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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企業活動與出口管制之必要性 



  

可以提升作為一家來往廠商之口碑與信用 
 銷售或交易時，包含日本在內的國際建制參加國之企業，
一般在簽約之前，都會先做交易審查，而大家也都會認為，
與低風險企業可以放心交易。 

遵守法令乃企業之義務 
降低手續成本 
 藉由適當的出口管制，可簡化出口手續。 
風險管理 
 即使出口在法令上沒有問題，如果自家公司的產品被進口
方利用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話，會大大傷害到企業形象，
所以交易審查務求慎重。 

企業為何需要出口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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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為何需要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是自由貿易最起碼的原則，遵守原則，才
能有安心的經濟活動，進而活化經濟。 

率先引進適當的出口管制，可與其他公司做出區隔，
為公司帶來更大的商機。 

出口管制可提升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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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企業之出口管制 



確認管制清單 
(分辨判定) 

洽詢 

Yes 

出口許可申請手續 

確認Catch-
all限制 
(交易審査） No 

無須出口
許可便可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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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No 

是否為管制
清單中物品 

是否有可能被利
用到大規模毀滅
性武器之開發上 

（１）企業出口管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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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管理 

出貨 



◆何謂交易審査 

（１）企業出口管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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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交易的對手是誰（確認洽詢者、需求者等），用途
是什麼（確認具體用途）等，身為出口者，要判斷是否應
該繼續進行該交易。 

 

●貨物是否真的有送達需求者處。 

●申請內容中的需求者是否確實要使用該貨物。 

●貨物是否確實不會被使用到妨礙國際和平安全的用途上。 

●需求者是否有適當地管理該貨物。 

以下４個許可標準，可做判斷的參考。 



62.1% 

16.7% 

6.9% 

5.7% 

4.7% 
3.8% 

１．未作分辨判定 

５．分辨判定時之法令・ 
 通知（例外等）之錯誤解釋 

４．出貨確認等之錯誤 

３．違反許可條件 

２．分辨判定時，符合 

        項目號碼引用錯誤 

６．故意・重度過失 

（2007年～2011年） 

（２）違法輸出 

◆最近日本違法輸出之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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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日本的ＩＣ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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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內部規定除了規範輸出和技術提供等相關之一連串手續之
外，也要求員工遵守外匯法等安全保障貿易管理相關法令，
防範違反情況於未然。 

是出口者等自行訂定之組織內部規定，完全是一個為了推動
自主管理之非強制規定。 

（１）ＩＣＰ導入之背景與成效 

◆何謂ＩＣＰ※（出口管制內部規定） 

※ＩＣＰ：Internal Complianc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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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業界推動自主管理，以降低違法輸出之風險。 

 政府（ＭＥＴＩ）將資源集中更須留意之案件上，才能達

到有效的出口管制。 

Internal Compliance Program (ICP) 導入之促進 

 1987年起，獎勵企業導入IＣＰ。 

 獎勵導入至海外子公司。 

  2007年底 2008年底 2009年底 2010年底 2011年底 2012年底 

日本申報IＣＰ
之公司數目  

1,417 1,462 1,459 1,426 1,460 1,452 

（１）ＩＣＰ導入之背景與成效 

◆ＩＣＰ導入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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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社會彰顯自家公司是個優
良企業。 

有效的確認動作可將錯誤的危
險性降至最低。 

釐清內部手續與責任關係，生
意做起來安全又可靠。 

可獲得批量許可※ 。 
※批量許可：無須申請個別許可，可在一定的範圍內
獲得批量許可而出口。 

可降低因過失而造成之違法
輸出風險。 

可將人才做重點安排於較敏
感之案件。 

企業（出口者） METI 

ICP 是對企業（出口者）和ＭＥＴＩ雙方 
均有利的制度 

（１）ＩＣＰ導入之背景與成效 

◆ＩＣＰ導入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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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口管制體制 

Ａ．體制 

(2)分辨判定、交易審査 
(3)出貨管理 

Ｂ．手續 

(4)稽查 
(5)教育/研修 
(6)檔案管理 
(7)子公司等的指導 
(8)報告及防止再犯 

Ｃ．維護管理 

（２）ＩＣＰ之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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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違法輸出之原因 

Ａ 體制 
 ①出口管制體制 
 （業務分攤、責任 
釐清） 

Ｂ 手續 
  ②分辨判定、交易審査 
  ③出貨管理 

Ｃ 維護管理 
 ④稽查 
 ⑤教育/研修 
 ⑥檔案管理 
 ⑦子公司等的指導 
 ⑧報告及防止再犯 

a)貨物等的審査 
  （分辨判定） 

b)顧客・用途之 
審査（交易審査） 

計畫之判
定疏忽 

法令之 
錯誤 
解釈 

參照了錯誤的  
限制清單 

顧客・用途之相關 
  判斷不當 

出貨管理 
錯誤 

c)出貨管理 

【實際的出口手續】 

ⅰ）責任體制之
規劃、釐清 

ⅱ）將手續徹底
告知內部 

ⅲ）預防違反及
早期發現 

      避免再犯 

出口管制內部規定（ＩＣＰ）能有效避免出口管制時可能會發生之各種風險。 

出 
口 

未遵守 
許可條件等 

出口管制上
的風險 

ＩＣＰ之基本事項 

（３）ＩＣＰ公司內部籌備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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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Ｐ 

自主管理 

輸出  

稽查 
 

 
 

 
 

 
 

METI 

擬定ICP時之諮詢、申報 

  

參加研討會、提出確認單 

批量許可 

(Bulk License) 

出口者 

實地檢查 

（４）ＩＣＰ的申報與實地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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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針對導入ICP之支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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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研究機構 

政府   產業界 CISTEC 

 一般財團法人 安全保障貿易情報中心（CISTEC ：Center  
  for Information on Security Trade Control)成立於１９８９年， 
  是日本唯一一個與出口管制問題有關之民間非營利綜合推動

團體。 
 目前有大型電機廠商、機械廠商、商社等４００個法人贊助會

員。 
 關於安全保障出口管制問題，CISTEC透過有效發揮「產、官、

學之連絡管道」的角色功能，實現「合理而有實效的安全保障
出口管制」，並希望以貢獻「世界和平」為最終目標。  
 



（５）針對導入ICP之支援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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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TEC為促進導入ICP，與產業界、政府合作，設定
「Model ICP」。 
 

依據出口管制形態等的不同，設定６種類型。 

 
有自家產品 

（例：生產廠商等） 

 
無自家產品 

（例：商社等） 

管制形態 (1)設有專責部門 Type 1A Type 1B 

(2)無專責部門，但任命專責人員 Type 2A Type 2B 

(3)由代表取締役等直接管理 Type 3A Type 3B 



ICP 

各種說明會
訊息 

針對出口者舉辦各種說明會 

透過網站提供各種資訊 

  2007ＦＹ  2008ＦＹ  2009ＦＹ  2010Ｙ  2011ＦＹ  2012ＦＹ  

舉辦次數 89 99 113 125 104 112 

參加人員總數 9,612 11,631 15,611 14,023 14,207 14,235 

（６）促進ＩＣＰ制度之導入 

◆ＭＥＴＩ的ＩＣＰ推廣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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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eti.go.jp/policy/anpo/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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