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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照明標準規範與產業發展」 

座談會紀要 

【主 持 人】 林志森執行長      中技社 

【引 言 人】 馬小康教授        台灣大學機械系 

             李麗玲副組長      工研院能環所 

【與談貴賓】 黃來和副局長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陳玲慧主任秘書    經濟部能源局 

 蘇炎坤教授       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吳照麟理事長      台灣照明公會 

 胡耀祖副所長      工業研究院能環所 

 孫健仁副組長      工業研究院電光所 

 蔡宗勳總經理     典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蔡宗宏博士        典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翁芳裕總經理      美東菱股份有限公司 

 李紹唐總經理      連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吳宗權協理        長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黃世晟資深協理    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曾文良經理        先進開發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黃正忠組長       經濟部能源局退休 

【座談議題】 

 1.LED 照明產品產業發展的機會與障礙及相應作法 

 2.LED 照明標準制定方向考量與檢驗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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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紀要】 

林志森執行長： 

中技社以前承接工業局、能源局、環保署等政府環保與節能委辦

業務，累積豐富輔導經驗，自四年前開始轉型成為能源、環境智庫，

針對當前重要議題，期能彙集菁英專家智慧，為政府及產業提供建言。 

今天的主題是希望針對 LED 照明標準規範與產業發展作一探討，

最近經濟部也成立一個新兆元能源產業計畫，而 LED 也是其中很重要

的一項。過去不管在政府部門或研究部門，包括工研院對此方面也做

了很多努力，但當中如檢驗標準的規定，或相關規範等等，還有一些

需要政府單位及執行推廣單位努力的空間。此座談會的主要目的，就

是希望能多收集產業界最直接的意見，政府提供之鼓勵措施與方向是

否正確，是否有需要透過政府加強產業上中下游整合之處…等等，提

出寶貴意見，我們彙整後，將提供給相關主管機關參考，希望政府在

相關政策制定時，能兼顧前瞻與產業需求，將錢花得有實質幫助。 

馬小康教授： 

LED 路燈市場即將起飛，可望成為第 1 波打響 LED 照明應用的先

驅，不過路燈規範未明，將侷限 LED 路燈普及應用，工研院規劃 LED

路燈照明規範草案擬訂 12 項量測標準，其中發光效率及配光特性仍是

多數廠商的技術瓶頸，而已通過工研院量測的業者仍不到 5 家。 

另外，傳統路燈平均間隔約 30 公尺，但工研院發現，LED 照度範

圍容易產生死角，導致大陸採用 LED 路燈的試驗道路，易出現照度不

均的狀況，對使用者造成安全疑慮，儘管已有廠商著手改善設計，不

過通過量測標準的業者仍然屈指可數。 

經濟部已於 2001 年完成制定行車管制號誌、車道管制號誌、行

人專用號誌等一系列 LED 標準規範，並委託工研院針對 LED 光源模組

之功能、特性制訂可靠度測試標準，協助各縣市政府對 LED 交通號誌

進行嚴格檢測的把關，節能效益可達 85％。 

2007 年 12 月，台灣政府首先宣佈全台的「照明節能推動方案」，

目標是短期內以省電燈泡全面取代白熾燈泡，長期規劃以節能效果更

佳的 LED 燈取代傳統照明。中央、地方等公家機構，一律在 2008 年

底前全面汰渙白熾燈，並輔導飯店、旅館、住家、農業、巿場等，執

行自發性換裝省電燈泡，預估在 LED 燈普及後，台灣的照明用電可大

幅減少 4 成，約 107 億度電，省下的用電支出高達新台幣 267.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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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依據能源管理法，訂定「照明光源最低能源效率基準」，在

2012 年後，禁止白熾燈等低效率光源的生產銷售，以強制性手段禁止

百貨、旅館等特定能源用戶使用白熾燈等低效率光源。 

經濟部整合國內上中下游 LED 照明業者在 2007/6 正式成立「LED

照明標準及品質研發聯盟」。該聯盟將連結經濟部推動約 1.7 億元規模

的業界科專「LED 照明標準與品質研發應用整合計畫」，整合 LED 產業

與照明產業之技術，研發國內第一套完整的 LED 照明量測標準，以提

升產業競爭力。 

李麗玲副組長 

因為 LED 產品與傳統照明有很大的不同，以 MR16 為例，他本身

具有高溫特性，大家都很清楚，而台灣應用的範圍也很廣，如嵌燈或

直接裸露應用的都有，且熱是在燈具背後產生，而過去的燈，熱都是

在表面，很容易測出溫度多少，但當熱是在背後時，如再用於嵌燈的

用途，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也是因為這樣，美國 DOE 在公告時，都會

很注意量測方法與驗證平台。工研院在這方面也很希望能走到國際水

準來做，但就節能標章來看，就會牽涉到多少的光輸出與電力輸入，

溫度會影響，量測數據也會受影響，在加以現在 LED 的量測方法很多，

所以一個專業的驗證實驗室是很有必要的。 

另外針對 LED 來訂能耗標準這件事，因 LED 產品變化太快，標準

的拿捏不是那麼容易，大概只能訂一個最低標準，包涵今年路燈標準，

也是如此。台灣要主導標準的訂定，還有許多事情必須持續做，如標

準出來後，驗證的部份、實驗室的誤差值訂定…等等。工研院在節能

標章部份亦考慮從固態照明去訂定，但也不敢很快的訂定，因還需考

量驗證實驗室與量測方法。也讓大家瞭解在政策與環境建構這部份，

工研院做的事情。 

陳玲慧主任秘書 

台灣目前 LED 和太陽光電產業，最具市場潛力，尤其是 LED 台灣

可宣稱世界產值第一，太陽光電是世界產值第四，所以政府將會針對

LED 產業投入更多研究與推動經費，看如何垂直整合此產業之上中下

游，讓此產業推動起來，成為一個新興產業發展。我也非常希望這次

座談會能聽到產業的聲音，期望政府如何加強協助的意見與看法。 

也因為這個產業百分之七、八十是外銷，所以在與國際制度接軌

上更顯的重要，能源局將會著重在如何結合政府單位、工研院與產業

界共同商討標準的制定，然後順利將產品賣出去。而在內需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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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考慮讓公部門率先使用，進而鼓勵民間來使用，也會提出一些

擴大內需的方案，希望能帶動起這個產業。 

也希望產官學能成立一個工作小組，或是透過公會做橋樑，能結

合產業界、工研院與公部門，能有一個機制大家能在一起討論，溝通

意見，並把問題找出來，再尋求各單位解決，希望對產業界的問題，

能有最快的解決方式。 

黃來和副局長 

標準是引領產業的發展，以往台灣大都作代工，通常只是個標準

的追隨者，但台灣藉由 IC 產業的蓬勃發展，很多技術都是掌握在台灣

手上，已具備主導國際標準規格的實力，經過多年的努力，在 IC 產業

標準的制定也有一些突破。另外利用參與國際協會進而影響國際標準

規格制定，也是一條可行之路。台灣要做品牌，要主導國際標準，更

需要具備的是技術要專一化，專業要標準化，標準要國際化。 

一般標準的制定，需要經過實作之後才可以公佈，以日本為例，

一個標準的制定要花上 2～3 年的時間，每個標準規格後面都會附註但

書，這個但書就是實作的結果，很多技巧都寫得很清楚，可避免日後

紛爭。 

而要主導國際標準規格，產業界需要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在

國際上標準訂定的參與者，很少是政府機關與研究單位，都是產業界

在主導。所以在標準制定的過程中，非常需要產業與熟知技術之人員

共同參與。尤其是在性能部份，牽涉到各個產業的產品性能，這是需

要產業界來思考的。 

因為 1.7 億的業界科專「LED 照明標準與品質研發應用整合計

畫」，標檢局也承諾，今年底會先公告一個標準，明年會公告四個標準，

未來還有 12 個標準會陸續公告，也希望業界能於標準制定過程中踴躍

參與。 

吳照麟理事長 

台灣的 LED 產業，產量是全世界第一，產值是全世界第二，常常

很多人會把 LED 的灰度照明變成照度照明，在把 LED 變成產品的應用

端，更因為不瞭解 LED 的特性，造成使用產品的信心障礙，這些是爾

後公會和政府需要教導產業和消費者一個正確的觀念和態度，當大家

都清楚觀念和態度後，在業界的推廣上，速度會更快。 

現在是 LED 產業在未來成為一個兆元產業的很好機會，這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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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現在沒好好把一些觀念釐清，一些想法態度透過政府和一些團體

整理起來，將會對台灣 LED 產業產生很大的威脅。另外在溝通的語言

與認知的差異化，也成為產業推廣的障礙，所以建議應該結合 LED 相

關產業、政府部門與學研單位，好好坐下來協商，達成共識，把一個

很健康的觀念架構好，大家一同來寫歷史。只要克服了溝通上的障礙，

一些標準的制定與配套措施，實施起來就會更順暢。 

蘇炎坤教授 

一、 標準與量測制訂理論上應由產業界推動，但台灣大部份是中小

企業，欲主導此照明標準不容易，建議由工研院主導，政府部

門能提供經費，結合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制訂一

套完整的標準與量測辦法。 

二、 為加速 LED 產業發展增加 LED 應用，政府單位應制定一些 LED

應用優待措施及政策，如交通號誌燈及室內照明等，並對非洲

等國家輸出照明，以照亮受幫助國家，增加我們 LED 之需求。 

三、 國內 IP 專利都集中在產、官、學、研不同單位，數目有限，時

常有被控侵權困擾，建議應形成 IP Bank 以利國內產業順利生

存。 

四、 建議由產業界提供需求及規格，再由政府單位如 MOEA、NSC 等

提供經費，再 Top-down 由工研院、學術界或產業界來競爭計

畫，以提升國內實力及水準。 

胡耀祖副組長 

目前工研院所有的標準與量測規範，基本上是由量測中心來領

導，但對於特殊領域的標準測試方法，還是分散於各個研究單位。近

幾年大家都覺得在標準制定方面，大陸從抄襲台灣標準，到現在趕在

我們前面，主要應該是大陸不需要做業界協調，而且在標準制定時不

用召開公聽會，光這個差異性大概就會省一年半的時間。 

另外我很支持蘇老師的看法，希望能由業界開出一個共同規範，

讓大家追求，不管是研究單位或是學界，基本上都是任務導向，通常

一個計畫的目標，是要配合產業的發展，如果產業能提供一個很明確

的目標，我們也比較容易歸納出要用何種方法或技術去達成。 

最近這兩年跟吳理事長領導的公會，曾到大陸與東南亞參訪過，

對現在台灣照明產業有一個了解是，上游比較龐大，但是中下游目前

還是比較零散的狀況，所以可能要想想針對中下游中小企業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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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成立一個共通的產業平台，一起去發展，應比較有機會。 

翁芳裕總經理 

從照明產業的發展歷史與演變，這次 LED 所帶來的衝擊更大，剛

剛大家對產業界也有很大的期許，其實產業界也做了很大的努力，但

主要困難度在於，LED 從上游到下游，成員多而且複雜，精彩程度應不

輸一段異國戀情，而末端產業在整個產業鏈中是屬於比較弱勢，廠商

間是屬於互相競爭的角色，整合上有其困難，如要以整個產業聯盟去

訂制標準規範似乎很困難，反而是末端產業的整合較容易些，通常都

是遵從者比較多。 

照明產業算是較成熟的行業，這次是因為 LED 技術對照明產業產

生大變革，我們也自許能在這個產業擔任更強的角色。也希望政府部

門在標準規範這部份能投入更多的經費，台灣的產業結構中，中小企

業佔多數，企業本身研發的經費與人才都有限，很需要公部門能投入

更多的資源，也讓工研院在標準制定與規範的工作上，能提供業界更

多的技術協助。 

蔡宗勳總經理 

從當年政府扶植的半導體產業中，其中 LED 面光源照明產業 一

路發展成為一條堅強的全新產業，從技術專利、品牌通路、 使用材料、

製造技術及生產基地 100%都在台灣生根，就是急需 政府的全力加速扶

植茁壯。 

現值全球經濟大衰退，是政府積極介入扶持國內照明產業，共同

創造週邊經濟效益，諸如節能減碳、減廢，增加就業機會、活絡國家

經濟。 

業界需要政府的了解及支持，下列事項期盼落實： 

1.盡速訂定綠建築標準，且核發證書 

2.政府與公家單位帶頭使用國產 LED 照明產品。 

3.輔導與獎勵民間使用。 

4.國際交流觀摩。 

5.培植照明產業。  

6.創造直接與間接就業。 

尤其在標準的制定上，建議應該先求有再持續的修正，而不是一

直處在等待的狀況。也希望政府機關能瞭解到，此次照明產業台灣擁

有可以百分之百主導的優勢，標準是我們可以完全主導訂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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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值全球經濟寒冬，我國擁有 LED 照明產業的雄厚利基，讓國人

心理湧現暖意，但如果只靠民間的努力並不足以對抗全球強敵環伺的

競爭，此時急需要政府挺身而出，加強扶植產業茁壯，政府的決心及

魄力，將影響照明產業的發展機會。 

全球經濟如同戰場般一樣詭譎多變，如何通過產業嚴峻的考驗，

就將有賴於政府的智慧與執行。 

吳宗權協理 

首先非常感謝與肯定政府與工研院，協助業界讓我們有一個升級

的機會。現在又創造出一個新的產業，跟源於以前半導體產業其中的

的一支延伸到 LED，LED 又延伸到照明，長興在化工業算是老兵，但在

LED 界是新兵。 

另外希望政府與公會在標準這部份，不要再等待，先求有再求

好，針對目前國內業界符合既有標準的產品，就先核發標章，再由產

業公會與政府單位和研究單位，提出下一階段比較高階具成長性的標

準。據我們的瞭解，台灣的照明產業在世界上佈局已經完成，極可能

成為台灣再度在世界發聲發亮一個全新創新的產業。 

黃正忠組長 

一、產業發展的機會與障礙及相應作法 

1. 一般照明將是 LED 未來最具商機的應用市場，雖然目前 LED 的發

光效率、成本、燈具設計及規格制訂等仍有改善的空間，室內照

明短期仍無法大量應用，不過特殊照明、裝飾照明及室外照明等

應用己逐漸增多，未來 LED 照明產品產業發展可以預期。 

2. 照明產品的要求為高照度、高演色性、低眩光與光源穏定等功

能。LED 提供了體積小、耗電量低、壽命長、控制容易及耐震防

潮等優點。國際預估 2012 年 LED 照明將可逐步取代一般照明。

國內應繼續推動 LED 產業策略聯盟，整合上、中、下游產業，創

新 LED 照明應用，以拓展市場需求，爭取未來白光 LED 照明國際

市場先機。 

3. LED 照明將逐漸趨向大面積照明應用，此核心關鍵技術包括 LED

光源封裝、光電模組、電控、散熱應用設計等，應加強研發。 

4. 白光 LED 發光效率低、價格高，且受制於日亞專利，元件技術發

展需再突破。 

5. 欠缺產品標準與規範，影響市場推廣，研擬與國際接軌之產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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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及測試規範。 

6. 提供相關投資與研發獎勵優惠措施、及光環境建置示範補助措

施。 

二、標準制定方向考量與檢驗配套措施 

1. 包括 LED 元件與產品標準與量測規範、LED 照明產品標準與量測

規範、照明光環境標準與量測規範。 

2. 標準包括產品規格性能、能源效能、安全性。 

3. 及早建立國家實驗室，參與國際驗證認證。 

4. 建立能源標章基準與檢測規範，獎勵優惠補助購置者。 

李紹唐總經理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心聲，希望政府單位，包括工研院能多多看看

我們這樣的中小企業，以連營這樣一個僅 10 億營業額，資本額四億五

千萬的公司，可以打敗一些大廠，拿到訂單，是很辛苦的奮鬥。但看

到經濟部或工研院，常資助一些大企業，卻看不到中小企業，所以建

議政府應該分類補助，大企業有大企業的資助款項，中小企業也應該

資助一些，像連營總共不到 200 人，研發人員就有將近 40 位，因為我

們希望創新，完全是走設計，所以台灣應該要有一些有價值的公司需

要被認可，而不是只有一些搞規模的大公司，能受到政府的資助，而

抹滅一些具有潛力的小公司，這是很可惜的事。台灣就是美在有 1100

多萬個中小公司，所以希望政府單位在進行企業補助或研發協助時，

也能同時注意到這些表現好的中小企業。 

在標準部份，我完全同意不要再等待了，因為永遠無法取悅每個

人，這裡面利益的掛勾太多了，只要對大家有利的，就趕快去做。 

黃世晟資深協理 

先進開發是從磊晶、chip process 到封裝都包含在內，是屬於

LED 上游產業，但我們一直配合各個單位，很努力的開發自己的產品。

因不管是做燈具或是照明等其他應用，亮度是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

我們努力的目標，我們也配合各個廠商做一些燈具的部份。也是很希

望政府單位能協助我們這些中小企業，把一些這些東西標準化。 

目前先進開發也跟一些研究單位合作，如工研院、中興大學…等

等，產學合作這部分我們也很早就開始進行，因應政府一些政策，很

有一些合作案在進行，也期盼 LED 變成照明主流產業可以實現。 



 

 9 

【意見彙整】 

一、 在標準的制定上，應該先求有，再持續的修正，亦應成立一個

專業國家實驗室，並參與國際驗證認證與國際接軌。 

二、 標準與量測制訂的過程中，非常需要產業與熟知技術之人員共

同參與。建議由產業界提供需求及規格，政府單位提供經費，

並由工研院結合產、官、學、研專家學者共同參與制訂一套完

善之產品標準及測試規範。 

三、 透過公會做橋樑，結合產業界、學研單位與公部門，有一個共

通的產業平台或協商機制，進行意見溝通並達成共識，把一個

很健康的觀念架構好。 

四、 政府單位應制定一些 LED 應用優待措施及政策，提供相關投資

與研發獎勵優惠措施、及光環境建置示範補助措施。如由公部

門率先使用，擴大內需。 

五、 國內應推動 LED 產業策略聯盟，整合上、中、下游產業，並應

形成 IP Bank 以利國內產業順利生存。 

六、 政府進行企業補助或研發協助時，也能同時注意到表現好的中

小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