運轉一次，確定試驗機各項動作是否正常 

4. 確定螺栓之測試型式 

5. 將螺栓與螺帽或適當治具組合 

6. 將組合好的螺栓與螺帽安裝於設備上的支撐治具內(如圖2、圖3) 

7. 以適當速度移動測試台，使測試台上之螺栓距支撐治具約 5 ㎜時，將試驗機歸零 

8. 進行拉伸試驗時，於數位化人機介面設定拉伸試驗參數(如:起始荷重、最大荷重、

最大伸長等) 

9. 測試過程的相關參數將由系統自動記錄(如:最大荷重、伸長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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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將拉斷後的試片卸下 

11. 記錄並觀察試片斷裂情形於紀錄表中 

12. 測試完成 

 
圖2 螺栓全尺寸軸向拉伸試驗示意圖 

 

圖3 螺栓全尺寸墊契拉伸試驗示意圖 

三、結論 

本次建置300公噸的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機，建立國內自主化之大型扣件拉伸試驗技

術與能量，確保扣件材料在受到拉力時，材料在彈性範圍內及塑性範圍內，抵抗伸長

變形的能力及斷裂的特性，以確保風力機整體可靠性、耐久性，期藉由檢測技術與能

量的提升，確保未來國內業者開發之扣件性能符合設計參數，同時，完善國內大型扣

件產品之檢測需求，對臺灣的離岸風電產業推廣具有助益。 

四、參考文獻： 

1. 拉伸測試原理參考網站https://www.zwickroell.com/tw/industries/materials-

testing/tensile-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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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O 898-1(碳鋼和合金鋼制緊固件的機械性能- 第1部分：螺栓，螺釘和螺柱與指定

屬性的類- 粗牙螺紋和細牙螺紋)。      

 

電動車充電樁數位通訊檢測設備 

  電資技術科  王建達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副處長陳鍾賢 

一、前言： 

全球淨零排放熱潮以及綠能政策的推動，國家發展委員會於2022年3月公布「臺灣

2050 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十二項關鍵戰略，希望透過能源轉型策略的推動，

實現淨零排放之永續社會目標。「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是我國推動2050淨零排放

「十二項關鍵戰略」中的重要策略之一，聚焦於電動化之技術發展、電動車進程及電

動化環境等政策訂定與策略目標，藉由各項運具數量提升及環境改善配套計畫的實施，

打造電動車輛使用環境，促進電動車輛普及。 

依據國際研究報告預測，預計到2040年，全球電動車(EV)銷量將成長到5,600萬

輛，在台灣電動車方面，2022年底為近3.6萬輛[1]，較2017年底增21倍，其中自用小客

車2.8萬輛，增幅達35倍，電動車成為未來之趨勢。根據Global Market Insights[2]，電動

車充電站的市場規模預計將從2022年的263億美元增長到2032年的2,806億美元(複合年

增長率為24.7%)。隨著電動車獲得各國政策支持及市場拓展，充電設施的佈建已成為電

動車產業發展不可或缺的基礎建設，交通部為因應電動車發展，也加速推動設置電動

小客車公共充電樁，截至2023年第1季已於各地建置公共充電樁約7,752槍(慢充樁6,028

槍、快充樁1,724槍)。 

電動車市場百家爭鳴，各國電動車通訊協議不同，同時存在於市場上，目前慢充

係以SAE J1772為主要充電規格；而直流電快充規格常見的包含有歐美標準的CCS、日

韓的CHAdeMO，以及Tesla自有規格TPC。在直流充電過程中，電動車和直流供電設備

於充電期間會透過數位通信方式不斷進行訊息交換以確保充電過程的安全，為確保電

動車和直流供電設備之間的互操作性及提升電動車充電設施安全，本局已制修訂電動

車充電設施相關CNS國家標準，包括交流或直流充電樁安規檢測標準CNS 15511-1[3]、

電磁相容性的檢測標準CNS 15511-21-2[4]、直流充電設備安全性的檢測標準CNS 15511-

23[5]、直流充電樁與電動車直流充電控制用數位通訊檢測標準CNS 15511-24 [6]，並於

110年度購置移動式充電樁數位通訊檢測設備(圖1)作為現場檢測平台，以提供市面上已

裝設或處於研發階段之電動車充電樁進行數位通訊標準檢測技術與性能能力評估服務，

提升本局對直流充電樁數位通訊一致性之現場測試的檢驗技術能力，加速推升電動車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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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數位通訊檢測設備示意圖 

 

二、數位通訊檢測設備介紹 

電動車充電樁為電動車之主要充電設備，其互通性直接關係到電動車之可靠運行

及實際推廣運用。本設備所建置的設備應用於測試電動車供應設備（EVSE /充電樁）的

通訊相容性測試，CCS測試能量最大可達1000 V/200A，CHAdeMO測試能量最大可達

1000 V/125A，可模擬電動車的類比、數位通信行為，並能夠監測通信協議及信號層面

的錯誤，以快速查明錯誤來源。測試時除了可用市電供應所需之電力需求外，也可以

透過使用車上的12 V直流做為電力供應之來源。 

本設備數位通訊檢測功能規格如下： 

1. 系統電氣測試能力： 

1.1 DC-CCS 1，DC-CCS 2介面：可量測直流電壓1,000 V、直流電流200 A 

1.2 CHAdeMO介面：可量測直流電壓500 V、直流電流125 A 

2. 通訊條件： 

2.1 具備DC-CCS 1，DC-CCS 2之PLC訊息內容之可視化觀測功能且可與實際充電直

流電壓、電流行為進行比對。 

2.2 具備CHAdeMO電動車模擬與充電樁之間的監測使用模式，直流電壓和直流電流

測量結果能與CAN訊息同步顯示。 

2.3 系統可標示不合規範的充電步驟其所在時間軸位置之功能。 

3. 通訊標準相容性檢測： 

3.1 DC-CCS 1，DC-CCS 2 

3.1.1 系統具備電動車模擬功能，包含：CP信號(Control Pilot)、PLC信號(Power Line 

Communication)、直流充放電控制 

3.1.2 系統可測試DIN 70121、ISO 15118、IEC 61851-23、IEC 61851-24之充電標準 

3.2 CHAdeMO 

3.2.1 系統可測試CHAdeMO 1.1、1.2、2.0之充電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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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通訊檢測設備測試簡介 

(一)操作說明： 

1. 硬體進行接線，完成後，選擇要測試的充電介面(CCS、CHAdeMO)(如圖2)。 

2. 進入軟體畫面依要測試的項目選擇CCS或CHAdeMO的EV充電樁模擬規格及參

數設定(如圖3)。 

3. 以CHAdeMO模擬使用直流電負載的電動車來測試充電站為例(如圖3(b))，設

定完後，啟動測試(如圖4) 

4. 接著，啟動EV simulation，開始進行時序程序測試(如圖5) 

5. 測試後，會產生時序測試結果於畫面，以利於提供測試者判定是否有問題(如

圖6) 

6. 另外，也可以透過圖形化的方式將實際狀態的信號時序(狀態持續時間)與

CHAdeMO. State Monitoring面板中的時序量測進行比較(如圖7)，並依據測試

結果產出報告(如圖8) 

 

 

圖2 充電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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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3 EV充電樁模擬設定(a)CCS測試介面；(b)CHAdeMO測試介面 

 

 

圖4 啟動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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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啟動EV simulation  

 

 

圖6 停止EV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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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狀態監控和圖形的訊號比較 

 

 

 
圖8 測試報告 

 

四、結論 

電動車充電樁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大量建置，如何確保電動車和直流供電設備於充

電期間的通訊以確保充電過程的安全是很重要的課題，配合運具電動化政策建置充電

設施的檢測能量，透過本系統可支援 ISO 15118、IEC 61851、DIN 70121、SAE J1772、

CHAdeMO 等測試標準，針對充電過程相容問題搭配標準資料庫進行比對，對信號進行

監控，並用不同的顏色顯示正常與異常的信號，進行錯誤根源分析，確保各式充電樁

與電動車之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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