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第 4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會議」核定審驗

依據規定事項 

條次 核定規定內容 

110-04/MR06-08 國內車輛製造廠、底盤車製造廠及車身打造廠初次申請審

驗其申請者資格證明及規格技術文件審查補充作業規定 

一、適用對象：初次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國內車輛製

造廠、底盤車製造廠及車身打造廠，並包括初次新增

製造或打造不同車輛(含底盤車)種類申請安全審驗

者，應符合本補充作業規定。國內車輛製造廠及底盤

車製造廠初次新增製造不同能源種類之甲、乙類大客

車(含底盤車)申請安全審驗者亦同。 

二、初次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國內車輛製造廠、底盤

車製造廠及車身打造廠，除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

辦法(以下簡稱審驗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規定檢附申請資格證明文件外，並應另經審驗機構依

資格證明文件辦理廠址符合性及規模之工廠查核作

業。審驗機構至少應查核下列事項：  

(一)工廠場址所有權或租賃證明文件。  

(二)工廠廠區建築物、空間、設備及相關生產設施配置。 

三、初次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之國內車輛製造廠、底盤

車製造廠及車身打造廠，依審驗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一目規定檢附之規格技術基本資料，應包

括下列規定之車輛生產品質一致性管制及設計開發

技術能力文件資料，並由審驗機構辦理工廠查核作業

時併同查核之：  

(一)生產品質一致性管制能力：  

1. 品質管制方式。  

2. 生產治夾具設備、組裝流程、組裝作業標準及組

裝品質檢查表。  

3. 品質管制人員配置及設計開發技術人員之學經歷

資料。  

4. 外包項目及管制流程。 

5. 進貨檢查及不符合品管制流程。  

6. 設計變更管制流程。  



7. 抽樣檢驗方式、比率及記錄方式。  

8. 檢驗設備維護保養與校正。  

9. 不合格情形之改善方式。  

(二)設計開發技術能力： 

1. 取得國外技術母廠授權組裝或製造之國內汽機車

及底盤車製造廠，應辦理下列查核： 

(1) 國外技術母廠授權組裝或製造證明文件。  

(2) 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應引用國家標準、國

際標準或更嚴格廠規進行測試，且測試里程不

得小於保固里程；但機車至少不得低於一萬五

千公里，汽車至少不得低於五萬公里，甲、乙

類大客車及其底盤車自一０三年七月一日起至

少不得低於二十萬公里。另得採加速耐久性能

測試驗證方式執行，測試完成後應確認懸吊、

結構、動力、煞車及底盤系統有無異常。前述

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得為下列之一： 

A. 實車測試驗證文件。 

B. 加速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 

C. 審驗機構實地查核車輛製造廠耐久性能測

試驗證設備、場地及程序之合格文件。 

D. 符合「申請甲、乙類大客車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補充作業規定」之耐久

性能測試驗證文件。 

E. 其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文件。 

(3) 申請電動機車審驗者，另應辦理下列查核： 

A. 車輛操控穩定性測試文件。  

B. 相關產品安全測試文件(得以車輛安全檢測

基準「電動機車高溫擠壓電擊安全防護規

範」檢測報告替代)。  

C. 轉向龍頭非為一體成型者須檢附車輛結構

疲勞強度測試文件，但小型輕型機車，得以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小型輕型機車之車架疲

勞強度」檢測報告替代。  

D. 生產車型與電動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之差異說明。  



2. 非取得國外技術母廠授權組裝或製造者，除辦理

上述第(2)至(3)點查核外，另應辦理下列查核：  

(1) 動力性能測試文件：應引用國家標準、國際標

準或更嚴格廠規進行測試，測試項目應至少包

含最高速率、加速、爬坡能力項目。 

(2) 煞車性能測試文件：應引用國家標準、國際標

準或更嚴格廠規進行測試(得以車輛安全檢測

基準「動態煞車」檢測報告替代)。  

(3) 汽機車及底盤車結構 CAE 靜態分析技術文件，

應包含項目如下：  

A. 有限元素模型建立：  

(A) 模型建構元素說明與焊接元素說明。 

(B) 模型品質說明。  

(C) 使用單位與材質參數(楊氏係數、普松

比、密度)。  

(D) 負載與質量分布。  

(E) 邊界條件。  

B. 車頭軸向力傳遞路徑分析(考量傳遞不連續

問題) 受水平力 N 牛頓後於邊界條件(N 值：

指原廠設計值)： 

(A) 前輪軸拘束。 

(B) 後輪軸拘束。 

(C) 前後輪軸皆拘束。 

C. 上下彎矩勁度、左右彎矩勁度及上下扭矩勁

度分析。 

D. 自重分析與全負載分析。 

E. 自然模態振動分析(不須配重)。 

F. 配重後模態振動分析。 

G. 焊接疲勞分析。 

備註： 
一、 核定依據：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37 條規定。 
二、 條次編碼原則說明（以「96-03/TD020-01」為例）： 
 1、96-03：係指 96 年第 3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 
 2、TD：係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若為「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則 TD 改為 MR。 

（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Vehicle Safety Type Approv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Vehicle Safety Testing Directions 

3、020：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020 項法規之條號（車輛規格規定）。 



4、01：係指第 1 次該基準該項法規第 1 次條文補充 



110 年第 4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會議」核定審驗

依據規定事項 

條次 核定規定內容 

110-04/MR06-09 國內大客車製造廠自主設計開發技術能力文件資料審查

補充作業規定 

一、適用對象：中華民國一０四年一月一日起，初次申請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之國內大客車

(含底盤車)製造廠，及中華民國一０六年一月一日

起，申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之國內

大客車(含底盤車)製造廠，其申請者資格非屬取得國

外技術母廠授權組裝或製造大客車(含底盤車)者，應

符合本補充作業規定。新增製造不同能源種類之甲、

乙類大客車(含底盤車)者亦同。 

二、符合前點規定之國內大客車(含底盤車)製造廠，依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

目規定檢附之規格技術基本資料及第十七條第二項

第三款規定檢附之底盤車型式規格表及圖說，應包括

下列規定之自主設計開發技術能力文件資料，並由審

驗機構辦理工廠查核作業時併同查核之： 

(一)設計開發部門及人力相關文件： 

1. 應設有專門之設計開發部門，統一負責產品設計

開發全部過程相關工作，且對法規標準進行追蹤。 

2. 應具備產品設計開發能力專業技術人員，包括整

車設計、系統設計及總成部件設計。 

(1) 整車設計：包括整車造型設計、車身及駕駛室

結構設計、底盤結構設計、整車匹配設計、整

車總佈置設計。 

(2) 系統設計：包括動力系統、傳動系統、煞車系

統、轉向系統、懸吊系統、電控系統等。 

(3) 總成部件設計：包括製造廠自製主要總成部件

之全過程設計能力。 

3. 產品設計開發能力專業技術人員不得少於員工總

數 5 %。 

(二)設計開發程序及相關文件： 



1. 應建立產品設計開發工作流程、設計規範及作業

指導書，其內容應包括產品及製造過程之開發流

程，包括技術文件管理、標準化等內容，且在實

際工作中得以應用。 

2. 應建立與產品相對應之產品規格數據資料，包括

整車及底盤參數、總成部件參數設計、計算和分

析結果等。 

3. 應建立產品標準化系統，產品技術標準之要求應

不低於相對應之相關法規標準。 

4. 產品設計開發應經過各階段之驗證(包括必要之

試驗驗證)，並符合法規標準及產品設計開發要

求。 

5. 應具備產品(包括整車及底盤、自製總成部件)設

計開發能力、整車及自製部件之試製試裝能力及

必備之試驗能力。整車及自製部件之試驗驗證能

力包括整車之動力性、轉向操控穩定性、煞車性

能、可靠性、自製部件之性能、疲勞性能等試驗

條件。 

6. 產品及製造過程設計開發之輸入、輸出應充分適

宜；應對產品及製造過程設計開發之輸入、輸出

進行審查、驗證及確認，並保存相關紀錄。 

7. 產品及製造過程設計變更前(包括供應商引起之

變更)，應重新進行評估(含已交付產品之影響)、

確認，必要時進行驗證，同時應滿足品質一致性

要求。應保存評估、驗證及確認之紀錄，包括變

更實施日期之紀錄。 

(三)設計開發設備及相關文件： 

針對自主設計開發，應說明所需使用之相關儀器

設備、試驗、驗證場地及實驗室。 

三、非屬取得國外技術母廠授權組裝或製造之國內大客

車(含底盤車)製造廠，其製造之甲、乙類大客車(含

底盤車)已申請取得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或底

盤車型式登錄報告者，應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三

十日前依其能源種類分別檢附「自主設計開發技術能

力文件資料」，供審驗機構於申請者資格註記其製造

之甲、乙類大客車能源種類別。逾期未完成者，審驗



機構依既有檢附之文件資料註記，並僅能依其註記申

請對應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合格證明或底盤車型式

登錄報告。 
備註： 

一、 核定依據：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37 條規定。 
二、 條次編碼原則說明（以「96-03/TD020-01」為例）： 
 1、96-03：係指 96 年第 3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 
 2、TD：係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若為「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則 TD 改為 MR。 

（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Vehicle Safety Type Approv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Vehicle Safety Testing Directions 

3、020：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020 項法規之條號（車輛規格規定）。 
4、01：係指第 1 次該基準該項法規第 1 次條文補充規定。 



110 年第 4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會議」核定審驗

依據規定事項 

條次 核定規定內容 

110-04/MR06-10 申請甲、乙類大客車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

審驗補充作業規定 

一、中華民國一０三年七月一日起，新型式之甲、乙類大

客車(含底盤車)及中華民國一０四年七月一日起延

伸及變更型式之甲、乙類大客車(含底盤車)，其申請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或底盤車型式登錄應符合本補充

作業規定。 

二、國內車輛製造廠及車輛進口商申請甲、乙類大客車車

輛型式安全審驗，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六

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檢附之規格技術資料，應另包括

下列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車身結構強度檢測報告

查核資料、車身施工查核資料及零件清單： 

(一)同車型族其一車型之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應引

用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更嚴格廠規進行測試，且

測試里程不得小於保固里程，並至少不得低於二十

萬公里。但使用試車場不良路面進行加速耐久性能

測試驗證者，除加速比另有規定且檢附佐證文件者

外，測試里程不得低於二萬公里，測試完成後應確

認懸吊、結構、動力、煞車及底盤系統有無異常。

另屬不同能源種類之車型應分別符合本項規定。前

述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得為下列之一： 

1. 實車測試驗證文件。本審驗補充作業規定公告前
已取得審驗合格證明書者，得以實際國內道路行
駛實績證明文件替代之。 

2. 加速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 
3. 審驗機構實地查核車輛製造廠耐久性能測試驗

證設備、場地及程序之合格文件。 
4. 其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文件。 

(二)同車型族其一車型之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檢測報

告查核資料：應由檢測機構派員依車輛安全檢測基

準「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檢測報告詳實查核申請

者合格證明所載車型實車之骨架數量、材質、焊接

方式等均與檢測報告內容及電腦模擬狀況相符，並



簽署確認之，必要時審驗機構得會同查核之。 

(三)各車型之車身施工查核資料(應包含查核表所列項

目各部架裝施工照片)：應由具備乙級焊接執照或

其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焊接資格證明文件之人員

依「大客車車身施工自行查核表」所列項目詳實查

核及簽署確認。申請少量車型安全審驗者，應逐車

檢附；若車身組裝採自動化設備生產達一定程度且

經審驗機構認可者，得免檢附。 

(四)各車型之車輛主要零件清單：清單項目至少應包含

引擎系統、變速箱系統、煞車系統、懸吊系統、軸

組系統等。 

三、國內底盤車製造廠及底盤車進口商申請甲、乙類大客

車底盤車型式登錄，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十七條第二項第三款規定檢附之底盤車型式規格表

及圖說，應另包括下列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及零件

清單： 

(一)同底盤車型式系列其一型式之完成車耐久性能測

試驗證文件：應引用國家標準、國際標準或更嚴格

廠規進行測試，且測試里程不得小於保固里程，並

至少不得低於二十萬公里。但使用試車場不良路面

進行加速耐久性能測試驗證者，除加速比另有規定

且檢附佐證文件者外，測試里程不得低於二萬公

里，測試完成後應確認底盤車之懸吊、結構、動力

及煞車系統有無異常。另屬不同能源種類之車型應

分別符合本項規定。前述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

得為下列之一： 

1. 實車測試驗證文件。本審驗補充作業規定公告前
已取得審驗合格證明書者，得以實際國內道路行
駛實績證明文件替代之。 

2. 加速耐久性能測試驗證文件。 
3. 審驗機構實地查核車輛製造廠耐久性能測試驗

證設備、場地及程序之合格文件。 
4. 其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文件。 

(二)各型式底盤之主要零件清單：清單項目至少應包含

引擎系統、變速箱系統、煞車系統、懸吊系統、軸

組系統等。 

四、國內車身打造廠申請甲、乙類大客車車輛型式安全審

驗，依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檢附之規格技術資料，應包括下列車身結構強

度檢測報告查核資料及車身施工查核資料： 

(一)同車型族其一車型之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檢測報

告查核資料：應由檢測機構派員依車輛安全檢測基

準「大客車車身結構強度」檢測報告詳實查核申請

者合格證明所載車型實車之骨架數量、材質、焊接

方式等均與檢測報告內容及電腦模擬狀況相符，並

簽署確認之，必要時審驗機構得會同查核之。 

(二)各車型之「大客車底盤架裝車身施工規範自行查核

表」(應包含查核表所列項目各部架裝施工照片)：

應由具備乙級焊接執照或其他經審驗機構認可之

焊接資格證明文件之人員依「大客車底盤架裝車身

施工規範自行查核表」所列項目詳實查核及簽署確

認。申請少量車型安全審驗者，應逐車檢附。 

五、依本審驗補充作業規定申請取得安全審驗合格證明

書後，量產車輛應逐車依前開規定留存「大客車車身

施工自行查核表」或「大客車底盤架裝車身施工規範

自行查核表」備查；審驗機構於辨理申請者品質一致

性核驗時應併同查核之。但車身組裝採自動化設備生

產達一定程度且經審驗機構認可者，得免符合本項規

定。 

備註： 
一、 核定依據：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 37 條規定。 
二、 條次編碼原則說明（以「96-03/TD020-01」為例）： 
 1、96-03：係指 96 年第 3 次「車輛型式安全審驗及檢驗相關疑義事項會議」。 
 2、TD：係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若為「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則 TD 改為 MR。 

（1） 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Vehicle Safety Type Approval Management Regulations 
（2）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Vehicle Safety Testing Directions 

3、020：指車輛安全檢測基準第 020 項法規之條號（車輛規格規定）。 
4、01：係指第 1 次該基準該項法規第 1 次條文補充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