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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TC種類、管制目的及相關法源依據。

• 廠商判斷須否申請SHTC許可證之流程。

一、背景說明

我國「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制度

• 更新各國針對俄羅斯之出口管制措施。

• 避免誤觸國際法規，影響公司商譽或個人名譽。

• 維護我國際信譽，避免我國成為國際出口管制漏洞。

• 務必遵守國際法規、做好盡職調查。

國際情勢分享

海鷹-10 無人機

3M-54 口徑巡弋飛彈

3



•若要出口軍商兩用「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的管制規定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1/7)

貿易法第13條第1項第1款 明文規定SHTC非經許可不得輸出

貿易法第13條第3項 授權公告SHTC種類及輸出管制地區

貿易法第13條第6項 授權訂定SHTC輸出入管理辦法

SHTC輸出入管理辦法第15條第1項 輸出SHTC應申請輸出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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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保護、監管、限制出口及轉運等方式，管控可能
與核武相關的原物料及技術，以遏止核武在全球散佈

協調出口管制
來確保出口項目不會助長化學或生物武器的開發

規範與管制35個參與國的飛彈技術輸出與擴散

由42個世界主要國家簽署
管制傳統武器及軍商兩用貨品出口的條約

徹底消除大規模殺傷性化學武器之開發、生產、儲存、

轉讓及使用的可能性

善盡國際責任

• 管制目的

一、落實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相關決議

二、防止大規模毀滅武器擴散

三、符合國際組織規範

• 相關國際組織
核子供應國集團

Nuclear Suppliers Group (NSG)

澳洲集團
Australia Group (AG)

飛彈技術管制協議
Missile Technology Control Regime (MTCR)

瓦聖那協議
Wassenaar Arrangement(WA)

禁止化學武器公約
The 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CWC))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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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地區

貿易法 § 27
最高處5年有期徒刑、拘役或
科或併科新臺幣300萬元罰金

貿易法 § 27-1
停止輸出入貨品1個月以上1年以下

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管制地區以外地區

貿易法 § 27-2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

罰鍰

貿易法 § 27-2
停止輸出入貨品1個月以上1年以下

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罰
責

蘇丹

敘利亞

伊朗
伊拉克

北韓

中國大陸
(僅限12類半導
體晶圓製造設備)

列為我國管制地區之國家/地區(5+1個)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3/7)

我國於106年9月25日
公告全面禁止與北韓貿易

6



滴水不漏貨品管理清單

➢ 軍商兩用貨品清
單 (Dual Use
List)及技術出
口 管 制 清 單
(ECCN)

➢ 一般軍用貨品清
單(ML)

➢ 輸往俄羅斯及白
俄羅斯清單(4/6、
5/6生效)

敏感貨品清單

➢ 輸往北韓敏感
貨品清單

➢ 輸往伊朗敏感
貨品清單
(CCC code)

進口保證文件

依出口國政府規
定須取得我國政
府核發進口保證
文件之貨品

我國於106年9月
25日公告全面禁
止與北韓貿易

出口貨品非屬貨
品管制清單，最終
用途或最終使用
者有可能用於生
產、發展核子、生
化、飛彈等軍事
用途(Catch-all)

戰略性高科技貨品(SHTC)種類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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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品分類成10大類別

19

28

37

6 4
5

第1類
特殊材料

第9類
航太與
推進系統

第2類
材料加工

第8類
海事

第3類
電子

第7類
導航及
航空電子

第4類
電腦

第6類
感應器及
雷射

第5類
電信及
資訊安全

第0類
核能物質

0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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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清單模型檢視

管制品分成10大類別
(技術類別)
第 0 類－核能物質、設施與

設備
第 1 類－材料、化學品、微

生物及毒素
第 2 類－材料加工程序
第 3 類－電子
第 4 類－電腦
第 5 類－電信及資訊安全
第 6 類－感應器及雷射
第 7 類－導航及航空電子
第 8 類－海事
第 9 類－航太與推進系統

2 B 001

依據管制品之性質與功能
將每1大類別細分為5小類
(產品群)
A   系統、設備及零件
B   測試、檢驗及生產設備

C   材料
D   軟體
E   技術

管制編號屬性
(多邊或單邊管制)
000-099:瓦聖那協議(WA)
100-199:飛彈技術管制協議(MTCR)
200-299:核子供應國集團(NSG)
300-399:澳洲集團(AG)
400-499:化學武器管制公約(CWC)
500-599:保留
600-699:保留
700-799:保留
800-899:保留
900-999:單邊管制

舉例:工具機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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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航大與推進系統

8 — 海事

7 — 導航及航空電子

6 — 感應器及雷射

5 — 電信及資訊安全

4 — 電腦

3 — 電子

2 — 材料加工程序

1 — 特殊材料與設備

0 — 核能物質與設備

軍商兩用10大類別SHTC許可

核發數統計(111年)
前10大SHTC輸出許可目的地國

*總件數 9044 8566

年度

排名 110 111

1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2 新加坡 美國

3 南韓 荷蘭

4 美國 日本

5 荷蘭 香港

6 馬來西亞 新加坡

7 日本 印度

8 香港 馬來西亞

9 德國 南韓

10 印度 德國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整理

二、我國出口管制法規概要(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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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之管制
滴水不漏
(Catch all)

之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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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貨品是否屬於我國

貨品管理清單？

交易對象是否屬於我國實體管理名單?

是否為主管機關告知之特定對象？

交易是否有異常情況(紅色警戒)？

NO

NO

YES

YES

YES

須申請
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輸出許可證

不須申請
戰略性高科技
貨品輸出許可證

三、廠商判斷須否申請輸出許可內控流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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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簽證對象 發證機關

國防部所屬軍事機關
＊國防部委託研發、產製、維修

軍事用途之SHTC
＊中科院輸出屬軍事用途之SHTC

國防部軍備局

園區內廠商 國科會科學園區管理局

科技產業園區(加工出口區)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課稅區所有出口人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

四、申辦SHTC輸出許可受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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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A公司) 伊朗

案例一

杜拜

轉運

違反法規：貿易法第27條及第27條之1

互相協議規避

輸出管制程序

1.A公司明知向海關報運貨品
為經濟部公告之「輸往伊朗
敏感貨品清單」列管項目

2.未向貿易署申請核發輸出許
可證，填寫杜拜為卸貨港口

3.由不知情受委託貨運承攬業
者，將提單目的地變更為伊
朗，使該貨品運抵伊朗

◆最高處5年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0萬元罰金
◆停止輸出入貨品1個月以上1年以下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五、 違規案例分享(1/3)

14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停止輸出入貨品1個月以上1年以下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報關 海關

申報測量儀器

鑑定為軍用瞄準器

遭退關

案例二

違反法規：貿易法第27條之2

1.B公司原向海關報運
「測量儀器」至泰國

2.經海關查驗結果，貨名
更正為「軍用瞄準具」，

疑屬SHTC，案貨已退關

3.經送貿易署貨品鑑定結
果，核屬一般軍用貨品
清單第ML5類管制貨品

臺灣(B公司)

五、 違規案例分享(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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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關 中國

切結非屬
SHTC

移送稽屬
SHTC

案例三

◼ C公司報運輸出「工具機」
至中國大陸，C公司檢具
非屬SHTC切結書後，由海
關先放行後函送貿易署查

處，經鑑定結果顯示屬軍
商兩用貨品及技術出口管
制清單類管制貨品

臺灣(C公司)

違反法規：貿易法第27條之2

◆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
◆停止輸出入貨品1個月以上1年以下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五、 違規案例分享(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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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罰則

臺灣

1. 刑 罰：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

2. 行政罰：新台幣6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或停止其1個月以上1年以下

輸出、輸入或輸出入貨品或廢止其出進口廠商登記

美國
1.刑 罰：2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100萬美元以下罰金

2.行政罰：30萬美元；或違法交易金額2倍之金額

日本 10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日幣3,000萬元罰金(或銷售價格5倍)罰金

韓國 7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不超過出口貨值5倍之罰金

新加坡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不超過新加坡幣20萬元或相當涉案貨品或技術
價值3倍兩者較高金額之罰金

澳洲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或)科處2,500單位以下罰金單位，1個罰款單位價值

為222美元

六、我國與各國罰則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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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國強化對俄羅斯管制情形(1/5)

• 大範圍管控輸俄貨品：除依出口管制分類號碼貨品規格
管制外，亦針對兩千多項稅則號列貨品管制。

• 域外管轄：美國出口管制「外國直接產品規則」規定，境
外產品或製程涉及美國產品、軟體或技術皆可能受管制。

• 金融監測：《銀行保密法》可要求金融機構提交報告，監
測涉嫌規避對俄羅斯出口管制之情形。

• 國際合作影響第三國法制：美歐英官員於本年9月訪問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要求其停止向俄羅斯輸送兩用貨品。

美國管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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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國強化對俄羅斯管制情形(2/5)

迄今對俄實施10輪以上制裁

• 大範圍管控輸俄貨品：除依出口管制分類號碼貨品規格
管制外，亦針對能源、鋼鐵、奢侈品等貨品管制。

• 運輸禁令：限制關鍵技術和工業貨品輸往俄羅斯。

• 反規避政策：修法禁止直接或間接提供特定貨品或技術
給特定第三國任何實體或個人。

• 盡職調查指引手冊：發布《加強盡職調查，防止俄羅斯規
避制裁》指引，供業者評估策略風險。

歐盟管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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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國強化對俄羅斯管制情形(3/5)

• 2023年7月：修正《輸出貿易管理令》附表第2之3，擴大
管制47類貨品加強對俄羅斯兩用技術及貨品管制。

日本管制情形

• 2023年4月：修正《戰略物資輸出入告示》加強對俄羅斯
兩用技術及貨品管制。

韓國管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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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國強化對俄羅斯管制情形(4/5)

依據《大西洋憲章》所成立之國際情報分享團體

• 2023年6月：5國政府共同合作支持調查作為及執法行動。

• 2023年9月：加強第三地轉運監測、情資交換、出口管制
政策及實務交流。

美英加澳紐(五眼)多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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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國強化對俄羅斯管制情形(5/5)

共同高度優先清單*：具廣泛商業應用之電子、機械零件及設備，但亦可用於製造戰場武器之產品。

如變流器、軸承、無線通訊器具等。

優先電子零件清單*：如積體電路和射頻收發模組等電子零件。

上述清單視情況滾動更新

◆ 歐美從烏克蘭戰場蒐集武器殘骸，歸納出45項稅則號列之《共同高度優
先清單*》，其中9項之《優先電子零件清單*》為優先項目，以共同防止
俄國將此類零件用於製造戰場武器。

◆ 目前美、加、歐、英、澳、紐、日均已將45項《共同高度優先清單》納入管制
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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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盟國家陸續關切我國對俄羅斯出口管制情形，盼我方與友盟一致強化
對俄管制。

◆ 本部接獲多筆友方情資，俄國直接或透過第三國採購我商製產品，用於

軍事發展。

◆ 友方蒐集烏克蘭戰場之武器殘骸，內部含有臺灣製之零組件，友方提供

資料顯示，大多是透過中國、香港等地轉運至俄國。

八、友盟國家關切我國管制俄羅斯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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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商務部曾將我國某IC廠商列入實體清單，因其涉及協助俄羅斯軍事及
國防產業發展。

◆ 案關廠商遭列入實體清單後，上下游廠商基於自保，皆暫停與該廠商貿
易，導致供貨及出貨皆停擺。

◆ 另銀行端亦不願承作該廠商帳戶之金流服務。

◆ 該廠商目前已向金管會申請撤銷公開發行，經金管會核准在案。

九、我商遭列入美國實體清單案例

媒體相關報導：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230303004287-260410?chdtv 24



十、避免產品透過第三地移轉至俄羅斯

交易前
交易對象查核

交易過程中
留意任何異常情形

◆交易對象是否列於我國實體名單或高度相似。

◆產品功能與購買者的主要產業是否相符。

◆客戶願意支付超過市值的價格購買產品。

◆契約可要求客戶勿將產品流於武器擴散用途。

交易後
流向追蹤

◆運送路線異常，或貨品運送方式、地點不符。

◆客戶拒絕例行性的安裝、訓練或維修服務。

註：針對交易異常情形，詳情請參考本署官網發布之紅色警戒清單，如有疑義，請隨時洽詢本署。 25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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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好友募集中！

YouTube訂閱！

經濟部國際貿易署網站：

國際貿易署臉書粉絲團：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