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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回顧我國近年來爆發食安問題，從塑化劑、工業澱粉、油品混充、過期

食品等食安事件，意味著食品產製銷售技術、加工產品多樣化，檢驗稽查未

落實造成食安管理之困難度與日俱增，在經濟全球化下，食安問題已超越國

界，食品飲食衛生安全之議題，在全世界各國受到重視，自我國加入世界貿

易組織(World TradeOrganization, WTO)後，面對更多食安問題及嚴重影響我

國市場的公平與正義；此外:「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

食安問題更引起新聞媒體、全國民眾高度關注，所引發的連鎖性危機，除影

響國民健康、打擊民眾信心、衝擊經濟發展外，更重挫臺灣國際形象。 

保護消費者食安策略為我國施政核心之一，積極落實維護食品衛生安全 

，提升管理效能，建置與國際接軌之法規環境，同時配合我國產業發展政策，

全力建構法規諮詢、檢驗稽查考核輔導機制，促進科技產業發展及建立國內

外檢驗研究與查緝合作，來保障國人食用安全，提升我國食品衛生安全為目

標，從民生飲食、食安衛生及醫療健康等方向，由中央政府食品相關部會擬

定食安、健康衛生、農糧安全及檢驗進口食品等政策，尋找具體有效之食安

政策推動我國食品來源、加工、儲存、消費食用及進出口，確保食品衛生及

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隱患、防範食物中毒規範，用以維護國人健康，保障國

民飲食安全醫療衛生，增進國家安全之政策管理運作及推行。 

 

關鍵字：食品衛生、檢驗稽核、醫療健康、政策管理、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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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food safet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conflict over recent years. food safety involve sensitive issues such 

as environmental security and public health. the issue of food safety is inseparabl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 The WTO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resolve of disputes. 

This paper through analysis EC / EU norms on food addi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export of beef. And asks who influences these standards. This paper is 

focus on the following four issue: (1)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national 

Behavior; (2) National capacity associated with the acceptance of CAC; (3) Trade 

material interests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influence; (4) public health issues.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reveal technopolitics for influence food safety standards。

Conclusions pointed out that food safety will become a (semi-luxury goods), the 

importing country's weaker economies and poorer countries that is not  be conducive 

to the globalization in the material aspects of life, their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 

are also being sacrificed。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Food Safety, CAC, OIE,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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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壹章  緒論  

我國近年來食品安全問題沸沸揚揚，突顯民眾對「入口」食物的關心大幅提

升。從三聚氰胺、塑化劑、毒澱粉、起雲劑、假橄欖油、混米及過期食品等事件，

這些食安事件意味著食品產製銷技術、加工產品多樣化，食品管理的困難度與日

俱增，尤其經濟全球化，食品安全問題超越國界，在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Organization,WTO)後，將面對更多可能的食品安全問題；此外，吃對食物，

無毒一身輕；「民以食為先」，「食則以安全為先」。1生活水準提高，每人一

日至少三餐，飲食不僅止饑解渴、食療之生理功能，更有文化及民族的層次。2國

人關心自己的健康，食品種類繁多，製造過程不明白，使消費者疑懼。各種微生

物、化學分析檢驗技術的進步，社會大眾對食品衛生與安全的要求提高。 

    大眾傳播媒體的發達，重點報導，引人注意，食安問題更容易引起媒體、民

眾及世界各國高度關注，所引發的食安連鎖性危機，除影響國民健康、打擊民眾

信心，更重挫臺灣國際形象，影響我國國家安全。衛生福利部於民國 102 年 7

月 23 日正式改制成立，將保護消費者食品安全列為施政核心之一，積極落實食

品衛生安全，提升管理效能，建置與國際接軌之法規環境，同時配合我國產業發

展政策，全力建構法規諮詢輔導機制。3
 

為了建構國人食品衛生安全管理及促進食品相關產業發展環境，透過架構完

整的食品安全網、制定食品衛生管理法規、促進科技產業發展及建立國內外檢驗

研究與查緝合作，來保障國人食用安全，提升我國食品衛生安全為目標。4衛生

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自民國 99 年成立以來，致力推動食品安全政策，實施食

品安全管理及提高管理效能，制定符合國際標準之規定，同時配合我國食品產業

發展政策，全力建構法規諮詢輔導機制。5
 

                                                 
1
 李義川，《餐飲食品安全與衛生》，華立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7。 

2
 焦桐，《2008 臺灣飲食文選》，二魚文化公司，2009，頁 7-8。 

3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2。 

4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9。 

5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站，http://www.fda.gov.tw，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1 日。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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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食安事件中，食品安全性評估、輸入管理、食品查驗登記、食品標示、

食品工廠管理與餐飲衛生管理，以及政策的目標和任務落實，論述施政核心，鑑

往知來，提昇食品品質、安全與消費者權益，為全民造福，增進國際形象。 

    本論文之研究，論述我國食品檢驗稽查考核機制管理政策之發展重要變革、

現況與成果，並可作為各界認識食品安全政策概況與目標的橋樑；更可提供政府

及民間食品相關企業對食品安全政策、施政重點、策略及管理工作的參考，並對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維護國民健康，增進全民經濟及鞏固國家安全永續生存。藉

由本論文的付梓，除增進全民對於政府食安相關單位的角色與任務之認識外，也

紀錄眾所關切的重大食品衛生安全議題，期待透過全民共同的努力及共識下，建

構完善的檢驗稽查考核機制管理體系與政策，達到國際級的食品安全保障之目標，

捍衛全民健康、邁向我國食安新世紀國家。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自古以來君王能滿足人民食的需求

才能鞏固國本，而今日的科學更是表明食品安全的問題攸關國民健康，嚴重的食

品安全事件將造成社會的動蕩與人民的恐慌，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已等同於國家安

全，所以「食」在安全，「食」在安心，乃是政府施政最重要的一環。政府為保

障民眾的飲食安全衛生，持續推動維護民眾食品安全的政策。6食品飲食衛生安

全的議題不僅在我國受到重視，全世界皆是。食品的全球性流通，導致一個國家

或地區生產的食品一旦被污染，可同時威脅其他國家乃至整個世界消費者的健康，

食品安全並非單純的衛生問題，即使改善食物來源的產出環境或是加強進出口食

品的檢驗工作，未必能完全避免食用不安全食物的風險。在經濟與健康之外，食

品安全的問題還會造成消費者對食品生產和銷售體制的信心喪失，從而對食品生

                                                 
6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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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或銷售鏈中的業者造成衝擊，食品是一個會牽動社會安定與否的問題，以三聚

氰胺、塑化劑、毒澱粉、假食用油及過期食品等事件而言，不僅對國內人民和社

會民生經濟均造成相當程度的困擾，更增加我國維持食品安全、社會秩序及國民

健康的國內政治管理成本。7
 

    因此食品安全是人民的基本權利，與全民息息相關，不分男女老少貧富貴賤，

是國人兩千三百萬人從早至晚分秒密不可分的最重要議題，食品安全雖然未寫入

憲法，但等同國安問題，亦是政府當局必須解決的首要之務。 

    兩岸在2008年11月簽署《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後，兩岸各地發生三聚氫

胺、塑化劑、毒澱粉、假食用油等黑心原料及食品危害國人健康，顯示食品安全

管理出現重大問題，筆者就學及畢業自食品營養科系並長期持續關注重視國內外

之飲食安全衛生、食品營養保健及醫療照護等相關議題。 

2011年起，我國一再爆發重大食品安全問題事件，連續數年的食安事件使得 

臺灣社會及周遭國家地區都對臺灣生產的食品感到擔憂，形成對國人生命健康隱

憂後續影響著公共利益進而影響國家安全，對我國家安全及國內食安環境造成嚴

重衝擊，我國政府應立即啟動國安機制，採取因應措施，預防黑心食品危害國人

健康，食品衛生安全的問題是國際間共同的問題，因此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一個

促進食品安全的指導原則，並以神殿式的結構圖來加以強調享受更安全的食品是

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標。8
 

現今國家將面對的是風險與危機，而非敵人，9本研究從非傳統安全的概 

念出發，將涵蓋在其框架下的人類安全概念延伸至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乾淨的環

境才能產出安全的食品，因此食品衛生與安全關係密切；並將現今已有的國際規

範，抽取出研究變項和框架，對食品檢驗稽核機制運作論述；最後，從食品安全

方向，論述食品衛生的評估與影響，並對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政策提供建議。 

                                                 
7
 藍夏萍，《東南亞國協食品安全治理機制促進區域經濟共同體之研究：權變整合模型之分析》，

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博士論文，2013，頁 85-86 頁。 
8
 劉麗雲，《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秀威，2011，頁 5。 

9
 Giddens,Anthony，The Consequence of Modernity (Cambrbidge UK:Polity Press, 1990)&轉引自朱

蓓蕾，《兩岸交流的非傳統性安全》台北市:遠景基金會，初版，1995，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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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頻爆發，三聚氰胺、塑化劑、毒澱粉、瘦肉精、假橄 

欖油、餿水油、飼料油等事件，利用次等原料或非法添加物處理後，牟取不當利

益，為了經濟目的傪偽已是世界性的食品問題，國內傪偽事件的精緻化與多樣化

讓人咋舌，比起斃死豬、飼料奶粉、農藥過量、添加物過量等傳統食品安全事件，

更是不能相比。 

    食物從農田(農場)至餐桌（From farm to table）這漫長的食品供應鏈（包括

栽種(養殖)、採收(屠宰)、加工、運輸、貯藏、販賣、烹調等過程）中，其實充

滿著遭受各式各樣危害的風險，不管是有意或無意的人為添加，或者是自然界本

來就存在的微生物或毒素，這些潛藏的生物性危害、化學性危害或物理性危害，

使得學理上認為不可能有「零風險」食品的存在。10因此平時政府單位的職責就

在於利用風險評估的技術進行「風險管理」，盡所能地將所有食品危害的風險降

低至可接受範圍，也就是所謂的「安全容許」，莫要等到食安事件爆發了再來做

危機處理，亦是目前先進國家在建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最科學的做法。 

綜述，彙整下列幾項要點： 

第一，食品衛生安全所衍生的問題，對於我國觀光、餐飲、政治、經濟及國家安

全所產生的深刻影響。 

第二，食安問題嚴然已經構成當今我國及國際間追求民生議題發展所面臨的嚴

峻挑戰。 

第三，維護食品產業發展，為影響我國民生與政經政策的重要環節。 

以上三點因素，激起筆者探討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對國家安全意涵之研究

的動機，針對我國臺灣地區論述。本文將分為兩大主軸，第一部分論述我國臺灣

地區食品檢驗稽核機制的現況與發展，全面闡述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現況及食品

安全衛生的發展進程，並在政策運作下論述食品安全衛生的整體面向。第二部分

論述國際間對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之現況。 

                                                 
10

 黃上品，《最新食品技師（四）：食品分析與檢驗》，禾楓書局，2005，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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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本文之研究目的，首先在於了解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對國家安全影響之意

涵，針對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及食品衛生安全面向，所面臨的問題及制定的政策進

行探討，亦即尋求解答食品安全檢驗稽核的政策「是什麼」問題。其次，本文試

圖分析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對國家安全意涵之研究，在我國的民生政策意涵其所採

行的具體措施有哪些。最後，本文經由分析檢驗稽核機制在各項指標當中所達成

的穩定度與優劣勢，檢驗我國稽核食品衛生安全政策的成效。 

臺灣社會的食品安全問題近年來在國內頻傳不已，不但嚴重影響國人健康， 

更是造成民眾對於生產業者和政府對把關食品安全之信心產生質疑與不安。儘管

政府開始採取管控食安的相關行動，並信誓旦旦矢言捍衛食品安全，實際上食安

風波仍不斷傳出，一再讓人民憂心。 

進入二十一世紀，大規模的世界戰爭的威脅已經減少，而非傳統性的「非傳 

統的威脅」與「公共安全」成為國家安全的威脅所在。繼1979年全國性的食安問

題「多氯聯苯」中毒事件（台灣環境公害史上最嚴重食安事件，至少2000人受害）

之後，11全國性食安大案如戴奧辛鴨、塑化劑汙染食品、毒澱粉、香精麵包等紛

紛於2005、2009、2011、2012年相繼發生。為改善食安問題，行政院於2013年10

月成立「食品安全辦公室」，展現對於黑心產品及企業的黑心行為，予以查辦、

抵制到底的魄力和決心。12然而，於隔年2014年9月再度爆發餿水油混充食用油

流入市面，數千家廠商、多達兩百件產品受此案波及，200噸問題油品被不知情

的民眾吃下肚。2015年初至今，近年以來從黑心鴨血、「吊白塊」潤餅皮到手搖

飲料店茶類飲料殘留農藥等食安事件層出不窮，顯示了政府食安問題之管理漏洞

百出、民間業者道德誠信、自主管理仍未建立，國民健康岌岌可危，食安問題儼

然成為國安問題。 

                                                 
11

 顧祐瑞，《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6，頁 210-211。 
12

 中央通訊社，網站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0135013-1.aspx，最後檢閱日

期:2016 年 1 月 15 日。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0135013-1.aspx，最後檢閱日期:2016年1月15
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10135013-1.aspx，最後檢閱日期:2016年1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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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是全面性的不只是國防、外交、政治、經濟，面向包含國土保育、 

環境汙染、工業安全、社會安全、個人安全等公共安全規劃及整備應急處理與後

續處理人員安置與運用，種種萬般考量與計畫，減少災害人員物力的閒置與浪費，

有效規劃確實制定一個讓政府及民眾能夠依循且願意配合執行的可長可久的制

度，確保國家安全與國民生命財產的控管機制。 

我們的食品安全問題，困擾著所有家庭。13食品安全是國家進步的指標，鄰 

近的日本、韓國、香港都已雷厲風行，對岸的大陸近年來的進步亦有目共睹，臺

灣在食品安全上雖然稍有領先，卻禁不起一再爆發的食安事件的傷害，我們必須

盡全國之力來提升食品衛生與安全，這是國民健康與國家發展的根本，也是台灣

的命脈之所繫。 

然而在提升食品相關人員之專業水準，在中央體制下的政策措施已行之多 

年，其對臺灣經濟發展與國家安定貢獻良多，近年來我國民眾生活水準提升快速，

食品衛生營養條件需求提高，我國食品安全對國家安全事務運作的影響如何探討、

改善值得我等作相關問題之研究參考。 

本研究論文之研究目的彙整如下: 

一、從規劃、評估、執行、稽查等四個面向來探討「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對國

家安全意涵之研究」的議題。 

二、論述我國中央政府(行政院食品安全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經濟部、環保署

及農委會等部會)所擬定之食品衛生安全、健康醫療、經濟民生、農糧供給、

檢驗稽核及進口管制等政策，對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及國家安全決策運作

之影響。 

三、尋找出更具體有效的食安政策推動我國食品來源、加工、儲存、消費食用及

進出口，確保食品衛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隱患、防範食物中毒規範，用

以維護國人健康，保障國民飲食安全醫療衛生，增進國家安全政策運作及推

行。 

                                                 
13

 總統就職致詞文，2016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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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文獻回顧 

食品議題相關專書部分 

與食品檢驗稽核機制議題相關之專書及研究文獻，依其分析觀點之不同， 

概略區分為食品衛生安全、營養保健、加工科學、分析檢驗及健康醫療等5項，

專書茲分別舉例簡介如下： 

 

表1-1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議題相關之專書表 

食品 

分析觀點 

食品 

衛生安全 

食品 

營養保健 

食品 

加工科學 

食品 

分析檢驗 

食品 

健康醫療 

作 者 

書 名 

李昇平 

食品衛生 

與安全 

王台虎 

保健食品 

的故事 

王進崑等人 

食品科學 

概論 

（合訂版） 

黃上品 

食品 

分析與檢驗 

大為彼德斯 

完整醫療－

健康時尚108 

作 者 

書 名 

李義川 

食品衛生 

與安全 

孫璐西等人 

食品與健康 

汪復進等人 

食品 

加工學 

陳明汝等人 

食品分析 

與檢驗 

林杰樑 

永遠的俠醫

食品與健康 

作 者 

書 名 

周琦淳 

食品 

安全全書 

謝明哲 

保健食品 

全事典 

施明智等人 

食品 

加工學 

劉麗雲等人 

食品分析 

與檢驗 

李錦楓 

食品 

與健康 

作 者 

書 名 

傅安弘 

餐飲衛生 

與安全管理 

劉惠敏 

營養 

聖戰 40年 

 

 

劉伯康 

食品感官評

理論與實務 

章樂綺 

臨床營養學

醫療治療 

作 者 

書 名 

劉麗雲 

食品 

衛生與安全 

蕭寧馨 

食品 

營養概論 

 

 
  

 

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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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衛生安全的觀點: 

李昇平-《食品衛生與安全》，主要從食品品質的衛生，充分瞭解食品衛生

與安全的知識與常識來論述。李義川-《食品衛生與安全》，以期刊研究及理論

做為基礎，針對個案研究與案例分析，提供臺灣食品安全問題等實務有關之建議。

探討主題：餐飲品質管理工具、餐飲衛生作業規範、採購及驗收作業等。周琦淳

等人-《食品安全全書》，專注探討食品添加物的危害，分析污染殘留物的危害，

論述聰明選購食物及食品，打造食品安全飲食的健康生活。傅安弘-《餐飲衛生

與安全管理》，書中論述餐飲衛生與安全相關法令規範、管制系統、認證制度、

食材採購及驗收、食材儲存及發貨、餐點製備及服務、餐廚規劃、職場安全與危

機處理等措施。劉麗雲-《食品衛生與安全》，書中論述食品衛生與安全相關定

義、食品業衛生安全危害分析重要管制規範及認驗證制度。 

二、食品營養保健的觀點: 

王台虎-《保健食品的故事》，專注分五大類論述：免疫增強類、抗衰老類、

營養補充類、美容減肥類及特殊功能類等，全書講究科學論證。孫璐西等人-《食

品與健康》，論述與人們最接近的基本食物談起，介紹均衡飲食及食品安全管理

等相關問題，增進食品與健康的知識。謝明哲-《保健食品全事典》，針對136種

保健食品論述，銀髮族之健康、中壯年之保養、青少年之成長發育等論述。劉惠

敏-《營養聖戰40年》，主要論述探討國家的全民醫療、健康保險及食品安全等

各項議題，而推廣營養教育應隨社會脈動、日新益新並持續。蕭寧馨-《食品營

養概論》，詳細論述探討飲食健康新趨勢、基礎營養觀念、各類食物來源、各類

之營養素及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等理論。 

三、食品加工科學的觀點: 

王進崑等人-《食品科學概論（合訂版）》，論述食品科學、食品衛生安全、

食品的生產消費與管理、食品工業與環境保護、食品法規及管制與認證等政策、

最後專述二十一世紀的食品科學發展重點等。汪復進等人-《食品加工學》，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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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食品加工學的領域，物理、化學、生物三大基礎學科論述系統化的食品加工學，

另以最新學理與技術發展說明食品科學。施明智等人-《食品加工學》，論述探

討食品加工方法及食品衛生與安全，描述整個食品加工的範疇，並提供許多最新

食品加工資訊及應具備之基礎知識等理論。 

四、食品檢驗分析的觀點: 

黃上品-《最新食品技師（四）：食品分析與檢驗》，專注於食品分析與檢

驗論述，促使政府加強食品安全管理。陳明汝等人-《食品分析與檢驗最新食品

技師》，本書論述國內外最新食品分析資料，並將操作流程和儀器構造圖與文字

相互對照，說明食品分析與檢驗學。劉麗雲等人-《食品分析與檢驗》，本書論

述食品的衛生安全、食品分析與檢驗、正確的分析方法、精密的儀器及熟練的技

術，說明有關食品分析與檢驗之重要觀念，提升食品分析檢驗的知識與技巧。 

劉伯康-《食品感官品評：理論與實務》，說明食品感官品評、食品的產業開發、

產品行銷及品管檢測、消費者選擇與購買等問題的探討。 

五、健康醫療的觀點: 

大為彼德斯--強家寧 譯《完整醫療－健康時尚108》，詳盡解析21世紀 

養生保健之道：個人必須為自己的健康負起全責，並採取結合生物化學、人體結

構、社會心理等全方位之整合療法。林杰樑-《永遠On Call的俠醫食品與健康》，

論述臺灣地區三聚氫胺的毒奶粉、瘦肉精、起雲劑、毒澱粉及違法製造的醬油、

布丁、菜脯等食品的安全問題，危害食品安全進而影響國人健康。李錦楓-《食

品與健康》，論述由多位學者專家共同編撰，保健食品與防癌、增進記憶、減肥、

食品安全管理等相關問題健康的知識，達到飲食安全、營養、健康、快樂的目標。 

章樂綺-《臨床營養學：醫療營養治療》，本書闡述醫療營養治療的重要性，說

明各種疾病患者的營養評估、營養照護及飲食設計之過程及內容。MUIR GRAY：

郭耿南，譯《實證醫學：醫療照護決策》，論述實證醫學的應用，為病患提供更

高品質的醫療照護，以全面系統講解、剖析和闡述實證決策理論和實踐的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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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專書文獻各有其專注之論點，同時各有其參考引用之價值，對於食品檢 

驗稽核機制的探討，為本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本研究所涵蓋之期間較長、蒐集之

資料較新且更為完整，加以上述文獻對於此議題之貢獻，形成本研究之優勢。 

二、文獻探討 

食品相關議題國內之研究論文部分: 

與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議題相關在國內之研究論文，依研究論文議題之不

同，有兩岸經濟發展之食品業、食品安全資訊價值、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運作現況、

風險溝通之食品安全議題、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違反食品

安全刑事處罰、國際法律制度食品法典、兩岸非傳統安全問題、海峽兩岸經濟合

作架構協議之食品安全、食品安全危機管理、基因改造之食品安全、東協食品安

全治理機制、國際之食品衛生安全與糧食援助制度等，所列論文皆未對國家安全

意涵之影響做研究論述，相關研究論文議題探討如下： 

表1-2 作者自行整理 食品衛生安全國內相關之研究論文 

姓  名 
研 究 

論 文 名 稱 

年度/ 

大學碩博

士論文 

論文論述重點摘要 

陳飛宏 ECFA 對兩岸經

濟發展之影響

－以台灣食品

業為例 

2010 

輔仁大學 

碩士論文 

論述兩岸經貿交流日益頻繁以兩

岸台灣食品業為重點，希望透過此

研究可以幫助食品業者面對快速

發展的大陸市場，使其台灣企業能

持續市場競爭優勢 

陳志成 食品安全資訊

價值之研究-以

國產牛肉產銷

履歷為例 

2007 

中興大學 

博士論文 

研究保障消費者的食用衛生安全

及穩定整個牛肉產業的發展，國際

間興起由農 (牧 )場到餐桌 (from 

farm to table)衛生安全的生產履歷

制度。為順應世界的潮流與趨勢，

保護消費者健康與鼓勵生產者提

供安全產品，探討衡量資訊所產生

的價值，採用評估方法中的條件評

價法來衡量國產牛肉生產者與消

費者對於產銷履歷所產生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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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羽詩 臺灣食品安全

管理-運作現況

與新聞報導之

探討 

2006 

臺灣大學 

碩士論文 

述對食品安全之管理為運作現況

的了解，並分析新聞報導及其與運

作現況之差異，輔以管制政治理

論，期能對日常所接觸的食品安全

管理相關新聞之特性有所了解，並

了解政府的管理作為與為管制理

論之印證 

廖翎 政府風險溝通

模式建構民眾

對「食品安全議

題」之認知與行

為研究 

2012 

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 

探討影響消費者產生不同食品風

險議題認知及造成規避行為差異

之原因及消費者風險認知與其行

為之關聯，進行宣導，強化民眾認

知與風險行為間連結，鼓勵其透過

生活實際行動落實風險概念，並且

應嘗試給予誘因，促進民眾行為改

變，貫徹風險預防的理想 

賴昱誠 政府從食品安

全檢驗與動植

物防疫檢疫措

施協定論臺美

牛肉議定書之

爭議 

2012 

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 

臺美牛肉議定書在我國國內法之

地位；我國因應臺美牛肉議定書簽

訂所為之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法及

三管五卡措施在WTO法律架構下

之評價；我國與美國之貿易關係

等，從 WTO架構出發，以食品安

全檢驗暨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

定（SPS 協定）之規範探討臺美牛

肉議定書爭議在WTO法律架構下

應如何評價。並以國際法與國內法

間關係之角度探討臺美牛肉議定

書在我國國內法之地位，同時討論

臺美牛肉議定書爭議對臺美貿易

關係之影響。 

張宸浩 論違反食品安

全之刑事處罰 

2012 

高雄大學 

碩士論文 

刑法保護的客體是法益，刑法的目

的為對行為人施以應報並兼顧一

般預防及特別預防效果，在討論了

食品安全事件的性質之後，本文認

為以刑法制裁食品安全事件，符合

刑法的目的及最後手段性。 

張凱斐 食品安全管理

之國際法律制

度-以食品法典

為例 

2011 

東吳大學

碩士論文 

國際食品法皆以國際標準作為食

品安全判斷之依據。須賴科學證據

之支持，以作為保護人類健康、動

植物生命安全與公平貿易之平衡

點。最廣為採用之食品安全標準即

聯合國專門機構糧農組織(FAO)

與世界衛生組織(WHO)共同採用

之食品法典 (Codex Alimentar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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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確立之各種食品安全標準。 

蔡茂林 論兩岸交流衍

生之非傳統安

全問題 

2006 

政治大學

碩士論文 

非傳統安全問題具有向外擴散及

向內滲透特點，與傳統安全問題間

沒有明確界限，兩者具有相互轉化

的特性，一旦非傳統安全問題失控

或激化，可能被迫須以傳統軍事手

段解決，將研究焦點集中於當前對

我國非傳統安全具指標性之大陸

非法移民的深層結構、兩岸毒品走

私現況和未來發展、跨境組織犯

罪、恐怖活動發展趨勢等課題，並

提出因應建議。 

蔡依凌 後 ECFA(海峽

兩岸經濟合作

架構協議)時代

之挑戰-以食品

安全為例 

2013 

逢甲大學

碩士論文 

在「後 ECFA時代」兩岸彼此間之

經貿交流逐漸熱絡與頻繁，各類中

國大陸製的食品原物料紛紛開放

進口，隨著兩岸飲食文化接近、地

理位置上之相鄰以及低廉價格之

吸引，致使臺灣食品業者經常向中

國大陸進口便宜的食品原物料與

加工食品。 

樊丕瑜 我國食品安全

危機管理問題

之研究 

2011 

淡江大學

碩士論文 

就我國食品安全所面臨之問題、環

境及處置作為進行全面性探討，面

對食品安全危機事件具有高度專

業性及極不確定性之特性，事前細

密地危機管理計劃並無法確保可

有效地處理危機，將我國現行、預

期之危機處理機制、關鍵性危機處

理個案合併訪談資料予以綜合分

析，以探討食品安全危機處理主管

機關所採行的處置措施及其結果。 

劉勝駒 我國基因改造

食品安全之研

究 

2011 

海洋大學

碩士論文 

探討基因改造食品牽涉全球糧食

需求及龐大之商業利益，對生態環

境及人民健康具有風險，世界各國

與國際組織均極為重視其研究及

發展，並基於複雜之政治、社會、

經濟及貿易利益等因素，國際上不

同之立場及不同之管制理論，相關

之國際規範及制度予以檢視，進而

檢討我國現有之立法模式及管理

制度，最後為結論試圖提出研究之

發現與修法之建議，以期能供政府

修法或各界研究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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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夏萍 東南亞國協食

品安全治理機

制促進區域經

濟共同體之研

究：權變整合模

型之分析 

2013 

政治大學 

博士論文 

研究探討東南亞國家國協之區域

食品安全治理機制促進區域經濟

共同體形成之議題，主要探知究因

區域內各國自主互動合作之橫向

力量形成區域經濟整合，或因區域

外國家補助影響合作之縱向力量

形成區域經濟整合問題。從組織權

變理論出發，試圖加入橫向權力

面，填補國際關係與國際政治經濟

學過度著重之縱向權力結構論述。 

譚偉恩 國際合作中的

寧靜政治 :論食

品衛生安全與

糧食援助制度

之法益失衡暨

不當性 

2012 

政治大學

博士論文 

論述世貿架構下，國貿合作之食品

衛生安全的相關衝突，在國際貨幣

基金或世銀架構下，糧食援助的合

作造成受援國境內的糧食危機未

減反增，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論點

不符，暗示維繫國際合作的制度

（或建制）具有不當性或偏重對特

定法益的保護，當前國際食品貿易

的進/出口規範與具有結構調整性

質的糧食援助機制，是過度保護貿

易自由，遭遇的食品衛生風險或糧

食危機提供必要之保障，透過個案

研究與過程追蹤的方法，無法公允

保障進口國消費者食品安全或受

援國農民糧食主權的合作模式。 

 

第三節  研究途徑與方法 

一、研究途徑 

在學術研究當中，有關於研究途徑（Approach）與研究方法（Method）兩

者雖有關聯性，但實際上並不相同，分析公共政策的途徑有兩種觀點為政策產出

及政策影響。14研究途徑主要是指作者擬從何種角度切入去探討該主題與相關問

題；研究方法是指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方法，主要是指作者針對自己所欲探討之主

題與相關問題，擬如何進行蒐集和分析資料。15是故，論文研究應事先確立研究途

                                                 
14

 呂育誠等人，《行政學》，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 298。 
15

 朱浤源主編，《撰寫博碩士論文實戰手冊》，台北：正中書局，1999，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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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後，再選擇所需要的研究方法。 

歷史研究法(Historical Method)，以「歷史」作為研究的材料，「歷史」是人

類過去活動的記載，供我們瞭解過去並預測未來。「歷史法」是研究過去所發生

事實的方法，並以科學的態度收集材料，進行檢驗和證實，再透過系統的整理和

解釋，以重建過去，推測未來。歷史法具有重建過去、瞭解現狀以及預測未來等

三種功能，歷史法與其他研究方法不同，歷史研究是從日記、信函等實物中去發

現研究問題的材料，而其他研究方法是透過觀查和測量等方法產生研究問題的材

料。所以歷史材料，即史料，是歷史法的研究要件。 

從事歷史研究法的程序主要涵蓋：（一）確定題目；（二）搜集史料；（三）

鑑定史料；（四）建立假設；（五）解釋史料及（六）提告結論等六項步驟，其

中以搜集史料、鑑定史料以及解釋史料等三項最重要。史料搜集愈完備，歷史就

愈詳盡，直接史料或稱原始史料，包括書信、日記、回憶錄以及奏議等。間接史

料或稱二手史料，包括正史、專著、教科書等。史料需加以鑑定，以確定真實，

鑑定分為外部考證及內部考證，前者如辨別偽書，後者如信譽來認定確實可信的，

以上兩者可交互參用，從作者和續作者進行成書（外部）研究，又從作品進行內

容（內部）研究。16
 

歷史現象錯綜複雜，需要解釋，研究者即是解釋者。雖然由於研究材料的性

質，以至於歷史研究不像自然科學一般嚴謹，但作為研究方法之一，歷史法確是

一種符合科學的研究方法；此外，除了在研究程序上要符合科學以外，歷史法還

要講求文字的表達，所以歷史法是一個兼顧科學方法與藝術精神的研究方法。 

歷史研究法具有許多優點，包括：（一）節省研究經費；（二）長期觀察發展；

（三）不需研究對象合作；（四）彌補量化研究的缺失。 

缺點包括：（一）受限研究資料；（二）研究過程費時；（三）研究者需具備若

干能力；（四）研究不夠客觀。 

                                                 
16

 王隆盛，《歷史研究法的探討-載於教育研究方法論文集》，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 

1994，頁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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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與食品檢驗稽核機制議題相關之專書及研究文獻中，依其分析觀點之不同，

概略區分為食品衛生安全、營養保健、加工科學、分析檢驗及健康醫療等五項。

上述的書籍、研究論文及參考書目中之期刊、研討會論文及網路資源等文獻對我

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對國家安全威脅之研究問題比較研究分析有相當大的助益，

歸納分析各篇本論述整理出彼此的異同，最後再進一步探討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

制對國家安全意涵之研究。 

二、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一般係指用來蒐集與處理資料的手段方法以及其進行的程序。例如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若依其研究設計的性質及資料蒐集的程序，則從實驗與否來

看，可分為「非實驗性的方法」(Non-experimental method)、「準實驗性方法」

(Quasi-experimental method)、「實驗性方法」(Experimental method)三種主要類別；

另一項研究方法是資料處理(Data processing)，渠等重要性都是非常受到肯定的。

17
 

本論文採取下列研究方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意指利用文獻資料對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方法，

透過蒐集及閱讀與研究主題相關之文獻，就其內容進行客觀的分析。文獻是指人

們利用文字、圖形、符號、聲音和影像等手段所記錄下來的資料。文獻資料有第

一手資料(primarycument)與第二手資料(secondary document)之分。凡原始的資料，

如個人日記、原始檔案、會議記錄與報表等都是第一手資料；對於第一手資料加

工整理後所形成的文獻，如文摘、總結報告等則是第二手資料。使用文獻分析法

之優點主要有二：第一，可對那些無法接近的主體加以研究；第二，有助於長時

間或多個時間序列的研究，以找出其中之因果關係。18
 

    使用文獻分析法，並非僅是將資料予以堆積。除了廣泛的蒐集、整理與閱讀 

                                                 
17

 設計方法 Design Method，《現代學術研究法則》，

http://media.nuas.ac.jp/~robin/LESSON/DM/DMindex.htm，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5 月 17 日。 
18

 吳瓊恩，《行政學的範圍與方法》，臺北:五南，2005，頁 115-136。 

http://media.nuas.ac.jp/~robin/LESSON/DM/DMindex.htm，最後檢閱日期:2016年5月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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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文獻之研究成果以外，還必須將其內容加以分析；在充分利用相關期刊、統

計數據、報紙、專書、法規條文及政府出版品等文獻資料的情況下，藉由分析文

獻以探討事件之背景、原因、影響及其意義，以便解釋與預測。19
 

    本研究所引用之文獻，其來源包括書籍、期刊、論文、報紙與網站，其類型 

則可區分為政府文件、學術研究以及新聞報導三大類。筆者將蒐集食品檢驗稽核

機制、食品衛生、保健及科學政策相關之書籍、期刊論文、官方出版品以及報章

雜誌之檔案資料等文獻，並加以整理、分析及比較，以做為本研究分析之依據。 

在第一手資料方面，首先，我國自1928年4月政府成立內政部衛生司後，續

於民國102年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成立「衛生福利部」，將原衛生署署內21個單

位與任務編組、5個所屬機關、內政部社會司、兒童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

委員會、國民年金監理會以及教育部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等單位，一起整併為8

司6處事權統一的新機關-「衛生福利部」及6個所屬三級機關(構)包括：「疾病管

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中央健康保險署」、「國民健康署」、「社會

及家庭署」及「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打造以人為中心的衛生福利網，提升國民

的 健 康 與 幸 福 。 資 料 乃 由 筆 者 自 政 府 機 關 ─ 衛 生 福 利 部 網 站

(http://www.mohw.gov.tw)中取得。 

    其次，我國的各項法律、命令、政府之政策與措施宣示，亦提供本研究重要

之第一手資料，我國政府的官方網站提供了取得這些資料的來源，諸如：「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

則」、「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2014年、「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2015年、「食

品新紀元」等資料。再者，我國的各項官方出版品提供本研究有力的參考依據。

例如由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所出版的「餐飲衛生安全管理面面觀」、「揭

開食品藥物國家實驗室密碼」、「餐飲業食材危害分析參考手冊【第二版】」、

「即食、熟食、飲料及冰品自主衛生管理之管控手冊」、「食品製造業者導入強

制性檢驗宣導手冊」、「低溫食品物流業者衛生安全宣導手冊」等以及由行政院

                                                 
19

 王玉民，《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原理》，臺北:洪葉，1997，頁 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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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辦公室（以下簡稱食安辦）公佈的「強化食品安全措施」以及各項統計

數據等均為官方之表示，亦可做為衡量其他資料之基準。在第二手資料方面，筆

者在採用這些資料之前，均曾對其來源做出篩選，以保證資料的正確性與客觀性，

避免引用錯誤的資訊。舉例而言，由我國監察院所作調查《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

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對於食品安全政策所做的分析與報告，即為相當

可靠的資料來源。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文之研究範圍，就研究主題而言，由於「食品」一詞所涵蓋的範圍甚廣， 

另食品安全(Food Safety)是一門專門探討在食品加工、存儲及銷售等步驟中確保

食品衛生及食用安全、降低疾病隱患、防範食物中毒的一個跨學科領域。透過科

學之風險分析對於消費者生命健康造成危害之風險，進而制定出確保食品安全的

管制措施，以食品安全政策措施來排除或減低對於消費者生命、健康的風險，是

食品安全的核心，以檢驗稽核機制論述食品安全對國人生命、健康之意涵。 

就時間範圍而言，本文以2000年起做為研究的時間起始點，將資料蒐集之 

時間範圍限定在2000年至2016年7月之內。基於之形成有其歷史背景，因此，本

研究在探討自2000年起至2016年7月之間的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及食品衛生安全政

策措施之同時，亦有必要對於我國建政以來的食品衛生安全及檢驗稽核機制等政

策發展做檢閱回顧。 

二、研究限制 

本論文之研究限制，就資料蒐集而言，第一手資料有助於本研究之客觀性與 

真實性；然而，由於部份資料涉及生產與商業機密，筆者無法取得，形成本研究

資料蒐集之限制。在無法完整取得第一手資料的情況下，本研究將儘可能以最接

近第一手資料來彌補其不足。對於論文研究限制的問題，本論文主要研究限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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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兩部份： 

(一)文獻蒐集的限制：撰寫論文時要分析大量的文獻資料與研究相關歷史事件及

脈絡，並推演、研究各時期階段現象，對未來食品衛生安全災害狀況的發展

加以規劃研究完備之食品衛生安全的檢驗與稽核機制政策。在資料的篩選上 

，本論文的資料來源自圖書館的相關圖書、論文、期刊、官方出版品、報紙、

網路資料及研討會學術論文等，因資料蒐集涉及組織架構範疇、數據，惟筆

者僅能盡可能從所獲文獻資料與即時相關報導、驗證以求取最有參考價值的

資料。 

(二)單一理論的限制：雖然單一理論的運用，能提供單一議題的精準研究結果，

使欲探究的主題單一明確，不易失焦。但因食品衛生與安全的問題錯綜複雜，

中央與地方政府間之互動合作彼此相互牽引，難以涵蓋各個面向，是為本文

的第二個限制因素，對於食品衛生與安全在政府官方原始資料的公開有其限

制性，對研究者而言，對這些資料問題的正確性與判別性問題困難度甚高，

故資料蒐集不盡完備；其次，對於較易取得的資料如：官方文件、言論、書

刊、雜誌與報紙等，其內容與事實的差距為何，非外人所能充分理解，其可

信度往往大打折扣，也令人無法掌握實情，是以個人乃盡力透過國內相關圖

書館、網際網路等竭力蒐集，以彌補不足。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 

壹、 研究架構 

    「安全」（security）是一個基本的概念，也是一個基本的價值，「國家安

全」為國家生存之保障，卻是一個複雜的概念，涉及的內容極為廣泛，舉凡領土、

政治制度、傳統生活方式、主權、經濟、外交、軍事、國內外等的環境等因素，

均與國家安全有關。20隨著高科技的發展及聯合國集體安全機制功能不彰，安全

                                                 
20〈國家安全概論〉，http://wutl.myweb.hinet.net/tsp/chapt2.htm，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1 月 17 日。 

http://wutl.myweb.hinet.net/tsp/chapt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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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更有其急迫性，同時也更走向理論與實務結合的趨勢，因而「安全」的內涵

與外延不斷擴大，不再局限於軍事領域，而是逐步延伸到政治、軍事、經濟、外

交、科技、情報、文化、國土安全及環境領域，但「國家安全研究」仍為安全研

究的中心。 

    後冷戰時期國際環境的改變，隨之而有不同的安全需求與議題，許多國際關

係學者及各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已跳脫以純粹軍事為中心考慮的安全概念，而

將環境惡化、恐怖主義、毒品走私、疾病傳染與民生經濟等非軍事性的問題也列

入國家安全的議程中。 

    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是一種分析型態，其功用在於產生與提出資訊，用

以改良決策者進行判斷的基礎；政策分析的目的在於解釋各種政策的成因與後果，

探討政府何以如此作為，以及政府活動的成果21。戴(Thomas R. Dye)提出政策分

析包含以下三種要素：第一，由於了解問題乃是提出解決問題之道的先決條件，

因此政策分析著重於描述與解釋，而非對政策做出建議。第二，政策分析致力於

探求公共政策的因果關係，並應用合乎科學標準的推理，乃至於量化的分析技術

來達成此一目標。第三，政策分析者不僅以單一決策或個案之分析為滿足，而是

試圖建立起解釋公共政策因果關係之理論基礎，並以此基礎做為日後解釋其他政

策的依據。22
 

第壹章 : 緒論。本文說明進行此研究的動機與目的、所採用的研究途徑與方法、         

研究的架構。 

第貳章 : 食品定義與種類及法律規範。探討我國食品定義、種類之相關理論及         

食品相關法律規範。 

第叁章 :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運作之現況與發展。論述我國政府機關、民間企業、         

第三方驗證機構及學術單位對食品檢驗稽核機制運作現況與發展之分         

析及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對國家安全意涵之影響評估，闡述我國食         

                                                 
21

 張世賢，《公共政策分析》，2005，頁 97-100。 
22

 戴伊/著.柯勝文譯，《社會科學導論權力與社會》，2000，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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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檢驗稽核機制所造成社會大眾對食品衛生與安全、國民健康、經濟

民生及觀光餐飲議題之疑慮對國家安全意涵影響之探討。 

第肆章 : 我國食品檢驗稽核機制運作案例對國家安全意涵之研究。本論文選擇         

臺灣的首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業最後的良心義美食品公司及世         

界十大餐廳鼎泰豐連鎖餐廳為案例，探討對國家安全意涵之影響。 

第伍章 : 結論。由本研究發現來論述對國家安全所造成之影響及衝擊，建議         

政府尋找出更具體有效的食安政策推動我國食品衛生與安全、食品進         

出口、消費餐飲及觀光旅遊飲食衛生，確保食品衛生及安全、降低疾

病隱患、防範食物中毒及維護國際形象，並用以維護國人健康，保障

民眾安和樂利之生活，增進國家安全政策之運作及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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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研究架構圖 

 

圖1-1：研究架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確立主題與範圍 

      研究發現 

 對國家安全意涵影響評估 

資料歸納分析 

    蒐集文獻資料 

結論與建議 

研究架構與章節大綱 

 問題發現與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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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食品的定義與種類及法律規範 

第一節  食品的概念與定義 

食品(Food):食物是人體生長髮育、更新細胞、修補組織、調節機能必不

可少的營養物質，也是產生熱量、保持體溫、進行各種活動的能量來源。所以，

食物是人體的必需營養品，沒有食物，人類就不能生存。食品本身的安全必須

留意，人類安全的意涵概念包含食品安全。根據世界衛生組織與糧農組織的定

義，食品指任何加工、半加工或未經加工的，供人類食用的物質。1
 

    人類的食物，除少數物質如水、空氣和鹽類外，幾乎全部來自於其他生物，

如動物、植物等。人類通過種植、飼養、捕撈、狩獵來獲得這些食物。然而，

這些動物、植物原料易於腐敗變質，不便於貯藏、運輸和食用，有的也不適應

人們的飲食習慣和愛好，因此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都不同程度地對這些食

物原料進行配製、烹飪和加工處理，製作成形態、風味、營養價值各不相同的

花樣繁多的加工產品。2由此引出了食物和食品的概念。 

食品衛生（food sanitation或food hygiene）的定義：食品衛生的定義世界

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對食品衛生與安全的定義為：「食

品及原料從採收、捕獲後，經由各種加工與調理後，為確保食品送到消費者時

能有安全及衛生所必要的措施」。3
 

所謂食品衛生是指由栽培（或養殖）、生產、製造到最後消費者為止在全

過程中為了確保食品的安全性、完全性、健全性起見所必須的一切措施。4
    

食品衛生是研究由飲食物（包括食品添加物），直接地或間接地引起危害健康

的原因，並設法加以減少、預防或去除，或減少食品腐敗與中毒，以確保全國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Procedural Manual (Twenty-First Edition). Rome: FAO and WHO Food 

Standards Programme, 2013。 
2
 李義川，《餐飲食品安全與衛生》，臺北:華立，2014，頁 152-158。 

3
 台灣世界衛生組織研究中心，http://www.twwho.org/home/guo-ji-wei-sheng-jiao-dian-yi-ti，最後

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1 日。 
4
 李昇平，《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李昇平，2015，頁 2-3。 

http://www.twwho.org/home/guo-ji-wei-sheng-jiao-dian-y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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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飲食生活的安全與衛生。 

一、食品的概念 

    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

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得供特殊營養需

求者使用之配方食品；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

增加香味、安定品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

目的，加入、接觸於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

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有

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5
 

    食品器具：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器械、工具或器皿；食品容

器或包裝：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容器或包裹物；食品用洗潔劑：

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質。6
 

    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

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

製造、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

裝上，記載品名或為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或附加之說明書；營養標示：指

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食品之營養成分、含量及營養宣稱。7
 

    查驗：指查核及檢驗；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

傳物質轉移或轉殖入活細胞或生物體，產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基因

特性或使自身特定基因無法表現之相關技術。不含傳統育種、同科物種細胞及

原生質體融合、雜交、誘變、體外受精、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術。8
 

                                                 
5
 李根永等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4，頁 7。 

6
 李昇平，《食品衛生與安全》，李昇平，2015，9-166 頁。 

7
 文長安等人，《食安守門人教你聰明擇食、安心飲食》，如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頁 26- 36。 

8
 全國法規資料庫，〈食品衛生管理法〉，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最

後檢閱日期:2016 年 5 月 30 日。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最後檢閱日期:2016
http://law.moj.gov.tw/Law/LawSearchResult.aspx?p，最後檢閱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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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食品的分類 

    食品衛生管理法中所稱食品，係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物品及其原料。按我國

目前管理法源主要區分為「食品」及「健康食品」，食品依食品衛生管理法規範，

健康食品則依「健康食品管理法」管理。食品包含：農禽畜水產品等生鮮食品、

加工食品及其使用之食品添加物，包括：一般加工食品、錠狀、膠囊狀食品、特

殊營養食品及基因改造食品等；健康食品需經衛生署審查認可具特殊保健功效，

且取得許可證，始能稱之。9
 

    食品分類的意義係食品種類繁多，新食品不斷涌現，因此將食品科學地進行

分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有利於食品生產、加工、包裝及環境管理；有利於食

品貿易、流通、銷售、貯運、購買和消費；有利於食品的管理、衛生監督、打擊

假冒偽劣食品，以及食品法律法規和食品標準的制定；有利於新食品的開發研究；

有利於食品教學、科研工作的順利進行。10
 

    食品的分類方法目前有六種:另根據食品加工與否分類將食品分為原料食品

和加工食品兩大類，原料食品它是由各生產部門(如農業、林業、牧業、漁業等)

所提供的各種未經再加工的產品，主要分為下列三類： 

(一)植物性食品:陸生植物性食品的主要種類有穀類、雜糧、薯類、豆類、糖類、

植物油料類、蔬菜、果品、茶葉、咖啡、可可等；水生植物性食品的主要種

類是海產藻類和淡水藻類，如海帶、鹿角菜、裙帶菜、紫菜、石花菜和螺旋

藻等。 

(二)動物性食品:陸生動物性食品的主要種類有畜類、禽類、蛋類、奶類等；水生

動物性食品的主要種類有魚類、蝦類、貝類、蟹類、鱉類等。 

(三)礦物性食品:來源予非生物界的食品，如各種礦泉水、食鹽等。 

糧豆類食品:主要包括稻穀、小麥、玉米、高梁、小米、大豆、綠豆、小豆等，

收割後經晾曬或烘乾，其水分含量很低，吸作用十分微弱，可耐較長時間的

                                                 
9
 顧祐瑞，《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6，頁 28-31。 

10
 劉麗雲，《食品衛生與安全》，秀威資訊公司，2011，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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貯藏。11
 

表 2-1 作者自行整理 六大類食物分類與舉例 

食物分類               食   物   舉    例 

五榖根莖 

雜糧類 

白飯、麵條、冬粉、玉米、地瓜、馬鈴薯、蓮子、蓮藕、薏仁、

紅豆、綠豆、玉米、山藥、花豆、米苔目、饅頭、麵包、土司、

蘇打餅乾、蘿蔔糕、小湯圓、泡麵、油條、燒餅及豬血糕等 

蔬菜類 

菠菜、莧菜、秋葵、高麗菜、空心菜、紅鳳菜、青江菜、茼蒿、

青椒、茄子、青花菜、大番茄、蘆筍、玉米筍、海帶、木耳、

紫菜、髮菜、豆芽、竹筍、冬瓜、絲瓜、蘿蔔、洋蔥、牛蒡、

四季豆、甜豌豆、香菇、洋菇及金針菇等 

水果類 

橘子、番石榴、香蕉、草莓、木瓜、芒果、聖女番茄、柚子、

葡萄、鳳梨、棗子、蓮霧、美濃瓜、西瓜、楊桃、釋迦、梨、

桃子、櫻桃、龍眼、荔枝、奇異果、山竹及榴槤等 

蛋豆魚肉類 
蛋、豆腐、黃豆、魚、蚵仔、蝦、蟹、文蛤、章魚、花枝、牛

肉、豬肉、火腿、雞肉及鴨肉等 

奶類 牛奶、羊奶、優酪乳、起司、優格及乳製品等 

油糖鹽 

綜合類 

巧克力、布丁、糖果、冰淇淋、洋芋片、可樂、汽水、加味水、

稀釋果汁飲料、運動飲料、奶球、奶油、沙拉醬、沙茶醬、蛋

黃醬及番茄醬等調味醬料等 

    加工食品它是原料食品經過加工後所得到的各種加工層次的產品，其種類和

品種，分述如下:根據加工技術和方法的不同:可分為冷凍食品、乾燥食品、發酵

食品、膨化食品、烘烤食品、濃縮食品、結晶食品、蒸煮食品、罐頭食品、消毒

食品、醃制食品、熏制食品、輻照食品等；根據加工食品原料的不同:可分為糧

食製品、澱粉製品、蔬菜製品、水果製品、肉製品、禽製品、蛋製品、乳製品、

                                                 
11

 MBA 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9F%E5%93%81，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 日。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9F%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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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果、茶葉、酒等。12
 

叁、根據食品營養成分的特點分類不同食品具有不同的營養價值，從這點出發可

把食品分為下列六類： 

(一)穀類食品主要提供碳水化合物、植物性蛋白質、維生素B•和尼克酸。在以植

物性食品為主的食物結構中，穀類食品是熱能的主要來源。 

(二)動物性食品主要提供動物性蛋白質、脂肪、無機鹽和維生素A、維生素B2、

維生素Bl2等。 

(三)大豆及其製品主要提供植物性優質蛋白質、脂肪、無機鹽、B族維生素和植

物纖維。 

(四)蔬菜、水果及其加工品主要提供膳食纖維、無機鹽、維生素c和胡蘿b素。 

(五)食用油脂主要提供脂肪、必需脂肪酸、脂溶性維生素和熱能。  

(六)糖和酒類主要提供熱能。 

根據食品在膳食中的比重不同分類在膳食中所占比重大的食品通常稱為主

食，比重小的為副食。主食:在當前，我國大多數居民的主食是各類糧食及其加

工品；副食:主食以外的食品通稱為副食，主要包括菜、果、肉、禽、魚、蛋、

奶、糖、酒、茶及其加工品和各種調味品。13
 

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主食在膳食中所占的比例逐漸減少，而副食

所占的比例逐漸增大，主食和副食的界限正逐漸模糊和消失。其他食品隨著科學

技術的進步、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人們環保意識和營養保健意識的增進，各種

新型食品隨著食品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而不斷問世，近年來出現了以下一些新型

態食品如下:方便食品:指稍作加工處理即可食用的食品，其特點是經濟快捷、食

用便利，比如速食麵、方便飯、微波食品、軟硬罐頭等。 

保健食品:又稱機能性食品，是指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適宜於特定

                                                 
12

 臺灣農業故事館，

http://theme.coa.gov.tw/storyboard.php?type=b&web=S&parcat=2448049&id=2448094，最後檢閱

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13

 MBA 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E9%A3%9F%E5%93%81，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8 日。 

http://theme.coa.gov.tw/storyboard.php?type=b&web=S&parcat=2448049&id=2448094，最後檢閱日期:2016
http://theme.coa.gov.tw/storyboard.php?type=b&web=S&parcat=2448049&id=2448094，最後檢閱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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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食用，可增強免疫力、調節機體功能，但不以治療疾病為目的，比如調節血

脂、血糖、補充礦物質和微量元素、補充維生素和減肥食品等；14綠色食品:是指

遵循可持續發展，按照特定生產方式生產，經專門機構認證，許可使用綠色食品

標誌的無污染的安全、優質、營養類食品。綠色是對突出這類食品出於良好的生

態環境，能給人們帶來旺盛的生命力，其標誌圖有太陽、葉片、蓓蕾，向人們展

示綠色食品生態安全和無污染的特徵，並提醒人們通過改善人與環境的關係，創

造自然界新的和諧。15
 

有機食品(orgainc food):是指一類真正無污染、純天然、高品質、高質量的健

康食品。 

表2-2  筆者自行製表  食品與藥品的區別 

食品與藥品 

的區別 
食   品 藥   品 

原料不同 

食品所用原料是經過人們

長期食用檢驗並證明對人

體無毒無害的大宗物料。 

藥品採用的原料往往對人

體有一定的毒副作用，有

的藥品是經化學合成、提

煉、微生物發酵等技術獲

得的小宗量物質。 

功能不同 

食品具有充饑飽腹、滿足人

們的食欲、營養保健、聯絡

感情、享受審美、社會安定

這六大功能。 

藥品主要功能是防病治

病，不能充饑飽腹，不能

滿足人們的食欲，更不可

能具有文化性、藝術性等

審美功能。 

有機食品和綠色食品是有區別的，不能混為一談。有機食品生產過程中，必

須完全不使用任何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和添加劑，並經有關頒證組織檢測，確

認為純天然、無污染、安全營養的食品。而綠色食品在生產過程中，仍可容許使

用化肥、低毒農藥和添加劑等。有機食品的生產加工標準非常嚴格，比如只能使

用有機肥、生物源農藥和物理方法防治病蟲害等。16
 

                                                 
14

 王森德等人，《保健食品功效速查圖點》，康鑑文化，2009，頁 12-14。 
1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網站，http://www.coa.gov.tw/ws.php?id=2186，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2

日。 
16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C%89%E6%A9%9F%E9%A3%9F%E5%93%81，

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0 日。 

http://www.coa.gov.tw/ws.php?id=2186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6%9C%89%E6%A9%9F%E9%A3%9F%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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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我國食品的法律規範 

在制定食品法規和標準過程中，我國應當充分地利用食典標準（Codex 

standards）並吸取其它國家在食品安全上的教訓。在搜集適合於本國情況的資訊、

概念及有關規定過程中，應充分考慮其它國家的經驗，既可滿足本國需要，亦符

合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協議和交易夥伴的要求。17
 

食品法規應包括以下面向：必須規定高度之健康保護水準；應包括明確定義，

以增加可靠性和法律安全性；應建立在高水準、公開透明、獨立之科學建議之上，

這些建議應來自於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和風險交流過程；應包括在發現對健康的

風險已超過可接受的水準時，以及在無法開展全面之風險評估的情況下，須採用

預防性手段和採取臨時性措施的規定；應包括消費者有權獲得準確和足夠資訊的

規定；應明確追蹤食品之方法以及在出現問題的情況下召回這些食品的規定；應

明確規定屬於生產者及加工者承擔之有關食品安全及品質的主要責任；應包括保

證投入到市場之食品是絕對安全並準確標示義務；承認國家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 

，特別是與貿易有關的義務；應確保在制定食品法律過程中的公開性並可提供相

關資訊。18
 

為確保我國之食品安全，以及各國農產品與食品貿易之衛生安全，各國政府

應積極制訂相關管理制度與法規，期能降低我國的食品安全風險，保障人民的健

康，並維護我國的食品安全形象。19
 

一、國家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之要素 

     聯合國糧農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Organization，下稱FAO）及WHO出

版之「保障食品的安全和品質：強化國家食品控制體系指南」，提出國家食品管

                                                 
17

 林勤富，〈食品安全與國際標準制定〉，亞太區域貿易協定發展趨勢研討會-食品安全與貿易規

範，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5 年 10 月 30 日，頁 37-58。 
18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11。  
19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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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體系的要素如次：20
 

(一)目標：減少食源性疾病的風險，保護公眾健康；保護消費者免受不衛生、有

害健康、錯誤標示或攙假食品之危害；維持消費者對食品體系信任，為國內

及國際之食品貿易提供合理法規基礎，並促進經濟發展。 

(二)範圍：食品管理體系應適用本國範圍內所有食品之生產、加工及銷售，且包

括進口食品，管理體系應具有法律基礎並具強制性。 

(三)系統構成，雖然食品管理體系之組成及重點因不同國家而異，但大多數系統

均含有下列典型的構成：食品法律及法規（Food Law and Regulations）制定

有關食品之強制性法律及法規是現代食品管理體系之基本組成。食品法律通

常包括不安全食品之法律界定及明確在商業中消除不安全食品之強制手段，

並處罰違法且應負責任者。現代食品法律在盡可能之範圍內不但包括必要之

合法權力和保障食品安全之規定，還允許食品主管部門或若干部門在該體系

內採取預防性措施。21
 

二、食品控制管理（Food Control Management） 

食品衛生與安全之意義，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對於食品衛生安全所作之定義「Food Hygiene”means all measures necessary for 

ensuring the safety,wholesomeness and soundness of all foods at all stages from its 

growth, production, or manufacture until its  final comsumption.」可知，食品從生

產、製造到消費者購買後，均必須確保食品係在安全及衛生之情況。22
 

世界衛生組織對食品安全的定義：食品安全指必須在生產、加工、庫存、配

送和準備等過程採取一切措施，使食品在前述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是安全、無害、

健康、適合人類食用與消費。23
 

                                                 
20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10。 
21

 聯合國糧農組織，http://www.fao.org/publications/zh/，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0 日。 
22

 劉麗雲，《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秀威，2011，頁 1。 
23

 FAO and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Safety and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The Role of 

Food Safety in Health and Development,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Safety.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 

我國食品安全的定義，「食品安全」是「食物不帶有危險性」的意思，食品

安全的問題已普遍地受到重視，其原因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因素：人們對自己的

健康越來越關心，而食品是每天必須攝食之物；食品種類及型式日益繁多，使得

消費者對食品製造過程欠缺了解；生活水準的提高，使得消費者在享受生活之餘

更加關心食品安全；現在分析技術之進步，使得過去測不到的有害成分能被精確

測出來，也使得以往較少受注意的微生物被徹底研究；大眾傳播媒體的發達，而

食品安全始終是其報導的重點之一。24
 

有效之食品管理系統需要在中央政府層級進行政策及執行措施之協調，且需

制定及實施國家食品管理之總體戰略；開展國家食品管理計畫；籌集資金及分配

資源；制定標準和法規；參加與國際食品控制有關的活動；制定應急方案；實施

風險分析等。至於核心職責應包括確定法定措施、監督系統運行情況、促進系統

的不斷完善以及提供全面的政策指導。25
 

自然產出，可供食用稱做食物，食物及其加工製品叫做食品，食品加工是以

農畜水產品為主要原料，加工以供人類食用的產品，是民生首要的基礎。26對於

食品的腐敗、酸敗、含毒有害物質、病原微生物之污染、異物之混入等做適當之

措施，並設法避免由食品、包裝器具等而將有毒物質污染食物。關於食品衛生的

重視，目前已逐漸轉入以微生物為主題，因為食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已由

過去的地區性的生產、消費進入了大量生產、加工、銷售及消費，例如美國的食

品生產，銷售到全美各州，甚至全世界，市場非常廣大及消費的改變，由過去家

庭式的消費，進入以餐飲團體膳食為主的大量供應的消費。 

食品的法律規範對於國家安全意涵之定義，無論是個人、社會或國家而言，

安全是最重要的議題，國家安全是所有國家所關注亦是國際間共同的最大挑戰。

安全不限於傳統的軍事、國防、外交、政治、經濟等項安全；非傳統安全的人口、

貧窮、環保、生態、飲食、國土、國際犯罪、傳染病、恐怖主義等，同樣受到重

                                                 
24

 劉麗雲，《食品衛生與安全》，秀威資訊公司，2011，頁 2-6。 
25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12。 
26

 李錦楓等人，《圖解食品加工學與實務》，臺北市︰五南，2015，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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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國家安全解釋其意涵為，國際社會百科全書：「國家安全就是國家保衛其內

部價值(自由、生存、繁榮)，不受外來威脅的能力」，美國已故前總統林肯說:

國家安全一詞，有三種意義:(一)保障國家安全的生存，獨立與領土完整，不受外

力的干涉；(二)保存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三)維持國家在國際間的地位。國內

學者:「國家安全，指一個國家在遭受外來或內在的威脅時，對於其所珍愛的價

值，所表現的維護之能力。」或「國家安全係國家為保障其領域、主權之完整，

與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所採安內攘外之護衛行動」。27
 

綜言之，「國家安全，廣義即國家在國際事務中，有效運用其政治、經濟、

軍事、外交、情報等手段，以充實國家力量，提高國家地位，抗拒外來威脅，消

除內部不安，增進國家利益，保障國民福祉的政策與能力」。 

三、食品衛生安全之管理組織與法規機制： 

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是我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署於民國64年1月28日公

佈「食品衛生管理法」。「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於民國70年11月3日公佈。

民國68年台灣中部發生「多氯聯苯」食油中毒案後，衛生署乃於民國69年提出「加

強食品衛生管理方案」。衛生署食品衛生處於民國70年7月正式成立，內設食品

安全、查驗、輔導及營養四科，掌理有關食品衛生管理及國民營養規劃事項，省

政府衛生處及各地衛生局則相繼成立食品衛生科。28
 

食品法規制訂之法令有「食品衛生管理法」、「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一般食品衛生標準」、「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

驗辦法」、「食品與相關產品查驗登記及許可證管理辦法」、「食品業者衛生安

全管理驗證及委託驗證管理辦法」、「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

「食品中毒處理要點」、「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用量標準」、「食品衛生法規

                                                 
27

 趙明義，《當代國家安全法制探討》，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 9-16。 
28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http://www.fda.gov.tw/TC/news.aspx?cid=3&cchk=46552e96-810a-42c3-83e1-bd5e42344633，最

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http://www.fda.gov.tw/TC/news.aspx?cid=3&cchk=46552e96-810a-42c3-83e1-bd5e42344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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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編」等。29
 

 

圖 2-1   食品供應鏈溝通範例與法令及法規主管機關關聯圖 

四、我國食品衛生管理之方式分為四大類 

(一)衛生單位派人駐場執行的屠宰場衛生管理：「嚴密戒慎，事必躬親」。 

(二)依法令規定特定工廠須設置衛生管理人員執行的衛生管理：「勤於督促，輔

導容易」。 

                                                 
29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食品安全法規》，2015，頁 1-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8 

(三)訂定食品衛生標準供業者遵循：「標準完備，俾眾依循」。 

(四)加強食品衛生宣導工作：「衛生宣導，民眾受益」。 

五、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分三等級 

第一級；通知限期改善級，是最輕的處分。 

第二級：罰款級，不必通知限期改善，只要違法即予處罰。 

第三級：送法院級這是最嚴重的處分。30
 

 

第三節  國際食品安全機構 

食品安全的維護，受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以及世

界農糧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United Nation(FAO)之重視，共同

成立了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縮寫為CAC），

從1963年起，針對保護消費者健康及確保食品貿易之公平進行。CAC負責制定國

際食品安全標準、準則及最佳行為規範。目前有185個會員國參與CAC的運作。

而CAC信託基金會為幫助國際標準落實全球化，達到世界各國的普遍參與，尤其

協助發展中國家及經濟轉型國家(transition-economy countries)。CAC信託基金會，

每年都會針對其所贊助支持的發展中國家及經濟轉型國家的食品安全效能進行

分析，並提出改善建議，採取務實的方式協助各國能夠達到最大的參與。31
 

    食品法典委員會是目前國際上權威的食品安全標準制定機構，本身不具有國

際法人格，每年召開CAC大會對於重要標準的採納進行討論，但有眾多隸屬機構，

稱為法典委員會(Codex Committee)，針對特定項目進行標準草擬制定，最後才會

提交CAC大會通過。32
 

世界衛生組織策略文件明確列舉七項必要工作:強化食因性疾病調查系統、

                                                 
30

 梁秋錦，〈食安事件之反思－危機？轉機？〉，

http://mymkc.com/articles/contents.aspx?ArticleID=22015，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5 日。 
31

 周桂田、徐健銘，《從土地到餐桌上的恐慌》，商周出版，2015，頁 69-73。 

32
 譚偉恩，〈論跨國食品詐欺及其治理〉，全球政治評論，第 51 期，2015，頁 123-146。 

http://mymkc.com/articles/contents.aspx?ArticleID=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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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風險評估、建立評估新科技食品安全性的方法、加強WHO在Codex會議中科

學性及公共衛生的角色、加強風險溝通及宣導、加強國際合作、建立開發中國家

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33 

一、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WHO成立於1948年，乃聯合國下負責衛生事務的專職機構。WHO成立之宗

旨為促進世界各民族達到衛生之最高可能標準。WHO對促進食品衛生安全所提

出之指引：加強食物傳染性疾病的監測系統、改進風險評估的方法、開發新技術

評估產品安全的方法、加強WHO在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中扮演科學與公共衛生

的角色、加強危害之溝通與宣導、增進國際與國內之合作、加強開發中國家食品

安全之能力的建設。34
 

食品管理體系必備要素，WHO(2003)的最新指導文件： 

(一)食品法規：相關食品法律及規定以全程管理的設計方式來達到預防的目的，

以摒棄傳統被動的查處作業。 

(二)主管機關：建立整合性食品管理策略，確實擁有經費及資源以制訂標準及規

範、實施風險分析、建立緊急應變程序，以及參與國際食品管理相關活動。 

(三)檢驗服務：食品檢驗實驗室必須擁有基本及精密的分析儀器、技術精良的檢

驗人員、可靠的分析方法，並且通過實驗室的認證。另並應設置中央參考實

驗室以提升檢驗效率、連結食品汙染監測數據與食品中毒流行病學資料，以

利發展早期預警系統，協助建立基於風險的食品管理政策。 

(四)稽查作業：對生產者、販賣者及消費者提供完善的稽查服務，稽查人員必須

充分瞭解法規、科技、產銷以及稽查作業的標準程序，尤其是目前國際間最

為重視的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的稽核作業。 

(五)宣導教育：必須對一般民眾提供正確的資訊；對各階段食品業者提供法規及

                                                 
33

 陳樹功等人，《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華格那公司，2013，頁 1-5。 
34

 顧祐瑞，《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6，頁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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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的教育；對管理體系內的稽查及檢驗人員提供專業的訓練。35 

二、歐盟 

歐盟食品安全局於2002年1月成立，主要是根據理事會及成員國的要求，對

食品安全問題從源頭到餐桌進行詳盡分析研究，提供獨立之科學建議，作為管理

當局風險管理決策之依據，並對外進行風險溝通。歐盟成員國紛紛建立統一的食

品安全監督管理機構，並將風險管理與風險評估分別在不同的機構進行，以保證

以科學為基礎的風險評估不受行政干擾。成員國則依循歐盟食品安全白皮書之原

則，各自建構國家食品安全管理體系。36
 

歐盟食品安全局編制約400人，計有1,500專家學者曾參與風險評估，200件

科學評估案被接受。局下分成四大部門，分別為：Executive Director行政最高長

官；Management Board：負責預算管控、年度工作計畫核准、跨部會及跨國聯繫；

Advisory Forum：由各成員國代表參與的諮商顧問會議；Scientific Committee and 

Scientific Panels：由相關領域專家組成的風險評估科學小組，目前設置有10 個

小組，分別為動物衛生與福利組、食品添加物及營養添加劑組、生物危害物組、

食品接觸物酵素香料組、食品鏈污染組、基改生物組、飲食營養及過敏組、植物

保護產品及殘留物質組及植物衛生組等。37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發表「食品安全白皮書」(White Paper on Food Safety)，

以加強管理制度，確保「農場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每個階段之食品安

全，所有涉及到的單位或個人需要付與責任制之規定，以提高消費者對於食品安

全之信賴性。38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成立歐洲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EFSA)與訂定有關食品安全之程序。由管理委員會、風險評估小組、科學委員會、

                                                 
35

 陳樹功等人，《新編食品衛生與安全》，華格那公司，2013，頁 1-6。 
36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0-35。  
37

 歐盟食品安全局網站，

http://www.twword.com/wiki/%E6%AD%90%E6%B4%B2%E9%A3%9F%E5%93%81%E5%AE

%89%E5%85%A8%E5%B1%80，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8 日。 
38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0-33。 

http://www.twword.com/wiki/%E6%AD%90%E6%B4%B2%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5%B1%80
http://www.twword.com/wiki/%E6%AD%90%E6%B4%B2%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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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小組和資訊發布機關等組成，主要職責為食品產業鏈的監督和管理、食品安

全風險分析、與消費者溝通管道、提供評估之結果與建議，在執行監督和管理等

職責須以公正性與透明化。39
 

    歐盟食品安全管理體系的特點:遵循消費者至上的基本原則，實施各部門協

調一致的食品安全管理策略；以歐盟法規為指導，建立層次分明的食品安全法規

體系；以保障消費者健康和促進國際貿易為目的，建立國家食品安全控制體系。

食品安全管理原則:建立「農場到餐桌」全程監管之程序、風險分析原則、快速

通報系統、召回機制及食品標示規範。 

    歐洲食品安全局要求所有食品業者採取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  HACCP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 )的原則管理。40
HACCP是國際普遍認定最

佳的食品安全控制方法，其重點在預防而非事後補救。藉由控管各個階段發生的

食品安全風險，餐飲業者可以花最少的成本達到最高的預防收益。食品相關產業

均適合應用HACCP，包括餐飲業、食品製造業、食品販售業等。 

HACCP七大原則: 

(一)進行危害分析:從原料之生產、加工程序、銷售以及消費等各環節可能產生之

各種危害（包括物理、化學即為生物之危害）進行確認分析，並依據評估之

危害性擬定預防措施。 

(二)確認重要管制點: 界定各階段之必要監測措施，俾確保產品品質及安全。 

(三)確定每個重要管制點的界限: 訂定每個CCPS之管制標準及檢測方法。 

(四)建立監控重要管制點的系統: 落實CCPS例行性監測，以確保每個環節暨生產

程序符合標準。 

(五)建立失控時之矯正措施: 當某個CCPS超出管制標準，應有臨時性修正計劃。 

(六)建立HACCP系統執行的有效性: 廠商自我檢查以確認相關措施之有效性。 

                                                 
39 歐洲食品安全局網頁，

http://www.twword.com/wiki/%E6%AD%90%E6%B4%B2%E9%A3%9F%E5%93%81%E5%AE%

89%E5%85%A8%E5%B1%80#3，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1 日 
40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2-33。 

http://www.twword.com/wiki/%E6%AD%90%E6%B4%B2%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5%B1%80#3
http://www.twword.com/wiki/%E6%AD%90%E6%B4%B2%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5%B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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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建立系統執行的文件紀錄: 應保留各項監測措施之紀錄，俾確認其有效性，

並供檢驗主管機關參考。41 

三、美國 

    美國對於食品安全之管理，係採機關（構）聯合監管制度，在地方、州和全

國監督食品的生產與流通等。42
 

(一)食品安全主管機關為聯邦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食品藥物管理局下的「食品安全

與 應 用 營 養 學 中 心 （ Center for Food Safety and AppliedNutrition 

Organization,CFSAN）」其主要職掌為負責對美國國內生產及進口的食品、

化粧品進行監督管理，間接促進公共衛生及疾病預防，編制約為9000人。其

下設有10個辦公室，分別為：Food Defense,Communication and Emergency 

Response、Food Safety、Cosmetics and Colors、RegulatoryScience、Food Additive 

Safety、Compliance、Applied Research and Safety Assessment、Regulations, 

Policy and Social Sciences、Nutrition, Labeling and Dietary Supplements。 

(二)食品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 

依法執行國內生產及進口食品（肉類和家禽除外）有關的食品安全管理措施，

對食品生產業者和食品倉庫進行檢查，並且採集及分析樣品，以確定是否有

物理、化學或細菌性之污染。動物用藥之主管機關為FDA 獸醫藥品中心。

在進口食品方面，則針對不同種類之進口生鮮蔬果等食品進行抽樣及檢驗。

43
 

(三)農業部之食品安全及檢查局（Food Safety andInspection Service, FSIS） 

負責與禽、畜、肉、蛋製品有關之食品安全工作，除針對各相關議題（如即

食食品、狂牛病（BSE）執行年度性監測計畫外，並對市售禽、畜、肉、蛋

                                                 
41

 李昇平，《食品衛生與安全》，李昇平，2015，8-14 至 19。 
42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4-35。 
43

 維基百科美國食品藥物管理局網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9%A3%9F%E5%93%81%E8%8D%

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最後檢

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3 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9%A3%9F%E5%93%81%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B%BD%E9%A3%9F%E5%93%81%E8%8D%AF%E5%93%81%E7%9B%91%E7%9D%A3%E7%AE%A1%E7%90%86%E5%B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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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品執行例行性的隨機檢測，自公元2003年以來已分析超過45萬個樣品。44
 

(四)美國聯邦司法部菸酒槍械炸藥局：主管酒精濃度7%以上飲料。 

(五)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非包裝飲用水之主管機關。 

(六)分析方法包括有國際公定分析化學家協會（AOAC International）所發展的公

定方法、 FSIS所發行之微生物實驗室指引書（MicrobiologyLaboratory 

Guidebook, MLG）以及FDA 自行建立之方法（in-house method）。 

(七)為因應恐怖攻擊，美國成立了食品緊急應變網（Food Emergency Response 

Network, FERN），其中電子實驗室交換網路（eLEXNET）是一個食品檢測

資訊交換平台，參與食品緊急應變網之聯邦、州和地方實驗室均可即時分享

檢測資料，進行協調合作與溝通。透過此電子平台系統，參與應變網的122 間

實驗室，可以迅速確認實驗室能力、收集資料以保障民眾安全、擬訂食品檢

測工作計畫、提供危害分析資料、比較各州的採樣計畫、提供有效且適當的

檢測方法。45此外，美國亦於2006年2月9日提出「緊急應變計畫」（Emergency 

Response Plan Food Emergency Template Version），以協助各州政府建立食品

緊急應變計畫。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負責食品安全管理與執行的聯邦機構，可

分為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 (DHHS)的食品藥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美國農業部(USDA)的食品安全檢驗局(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s；FSIS)與動植物衛生檢驗局 (Animal and Plant Health 

Inspection Service,APHIS) 與美國環境保護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及各州或各郡市的衛生部門。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主要負責

美國國產及進口銷售食品、制定美國食品相關之法規、生產標準及食品加工

作業程序及依法執行食品相關安全查驗等範圍。而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驗

局(FSIS)，負責農產原物料管理為主、國產及進口的肉類、原物料工廠衛生

標準及原物料監管與檢驗等範圍。 

                                                 
44

 李根永等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4，頁 163-167。 
45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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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動植物衛生檢驗局(APHIS)：負責控管基因改造植物的開發與田間試驗、病

蟲害綜合防治管理與生物控制及動物產品之輸入和輸出檢疫等範圍。 

(九)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負責食物中的農藥及其他有毒物質殘留限量等範

圍。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依危害程度的大小，將食品安全問題依序分為

下列六項：產毒及病原性微生物（toxigenic and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營

養危害（nutritional hazards）、環境污染物（environmental contaminants）、天然

毒性成分（natural toxic constituents）、農藥殘留（pesticide residues）及食品添

加物（food additives）。46
 

    美國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從「農場到餐桌」之監管、食品業者登記制度、食

品標示規範、充分運用消費組織力量及食品可追溯與召回系統。 

食品安全預防及監管：風險分析、食品業者義務、預防摻頻、制定食品製造

標準、提高稽查效率、加強高風險食品稽查及提高食品市售抽檢率。47
 

四、日本 

日本之食品安全管理機構，食品安全委員會由內閣府直接領導，是對食品安

全性進行鑑定評估，並向內閣府提供科學依據的獨立機構。根據「食品安全基本

法」，該委員會由7名食品安全專家組成，委員全部為民間專家，經國會批准，

由首相任命，任期3年。該委員會下設事務局，負責日常工作及專門調查會，該

會負責專項案件的檢查評估，下分化學物質評估組、生物評估組、新食品評估組

等3個評估專家組。食品安全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包括：實施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對風險管理部門進行政策指導與監督以及負責風險訊息之溝通與公關。48
 

(一)厚生勞動省:隨著食品安全委員會的成立，厚生勞動省有關食品安全風險評估

的職能被相應剝離，目前在食品安全管理方面的職能主要是實施風險管理。

                                                 
46

 暘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unreach.com/html/renzheng/4/33/117.html，最後檢閱日

期:2016 年 6 月 21 日。 
47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6-38。 
48

 李根永等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4，頁 27-28。 

http://www.sunreach.com/html/renzheng/4/33/1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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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屬藥物食品安全局（Pharmaceutical and Food Safety Bureau）食品安全部

（Department of Food Safety）是日本食品安全監管的主要管理機構，主要職

能是：執行「食品衛生法」保護國民健康；根據食品安全委員會的評估鑑定

結果，制定食品添加物以及藥物殘留等標準；執行對食品加工設施的衛生管

理；監視並指導包括進口食品的食品流通過程的安全管理；聽取國民對食品

安全管理各項政策措施及其實施的意見，並促進信息的交流。49
 

(二)食品安全部轄下負責食品安全事務的有關機構及主要職責如下： 

1、企劃訊息課:負責食品安全監管職能總體協調，風險交流等事宜；國際食品安

全室：負責國際事務協調；檢疫所業務管理室：負責處理所有檢疫事務及執

行輸入食品監測檢查；基準審查課:負責食品、食品添加物、農藥殘留、動物

用藥殘留、食品容器、食品標示等規範和標準的制定。該課下設的新型食品

健康政策研究室，負責制定轉基因食品的安全評估工作及標示規範。 

2、監督安全課:負責執行食品檢查、健康風險管理、家禽及生畜肉安全措施以及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zard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或簡稱HACCP）

的健全與完善、良好實驗室規範、環境污染物監控措施、加工工廠衛生控制

措施。下設：輸入食品安全對策室：負責輸入食品查驗計畫法規制定，確保

進口食品的安全；食品中毒被害情報管理室：負責食品危害健康之調查分析。 

3、農林水產省:農林水產省負責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機構是消費安全局。消費安

全局下設消費安全政策、農產安全管理、衛生管理、植物防疫、標識規格、

總務等6課及1名消費者信息官。農林水產省還新設食品安全危機管理小組，

負責應對重大食品安全問題。農林水產省有關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職能：負

責制定和監督執行農產品類食品商品的產品標準；採取物價對策，保障食品

安全；農林水產品生產階段的風險管理（農藥、肥料、飼料、動物等）；防

止土壤污染；促進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安全訊息交流。 

4、地方政府:根據「食品衛生法」，地方政府主要負責3方面的工作：制定轄內

                                                 
49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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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檢驗和指導計畫；對轄內與食品相關的商業設施進行安全衛生檢查，

並對其提供有關的指導性建議；頒發或撤銷與食品相關的經營許可證。地方

政府也進行食品檢驗，但主要是由當地的保健所或肉品檢查所等食品檢驗機

構，對其相應權限範圍內的產品進行檢驗。50
 

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主要由農林水產省和厚生勞動省負責實施具體的管理工

作，為加強食品安全的管理，2003年5月23日制定「食品安全基本法」，同年7

月在內閣府設置食品安全委員會。51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食品安全委員會對食品安全性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進行

檢測鑑定，並向內閣府為立法提案提供科學依據的獨立機構，食品安全委員會由

科學家和專家組成。有權對農林水產省和厚生勞動省的直接管理機構對食品安全

的執法治理狀況進行評價和監督以及建議。 

    農林水產省消費安全局業務:保護消費者健康、制定和監督執行農產品類食

品商品的標示規格，採取物價對策，保障食品安全，管理農林水產品的生產階段

的安全，防止土汙染，促進消費者和生產者的安全資訊交流。 

    厚生勞動省醫藥食品局食品安全部業務:執行食品衛生法、保護國民健康。 

食品安全管理政策:農藥取締法與食品衛生法、JAS法與追蹤系統、進口動植物與

食品檢疫檢驗等。52
 

五、中國大陸 

    中國食品安全衛生中央主管機關為「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由國務院副

總理擔任委員會主任。衛生部、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農業部、質量監督檢

驗檢疫總局及工商行政管理局，分段監管食品衛生安全。食品監管模式採一個監

管環節由一個部門監管的原則，採取分段監管為主、品種監管為輔方式，依生產

經營環節劃分各部門監管職責。此外，尚有食品相關行業協會、仲介組織受政府

                                                 
50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9。 
5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732，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3 日。 
52

 陳玉玲等人，食品所 ITIS 報告，《食品產業鏈之安全管理》，2011，頁 42-52。 

http://www.coa.gov.tw/view.php?catid=19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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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在食品安全監管活動中提出意見，或組織專家承接專案，在分段監管模式

下各部門之職權劃分：53
 

(一)衛生部：按2010年6月1日施行之「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規定，承擔

食品安全綜合協調職責，負責食品安全風險評估、食品安全標準制定、食品

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檢驗機構的資質認定條件和檢驗規範的制定，組織查處

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二)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保健食品及餐飲管理；農業部：監管初級農

產品生產環節，起草農產品品質安全監管方面法律等，組織農產品安全監測

和監督抽查，指導農業品質體系認證管理，負責農產品品質安全狀況預警分

析和資訊發布；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監管出入境檢驗檢疫，進出口食品

安全管理。監督食品生產加工環節品質技術，對省級品質技術監督機構實行

業務領導。 

(三)工商行政管理局：監管流通領域商品品質和流通環節食品安全。54
 

六、食品安全管理之國際趨勢: 

    規範全球90%以上貿易活動之世界貿易組織（WTO），於1995年1月1日正

式成立，其所制定之「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Agreement on 

the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以下簡稱 SPS 協定）」，適用於「為保

護境內人類生命或健康以防範因食品、飲料或飼料中之添加物、污染物、毒素、

或病原體而導致之風險」之任何食品安全管理措施。55
 

    SPS協定之內容，影響各國政府執行食品安全管理之基本理念。其中之重要

觀念包括：調和(Harmonization)會員應依據既有之國際規範，訂定其管理措施，

得採取高於國際規範之檢驗措施；同等效力(Equivalence)出口會員如可證明其不

                                                 
53

 李根永等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4，頁 15-17。 
54

 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理局，http://big5.sfda.gov.cn/gate/big5/www.sfda.gov.cn/WS01/CL1029/，最

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5 日。 
55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食品安全檢驗與動植物防疫檢疫措施協定》，2002，

頁 1-23。 

http://big5.sfda.gov.cn/gate/big5/www.sfda.gov.cn/WS01/CL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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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進口會員之檢驗措施，可保障國民健康所需之保護，進口會員口國應予接受；

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擬定食品安全管理相關措施，考量現有科學證據，進

行風險評估；透明化(Transparency)：法規措施應公布出版，研擬中之法規有影響

貿易者，應通知各會員國表達意見。56
 

    從食品安全管理之實務面觀之，由於食品貿易自由化發展，各國之農產品及

食品均可自由流通，造成食品加工與產銷方式之複雜化。消費者固可藉此享受來

自於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品業者對於原料之取得，亦有多樣化的選擇，但隨著市

場開放，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也可能因此而影響其他國家

之食品安全管理。 

    傳統的食品安全管理模式，社會大眾一般多認知為由政府全面進行市售產品

之檢驗，而一件產品之檢驗結果，並不能代表市場上所有食品之安全性，檢驗之

耗時，亦常有緩不濟急或無法追蹤到來源之現象發生，若不能以治本之方式，找

到問題根源，徹底解決，食品安全問題仍將層出不窮。故基於預防重於治療之觀

念，國際食品安全管理之潮流，特別強調食品從生產到消費之整體流程中，業者

本於自主管理之精神，應有責任在每一個環節做好管制，以積極的預防來取代消

極的檢驗。 

    各國政府為因應社會快速變遷及食品貿易自由化對於食品安全管理之衝擊，

均調整管理架構與管理措施，以便順應國際管理之趨勢，因應食品貿易新潮流，

而一方面又能符合國際規範，履行國際義務。因此，有關食品安全管理常見之改

進方案，多為將「自主管理」、「源頭管制」、「產品責任」等管理趨勢，應用

SPS協定規範之「調和」、「同等效力」、「風險評估」、「透明化」等原則，

將其具體化。具體作法包括下列七項：以科學原理為基礎，參考國際規範，衡酌

實際管理需要，訂定有效之食品安全管理措施；建立完整之基礎資料，強化風險

評估之技術與能力；輔導業者建立自主管理系統，以達食品產銷源頭管制之目的；

運用「同等效力」概念，建立認證驗證體系，擴大管理之資源；健全進口食品管

                                                 
56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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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度，以便在第一時間保障消費大眾飲食安；落實食品安全管理措施之透明化，

加強與各界之溝通，辦理消費者教育；促進食品安全資訊之國際合作。57
 

    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對於促進食品安全訂定之指導原

則，強調食品安全之確保，須結合政府、業者、消費者的努力，才能達成目標。

政府應依據風險評估之結果，訂定政策及規範，以監督與輔導之角度管理業者，

並對消費者施以教育宣導，同時提供相關健康照護；業者則應在從農場到餐桌

（ from farm to table ）的整個流程中進行自主管理，建立良好的品管措施，確

保加工食品及其生鮮原料符合規定，相關作業人員並應接受完整的訓練。消費者

則應具備食品衛生相關知識並確實實踐，同時發揮監督功能。在 業者建立自主

衛生管理制度，政府加強稽查，消費者發揮監督功能，三管齊下，方能達到食品

安全衛生之目標。58 

    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指出，風險管理不同於風險評估，過程應由餐飲業者和

政府單位共同討論，考量風險評估和保護消費者健康及促進公平交易原則後，挑

選出適當的預防和控管措施；因為要面臨日新月異的食品科學技術和跨國貿易的

各種風險，因此風險管理應考慮風險利益、成本、公眾評價、保護消費者健康、

提供研究和促進公平貿易等因素，遵循一套有結構的方法，包括訂定初期風險管

理活動、評估各種風險管理方案、執行、監督與回顧這些決定。此外，生產鏈相

關的製造、貯存、加工也應當納入考量。59
 

 

第四節  小結 

鑒於國內於2008年間發生中國大陸輸入之乳製品被檢出含三聚氰胺事件，國

                                                 
57

 SPS 協定規範，食品衛生檢驗及動植物檢疫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即 SPS)措施，是國

際間通行的重要規範，其目的在於避免或減少各國因國際農產品貿易之動、植物及其產品流通所

造成外來重大動植物疫病蟲害之入侵及蔓延，以維護其國境內國民及動植物生命健康及自然生態

環境。 
58

 臺灣世界衛生組織研究中心（http://www.twwho.org/home/zhong-xin-jie-shao），最後檢閱日

期:2016 年 6 月 27 日)。 
59

 國際標準化組織，http://www.bsmi.gov.tw/bsmiGIP/wSite/fp?xItem=16649&ctNode=4023&mp=7，

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8 日)。 

http://www.bsmi.gov.tw/bsmiGIP/wSite/fp?xItem=16649&ctNode=4023&m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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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常生活嗜食之乳品、餅乾、咖啡、奶茶、烘焙食品、濃湯無不受波及，部分

國人選購食品甚至抱持「恐懼」之心情，此事件之衝擊，可謂台灣近年來僅次於

「SARS疫情」之公共衛生安全事件；食品風險評估專業，猶不敵民眾對基本民

生食品安全衛生之要求；惟食品安全之風波不僅於此，以管理制度健全著稱之國

際連鎖速食業者竟被發現長期間使用炸油未予更換，影響所及，包括連鎖速食業

者販賣之炸雞、薯條及夜市或攤販販賣之鹽酥雞、香雞排等食品均被波及，業者

生計及民眾對於政府把關食品安全之信心，同受損害。除此之外，國內戴奧辛鴨、

鉻稻、黑心素食、生菌數高之涼麵、被檢出不得使用農藥之茶葉及台灣傳統美食

製作過程是否衛生等問題層出不窮，且各種食物則共同有「食品添加物」不當添

加之問題，國人雖認「民以食為天」，卻未能安心食用食物，而「食品衛生把關

不嚴」更列為行政院研考會民國98年調查10大民怨中電話票選之第5位，亦為網

路票選之第9位，足見民眾對於政府嚴加把關食品衛生之殷切期望。 

    食品安全管理衛生事項確甚繁瑣，且各國食品廣泛輸入國內亦造成相關政府

機關把關之困難，然而食品衛生雖為民眾最卑微之請求，卻為評量政府施政是否

苦民所苦之關鍵指標，因而保障全民食品安全，是政府責無旁貸之使命與重要施

政；而影響食品安全與消費者信任之真正關鍵，則為政府對於食品安全管理是否

具有積極之作為；再者，缺少政府積極有效之管理作為，不但食品安全沒有保障，

食用安心無法保證，國民健康無法維護，社會安定及國家安全甚將難以維繫。 

    工商業社會，外食人口增加，民眾食用他人製作食品之機會亦大幅增加，若

溯及食品之原料來源，食品之製作更可能全需假手於他人，因此食品從農場至餐

桌之過程，係由許多農漁民、食品製造商、通路商及販賣業者或餐飲業者，從原

料來源、生產、收穫後處理、加工製造、流通、運輸、銷售過程，各負其責，只

有在所有食品供應之環節均符合食品安全衛生之加強檢驗稽核要求下，民眾始能

食的安心。食品為民眾每日生活所必需攝食者，因其種類及型式繁多，消費者對

於食品製造過程又缺乏瞭解，因而一旦發生問題時，透過大眾傳播媒體之報導，

常引起民眾之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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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食品科技之研究創新與引進，使得食品之生產、製造加工、保存等有很大

改變與進步。但卻因使用食品添加物、農藥、抗菌物質及包裝容器新材質等化學

物質，亦產生許多安全性問題，更可能使消費者發生疾病。由食品起因之疾病稱

作「食因性疾病」，例如：腸炎、腹瀉、腹痛、嘔吐等，其主要症狀包括：發燒、

休克、精神性影響或虛脫等，為保障食品之安全性，食品及餐飲業者基本上應提

供具備下列條件之食品，不安全之食物會引起腹瀉或各類癌症等急性或終生疾病 

，食物引起之疾病或威脅為愈趨重要之公共衛生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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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現況與發展 

第一節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保障與管制 

稽是考察、稽查；核是審核、核實、核查，合成解釋為稽查成數而審核其實

在。簡言之，稽核是稽查和審核的意思。稽核基本上是一個意思，是指對經濟活

動的監督檢查。稽核是稽查和複核的簡稱，稽核的開展要點是強化業務學習、問

題挖掘、預防問題發生等。內部稽核制度是內部控制制度的機制，「機制」一詞

最早源於希臘文，原指機器的構造和動作原理，「機制」一詞是英語“Mechanism”

的翻譯，原意是有機體為實現某一種生理功能，器官內部和器官之間的物理化學

過程及過程中間各種功能單位之間的關係，一個系統中的組織構造、運行原理，

以及在相同條件下將出現相同結果的現象，綜合稱之為「機制」，泛指一個系統

中，各元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的過程和功能，社會科學之使用，可以理解為機構和

制度。1
 

    這一概念被結構功能主義者引入到了社會科學領域，它的意思就變了，為了

實現某種社會功能，社會中各個群體、組織之間的相互合作、競爭和衝突的關系，

以及在實現功能過程中各種社會因素所發揮的作用。 

    機制有多重含義，例如用機器製造的；機器的構造和工作原理；有機體的構

造、功能和相互關係；泛指一個複雜的工作系統和某些自然現象的物理、化學規

律等，簡單地說，機制就是制度加方法或者制度化了的方法。 

    首先，機制是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有效的、較為固定的方法，機制本身含有制

度的因素，並且要求所有相關人員遵守，而且應該包括各種監督的手段和方法。

只有二者結合起來才能發揮作用，機制是在各種有效方式、方法的基礎上總結和

提煉的。 

 

                                                 
1
 MBA 智庫百科，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BA%E5%88%B6，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2 日。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C%BA%E5%88%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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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保障 

    以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律定:第四十條所定檢驗方法、檢驗單位及

結果判讀依據，其內容為檢驗方法:包括方法依據、實驗流程、儀器設備及標準

品。檢驗單位:包括實驗室名稱、地址、聯絡方式及負責人姓名。結果判讀依據:

包括檢體之抽樣方式、產品名稱、來源、包裝、批號或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最

終實驗數據、判定標準及其出處或學理依據。2
 

    食品工廠以外之食品業，其公司、商業登記資料，應由商業主管機關送主管

機關進行稽查管理；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

潔劑，經依本法規定沒入銷毀或通知限期消毒、改製或採行安全措施者，其範圍

及於相同有效日期或批號之產品；未標示有效日期或批號無法辨識者，其範圍及

於全部產品；其為來源不明而無法通知限期消毒、改製或採行安全措施者，沒入

銷毀之。經營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或食品容器輸出之業者，為應出具證

明文件之需要，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辦理檢驗或查驗；其符合規定者，核發衛

生證明、檢驗報告或自由銷售證明等外銷證明文件。 

二、食藥署及全國各市縣政府衛生機關之檢驗稽核機制 

提升檢驗能力增購微生物鑑定用質譜儀、氣相層析串聯質譜儀、熱裂解分析

儀、元素分析儀串聯同位素比值質譜儀等精密儀器設備並制訂技術文件供各界使

用；另辦理「未知物鑑別培訓」之系列課程，內容涵蓋層析及質譜技術於食品檢

驗的應用、有機光譜學技術與實務、蜂蜜及加工食品摻偽分析技術實務。3
 

各市縣政府衛生機關檢驗業務工作項目為施政檢驗：執行醫療器材、化粧品、

健康食品、特殊營養食品及食品添加物等之查驗登記檢驗；生物製劑藥品逐批封

緘檢驗以及配合突發事件之檢驗。協助檢驗：協助衛生局稽查及抽驗檢體中，無

法自行檢驗項目、消費者申訴案及複雜食品中毒事件之檢驗，如化粧品、違法西

                                                 
2
 王致勝，圖表式衛生法規與倫理，2014，頁 8-35。 

3
 食品藥物管理署，《揭開食品藥物國家實驗室密碼》，衛生福利部，2013，頁 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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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中藥摻加西藥與食品摻加西藥檢驗。支援檢驗：支援付費委託檢驗，及協助

司法等機關檢驗，如違法西藥、管制藥品及毒品、中藥摻加西藥與食品摻加西藥

檢驗。 

二、國家實驗室檢驗範疇: 

    檢驗方法研訂及科技研究:公告增修訂之食品類檢驗方法、建議檢驗方法、

因應食品安全或摻偽事件研發「食品及食品器具容器內之物質檢驗研究」、「油

脂中丙烯醯胺」、「食品中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油脂中汙染動物性成分」、

「食品中動物性成分」及「食品中動物性成分定性」等檢驗方法；啟動食品快速

篩檢計畫，以高解析度質譜儀輔以化學巨大資料庫概念，研發防腐劑、著色劑及

調味劑等多重殘留同時偵測檢驗方法。並以元素分析串聯同位素比值質譜儀，針

對蜂蜜摻偽研發分析方法；辦理「食品衛生檢驗科技」、「國際食品檢驗技術」

與「第三屆海峽兩岸醫藥品檢驗技術交流」研討會；編訂「生物藥品檢驗基準IV」

書籍，並舉辦「生物藥品檢驗基準說明會」之推廣，促進產業界與主管機關雙向

交流；助益生技產業檢驗技術發展；及展現食品藥物檢驗科技重要成果。 

    食品藥物等相關製程與技術快速發展，檢驗數量遞增，為維護民眾食藥安全，

食藥署積極開發與建立方法，有效為民眾把關，計畫領域為食品化學與微生物檢

驗、生物藥品及新興生技藥品、中藥品管、藥品品質、醫療器材及化粧品等。4
 

二、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管制 

    衛生福利部食藥署、農委會及環保署對於食品之安全衛生，係分別針對從

生產至消費之各階段進行控管。食藥署基於保護消費者立場，為確保食品加工原

料之安全、工廠及產品之衛生安全，負責上市後之市售食品稽查及抽驗工作，以

維護國人飲食安全；農委會於農產品在農場、牧場及養殖場生產階段進行安全管

理，以減少農藥、動物用藥物、添加物之不當使用，並執行水果、蔬菜、肉品、

養殖水產品在上市前之藥物殘留及衛生檢查工作，以完善源頭之管理；環保署負

                                                 
4
 食品藥物管理署，《揭開食品藥物國家實驗室密碼》，衛生福利部，2013，頁 148-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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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監控農業生產環境，避免水土資源受到工業廢棄物、污水、廢氣污染；進口食

品查驗機關：行政院審查食藥署於成立食品衛生處時所提之「加強食品衛生管理

方案」時，考量食品衛生管理體系尚待建立，人力不足，且在各港埠尚未成立專

責管理食品衛生之分支機構，故進口食品衛生查驗工作暫時委託經濟部實施。經

濟部乃依照「商品檢驗法」公告「應施檢驗商品品目」，並由經濟部商品檢驗局

（民國88年改制為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執行輸入食品之衛生查驗工作。5
 

    我國為強化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機制，環保署、農委會及食藥署共同成立「環

境保護與食品安全聯繫會報」，行政院於民國98年6月1日成立「行政院食品安全

會報」以發揮食品安全政策協調功能。6
 

國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組織，臚述如后： 

(一)衛生機關:衛生福利部食藥署對於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事項之權責如下:食品安

全衛生管理、計畫及法規之研擬；食品之查驗登記、審核、給證及備查；食

品業者之生產流程管理、進口檢（查）驗、流通、稽查、查核及輔導；食品

之檢驗、研究、實驗室認證、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食品之安全監視、危害

事件調查及處理；國民營養之標準擬定、監測、膳食調查、營養增進；有關

食品安全衛生之消費者保護措施；有關食品安全衛生之國際合作與交流；食

品事務之境外管理作業；其他食品安全衛生有關之管理事項。7食品加工時，

相關設施之安全及衛生，對於食品品質極為密切，所以食品工廠需符合良好

之安全及衛生條件，始能製造出良好品質之食品。又食品工廠使用之原料多

數為農產品，農產品若於市場販售，即屬衛生機關管理之範疇，有限之人力

及預算殊難逐一檢驗農產品之安全衛生，因而益顯農產品在田間管理之重要

性，因此食用生機飲食要非常小心。8為確保食品安全衛生，從原料生產至消

                                                 
5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23-25。 

6
 行政院食品安全會報網頁，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19/737934/2fafef31-0c31-4073-9c44-ff8abcffad8a.pdf，最後檢

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9 日。 
7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7-9。 

8
 林杰樑，《生活中的毒》，臺北市︰宏欣文化，2015，頁 192-198。 

http://www.ey.gov.tw/Upload/RelFile/19/737934/2fafef31-0c31-4073-9c44-ff8abcffad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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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每一階段均需實施嚴密之監控與管理過程，包括：對食品原材料（植

物、動物）生產環境與選擇、食品之製造加工、食品之保存與通路、食品之

調理與攝食，參與作業處理之食品業者或餐飲業者或工作人員，需具備衛生

知識與責任觀念，強化食品安全衛生檢驗之把關，需採行下列措施：食品衛

生安全法令之制訂；食品工廠衛生之管理；餐飲業之管理；食品中毒原因之

研究；食品衛生安全教育。9
 

(二)農政機關：農委會主管全國農林漁牧及糧食行政事務，該會及所屬機關就農

林漁牧產品安全衛生管理事項分工如次：農糧署：農產品上市前農藥殘留監

測、推動產銷履歷農產品、吉園圃安全蔬果、有機農產品、CAS 優良食米等

驗證；藥物毒物試驗所：農產品農藥及重金屬殘留檢驗；農業試驗所：農產

品農藥殘留篩檢及技術研究；漁業署：水產品上市前衛生品質監測、水產動

物用藥稽查及藥殘篩檢、水產品CAS驗證（即台灣優良農產品驗證）及產銷

履歷驗證之推動；畜牧處：畜禽產品上市前藥物殘留監測、CAS肉品及蛋品

等驗證、有機畜產品、畜禽產品產銷履歷驗證之推動；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屠宰衛生檢查、畜禽飼養正確安全用藥、畜禽產品上市前藥物殘留監測、農

藥殘留標準增修訂、病蟲害防治曆審閱；畜產試驗所：飼料及生乳之抽樣檢

驗。10
 

三、農委會執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之政策及管理措施 

(一)農產品安全品牌制度之推動與輔導輔導農民落實責任生產，推動吉園圃安全

蔬果標章、有機農業及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輔導工作，並透過展示、展售會

活動舉辦及行銷輔導，宣導消費者認識、選購貼有驗證標章之農產品。 

(二)田間農產品農藥殘留監測管制，規劃田間及集貨場蔬果、茶、稻米等農藥殘

留抽樣檢驗，加強農戶追踨教育、安全用藥輔導及裁罰，改善違規用藥習慣。 

(三)農產品銷售通路之把關檢驗，於全台鄉鎮農會及合作社場之共同運銷集貨場

                                                 
9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4，頁 13-25。 

10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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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生化檢驗站，另於全省各縣市果菜批發市場輔導設置生化檢驗站，依據進場果

菜農藥殘留檢驗處理要點辦理進場果菜安全品質自主管理。 

(四)加強外銷農產品農藥殘留管理工作，針對外銷農產品逐項檢討其農藥使用、

修正或研訂國內管理法規，加強外銷農產品生產安全宣導，輔導建立優質供

果園，改善田間用藥管理；訂定芒果、木瓜、荔枝、香蕉、茶葉、稻米等產

品出口日本同意文件核發注意事項，出口至日本需檢附同意文件始可輸出；

落實外銷農產品農藥安全管理，送藥毒所檢驗符合日本農藥殘留基準者，始

核發同意文件准許其出口；訂定台灣米銷日衛生安全管理手冊，輔導辦理稻

米銷日之農會或廠商規劃設置銷日專區，並與專區內農民完成契作合約。並

委請當地農改場辦理田間用藥技術講習，並辦理自行檢驗，檢測合格後再辦

理外銷作業。 

(五)檢討修正農藥管理相關法規，陸續檢討修正農藥管理法及其授權子法規，健

全農藥管理制度，維護農業生產及生態環境。 

(六)加強辦理農民及農藥業者之宣導教育防檢局於2004年製作、託播及印製拒買 

、拒賣偽劣農藥相關宣導片及海報等文宣，並分送相關農藥業者張貼。每年

並辦理農藥業者之宣導、講習及座談會，另自2005年起每年均辦理農藥販賣

業者之評鑑及表揚作業。 

(七)加強查緝非法農藥，防檢局近年來督導並聯合各縣市政府組成跨縣市聯合檢

查小組，查緝非法農藥，必要時，亦配合檢警調等單位共同查緝，並將查獲

之非法農藥案件，移送司法機關偵辦。 

(八)市售農藥品質抽檢計畫，防檢局每年均成立計畫委託各縣（市）政府執行市

售農藥品質抽檢工作。凡經檢驗不合格者，均依法移送法辦或處以罰鍰。11
 

(九)對於漁產品之管理措施，加強宣導教育:養殖業者正確用藥管理；漁民團體及

魚市場等生產場廠衛生安全管理教育訓練；消費者選購有驗證標誌之產品；

加強水產品品質衛生產地監測：辦理未上市養殖水產品監測（藥物殘留及重

                                                 
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4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2015，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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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等）；監測西部沿岸海域養殖區牡蠣重金屬（銅、鋅、鉛、鎘、汞）及

有機錫，了解沿岸養殖漁業環境；配合環保署辦理非法棄置場周邊未上市養

殖水產品之戴奧辛及重金屬監視檢測；魚市場水產品衛生品質抽驗監測（保

鮮劑、藥物殘留、重金屬、戴奧辛及多氯聯苯等）；推動台灣優良水產品CAS 

及水產品產銷履歷等驗證制度，輔導漁民團體生產場廠及魚市場環境管理改

善與檢驗設備器材之更新。 

(十)加強辦理飼料管理:進口飼料邊境管理：對黃麴毒素、三聚氰胺及重金屬進行

查驗，不合格者依規定退運。12
 

(十一)環保機關：監控農業生產環境，避免水土資源受到工業廢棄物、污水、廢

氣污染。13
 

 

圖 3-1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架構圖 

 

                                                 
12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28-29。  
13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http://www.ey.gov.tw/ofs/，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30 日。 

http://www.ey.gov.tw/o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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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安法之檢驗稽核 

    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為

維護食品安全衛生，有效遏止廠商之違法行為，警察機關應派員協助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標示、宣傳、廣告或食品業者，除應對檢舉人身分資料

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公務員如有洩密情事，應依法追究刑事及行政責任；

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勵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前項檢舉人身分資料之保密，於訴訟程序，

亦同；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七條，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訂定食品安全

監測計畫，確保食品衛生安全。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

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檢驗。上市、上櫃及其他經中央主管

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室，從事前項自主檢驗。14食材中

常見的危害:物理性危害；化學性危害；生物性危害。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九條，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

者，應依其產業模式，建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

追蹤系統。「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所稱之追溯追蹤系統，

指食品業者於食品及其相關產品供應過程之各個環節，經由標記得以追溯產品供

應來源或追蹤產品流向，建立其資訊及管理之措施。15
 

    食品安全管制科技計畫:落實從農場到餐桌之食品安全監控管理，健全法規

規範及食品風險資訊蒐集與分析能力，提升檢驗科技及實驗室網絡功能，以期提

供消費者最佳保護與飲食環境。為持續改善現階段管理之不足，強化相關管理政

策及規範，擬定管理規範及管理參考依據或內部管理建議，審查規格標準、健康

食品審查機制規範建議及市售食品標示管理規範等，以落實源頭管理。 

                                                 
14

 顧祐瑞，《圖解食品衛生與安全》，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6，頁 28-37。 
15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81-8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0 

五、食品衛生安全之管制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法令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不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

檢驗。 

(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

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

得查閱、扣留或複製之。 

(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 

(四)對於有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第十六條、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

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五)接獲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時，對於各該食品業者，得命其限期改善或派送

相關食品從業人員至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接受至少四小時之食

品中毒防治衛生講習；調查期間，並得命其暫停作業、停止販賣及進行消毒，

並封存該產品。16
 

   食品標示擴大實施範圍，在安全容許的前提下，消費者有絕對的權利進行產

品選擇，為確保食品安全無虞，並提供消費者最明確的資訊，讓消費者可依個人

需求自行選擇，衛生福利部對於有容器或包裝食品及散裝食品的強制標示項目及

散裝食品標示實施範圍擴大，實施範圍也擴大至直接供應飲食的場所，公告「有

容器或包裝之食品原產地標示」、「散裝食品標示」、「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供

應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料食品標示原產地」等標示規定。17
 

                                                 
16

 李根永、邱錦添，《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4，頁 33-47。 
17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40-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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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三級品管」包括「業者自律」、「機構驗證」與「政府稽查」，

業者自律為第一級，政府強化監督與把關工作，三級品管措施政府依照抽驗計畫，

執行所有的監督和管理。衛福部整合跨部會單位，於民國 103 年 12 月 4 日正式

開通「1919食安專線」，希望更有效處理民眾遇到的各種食安問題。18
 

六、管制國內食品業者 

(一)食品追溯及追蹤系統辦法制訂，參考國際食品追溯系統規範，並依我國食品

產業現況，擬訂食品追溯及追蹤系統辦法。 

(二)建立原料管理、配售管理及批號管理範本供應商管理至少包含供應商來源、

收貨日期、數量及批號等；銷售管理至少包含買主、交貨日期、數量及批號

等資料；批號模組為依各產業特性，以鑑別及連結生產流程中各個批次。 

(三)食品業追溯及追蹤架構規劃，組合原料、配售及批號管理，並規劃產品各個

環節都應該要有紀錄，以建立產業別追溯及追蹤架構。 

(四)食品業者建立追溯及追蹤系統現場輔導工作現場輔導食品業者建立追溯及

追蹤系統，制訂書面化文件規範，例如產品資訊管理、批號定義管理、標示

內容管理、標記在成品的識別管理、供應商管理、產品流向管理、品質保證

管理、追溯及追蹤系統文件和紀錄管理、不合格品處理措施及矯正及預防措

施等。 

(五)委託辦理食品業者追溯及追蹤系統追蹤查核工作，以提昇衛生機關人員的查

核能力。19
 

七、管制進口食品業者 

(一)修法賦與針對進口食品實施登錄之法源依據，已增訂相關條文於食品衛生管

理法修正草案第八條第一項針對特定食品業者實施登錄，修正草案第三十一

條之規定並針對特定輸入產品賦予實施強制登錄之法源依據。 

                                                 
18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01-103。 
19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7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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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進口業者之登錄，調查並規劃進口業者應提供資訊與文件、訂定審核方

式並公告實施。 

(三)實施輸入產品之強制登錄，調查並規劃應實施強制登錄之輸入產品、應提供

資訊與文件訂定審核方式並公告實施。 

(四)美國、日本、加拿大、歐盟及澳大利亞之食品召回制度。20
 

八、辦理輸入食品報驗電子系統之擴充並規劃教育輔導計畫 

    擴充登錄資訊與建立風險自動核判機制到輸入食品報驗電子系統，並委託辦

理登錄審核通過前之法規教育和輔導計畫，以及登錄後持續教育輔導計畫。 

九、食品添加物資料庫的建置與管理 

    調查實際食品添加物登錄所需資料內容以建構資料庫的基本架構，再結合現

有資料庫或擴張新的資料系統功能，並建構資料連結或交換平臺，以強化資料庫

的功能及運用上的效率，同步利用相關檢核系統確認登錄資料的真實性。 

十、加強食品容器的管理 

     持續蒐集資料，修正塑膠類食品包裝及食品容器的規格、衛生標準及使用

規範，並訂定企業指引，希望能透過製造過程或器具的改善，以降低食品中塑化

劑的含量，進而解決國人體內塑化劑含量偏高的現象。21
 

十一、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提高罰則並增訂強化政府主動查驗機制、食品業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公告指定食品業者使用電子發票、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製造的工廠應單獨設立、輸

入複方食品添加物者應檢附原產國的製造廠商或負責廠商出具產品成分報告及

輸出國官方衛生證明、警察機關派員協助查核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用於

檢舉獎金等規定。提高檢舉獎金至罰金或罰鍰 20%以上，以鼓勵檢舉。強化食品

業者登錄制度，具工商登記的食用油脂製造及輸入業者完成登錄，所有具工商登

                                                 
20

 李根永、邱錦添，《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理論與實務》，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14，頁 54-60。  
21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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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之食品業者完成登錄才能營業。22
 

十二、其他管制事項 

    精進食品追溯及追蹤系統於民國 103年 10月 31日起，食用油脂製造及輸入

業者實施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並強制實施使用電子發票。另「肉類加工食品業」

等八類食品業者及大宗民生物資於民國 104 年開始強制實施追蹤追溯系統。 

    行政院召開第 7次食品安全跨部會專案小組會議暨第 1次食品安全聯合稽查

與取締小組會議，啟動食品安全聯合稽查與取締小組，結合中央相關部會、地方

政府、檢警調能量，從民生重點食品，包括乳品、年節食品等開始稽查。23
 

    明定食品業者使用或販賣的產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均應自行檢驗或送其

他實驗室檢驗；提高攙摻或假冒、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添加物的罰鍰，由

6~1,500 萬元提高為 6~5,000 萬元；刑度由 3 年以下，提高為 5 年以下，並增訂

因故意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外，屬犯人者，應予沒收或追徵價額。此外，

也加強產品標示規範，提高標示、廣告、宣傳涉及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等情形

的罰鍰，由 4~20 萬元提高為 4~400 萬元；並增訂食品安全保護基金的法源，明

訂基金來源與用途。24
 

    強化源頭管理、防止化學品流入食品，對肉品等安全風險程度較高的輸入食

品，由農政及衛生機關實施輸入前境外系統性查核及輸入時邊境提高的抽查率，

並對食品添加物及加工產品實施進口分流、製造分區及販賣分業的「三分」管理，

以防止工業用化學品流入食品供應鏈。 

    強制食品業者登錄追溯源頭，因添加物範圍大且複雜，為建立確認哪些廠商

製造、輸入、販售食品及內容等，建立「食品業者登錄制度」首波將食品添加物

等納入強制登錄管理，必須在公告期限內登錄其工廠、產品及販售流向等資料，

否則不得營業，且依法開罰。25
 

                                                 
22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4，頁 112-113。 
23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3-21。 
24

 資訊工業策進會科技法律研究所，《食品安全法規》，2015，3-20。 
25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98-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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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食品追溯追蹤制度及雲端食品安全警示系統，輔導廠商以書面或電子化

方式詳實記錄相關產製銷流程，統整各部會間多種資料庫，含衛福部管理的食品

雲、環保署與勞委會的化學雲、經濟部的國家標準雲及財政部的海關雲，可有效

提供長期食品風險監測與管理，一旦爆發重大食安事件，即可立即掌握不符規定

產品的流向。 

十三、落實「三級管理」制度 

三級品管制度為第一級要求業者自主管理，執行檢驗合格後才能販賣；第二

級強制要求第三方驗證；第三級由政府稽查抽驗，並將優先落實於高風險性食品

產製銷業者。所謂的第三方驗證，是指強制公告業別的食品業者應向第三方檢驗

機構申請衛生安全管理的驗證，例如驗證水產品、肉產品及餐盒工廠等食品安全

管理制度(HACCP)。26
 

建置食品業者三級品管機制： 

(一)一級品管（強制檢驗制度），食品製造業者103年10月31日起實施強制檢驗

制度，肉品等五大業別於103年12月31日起強制實施，大宗民生物資製造業於

104年7月起強制實施。 

(二)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強制資本額3千萬元以上的食品油脂製造業者，

辦理衛生安全管理驗證，並自104年1月1日起，強制有工廠登記的罐頭食品製

造業及食用油脂製造工廠，辦理衛生安全管理驗證。 

(三)三級品管（政府稽查評鑑），強化中央與地方合作機制，由源頭生產地或產

製工廠，加強查核。並爭取增加中央稽查人力，同時提升稽查人員能力。 

    衛福部擴大抽查檢驗，研擬「擴大民間參與食品安全相關措施」計畫，執行

方向包括「擴大民間實驗室參與食品安全監測及檢驗」、「建立食品志工制度，

協助政府進行監督工作」、「推動業者自律及監督制度」、「運用專業資源，設

立食品安全教育暨研究中心」、「結合民間及政府資源多元宣導」等重點。分別

                                                 
26

 劉麗雲，《食品衛生與安全》，秀威資訊公司，2011，16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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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各縣市政府衛生局召開會議，在食品衛生檢驗業務中央與地方之分工原則，以

及地方衛生局聯合分工的制度下，針對市售肉品的稽查與檢驗事宜，加強溝通與

協調，同時要求衛生局於公布檢驗結果應確認原產地並掌握相關證明文件，避免

公布後引發爭議。27
 

         

第二節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組織結構與功能分析 

一、食品檢驗稽核機制組織結構 

我國目前最高食品衛生指導單位是行政院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自民

國 102 年 7 月 23 日起改制為「衛生福利部」；下轄「食品藥物管理局」改制為

「食品藥物管理署」，分為 7 個業務組:企劃及科技管理、食品、藥品、醫材及

化粧品、管制藥品、研究檢驗及風險管理組及北、中、南 3個區管中心及 5個行

政單位。28
 

(一)食品組下分為 6 科，各負責下列食品相關業務： 

第一科業務負責:食品安全評估之食品衛生法規及標準之增修訂、食品安全管

理跨部會事項之協調、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諮議會相關事項之辦理、新穎性食品

管理制度之規劃及推動、食品風險評估之規劃與推動、食品安全國際合作之規劃

與推動、兩岸食品安全協議之推動與執行、其他有關食品安全管理與評估事項。 

第二科業務負責:食品輸入管理之輸入食品管理法規之研擬及增修訂、輸入

食品邊境風險評估與管控措施之規劃與推動、輸入食品邊境查驗計畫之規劃與研

擬、輸入食品產地源頭管理機制之研擬與規劃、輸入食品境外管制作業之規劃與

推動、其他有關輸入食品管理與風險評估事項。 

第三科業務負責:食品查驗登記之食品查驗登記管理法規之增修訂及政策規

劃、健康食品法規政策及評估方法之增修訂、食品添加物之查驗登記、輸入膠囊

                                                 
27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28-129。 
28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www.fda.gov.tw，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01 日。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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錠狀食品之查驗登記、基因改造食品之查驗登記、健康食品之查驗登記、特殊營

養食品之查驗登記、查驗登記食品上市後衛生安全事件管理及通報措施之規劃與

推動、其他有關食品查驗事項。 

第四科業務負責:食品營養之包裝食品一般標示及營養標示之政策規劃及法

規增修訂、散裝食品一般標示之政策規劃及法規增修訂、食品添加物一般標示之

政策規劃及法規增修訂、其他食品標示管理事項、我國食品成分分析資料庫之建

置及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宣導之規劃與推動、國民營養之規劃與推動。 

第五科業務負責:食品業管理之食品業管理政策及法規之增修定、食品製造

業良好衛生規範及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之規劃與推動、食品製造業衛生管理規範之

規劃與推動、食品產業追溯追蹤制度之規劃與推動、食品製造業者登錄制度之規

劃與推動、食品自由銷售、衛生證明等之核發、地方衛生機關食品管理業、其他

有關食品業管理事項。29
 

第六科業務負責:餐飲衛生之餐飲衛生政策及法規之研修訂、廚師管理之規

劃與推動、食品中毒案件調查與防治業務之推動、餐飲從業人員之管理與衛生教

育訓練之推動、團膳業衛生管理之規劃與推動、食品容器具、食品洗潔劑、食品

消毒劑及餐飲設備衛生管理之規劃與推動、食品量販店、便利商店與熟食管理之

規劃與推動、其他有關餐飲衛生管理事項之近年國內外推行的食品衛生方案。30
 

    我國食品安全管理體系分為2級，其中行政院轄下農業委員會、衛生福利部

及環保署等中央單位負責政策之制定與規劃，並按食品供應鏈之原料生產、市場

流通與邊境管制等環節各有分工；地方單位（包括各縣市衛生局及農政局）負責

實務執行，工廠輔導、稽查及抽驗。主要係針對與民眾日常食品檢驗稽核機制最

緊密相關之農政及衛生單位，對於食品安全衛生之把關機制是否健全、執法有無

落實、管理食品業者範圍是否完善、輔導措施有無成效等作為研究標的。31
 

                                                 
29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9-10。 
30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www.fda.gov.tw，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03 日。 
31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食品安全資訊網，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743B9B3F82B98EB7，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05 日。 

http://www.fda.gov.tw/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743B9B3F82B98E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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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104年度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專案作業原則 

 

(二)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成立食品安全聯合稽查機制： 

    「行政院食品藥品安全會報」下成立「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統

合權責機關力量，督導暨協調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執行事項，修正公布「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明定本院及地方政府均應成立食品安全會報。另於民國104年2

月13日成立「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會報設置要點第7點規定，「本會報得視

需要，依召集人指示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定議題研究、規劃」。行政院檢討任

務編組，原「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同步轉型，於會報下設置「食品安

全聯合稽查專案小組」，102年度施政方針，針對政策推動發展及當今社會狀況，

精進食品藥物法規，強化製造廠、原物料及輸入產品之管理，掌握流向並落實產

品資訊透明，保護消費者安全。提供民眾「食在安心」，「藥求安全」之消費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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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32
 

    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專案小組之組織，召集人：由「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召

集人指派委員擔任，幕僚為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小組成員：行政機關，含財

政部、教育部、法務部、經濟部、衛福部、環保署、陸委會、農委會、警政署等

之代表為主要成員，並邀請地方政府及學者、專家共同參與；執行機關：視當次

聯合稽查執行項目之主權責機關，由該主權責機關副首長擔任指揮官，會同相關

機關執行。 

    食品安全辦公室負責食品安全訊息上下傳遞，類似參謀作業單位，除辦理行

政院內所有食品相關行政業務外，亦積極協調督導跨部會食品安全業務，整體提

升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功能，並整合串聯各機關資源，推動聯合稽查、風險預警、

精進管理、食安雲及風險溝通教育等項目。 

    食品安全辦公室以協調衛生福利部、經濟部、農業委員會、環境保護署等各

權責機關推動食品安全管理重點工作為目標，透過橫向溝通整合、縱向連繫合作

協力治理方式，全面落實食安五環政策，包括源頭控管、重建生產管理、加強市

場查驗、嚴處違法、全民監督食安，並辦理相關跨部會食品重要會議，持續精進

食品管理措施，以達成強化食品安全治理體系，減少食安事件發生的目標。33
 

專案性聯合稽查行動-執行原則: 

1、篩選原則：與民生消費關係密切、統計資料研析有異常者、預警情資、各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蒐集申訴或檢舉事項及食安及消費者權益重大輿情反應。 

2、優先處理原則：源頭供應/製造場(廠)工廠查核、每日生活必需之食品且影響

健康重大者、國際曾發生的重大食品事件之類似食品、具驗(認)證食品。 

3、聯合稽查行動，將視稽查產品品項，調整稽查、檢驗重點。 

(三)政府機關：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涉及從「農場」到「餐桌」之處理過程，亦即從原料來

                                                 
32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7。 
33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食品安全資訊網，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AA0DCB47D56788A4，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07 日。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AA0DCB47D56788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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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生產、收穫後處理、加工、製造、流通、運輸、銷售、消費，所涉及之層面

相當複雜。由於食品安全管理之複雜性，因此國內係由不同機關，就食品類別、

產銷流程或管理行政與技術，採分工合作之模式管理食品，經由制度化的機制來

達成目標。34
 

    食藥署職掌全國藥物、食品、化粧品等檢驗工作、檢驗方法研訂、調查研究、

標準品供應、區管中心及衛生局技術支援及協助等，積極推動國家實驗室永續發

展並朝精進之路邁進。 

    積極開發快速、精確之檢驗方法，迅速釐清突發事件發生始末、提出因應策

略並透過新聞稿與媒體公布呈現，化解民眾疑慮。持續精進儀器設備檢驗技術水

準，強化實驗室品質保證作業，積極通過認證及獲得國際肯定。另為提升地方衛

生局之檢驗能量，現今全國衛生局已全數加入「衛生局區域聯合分工檢驗體系」，

辦理專責分工檢驗項目，為強化衛生局之檢驗資源，食藥署持續補助購置精密儀

器，以精進地方衛生局檢驗技術與能力。 

1、精進國家實驗室量能政策措施，通過鑑識科學試驗認證與世界接軌，食藥署

「管制藥品實驗室」於民國103年2月通過鑑識科學試驗之認證，顯示實驗室

之檢驗品質及技術符合國際規範水準、並提升鑑定結果公信力。 

2、強化地方檢驗能力及品質，藉由整合檢驗資源、補助地方衛生局、督導考核

等，有效提升地方檢驗效率及品質，並建構完善之國家食品安全實驗室網絡。 

(1)補助儀器設備及強化檢驗網絡量能補助各衛生局購置精密儀器及標準品等，

並依各衛生局之檢驗資源與區域特殊需求等項因素，建置北、中、南區及直

轄市「衛生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之專責分工檢驗項目，提升每個衛生局檢

驗類別專責化之檢驗效率與品質。 

(2)區域聯合分工成果，依據「食品衛生檢驗中央地方分工項目表」，地方可自

行檢驗項目包含農藥、動物用藥及食品摻加西藥等品項。 

(3)實驗室認證，為確保檢驗品質，通過食藥署實驗室認證共計21家衛生局。 

                                                 
34 呂育誠，《地方政府管理-結構與功能的分析》，臺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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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食品及藥物化粧品實驗室認證，擴大實驗室檢驗量能，辦理食品及藥物化粧

品實驗室認證制度，並於民國99年加速擴大實驗室認證行動方案，透過持續

推動食品與中藥邊境查驗、中藥相關限量標準及施政委託檢驗品項之認證，

快速提昇檢驗之量能。 

3、強化監督管理機制，定期及不定期查核，為有效監督管理認證實驗室，並建

立查核數據真實性機制，完成認證實驗室查核，包括初次、增項、異動、展

延及監督查核及不定期查核；辦理能力試驗，定期公布各認證實驗室能力試

驗結果，藉以查核檢驗數據真實性。另鼓勵實驗室參加國外能力試驗，以確

保認證實驗室之品質及自主管理能力，增進國外實驗之檢驗品質及量能。 

4、免重複檢驗，辦理評選作業，推薦登錄日本厚生勞動省輸出國公共檢驗機關

制度B類名單實驗室，順利推動我國輸日食品免除入關的抽驗作業，加速通

關及減少檢驗費用，以降低業者的貿易成本。 

5、推動學校實驗室參與食品檢驗，辦理國際實驗室規範及檢驗技術訓練。由輔

導委員至各實驗室進行現場輔導，並配合盲樣測試完成現場輔導，受輔導之

學校實驗室涵蓋公、私立學校，分布於北、中及南部，期能增加國內食品安

全衛生之檢驗品質及量能。 

6、持續修正認證相關法規，公告「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及

「藥物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後續公告「食品檢驗機構申請

定量檢驗項目認證得免附量測不確定度評估報告之檢驗項目一覽表」，以強

化認證實驗室之監督管理。 

7、檢驗方法研訂及推廣，公告增修訂之食品類檢驗方法及建議檢驗方法，近年

來由於食品藥物相關製程與技術快速發展，檢驗數量遞增，為維護民眾食藥

安全，積極開發與建立方法，有效為民眾把關，計畫領域為食品化學與微生

物檢驗、生物藥品及新興生技藥品、中藥品管及品質等。35
 

 

                                                 
35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7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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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方認證機構(民間企業)： 

    食品之生產技術、功能、類別日趨多元化及複雜化，使得檢驗與管理日趨複

雜。精進實驗室檢驗分析能力及研發快速具公信力檢驗方法，以因應未知物及突

發事件之辨識與鑑別。持續強化地方衛生局檢驗能力及品質，建構有效率的分工

體系，提升地方檢驗能量；同時辦理民間實驗室認證，協助政府機關、消費者團

體、工廠自主品管及產品輸出入等檢驗工作；另因應產品安全突發事件，即展開

實驗室網絡動員緊急檢驗，透過緊急應變機制，公布民間實驗室檢驗名單，提供

各界參考運用，並協助業者執行源頭自主管理檢驗。 

    協助政府及食品產業相關檢驗開始，服務的範圍包含衛生稽核與訓練、產品

服務驗證、食品各項檢驗等，為食品業界提供更完整的全方位服務、積極配合國

家的經濟發展，臺灣地區眾多檢驗公司組成食品領域的專業團隊，遍及台灣北、

中、南地區，以提供客戶近距離且更快速的服務。 

    食物提供能量與營養物質，讓身體能保持健康與活力，像是肉品、海鮮、蔬

菜、水果、醃漬食品或是罐頭食品；然而，這些人類每日必需的食品原料，皆會

有潛在的危害因子，例如微生物、抗生素、重金屬、農藥與人工添加物。 

    學習更多關於食品風險管理的訊息，將有助於產品更加的安全，因此需要可

信賴且專精於食品安全領域的專業夥伴。提供食品安全衛生監控與訓練計劃，亦

設計客製化的教育訓練以符合政府機關及食品相關客戶的要求，提供獨立公正的

食品監控與透過在地實驗室，有效地提供風險控管的支援與服務。於食品的產品，

提供多萬樣化的化學物質分析服務，這將有助於風險控管。 

    確保食品符合當地準則與法規，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第三方認證機

構，協助尋找當地食品法規的標示、合法添加物與包裝材質，並提供標準化服務

以減少產品風險與危害，檢驗的產品以確保其安全與品質，產品檢驗服務，包含

微生物、重金屬、農藥殘留、食品添加物、營養成份、維生素、抗生素、基因改

造食品、過敏源與其它種類關於食品中化學物質檢驗，改善產品品質，依據檢驗

報告，給予專業的建議與適當的資訊，因此產品將會更加的安全，在市場上將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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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競爭力，增進國家國際形象，在經濟上擁有強大力量，維持國家安全。36
 

    檢測實驗室均已通過TAF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之認可，認可的項目分別

有微生物類、理化分析類與危害物質檢測類，及行政院衛福部認可，透過第三公

正單位的認可，以及每年不定期參與行政院衛生署與國際間舉辦的能力比對試驗，

持續增加認證項目，以精進檢測的能力來提供政府機關及食品產業客戶可信賴的

服務。 

    為全國各地的客戶與政府單位執行產品衛生與安全的把關，主要服務的對象

為原料製造或進出口商、食品製造業、食品進出口商、農特產品生產及加工業、

量販業及連鎖食品業；積極地參與政府單位的科技及監視計畫，協助政府單位執

行相關衛生法規的檢測，將在食品安全議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建構成一個

服務網, 為各項產品提供測試, 檢驗, 驗證與鑑定的服務。 

(五)學術研究單位： 

    各大學院校食品及檢驗學系建置檢驗與分析中心，針對食品之生物、化學與

衛生檢驗，透過測試領域中的生物及化學技術的檢測，申請TAF及行政院衛生署

之認證，建立檢驗能力以落實食品安全衛生之檢測及監測制度，確保各項檢驗結

果之準確性，並為符合政策性要求及自我品質提昇邁向國際化，特依據國際品保

標準建立運作品質管理系統。 

    協助政府及食品產業相關檢驗開始，服務的範圍包含衛生稽核與訓練、產品

服務驗證、食品各項檢驗等，為食品業界提供更完整的全方位服務、積極配合國

家的經濟發展，臺灣地區眾多各大學院校組成食品領域的專業團隊，遍及台灣北、

中、南地區，分別於全臺各地都有大學院校食品相關科系所，以提供相關機構及

客戶近距離且更快速的服務。 

    食藥署早已具備專責的檢驗運作機制，當年發生三聚氰胺事件，促使當時的

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完成了全國藥物、食品、化粧品的檢驗資源調查，建置全

                                                 
36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sgs.com.tw/zh-TW/Our-Company/About-SGS/SGS-in-Brief.aspx，最後檢閱日

期:2016 年 7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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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340家實驗室的檢驗資源資料庫，得以緊急動員民間實驗室的檢驗量能。 

    99年食藥局(現食藥署) 改組成立後，特別設立了專責的實驗室管理科，負

責區域聯合分工檢驗體系的運作，並推動加速擴大實驗室認證方案，大幅提升全

國實驗室的檢驗量能與品質。 

辦理全國首次食品安全大會，隨著政府展現掃蕩魄力，各部會聯手追查，慌亂的

民心逐漸穩定下來。同時，衛生福利部舉辦全國食品安全大會，參加對象涵蓋學

術界、產業界、消費者團體、協學會及政府機關人員，除了對本次事件進行總檢

討，還更進一步檢討及強化「食品添加物管理」與「食品源頭管理」。 

    在這次會議中所達成的共識，將成為未來革新的方向，同時藉著強化跨部會

橫向聯繫機制，與各相關部會通力合作與協調，真正落實執行各項創新及強化措

施，並朝產、學界提出「產業升級」、「政策配合」及「社會責任」三大建言方向

作規劃。37
 

    也因此，塑化劑事件一發生，食藥局(現食藥署)可以迅速利用全國檢驗資源

資料庫查出具檢測儀器LC/MS/MS的民間單位，包含財團法人實驗室、製造業者

品管實驗室、學校實驗室、醫院實驗室及其他民間實驗室等共51家；經全面查詢

之後，除了其中15家沒有意願，其餘實驗室都表示願意參與塑化劑檢驗工作，這

讓種類繁多的食品檢驗工作能在極短時間內，加速進行且完成，並公布有問題的

產品。 

    民間實驗室通報系統建議---近年發生多起食安事件，食藥署均及早動員民間

檢驗機構，提供相關檢驗項目的實驗室名單，提供各界委託檢驗。但配合事件的

應變機制，仍須動員同仁，每天以人工統計民間實驗室的檢驗件數及檢出情形，

日後將逐步推動採用資訊系統方式，由民間實驗室自行上系統通報，由系統產生

統計資料，以提高通報效率。38
 

成立跨部會專案小組及工作小組，召開「行政院危機處理會議」，責成衛生

                                                 
37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70。 
38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016-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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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成立衛生署食品安全跨部會「專案小組」，相關部會首長都是小組必要成員。    

透過該小組的統籌指揮與協調調度，使各相關單位得以相互配合、快速行動，切

實掌握、清查具體情形，以減少此事件對社會帶來的衝擊與不安。加上相關部會

的小組成員，成立了跨部會「工作小組」，負責追蹤與查緝問題產品。同時，由

食藥局（現食藥署）的消保、風險管理、業務、檢驗、稽查及行政等單位共同組

成的「食藥局緊急應變小組」負責查驗塑化劑，力求讓摻加在食品及藥物中的塑

化劑能無所遁形。 

(六)展開歷年來規模最大的食品稽查行動： 

在事件發生初期，隨著被查出含塑化劑的產品愈來愈多，民眾恐慌程度急速

攀升，對食品安全的信心直線下落，為了安定民心，衛生署（現衛福部）以 5

月 31 日「D-Day」作為終結黑心起雲劑的行動日，並由衛生署（現衛福部）聯

合各縣市衛生局、行政院消保會、各縣市消保官及警察單位，展開臺灣歷年來規

模最大的食品稽查行動。 

    除了積極動員衛生查緝人力外，相關部會也紛紛提供關鍵訊息，聯手出擊，

提供相關廠商的進項資料與銷項資料，衛生單位得以此追查出下游可能使用問題

起雲劑的廠商及產品。39
 

 

                                                 
39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51-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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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食品業者三級品管機制 

 

二、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功能分析 

(一)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行政院鑑於近年新興食品安全議題頻傳，且多涉及跨部會權責，爰於民國98

年6月1日成立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建立行政院層級之食品安全管理決策及溝通

機構，加強部會署間聯繫及合作共同處理國內生產製造食品安全，以及食品中環

境汙染物之管理。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屬任務編組，以食品安全政策指導、食品安全事件之協

調及其他有關食品衛生安全問題之諮詢等為任務，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

衛生福利部部長兼任執行秘書。現任委員包括內政部、財政部、教育部、經濟部、

環保署、海巡總署、陸委會、農委會及消保會等各機關代表、專家、學者、相關

機構及消費團體共計22人。食安會報之幕僚作業係由食藥署執行，每6個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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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1次，視需要成立專案小組，針對特定議題研究及規劃。40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由衛生署(現改制衛生福利部)會同該會報之各部會，

共同研擬制訂食品安全管理之年度目標及重點工作規劃，衛服部統籌研擬跨部會

之「我國推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計畫」，就農場到餐桌之食品整體產銷流程，訂

定落實源頭管理、加強食品產製流通之監管、強化食品安全風險評估能力，以及

加強消費者保護及風險溝通4大管理目標並制訂策略及行動方案，以落實食品安

全管理工作。 

(二)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為加強食品中環境汙染物之管理，行政院召開會議指示：「衛生署、環保署、

農委會、消保會等相關權責機關，應建立此類問題之聯繫整合危機處理機制，於

問題發生時立即召開跨部會會議，迅速有效處理」，食品藥物管理署TFDA分別

派員擔任正、副執行秘書。該會報下設「食品安全評估工作小組」、「環境監測

及毒化物管理工作小組」及「農、畜、水產品安全管理工作小組」，主辦機關分

別為衛生署(現改制衛生福利部)、環保署及農委會。另制定「衛生署農委會環保

署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理流程」，供部會通報及聯繫參考。 

    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亦同時推動地方環保、農政及衛生機關共同成

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機制，並定期開會協調事務。 

政府機構相關業務： 

(三)經濟部之工業局： 

協助輔導國內食品產業；國際貿易局（下稱國貿局），國際雙邊及多邊涉及

貿易之食品相關議題諮商及聯繫、輸入食品稅則號列分類；商業司：依公司登記

及商業登記，作為衛生署審查營業項目等之憑據；財政部關稅總局：進口食品通

關作業；行政院新聞局（下稱新聞局）：食品安全衛生政策於媒體之宣導；國家

通訊傳播委員會（下稱通傳會）：建立合作機制，共同合作加速違規廣告取締時

                                                 
40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食品安全資訊網，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962B8FCBA2F8B309，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5 日。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962B8FCBA2F8B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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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教育部：食品衛生安全及食品中毒防治之教育及宣導；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下

稱陸委會）：依「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就兩岸食品安全事宜協助進行聯繫

與協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消保會）：解決食品方面消費爭端、爭

議事項。41
 

(四)衛生福利部及農委會就食品安全衛生事項之橫向聯繫情形： 

    衛生福利部:進行市售食品抽驗時，若檢驗結果不符合食品衛生標準，需追

查供應檢體之農（畜、漁）戶來源，並由農委會進行農畜漁戶複驗，飼料、配方

及相關飼養方式之調查，並暫時對農畜漁產品實施移動管制，避免流入市面，及

對於不合格檢體銷毀前，針對飼養及種植之可能污染來源進行調查。並由環保署、

農委會及衛生署召開部會3副首長協商緊急應變措施會議，統一發布新聞對外說

明政府處理經過及後續追蹤辦理事項；在輸入農產品方面的管理，農委會成立跨

部會工作小組，衛生署(現改制衛生福利部)派員擔任工作成員，針對「農產品申

請輸入案件政府機關間風險溝通標準作業程序」進行討論，並規劃每年分別於3

月及9月召開風險溝通會議，以利農產品申請輸入案件進行風險分析及各階段之

政府間風險溝通。 

    食品從製造到販賣分工複雜，而危及食品安全的犯罪手法日新月異，從國內

近期發生的幾起事件便可看出，因此，若單靠「市售產品抽驗」作為追查不法的

手段，不僅檢驗項目過多，耗費人力、時間及檢驗費用，且不易區分檢出的物質

是屬於自然存在或人為添加等問題，還可能缺乏證據力等缺點。 

    從「源頭」進行管制是管理重點，發現有影響安全的事件，可立即停止問題

產品的製造，切斷下游產品的供應，但礙於食品製造業者眾多，稽查人力有限，

現行制度僅針對具有一定規模以上食品業者或風險較大的食品業類別進行稽查，

而對於沒有工商業登記或規模較小的食品工廠等則可能成為管理上的漏洞。 

檢驗服務（Inspection Services），食品法律之管理及實施需要具有合格和訓

練有素的、高效及公正可靠之食品檢驗服務。食品檢驗人員肩負重要職責，每日

                                                 
41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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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要和食品工業、食品貿易商聯繫，通常還要和公眾接觸。對食品檢驗人員進行

適當培訓，是高效的食品管理體系之首要前提。由於目前的食品體系極為複雜，

必須對食品檢驗人員進行食品科學和技術的培訓，以便其瞭解產業化加工過程、

能夠辨認潛在之安全及品質問題，並使其具有檢驗經營場所、收集食品樣品和開

展全面評估的技能和經驗。 

    檢驗人員必須熟知相關之食品法律和法規、知悉這些法律授予他們的權力以

及這些法律對食品業所規定的義務。他們還應十分熟悉收集證據、撰寫檢驗報告、

收集樣本並將樣本送至實驗室分析的各種程式。隨著食品工業逐步引用危害分析

關鍵控制點系統，應當在履行危害分析關鍵控制點審核職責方面對檢驗人員進行

培訓。 

實驗室服務（Laboratory Services: FoodMonitoring and Epidemiological Data），

實驗室是食品管理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實驗室的建立需要投入巨大的資金，其

維持和運行費用也相當昂貴。因此，必須認真地設計，以取得最佳的結果。實驗

室的數量及位置應依據系統的目標及工作量而定。如果需要多個實驗室，應考慮

分析工作的分配問題，以便最有效地覆蓋擬開展的食品分析工作，還應具一個設

備完善的核心參考實驗室，以供開展複雜的參考分析。 

    國家食品管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是有能力確定並分析食品污染和食源性

疾病之間的關係，及時獲得有關食源性疾病發生的最新和可靠的資訊至關重要。

又在食品管理機構及公共衛生系統間，包括與流行病學家及微生物學家之間建立

有效的聯繫，是十分必要的。在此情況下，可將食源性疾病的資訊與食品監測資

料聯繫起來，從而可以正確地制定基於風險的食品控制策略。這些資訊包括發病

率年度變化趨勢、易發病人口群體的確定、有害食品的鑒定，食源性疾病源的確

定與追蹤，疾病爆發和食品污染預警系統的發展。42
 

資訊、教育、交流和培訓（Information, Education,Communication and Training） 

    食品管理體系對於食品在農場至餐桌的整個過程，具有發布有關資訊、向利

                                                 
42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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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相關者提供培訓和諮詢意見之重要作用。這些活動包括向消費者提供公正的、

合乎事實的資訊；向食品工業的重要官員和工人提供資訊及教育計畫；向農業及

衛生行業的推廣工作者提供參考資料。 

    食品管理部門應高度重視向食品檢驗員和實驗室分析員提供特殊培訓，以滿

足他們的需要。這些培訓活動為所有利益相關團體提高食品控制專業知識和技能

提供了重要途徑，因此，這些活動發揮了重要的預防性作用。 

    衛福部、經濟部、農委會、環保署等應本於職責，針對管轄之產品，擬訂行

動計畫，執行年度專案性稽查及例行性稽查。 

聯合稽查執行情形，召開跨部會會議，啟動稽查：對製造場所(含工廠)查核及產

品抽檢、高風險性食品(乳品、肉品、水產品)、民生必需品(食用油、麵粉)、民

眾一般消費性產品稽查及抽檢、年節食品、食米、蛋、澱粉類產品。43
 

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促進法規協和化：參與 APEC 標準及符合性次級委員會

（Sub-Committee on Standards and Conformance,SCSC）會議，積極與他國交流食

品安全標準業務，參加 SCSC 委員會之食品過敏原研討會。參與 WTO 研討會及

相關會議，以加強和他國食品標準之交流與整合，促進食品標準法規透明化，強

化食品安全資訊分享。 

    辦理大型國際研討會:舉辦「2014臺歐食品安全管理國際研討會」，邀請歐盟

執委會官員、歐盟會員國專家代表與臺歐產業學界代表，介紹臺歐對於市場監督、

產品標示、消費者保護的監管措施，以及歐洲當局處理食安危機時的溝通機制，

鼓勵我國相關機構團體依循國際標準（食品法典）與其最佳案例，期透過產官學

全盤而深度的交流討論，裨益我國法規標準進一步與國際調和，促進國內食品產

業升級並保障消費者福祉。 

    要確保食品安全，不能僅依賴單一手段，因此，食藥署由法規面、組織面、

執行面三方著手，持續投入補足所需的人力與資源，以達到嚴格控管源頭安全、

                                                 
43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食品安全資訊網，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

&s=18FE69030E673E51，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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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掌握食品鏈流向、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建立衛生安全管理驗證體系、強

化中央與地方政府合作機制、完善消費者參與管道等政策目標。44
 

    為防止不當化學物質流入食品製造鏈，與經濟部及財政部，建立進口分流、

製造分區、販賣分業等「三分」策略，以達全面防堵。 

    所謂邊境分流即為，將未准用於食品的化學品與食品添加物，從源頭分離、

避免流用。由財政部關務署提供核准使用食品添加物類化學品對應的貨品分列號

列，並由經濟部針對這些號列公告數字輸入規定，加註「如屬食品添加物，應向

食藥局(現食藥署) 辦理輸入查驗」，使輸入之食品添加物於邊境即分流管理。 

    製造分區就是食藥局( 現為食藥署)與經濟部工業局修正「食品工廠建築及

設備設廠標準」，要求兼製食品添加物及工業用化學品工廠，其製造過程應有所

區隔；販賣分業是依食品衛生管理法，強制要求食品及食品添加物販賣業者登錄，

並鼓勵業者應辦理食品添加物販賣的商業登記，期盼透過各種把關，讓違法化學

物質流入食品中。 

    在源頭追查和產品檢驗「上下夾擊」策略下，污染產品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撤

離市場。衛生署(現衛福部)及環保署也擬訂妥善作法，經查扣、封存的受污染食

品，必須在公開及嚴密監控下做到完全銷毀，避免污染環境。全面啟動檢驗量能，

由於事涉臺灣食品商譽，對出口食品也可能遭受波及，影響國際形象，所以政府

除了採取大規模稽查行動，也加強檢驗工作。45
 

    食藥局(現食藥署)早已具備專責的檢驗運作機制，追溯至民國 97 年發生三

聚氰胺事件，促使當時的衛生署藥物食品檢驗局在次年完成了全國藥物、食品、

化粧品的檢驗資源調查，建置了全國340家實驗室的檢驗資源資料庫，在必要時，

得以緊急動員民間實驗室的檢驗量能。 

    食藥署改組成立後，特別設立了專責的實驗室管理科，負責區域聯合分工檢

驗體系的運作，並推動加速擴大實驗室認證方案，大幅提升全國實驗室的檢驗量

                                                 
44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85。 
45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臺北:監察院，2010，頁 162-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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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品質。可以迅速利用全國檢驗資源資料庫查出具檢測儀器的民間單位，包含

財團法人實驗室、製造業者品管實驗室、學校實驗室、醫院實驗室及其他民間實

驗室等共 51 家；多數實驗室都表示願意參與塑化劑檢驗工作，這讓種類繁多的

食品檢驗工作能在極短時間內，加速進行且完成，並公布有問題的產品。46
 

     每年端午節慶，市面上業者紛紛推出各式應節食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

管理署為確保食品衛生安全維護消費者健康，督導各地方政府衛生局依據食品良

好衛生規範準則(GHP)加強查核相關製造及販售業者之食品作業場所並抽樣節

慶食品，抽驗端午節慶食品，檢驗結果符合規範(合格率: 98.2%)。 

    端午節慶食品稽查抽驗主要針對大賣場、傳統市場、小吃店、粽子商行及製

造廠等；抽樣檢驗部分，主要抽樣粽子、糯米、蝦米、香菇、菜脯、蛋黃及醬類

等各式粽類食材及醬料，檢驗重點包括相關食品衛生標準、防腐劑、著色劑、漂

白劑、硼砂等，對於違規產品均已通知販售商下架回收，並移請來源製造商所轄

衛生局依違規情節查察裁處，倘違反食安法第15條、第17條、第18條等相關規定，

裁罰金額自新臺幣3萬元起最高可裁處新臺幣2億元罰鍰。 

    食品藥物管理署呼籲業者，夏季氣候高溫多濕，食品容易腐敗變質，應注意

粽子製造場所環境衛生及食材的保存以防止微生物滋長，且使用防腐劑、漂白劑

等食品添加物時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以維護自身

商譽及保障民眾食用安全。47
 

 

第三節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現況與展望 

一、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現況 

    「危機即是轉機」在議題發生後，加速政策推動改革，將有助於重新打造更

好的食品消費環境。新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的落實等，這些均代表危機後，重整

                                                 
46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68。 
47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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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更嚴格、完善的把關機制。 

    防微杜漸，省思歷來重大食品安全事件，不僅嚴重衝擊市場經濟的公平與正

義，更動搖民眾對政府把關食安的信心，過往的殷鑑正足以惕厲未來，國民健康

絕不該淪為食安風暴的犧牲品，食品安全也並非事不關己的一個口號，必須記取

教訓以共創食在安心的消費環境。 

    積極開發快速、精確之檢驗方法，迅速釐清突發事件發生始末、提出因應策

略並透過新聞稿與媒體公布呈現，化解民眾疑慮。持續精進儀器設備檢驗技術水

準，強化實驗室品質保證作業，積極通過認證及獲得國際肯定。另為提升地方衛

生局之檢驗能量，於民國99年全國衛生局已全數加入「衛生局區域聯合分工檢驗

體系」，辦理專責分工檢驗項目，為強化衛生局之檢驗資源，食藥署持續補助購

置精密儀器，以精進地方衛生局檢驗技術與能力。 

精進國家實驗室量能: 

部分標準品陸續供應給捐血中心、醫療院所及生技公司進行檢驗方法驗證及

檢驗試劑研發，提升我國生技醫療產業之發展及醫學檢驗品質及積極協助國內生

醫產業順利與國際接軌，通過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嚴謹、專業的科學驗證，

取得生物科技類生技服務組「SNQ國家品質標章」，，更獲得我國生技醫療產業

最高榮譽「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銀獎之肯定。 

稽查黑心食品事件，食藥署啟動緊急應變機制，迅速研發檢驗方法，並展開

原油、半成品油及成品之酸價、總極性、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動物性成分等

不同項目之檢驗；為使民眾對油品檢驗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於2014年9月8日開放

記者媒體參觀實驗室；榮獲第17屆「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及「SNQ國家品質標

章」。 

    稽查市售肉類食品:確認其為添加之攙偽產品，所建立牛、羊、豬專一性鑑

別方法，有效鑑別市面肉品產品真偽，保障民眾飲食權益，協助檢調機關偵查工

作。檢驗民眾誤食引發食物中毒之事件，食藥署以分子生物檢驗技術進行植物物

種鑑別，確認係誤食有毒植物而引發中毒。應用研發之物種鑑別快速檢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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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協助釐清中毒原因，並發布新聞稿呼籲民眾避免誤食有毒植物。 

強化地方檢驗能力及品質: 

    藉由整合檢驗資源、補助地方衛生局、督導考核等，已有效提升地方檢驗效

率及檢驗品質，並建構完善之國家食品安全實驗室網絡，以下政策： 

    補助儀器設備及強化檢驗網絡量能補助各衛生局購置精密儀器及標準品等，

並依各衛生局之檢驗資源與區域特殊需求等項因素，建置北、中、南區及直轄市

「衛生局聯合分工檢驗體系」之專責分工檢驗項目，提升每個衛生局檢驗類別專

責化之檢驗效率與品質。 

    區域聯合分工成果，依據「食品衛生檢驗中央地方分工項目表」，提高地方

可自行檢驗比率，增加「可自行檢驗項目」包含農藥、動物用藥、食品摻加西藥

等品項。實驗室認證，為確保衛生局檢驗品質，通過食藥署實驗室認證。 

    積極研發食品分析檢驗技術，首創領先他國研發檢驗及鑑別方法，並建立經

濟魚種生物條碼（DNA barcode）鑑別檢驗技術及研發檢驗方法。同時亦善用民

間資源及運用衛生局檢驗分工量能之實驗室通過認證，協力共構國際參與及消保

安心環境，另積極參與國際法規調和化組織，並簽署3項與食品、藥品、醫療器

材及化粧品相關之協定及瞭解備忘錄，促進雙邊活動並開拓國際市場。另依海峽

兩岸醫藥衛生合作協議及兩岸快速通報機制，持續推動兩岸法規及標準之調和，

強化兩岸藥品研發合作，達成兩岸攜手合作與經驗交流目標。 

    在消費者保護及風險溝通方面，係以提升消費者正確認知為核心價值，將與

食品、藥物、化粧品安全與品質有關之潛在風險因子，透過多元且即時管道，快

速傳遞正確訊息，以消彌民眾疑慮。結合校園師生及公民團體力量，深入各級學

校與社區推廣正確食品安全及用藥知識；另廣徵熱心民眾，共同守護食品安全，

傳達正確訊息。 

    夙夜不懈 戮力築構食藥安全家園為達「全民信賴的食藥安全守護者，創造

食品藥物安全消費環境」之願景，及面對未來更加多元之食藥安全挑戰，食品藥

物管理署將持續以精進法規科學、強化輸入管理、優化製造品質、掌握產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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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保護消費者為目標，建構完善之食品藥物安全管理體系，以達「藥求安全、食

在安心」之消費環境。48
 

強化檢驗量能，整合中央及地方建構全方位檢驗管理系統、提升檢驗科技及

實驗室網絡功能及提升國家實驗室功能；加強國際合作與兩岸交流:健全國際合

作法規協和環境建置、精進食品藥物檢驗國際化；強化風險管理:強化食品安全

風險評估能力、加強消費者教育及風險溝通及加強消費者保護架構；強化監督管

理機制:定期及不定期查核，為有效監督管理認證實驗室，並建立查核數據真實

性機制，完成認證實驗室查核，包括初次、增項、異動、展延及監督查核及不定

期查核。 

(一)辦理能力試驗:定期公布各認證實驗室能力試驗結果，對於複測不滿意則廢止

認證項目。另辦理「送雙盲樣檢體測試認證實驗室」，藉以查核檢驗數據真實性。

另鼓勵實驗室參加國外能力試驗，以確保認證實驗室之品質及自主管理能力。 

(二)免重複檢驗:食藥署辦理評選作業，推薦登錄日本厚生勞動省輸出國公共檢驗

機關制度B類名單計4家實驗室，順利推動我國輸日食品免除入關的抽驗作業，

加速通關及減少檢驗費用，以降低業者的貿易成本。 

(三)推動學校實驗室參與食品檢驗:食藥署辦理國際實驗室規範及檢驗技術訓練，

由輔導委員至各實驗室進行現場輔導，並配合盲樣測試，完成現場輔導，受輔導

之學校實驗室，涵蓋公、私立學校，分布於北、中及南部，期能增加國內食品安

全衛生之檢驗品質及量能。 

(四)持續修正認證相關法規:公告「食品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藥

物檢驗機構認證及委託認證管理辦法」、「食品檢驗機構申請定量檢驗項目認證

得免附量測不確定度評估報告之檢驗項目一覽表」，以強化認證實驗室之監督管

理。49
 

    網路是當前最快速傳播訊息管道，食藥署積極利用官方網站

                                                 
48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25-27。 
49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新紀元》，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45-4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5 

（ http://www.fda.gov.tw ） 及 「 食 品 藥 物 消 費 者 知 識 服 務 網 」

（http://consumer.fda.gov.tw/）提供國內食品、藥物、化粧品各式資訊，並設有查

詢功能，讓消費者易於查詢所需的資料。 

二、政策與成果 

(一)食藥署官網之服務 

1、於網站設置食品衛生安全宣導專區，內容包含文宣品下載及索取、多媒體宣

導、食品圖書館等專區，另為大眾建置專題焦點、新聞專區、消費紅綠燈、

食在安心、藥求安全等即時資訊，讓全國民眾易於獲取所需之資訊及新聞。 

2、「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新增專業版及兒童版，提供更多元且便捷之

知識服務平台，以符合民眾需求。 

3、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食品、藥物、化粧品違規廣告查詢系統」提

供即時快速之稽查處辦系統，並向民眾宣導正確資訊為目標。 

(二)臉書粉絲團之利用 

建置「食用玩家Facebook 粉絲團」，藉由有趣且實用的生活資訊輔以最新時

事，達到對民眾教育宣導之目的。 

(三)相關資訊管道之提供 

1、提供各種食品藥物資訊電子報（如藥物食品安全週報）讓民眾訂閱，將國內

外最新消息及民眾關切議題等資訊即時揭露。 

2、每年出版「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中文版及英文版）、「食品添加物追溯追

蹤系統手冊」等食品相關書籍，提供民眾多元選擇及知的權利。50
 

三、消費者溝通與宣導 

現況，消費者溝通的目的主要是增進消費者對食品藥物相關基本風險的瞭解，

透過系統性風險溝通，讓消費者了解政府現行政策，正確獲得食品安全知識。本

署針對食品安全、藥物正確使用及化粧品管理，加強與民眾、媒體之溝通與宣導，

                                                 
50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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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多元的溝通管道，建立民眾正確的相關知能及風險觀念。 

四、政策與成果 

(一)多元化諮詢溝通服務 

1、為整合民眾及廠商之諮詢、陳情及檢舉，提供諮詢服務專線（02）2787-8200 

共5線。 

2、提供首長電子信箱，由衛生福利部等上級機關轉送本署案件，署信箱接獲案

件。 

(二)消費者風險概念知識宣導 

1、民國103年全臺舉辦25 場「消費者保護與風險教育」研習會，依量販場所分

布邀集通路業者員工參加，對業者講授正確的爭議處理方式，降低民眾對食

品安全疑慮。 

2、「消費者保護與風險教育講習課程」計有1,248 位賣場人員參與；經過上課

前、後認知測試，對於「廣告不實的罰鍰」認知率；在業者責任部分，課後

能熟悉「商品回收」相關規定已達90%。另對「消費爭議調解程序」、「食

安問題如何預防」的正確比例較低，顯示對此兩項議題仍有進一步學習與瞭

解的需求。 

3、為強化民眾自我防護能力，消費者選購食品時應發揮「六意」，即注意包裝

完整、標示齊全、產品有效日期、保存方式、食用方式、保留消費憑據等六

項標示內容聰明挑選產品。本署亦呼籲賣場通路及食品業者，務必善盡消費

者保護三心：「良心」善盡食品安全把關：「誠心」充分溝通與同理心；「貼

心」提出合理補償方案，做好自我管理，提供民眾安心無虞的產品。 

4、如遇食品無法解決消費爭議，消費者可撥「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進行

反映。 

五、食品安全守護聯盟 

（一）已邀集國內大專院校食品、營養相關科系成立5個聯盟中心、13個種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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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期間組成專家團隊，編輯「食品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手冊及講義，依

此資訊建構聯盟網路平台及Facebook 社群、拍攝「闔家食安」短片，推

廣食品安全教育。 

（二）巡迴並舉辦全國大專院校「食品安全守護聯盟」種子講師教育講習，食品、

營養相關科系之學生成為種子講師。種子講師至全國國中及小學宣導食品

安全衛生教育。民國103年12月10日舉辦成果行銷記者會，聯盟學校將本

聯盟計畫執行成果與社會大眾共同分享，呈現本聯盟守護食品安全的決心

與成效。 

六、食品衛生志工訓練計畫 

（一）自民國102年起辦理「食品衛生志工訓練計畫」，號召重視食品安全議題

的社會有志之士，經過食品安全相關知能基礎培訓後，共同為全國食品安

全把關。 

（二）民國103年全國食品衛生志工逾1,500名，於重大食安事件發生時，第一時

間深入社區，宣導民眾正確食安觀念。平時協助轄區衛生局人員，宣達食

品安全衛生相關資訊，宣導效益達7,151人次。 

七、食品安全衛生宣導 

（一）進行9場「黑心油品事件」媒體專訪，加強正確選用油品之宣導減低疑慮；

製作「強化食品安全6措施—城牆守護篇」、「強化食品安全6措施—打擊

黑心篇」、「食安新居家5安守護您」款平面廣告，傳遞食品安全正確訊

息。 

（二）辦理「國小校園食品衛生安全活動宣導計畫」：舉辦創意話劇比賽，透過

各隊伍精采之話劇表演，以推廣食品衛生安全觀念並向下紮根。 

（三）民國103年度於台北國際食品展、高雄食品展、中秋愛心伴手禮促銷活動

園遊會、南台灣生技展、舒適生活養生展等食品相關展覽，辦理食品安全

教育之活動宣導，加強民眾對於健康食品標章與餐飲衛生分級評核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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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四）持續於廣播電台、電視媒體、平面媒體進行食品衛生安全宣導，並於聯合

報刊載「舌尖上的科學」共18篇，以科學角度解析食品安全。媒體宣露出

計達6 萬4,312檔次，觸及人數達2,000萬人。51
 

（五）配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之修正，就修法重點對相關業者及消費者辦理多

場宣導說明會，另印製及上傳宣導海報供民眾下載及索取。 

八、定型化契約管理 

（一）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1項，本署持續修正「餐飲業等商品（服務）

禮券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訂席、外燴（辦桌）服務定

型化契約範本」及「食品或餐飲等郵購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

事項」等3項食品及餐飲相關定型化契約，並透過說明會溝通，使業者遵

循並誠信履行義務，強化保護消費者之權益。 

（二）食品及餐飲服務業者應依法完整揭露資訊，使消費者了解產品內容及其權

益，如有消費爭議時，可撥打「1950」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或向各縣市

政府消保官或衛生局洽詢協助。52
 

    精進管理法規 優化審查服務量能為健全我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體系，修正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簡稱食安法），以保障國人飲食安全為最高原則，修

正重點涵蓋全面強化食品業者登錄、追溯追蹤、三級品管之自主管理責任、行政

院應設置食品安全會報、設立食安基金增加其來源用途、更大幅提高攙偽或假冒

等行為之罰鍰。在各縣市衛生局的積極推動及食品業者支持下，全國已超過15

萬家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另持續透過輸入食品邊境查驗，進行產品之動物用藥、

農藥殘留等後市場監測，全面性管控食品衛生安全。 

    每年農曆春節，為保障國人飲食安全，並強化食品安全管理，行政院「食品

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結合當地衛生機關，於傳統市場、量販店、年貨大街

                                                 
51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41-43。 
52

 食品藥物管理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年報》，臺北：衛生福利部，2015，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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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年菜供應製造廠等，展開多波應景食品稽查。抽查的品項包含：脫水蔬菜及乾

貨(金針、筍乾、香菇、金針、竹笙等)、醃漬蔬菜(酸菜、蘿蔔乾、筍干、醃瓜等)、

水產乾製品(蝦米、魷魚絲等) 、蜜餞食品(金棗乾、糖漬水果等)、豆類製品(豆

腐、豆干等)、調味醬等，進行重點稽查，檢驗項目包括農藥殘留、防腐劑、漂

白劑、甜味劑、著色劑、亞硝酸鹽等。歷年稽查結果往往約有一至兩成不合格率；

如有產品不合格，依法得以處3萬元以上300萬以下的罰鍰，千萬不可馬虎。 

    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今天召開會議，將針對食品攤商數多、

定點非流動且常態性營業的夜市，啟動第二階段食安稽查。第二階段食安稽查將

加強抽驗高風險品項，從攤商食材源頭，到使用後廢食用油的流向，透過源頭原

料管理及強化食物廢棄物流向掌控，期達到「夜市食安，全程管理」的效果，推

動「全國夜市聯合查核」，採「先訪視，續查核」方式。依經濟部初步調查統計，

全國約有277處公營或民營夜市，夜市聯合查核採分階段進行，第一階段由經濟

部會同衛福部、環保署及地方政府，針對具指標性、代表性的夜市，就攤商個人

衛生、環境衛生、器具衛生、裝備衛生、食材來源、廢食用油回收等多個面向訪

視宣導。53
 

    完成基隆市廟口夜市、台北市寧夏夜市、台中市逢甲夜市、台南市學甲夜市、

高雄市六合夜市及宜蘭市羅東夜市等25處知名夜市聯合訪視宣導，由訪視人員口

頭宣導並提供「良好衛生由我做起」、「廢食用油憑證回收」等書面宣導資料。

關於廢食用油流向部分，200家產出廢食用油的夜市攤商，已交付由清潔隊、清

除機構等回收清除，未再流入食品供應鏈。 

    行政院表示，夜市第二階段食安稽查，將由衛福部聯合環保署、經濟部及地

方政府，從攤商食材來源、產品與環境安全衛生，到廢棄物的清除處理，全面加

強稽查，稽查重點包括夜市攤商所使用的醬料（醬油膏、辣椒醬、豆瓣醬、醋）、

澱粉原料（番薯粉、玉米粉、太白粉等）及油品等，並追查來源製造廠。另針對

                                                 
53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

=EE44D93107419E02，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18 日。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EE44D93107419E02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EE44D93107419E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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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廢食用油的攤商，則稽查是否將廢食用油交付合法清除機構，並提供流向證

明文件，如簽定契約及保留簽收單據備查等。 

    行政院表示，將針對第二階段夜市食材供應源頭廠商查核，並持續規劃建立

公開查詢系統，提供民眾查詢比對後的回饋管道，運用網路資訊及「公民參與」

（crowd sourcing）的方式結合食品地圖，以提供相關部會及地方政府加強管理；

並持續透過中央地方合作模式，中央統籌規劃跨機關聯合查核作業，督促地方落

實執行，共同為食品安全把關。  

九、食品檢驗稽核機制之展望(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 

(一)加重刑責罰金，目的：嚇阻黑心業者從事攙偽假冒等非法食品製造行為；具

體內容： 

1、將原黑心廠商攙偽假冒行為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8000萬元以下罰金。 

2、黑心廠商行為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併科1

億元以下罰金。 

3、黑心廠商行為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2億元以

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1億5千萬元以下罰

金。 

4、黑心廠商不法行為之罰鍰，由原處6萬元以上5000萬元以下，提高為6萬元以

上2億元以下罰鍰。 

(二)提高檢舉獎金，目的：鼓勵企業內部員工檢舉公司不法、嚇阻業者從事非法

食品製造；具體內容： 

1、協調各縣市政府提高檢舉獎金額度，由現行罰鍰10%提高至罰鍰20%以上。 

2、主管機關(中央及地方)得就檢舉內容及對案件查獲之貢獻程度，給予10萬元

至200萬元之獎金。 

3、訂定「良心員工條款」，凡挺身而出檢舉黑心廠商之現職或離職員工，其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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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獎金加倍發給。 

(三)中央設置檢舉專線，目的：為處理民眾向地方政府檢舉而未獲積極處理者；

具體內容： 

1、凡向地方政府檢舉未獲積極處理者，可向中央政府檢舉。 

2、中央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小組將以跨部會整合行動方式對檢舉案件進行徹查，

並由法務部臺高檢負責與地檢署聯繫。 

3、民國103年09月17日建置中央檢舉專線電話02-27878200，由專人錄案管理。 

4、民國104年12月04日設立並開通1919全國食安專線，整合食藥署、消保處、農

委會及經濟部等4單位原有之食品相關服務專線，提供民眾單一諮詢入口，民

眾有檢舉、陳情、申訴及諮詢需求，以市話或手機直撥「1919」，可得到即

時的協處，更可藉由公開、便利的檢舉機制，擴大全國食品安全防護網絡。 

5、未來規劃透過食安專線，亦可快速連結至中央檢舉專線，政府即啟動稽查機

制，避免危害擴大，進而強化業者自我管理之社會責任。 

(四)輸入油品分流管理，目的：落實源頭管理，阻絕非食用輸入油脂流用於食品

供應鏈；具體內容： 

1、自民國103年10月31日起，所有輸入油品在邊境實施分流管理，食用油、飼料

用油、工業用油輸入時皆需經主管機關查驗、核發用途證明，並於輸入後管

控流向。 

2、輸入供食品用途油脂，須向衛生福利部(以下簡稱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申

請查驗；如屬飼料用途，須取得本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能農委會)許可文件；

如屬工業用途，須取得經濟部工業局(以下簡稱工業局)許可文件；如屬生質柴

油用途，須取得經濟部能源局許可文件；如屬人用藥品用途，須取得衛福部

許可文件。 

3、另自民國104年1月26日起，依「出進口廠商登記辦法」登記之進口人，輸入

油脂非屬應向上述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文件者，須取得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以下

簡稱國貿局)輸入許可文件，財政部關務署海關始同意辦理後續通關作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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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未取得任何主管機關之許可文件，不准報運進口，嚴格執行邊境管控。 

4、源頭輸入分流，建立輸入油品勾稽比對基準，各機關均依財政部海關貨品放

行輸入日之油脂輸入量，執行單月及累計月份統計，並就勾稽異常批次、批

量及品項檢討，輸入流向追蹤預警、建立實地查核機制。 

5、逐步建立完善資訊系統，為強化「非追不可」資訊系統建置，以量化數據進

行輸入油品流向及流量追蹤，推動非追不可3.0新版系統測試，於民國105年1

月1日系統正式上線。輸入流向追蹤預警、建立實地查核機制。54
 

(五)廢油回收管理，目的：黑心油品事件後，為強化廢食用油品管理，環境保護

署(以下稱環保署)全面清查廢食用油並建立納管機制，確保廢食用油不污染環

境或流入食用油市場，並促進事業產出之廢食用油進入合法回收再利用體系；

具體內容： 

1、針對目前尚未納管之夜市、商圈、餐廳、小吃店及攤販產出之廢食用油，啟

動全面訪查，並要求小型餐飲業者將廢食用油交由清潔隊或合格回收清除業

者回收。 

2、環保署擴大列管應上網申報事業廢棄物之事業，包括西式連鎖速食店、餐館

業、食品製造及旅館業等，應以網路申報廢食用油流向。 

(六)落實三級品管，目的：建構業者強制自主檢驗法制化、公正第三方獨立機構

驗證及政府稽查抽驗管理之食品三級品管制度；具體內容： 

1、一級品管：業者自主品管辦理情形，實施一級品管強制自主檢驗制度業別： 

(1)民國103年10月31日起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業者實施強制自

主檢驗制度。 

(2)民國103年12月31日起五大業別(水產品、乳品、肉品、食品添加物輸入及製造、

特殊營養食品)實施強制自主檢驗制度。 

(3)民國104年7月31日起公告八項大宗民生物資(澱粉、麵粉、糖、鹽、黃豆、小

                                                 
54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http://www.ey.gov.tw/ofs/Content_List.aspx?n=31BE19B216E5970C，最

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19 日。 

http://www.ey.gov.tw/ofs/Content_List.aspx?n=31BE19B216E597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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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玉米、醬油) 業者、茶葉輸入業及茶飲料製造工廠，於民國104年7月31

日起實施強制自主檢驗制度。 

(4)上市、上櫃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室，

從事自主檢驗，強化自主管理措施。衛福部業於民國104年10月15日公告凡領

有工廠登記且資本額一億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肉類加工、乳品加工、水產品

食品、麵粉、澱粉、食鹽、糖、醬油及茶葉飲料等10類製造、加工、調配業

者，應設置實驗室，從事自主檢驗。 

(5)民國105年4月21日公告新增食用油脂輸入業者、達3家以上獨立門市之連鎖品

牌且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之非屬百貨公司之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自民國105年

7月31日起實施強制自主檢驗制度。 

(6)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規定食品業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負起自主

管理責任，民國105年4月21日公告食用油脂、肉類加工食品、乳品加工食品、

水產品食品、食品添加物、特殊營養食品、黃豆、玉米、小麥、麵粉、澱粉、

食鹽、糖、醬油、茶葉、茶葉飲料及非百貨公司之綜合零售業者等17類食品

業者，自民國105年7月31日起分階段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7)輔導機制：輔導學校實驗室參與食品檢驗、針對食品業者實驗室之檢驗品質

及檢驗技術辦理北中南分區教育訓練。 

(8)辦理食品業者一級品管法規說明會，舉辦食安守門站運動：行政院食品安全

辦公室倡議「食安守門站」運動，結合衛生福利部、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等機關(單位)及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委員與食品相

關公協會及通路業者之力量共同呼籲通路業者注重食品安全自主管理。 

(9)舉辦聯合記者會，讓食品連鎖通路企業首波宣誓加入「食安守門站」運動，

另舉辦量販店、超商食安守門站焦點活動。 

(10)衛生福利部發布理想食品及農產品通路商企業指引及相關參考檢核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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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商遵循自主把關食品安全。55
 

2、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機構辦理情形，實施二級品管業別： 

(1)民國103年11月20日公告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額3千萬元以上之食品油脂製造

業者及辦理工廠登記之罐頭食品製造業，應接受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

並自民國104年1月1日施行。 

(2)民國104年6月4日公告辦理工廠登記之食品添加物及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應

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乳品加工食品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

驗證，並自即日生效。 

(3)民國104年12月25日公告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額達新臺幣3千萬元以上之麵粉、

澱粉、食鹽、糖及醬油食品製造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並自民

國105年7月1日生效。 

(4)民國105年4月13日預告「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額達新臺幣3千萬元以上之食品

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者」，並自民國106年7月31日生效。 

(5)食品業者驗證管理及辦法相關作業：修正公布公告訂定「食品業者衛生安全

管理驗證及委託驗證管理辦法」、公告「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作業程

序」、公告訂定「驗證機構認證及驗證實施管理辦法」草案、公告「食品業

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及委託驗證管理辦法」、公告「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

驗證機構認證作業程序」及「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作業程序」。 

3、三級品管：強化政府稽查抽驗量能，政府稽查辦理情形： 

(1)加強稽查於民國103年7月1日成立食藥稽查戰隊全面加強稽查。 

(2)民國103年12月31日完成國內235家食用油脂製造工廠之GHP查核。 

(3)民國104年9月至11月執行資本額達3000萬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業之政府單位

第三級查核，由二級驗證分級結果依比例查核，以強化對食品業者衛生安全

之管理監督。 

                                                 
55

 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

http://www.ey.gov.tw/News_Content2.aspx?n=F8BAEBE9491FC830&sms=99606AC2FCD53A3A&s

=F441DD5C67FD20E6，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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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民國104年12月2日發布「食用油脂三級品管稽查專案」之稽查結果新聞稿，

完成12家食用油脂製造業者查核，結果有7家不符GHP，1家追溯追蹤未落實，

8家不合格業者依食品衛生管理法命其限期改正，並已經轄區衛生局複查改善

完成。 

(5)強化稽查抽驗量能：行政院核增稽查人力70人建置於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由中央統一調度；公布修正「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2條之1，明定警察機

關應派員協助主管機關。 

(6)督導各地方政府落實法規之執行，並針對市售各類食品之稽查抽驗及食品業

者之查核，加強高風險食品工廠及食品製造業者之稽查，及各類專案稽查檢

驗。將結合地方衛生機關進行食品工廠「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普查，完

成查核具食品工廠登記之業者，落實GHP要求。 

(7)未來規劃：民國105年度「食安守門站」運動，由衛生福利部持續推動，透過

通路商輔導、座談會及成果分享等活動，協助業者精進，並持續更新理想通

路商相關規範或指引，同時，邀集相關部會，共力合作建構良好的通路環境。 

(七)食品追溯追蹤，目的：追溯食品的來源與追蹤食品的流向，於食品事件發生

時，可快速釐清涉案產品的源頭及流向，即時找出問題，並阻斷流通提高食

品安全。具體內容： 

1、短期:食用油脂已於民國103年10月31日實施，肉品、乳品、水產品、食品添

加物、餐盒食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輸入及製造業等於民國104年2月5日實

施。 

2、中期:7類大宗民生物資、茶葉、包裝茶葉飲料、黃豆製品之輸入及製造業、

嬰兒及較大配方食品、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之輸入、製造或販售業等於

民國104年7月31日分階段實施。 

3、長期:依風險評估及控管原則，規劃下一波食品追溯追蹤之實施業別。 

4、屬公告實施且依財稅機關認定應開立統一發票者，應使用電子發票，已首先

納入食用油脂業者，並分階段要求食品業者依規定實施日期起強制使用電子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96 

發票，以利追溯追蹤及勾稽管理。 

5、辦理情形：自民國103年10月31日起食用油脂製造、加工、調配業者及輸入業

者實施食品追溯追蹤制度，並指定資本額3000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製造、加

工、調配業者及食用油脂輸入業者應將追溯追蹤紀錄上傳「食品追溯追蹤管

理資訊系統(非追不可)」及民國103年12月31日起強制使用電子發票。 

6、肉品、乳品(含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產品)、水產品、食品添加物、餐盒

食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業實施食品追溯追蹤制度。 

7、民國103年12月10日修正公布「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9條，新增中央主管

機關得分階段公告食品業者應使用電子發票，並增訂相關罰則。 

8、於民國104年7月31日以部授食字第1041302792號公告「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

系統之食品業者」，除原規定外，新增納入7類大宗民生物資(包含黃豆、小

麥、玉米、麵粉、澱粉、食鹽、糖)、2類茶葉產品(包含茶葉、包裝茶葉飲料)、

黃豆製品、嬰兒及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及市售包裝乳粉及調製乳粉等12類食品

業者，自民國104年7月31日起分階段納入食品追溯追蹤制度管理。目前總計

19類食品業者納入應建立實施追溯追蹤管理制度。 

9、於民國105年6月8日以部授食字第1051300426號發布修正「食品及其相關產品

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 

10、未來規劃：公告訂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理辦法」、依風險

管理原則，規劃下一波納入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之食品業者。 

(八)食品GMP改革，目的：精進食品GMP管理措施，並逐步將食品GMP轉型建

立與國際接軌之產業自主管理體系，改革由公協會團體辦理，加入消費者團

體代表及通路業者，強化第三方專業機構與消費者保護團體共同監督機制，

具體內容： 

1、精進食品GMP管理制度。 

2、與國際接軌並移轉公協會團體辦理。 

3、辦理情形：精進食品GMP管理制度，自民國104年1月1日全面施行，新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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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包括：全廠同類產品全數驗證、落實源頭管理、追蹤管理強化及國際接軌。 

4、與國際接軌並移轉公協會團體辦理:食品GMP移轉由台灣優良食品發展協會

(Taiwan Quality Food, TQF)辦理，TQF協會已納入消保團體、通路等團體代表，

並強化第三方專業機構(如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與消費者保護團體

共同監督機制。 

5、台灣優良食品(TQF)驗證方案審查相關事宜： 

(１)民國104年6月24日於台北國際食品展，食品GMP微笑標章正式由經濟部移轉

至TQF協會，由TQF協會負移轉後標章督導管理之責，以維護原微笑標章廠

商權益，並以TQF標章重新出發，邁向國際。 

(2)鑑於TQF驗證制度正式上路，且GMP標章之使用，由TQF協會負責督導管理，

故經濟部於民國104年9月23日廢止原「食品良好作業規範GMP推行方案」。 

(3)行政院食品雲基礎建置政策之下，持續建置核心食品雲、農業雲、化學雲、

財稅雲等資訊系統，而食安雲係以應用資通訊科技協助推動「食安五環」（源

頭控管-設立毒物管理機構、重建生產管理、十倍市場查驗十倍安全、加重惡

意黑心廠商責任、全民監督食安）為目的，將所有與食安相關的資料，藉由

資訊匯流(information bus)及匣道檢選，達到跨部會交換，並透過大數據分析，

讓政府可以跨領域的勾稽運用分析現有的食安相關資訊，在平時，主動預判

預警可能的異常狀況；在食品事件發生時可快速有效查處，共同強化食品供

應鏈每一個環節的安全管理，並同時提供大眾透明資訊。56
 

十、食藥署對於食品業者採行之管理措施 

１、食品業者於食品供應過程之各個環節，如：輸入、輸出、製造加工、流通販

賣、產品標示及廣告等，均應遵循衛生主管機關訂定之相關法規，確保食品

安全。 

(１)食品製造過程： 

                                                 
56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http://www.ey.gov.tw/ofs/cp.aspx?n=E409F138644D5E24，最後檢閱日

期:2016 年 6 月 24 日。 

http://www.ey.gov.tw/ofs/cp.aspx?n=E409F138644D5E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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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及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MP。 

B、經公告指定之國產食品相關業別，應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２)食品衛生安全： 

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0 條衛生標準、第11 條不得含有害物質及第12 

條食品添加物之相關規定。 

(３)食品標示及廣告： 

A、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第17 條食品標示內容及第19 條食品之標示、宣傳

或廣告。 

B、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或涉及醫療效能之情事。 

２、提升稽查能力，強化衛生管理 

(１)補助地方經費 

為使地方政府具備足夠資源執行食品衛生管理與稽查及輔導，並與地方衛生

局共同強化衛生管理、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已逐年提高補助地方政府之經費。 

(２)培訓地方人力、提升專業知能 

辦理食品安全衛生訓練課程，提升地方衛生人員專業知識技能。 

(３)高風險產業強制輔導升級 

將安全風險程度較高之食品業者，強制輔導升級，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以加重業者責任。 

３、建構資訊系統，強化源頭管理 

    建構食品衛生安全相關資訊系統，除賦予產銷流程中所有參與者明確責任，

亦可供查處機關監督、查核、追溯食品，以便快速處理食品安全事件發生的問題。 

另基於源頭管理、事權統一原則，將收回原委託標檢局執行輸入食品查驗工作，

並與農委會、環保署共同研訂「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報及應變處理流程」，以

便即時掌握進口與國產食品之訊息及有效處理防止食品消費安全事件之發生及

擴大。 

    食品衛生管理機關具有執行稽查與抽驗之監督責任，每年訂定市售食品抽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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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稽查，針對不合格食品及紀錄不良之業者，列為重點管理對象，加強業者對食

品相關法令之認知，降低觸法機率。如查獲不符規定食品，立即輔導，經輔導後

再次對相同食品進行抽驗（複查），倘複查仍不符規定，則嚴以依法處辦。 

４、提升產品消費資訊透明化  

(１)衛生署於TFDA 網頁已設置「食品資訊網」、「食品Q&A」，方便各縣市政

府衛生局、食品相關業者及消費大眾等上網搜尋相關資訊，且內容持續更新

及維護，期消費者能迅即獲知最近資訊。 

(２)衛生署發行藥物食品安全週報主動發布食品相關新聞。 

(３)加強散裝、包裝速食麵、包裝食品原產地及調合油之標示管理。57
 

十一、食品業者對於食品安全衛生把關應負之責任 

(一)確認食品原料、容器、添加物之安全性食品業者不得使用安全性有疑慮或危

害健康者之原物料及食品容器具；添加食品添加物時，其准用、品名、規格、

使用範圍、限量標準，應符合食品衛生管理法之規定。 

(二)保證產品品質，業者應建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及品質保證措施，包括：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HACCP、台灣優良食品CAS 制度及良好食品製造規範GMP 

認證體系。 

(三)確保製程及環境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食品製造業者及食品工廠業應

重視食品製作過程及環境衛生，包括產品的品質衛生、人員、設備等，應符

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以防止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對人體的危害。 

(四)辦理人員健康檢查： 

食品業者應每年主動辦理食品從業人員健康檢查乙次，如遇從業人員患有外

傷或法定傳染病者，不得從事與食品接觸之工作，避免污染食物。 

(五)加強專業訓練： 

經衛生署公告指定一定規模及業別之食品業者應聘用一定比例、領有食品、

                                                 
57

 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2010，頁 4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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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養、餐飲等專業技術證照之人員，以落實專才專用，同時定期辦理有關食

品安全、衛生與品質管理之在職教育講習及各項訓練，確實執行並作成紀錄，

強化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六)落實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 

食品業者應秉持誠信經營原則、承擔絕對責任，在製造、進口及販賣食品時

應依據法令規定標示及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使消費

者選購食品，有正確判斷依據。 

(七)保障消費者權益： 

食品業者應以積極性預防取代消極檢驗：主動保護消費者健康權益，更應本

著良知道德，遵循法令營業，提供安全合法的食品予消費大眾，擔起應盡之

社會責任。 

(八)建立追溯系統： 

食品業者應留存食品來源廠商、聯絡電話、流向及銷售紀錄等資料，資料之

保存至少應保留至成品有效日期後6 個月。如遇發生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時，

應本於社會企業責任，通報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並主動發出警訊，說明、停

止使用，進行補救措施或回收及停止販售。 

(九)落實自主管理機制，食品安全衛生把關責任應由政府以監督的立場管理及食

品業者本誠信良知，確保製售食品的安全衛生，並與消費者共同負擔責任。

故食品業者應落實日常自主衛生管理制度，製造衛生安全且品質優良之食品，

提供民眾營養、衛生、安全之飲食。58
 

十二、餐飲業者分類與主要管理規範及措施 

餐飲業者分類，餐飲業包括：餐館業、飲料店業、餐飲攤販業及其他餐飲類，

相關定義分述如下： 

(一)餐館業：凡從事調理餐食提供現場立即食用之餐館，包括便當、披薩、漢堡

                                                 
58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2010，頁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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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餐食外帶外送店。 

(二)飲料店業：凡從事調理飲料提供現場立即飲用之非酒精及酒精飲料供應店。 

(三)餐飲攤販業：凡從事調理餐食或飲料提供現場立即消費之固定或流動攤販。 

(四)其他餐飲業：上述3項以外之餐飲服務業，例如：餐飲承包服務（含宴席承

辦、團膳供應等）及基於合約僅對特定對象供應餐食之學生餐廳或員工餐廳，

交通運輸工具上之餐飲承包服務亦屬之。59
 

衛生署對於餐飲業者採行之管理措施:原料、場所及製程，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抽查食品業者之作業衛生及紀錄；必要時，並應抽樣檢驗及查扣紀錄。

對於涉嫌違反衛生安全及品質標準、及食品添加物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

量標準之規定者，得命暫停作業，並將涉嫌物品封存。 

    

第四節  小結 

針對盒餐食品工廠業，衛生署已公告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18，另

為鼓勵餐盒食品工廠業以外之餐飲業，自願性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衛生署辦

理「餐飲業實施HACCP 衛生評鑑」制度，通過評鑑者，授予證明書及標章。 

此外，為建立符合國際性規範之食品安全供應鏈之管理系統，強化食品之源

頭管理，衛生署將持續規劃及推動餐飲相關產業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並視食

用安全風險及產業規模，逐步公告實施，包括：國際旅館餐飲業、空廚、醫院團

膳等。至於觀光夜市小型餐飲店部分，TFDA已列為未來3 年之輔導計畫，將從

食品從業人員之衛生習慣養成、食品衛生法規觀念建立及環境設備衛生管理等事

項著手，期能輔導該類行業建立符合食品法規之衛生操作及習慣養成。 

有關人員及訓練方面，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明訂廚師證書發證事宜由餐飲相關

公（工）會辦理，且應接受當地衛生主管機關之督導，如有違反事宜，當地衛生

主管機關得終止認可。廚師證書有效期限為4 年，期滿每次展延4 年。申請展延

                                                 
59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2010，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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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在該證書有效期限內接受各級衛生機關或其認可之餐飲相關機構辦理之衛

生講習每年至少8小時。60
 

    餐飲業者對其食品安全衛生把關應負之責任：至少能夠追溯來源，對各種原

料的供應者姓名、電話及地點或市場攤位應均有紀錄:原料供應者為大批發市場

或經銷商者應提供原料食材的抽驗檢測報告；原料供應者為執行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HACCP、台灣優良食品CAS制度、或ISO2200的食品業者，應提供原料食材的

檢測報告或安全相關証明。上述3種把關程度其成本不同，因此視業者的規模，

選擇把關程度。在場所、製程、人員的要求方面。 

    餐飲的製造場所依不同的清潔度要隔離，並進行不同的清潔度管理，包括人

流、物流、水流及氣流須由清潔度高者流向清潔度低者。製程：業者要依據現有

的烹調設備制訂食品的製造流程及各流程的條件（包括溫度、時間及交叉汙染的

防治），並落實管理與紀錄，藉由良好衛生規範的執行，再配合食品安全管制系

統，針對顯著的安全危害進行管控與防治，預防食品中毒的發生保障消費者安

全。 

    餐飲業者作業人員應定期健康檢查，不同清潔度的作業穿著不同的工作服並

配戴髮帽，且定期由衛生單位進行衛生安全講習訓練，加強工作人員對衛生安全

的確實執行；餐飲業者必須參加縣市政府舉辦的衛生講習持續課程，對於餐盒工

廠及飯店餐廳亦要求要聘用衛生管理專責人員，負責督導及內訓員工。 

                                                 
60監察院，《我國食品安全衛生把關總體檢專案調查研究報告》，2010，頁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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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食品檢驗稽核機制運作案例 

本論文研究案例選擇臺灣的首都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食品業最後的良心義美

食品公司及世界十大餐廳鼎泰豐連鎖餐廳為案例。 

第一節 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為例 

臺北市為臺灣的政經中心，為國際化及都市發展重要一環，城市外交儼然成

為臺北市的責任之一，為順應國際發展趨勢，邁向國際級健康之都，增進臺北市

食安醫療相關人員專業知能及國際視野，持續推動國際衛生交流活動。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暨所屬醫療院所為因應國際衛生醫療發展趨勢，晉身為國

際級之健康都市，與中央衛生機關組織再造接軌，建立事權統一之責任機制，俾

使權責分明、各司其職，使現有人力配置，發揮最佳效能，提升服務效率，落實

平時之防治，以確保防疫網之健全，以及為統一衛生稽查、強化工作效能，設聯

合稽查隊及分隊。 

機關沿革，臺北市衛生局組織及附屬機關之歷史變遷沿革：民國56年7月1日

臺北市改制為直轄市隸屬行政院，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當時之組織為六科四室。民

國100年年12月4日修編後，「藥物食品管理處」修正為「食品藥物管理處」。 

組織架構，衛生局組織設:疾病管制處:掌理負責疫情監測、調查、訓練及醫

院院內感控事項、規劃疫苗接種之政策及執行、社區傳染病及新興傳染病之防治、

外勞與營業衛生從業人員之防疫及委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辦理疾病防治等事項。

「食品藥物管理處」，業務職掌如下：掌理負責藥政、藥品、醫療器材、化粧品、

食品衛生管理與健康飲食推動、諮詢及管理等事項；醫護管理處：醫政、醫院管

理、護理行政、藥械供應、緊急救護、特殊照護及心理衛生輔導等事項。健康管

理處：掌管健康管理及保健業務之推展、監督、規劃及考核等事項；企劃處：綜

合計畫、研究發展、管制考核、國際衛生合作、公共關係、議事、綜合業務宣導

及衛生業務訓練等事項。檢驗室：掌管食品、藥物及公共衛生檢驗及支援公共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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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相關稽查樣品檢驗、投訴檢舉專案檢驗及受理飲食品藥物申請檢驗等事項；資

訊室：業務電腦化及辦公室自動化之規劃、推動、管理及所屬各單位實施資訊作

業之督導及輔導等事項。秘書室：文書、檔案、出納、總務、財產管理及不屬於

其他各單位事項。會計室：依法辦理歲計及會計事項。統計室：依法辦理統計事

項。人事室：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政風室：依法辦理政風事項。市立聯合醫

院、十二區健康服務中心。1
 

一、衛生檢驗業務 

(一)強化檢驗服務，提升檢驗量能： 

民國104年度辦理食品衛生檢驗24萬8,365項件、營業衛生檢驗1萬401項件、

中藥摻加西藥1萬6,400項件、醫事檢驗102項件、受理人民委託及檢舉陳情專案4

萬1,855項件，合計31萬7,123項件；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檢驗機構展延暨增項認

證，認證項目除原有大腸桿菌、大腸桿菌群、生菌數、抗氧化劑、三聚氰胺、亞

硝酸鹽、過氧化氫申請展延認證外，並新增食品中防腐劑、食品中塑化劑及包裝

飲用水中重金屬之認證，計有10種類26項通過認證，認證有效期間為民國103年9

月24日至106年9月23日；通過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藥物化粧品實驗室異動

暨展延認證，認證項目為中藥及食品中摻加西藥共214項，認證有效期間為民國

103年12月12日至民國106年12月11日；民國103年協助辦理103年度全國食品衛生

檢驗科技研討會，獲頒103年度食品衛生檢驗科技研討會卓越貢獻獎及最佳壁報

論文獎，並於會中發表2篇口頭論文及4篇壁報論文；協助辦理民國103年度全國

食品衛生檢驗科技研討會並獲頒卓越貢獻獎及最佳壁報論文獎 

Helping to conduct the 2014 Annual National Food Health Inspection and 

Technology Seminar andreceiving achievement award and the best poster thesis 

award. 

(二)新檢驗技術開發： 

                                                 
1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www.health.gov.tw，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5 日。 

http://www.health.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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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效提升檢驗效能，開發檢驗技術項目有：油品中銅葉綠素檢驗方法；食

品容器具－塑膠材質鑑定檢驗方法；食品中動物用藥殘留檢驗方法－氯黴素類抗

生素；食品中二甲基黃及二乙基黃之鑑別方法；食品中組織胺檢驗方法。 

(三)建構健康消費環境及健全管理打擊不法： 

1、一般食品稽查與抽驗： 

（1）市售食品標示檢查8萬5,414件，不合格488件，罰鍰處分16件。 

（2）抽檢及監測市售食品及食品添加物、食品容器具3,964件，不符規定257件。 

（3）年節食品查驗，農曆年前至年貨大街、大賣場、超市及傳統市場等，抽驗

年節食品477件，品質檢驗不符規定55件，包裝標示檢查143件，不符規定

16件。 

（4）涼麵查驗，抽驗49件涼麵食品，衛生標準初驗17件不符規定，複檢3件衛生

標準仍不符規定。 

（5）飲冰品查驗，飲冰品查驗抽驗市售飲冰品413件（30件包裝飲冰品、273件

散裝飲冰品、76件配料、21件霜淇淋及13件冰淇淋），飲冰品檢驗衛生標準；

配料檢驗防腐劑、甜味劑、著色劑及性狀等，檢驗結果9件飲冰品不符規定

（經初、複抽驗仍超過衛生標準限量）。 

（6）米濕製品查驗，抽驗米濕製品55件，包含20件米粉、15件粄條（河粉、粿

仔條）、10件米苔目及10件糕粿類，檢驗防腐劑（苯甲酸、己二烯酸、去水

醋酸、丙酸）及過氧化氫等添加物，檢驗結果均符合規定。 

（7）肉品查驗，抽驗生鮮禽（含蛋）畜肉品抽驗262件（含178件乙型受體素），

1件檢驗結果不符規定（1件烏骨雞檢出動物用藥）。 

二、衛生稽查輔導業務 

（一）針對臺北市食品業者共稽查2萬2,820家次，輔導改善3,719家次。 

（二）為保障市民之健康及消費安全，密切聯繫檢、警、調單位執行不法查緝

工作及配合法務部高檢署「打擊民生犯罪專案」，查獲不法案件即適時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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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新聞，以嚇阻不肖業者。依據機構、業者提供之使用銷售月報表，追蹤

稽核管制藥品流向及使用情形，執行稽查2,146家，勾稽查核2,332家，查

獲違規25家，處行政罰鍰132萬元。 

（三）辦理「食品、藥物、化粧品業者及傳播媒體業者廣告講習」4場，說明違

規廣告查緝及認定原則，提升業者自我審查及自主管理能力，計421家次

558人次參加。 

（四）、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布7月至9月至各連鎖量販大賣場、超市、超商及一

般商店等市民消費購物場所進行「全穀類食品」標示稽查，共稽查1,176

件，查獲3件「全穀類食品」產品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規定正確標示。 

（五）頂新集團劣油事件，「正義股份有限公司」混摻飼料油製成食用油品販售，

查獲頂新製油公司自越南進口之豬油、牛油及椰子油非食用油，臺北市政

府以「迅速下架、消費者保護、跨局處合作、自主通報」4項策略，全面

動員清查涉案產品，維護消費者權益。 

三、淨化食品、藥品、化妝品廣告業務 

（一）建置「廣告線上申辦暨查詢系統」，簡化廣告申請案程序，提升行政效能，

共1萬3,188件。 

（二）查獲違規廣告3,297件（食品852件、藥物255件、化粧品2,190件）；處分

違規廣告990件（食品345件、藥物70件、化粧品575件），杜絕誇大不實的

違規廣告，保障消費大眾的權益與健康，並減少消費爭議。 

（三）適時發布新聞，提醒消費者，避免因購買違規廣告所宣稱之產品，而致

金錢損失及傷害身體，發布4則新聞。 

（1）破除迷信！勿信誇大神奇『速效減重』產品廣告。 

（2）公布民國102年度查處成果－違規廣告王『治消渴賜爾康』。 

（3）北市衛生局處分『打疫苗預防皮蛇』違規廣告。 

（4）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公布民國103年度上半年查處成果－違規廣告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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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治療儀』奪冠。2
 

四、營造健康消費環境業務 

(一)維護食品公共安全： 

1、維護公共安全方案列管之食品業者336家（含餐盒食品業21家、學校自製午餐

29家、外燴飲食業7家、辦理宴席餐廳82家、學校外包午餐89家、觀光飯店97

家及中央廚房11家），稽查1,183家次。 

2、辦理「一般餐飲業者及公共安全方案業者」衛生講習78場4,639人參訓、「持

證廚師」衛生講習20場1,283人參訓；臺北市政府衛生局或臺北市各合格辦

理衛生講習機構所辦理之「持證廚師」衛生講習資訊均公告於中華民國廚

師證書資訊管理系統網站，以利民眾查詢與報名。 

3、落實食品安全管制系統，食品業者落實「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CCP）」

之符合性稽查，餐盒業共11家，另依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規定每月稽查，

全年達175家次。 

在成果貢獻及政策宣導部分，結合12區健康服務中心、臺北市立聯合醫院等

共同推動國民營養宣導教育，執行「健康飲食促進計畫」，辦理健康飲食宣導，

參與活動之對象人數總計15萬7,858人次：健康飲食講座234場。健康飲食宣導316

場。結合職場企業、學校、社區健康營造中心等資源共同辦理、深入推廣之大型

宣導活動207場，計12萬1,552人次參與。舉辦3場年度健康飲食宣導成果活動，

展示健康飲食推動成果，並邀請社區或其他團體代表，實際展示健康飲食餐點，

計1,020人次參與。培養學童從小就有食品衛生安全的正確觀念，特別結合臺北

市政府教育局共同舉辦食品履歷校園宣導活動，前進臺北市12個行政區進行食品

安全教育，透過本府跨局處合作，讓食品安全、源頭管理、風險管理等觀念，自

小培養並影響家庭融入健康飲食習慣。建立培訓計畫，前進12個行政區針對國小

老師舉辦12場的「種子教師培訓營」，將食安知識向外擴張。 

                                                 
2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年鑑》2015，頁 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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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務績效方面，衛生局多年來積極落實公共衛生三段五級之觀念，並將世

界衛生組織渥太華憲章之行動綱領（制定健康的公共政策、創造支持性的環境、

強調社區的參與、強化個人能力、調整衛生服務的取向以達到健康促進的目的）

融入各項業務，期以「臺北健康城市」為守護市民健康的目標，提供市民最佳服

務，並與世界衛生體系接軌，邁向國際健康城市！ 

依據民國103年度施政計畫管制規定，選定「優化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計

畫為年度施政計畫報府核定列管，希望透過平台快速提供消費者透明化的食品安

心資訊，並積極為提供市民食品衛生保障服務，衛生局將賡續努力推動相關事宜。

「打造亞洲第一健康城市」是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的願景，透過強化食品安全、促

進市民健康、精進防疫減毒、整合緊急救護、推廣貼心醫療及落實銀髮照顧等策

略主題，積極促進市民健康安全，期許衛生局能成為衛生福祉的全方位領航者。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針對轄內各類食品例行性及季節性抽驗及標示管理，以

建立全方位的飲食衛生稽查抽驗管制機制，透過每年排定食品安全抽驗計畫表，

包括例行性、季節性與專案性，按月至食品製造、販售場所抽驗嫌疑食品，包括

產品和衛生檢查的專案計畫，並依據檢驗結果發部新聞周知民眾，實施「系統性

查核」措施。 

在食品安全上，有鑑於食品安全事件的陸續爆發，為有效掌握食品原材料之

供應來源及流向，建置「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於民國103年全面升級為市府層

級，分為「學校」、「夜市」及「賣場與連鎖店」3大專區，提供民眾透明化的食

品安全資訊，並於「第五屆行政透明獎」以「食安守門員─臺北市食材登錄平台」

榮獲行政透明特優獎。未來將持續推動食品安全制度透明化，成立食品安全委員

會及制定食品安全自治條例，並提升檢驗室檢驗品質及能力，以達到保障民眾食

品安全之終極目標。 

(二)食品衛生管理施政： 

民國104年舉發食品違規廣告1,084件；處分食品違規廣告294件；民國104年

抽檢及監測市售食品及食品添加物、容器、食品包裝3,980件，不合格257件，來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9 

源屬外縣市者已移送轄區衛生局處辦，屬臺北市者依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處

辦；民國104年食品標示檢查7萬9,172件，不符規定639 件，處分21件；針對本

市食品業者共稽查2萬434家次，輔導改善3,807家次；衛生優良自主管理OK標章

認證：本局針對兒童新樂園內已提出申請之20家業者進行OK標章認證，民國104

年起推動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評核制度：本市民國104年3

月16日第1次食安委員會議決議，本市餐飲衛生管理應與中央制度接軌，故民國

104年度依循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劃之「餐飲衛生分級評核制度辦注意

事項」，規劃臺北市餐飲衛生管理分級計畫。 

民國104年度優先評核業別為中式盤菜餐廳、轉運站美食街自助餐及一般餐

廳，總計完成評核 總計完成評核182家次業者，通過評核業者共計135家，其中

優級業者總計65家，良級業者總計70家，期望達到維護民眾外食安全之目標；臺

北市食品安全委員會：民國104年度召開4次會議，完成「制定食安自治條例」、

接軌中央「推動餐飲衛生分級」、「制定學校午餐標準作業流程」、「統一食材登錄

平台中文品名」及「廢食用油回收管制」等5大食安政策；推動並落實「臺北市

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臺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歷經民國104年10月7日臺北市

議會三讀通過，於民國104年12月24日奉行政院核定，並於民國105年1月13日公

告施行，因應業別特性，認證採輔導者落實衛生自主管理，宣示遵守品質宣言為

主；配合本府勞工局辦理，「庇護場」包含一般餐飲業、烘焙販賣等政策。3
 

 

第二節 以義美食品公司為例 

義美從日據時代台北市太平町一家小糕餅店，迄今為國際知名的食品企業。

多年來，以實實在在的態度，真材實料把食品做好，得到顧客的迴響，因此能夠

快速的成長，產品遍佈世界各地，陪著台灣人度過人生每一個重要的里程。義美

食品對於旗下的質相當注重，從「原料的產地、供應商的素質」等都仔細挑選，

                                                 
3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176&mid=1055&itemid=35831，

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6 月 21 日。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176&mid=1055&itemid=35831，最後檢閱日期105年6月1
http://health.gov.taipei/Default.aspx?tabid=176&mid=1055&itemid=35831，最後檢閱日期105年6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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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要添加進食品的添加物也秉持著能不加就不加，只為了不造成消費者健康的

疑慮，加上出廠前都須經義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實驗室嚴格把關，因此，深受消

費者的喜愛。義美產品的堅持，義美成立至今已有80年歷史，實實在在的製餅精

神，始終如一。義美不斷研發健康又美味的食品，除自製食品之外，還代理進口

國外知名品牌食品及原料，同時與國際知名食品業者合作，包括麥當勞、漢堡王

等，為其開發生產各種產品，致力成為好食品的供應者。 

義美食品公司從創立以來，即堅持「產品品質與安全」的重要性，堅持五大

把關原則「查核原料來源」、「審視原料價格」、「參考客戶名單」「深化檢驗

能力」、「用心落實驗收」，並對原物料之檢驗使用、產品製程管制、成品出廠

及配運之各層面，確實為消費者健康層層把關，提供符合安全衛生的產品，是各

跨國食品公司的供應商。4
 

一、公司沿革 

義美食品公司創立於1934年（77年前，日治時代，蔣渭水醫生，於太平町創

立大安醫院舊址，即為義美食品公司創業所在地)，目前義美食品公司總部位於

台北市信義路二段88號。義美食品創立於1934年，位於台北大稻埕的義美商店，

專門製作與販售傳統糕餅。義美食品董事長高騰蛟先生，在1937年因為父親過世，

而接手經營義美食品，經過數十年來努力的奮鬥，逐漸將義美食品的規模，從一

家傳統的糕餅舖擴展為全國性的食品製造公司。 

兩大經營理念:做餅是老實人的行業是良心的事業及勤儉是家本勤儉是國本 

勤儉更是環保的根本；五大把關原則:查核原料來源、審視原料價格、參考客戶

名單、深化檢驗能力及用心落實驗收。5
 

 

                                                 
4 義美食品公司網站，http://www.imeifoods.com.tw/，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5 月 6 日。 
5
 義美食品公司網站，http://www.imeifoods.com.tw/，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5 月 8 日。 

http://www.imeifoods.com.tw/
http://www.imeifood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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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   義美食品公司計畫願景 

二、檢驗稽核 

因為爆發大統、富味香等廠商製造假油，到義美南崁工廠採訪總經理高志明，

尋求台灣食安問題的解方。沒想到高志明一坐下來就開門見山地說，「台灣的食

安問題解決機率不高，幾乎無望，等著看吧，未來一定還會發生，你們一定還會

再來找我」。果不其然，高志明的話言猶在耳，不到半年，就發生知名麻辣鍋店

鼎王湯頭造假風波，再過半年，也就是今年中秋節前夕，台灣再陷食安風暴，消

費者這才知道，吃下肚的全統香豬油，原來是由餿水油、動物屍油等廢棄油製成。

隨著事件愈演愈烈，衍生出不少案外案，不少食品大廠和百年餅店誤踩地雷，紛

紛中箭落馬，甚至造成每逢過年過節就大排長龍的台北犁記被迫歇業，代言牛頭

牌紅蔥肉燥的阿基師下跪道歉。就在這時，有網友列出義美食品可惡的八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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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為了省錢不加化學添加劑、採用原始原料拖累台灣食品化工的進步、商品保

存能力太差、長期服用降低洗腎機率導致醫院裁員、增加人均餘命拖垮台灣財政

等等，利用反諷字句突顯義美是台灣食品業的清流。 

義美、鼎泰豐到底做了什麼，又堅持些什麼，好讓自己每次能躲過食安風暴，

不犯食安的錯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做好源頭管理。去年食安法修正之前，政府

只偏重於末端檢驗，但這些全身而退的企業卻反其道而行，把力氣放在掌控每項

原料的來源，「當原物料沒問題，成品只要抽驗就好，」高志明說，前端不做，

後端做得再多也沒有用。為了在前端替消費者嚴格把關，這些食安模範生幾乎都

擁有檢驗能力。舉例來說，義美就花了6千萬打造一間2百坪大的食品安全研究室，

裡面劃設了化學檢驗區、微生物檢驗區，還有兩台要價上千萬的「超高效能液相

層析串聯質譜儀」，只要8個步驟，就可以知道食品裡有沒有暗藏塑化劑。 

義美之所以沒受到假油事件波及，就是因為先前他們就測過大統橄欖油，脂

肪酸的組成和其他橄欖油不太一樣，於是堅持不採購。不只是油，大多數義美食

品成分表上列出的原料，都經過食品安全研究室的檢驗。不過，高志明也坦言，

義美的原料千百款，不太可能每樣原料、每批進貨都拿到食品安全研究所做細部

檢驗，「但如果我有檢驗能力，供應商就會很緊張，賣東西給我們也會謹慎一點。」

不過，源頭管理也不能只是關在檢驗室，他們也要求員工走出實驗室親眼查核原

料的來源和製作過程。只不過，食品業一半以上的原料都來自國外，溯源的確有

其困難之處，高志明認為除了要求附上檢驗證明，賣方一定要說清楚講明白，完

整交待玉米、小麥、黃豆、茶葉、米或砂糖的來歷，「如果連原料的來源都不清

不楚，我們怎麼放心跟他買？」 

高志明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參考供應商的客戶名單，看看他除了義美之外，

還把原料賣給哪些企業，「如果名單裡有跨國企業，代表他一定接受過嚴格的稽

核」。最重要的是要用心落實驗收，而不是照單全收，只要驗收人員一有疑慮，

就要馬上通知自家檢驗單位。可否認，像義美、鼎泰豐這些企業的售價都比同業

貴一點，原因在於他們光是採購原料的成本就高於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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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廠商因為通路間競價，被迫不得不壓低貨架上的售價，為了存活，只好

想辦法降低成本，採用更便宜的原料，但義美、鼎泰豐卻堅持，即使成本貴了點，

還是不能因為貪便宜而去選擇可能有問題的原料或掺入不該添加的東西。 

好幾年前，義美定期檢測時發現瓶裝茶有農藥殘留的問題，又加上供應商對

原料來源交待不清楚，雖然沒有立即性的危害，成本又比其他廠商低，但高志明

還是心一橫，停售這項商品。「原料如果太便宜，又不是盛產或價格補貼的話，

絕對有問題」高志明始終相信，價廉不可能物美。 

義美也有一系列鮮榨果汁，因為沒有添加起雲劑，西瓜汁靜置之後，西瓜渣

會沉澱，再加上半透明的瓶子，讓果汁看起來像分成兩層，影響賣相，導致很多

賣場同類別的便宜產品都被掃光，只剩下義美乏人問津。台灣和全世界大多數國

家一樣，廠商每一項新產品上市，並不需要向政府主管機關報備或強制申請檢測

認證，更何況這樣把關的意義也不大，因為沒有人能保證廠商送檢的樣品和實際

銷售的商品相同，在政府無能的情況之下，只能靠有良心的廠商自主管理。 

期盼餿水油事件過後，能有更多像義美、鼎泰豐一樣的企業出現，身為消費

者的我們，也應該用具體的行動支持這種有良心的企業，台灣面臨潰堤的食安才

有可能出現轉機。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4 

 

圖4-2   義美食品公司計畫目標 

 

第三節 以鼎泰豐餐飲公司為例 

鼎泰豐料理台上的「材米油鹽醬醋茶」是一門物理學，每道餐點的火侯、食

材的季節、調味的劑量都要精準，從料理到管理，用科學精神追求精確的料理，

高品質服務業要求的紀律。6
1993年美國紐約時報-世界十大美食餐廳，唯一亞洲

代表，從小吃店到全球品牌：1996開始。7 

一、創業沿革 

1958年鼎泰豐油行是由現在的經營者楊紀華先生的父親楊秉彝先生所創立

的，中國山西人在1948年國共內戰時期到臺灣，最初的工作是在食用油零售商「恆

泰豐油行」擔任送貨員，並在此期間和來自苗栗的客家女孩同事賴盆妹結婚。1958

                                                 
6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150。 

7
 焦桐，《2008 臺灣飲食文選》，鼎泰豐:小籠包奇蹟，二魚文化公司，2009，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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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恆泰豐因經營不善倒閉。楊老先生自己創業，成立零售食用油的「鼎泰豐油行」，

飲水思源-鼎美+恒泰豐二家店，取名自起供應商「鼎美油行」和老東家「恆泰豐

油行」從油行到小吃店：1958-1996年，因為罐裝食用油的普及，鼎泰豐生意日

淡，在1972年開始轉型兼販賣小籠包。當時有一位老兵很會做小籠包，跟楊秉彝

商量在他店門口擺一張小桌子讓他做點小生意，結果小籠包生意極佳。於是楊秉

彝看見了商機就跟老兵學做小籠包。最初店面一半販油一半做包子，最後才把油

行收了，專心做小籠包生意，1972年信義店第一家正式以小籠包為店內主要販賣

的產品，逐漸發展成目前的跨國連鎖餐廳規模。8
2010~2012年香港尖沙嘴分店獲

得美食權威米其林一顆星的評鑑，這是台灣餐飲品牌第一次獲得米其林評級。9
 

鼎泰豐目前在中和建立中央廚房，餃子、燒賣皆在中央廚房內統一製作和配

送。一個產品從原料處理、擀皮、成型、完成，計算出每一個步驟所需要花的時

間，對每一個流程做控管，並設有每十五分鐘負責抽查。i
 

二、組織架構 

鼎泰豐海外分店遍及日本、美國、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印尼、馬來

西亞、澳洲、泰國、澳門等國家，到2015年止鼎泰豐海外分店預計到達112家，

全球。鼎泰豐的美味，不僅征服臺灣人的味蕾，更要讓全世界都能一同享受到這

份來自台灣的經典美味。10
 

三、檢驗稽核 

鼎泰豐的「SQP」，目的是確保餐點品質。從食材被生產，到製成食物送上

餐桌，過程「被拆解成精細的控管流程」。但食材狀況是動態的，因此烹飪過程

就沒辦法死板一成不變。以青菜來說，「冬季與夏季的青菜就有差異，如果要達

到青脆鮮甜的品質標準，師傅的炒菜火候、秒數就要根據今日青菜的口感軟硬度

                                                 
8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27-35。 

9
 米其林一顆星的評鑑網站， 

http://bluehero.pixnet.net/blog/post/40068766-%5B%E8%B3%87%E8%A8%8A%5D-2014%E9%A

6%99%E6%B8%AF%E7%B1%B3%E5%85%B6%E6%9E%97%E9%A4%90%E5%BB%B3%E5%

90%8D%E5%96%AE，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27 日。 
10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64。 

http://bluehero.pixnet.net/blog/post/40068766-%5B%E8%B3%87%E8%A8%8A%5D-2014%E9%A6%99%E6%B8%AF%E7%B1%B3%E5%85%B6%E6%9E%97%E9%A4%90%E5%BB%B3%E5%90%8D%E5%96%AE
http://bluehero.pixnet.net/blog/post/40068766-%5B%E8%B3%87%E8%A8%8A%5D-2014%E9%A6%99%E6%B8%AF%E7%B1%B3%E5%85%B6%E6%9E%97%E9%A4%90%E5%BB%B3%E5%90%8D%E5%96%AE
http://bluehero.pixnet.net/blog/post/40068766-%5B%E8%B3%87%E8%A8%8A%5D-2014%E9%A6%99%E6%B8%AF%E7%B1%B3%E5%85%B6%E6%9E%97%E9%A4%90%E5%BB%B3%E5%90%8D%E5%96%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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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因為完美與否，就在關鍵的幾秒。」書中以交響樂團裡的演奏家比喻鼎泰

豐的廚師，「SOP只是照著譜架上的樂譜演奏」，而「SQP則讓每個演奏者把整

體呈現效果當作自己的責任」，每場演出的表演方式必須要視情境微調。 

餐飲是最貼近生命科學的行業，食材來自大地、海洋，想要提供安全的食物

的共應鏈，關係著地球的永續，也是21世紀經濟發展的關鍵，創新不只在中央廚

房，餐廳現場，更向上游延伸，進行源頭管理，品研人員檢驗剛載回的肉品，以

及監控出貨流程是否合乎品保標準，低溫配送車出發時間、溫度都要確實記錄，

出車後，車上電子系統全程自動記錄當時溫度，品研人員再從電腦系統下載資料，

進行異常管理；每天，品保部門都會針對肉餡等食材進行抽驗，並建檔記錄，全

程低溫配送回來的豬後腿肉在肉品區立即處理，先插上溫度計測量新鮮肉的溫度

是否合乎標準的7度C以下。11
 

鼎泰豐人又發現，光有SOP還是不夠的，必須進化成SQP。Q就是指quality

（品質），也就是說，他們必須把品質內化成思考的DNA。無論任何時刻，他

們比的不只是食物的美味，而是在任何時間點，製作出來的食物品質都要一致，

這就是SQP的境界。12
 

在鼎泰豐的料理台上，人人都要有科學精神，精確要求每項食材、調味、產

品的計量，電子秤、溫度計、鹽度計、計時器是基本工具；同時，講究精確美學，

依製作過程訂製各式各樣的模型、整盤器，確保產品外觀皆能達到標準。 

從食材到最終成品的每個環節，都要追求最佳品質，從這樣的角度出發，鼎

泰豐發展出一連串精細與反覆確認的製作流程，徹底要求供應鏈上每一環節的控

管，它是全員內化品質至上的觀念，從追求標準作業程序的SOP，到追求標準品

質程序的SQP，可以稱之為鼎泰豐人的DPS(Din TaiFung Precision System, 鼎泰豐

精確系統)思考法。 

以青菜為例，從農場到餐桌被拆解成精細的控管品質流程；挑選的第一階段，

                                                 
11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155-158。 
12

 天下創新學院電子報，http://topic.cw.com.tw/edm/leader/20150119.html，最後檢閱日期:2016 年

7 月 3 日。 

http://topic.cw.com.tw/edm/leader/201501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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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審查供應商農場的各種檢驗證明，同時實地深入了解農場的施作環境、種植

程序、採收與包裝方法等，才能進入第二階段的試種及第三階段的初步訂單，每

批青菜送到央廚或分店，還有專人做前置作業的挑撿。每道餐點從農場到餐桌，

設有一道道品檢的關卡，在中央廚房到餐廳現場的生產線上，人人都是品檢員，

每道工序都有數據標準，特別設立傳菜品檢員的職位，傳菜品檢員是顧客的把關

者，需核對餐點、檢查品質，廚師炒出的每盤青菜、炒飯或麵湯，都要經由他們

的巧手為餐點(整理儀容)，才能送上有如伸展台的餐桌。 

為了杜絕組織慣性形成的思考盲點，在組織內部還有神隱任務小組(品研)，

每出現在央廚及門市都是全副武裝進行突擊檢查，行程被要求保密。2013到2014

年連續爆發牽動上下游供應鏈的食品安全問題，在不少食品業者、知名餐廳都被

連帶波及，鼎泰豐沒有受到影響，完全零檢出，原因就是從很早開始自我進行食

材安全管理。13除定期評核供應商，鼎泰豐還會自行抽測送檢第三公證單位，一

年委外檢驗費近150萬元。鼎泰豐的品質管理是從源頭的農場到最後的餐桌，分

為供應商管理、央廚原物料與製程品質管理、低溫配送物流、門市稽核、開發新

食材、營養分析及研發原物料等任務，這些是品研團隊的主要工作。 

鼎泰豐從最早班早上五點檢測央廚，到最晚班，跟著檢測門市結業作業到晚

上十一點，輪值抽查，平均一家店一星期檢查一次，品研就像調查局的偵辦員，

品研的工具箱裡備有蒐證的測量器具，從各區店的人員手部、空氣、水質、冰塊

的菌數檢體採樣，到環境衛生、清潔程序、製程管理、食材與成品抽測，逐項檢

查並拍照存證，檢體在低溫下快速送回央廚品研室，以便能快速檢驗其結果。 

鼎泰豐認為品質的改善不能等，會在當天完成巡檢報告，寄發給門市盡快處

理，內部奉行柏拉圖哲學裡的(具體實踐是驗證真偽的最好方法)，在導入視訊會

議後，發展出用數據佐證經驗，解決現場問題與創新產品的團隊思維。 

每日的視訊會議都是一場從數據資料、決策到發展的集體創新過程。從數據

資料與現場作業之間的因果關聯，提出建議，在食材、天氣、環境、人為等多種

                                                 
13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159-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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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之下，彈性應變，維持(始終如一)的精確品質標準。鼎泰豐在品牌國際化之

過程中，充分進行資訊化及數據化，逐年研發出排隊調度系統、戰情系統、視訊

會議、客訴事件、員工工作日誌、排隊叫號等系統，資訊部門，依各類狀況蒐集、

整理、分析大量數據，以利團隊決策參考，透過數據分析，改善各門市前菜預估

狀況。14
 

四、成果: 

2014年2月《遠見》封面故事報導的鼎泰豐，也都能在每次食安風暴裡全身

而退，沒有受到波及。義美、鼎泰豐到底做了什麼，又堅持些什麼，好讓自己每

次能躲過食安風暴，不犯食安的錯呢？答案很簡單，就是做好源頭管理。去年食

安法修正之前，政府只偏重於末端檢驗，但這些全身而退的企業卻反其道而行，

把力氣放在掌控每項原料的來源，「當原物料沒問題，成品只要抽驗就好」鼎泰

豐中和中央廚房的樓上，也有一間品研室（品質管制研發室），雖然儀器設備不

如義美般豪華，但舉凡蝦子有沒有大腸桿菌、重金屬殘留、添加漂白劑或硼砂，

全都驗得出來。但為了滴水不漏，每隔一段時間，鼎泰豐還是會將原料送外面專

業單位檢驗。 

鼎泰豐的品研室成員很少閒下來過，只要鼎泰豐董事長楊紀華看到新聞，有

同業被衛生局抽查西洋芹，他馬上要求品研室抽驗自家採購的豆苗、四季豆和山

蘇是否有農藥殘留。龜毛的楊紀華，要求一向比法令規定嚴格。一般食品檢測的

重點，都放在安全性，可是楊紀華卻要求品研室檢驗，麵粉的蛋白質和水份比例，

是否符合中筋麵粉的特性；而製作杏仁凍的進口杏仁粉，難免帶有麴菌，只要在

安全範圍內，不至於對人體造成危害，但他卻要求必須「零檢出」。一旦原有供

應商達不到要求，又不肯幫鼎泰豐量身特製，楊紀華就會毫不留情地更換廠商，

或是乾脆跳下來自己做。不過，源頭管理也不能只是關在檢驗室，他們也要求員

工走出實驗室親眼查核原料的來源和製作過程。「做生意怎麼可以不知道商品的

                                                 
14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17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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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今年初楊紀華接受《遠見》雜誌採訪時堅定地說。因此除了定期勘察國

內供應商的產地和生產流程之外，鼎泰豐的品研室人員更要不定期地前往抽查，

以求了解真實狀況。只不過，食品業一半以上的原料都來自國外，溯源的確有其

困難之處，高志明認為除了要求附上檢驗證明，賣方一定要說清楚講明白，完整

交待玉米、小麥、黃豆、茶葉、米或砂糖的來歷，「如果連原料的來源都不清不

楚，我們怎麼放心跟他買？」最重要的是要用心落實驗收，而不是照單全收，只

要驗收人員一有疑慮，就要馬上通知自家檢驗單位。 

鼎泰豐中央廚房每個工作區的白板上，除了到班員工數、當天到貨量之外，

也能看得到以紅筆寫上的退貨數量。鼎泰豐品研室經理何佳玲不諱言，就算長久

合作的供應商，也經常被鼎泰豐退貨，「我們一定要讓供應商知道，這種品質我

們無法接受，以後他們就不會再送這種品質的原料過來。」不可否認，像義美、

鼎泰豐這些企業的售價都比同業貴一點，原因在於他們光是採購原料的成本就高

於其他人。很多廠商因為通路間競價，被迫不得不壓低貨架上的售價，為了存活，

只好想辦法降低成本，採用更便宜的原料，但義美、鼎泰豐卻堅持，即使成本貴

了點，還是不能因為貪便宜而去選擇可能有問題的原料或掺入不該添加的東西。

之前楊紀華看到同業的枸杞被驗出含有致癌性的禁用農藥殘留，他馬上要求品研

找來一公斤1500元的有機枸杞，儘管價格是以前的五、六倍，但楊紀華仍一聲令

下堅持更換，甚至還拜託供應商破天荒替鼎泰豐用非基因改造黃豆做醬油，成本

更是高到嚇人。 

「就算成本會增加，也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售價比較高一點，相對品質一

定要比別人好，」楊紀華說。只不過，有時候這樣的苦心，並非能讓所有消費者

埋單，就有不知情的客人抱怨，鼎泰豐的蝦仁不像其他店家那麼脆，原因是沒有

添加增加脆度的硼砂；「不管如何，還是要做，這是一種品牌責任，」楊紀華堅

定地表示。台灣和全世界大多數國家一樣，廠商每一項新產品上市，並不需要向

政府主管機關報備或強制申請檢測認證，更何況這樣把關的意義也不大，因為沒

有人能保證廠商送檢的樣品和實際銷售的商品相同，在政府無能的情況之下，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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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靠有良心的廠商自主管理。期盼餿水油事件過後，能有更多像義美、鼎泰豐一

樣的企業出現，身為消費者的我們，應該用具體的行動支持這種有良心的企業，

臺灣面臨潰堤的食安才能出現轉機。經營理念:鼎泰豐的服務與信念為細節是最

完美的服務；餐飲服務，講究的是服務的溫度與彈性。鼎泰豐的服務是發自內心

的真誠，以客戶需求為第一優先，比客戶早一秒想到客戶的需求，主動提供服務，

服務是沒有專利，讓每一個細節都能累積出鼎泰豐的服務理念與品牌價值。 

楊紀華先生從父親鼎泰豐創辦人楊秉彝先生手中接管後，將原本小吃店的經

營模式，轉型為企業經營管理，達到飲食國際化與世界接軌的目標，以提供最佳

品質與完善服務為第一項目，並提升品牌的能見度，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品質

是生命:原料的嚴選堅持、食材的細膩處理、烹飪的嚴謹調味、上桌的品質服務，

每一個環節都謹慎面對，層層把關，才能將這份信念送到客戶的餐桌上。品牌是

責任，對美食的堅持，是對客人的一種責任，每一刻都是真正打動消費者的關鍵

時刻，每一個細節都是累積鼎泰豐品牌金字塔的砂礫，鼎泰豐的用心，可以讓每

一個人嚐到安心。15為什麼鼎泰豐可以維持高品質而不墜？這疑問一直到我最近

來到臺北的鼎泰豐本店，才得到了解答。這問題的背後，並不是簡單的公式，而

是永不歇息的追求，正是這種不停探尋極致的旅程，激發了鼎泰豐與旗下的員工，

為顧客帶來不斷的驚喜。 

五、學者專家對鼎泰豐之讚揚與好評 

(一)《大數據》作者麥爾荀伯格： 

瑞士以一代代專業的「工匠」精神，打造了舉世聞名的鐘錶；我國的鼎泰豐，

以細緻的「手藝」精神，打造了小籠包世界。當目前美國高科技公司仍然傲視世

界時，在台灣這個島上，我們有一項祕密武器可以對抗——那不是新竹園區，而

是在臺北市信義路上，以小籠包聞名中外的鼎泰豐。  

(二)遠見‧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 

                                                 
15

 鼎泰豐網站，http://dintaifung.incdoor.com/indexplates/intro.php?id=dintaifung&lan=TW，最後檢

閱日期:2016 年 7 月 4 日。 

http://dintaifung.incdoor.com/indexplates/intro.php?id=dintaifung&lan=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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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泰豐的成功不是藉由看得到的和可以計算的實體因素，而必須透過顧客的

感受和情緒，才能化為圓滿而又充實的欣喜。譬如以鼎泰豐所給予顧客的現場服

務來說，太少了是「怠慢」，太多了又變成「打擾」，像這樣貼心卻又拿捏恰到

好處的境界，不是藝術創作，是什麼？  

(三)台大管理學院首任院長、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許士軍： 

很多人在做小籠包，但是鼎泰豐就是可以脫穎而出，獨樹一格，因為其背後

是以一種更嚴謹、更堅持、更負責的核心態度所應運的整體結果。歸根究柢還是

鼎泰豐本身的「好」，細細揉摺出一切的光華與成就！ 

(四)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董事長嚴長壽： 

鼎泰豐還有一項獨到之處，它曾被美國<<紐約時報>>刊登為「世界十大餐廳」

的中國餐廳，所以媒體給它的稱讚已經讓很多食客降低的道德危機成本，他們相

信鼎泰豐的東西一定很棒，不然怎會引起國際媒體的大幅報導，在裡面所吃到的

食物，一定是最美味的，鼎泰豐也把這個報導的詳細內容，張貼在店內醒目的地

方，讓每一個客人都會看到，增強他們對於鼎泰豐的信心，除了點小籠包外，還

會點一些其它的食物，像是元盅雞湯等的東西，都給鼎泰豐帶來很大的利潤。道

德危機成本只讓客人更願意到鼎泰豐消費，更把對鼎泰豐的信任，移轉到我國其

他的食品上。16
 

由於鼎泰豐實在名氣很大，所以在臺灣與日本都有很多鼎泰豐的仿冒店，這

些店都是模仿鼎泰豐，有些還聘請了曾經在鼎泰豐任職的師傅來坐鎮，產品的售

價會比鼎泰豐低廉一些，但是通常經營的狀況不好，因為消費者想去吃鼎泰豐，

不僅僅是因為大家都說鼎泰豐的小籠包好吃，另一個原因是鼎泰豐已經建立起心

理層面認同的專屬資產，所以消費者是認招牌去吃的，不會因為單一的店家做的

東西向鼎泰豐而前往消費，這是一種可以檢驗鼎泰豐專屬資產的方法。17
 

 

                                                 
16

 林靜宜，《鼎泰豐 有溫度的完美》，遠見天下文化，2015，頁 1-13。 
17

 吳承恕，「全球行銷專題報告，鼎泰豐，頂到你的胃」，政治大學企業管理所，2006 年，頁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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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於中華民國長期以台灣美食作為吸引外國旅客來台旅遊的招牌，頻發的食

品安全事故已經影響了台灣旅遊業的發展。食品安全事件頻發使得大量亞洲遊客

放棄赴台旅遊的計劃。台灣交通部觀光局承認食品安全事件對台灣旅遊造成了負

面影響。據估計有30萬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澳門等地區的遊客因2013年間

我國的食品安全事件而取消到臺灣旅遊的行程。 

我國食品安全事件，著名事件2011年後，臺灣再次爆出一系列的重大食品安

全問題事件。連續數年的大量食品安全事件與「黑心食品」的出現使得臺灣社會

乃至有關國家地區都產生了擔憂。臺灣民眾對島內生產的食品安全也感到擔憂，

形成一系列後續影響。包括台灣的旅遊業等相關行業也受到波及。新加坡政府也

要求臺灣在出口食品至新加坡時需出具相關證明。 

炎炎夏日到來，近日來的溫度也屢屢破歷史新高，依據歷年統計資料顯示，

每年6～10月為食品中毒發生的高峰期，食品藥物管理署特別提醒，高溫且潮濕

的環境，是最適合各種微生物的生長，若食品烹調及保存的不當，容易發生食品

中毒事件，為防範食品中毒的發生，食材購買後應儘速放入冰箱中冷凍或冷藏，

且食材購買不過量，避免過多的食材儲存於冰箱，導致冰箱冷卻效果下降，造成

微生物孳生，同時調理食品前後，應徹底洗淨雙手，生熟食刀具、砧板應分開，

以避免交叉污染，餐點烹煮不過量，若未食用完畢，也應避免在室溫下貯存過久，

應儘速放入冰箱，並儘早食用完畢。 

    海鮮易有腸炎弧菌、諾羅病毒:生魚片、生蠔等海鮮水產品，是許多人盛夏

時節食用的菜餚，若生食來自受污染水域的海鮮水產品，則有可能造成腸炎弧菌

或諾羅病毒食品中毒之發生，切勿因追求口感，而忽略生食可能存在的風險，食

用前更需徹底加熱，以避免食品中毒之發生。台灣氣候高溫潮濕，若未留意飲食

衛生安全原則，可能提高食品中毒發生之機率，因此調理食品應記住「要洗手、

要新鮮、要生熟食分開、要注意保存溫度、要徹底加熱」之五要原則，以預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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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毒事件之發生，食藥署呼籲，若發生疑似食品中毒事件時，應儘速就醫，並

配合衛生單位調查，以釐清食品中毒發生原因。 

近年來，我國食品安全屢次發生脫序事件，如摻假、非法添加物、不實標示

等等，重創台灣過往建立之優良食品形象，但是，絕大多數食品的品質與安全還

是值得信賴的。深入探討其根本原因，實為經濟發展、企業管理、消費意識與社

會道德責任等因素之交互影響所致，食品產業鏈長、涉及環節多，萬一哪一環節

出現漏洞，都會殃及上下游的食品安全，而食品安全的主體責任在生產經營者，

除了建置食品安全之管理制度(1)，如TGAP、FGMP、HACCP、ISO/CNS 22000、

CAS等，在守法性與善盡社會責任方面，經營者都能誠信自律，當可夯實食品安

全基石，重建公眾對食品消費安全的信心，並確保國人之身心健康。 

古之名言：「民以食為天」，安全是食品品質的最低要求，沒有了食品安全，

縱使色香味俱全、營養價值高等都無甚意義，如胖達人麵包、鼎王火鍋等，最終

將會被消費者唾棄；為了確保食品安全之管理，建議運用國際標準ISO 22000食

品安全管理系統，由食品搖籃至墳墓為止的食品供應鏈中之所有組織共同協力進

行食品安全管理，包括飼料製造商、農作物生產者、食品加工廠商、運輸業者及

零售商、餐飲服務等，並統合既有的產品技術、製程技術與管理方法，包括ISO 

9001品質管理系統、5S，主要管理重點如下述：食品以保障國人飲食安全為最高

原則，修正重點涵蓋全面強化食品業者登錄、追溯追蹤、三級品管之自主管理責

任、行政院設置食品安全會報、設立食安基金增加其來源用途、更大幅提高攙偽

或假冒等行為之罰鍰。 

民國103年為食品業者登錄元年，在各縣市衛生局的積極推動及食品業者支

持下，全國已超過15萬家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另持續透過輸入食品邊境查驗，進

行產品之動物用藥、農藥殘留等後市場監測，全面性管控食品衛生安全。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供應鏈所有生產經營者、主管機關和消費者三方面，要

共同來維護，生產經營者要強化內部管理能力與善盡社會責任，主管機關負責監

督查核與法令周延性之修訂，消費者主動向監管部門舉報及正確消費意識、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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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當下可作為行銷之利器，創造企業之業績與利潤並維護國民健康，增強國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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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無論在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因受感染的食品而引起疾病的日益增多，

除了危害身體健康外，食源性疾病還可能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這些損失包括醫

療費用、誤工、保險費的支付和法定賠償，因此食品安全管理標準變得不可或缺，    

我國的糧食自給率只有三成，能源自給率更低，九成八都是仰賴進口，而取得食

物過程中，經過運輸、保存配送皆需耗費能源，並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且在現

今極端氣候情況下，能源需求隨之增加。另經由船隻長期運送，為保持新鮮度，

例蔬果類尚未成熟就要採收下來，須使用很多農藥、保鮮劑，因此，她強調，要

吃當季及本土食物，這一方面可以減少長程運輸費用、碳排及能源損耗、避免吃

到含有保鮮劑的食物，另一方面支持在地農業，更可以吃到新鮮度佳、熟度夠，

有足夠營養與安全的食物。 

ISO22000 因而受到國際多數國家的贊同，它系統化地控制食物供應鏈中安

全問題的要求，提供了一個全世界唯一的解決方案，ISO 22000係以食品安全管

理為主軸串聯食品鏈上下游及周邊產業，並統合既有的產品技術、製程技術與管

理方法，包括：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HACCP、5S（整理、整頓、輕掃、清

潔、教養）、品質與食品安全意識、食品安全衛生法規與品質管理技術、產銷履

歷制度、農業規範(GAP)、優良生產規範(GMP)、優良衛生規範(GHP)及前提方

案(Prerequisite Program ,PRP)等，以協助企業確保產品的安全衛生與顧客滿意，

蓄積國際競爭力。 

國際間訊息的交流與技術的合作，日益重要，國際政治、經濟、貿易彼此交

互影響，掌握世界脈動，與國際接軌，成為政府施政重要策略之一。食藥署透過

各種國際合作與交流，獲取相關之資訊，改進業務措施，提升業務成效，加速與

國際接軌，達成法規協和目的。為增進我國食品產業於國際之能見度，積極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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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國際法規調和化組織、辦理國際法規研討會、建構雙邊合作平臺等方式，蒐

集法規資訊並朝國際法規調和化方向修正法規，以促進我國法規與國際接軌。 

以保障國人飲食安全為最高原則，修正重點涵蓋全面強化食品業者登錄、追

溯追蹤、三級品管之自主管理責任、行政院應設置食品安全會報、設立食安基金

增加其來源用途、更大幅提高攙偽或假冒等行為之罰鍰。食品業者登錄在各縣市

衛生局的積極推動及食品業者支持下，全國已超過 15 萬家食品業者完成登錄。

另持續透過輸入食品邊境查驗，進行產品之動物用  藥、農藥殘留等後市場監測，

全面性管控食品衛生安全。政府在食品衛生與安全應採取的配合措施:嚴格執行

食品法規、擴大食品衛生安全的調查、進出口食品的登記與查驗、食品工廠嚴格

的管理及業者的加強輔導、加強公共衛生安全的管理，並對食品衛生安全加強稽

查與檢驗。 

 

第二節 後續研究建議 

一、建議 

    全球人口快速增加，聯合國預估2050年全球人口將從目前的74億增加到近95

億。但是，各國因工業化、城市化及環境汙染，可耕地面積反而逐年減少。而二

氧化碳過量排放導致全球暖化，不但使氣候變遷極端化，造成高溫、乾旱、及水

災頻率增加，作物生長也受影響而產量明顯降低，使糧食危機的威脅與日遽增。

這些問題無法僅以速度慢且效率低的傳統育種解決，必須運用基因工程的尖端科

技，才能有效改良作物，提高作物抗病蟲害及耐逆境的能力、增加營養成分、及

提升品質與產量。 

民間企業應以誠實服務的宗旨，不斷提升先進技術與設備，期盼持續提供給

消費者安心與高品質的優良商品。全面成立「食品安全實驗室」，所有產品皆經

過原料溯源管理、原料進廠檢驗、風險物質檢驗、成品檢驗等四大關卡，為產品

的原料與品質進行嚴格篩選與把關。透過自主檢驗即時測驗水源、原物料、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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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質狀況及配合法規規定的執行檢驗，在風險物質的監測上，透過了解產品是

否受污染，以降低食安危機的發生。在供應商評鑑機制上，以互補檢驗分析的雙

重把關，確保原料及成品安全無虞。除了配合政府相關法令規定，更嚴格篩選合

格供應商，依據法規確認原物料的來源與安全，透過層層管控與把關，讓消費者

享用到安全高品質的產品。安全實驗室的檢驗項目，從原料到成品皆有嚴格的把

關機制。根據產品或原料的風險高低，並依照「曾發生相關食安事件的產品或原

料」、「已上市的產品使用的原料」、「新上市的產品使用的原料」等順序進行

階段式的增加檢驗項目，再擴展至其他檢驗項目，嚴格把關，提供消費者安心、

健康、高品質的產品。除此之外，食品安全實驗室也於2014年4月正式獲得具國

際公信力的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並於2015年5月取得TFDA認證。 

未來也將透過中心的檢驗技術為消費者把關，讓消費者買得安心、喝得健康

建立國際認可的食品產業品質與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整合食品產業技術與管理方

法，以符合食品供應鏈業界的需求；同時也能夠降低相關驗證費用與管理負荷，

提升顧客與利害相關者(政府機關、企業主及保險業者等)的信心與滿意，從而讓

競爭優勢向上躍升，是以企業經營應秉持誠信、守法與回饋社會之理念，提供大

眾健康安心之食品。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供應鏈所有生產經營者、主管機關和消費者三方面，要

共同來維護，生產經營者要強化內部管理能力與善盡社會責任，主管機關負責監

督查核與法令周延性之修訂，消費者主動向監管部門舉報及正確消費意識、習慣，

甚至，當下可作為行銷之利器，創造企業之業績與利潤，建議府院應成立法制化

編組院層級的食安會，整合各部會相關單位建置食品安全檢測、認證履歷、原料

管控、品質檢定、產品雲端等資料，建構食安機制。建議食安衛生機關未來對食

品安全衛生之管理方針，透過食品行政管理業務以及查驗、檢驗、稽查等業務之

整合，以科學實證支援業務管理，強化食品衛生安全。衛福部食藥署北、中、南

三個區域管理中心，逐步收回輸入食品邊境查驗業務，實現食品衛生管理一元化，

透過與地方政府的合作，加強稽查以維護民眾飲食安全。發生食品安全相關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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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整合食品管理、稽查、檢驗等資源，透過風險分析，即時將事件的原由與處

理原則透過包括網路以及媒體等管道，讓全國民眾了解；進行風險溝通；並以消

費者保護為中心，加強食品管理及風險評估，確保產品安全及品質，以維護國人

健康。 

建議衛福部實施管理策略如下： 

法規建置:增修訂食品衛生相關管理法規檢討修正「食品衛生管理法」、市

售包裝食品標示及營養標示之規範、各項食品衛生標準、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及

動物用藥殘留標準、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食品查驗登記管理

法規、輸入食品查驗辦法及食品業管理相關規範。 

檢討修正健康食品管理法:增修訂健康食品管理法施行細則、申請許可辦法、

許可證申請展延、變更登記、轉移登記、補發、換發作業要點。 

源頭管理，統整輸入食品源頭管理機制；落實輸入食品管理事權統一，強化境外

管理機制:強化輸入食品品質管理系統審核機制、規劃輸出國家衛生證明文件制

度及輸入產品前如肉品及水產品之認證驗證管理系統之可行性研究。並規劃赴原

產地源頭稽查制度（WTO/SPS 輸出國食品管理「等同性」精神下），如肉品及

其加工製品、水產品、特殊營養食品及膠錠食品。 

落實邊境管制作業:落實港埠邊境管制「查、驗、審、核、放」作業。建立

進口食品登錄制度、強化不安全進口食品追蹤處理機制及更新輸入食品報驗查驗

資訊系統。研究評估輸入食品之安全性並依風險等級分級制定管理規範。規劃建

立進口優良廠商制度，降低抽驗機率，取得快速通關資格，俾減少查驗人力。加

強執行輸入食品管理業務人員培訓。加強輸入食品查驗業務協調會議。積極爭取

與主要之食品輸出國簽署產地源頭管理體系驗認證相互承認備忘錄、檢驗報告相

互承認，簡化輸入管理規定。 

強化國產食品源頭管理:積極推動加工食品追溯系統，加強稽查，落實食品

業者實施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 及水產品、肉品、餐盒、乳品業之食品安全管

制HACCP 機制。落實產品原產地標示稽查。需查驗登記之食品建立專業審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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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提升效能。並規劃推動食品業者自主管理。 

流通管理:強化產品流通管理機制:規劃統整現有中央與地方衛生機關產品稽

查、檢驗管理及資訊通報等系統。建立加工食品追溯系統及輸入食品追溯系統，

進而與農委會農產品產銷履歷系統、及經濟部加工食品流通履歷連結；發展全面

性產品後市場監測:規劃後市場監測計畫，包含殘留農藥及動物用藥殘留量、食

品中有害物質品質、新科技食品、健康食品、特殊營養食品、膠囊錠狀食品、食

品添加物及基因改造食品等之監測。並依檢舉獎勵辦法推動民眾檢舉制度；提升

國家實驗室功能並統合產品檢驗實驗室網絡；除於中央主管機關實驗室加強檢驗

技術及方法開發外，另規劃強化區域檢驗體系及推廣民間實驗室認證，提升食品

之檢驗研究能量。 

餐飲衛生管理:提升餐飲業衛生:推動餐飲業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食品安

全管制制度HACCP 及「餐飲食材源頭管理及優良餐廳評鑑分級制度」。針對營

養師、廚師等專門人員，推動認證證書制度及規劃相關管理系統資料庫建置。規

劃加強管理與輔導量販店餐飲部、觀光夜市小型餐飲店、早餐店及團膳等餐飲業

衛生；降低食品中毒案件:統計分析歷年食品中毒案例，研判易發生食品中毒之

食品類別、原因、時期及地區，以預先防範食品中毒發生。規劃建置食品中毒防

治資訊網域，提供預防食品中毒等相關資訊，督導地方衛生單位定期輔導與稽查

餐飲業、團膳業及食品業之衛生管理，並加強教育宣導食品衛生安全，降低食物

中毒案件發生機率。 

風險評估、管理、溝通及危機處理:建構風險管理架構:規劃建立組織風險管

理與危機處理作業程序及設置風險管理與危機處理推動小組，據以推動風險管理

機制及緊急應變程序；強化食品風險資訊蒐集:建立食品由環境、研發、生產到

上市之風險評估作業。推動輸入食品風險分析及管理作業模式；強化食品安全危

機處理能力，建立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因應機制。 

消費者保護:強化消費者保護架構:增進與環保署、農委會等部會間食品衛生

安全議題之協調合作。強化產品廣告之管理及違規廣告之監控。落實檢舉獎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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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消費者通報系統；加強與消費者之溝通以及資訊透明化主動發布食品安全與

檢驗查驗結果，建立快速及透明化之安全事件強制通報制度及通報系統，強化資

訊網站功能，提供完整透明資訊。強化與各民間團體（如消基會），工、公（協）

會、消保團體及非營利事業機關合作機制。規劃建構食品衛生安全志工參與制度

及志工交流網站。 

教育與宣導:加強學校食品安全、風險教育配合教育部修改「校園飲品及點

心販售範圍之規範」，由現行之國小及國中適用範圍擴大到:從幼兒園至大專院

校，並加強食品安全衛生、食品中毒防範等教育。 

加強社區食品安全宣導活動:認識食品衛生安全，宣導購買市售食品注意產

品標示、包裝完整性及產品販售、儲存之環境；居家飲食衛生安全，宣導注意食

品品質（外觀、色澤及氣味）是否有異狀及生食與熟食應分開處理之原則；建構

分眾多元之國民健康飲食與營養資訊網；強化與消保團體、志工團體、學術單位

或非營利事業機關合作宣導機制。 

科學研究:持續進行食品安全研究與檢驗技術開發開發食品中污染物、添加

物、農藥、動物用藥等檢驗方法，提升檢驗技術。針對各種食品危害因子進行風

險評估；持續執行總膳食調查（total diet study，TDS）監測國人攝取之代表性食

物之營養成分與污染物濃度，結合國人飲食攝取資料，進而估算國人之總膳食污

染物暴露量；輸入食品之安全等級評估，執行輸入食品之安全性評估及調查研究，

制定各類食品風險等級及分級管理規範；強化健康食品管理，加強監測市售產品

保健功效成分含量，將保健功效成分之穩定性，列為健康食品審議時重要考量項

目。逐年彙整並研提公告或參考之檢驗方法，作為健康食品申請廠商或者相關檢

驗單位檢驗方法依據。 

建立新穎性食品管理制度:辦理新穎性食品之安全評估，如基因改造食品、

奈米化食品之管理制度。 

國際合作與兩岸交流:促進全球性與區域性食品安全之國際合作與交流主動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如WTO、APEC相關會議；建構並參與國際食品安全訊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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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平台，如WHO INFOSAN、歐盟RASFF；強化產品管理、法規、檢驗之國際合

作與談判訓練機制，如WTO/SPS 訓練課程、EU 法規及檢驗人員培訓。 

促進與重要貿易夥伴國食品安全之合作與交流加強雙邊合作與交流，台韓、

台加、台美、台紐、台澳等，並積極推動簽署雙邊合作與交流備忘錄。 

促進兩岸食品安全之交流與溝通，落實「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持續建立兩

岸食品品質、安全制度化處理機制，強化產品管理、法規、檢驗之互相瞭解，促

使食品進出口符合規定，促進兩岸食品安全訊息即時通報，建立談判訓練機制。 

專業人員晉用:解決人力不足，擴編食品衛生、邊境管制作業、流通稽查編

制人力，研擬放寬用人管道、借調制度。研議補助地方臨時人力所需經費，並辦

理相關專業教育訓練。規劃與學術機關合作，招攬研究所在學學生進行研究及專

業培訓；修訂人員晉用制度，修訂國家考試科目：增設「食品衛生行政」相關科

目，提升專業能力。改善地方衛生稽查檢驗人員任用制度；食品業、特定團膳場

所聘用專業人員修訂食品衛生管理法：公告指定一定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

聘專業人員，辦理食品安全管理事項，例如：推動餐飲業從業人員持有廚師證照。 

二、結論 

保障食品安全是食品供應鏈所有生產經營者、主管機關和消費者三方面，要

共同來維護，生產經營者要強化內部管理能力與善盡社會責任，主管機關負責監

督查核與法令周延性之修訂，消費者主動向監管部門舉報及正確消費意識、習慣，

甚至，當下可作為行銷之利器，創造企業之業績與利潤，以協助企業確保產品的

安全衛生與顧客滿意，蓄積國際競爭力。 

食品安全為絕對不容忽視的民生議題，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機關責無旁貸的神

聖使命，無論是政府公部門落實執行源頭管理或民間企業發揮道德良知進行自我

把關都必須正本清源、一勞永逸務期徹底解決食品衛生甚至荼毒的問題還給全國

民眾健康安全的飲食天地。 

對於食品安全中央及地方政府單位必須共識一體、標準一致，除業者自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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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法食品查緝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聯合中央各部會、地方政府衛生局共同執

行規畫完整的查驗計畫，從源頭開始管控，搭配持續不斷的上市產品監控，可將

食品管理從點擴及到線、面，架構出完整的食安拼圖:系統性查核及上市產品監

控點線面完整之管理。 

對於食品安全管理中央及地方政府單位，應針對轄內各類食品例行性及季節

性抽驗及標示管理，以建立全方位的飲食衛生稽查抽驗管制機制，透過每年排定

食品安全抽驗計畫表，包括例行性、季節性與專案性，按月至食品製造、販售場

所抽驗嫌疑食品，包括產品和衛生檢查的專案計畫，並依據檢驗結果發部新聞周

知民眾，實施「系統性查核」措施。 

依照各行業別、產品種類有規劃的稽查，能從點到線、面完整管理。 

跨部會、跨地區合作，食安管理非單兵作戰。食藥署北、中、南區管理中心開始

做計畫性營造、做績效、督考，並確實執行，因為中央及地方共同做同一件事情，

成果也是全國性的，地方稽查同仁不僅藉此得到成就感，也凝聚向心力。 

食品的管理層面廣，中央各部會及地方政府的聯合查緝，廠主要由農委會管

理源頭乳牛場，食藥署則負責查核最終產品及製程是否符合HACCP（食品安全

管制系統），而工廠輔導由經濟部工業局管轄；又例如目前正執行的大桶裝水稽

查，水源若是自來水由環保署管理，是地下水則由水利署負責，而最終產品由食

藥署管理，光一個水從源頭到產品上市，就有3個部會一起管，因此，聯合稽查

需要各部會積極合作。 

當然，聯合稽查並非都由食藥署主導，抽驗市面上散裝產品，追蹤來源困難，

這類產品必須由源頭管控，而源頭養雞場的主導單位是農委會，因此場裡的蛋由

該會抽驗，衛生單位僅負責管理上市前的蛋品包裝和洗滌，在此專案扮演協同角

色。聯合稽查由負責協調部會的食安辦規劃、行政院管理、各部會一起執行。至

於進口食品的邊境把關，必須加強讓進口產品在當地國符合我國規定。在邊境的

管理上國際作法一致，我國不能獨步全球，但可做風險管控，例如當在國內發現

進口產品有問題，即增加邊境查驗或增加部分品項管理，而當得知國外某產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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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我國也要立即檢視邊境管理是否加強，若已進入國內要如何周知民眾。 

在主管機關方面，建立整合性食品管理策略，確實擁有經費及資源以制訂標

準及規範、實施風險分析、建立緊急應變程序，以及參與國際食品管理相關活動。 

檢驗服務：食品檢驗實驗室必須擁有基本及精密的分析儀器、技術精良的檢驗人

員、可靠的分析方法，並且通過實驗室的認證。另並應設置中央參考實驗室以提

升檢驗效率、連結食品汙染監測數據與食品中毒流行病學資料，以利發展早期預

警系統，協助建立基於風險的食品管理政策。 

在稽查作業方面，對生產者、販賣者及消費者提供完善的稽查服務，稽查人

員必須充分瞭解法規、科技、產銷以及稽查作業的標準程序，尤其是目前國際間

最為重視的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危害分析重要管制點(hazard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HACCP)的稽核作業。 

在宣導教育方面，必須對一般民眾提供正確的資訊；對各階段食品業者提供

法規及技術的教育；對管理體系內的稽查及檢驗人員提供專業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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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總統令公布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三十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一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二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八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二月五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二月四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總統令修正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管理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維護國民健康，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在直轄市為直

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二條之一 為加強全國食品安全事務之協調、監督、推動及查緝，行政院應設

食品安全會報，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召集相關部會首長、專家學者及民間

團體代表共同組成，職司跨部會協調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及管理措施，建立食品安

全衛生之預警及稽核制度，至少每三個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召

集人應指定一名政務委員或部會首長擔任食品安全會報執行長，並由中央主管機

關負責幕僚事務。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設食品安全會報，由各該直轄市、

縣（市）政府首長擔任召集人，職司跨局處協調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措施，至少每

三個月舉行會議一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44 

  第一項食品安全會報決議之事項，各相關部會應落實執行，行政院應每季追

蹤管考對外公告，並納入每年向立法院提出之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 

  第一項之食品安全會報之組成、任務、議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行政

院定之。 

第 三 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食品：指供人飲食或咀嚼之產品及其原料。 

二、特殊營養食品：指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及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許可得供特殊營養需求者使用之配方食品。 

三、食品添加物：指為食品著色、調味、防腐、漂白、乳化、增加香味、安定品

質、促進發酵、增加稠度、強化營養、防止氧化或其他必要目的，加入、接觸於

食品之單方或複方物質。複方食品添加物使用之添加物僅限由中央主管機關准用

之食品添加物組成，前述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皆應有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

字號。 

四、食品器具：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器械、工具或器皿。 

五、食品容器或包裝：指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直接接觸之容器或包裹物。 

六、食品用洗潔劑：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質。 

七、食品業者：指從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輸入、輸出或從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之製造、

加工、輸入、輸出或販賣之業者。 

八、標示：指於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

上，記載品名或為說明之文字、圖畫、記號或附加之說明書。 

九、營養標示：指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記載食品之營養成分、含量及營養宣稱。 

十、查驗：指查核及檢驗。 

十一、基因改造：指使用基因工程或分子生物技術，將遺傳物質轉移或轉殖入活

細胞或生物體，產生基因重組現象，使表現具外源基因特性或使自身特定基因無

法表現之相關技術。但不包括傳統育種、同科物種之細胞及原生質體融合、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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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變、體外受精、體細胞變異及染色體倍增等技術。 

第二章 食品安全風險管理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採行之食品安全管理措施應以風險評估為基礎，符合滿

足國民享有之健康、安全食品以及知的權利、科學證據原則、事先預防原則、資

訊透明原則，建構風險評估以及諮議體系。 

前項風險評估，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集食品安全、毒理與  風險評估等專家學者及

民間團體組成食品風險評估諮議會為之。 

第一項諮議體系應就食品衛生安全與營養、基因改造食品、食品廣告標示、食品

檢驗方法等成立諮議會，召集食品安全、營養學、醫學、毒理、風險管理、農業、

法律、人文社會領域相關具有專精學者組成之。 

諮議會之組成、議事、程序與範圍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中央主管機關對重大或突發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必要時得依風險評估或流行病

學調查結果，公告對特定產品或特定地區之產品採取下列管理措施： 

一、限制或停止輸入查驗、製造及加工之方式或條件。 

二、下架、封存、限期回收、限期改製、沒入銷毀。 

第 五 條  各級主管機關依科學實證，建立食品衛生安全監測體系，於監測

發現有危害食品衛生安全之虞之事件發生時，應主動查驗，並發布預警或採行必

要管制措施。前項主動查驗、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施，包含主管機關應抽

樣檢驗、追查原料來源、產品流向、公布檢驗結果及揭露資訊，並令食品業者自

主檢驗。 

第 六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設立通報系統，劃分食品引起或感染症中毒，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或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管之，蒐集並受理疑似食

品中毒事件之通報。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之情形，應於二十

四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告。 

第三章 食品業者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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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主管理，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確保食品衛

生安全。 

食品業者應將其產品原材料、半成品或成品，自行或送交其他檢驗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檢驗。 

上市、上櫃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設置實驗室，

從事前項自主檢驗。 

第一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與第二項應辦理檢驗之

食品業者類別與規模、最低檢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食品業者於發現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即主動停止製造、加工、販賣及

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第 八 條  食品業者之從業人員、作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其品保制度，

均應符合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應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之規

定。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向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登錄，始得營業。 

第一項食品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二項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及前項食品業

者申請登錄之條件、程序、應登錄之事項與申請變更、登錄之廢止、撤銷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取得衛生安全管理系統之驗證。 

前項驗證，應由中央主管機關認證之驗證機構辦理；有關申請、撤銷與廢止認證

之條件或事由，執行驗證之收費、程序、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應依其產業模式，

建立產品原材料、半成品與成品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統。 

中央主管機關為管理食品安全衛生及品質，確保食品追溯或追蹤系統資料之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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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應就前項之業者，依溯源之必要性，分階段公告使用電子發票。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立第一項之追溯或追蹤系統，食品業者應以電子方式申報追溯

或追蹤系統之資料，其電子申報方式及規格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追溯或追蹤系統之建立、應記錄之事項、查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十 條  食品業者之設廠登記，應由工業主管機關會同主管機關辦理。 

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應符合設廠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工

業主管機關定之。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工廠應單獨設立，不得於同一廠址及廠房同時從事非食品之

製造、加工及調配。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查核符合藥物優良製造準則之藥品製造業

兼製食品者，不在此限。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條文施行前，前項之工廠未單獨設立

者，由中央主管機關於修正條文施行後六個月內公告，並應於公告後一年內完成

辦理。 

第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置衛生管理人員。 

前項衛生管理人員之資格、訓練、職責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十二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置一定比率，並領

有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之食品、營養、餐飲等專業人員，辦理食品衛生安全管理

事項。 

前項應聘用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之設置、職責、業務之執行及管理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三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投保產品責任保

險。 

前項產品責任保險之保險金額及契約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四條  公共飲食場所衛生之管理辦法，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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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各類衛生標準或法令定之。 

第四章 食品衛生管理 

第十五條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製造、加工、調配、包

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作為贈品或公開陳列： 

一、變質或腐敗。 

二、未成熟而有害人體健康。 

三、有毒或含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或異物。 

四、染有病原性生物，或經流行病學調查認定屬造成食品中毒之病因。 

五、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六、受原子塵或放射能污染，其含量超過安全容許量。 

七、攙偽或假冒。 

八、逾有效日期。 

九、從未於國內供作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害人體健康。 

十、添加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之添加物。 

前項第五款、第六款殘留農藥或動物用藥安全容許量及食品中原子塵或放射能污

染安全容許量之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第一項第三款有害人體健康之物質，包括雖非疫區而近十年內有發生牛海綿狀腦

病或新型庫賈氏症病例之國家或地區牛隻之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

及其他相關產製品。 

國內外之肉品及其他相關產製品，除依中央主管機關根據國人膳食習慣為風險評

估所訂定安全容許標準者外，不得檢出乙型受體素。 

國內外如發生因食用安全容許殘留乙型受體素肉品導致中毒案例時，應立即停止

含乙型受體素之肉品進口；國內經確認有因食用致中毒之個案，政府應負照護責

任，並協助向廠商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五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可供食品使用之原料，得限制其製造、加工、

調配之方式或條件、食用部位、使用量、可製成之產品型態或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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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應限制之原料品項及其限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六條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

製造、販賣、輸入、輸出或使用： 

一、有毒者。 

二、易生不良化學作用者。 

三、足以危害健康者。 

四、其他經風險評估有危害健康之虞者。 

第十七條  販賣之食品、食品用洗潔劑及其器具、容器或包裝，應符合衛生安

全及品質之標準；其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食品添加物之品名、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標準，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前項標準之訂定，必須以可以達到預期效果之最小量為限制，且依據國人膳食習

慣為風險評估，同時必須遵守規格標準之規定。 

第十九條  第十五條第二項及前二條規定之標準未訂定前，中央主管機關為突

發事件緊急應變之需，於無法取得充分之實驗資料時，得訂定其暫行標準。 

第二十條  屠宰場內畜禽屠宰及分切之衛生查核，由農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

之規定辦理。 

運送過程之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於交付食品業者後之衛生查核，由衛生主管機

關為之。 

食品業者所持有之屠體、內臟及其分切物之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

存、販賣、輸入或輸出之衛生管理，由各級主管機關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項衛生查核之規範，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

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其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非經中央主

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不得為之；其登記事項有變更者，應事先向中

央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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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所含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非經中央主管機關健康風險評估審查，並查驗登記

發給許可文件，不得供作食品原料。 

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其輸入業者應依

第九條第二項所定辦法，建立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供應來源及流向之追溯或追蹤系

統。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文件，其有效期間為一年至五年，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

期滿仍需繼續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者，應於期滿前三個月內，

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展延。但每次展延，不得超過五年。 

第一項及第二項許可之廢止、許可文件之發給、換發、補發、展延、移轉、註銷

及登記事項變更等管理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查驗登記，得委託其他機構辦理；其委託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前，第二項未辦理查驗登記之基因改

造食品原料，應於公布後二年內完成辦理。 

第五章 食品標示及廣告管理 

第二十二條  食品及食品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

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內容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依其含量多寡由高至低分別標示之。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食品添加物名稱；混合二種以上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者，應分別標明

添加物名稱。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

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

系統。 

六、原產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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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有效日期。 

八、營養標示。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前項第二款內容物之主成分應標明所佔百分比，其應標示之產品、主成分項目、

標示內容、方式及各該產品實施日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入

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查閱。 

第二十三條  食品因容器或外包裝面積、材質或其他之特殊因素，依前條規定

標示顯有困難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公告免一部之標示，或以其他方式標示。 

第二十四條  食品添加物及其原料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

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食品添加物」或「食品添加物原料」字樣。 

三、食品添加物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混合物時，應分別標明。其標示應以第十八

條第一項所定之品名或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通用名稱為之。 

四、淨重、容量或數量。 

五、製造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六、有效日期。 

七、使用範圍、用量標準及使用限制。 

八、原產地（國）。 

九、含基因改造食品添加物之原料。 

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食品添加物之原料，不受前項第三款、第七款及第九款之限制。前項第三款食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2 

添加物之香料成分及第九款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第五款僅標示國內負責廠商名稱者，應將製造廠商、受託製造廠商或輸入

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通報轄區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開放其他主管機關

共同查閱。 

第二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對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就其供應之特定食品，

要求以中文標示原產地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對特定散裝食品販賣者，得就其販賣

之地點、方式予以限制，或要求以中文標示品名、原產地（國）、含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製造日期或有效日期及其他應標示事項。國內通過農產品生產驗證者，

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有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公告之生產系統者，應標示生產系

統。 

前項特定食品品項、應標示事項、方法及範圍；與特定散裝食品品項、限制方式

及應標示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應標示可追溯之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日

修正公布後六個月施行。 

第二十六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應以中文及

通用符號，明顯標示下列事項： 

一、品名。 

二、材質名稱及耐熱溫度；其為二種以上材質組成者，應分別標明。 

三、淨重、容量或數量。 

四、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五、原產地（國）。 

六、製造日期；其有時效性者，並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七、使用注意事項或微波等其他警語。 

八、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七條  食品用洗潔劑之容器或外包裝，應以中文及通用符號，明顯標示

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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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名。 

二、主要成分之化學名稱；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應分別標明。 

三、淨重或容量。 

四、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 

五、原產地（國）。 

六、製造日期；其有時效性者，並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 

七、適用對象或用途。 

八、使用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項或警語。 

九、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 

第二十八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用洗潔劑及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其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

情形。 

食品不得為醫療效能之標示、宣傳或廣告。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特殊營養食品、易導致慢性病或不適合兒童及特殊需求者長期

食用之食品，得限制其促銷或廣告；其食品之項目、促銷或廣告之限制與停止刊

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二十九條  接受委託刊播之傳播業者，應自廣告之日起六個月，保存委託刊

播廣告者之姓名或名稱、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公司、商號、法人或團體之設立

登記文件號碼、住居所或事務所、營業所及電話等資料，且於主管機關要求提供

時，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六章 食品輸入管理 

第三十條  輸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食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

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時，應依海關專屬貨品分類號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並申報其產品有關資訊。 

執行前項規定，查驗績效優良之業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採取優惠之措施。 

輸入第一項產品非供販賣，且其金額、數量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經中央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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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專案核准者，得免申請查驗。 

第三十一條  前條產品輸入之查驗及申報，中央主管機關得委任、委託相關機

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第三十二條  主管機關為追查或預防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必要時得要求食品業

者、非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提供輸入產品之相關紀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料庫，

食品業者、非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食品業者應就前項輸入產品、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相關紀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

資料庫保存五年。 

前項應保存之資料、方式及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三十三條  輸入產品因性質或其查驗時間等條件特殊者，食品業者得向查驗

機關申請具結先行放行，並於特定地點存放。查驗機關審查後認定應繳納保證金

者，得命其繳納保證金後，准予具結先行放行。 

前項具結先行放行之產品，其存放地點得由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指定；產品未取

得輸入許可前，不得移動、啟用或販賣。 

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及本條第一項有關產品輸入之查驗、申報或查驗、申報之

委託、優良廠商輸入查驗與申報之優惠措施、輸入產品具結先行放行之條件、應

繳納保證金之審查基準、保證金之收取標準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遇有重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發生，或輸入產品經查

驗不合格之情況嚴重時，得就相關業者、產地或產品，停止其查驗申請。 

第三十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於管控安全風險程度較高之食品，得於其輸入前，

實施系統性查核。 

前項實施系統性查核之產品範圍、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基於源頭管理需要或因個別食品衛生安全事件，得派員至境外，查

核該輸入食品之衛生安全管理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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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輸入食品添加物，其屬複方者，應檢附原產國之製造廠商或負責廠商出

具之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明，供各級主管機關查核。但屬香料者，

不在此限。 

第三十六條  境外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

潔劑對民眾之身體或健康有造成危害之虞，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旅客攜帶入

境時，應檢附出產國衛生主管機關開具之衛生證明文件申報之；對民眾之身體或

健康有嚴重危害者，中央主管機關並得公告禁止旅客攜帶入境。 

違反前項規定之產品，不問屬於何人所有，沒入銷毀之。 

第七章 食品檢驗 

第三十七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之檢驗，由各級主管機關或委任、委託經認可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

理。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受委任、委託之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認證；

必要時，其認證工作，得委任、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前二項有關檢驗之委託、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認證之條件與程序、委託

辦理認證工作之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八條  各級主管機關執行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

裝及食品用洗潔劑之檢驗，其檢驗方法，經食品檢驗方法諮議會諮議，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未定檢驗方法者，得依國際間認可之方法為之。 

第三十九條  食品業者對於檢驗結果有異議時，得自收受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

向原抽驗之機關（構）申請複驗；受理機關（構）應於三日內進行複驗。但檢體

無適當方法可資保存者，得不受理之。 

第四十條  發布食品衛生檢驗資訊時，應同時公布檢驗方法、檢驗單位及結果

判讀依據。 

第八章 食品查核及管制 

第四十一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確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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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符合本法規定，得執行下列措施，業者應配合，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一、進入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場所執行現場查核及抽樣

檢驗。 

二、為前款查核或抽樣檢驗時，得要求前款場所之食品業者提供原料或產品之來

源及數量、作業、品保、販賣對象、金額、其他佐證資料、證明或紀錄，並得查

閱、扣留或複製之。 

三、查核或檢驗結果證實為不符合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

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應予封存。 

四、對於有違反第八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第十六條、中央主管

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虞者，得命食品業者暫停作業

及停止販賣，並封存該產品。 

五、接獲通報疑似食品中毒案件時，對於各該食品業者，得命其限期改善或派送

相關食品從業人員至各級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接受至少四小時之食品中

毒防治衛生講習；調查期間，並得命其暫停作業、停止販賣及進行消毒，並封存

該產品。 

中央主管機關於必要時，亦得為前項規定之措施。 

第四十二條  前條查核、檢驗與管制措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二條之一  為維護食品安全衛生，有效遏止廠商之違法行為，警察機關

應派員協助主管機關。 

第四十三條  主管機關對於檢舉查獲違反本法規定之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

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標示、宣傳、廣告或食品業者，除應對

檢舉人身分資料嚴守秘密外，並得酌予獎勵。公務員如有洩密情事，應依法追究

刑事及行政責任。 

前項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之管轄、處理期間、保密、檢舉人獎勵及其他應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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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檢舉人身分資料之保密，於訴訟程序，亦同。 

第九章 罰 則 

第四十四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鍰；情節

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

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經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二、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規定。 

三、經主管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二項規定，命其回收、銷毀而不遵行。 

四、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禁止其製造、販賣、輸入或輸出

之公告。 

前項罰鍰之裁罰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五條  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

定辦法者，處新臺幣四萬元以上四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同條第二項規定者，處

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再次違反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

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

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違反前項廣告規定之食品業者，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刊播為止。 

違反第二十八條有關廣告規定之一，情節重大者，除依前二項規定處分外，主管

機關並應命其不得販賣、供應或陳列；且應自裁處書送達之日起三十日內，於原

刊播之同一篇幅、時段，刊播一定次數之更正廣告，其內容應載明表達歉意及排

除錯誤之訊息。 

違反前項規定，繼續販賣、供應、陳列或未刊播更正廣告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

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四十六條  傳播業者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8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前條第一項處罰時，應通知傳播業者及其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傳播業者自收到該通知之次日起，應即

停止刊播。 

傳播業者未依前項規定停止刊播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或違反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為廣告之限制或所定辦法中有關停止廣告之

規定者，處新臺幣十二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按次處罰至其停止刊播

為止。 

傳播業者經依第二項規定通知後，仍未停止刊播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並通知傳播業者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其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規規定處理。 

第四十七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

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

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四條所為公告。 

二、違反第七條第五項規定。 

三、食品業者依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所登錄、建立或申報

之資料不實，或依第九條第二項開立之電子發票不實致影響食品追溯或追蹤之查

核。 

四、違反第十一條第一項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五、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三條所為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之規定。 

六、違反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第十四條所定管理辦法中有關公共飲食場

所衛生之規定。 

七、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公

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

規定。 

八、除第四十八條第八款規定者外，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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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五條第二項所為之公告。 

十、規避、妨礙或拒絕本法所規定之查核、檢驗、查扣或封存。 

十一、對依本法規定應提供之資料，拒不提供或提供資料不實。 

十二、經依本法規定命暫停作業或停止販賣而不遵行。 

十三、違反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之資訊不實。 

十四、違反第五十三條規定。 

第四十八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經命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

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

其公司、商業、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或食品業者之登錄；經廢止登錄者，

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錄： 

一、違反第七條第一項規定未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未設

置實驗室。 

二、違反第八條第三項規定，未辦理登錄，或違反第八條第五項規定，未取得驗

證。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未建立追溯或追蹤系統。 

四、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未開立電子發票致無法為食品之追溯或追蹤。 

五、違反第九條第三項規定，未以電子方式申報或未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之方式

及規格申報。 

六、違反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七、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或第十九條所定標準之規定。 

八、食品業者販賣之產品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八條所定食品添加物規格及其

使用範圍、限量之規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四項或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未通報轄區主管機關。 

十、違反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未出具產品成分報告及輸出國之官方衛生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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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公告之限制事項。 

第四十八條之一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中央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

百萬元以下罰鍰；情節重大者，並得暫停、終止或廢止其委託或認證；經終止委

託或廢止認證者，一年內不得再接受委託或重新申請認證： 

一、依本法受託辦理食品業者衛生安全管理驗證，違反依第八條第六項所定之管

理規定。 

二、依本法認證之檢驗機構、法人或團體，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所定之認證

管理規定。 

三、依本法受託辦理檢驗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認證，違反依第三十七條第三

項所定之委託認證管理規定。 

第四十九條  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條第一款行

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情節輕微者，處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八百萬元以下罰金。 

有第四十四條至前條行為，情節重大足以危害人體健康之虞者，處七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罰金；致危害人體健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二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六百萬

元以下罰金。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者，除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倍

以下之罰金。 

科罰金時，應審酌刑法第五十八條規定。 

第四十九條之一  犯本法之罪者，因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除應發還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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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外，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應追徵

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但善意第三人以相當對價取得者，不在此限。 

為保全前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必要時，得

酌量扣押其財產。 

依第一項規定對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為財物或財產上利

益之沒收，由檢察官聲請法院以裁定行之。法院於裁定前應通知該當事人到場陳

述意見。 

聲請人及受裁定人對於前項裁定，得抗告。 

檢察官依本條聲請沒收犯罪所得財物、財產上利益、追徵價額或抵償財產之推估

計價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四十九條之二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之規定；或有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八條之一之行為致

危害人體健康者，其所得之財產或其他利益，應沒入或追繳之。 

主管機關有相當理由認為受處分人為避免前項處分而移轉其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於第三人者，得沒入或追繳該第三人受移轉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如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入者，應追徵其價額或以其財產抵償之。 

為保全前二項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入或追繳，其價額之追徵或財產之抵償，主

管機關得依法扣留或向行政法院聲請假扣押或假處分，並免提供擔保。 

主管機關依本條沒入或追繳違法所得財物、財產上利益、追徵價額或抵償財產之

推估計價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第五十條  雇主不得因勞工向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違反本法之行為、擔任

訴訟程序之證人或拒絕參與違反本法之行為而予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僱、降調或減薪者，無效。 

雇主以外之人曾參與違反本法之規定且應負刑事責任之行為，而向主管機關或司

法機關揭露，因而破獲雇主違反本法之行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為處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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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第四十七條第十三款規定情形者，得暫停受理食品業者或其代理人依第三

十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產品已放行者，得視違規之情形，命食品業者

回收、銷毀或辦理退運。 

二、違反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將免予輸入查驗之產品供販賣者，得停止其免查

驗之申請一年。 

三、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取得產品輸入許可前，擅自移動、啟用或販賣

者，或具結保管之存放地點與實際不符者，沒收所收取之保證金，並於一年內暫

停受理該食品業者具結保管之申請；擅自販賣者，並得處販賣價格一倍至二十倍

之罰鍰。 

第五十二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經依第四十一條規定查核或檢驗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查核或

檢驗結果，為下列之處分： 

一、有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項或第十六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沒入銷毀。 

二、不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所定標準，或違反第二十一條第

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者，其產品及以其為原料之產品，應予沒入銷毀。但實施消毒

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後，仍可供食用、使用或不影響國人健康者，應通知限期消

毒、改製或採行適當安全措施；屆期未遵行者，沒入銷毀之。 

三、標示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依第二項及第三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或依第二項公告之事項、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

者，應通知限期回收改正，改正前不得繼續販賣；屆期未遵行或違反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者，沒入銷毀之。 

四、依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命暫停作業及停止販賣並封存之產品，如經查無前

三款之情形者，應撤銷原處分，並予啟封。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應予沒入之產品，應先命製造、販賣或輸入者立即公告停止

使用或食用，並予回收、銷毀。必要時，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代為

回收、銷毀，並收取必要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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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應回收、銷毀之產品，其回收、銷毀處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販賣、輸入、輸出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產品

之食品業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公布其商號、地址、負責人姓名、

商品名稱及違法情節。 

輸入第一項產品經通關查驗不符合規定者，中央主管機關應管制其輸入，並得為

第一項各款、第二項及前項之處分。 

第五十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經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命限期回收銷

毀產品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後，食品業者應依所定期限將處理過程、結果及改善

情形等資料，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十四條  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有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事，除依第五十二條規定處理外，中央主

管機關得公告禁止其製造、販賣、輸入或輸出。 

前項公告禁止之產品為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並發給許可文件者，得一併廢止其

許可。 

第五十五條  本法所定之處罰，除另有規定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之，必要時得由中央主管機關為之。但有關公司、商業或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

記事項之廢止，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勒令歇業處分確定後，移由工、

商業主管機關或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第五十五條之一  依本法所為之行政罰，其行為數認定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第五十六條  食品業者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第十款或第十六

條第一款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時，應負賠償責任。但食品業者證明損害非由

於其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輸入、輸出所致，或於防止

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 

消費者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並得準用消費者保護法第

四十七條至第五十五條之規定提出消費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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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消費者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以每人每一

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計算。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同一原因事件，致二十人以上消費者受有損害之申訴

時，應協助消費者依消費者保護法第五十條之規定辦理。 

受消費者保護團體委任代理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訴訟之律師，就該訴

訟得請求報酬，不適用消費者保護法第四十九條第二項後段規定。 

第五十六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保障食品安全事件消費者之權益，得設立食

品安全保護基金，並得委託其他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前項基金之來源如下： 

一、違反本法罰鍰之部分提撥。 

二、依本法科處並繳納之罰金、沒收、追徵或抵償之現金或變賣所得。 

三、依本法或行政罰法規定沒入、追繳、追徵或抵償之不當利得部分提撥。 

四、基金孳息收入。 

五、捐贈收入。 

六、循預算程序之撥款。 

七、其他有關收入。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來源，以其處分生效日在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以後者適用。 

第一項基金之用途如下： 

一、補助消費者保護團體因食品衛生安全事件依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提起消費

訴訟之律師報酬及訴訟相關費用。 

二、補助經公告之特定食品衛生安全事件，有關人體健康風險評估費用。 

三、補助勞工因檢舉雇主違反本法之行為，遭雇主解僱、調職或其他不利處分所

提之回復原狀、給付工資及損害賠償訴訟之律師報酬及訴訟相關費用。 

四、補助依第四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辦法之獎金。 

五、補助其他有關促進食品安全之相關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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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主管機關應設置基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由學者專家、消保團體、社會公正

人士組成，監督補助業務。 

第四項基金之補助對象、申請資格、審查程序、補助基準、補助之廢止、前項基

金運用管理監督小組之組成、運作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 

第十章 附 則 

第五十七條  本法關於食品器具或容器之規定，於兒童常直接放入口內之玩具，

準用之。 

第五十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受理食品業者申請審查、檢驗及核發許可證，

應收取審查費、檢驗費及證書費；其費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九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六十條  本法除第三十條申報制度與第三十三條保證金收取規定及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二十六條、第二十七條，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自公布日

施行。 

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九日施行。 

本法一百零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條文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自公布後一年施行。 

本法一百零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修正條文，除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應標示可追

溯之來源或生產系統規定，自公布後六個月施行；第七條第三項食品業者應設置

實驗室規定、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第二十四條第一項食品添加物之原料應標示事

項規定、第二十四條第三項及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自公布後一年施行外，自

公布日施行。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中華民國七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行政院衛生署（70）衛署食字第354142號令訂定發

布全文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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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行政院衛生署（74）衛署食字第568204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25條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九月七日行政院衛生署（83）衛署食字第83045400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26條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五日行政院衛生署（89）衛署食字第89022002號令修正

發布第17、19、20條條文；並刪除第2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日行政院衛生署（90）衛署食字第0900026128號令修正發

布全文20條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食字第0910040754號令修正發

布刪除第4～8、17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一日行政院衛生署衛署食字第 0980402654號令修正發布

第 2、3、11、13、18～20條條文；並自發布日施行，但第11條第1項第2～4款條

文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三日衛生福利部部授食字第 1031302301 號令修正

發布全文28條 

 

第一條、本細則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以下簡稱本法) 第五十九條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本法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包括嬰兒配方食品、

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及特殊醫療用途嬰兒配方食品。 

第三條、本法第三條第三款所稱中央主管機關之准用許可字號，指食品添加物使

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編號。 

第四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有毒，指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含有天然毒

素或化學物品，而其成分或含量對人體健康有害或有害之虞者。 

第五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染有病原性生物者，指食品或食品添加

物受病因性生物或其產生之毒素污染，致對人體健康有害或有害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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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品名，其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名稱與食品本質相符。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者，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名稱；未規定者，得使用中

華民國國家標準所定之名稱或自定其名稱。 

第七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淨重、容量，應以公制單位或其通用

符號標示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內容物中液汁與固形物混合者，分別標明內容量及固形量。但其為均勻混合

且不易分離者，得僅標示內容物淨重。 

二、內容物含量，得視食品性質，註明最低、最高或最低與最高含量。 

第八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使

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一般

社會通用之名稱標示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屬甜味劑、防腐劑、抗氧化劑者，應同時標示其功能性名稱。 

二、屬複方食品添加物者，應標示各別原料名稱。 

食品中之食品添加物係透過合法原料之使用而帶入食品，且其含量明顯低於直接

添加於食品之需用量，對終產品無功能者，得免標示之。 

第九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製造廠商，

指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製造、加工、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廠商。 

二、委託製造、加工或調配者，其受託廠商。 

三、經分裝、切割、裝配、組合等改裝製程，且足以影響產品衛生安全者，其改

裝廠商或前二款之廠商。 

   前項製造廠商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輸入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之製造廠商名稱、地址，以中文標示之。但難以中文

標示者，得以國際通用文字或符號標示之。 

二、食品或食品添加物係由同一公司所屬之工廠製造，且其設立地皆屬同一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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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製造廠商得以總公司或所屬製造工廠擇一為之；其名稱、地址及電話，應與

標示之總公司或工廠一致。但其設立地屬不同國家者，仍應以實際製造工廠標示

之。 

三、前項第三款之改裝廠商，以「改裝製造廠商」標示之。 

第十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十六條

第四款及第二十七條第四款所稱國內負責廠商，指對該產品於國內直接負法律責

任之食品業者。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及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稱應標示製造

廠商或國內負責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屬輸入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指應

標示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並得另標示國外製造廠商之名稱、

電話號碼及地址；屬國內製造之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指應標示製造廠商之名稱、

電話號碼及地址，或標示國內負責廠商之名稱、電話號碼及地址，或二者均標示。 

第十一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六款所稱原產地(國)，指製造、加工或調配

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前項原產地(國)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輸入食品之原產地（國），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 

二、輸入食品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屬不得認定為實質轉型之混裝食品，

應依各食品混裝含量多寡由高至低標示各別原產地（國）。 

三、中文標示之食品製造廠商地址足以表徵為原產地（國）者，得免為標示。 

第十二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所定有效日期之標示，應印刷於容器或

外包裝之上，並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但保存期限在三個月以上者，

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以當月之末日為終止日。 

第十三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品名，其為單方食品添加物者，應

以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

定之品名，或一般社會通用之名稱標示之；其為複方食品添加物者，得自定其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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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自定品名者，其名稱應能充分反映其性質或功能。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十三日修正施行前，經中央主管機關查驗登記，

取得許可文件之食品添加物，其品名未能符合前二項規定者，應於一百零四年七

月一日前，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申請品名變更登記；一百零五年一月一

日以後製造者，應以變更後之品名標示於容器或外包裝。 

第十四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食品添加物名稱，應以食品添加物

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附表一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所定之品名，或一

般社會通用之名稱標示之。 

第十五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淨重、容量，應以公制單位或其通

用符號標示之。 

第十六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有效日期之標示，應印刷於容器或

外包裝之上，並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但保存期限在三個月以上者，

其有效日期得僅標明年月，並以當月之末日為終止日。 

第十七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所稱原產地(國)，指製造、加工或調配

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前項原產地(國)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輸入食品添加物之原產地（國），依進口貨物原產地認定標準認定之。但進

行產品之分類、分級、分裝、包裝、加作記號或重貼標籤者，不得認定為實質轉

型，應標示實際製造、加工或調配製成終產品之國家或地區。 

二、中文標示之食品添加物製造廠商地址足以表徵為原產地（國）者，得免為標

示。 

第十八條、有容器或外包裝之食品及食品添加物之標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二毫米。但最大表面積不足八十平方公分

之小包裝，除品名、廠商名稱及有效日期外，其他項目標示字體之長度及寬度各

得小於二毫米。 

二、在國內製造者，其標示如兼用外文時，應以中文為主，外文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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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輸入者，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二十四條規定加中文標示，始得輸入。但

需再經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得於販賣前完成中文標示。 

第十九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所稱散裝食品，指陳列販賣時無包裝，或有包

裝而有下列情形之ㄧ者: 

一、不具啟封辨識性。 

二、不具延長保存期限。 

三、非密封。 

四、非以擴大販賣範圍為目的。 

第二十條、依本法第二十六條公告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應依下列規定

標示： 

一、標示之位置:以印刷、打印、壓印或貼標於最小販賣單位之包裝或本體上。

但供重複性使用之塑膠類產品，其主要本體之材質名稱及耐熱溫度二項標示，以

印刷、打印或壓印方式，標示於最小販賣單位之主要本體上。 

二、標示之方式:其以印刷或打印為之者，以不褪色且不脫落為準。 

三、標示之日期:依習慣能辨明之方式標明年月日或年月；標示年月者，以當月

之末日為終止日，或以當月之末日為有效期間之終止日。 

四、標示之字體:其長度及寬度，各不得小於二毫米。 

第二十一條、輸入之食品用洗潔劑，應依本法第二十七條規定加中文標示，始得

輸入。但需再經改裝、分裝或其他加工程序者，得於販賣前完成中文標示。 

第二十二條、本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所稱主要成分或成分，指食品用洗潔劑中具

消毒、清潔作用者。 

第二十三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專

供外銷者，其標示事項得免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及第二

十七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本法第四十條所定檢驗方法、檢驗單位及結果判讀依據，其內容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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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檢驗方法:包括方法依據、實驗流程、儀器設備及標準品。 

二、檢驗單位:包括實驗室名稱、地址、聯絡方式及負責人姓名。 

三、結果判讀依據:包括檢體之抽樣方式、產品名稱、來源、包裝、批號或製造

日期或有效日期、最終實驗數據、判定標準及其出處或學理依據。 

第二十五條、食品工廠以外之食品業，其公司、商業登記資料，應由商業主管機

關送主管機關進行稽查管理。 

第二十六條、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及食品用洗潔劑，

經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沒入銷毀或通知限期消毒、改製

或採行安全措施者，其範圍及於相同有效日期或批號之產品；未標示有效日期或

批號無法辨識者，其範圍及於全部產品；其為來源不明而無法通知限期消毒、改

製或採行安全措施者，沒入銷毀之。 

第二十七條、經營食品、食品添加物、食品器具或食品容器輸出之業者，為應出

具證明文件之需要，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辦理檢驗或查驗；其符合規定者，核

發衛生證明、檢驗報告或自由銷售證明等外銷證明文件。 

第二十八條、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