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銲接管理者認證標準 

 

1.適用範圍 

本標準基於JIS Z3400附錄B之B6.3或附錄C之C6.3(對應ISO 3834-2之7.3或ISO 3834-3之7.3)

，以及JIS Z 3410/ISO 14731有關銲接管理者的規定，制定銲接管理者認證的規章。 

2.引用標準 

本標準引用下列標準，這些標準及其附錄皆構成本標準的一部分。 

JIS Z 3400:2013/SO 3834s:2005 金屬材料熔融銲接的品質要求 

JIS Z 3410:2013/ISO 14731:2006 銲接管理-任務與責任 

3.用語及定義 

本標準使用之重要用語及其定義如下所列： 

3.1 勝任能力(competence) 

銲接管理者的專業知識、工作能力和經驗所展現的能力符合本標準的要求。 

3.2 協會(the Society) 

指日本溶接協會。 

3.3 認證(certification) 

由協會執行，證明銲接管理者的能力充分符合本標準的要求。 

3.4 能力證明書(certificate of competence) 

由協會授予銲接管理者以證明其能力之文件。 

3.5 申請人(applicant) 

向協會申請能力認證之人員。 

3.6 登錄銲接管理者(registered welding coordinator) 

經考試合格且被協會登錄之銲接管理者。 

3.7 監督(surveillance) 

協會的確認作為，由登錄銲接管理者提交的文件，確認其滿足本標準的要求。 

3.8 再認證(recertification) 

登錄銲接管理者在其能力證明書有效期到期後，依本標準有關評估之規定，持續獲得協會認證。 

3.9 積點制度(Credit System) 

登錄銲接管理者提交展延登錄效期申請前5年內的文件證據，依附錄之表B.1計算點數達36點(含)

以上，可以豁免再認證考試(包括再認證研討會和練習)的制度。 

3.10製造廠家(manufacturer) 

對銲接生產負責任的人員或機構。 

4. 銲接管理者認證的等級 

(a) 銲接管理者認證的等級應依本標準之規定藉由審查和評估考試做決定。 

(b) 銲接管理者的等級依任務、責任、技術知識和工作能力區分為資深銲接工程師、銲接工程師和副

銲接工程師(參見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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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銲接管理者的任務、責任、技術知識和工作能力 

 

 

 

 

 

 

 

 

 

 

 

 

 

 

 

 

 

 

 

 

5. 參加資格及其評鑑 

5.1 參加資格 

認證申請人應具備表2所列銲接及其相關工作經驗。若申請人銲接及其相關工作經驗少於表2所列，

應在筆試通過後的5年內，滿足表2之銲接工程/生產製造工作年資要求。 

5.2 參加資格的評鑑 

協會應評鑑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文件，審查他們是否符合認證的要求；申請文件的評鑑亦應裁決申請

人是否可豁免本標準6.2節規定的口試。參加資格評鑑應在下列時間點實施： 

(a)若參加筆試申請人具備表2要求之經驗年資，且申請人已提交筆試申請文件時。 

(b)若申請人經驗年資少於表2(參閱附錄A)之要求，參加筆試並通過，當申請人已提交口試申請

文件時。 

 

  

等級 任務和責任 技術知識和工作經驗 

資深銲接

工程師 

(SWE) 

JIS Z3410 (ISO 14731) 4.1

和4.2規定的所有活動；以

及其附錄B敘述由製造者分

派的所有活動 

具備JIS Z 3410 (ISO 14731) 6.1和6.2(a)所規定關於銲接

的廣泛技術知識，以及能夠管理和協調銲接生產、製程

控制的工作能力。 

銲接工程

師(WE) 

具備JIS Z 3410 (ISO 14731) 6.1和6.2(b)所規定關於銲接

的特定技術知識，以及能夠協調銲接生產、製程控制的

工作能力。 

副銲接工

程師 

(AWE) 

具備JIS Z 3410 (ISO 14731) 6.1和6.2(c)所規定關於銲接

的基礎技術知識，以及能夠指導銲接生產、製程控制的

工作能力。 

註：在JIS Z 3410，有關製造廠家賦予之任務和責任，6.1節規定有責任銲接管理者應能展現銲接

及相關製程的一般技術知識和特殊技術知識；在6.2節規定有責任銲接管理者應依生產的特性

及/或複雜度，界定為下列等級之一。 

(a)綜合級 

(b)特定級 

(c)基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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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參加資格 

 

學歷或認證 

銲接工程/生產製造工作年資要求 

資深銲接工

程師(SWE) 

銲接工程師

(WE) 

副銲接工程師

(AWE) 

1 大學/學院碩士學歷畢業，或大學/學院學士學

歷畢業(科技或工程相關系所) 
3 (1) 2 (1) 1 

2 大學/學院碩士學歷畢業，或大學/學院學士學

歷畢業(科技或工程以外相關系所) 
6 4 2 

3 二年制專科學歷畢業(科技或工程相關科系)

或技術學院學歷畢業 
6 (5) 4 (3) 1 

4 科技或工程專科學院學歷畢業或高級職業中學

畢業 
- 7 2 

5 高級中學畢業(高職以外 ) - 8 4 

6 (1)至(5)以外的學歷 - - 7 

7 銲接工程師(WE)證書持有者 3 - - 

8 副銲接工程師(AWE)證書持有者 - 3 - 

註：1 表2所列為最低經驗年資要求。 

    2 括弧中數字適用於大學/學院/專科主修銲接工程畢業生。 

    3 

 

銲接工程或生產製造經驗年資，必須為認證申請人全職參與的銲接相關工作，如果認證

申請人非全職參與銲接相關工作，應依工作實際狀況來做認定。 

   4 經歷年資是指從學校畢業後的經驗年資要求(1~5)或取得認證後(7~8)的經驗年資。 

   5 在(1)所述之大學或工程科技學院畢業生，包括科技或工程學院修業二年之畢業生獲政

府學位主管機構與大學評鑑認證之學士學歷。 

   6 即若申請人是來自高級中學畢業生，在(4)所述之科技或工程專科學院的畢業

學歷應被認可。 

 

6. 考試 

6.1考試的內容 

協會應實施考試以評估申請人是否具備足夠的知識和工作能力以履行JIS Z 3410(ISO 14731)規定

的任務和責任，考試應包括筆試和口試，通過筆試的應試者可進入下階段的口試。考試之技術知識的主

要領域包括如下： 

(a) 銲接製程和設備 

(b) 材料及其銲接過程中的現象 

(c) 結構與設計 

(d) 製造與應用工程 

6.2 口試的豁免 

銲接工程師和副銲接工程師申請人完成協會認可教育訓練課程的前提下，可豁免6.1節規定的口試。

然而，在申請人雖有完成訓練課程證書，但協會審查人員無法從其資格申請文件做出勝任能力的評判，

以及僅有筆試結果的狀況，仍不得免除口試。除上述狀況外，豁免口試亦不適用於不具備表2要求經驗

年資之筆試應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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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格標準 

滿足以下(a)~(g)的要求應視為合格。 

(a) 資深銲接工程師的考試，通過類型I及類型II的筆試視為通過筆試，可以進入下階段的口試。擁有

銲接工程師證書的候選人應可免除類型I的筆試。 

(b) 資深銲接工程師類型I筆試的合格基準為總分的70%(含)以上。 

(c)資深銲接工程師類型II筆試的合格基準為總分的70%(含)以上，且每一問題須答對40%(含)以上。 

(d)銲接工程師的筆試，合格基準為總分的70%(含)以上。 

(e)副銲接工程師的筆試，合格基準為總分的60%(含)以上。 

(f)口試的實施也包含是否具有足夠技術知識、工作能力的評判。 

(g)不具備表2要求經驗年資之筆試應試人，其通過筆試之成績從通知簽發日期起算保留5年。 

8. 登錄期間、能力證書的有效期與和和職業倫理條款 

8.1 登錄期間 

證書登錄期間為5年。 

8.2 證書授予 

協會須頒發能力證明書(以下提及以證書表示)予通過考試和完成規定程序的申請人。 

8.3 證書有效期 

證書起始有效期為2年，在這期間證書持有人依規定接受監督，且被確認持續具有工作勝任能力，證

書的有效期應展延至登錄期限。 

8.4 監督 

協會應實施監督，針對登錄銲接管理者在其證書有效期屆滿前6個月內提出的申請進行審查。監督方

式為核對參與相關工作的書面證據，如果有必要，應採用面試或其他適當方式以進行確認。 

8.5 證書失效 

證書在其有效期屆滿後失效。 

8.6 職業倫理條款 

登錄銲接管理者應確認達成其任務之社交規範、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約。 

9. 認證的失效 

當以下(a)或(b)或(c)狀況發生時，認證失效。 

(a) 證書過期 

(b) 協會決定取消其證書，因發現申請至認證的過程中有不誠實的行為。 

(c) 登錄銲接管理者違背承諾規約，或被察覺有濫用證書、不誠實業務行為、嚴重疏失的情況，協會基

於約談登錄銲接管理者及/或相關人員所做的真相調查，最後決定取消其證書並列入調查結果。 

10.再認證的評鑑 

(a) 登錄銲接管理者欲獲得再認證，應在登錄有效期屆滿前及認證失效前一年內申請再認證。 

(b) 再認證的評定應以(1)及(2)的方式實施。 

1. 評定更新認證提交的申請文件。 

2. 再認證考試(包括參加最新銲接技術發展相關的研討會)。 

(c) 當協會評鑑認為有必要，除採計(1)項審查及(2)項考試的結果外，可增加第二次的評鑑。第二次

評鑑程序應另行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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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協會可以實施結構嚴謹的積點制度作為再認證的評鑑，作為10(b)(2)再認證考試的替代方案。(參

考附錄B) 

(e) 當銲接管理者通過上述10 (b)和(c)或10.3再認證評鑑，並在要求日期前提交登錄表格給協會，在前

次登錄到期後應視為新的認證並進行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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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A  

(參考) 

包括參加資格評鑑的考試申請流程 

A.1 考試申請流程 

評鑑參加資格的時機依申請人是否具備表 2 所列銲接及相關工作經驗而定，考試申請流程

包括參加資格的評鑑如圖 A.1 和圖 A.2 所示〔參閱本標準 5.2〕。 

 

 

 

 

 

 

 

 

 

 

 

 

 

 

 

 

 

 

 

圖A.1 申請人具備所要求銲接工程/生產經驗年資之考試申請流程。 

 

  

協會認可完成訓練課程 

 

參加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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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A.2 申請人銲接工程/生產經驗年資低於要求之考試申請流程。 

  

協會認可完成訓練課程 

筆試申請、申請的評鑑 

參加筆試 

 

 

申請口試、參加資格評鑑 

 

 

 

 

‧未通過應試人：僅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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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B 

(規定) 

積點制度實施指引 

 

B.1 積點制度的目的與範圍 

能提交文件證據的申請人，藉由提交積點制度申請書〔參閱10(d)〕，依據表B.1計算登錄期限前5年(60

個月)的總點數達36點(含)以上，可以豁免再認證考試(包括再認證研討會和練習)。 

B.2 申請 

要應用積點制度的申請人須提交含再認證申請書的積點制度申請書，依據B.3，申請人也須提交可以

明顯證明包含其內可以採計活動的必要文件。 

B.3 文件化物證 

B 3.1 由技術性研討會或討論會舉辦機構代表人簽署之文件或證書，證明出席或發表技術論文或擔任主

席。 

B3.2 銲接或相關技術領域發表論文或書籍著作的影本。 

B3.3 由業務委託機構代表人簽屬之文件，證明關於銲接技術的諮詢(包括業務委託內容和雇用時間)。 

B.4 評鑑及其結果通知 

再認證委員會接收由銲接管理者檢定委員會提送之評鑑參考用語，應對申請案作出評鑑決定。若有

必要，再認證委員會可以藉由電話、郵件或會議等方式聯繫申請人。 

評鑑結果應通知申請人。 

B.5 上訴與抱怨 

無法接受 B.4 敘述之評鑑結果的申請人，可以提交敘述理由之上訴申請書至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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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再認證之積點制度 

積點事項 點數 

(1) 在協會、研究所或學校所舉辦與銲接技術相關之技術會議或討論會擔任講

師或主席，所謂會議包括研討會、座談會、技術訪問、工廠參觀等。 
執行或參與1小時3點

(3)
 

(2) 準備和發表銲接或相關技術之論文在國內正式期刊、或國際技術協會邀請

或同行評審的技術出版物
(4、5)

。 
1篇論文18點 

(3) 在上述(1)定義的會議或討論會投稿論文或發表論文
(4、5)
。 1篇論文12點 

(4) 出席參與上述(1)定義的會議或討論會(5)。 參與1小時1點
(3)
 

(5) 對公司(7)以外的機構或產業界提供銲接或相關技術(1)的正式諮詢，如果諮詢

工作是經常性活動則不予採計。 
聯繫1小時1點

(3、8)
 

(6) 對協會銲接技術活動作出貢獻、或對銲接相關技術作出努力，有關上述之

貢獻或努力應由第三機構驗證：從一協會或研究所接收關於銲接技術的認

可；對銲接及相關技術的標準化、協會或研究所的活動作出貢獻
(4、6)

。 

個案決定(9) 

註:  

(1) 銲接及相關技術限於銲接管理者被要求應具備之技術領域和能力。 

(2) 適用會議為銲接管理者及銲道檢驗認證(CIW)之訓練課程。 

不適用會議為公司專題討論會、鋼圓柱機械手臂銲接操作員訓練課程、銲接技術員檢定試驗監評、銲

接技術員實作及理論課程等。 

(3) 50分鐘執行時間可視為1小時。 

(4) 在共同著作的狀況，個人至少須貢獻原稿內容的10% 

在發明或接受獎項有超過1人以上之情況，個人至少須貢獻內容的10%。 

(5) 在第(2)項，沒有同行評審或自願的投稿應採用第(3)項計算點數。 

(6) 研究、調查或為諮詢作準備的時數可以包括到執行時數，但不包括交通時數。 

(7) 對同一集團或關係企業提供的諮詢不計。 

(8) 研究和準備時間可以包括，但不包括交通時間。 

(9) 規定在第(6)項活動的評價應由再認證委員會依個案作認定，對協會活動的貢獻可以包括對銲接產業

有價值發明的專利權。 

SWE申請人提交作為再認證評鑑之論說報告若被評定為傑出報告，基於主試人員的推薦稍晚可能在

JWES WE COM發表，其相關SWE申請人將可以36點作為下次再認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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