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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計畫擬定

王曉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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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無對策 

量產不願意依照對策修改 

不願意付對策費用 

反覆溝通延長工時 



 二、現況調查 

核備 

*  106.3月啟動新規 
*  新版法規增加測試費用 
*  舊規產品增加 
*  RoHS自我宣告換證 

*  增加第二來源零件 
*  對策修改 
*  型號增列 
*  功能增列 

*  已完成認證卻無引進 

法規改版 

無效引進 

由測試Fail產生: 
  
*  重覆測試 
*  委外對策 
*  運輸費用 
*  實驗室場租 
*  延遲工時 

Debug 



2017無效引進案費用分析 

   未引進4件(401500 元)   /  全部新品 17件( 1578375 元) 

26.1% 

73.9% 

二、現況調查 

1176875 

401500 

新案總費用 

未引進 



 
                                            

二、現況調查 

Debug重工費用= 重測費 + debug工時費用 + 運輸費用  
                             + 場租費用 + 委外對策費用 + 延遲案件工時費用 

重測費 

 debug工

時費用 

運輸費用 

場租費用 

委外對策 

延遲案件工

時 

運輸30次數  
 每趟1500元計
算 
運輸費用統計: 
45000元 

 

TC-730運輸費用分析 Debug重工費用 



   ex. TC-730  委外對策+場租統計: 144875 

*委外對策+場租費用分析 

Debug重工費用分析 

二、現況調查 



* 認證標準工時=84天 (完全順測無文件缺件及重測或Fail) 

 認證時程調查及分析 

安規64天 

NCC 20天 

EMC 20天 

商檢 
20天 

完
成 

* TC-730工時:176天  

二、現況調查 

EMC+安規156天 

NCC 30天 

商檢 20天 

完
成 



 三、目標設定 

• 總費用降低30% 30 

• Debug費用降低30% 30 

• 認證時間減少 2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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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目標設定 

 認證費用降低30% 
      案例: TC-730 

改善前 目標值 

69851 

 Debug總費用降低30% 

案例: TC-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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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引進 

無標準化 

Debug過多 

 供應商 技術 

如何降低費用
& 縮短時間? 

PP後變更產品規格 

 

開案後才要求提供認證文件 

 

外觀及功能未及時確認 

認證過程中經常性變更產品規格 

                      認證完成卻無銷
售 

   無Debug專業 

配合度不佳 

開發流程不明.互相推拖索樣 

核備案過多 

開發技術能力不足 

缺乏即時反饋問題機制 

       零件與認證文件不相符 

 

案件過多無法兼顧 

商品確認引進後才做供應商評估 

認證項目不明確 

樣機與驗證零件太少 

認證送樣前未確認是否為認證機 

未確實做好供應商技術能力評估 

開發排程未納入認證時程 

流程 銷售 

零件無使用BSMI認可品 

 
         任意變更零件 

無台灣認證經驗,需要反覆溝通 

    無Debug專
業 

專業技能不足 

實驗室案件過多 

                          產品銷售壽命短 

 四、問題解析 



核備案過多 

1. 供應商任意變更零件規格需進行處罰性扣款 

2. 外觀與產品功能須於SP審查會議時完成最終版本確認 

無標準化流程 

1. 修訂新產品開發程序書,新增外購新品引進流程,明訂各部門與負責人權責 

2. 新品引進前須確認產品本身與其附加零部件證書是否可滿足認證需求 

3. 修訂商品認證管理辦法   4.  確實實施引進前供應商評鑑 

五、對策擬定 
無效引進 

1. 與營業部門共同分析問題,延長產品銷售週期 

2. 每月認證費用發布相關部門.以供檢視與討論 

Debug過多 

1.   由外部專業實驗室對內進行技術性課程輔導 

2.  接收教育訓練之種子人員橫向要求供應商完善流程 

3.   供應商須提供整機EMC預掃數據 

4.  安規零件於認證開案前須進行認證零件書面點檢審查 



提升專業知識技能 ,  
種子人員擴散式將技能傳遞至供應商 

。 

擴大 

縮小問題產生 , 精準選擇引進樣品 縮減 

實驗室案件配置,  
新品開發部門階層分工  ex.TC-675 

分散 

明訂權責 整合新品開發流程 串聯 

 五、對策擬定 



 六、對策實施 

3/14 
認證專業課程制訂 

4/10 
安規課程 

4/13 
EMC課程 

5/12 
研發程序 

6/7 
認證程序 

6/8 
TC-675取證 



六、對策實施 

分散外包實驗室 
 
1.  常態流程為安規與EMC採用同一實驗室開案 
2.  此次預想打破常規 
     分散安規與EMC實驗室 
      整合關聯性較強的EMC與Debug實驗室 

 
 

分散 
對策名稱 

TC-675 BSMI認證實驗室案件配置試行 
 

主要因 Debug產生EMC實驗室場租費用與高額往返運輸費 

協調溝通 
 
1.  S-安規實驗室同意分隔EMC業務 
2.  E-EMC實驗室與Debug實驗室整併 
3.議價 
 4.開案 

 
 

 
 
  
週報登錄查核 
 
1.  S-安規實驗室執行實驗 
2.  Debug於EMC場地執行 
3.  歷時三週整改查核運輸狀況與場租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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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效果確認 

年度 機種 總費用 Debug費用 天數 認證實驗室 運輸次數 

2017 TC-730 369475 187875 176 
S-安規+ 

E-EMC+ Debug 
30 

2018 目標 258632 121512 140 

2018 TC-675 208000 40000 149 S-安規&  EMC+ Debug 2 

單一案件比對  案例: TC-675 

改善前 目標 改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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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效果確認 

56.3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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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 debug 天數 

目標 

實際 

達成率(%) 

30 

20 20 

 
總費用降低

30% 實際達成
56.3% 

 

Debug費用降低
20% 實際達成

35.2% 

認證天數縮
短20%實際
達成15% 

    目標   改善後     目標   改善後     目標   改善後 



類別: 
流程改善              
作業提升 

商品認證管理辦法 
編號：RD-M01 

部門：商品技術 

一、目的：明訂外購新品流程。 
二、試用範圍：全公司新品開發。 
三、說明 
（一）作業模式  
 
當核定為外購(Outsourcing)時，被指派之”產品主辦工程師”即協
同商品採購，進行商品搜尋與商品樣機採購作業。當商品樣機取得
時，即應依據”產品引進會議紀錄”或”商品需求提案書”召開會
議與企劃單位、需求單位，共同擬訂出 ”開發計畫確認會議記錄 ”
與” 產品開發預訂進度表”， 
 
進行外購產品開發作業。如為新供應商，依” 供應商選擇與管理作
業程序 ”由相關單位先完成供應商評鑑，由總經理簽核方可進行後
續工作。(特殊專案，未通過供應商評鑑，須由引進相關單位自行全
權負責，發簽呈請總經理簽核。)自製新產品或外購(Outsourcing)
產品開發， 
 
如需求商品認證，由商品主辦負責工程師評估認證商品有完整性
後，依 ” 商品認證管理辦法 ”進行後續認證作業。 
 

（二）作業內容    

   表單增加欄位， 認證費用 回簽引進需求單位。  

 

 

 

 

 

修訂次數:4次 核定：粘振雄 

制定日期：2015.5.12 審核：林世振 

修訂日期： 2018.6.7 制定：林世振 

 八、標準化 



類別: 
流程改善              
作業提升 

商品認證管理辦法 
編號：QA-S05 

部門：品質保證 

一、目的： 
二、試用範圍：全公司認證產品 
三、說明 
（一）作業內容 
將流程圖5.1開案細則明訂權責 
認證產品開案前須經過書面審查核可才可進入認證流程,確實
執行驗證早期介入   
  
開案細則說明: 
  5.4.1產品主辦工程師依「商品認證申請單」 
 之重要開案需求向供應商索取資料與樣品。 
 
  5.4.2部門主管依「商品認證申請單」 
 之重要開案需求清單判定實際所提供資料 
  是否可滿足開案條件，判定可行則將申請單交由商品認證人
員承辦，若不可行則退回產品主辦工程師進行補件，或勾選取
消此案。 
 
 5.4.3認證人員可於開案前協助點檢認證文件與樣品。 
 
 5.4.4商品認證人員初步確認認證所需資料與樣機後簽收此單
並選擇適當之驗證實驗室詢報價,附件於申請單後呈請主管簽
核。 

 

 

 

修訂次數:4次 核定：粘振雄 

制定日期：2016.6.19 審核：周慶祥 

修訂日期： 2018.5.10 制定：王曉筑 

  八、標準化 



類別: 
流程改善              
作業提升 

商品認證申請單 
編號：QA-F04 

部門：品質保證 

一、目的： 
二、試用範圍：全公司認證產品 

 

 

 

商品認證需求強制規定開案所需文件與零件 

 
1)新開案樣機：   
 A.整機2台                                           
 B.變壓器x3 (請標示型號) , 未含浸變壓器x1  
 C.機器內所有的電路板各x3 (主板、控制面板，藍芽板，其他) 
 D.電流保險絲座x1 (需標示型號及裝置的電流保險絲規   格)     
 E.各部位馬達各x1 (請標示型號) 
 
 
2)認證文件：      
A.電路圖 B.銅軌圖 C.使用說明書 D.規格標籤 
 E.  零組件證書及規格書(詳見附錄A) 
 
  
3)核備案：       
 A.核備零件x2  B.零組件證書及規格書 (詳見附錄A) 

 

修訂次數:4次 核定：粘振雄 

制定日期：2016.6.19 審核：周慶祥 

修訂日期： 2018.5.10 制定：王曉筑 

   八、標準化 



商品市調 

與供應商的技術能力 篩選 

精準選擇引進商品 

新品引進前即做好工廠評估 

產品交認證進行產品書面審查 

 

流程導入 

將認證問題完成拆解 

並分析出要因,對要因提出具體
的流程改善 

 

要因解鎖 

安規與EMC的專業知識提升 

橫向擴大至供應商知識技能共同提
升 

技術力提升 

短期內新品暫時無法消除Debug 

由供應商吸收外部失敗成本 

 

供應商罰款 

早期介入 

九、檢討與改進 

導入完整開發流程. 

各司其職,分工合作 

流程導入 



Thank you !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