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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安全保障貿易管控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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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後審査業務
・未經許可出⼝之違法案例的事後審査措施
→ 針對違法案例,於事後審查其違法程度,並給予適當處分

・針對可疑之出⼝,與海關合作,⼒圖防範於未然

 輔導業務
・⽀援企業,⼤學等強化⾃主管控體制,
→ 為了提⾼組織內部的法遵意識, 協助擬定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

・針對企業或⼤學等之啟蒙推廣活動
→ 針對企業、⼤學或研究機構舉辦安全保障貿易管控説明會

 安全保障貿易管控違法時之處分及防⽌



【參考】安全保障貿易檢查官室主管事務⽰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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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企業輔導業務（輔導・檢査）之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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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內部出⼝管控
制度（ＩＣＰ）之登
記企業達1,000家以
上

○提升企業等對外匯
法及相關法令的知識
與意識

○促進⾃發性規劃安
全保障貿易管控體制

○毎年報告登記企業
之實施狀況

○若沒有問題,會發給
受理單,這是取得或
更新⼀般多次許可
證的條件

○維持對貿易管控重
要性之認知

○經濟産業⼤⾂要求
落實出⼝管控

○每年希望達成突擊
檢查100家公司的
⽬標

○防⽌企業掉以輕⼼,
落實避免重蹈覆轍
⽅法

協助擬定企業內部出
⼝管控制度（ＩＣＰ）

確認企業內部出⼝管
控制度（ＩＣＰ）

實施狀況
法遵搜索

不要光是依賴罰則⽽使得企業經濟活動萎縮,重點在於防範未經許可便出的哦情況發⽣

○每年於⽇本各地舉
辦約１００次

○推廣並介紹出⼝管
控制度

○介紹企業內部出⼝
管控制度（ＩＣＰ）
及違反案例等

舉辦説明會



３－１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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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內部的出⼝管控制度,除了是在規範與出⼝或技術提供有關的⼿續流程之
外, 遵循外匯法等相關法令,事前預防違反情況發⽣。

 是出⼝⼈等⾃⾏擬定的組織内部制度,是為了⾃主管控的[任何]東⻄。
 經濟產業省申報制度(⾮強迫性).管控制度的內容如果適當,便會發給企業內部

出⼝管控制度受理單（ＩＣＰ受理單）。

 可取得多次許可（「⼀般多次許可（別名⽩⾊多次）除外）。
 安全保障貿易管控官網的更新資訊（制度修訂資訊等）會依序以電⼦郵

件的⽅式寄送⾄負責⼈的信箱中。
 規劃有⾃主管控體制的企業,⼤学或研究機構.可以拿這件事⼤⼤宣傳。

ＩＣＰ︓ Internal Compliance Program 之縮寫

申報的好處



多次許可的種類

6

每筆交易的出⼝許可單次許可

多次許可 ３年內多筆交易有效
前提是出⼝⼈⾃⾏落實出⼝管控

針對敏感度較低的貨物・技術品項,特定之⽬的地和品項的組合可獲得多
次出⼝許可(僅限⽩⾊名單國家)⼀般多次許可

針對敏感度較低的貨物・技術品項,特定之⽬的地和品項的組合可獲得多
次出⼝許可(包含⾮⽩⾊名單國家)
→條件為具備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及事前檢査

特別⼀般多次許可

出⼝給持續交易的同⼀對象時,給予多次許可
→條件為具備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及事前檢査特定多次許可

針對企業海外⼦公司出⼝之特定品項給予多次許可
→條件為具備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及事前檢査特定⼦公司多次許可



３－２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之主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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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産省要求出⼝⼈導⼊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ICP）的3個主要項⽬。

(1) 釐清出⼝管控組織、管
控負責⼈體制

體制

(4) 内部監査
(5) 教育
(6) 資料建檔
(7) 輔導⼦公司等
(8) 違反時之處理（避免再犯）

⼿續 維持管理

(2) 交易審査（含該⾮
判定等之⼿續）

(3) 出貨管控



① 指定負責⼈確認出⼝貨物等是否為管制清單品項。

② 針對從事出⼝業務者進⾏必要之輔導,使其了解最新法令,
並遵循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Ⅰ 出⼝時應遵循之標準

Ⅰ 出⼝⼈等之遵循標準

Ⅱ 管制清單品項出⼝時之遵循標準

※ 經濟産業⼤⾂根據標準進⾏輔導或建議後仍有違反之情事時,得
申誡或命令之.（只有在違反命令時才會有罰則）。

Ⅱ 出⼝管制清單品項時應遵循之標準
（參照下述）

４－１ 出⼝⼈等之遵循標準

 以出⼝或提供技術為業者（出⼝⼈等）必須依據出⼝⼈等遵循標準,妥善進⾏出⼝
或提供技術。（外匯法第５５條之１０第４項）

 出⼝⼈等交易的若為安全保障上敏感的特定重要貨物（管制清單品項）時,必須遵
循Ⅰ及Ⅱ的標準。此外, 出⼝⼈等交易的若⾮特定重要貨物（管制清單品項）時,
只需遵循Ⅰ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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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組織之代表⼈為出⼝管控負責⼈。

② 確⽴組織内部出⼝管控體制（業務分配・責任關係）。

③ 制定該⾮判定之相關程序。

④ 制定出⼝管制清單品項時之⽤途與需求者確認程序, 依據程序進
⾏確認。

⑤ 出貨時,確認該貨物是否為已經該⾮判定者。

⑥ 制定出⼝管控之監査程序,並努⼒落實。

⑦ 積極舉辦出⼝管控負責⼈及相關⼈員之研習活動。

⑧ 出⼝等相關⽂件應存檔保留⼀定期限。

⑨ 違反法令或可能違反法令時,應⽴即向經濟産業⼤⾂報告,採取必
要措施以免再犯。

※ 許可特例出⼝只適⽤⑨。

Ⅱ 出⼝管制清單品項等時之遵循標準

※ 經濟産業⼤⾂根據標準進⾏輔導或建議後仍有違反之情事時,得
申誡或命令之.（只有在違反命令時才會有罰則）。

４－２ 出⼝管制清單品項等時之遵循標準

Ⅰ 出⼝⼈等之遵循標準

Ⅱ出⼝管制清單品項等時之遵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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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與
出⼝者等之遵循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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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制清單品項者為對象

出⼝業者皆為對象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
○申報“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

應包含政府內部通告之「外匯法等遵循事
項」之『基本⽅針』和『個別事項（８個項
⽬）』,只要是依據最新法令或制度擬定之
内控管制制度,原則上須滿⾜出⼝⼈等遵
循標準之Ⅰ及Ⅱ。

○與Ⅱ之差異
監査、研習和⽂件歸檔保存⾮努⼒義務,

⽽是必須實施之規定。

Ⅰ．出⼝者等之遵循標準
（出⼝者等遵循標準）

Ⅱ．出⼝管制清單品項或提供技術時之遵循
標準

（出⼝者等遵循標準）

Ⅲ．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
（外匯法等遵循事項）



５ 出⼝⼈等内部審査程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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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判定

交易審査

許可⼿續

出貨管理

從品項名稱和規格來判定需求者洽詢之貨物或技
術是否為管制清單對象

從需求者等地實際狀態和洽詢的貨物與技術⽤途等,
綜合判定該貨物之出⼝或技術之提供是否可⾏

管制對象之貨物・技術在出⼝或提供之
前,應取得經濟産業⼤⾂之許可

確認該出⼝或交易之核准、該⾮判定結果、出⼝許
可證等

需求者等
洽詢

出⼝⼈等

需許可時



６ 規劃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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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維持管理
④監査
⑤教育（研修）
⑥⽂件建檔保管
⑦⼦公司等之指導
⑧報告及防⽌再犯

避免違法出⼝因素

貨物等之審査
（該⾮判定）

顧客・⽤途之
審査 出貨管控

軟體
判定
疏忽

法令
解釋
錯誤

應参照
管制清單之

錯誤
顧客・⽤途審査

之不當判定

出貨管控之
錯誤【出⼝⼿續】

規劃釐清
責任體制

・將程序落實到企
業内部

・防⽌違反及早期
發現・防⽌再犯

ＩＣＰ的基本事項
(外匯法等遵循事項)

出⼝

未遵循許可條件等

出⼝管控上
之⾵險

Ａ 體制
①出⼝管控體制、
（確⽴業務分配、
委任範圍）

Ｂ ⼿續
②交易審査
（含該⾮判定）
③出貨管控

 ＩＣＰ能有效避開可預⾒的各種出⼝管控⾵險。



【參考】何謂該⾮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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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定想要出⼝的貨物或想提供之技術（含軟體）是否為管制清單對象。

出口令第２項 貨物等省令第１條
項目編號 項 目 項目編號 項 目

出口令附表第一之二項之經濟産業省令中規範之規格者,即視為符合下述任一情況。

出口令第２
項

使用於核武之
開發或製造之
工具機或其他
裝置,且為下述
者

貨物等省
令第１條第

十號四

工具機（僅限可做金屬、及精密陶瓷或複合材料加工者）,且可組裝2個以上輪廓控制軸之電子
控制裝置,符合下述甲到丁任一者（符合戊者除外）

(12)

１ 可數位控制
之工具機

２ 測定裝置
（包含為工具
機,且可做為測
定裝置者）

甲 可旋削之工具機,且符合下述（一）及（二）者（符合（三）者除外）

（一） 以國際標準化機構訂定之規格（以下簡稱「國際規格」）ＩＳＯ２３０／２（１９８８）規定之測定
方法測定直線軸全長時,定位精確度未達０．００６釐米者

（二） 可做直徑３５釐米以上之加工者

（三） 棒材作業用車床中,可在鑽孔貫穿洞中進行材料插入加工,且符合下述１及２者

１ 可加工之材料最大直徑在４２釐米以下者

２ 不能裝夾頭者

乙 可做銑削加工之工具機,且符合下述（一）至（三）之任一者（符合（四）者除外）

（一）以國際標準化機構訂定之規格（以下簡稱「國際規格」）ＩＳＯ２３０／２（１９８８）規定之測定
方法測定直線軸全長時,定位精確度未達０．００６釐米者

（二） 有2個以上可做輪郭控制之旋轉軸者

出口令及貨物等省令矩陣表

出口令 附表第１ 對象貨物

項目編號 出口許可品項名稱

２ 核能

( 1) 核燃料物質・核原料物質

( 2) 原子炉・原子炉用發電裝置等

～

(12) １數位控制工具機
２ 測定儀器

①以出⼝令確認品項名稱

②以貨物等省令
確認規格

若符合①②兩項
就屬於管制清單貨物

以品項名稱和規格（技術規格）
來做該⾮判定

＊適⽤哪⼀種運⽤政府內部通告之解釋,需確認各個品項。
＊可參閱安全保障貿易管控官網之「出⼝令及貨物等省令矩陣表」。

※該⾮判定需為雙重確認體制



【參考】何謂交易審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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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對⽅（洽詢者、需求者）和⽤途（具體的⽤途）,判斷是否可以進⾏該交
易。

 擬定組織内確認⽤⽂件格式（表單類）。
 釐清決策者和負責⼈的責任範圍。
 訂定判斷是否可以交易之負責⼈（交易之最終決策者）,由最終決策

者決定。
 即使是⽇本國内的交易,若得知將出⼝,則進⾏與直接出⼝同様之審

査。

交易審査時之注意事項



【參考】何謂出貨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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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貨前,確認「貨物之同⼀性」、「出⼝許可證之有無」等必要之程序都已完成。
 出貨時之確認結果應向出⼝管控部⾨（⼈）報告。

公司內部程序

該⾮判定

交易審査

出⼝許可證

出⼝之貨物

出⼝

出貨的確認,是未然防⽌違反的最後關⼝︕

該⾮判定書
交易審査書

與
貨物

出⼝許可證
與

貨物



７ 確認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ＩＣＰ）之實施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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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保障貿易檢査官室

③提出「企業內部出⼝
管控制度（ＩＣＰ）」
「ＣＬ」

⑦申請多次許可

①擬定「企業內部出⼝管
控制度（ＩＣＰ）」

註）視情況所需給予改善輔導

確認管控制度之規劃
及落實執⾏

法遵
檢查

出⼝⼈ 經濟産業省

②製作「確認清單Check 
List（ＣＬ）」（※）

※ ⾸次提出後,必須毎
年７⽉提出

經濟産業局・通商事務所
⑧開⽴多次許可

④發給「管控制度規定受
理單」及
「ＣＬ受理單」

確認出⼝管控
落實執⾏

⑥實地調査

⑤根據「企業內部出⼝管
控制度（ＩＣＰ）」之
内部審査實績

註）更新時為②〜④、⑦〜⑧



８ 法遵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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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確保執⾏妥善的出⼝管控,根據外匯法第６８條執⾏「法遵檢查」。
 無論是否有違反的情況,多次許可持有⼈皆需接受檢查。
 根據「出⼝⼈等概要・⾃我管控確認清單」之項⽬,檢查管控制度之規畫狀況及落實

情形。

※２０１２年７⽉以後, 要取得包含⾮⽩⾊名單國家在內之特別⼀般多次許可,條件為接受事前實地調査（含⼊內檢
査）。

 檢査官毎年訪問１００家以上的出⼝⼈公司。
 檢査後,視情況所需,給予⼝頭或書⾯之改善輔導。

①改善輔導
出⼝⼈已經違反外匯法或「出⼝⼈等遵循基準」要件,或未能落實ＩＣＰ時

②建⾔
出⼝⼈未能落實部分「出⼝⼈等遵循基準」要件時

③無指⽰
出⼝⼈根據「出⼝⼈等遵循基準」或ＩＣＰ妥善實施出⼝管控時

 在實地檢査時發現違法情事,則開始進⾏出貨後檢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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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確認清單（範例）

評估項⽬ Ａ欄︓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上之處理⽅式 Ｂ欄︓落⽯狀況 備註

出⼝管控體制

1-1 出⼝管控の之最⾼負責⼈（註）是否
代表組織（註）.所謂「最⾼負責⼈」,
相當於規範出⼝⼈等遵循標準之省令
（2009年經濟産業省令第６０號。
⾃我管控清單中之「遵循標準省令」）
第１條第２號甲之統籌負責⼈。

①以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規範
②以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以外之規

定等規範
③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中並無規範

(甲)如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之規劃,
有組織代表⼈就任

(⼄)雖⾮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之規
劃（或沒有企業內部出⼝管控制
度）,但有組織代表⼈就任

(丙)有上述以外之⼈員就任
(丁)沒有相關⼈員

填⼊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
之名稱及條⽂項⽬。企業內部
出⼝管控制度之名稱︓企業
內部出⼝管控制度條⽂項⽬

1-2 出⼝管控相關業務分配及責任範圍是
否明確

①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中有規範且
明確清楚

②以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以外之規
定等規範且明確清楚

③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中並無規範

Ａ欄填⼊①或②時︓
(甲)按照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執⾏
(⼄)沒有按照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

執⾏

Ａ欄填⼊③時︓
(丙)執⾏上、業務分配或責任範圍明

確(丁)執⾏上不明確

填⼊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
之名稱及條⽂項⽬。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之名
稱︓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條⽂
項⽬:

・
・
・
・

・
・
・
・

・
・
・
・

・
・
・
・

9-5
(2)

若為多次許可處理要領Ⅱ４（１）②
規定之回運出⼝後,或多次許可處理
要領Ⅱ４（２）②規定之回運技術提
供後, 是否有規定相關出⼝⽂件等⼀
律須保存７年以上。

①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中有規定須
保存７年以上

②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以外的規定
中有規定須保存７年以上

③沒有規定
④採⽤其他公司之企業內部出⼝管控

制度,其中有規定須保存７年以上

(甲)與回運相關之所有出⼝⽂件等均
保存７年以上（或有保存７年以
上之體制）

(⼄)雖有部分部⾨沒有執⾏,但已經改
善,⽬前均已保存７年以上（或有
保存７年以上之體制）

(丙)有部分⽂件沒有保存
(丁)尚未執⾏

填⼊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
之名稱及條⽂項⽬。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之名
稱︓
企業內部出⼝管控制度條⽂
項⽬:
Ｂ欄選擇「(⼄)」時,填⼊改善
時期及改善内容;選擇「(丙)」
時,具體填⼊沒有保存的⽂件
為何。
執⾏狀況︓

選擇符合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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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數的違法出⼝,原因在於公司內部出⼝管控體制不完善,或是該⾮判定或出貨確認等出錯,但
實際上蓄意從事違法出⼝的情況也的確存在。

（１）蓄意從事違法出⼝之類型
①⼿提
沒有取得經濟産業⼤⾂之許可,就以⼿提⾏李的⽅式,將外匯法管制對象貨物等攜出國外。

②偽裝
雖然是外匯法管制對象貨物,卻向海關申報為⾮管制對象後出⼝。

③轉運出⼝
無法直接出⼝到對⼿國之外匯法管制對象貨物等,以不實之⽬的地國申報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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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過失違法出⼝等之類型
①出⼝管控體制不完善
○⽋缺外匯法知識
・進⼝專⾨業者未取得許可便將管制貨物(中古機械)出⼝。
・研究機構將管制對象之試作品或樣品（⽣物材料等）出⼝。

○該⾮判定執⾏不當
・該⾮判定全權交給製造商（製造部⾨）處理,出⼝⼈（出⼝管控部⾨）沒有做到雙重確認便出⼝。

②該⾮判定之錯誤
○軟體判定之缺失
・判定貨物時,雖收到廠商之判定結果為管制對象,但貨物搭載的軟體卻沒有做該⾮判定。

○交由他⼈
・貨物製造商及委託報關業務之報關⾏並沒有告知出⼝貨物是管制清單對象,所以沒有做該⾮判定。

○疏忽法令
・疏忽相關法令之修訂情況,以⾄於沒有委託廠商做該⾮判定。
○應參考的管制清單錯誤
・弄錯應做該⾮判定之出⼝令附表第１之項⽬編號,結果⽤了不能適⽤的許可證進⾏出⼝。
○解釋錯誤
・⾃海外購⼊之產品故障,沒注意到是管制清單對象貨物,所以沒有取得出⼝許可便出⼝給售出者以進⾏
修理。

・提供管制清單對象技術時,誤以為是國際規格中公開之⼀般技術,所以沒有取得勞務提供許可便提供技
術,但其中有部分技術為未公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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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過失違法出⼝等之類型
③出貨確認錯誤

・業務部⾨指⽰出⼝⾮管制對象貨物,結果卻把管制對象出貨了。
・沒有取得勞務交易許可,便透過網際網路等,將具有管制清單對象技術之系統供海外顧客使
⽤。

④未遵循許可條件等
○規避許可範圍
・將核武、⽣化武器相關貨物出⼝到不可使⽤⼀般多次許可的國家。

○未履⾏單次許可條件
・取得之出⼝許可證附有「１年後貨物回運」或報告貨物之設置場所、庫存銷售之事前同
意等條件時,１年後沒有履⾏回運等條件。

○疏忽了許可證已失效
・疏於確認許可證之有效期限或獲得出⼝許可之貨物數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