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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

壹、食品安全管理之發展

內容大綱

壹、食品安全管理之發展

 58-69年時期
 70-98年時期
 99-100年時期

一、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二、加強食品安全管理策略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

二、加強食品安全管理策略
(一) 擬訂「推動我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計畫」

(二) 執行年度施政重點之工作目標

貳、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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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發展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

年發生多氯聯苯食油中毒案

二次組織再造之推手

68年發生多氯聯苯食油中毒案
70年衛生署內部增設食品衛生處

97年發生三聚氰胺奶粉事件
99年成立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

99年~100年70年~98年58年~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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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9年
食品安全管理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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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年內政部擬具「食品衛生管理條例草案」

58~69年食品安全管理發展
 58年內政部擬具 食品衛生管理條例草案」

 60年衛生署成立，僅藥政處設有一食品衛生科
(編制4人)

 61年行政院公布「食品衛生管理暫行辦法」

 64年公布「食品衛生管理法」

中央 藥政處食品衛生科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6

中央 藥政處食品衛生科

省(市)
藥政科/環境衛生科

下設食品衛生股

縣(市) 由環保衛生課兼辦

1-3



成立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民國68年發生多氯聯苯食油中毒案發生

對食品衛生造成莫大衝擊

70年
成立衛生署食品衛生處
(編制27人)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7

強化地方至中央

食品衛生之管理及檢驗工作

(編制27人)

71-73年地方衛生機關逐步成立食品衛生科(課)

70~98年
食品安全管理發展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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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9

70~98年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70年進口食
品查驗委外

進口食品量少，管理體系尚待建立，各港埠
尚未成立專責管理食品衛生之分支機構，經

75年西施舌
中毒事件

75年蔭花生
肉毒桿菌

高屏地區陸續發現有嘔吐、手腳麻痺、呼吸
困難之疑似食品中毒患者，其中 2 名住院不
久後即死亡。

彰化縣某印刷公司 7 名員工，陸續呈現視力
模糊、嘔吐、呼吸困難等症狀，其中 1 名患

品查驗委外 尚未成立專責管理食品衛生之分支機構 經
行政院核定，暫時委託經濟部實施。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0

中毒事件 者不治死亡，經台大醫院醫師判定為肉毒桿
菌中毒。

84年小玉西
瓜殘留農藥

事件

雲林縣民11人，食用小玉西瓜後產生不適症
狀，係為農藥殘留「得滅克」、「得滅克」
殘留。因此開始重視農藥用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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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年守宮木
減肥菜健康

廣告監視中發現楊梅鎮農會販售「樹仔菜」
廣告，請地方衛生局查察其安全性，後，成
大醫院發布 3 名消費者食用守宮木發生致命

減肥菜健康
危害事件

大醫院發布 3 名消費者食用守宮木發生致命
性心律不整。

92年戴奧辛
鴨蛋事件

彰化線西鄉爆發戴奧辛鴨蛋污染事件，大批
鴨子被撲殺，調查數據顯示，養鴨場附近的
土壤、空氣、植物戴奧辛濃度都偏高。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1

94年首度開
放進口美國
去骨牛肉

92年美國發現首例狂牛症病例，禁止進口牛
肉及相關產製品。94年有條件開放美國牛肉
進口，同年 6 月美國境內發現第 2 起狂牛症
案例，再次禁止進口，至95年公告僅開放美
國去骨牛肉進口。

95年大閘蟹
中國大陸大閘蟹於95年驗出含禁用致癌物「
硝基砆喃 ，為保護國人健康，訂定輸入管

事件
硝基砆喃」，為保護國人健康，訂定輸入管
控措施，至今皆未進口。

96年豬肉瘦
肉精事件

豬農至衛生署抗議，潑豬糞、砸臭蛋，雙方
戰火一發不可收拾。毒物專家林杰樑不畏激
怒當局，直指如吃了五公斤的瘦肉精豬肉，
就逼近危險值！開放瘦肉精的政策，因此踩
了緊急煞車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2

了緊急煞車。

97年中國大
陸三聚氰胺
毒奶事件

山東都慶的奶精原料蓄意添加三聚氰胺，以
提高產品蛋白質含量，造成嬰幼兒健康危害
，其後，與中國大陸簽訂「海峽兩岸食品安
全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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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安全管理重點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3

70~98年食品安全管理重點

執行「加強食品衛生管理方案」
第一期 : 70年~73年
第二期 : 74年~78年
爾後，以加強食品管理中程計畫執行管理方案

第一期重點 強化食品衛生管理行政組織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4

第一期重點 強化食品衛生管理行政組織

第二期重點 加強食品衛生管理方案
擴大食品製造工廠之分等管理並輔導業者

建立自廠衛生管理制度。
充實基層食品衛生管理稽查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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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8年食品安全管理重點
 88年公布「健康食品管理法」88年公布 健康食品管理法」

 89年修法強調自主管理源頭管制

 90年公布罐頭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90年成立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三署會報)

 92年公告施行HACCP
水產品 餐盒 肉品 乳品加工業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5

水產品→餐盒→肉品→乳品加工業

 96年公布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險，並分期強制實施

 96年推動加工食品追溯系統之建置

 98年成立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98年規劃成立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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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年05月12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

成立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98年06月03日總統令公布(華總一義字第09800137391號）

食品衛生處

藥政處

藥物食品檢驗局

統合
事權

食品藥物管理局

99.01.01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7

藥物食品檢驗局

管制藥品管理局 資源

食品藥物管理局

Taiwan FDA
標檢局-進口食品查驗業務

醫事處-新興生醫科技產品及血品管理業務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組織架構圖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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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管理 藥政管理

食品組
藥品組

醫粧組

政策、法規標準
審查/查驗登記

不良反應通報

研檢組

區管中心

研檢組
風管組

區管中心

醫粧組
從業人員及場所管理

研究及檢驗

組織庫管理

實驗室管理

流通稽查

邊境查驗

不良反應通報

工廠稽查

風管組

管藥組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9

行政、資訊、企劃、科技、消保、教育、宣導、國際合作

區管中心
(地方衛生局)

流通稽查(地方衛生局)
市場監測

食品安全管理資源配置
中央主管機關食品安全管理預算經費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經費(仟元) 248,619 268,073 797,619 802,205 

每位國人分配額(元) 11 12 33 34

註1: 每位國人分配額，係以內政部公布之全國人口數估算之: 97年約2,287萬人，98年約2,311萬人，
99年約2,316萬人，100年約2,317萬人。

註2:  97、98年經費為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及藥物食品檢驗局(食品衛生) 之法定預算數總和
(含科技預算，不含標檢局輸入食品查驗預算約1.6億，不含人事費用)。

註3: 99、100年經費為TFDA食品組、研檢組、風管組、北管、資訊室之食品相關預算經費。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0

中央主管機關食品安全管理人力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預算編制員額(人) 102 102 144 144

註3: 99 100年經費為TFDA食品組 研檢組 風管組 北管 資訊室之食品相關預算經費

註: 97年人力為衛生署食品衛生處及藥物食品檢驗局(食品衛生) 之預算編制員額數總和。
(不含標檢局輸入食品查驗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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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0年
食品安全管理發展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1

一、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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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00年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99年開放進口美國帶骨牛肉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3

餐廳牛肉來源標示貼紙樣式

99~100年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99年真空包裝食品
肉毒桿菌中毒事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4

99年塑膠容器
溶出雙酚A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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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起雲劑 含有塑化劑案

99~100年食品安全重大事件

100年「起雲劑」含有塑化劑案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5

TFDA面臨之新挑戰

一 境外輸入食品之安全管理一、境外輸入食品之安全管理

二、環境污染與食品安全

三、新興食品之管理

四、食品品質及消費者保護之要求

五 食品安全管理之複雜度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6

五、食品安全管理之複雜度

六、業者之自主管理能力

七、傳播資訊之多元化

1-13



食品安全三大風險來源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7

食材、環境管理之重要性

農藥濫用 人畜共通疾病
動物用藥濫用
飼料添加物

環境污染物
毒性化學物質管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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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食品安全管理策略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9

行政院

食品安全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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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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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衛生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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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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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跨部會協調機制

• 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協調會報 (三署會報)
– 2001 年起建立環境、生產、到消費有關食品污染相關
主管機關聯繫管道。

– 由衛生署、農委會、環保署副主管共同主持，每年召
開4次定期協調會。

•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全方位推動食品安全政策，解決突發重大食品安全事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1

– 全方位推動食品安全政策，解決突發重大食品安全事
件。

– 2009 年通過「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設置要點」。

– 屬任務編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擔任召集人。

– 已召開2次會議。

產製流通產製流通 消費者保護消費者保護輸入輸出輸入輸出

管
理
方

環境污染預防及管 製造加工
運輸流通

購買
調理

境外查驗
邊境管制

農業環保農業環保

方
向

制農、漁、牧生產
管理

運輸流通
販賣、餐飲

調理
儲藏

邊境管制
查緝走私

管
制
重
點

農藥濫用
動物用藥濫用
飼料添加物
人畜共通疾病
環境污染物

原料不佳
設施及環境不良
食品添加物管理
製程管制不當
其他污染
溫控不當

逾有效日期
儲藏不當
調理不當
食品中毒
標示、廣告違規

境外工廠稽查
邊境查驗及管制
國際資訊通報
查緝走私

權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2

目
標 2.2.產製流通

監管
4.4.消費者保
護與教育

1.源頭管理

權
責
機
關

衛生署、農委會
經濟部、財政部
海關、海巡署

環保署、農委會
衛生署

衛生署、農委會
經濟部

衛生署、消保會
教育部、農委會
內政部

3.風險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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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強食品安全管理策略

經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2次會議之決議 :

(一) 擬訂「推動我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計畫」，

並設定加強工作目標。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3

(二) 依風險分析結果，設定年度施政重點之工作

目標。

一、擬訂「推動我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計畫」

目標一
落實源頭管理目標四

加強消費者保護
及風險溝通

從農場到餐桌

跨部會合作

四大目標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4

目標三
強化食品安全
風險評估能力

目標二
加強食品產製
流通之監管

食品安全無縫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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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消費者
諮詢及申訴

4 輸入管理

3.強化食品
製造管理

1.環境保護與
2.動植物生產管理

17項策略
16.安全、風險
及營養教育

15.資訊宣導及
透明化

7.認驗證制度與
8.後市場監測

4.輸入管理
5.防堵走私
6.外銷驗證

目標與策略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5

14.危機預警

12.風險評估
13.法規建置

11.橫向聯繫

10.統合檢
驗能量

9.餐飲衛生

成果及管考

各部會針對「推動我國食品安全管理工作計
畫」各項具體行動方案，研提99及100年度
之預期成果。

由衛生署負責每季(3個月)管考一次，請各部
會定期提報執行成果。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6

會定期提報執行成果

每半年召開之食品安全會報上，由各部會進
行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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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執行99-100年度施政重點之工作目標

1. 落實產地源頭管理

2. 加強食品產銷鏈之監測把關
(含整合食品履歷追溯系統)

( )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7

1.落實產地源頭管理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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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面廣、流通量大，應由源頭管理根本解決
國內產量(98年度)

• 穀類雜糧3 285 057噸 果品2 467 482噸 蔬菜2 666 725噸

市場通路流通量

• 穀類雜糧3,285,057噸、果品2,467,482噸、蔬菜2,666,725噸、
畜產品8,662,705噸、漁業1,087,814噸。

進口產量(98年度)

• 每年進口食品約40萬批(15,196,717噸)。

賣場 超市 攤販 零售市場 餐廳 網路銷售通路 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 各縣市衛生局食品衛生管理稽查人力僅
474名。

衛生管理人力及能力

• 賣場、超市、攤販、零售市場、餐廳、網路銷售通路、家
庭手工業者、民宿經營業者、食品工廠原料等通路數量無無
法估計法估計。

源頭管理面臨之挑戰-1
風險分析農藥殘留不合格率偏高
農藥販賣業者違法推銷農民違法用藥、農民未依規定

採收期採收採收期採收
農民及藥品販賣業者之教育及管理農民及藥品販賣業者之教育及管理

動物用藥違法使用(蛋品、水產品)
雞蛋檢驗出未核可動物用藥、水產品檢驗出禁藥
養殖戶及藥品販賣業者之教育及管理養殖戶及藥品販賣業者之教育及管理

戴奧辛污染鴨肉、蛋、牛肉等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戴奧辛污染鴨肉 蛋 牛肉等
廢爐渣、集塵灰等廢棄物
環境污染防治環境污染防治

飼料使用違法添加物
蘇丹紅違法添加
養殖戶及添加物販賣業者之教育及管理養殖戶及添加物販賣業者之教育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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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產品不合格
花生糖含黃麴毒素、印尼泡麵含防腐劑、美國牛肉、
大宗穀物農藥殘留不合格等

源頭管理面臨之挑戰-2

大宗穀物農藥殘留不合格等
邊境查驗、境外查核、經濟貿易之考量問題邊境查驗、境外查核、經濟貿易之考量問題

境外查核不足
三聚氰胺污染、肉品及水產品動物用藥殘留
加強產地查核加強產地查核

走私農產品充斥市面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走私農產品充斥市面
大陸香菇、鮑魚等產品
加強邊境及市場走私之查緝加強邊境及市場走私之查緝

蔬菜含亞硝酸鹽
肥料使用問題
加強肥料之相關使用及管理機制加強肥料之相關使用及管理機制

落實產地源頭管理

◎解決方案成立食品安全源頭管理工作小組
•主辦機關：農委會、衛生署

◎工作重點：

•國產產品

– 產地：加強食品之把關(國產農漁牧水產食品及加工製品)

•進口產品

主辦機關：農委會 衛生署
•協辦機關：經濟部、海巡署、環保署、財政部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 境外：強化產地疫病及工廠查核、海上查緝走私。

– 邊境：落實邊境檢疫、輸入查驗、走私查緝。

–加強食品安全合作與通報:兩岸農產品檢驗檢疫協議、
兩岸食品安全協議、歐盟食品與飼料快速通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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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強食品產銷鏈之監測把關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3

食品工廠管理涉及多部會分工

食品製造業
GMP
(經濟部)

食品工廠登記家數，共5,231家。

食品業者商業登記家數，共8,262家。

家庭經營等小規模未登記業者

食品製造業

無法估計無法估計
HACCP
(衛生署)

CAS

GHP
(衛生署)

(經濟部)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之整合之整合
管理制度管理制度
之整合之整合

工廠管理
辦理GHP符合性稽查家次，共114,569家次(98年迄今) 。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4

(農委會)
辦理GHP符合性稽查家次 共114,569家次(98年迄今)

通過餐飲業HACCP認證家數，共131家(98年迄今)。

通過水產工廠HACCP認證家數，共177家(94-98年)。

通過肉品工廠HACCP認證家數，共71家(97-98年) 。

通過食品GMP認證家數，共424家， 3,614件產品。

通過食品CAS認證家數316家，6195種品項。

1-22



食品產銷鏈管理面臨之問題-1

GMP、GHP、HACCP、CASGMP、GHP、HACCP、CAS
重複投入資源查核及驗證(大工廠重複驗證、減少查核
其他小型工廠之人力及資源)

管理制度之整合管理制度之整合

製造廠無登記之問題
大溪豆乾(水源地無法取得工廠登記)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5

大溪豆乾(水源地無法取得工廠登記)
阿舍乾麵(設於工業區內，未取得登記即開始生產販售)
優安蜜多多(工廠登記經撤銷後仍繼續製造販售)
網路販售業者無工廠及營業登記
工廠登記及營業登記管理制度之重新審視工廠登記及營業登記管理制度之重新審視

食品產銷鏈管理面臨之問題-2

農業生產至食品加工廠間之分工不明確

豬血之管理(屠宰場至食品加工廠間)

屠體運輸管理(屠宰場至食品加工廠間)

農產運銷市場 產品之產地標示問題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6

農產運銷市場(產品之產地標示問題)

修法加強管理修法加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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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食品產銷鏈之監測把關

◎解決方案成立食品產銷鏈安全管理工作小組

◎工作重點：

–食品加工廠源頭管理制度的變革及整合

–追溯履歷系統之整合

◎解決方案成立食品產銷鏈安全管理工作小組
•建議主辦機關：衛生署

•建議協辦機關：農委會、經濟部(工業局)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7

追溯履歷系統之整合

–市場流通量之評估與管理人力之規劃

–加強後市場之監測調查

–產品驗(認)證及實驗室認證

2-1. 整合食品履歷追溯系統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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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追溯系統是國際間(尤以歐盟及日本)積極建
構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多以農產品為主，歐盟
主要緣由為追蹤管理牛隻感染BSE之流向管控主要緣由為追蹤管理牛隻感染BSE之流向管控。

藉資訊技術監控食品供應鏈中可能影響食物品質
及安全的環節。

食品從農場到餐桌(from farm to table)過程生產
銷售資訊 可向上游( )或下游追溯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9

銷售資訊，可向上游(trace back)或下游追溯
(trace forward)，以強化食品之源頭管理。

我國食品履歷及追溯系統現況

農產品 加工食品

農委會 衛生署

通路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0

經濟部

消費者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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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歷追溯系統之好處

提升國內消費者保護提升國內消費者保護：

提供食品全程產銷鏈資訊，強化產品雙向追溯管理功能。

提供消費者選購產品之參考，防堵來路不明之黑心食品。

拓展國際市場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1

拓展國際市場：

推動外銷食品之行銷專案，促使MIT食品邁向國際市場。

與國際追溯制度相互承認，提高MIT食品外銷競爭力。

整合食品履歷追溯系統之工作重點

成立三部會專案工作小組成立三部會專案工作小組

資訊系統介接、行政作業整合。

爭取經費
執行本專案整合計畫及推廣、補助業者參與、

推廣行銷。

推廣行銷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2

推廣行銷
吸引業者參與、鼓勵消費者購買。

技術性之協助

整合成效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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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2.10.行政院「研商整合我國食品履
歷追溯系統會議」決議

 請衛生署針對整合我國食品履歷追溯系統案，規劃經濟部、
衛生署及農委會等三部會分工事項、優先推動產品項目、
履歷建置方式(採全面建置『所有食品及農產品往上及往
下建置紀錄，與安全及認證無關』或採風險建置『針對高
風險項目建置完整紀錄，含安全認證』)，以及可能涉及
之相關法規修正等，儘速研擬具體執行方案，於下次會議
提出討論。

 請經濟部主導整合三部會食品履歷追溯資訊系統 並研議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3

 請經濟部主導整合三部會食品履歷追溯資訊系統，並研議
納入「雲端運算產業發展方案」，請資策會協助並參與整
合會議，俾利相關資訊介接事宜。

 有關規範全面性農產品建立履歷追溯系統一節，請農委會
確認並研議是否修正「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以強
制要求農產品生產製程之可追溯性。

實行方針

Record
保存

類型

高風險
產品

產品類別

追溯
法規化

策略

流通資訊
無障礙

目標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4
54

Record
保存

+立即查詢

類型

高價值
產品

產品類別

履歷
資訊化

策略

衛生品質
看的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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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月7日行政院「整合我國食品履歷
追溯系統」第2次會議決議

衛生署提出「建構一元化安心食品履歷追溯系統」方案，內衛生署提出 建構一元化安心食品履歷追溯系統」方案 內
容包括認證制度整合、資訊系統聯結、品牌行銷等，以利源
頭管理、追溯、勾稽及查核。
惟近來塑化劑污染食品事件，調整食品履歷追溯制度之推動
步驟及方向：

1) 分階段推動：依對人民健康存在風險的高低程度逐步推
動，先導入影響食品安全及民眾健康風險較高的原料和
添加物等，先採「負面履歷」方式，未來再逐步擴充。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5

」
2) 加快進程：先設計一簡單、短期內即可先行運作的整合

平台。
請經濟部儘速會商衛生署、農委會及環保署研議，預計可推
動之時程及不應納入農產品、食品的原料和添加物等品項之
「負面履歷」，並請儘速規劃簡單的整合平台，以建立食品
先期履歷制度。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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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7

貳、結語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8

1-29



政 府
具有國際觀的管理者

食品業者

食 品 安 全 與 營 養 保 健

業
者

政
府

消
費
者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59

食品安全 人人有責食品安全 人人有責

食品業者
自主管理的業者

消 費 者
健康理性的消費

政府決心與承諾

謝謝指教!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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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0年6月21日 康照洲 局長

起雲劑中惡意添加塑化劑事件
行政院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

2

報告大綱

1. 案情簡述

2. 供應鏈追查

3. 採取作為

4. 安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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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情簡述

4

緣起

在辦理「偽劣假藥聯合取締」計畫產品監測時，
於4月7日在「康富生技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生產
之「益生菌粉末」中發現含有塑化劑DEHP，立即
要求所有產品下架回收(13萬3千多盒)。
經食品藥物管理局主動調查，抽絲剝繭分析約30
種原料及包材，並追蹤來源，至5月16日確認是由
昱伸香料公司「起雲劑」引起。

立刻主動請檢調單位協助調查所有中下游廠商。

另於5月26日查獲賓漢香料公司起雲劑亦含有另一
塑化劑D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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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啟動緊急應變措施
本署食管局立即成立緊急應變小組

追查產品流向

評估影響範圍

督導各縣衛生局下架回收疑似污染產品。

副院長召開跨部會會議(5月19日)，裁示：

衛生署成立專案小組。

專案小組主要成員包括衛生署、法務部、環保
署、消保會、財政部(關稅總局)，經濟部及其他
部會予以協助。

5/23邀請3位專家學者共同召開記者會對外說明。

6
6

終產品製造商→7家
1.協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起雲劑 →4家

大湖草莓農場、金饌 →299家
2. 安晉供應原料有限公司→1家
3. 松暉食品有限公司→8家
4. 盛源食品原料有限公司→11家
5. 馥聖實業有限公司→1家
6. 杏記企業有限公司→1家
7. 果山園食品企業有限公司→5家
8. 建彰企業行
9. 雲丞有限公司→9家
10. 永明工業原料行→2家
11. 金果王食品有限公司→1家代銷
12. 世明食品行→2家
13. 薪軒食品有限公司
14. 東甲永業有限公司→6家
15. 好量公司→3家
16. 揚盛企業有限公司→7家
17.宗亮化工原料有限公司→2家

食
品
業
者
共
387
家

可能受污染產品
803項

運動飲料
果汁飲料
茶飲料

果醬果漿或果凍
膠囊錠狀粉末

備註：總計涉案387家，已全數經確認

昱
伸
香
料
有
限
公
司

買
進
起
雲
劑
13
家

供應鏈追查(一)

果
醬
料
4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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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7

賓
漢
香
料
有
限
公
司

1.統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美達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委託製造)

3.泰華油脂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品牌及受統一委託製造)

4.名牌食品(統一委託製造)

5.千賓香精原料有限公司(下游廠商37家)

可能受污染產品27項

運動飲料
果汁飲料、果醬

食
品
業
者
共
43
家

備註：總計涉案43家，已全數經確認

供應鏈追查(二)

8

設定D – DAY以上架即安全為目標

100年5月28日署授食字第1001301729號公告塑化劑
汙染食品之處理原則。「運動飲料」、「果汁飲
料」、「茶飲料」、「果醬、果漿或果凍」、「膠
囊錠狀粉狀之型態」等五大類食品，使用起雲劑
者，應提出安全證明：

(一)經衛生署公布確認起雲劑未受塑化劑汙染之供
應商及其下游廠商(須檢附來源證明文件)。

(二)經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公布可檢測食品塑化
劑之實驗室之檢驗證明。

五大類食品於100年5月31日零時前，未提出證明者
禁止販售。

凡確認塑化劑汙染之產品，必須立刻下架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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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設定1 ppm快速篩檢污染產品

本案為「昱伸」及「賓漢」公司惡意添加塑化劑

於起雲劑內，為盡快釐清受污染之產品範圍，以

1 ppm為篩檢值，以區分惡意添加與否及受污染

產品範圍。

以美國之每人每日由口攝入參考劑量 (RfD)為
準，60公斤成人來算為1.2毫克(mg)，如以平均每

人每天吃2公斤之食物，並假設高達50％的食物

都受污染，算出之限值為1.2 ppm。

10

D-Day之後稽查成果

稽查出勤人數：6689人次

各縣市販賣商稽查家數： 40,117 家

處辦家數： 3,926 家

要求下架產品數： 28,309項次

*統計截止:100年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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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更新時間0615_1830

受污染食品及列管廠商數量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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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增
加

數

累計件數

增加廠商

(家)
增加食品

(項)
列管廠商

(家)
可能受污染

食品(項) 

金果王、加川D-Day

檢調強力介入

12

塑化劑摻入起雲劑之供應鏈

製造商(昱伸、賓漢) 2

8

188

232

起雲劑中盤商

中間產品(水果香料粉、優
酪香料粉、濃縮果漿/醬等)

最終產品(運動
飲料、果汁飲料、
膠囊 錠狀或粉狀等
營養補充品等)

超商超市
量販店

藥粧店 連鎖
飲料店

餐廳 麵包烘
焙業者

檳榔攤
柑仔店

夜市

100%

100%

100%

100%

*統計截止:100年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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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範圍

運動飲料、果汁、果醬、果漿、果凍、茶飲料、
膠囊錠狀粉末型態等五大類產品，近900項產
品。

影響食品製造廠商，含原料商、飲料業、保健食
品業，近4百家。

污染產品外銷21個國家；包括美國、中國大陸、
德國、香港、越南、菲律賓、澳大利亞、馬來西
亞、南非、 阿根廷、埃及、英國、加拿大、紐
西蘭、澳門、新加坡、馬紹爾群島、哥斯大黎

加、印尼、巴西、汶萊。

14

政府採取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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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資訊，迅速回應
啟動緊急應變措施，採取立即作為

追查產品流向、評估影響範圍、督導各衛生局下架回收疑似污染產品

總統於6月8日主持「塑化劑污染食品事件處理
報告」簡報會議，會後並以「檢討過去」、
「策勵將來」兩大面向提出10點裁示

行政院副院長召開77次跨部會會議

成立跨部會專案小組、每日召開工作小組會議
檢討每日追查進度

每日08：00召開衛生署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每日12：30召開跨部會專案小組會議。

每日15：30召開記者會對外說明。

每日17：00召開跨部會工作小組會議。

16

政府部門可供檢驗實驗室：衛生署、環保
署、農委會、經濟部等15個檢驗室，檢驗
量能計550件/日。

民間單位可供檢驗實驗室33家，檢驗量
能計2580件/日(輔導中 3 家，預估檢驗

量能計 110 件/日)。

*統計截止:100年6月15日

統整量能，加強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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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透明，以安民心

建立網路專區，提供健康風險資訊、答客問、產
品回收等最新資訊。通報外銷國家，與各國駐台
辦事處溝通說明。

每日下午3時30分發布最新進度。

設立消費者服務專線：

上午7時至下午11時(02)27878200共計20線；
0800285000。

18

風險管理，廣泛溝通

召開衛生局首長會議：瞭解各縣市執行情形。

與各衛生局開會：商討稽查及抽驗原則及重點。

與業者開會：說明政府政策，解決業者疑惑。

與世界衛生組織、歐盟及其他國家保持密切聯
繫。

主動至媒體說明並於報章雜誌刊登文宣。

策製30秒廣播帶、村里長口播文案、LED跑馬燈
文案、平面海報及宣導單張、插播卡等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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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諮詢，評估風險

提供健康諮詢服務：衛生署所屬醫院、北高市立
聯合醫院、台大雲林分院及陽明大學宜蘭醫院共
128家設健康諮詢門診。

診所諮詢門診：醫師公會提供

小兒科醫學會：診療指引

專家諮詢：小兒科、婦產科、泌尿科、內科醫
學會及榮總、長庚毒物科

國健局：衛教宣導及問卷調查

國衛院：風險評估及大型研究計畫

20

重建信心，穩定市場

衛生單位、檢調單位及消保單位強力稽查

D-day要求上架產品需要安全證明文件

業者自主清查，與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溝通建

置「符合規定之產品」查詢網址。

經濟部公告五大類產品檢附證明文件始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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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偵辦，主動出擊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通令全國各級檢察署針對該類案
件指派專責檢察官主動積極追查、偵辦外，對於涉案
廠商製造之含塑化劑「起雲劑」之流向，以及其中、
下游廠商是否具有共犯結構關係，並要求均應一併澈
底清查，如有犯罪所得，應予查扣，以免犯罪行為人
脫產。

要求各地檢署偵辦該類案件，如發現涉案廠商工廠環
境衛生條件不佳時，主動聯繫相關主管機關清查是否
符合法令要求，以維護國民健康。

截至100年6月7日上午10時，共有10個地檢署分案偵
辦，各地檢署共已發動37次搜索，聲押獲准4人次，
交保10人次。偵字案7件，被告15人，他字案24件，
被告26人。

22

查扣所得，以防脫產

各地檢署與調查局合力展開凍結資金及資產作為，防
止脫產，其中昱伸公司部分，已查扣昱伸公司及其負
責人、配偶、子女名下金融帳戶共16個)、房屋、土
地計13筆、汽車1輛、人壽保單22筆，100年5月31日
並要求被告配偶將認定為犯罪所得之款項，回存昱伸
公司第一銀行中和分行等帳戶，計回存新臺幣405萬
元。

查扣賓漢公司及其負責人金融機構帳戶7筆、不動產
共計10筆、汽車3台、股票一批。

查扣金果王公司及負責人6個金融帳戶計2,150萬元。

截至100年6月7日止，累計配合行政查察38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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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心方案

24

加重處分，嚇阻不法

修正食品衛生管理法

提高罰鍰6萬至600萬(行政罰)
提高罰金至1,000萬(法院判決)
刑度７年

修法進度

於6月10日於立法院三讀通過

2-12



25

廣納建言，檢討改革

召開專家會議及行政院食品安全會報

召開「全國食品安全大會」：

本次事件總檢討

檢討及強化「食品添加物管理」

檢討及強化「食品製造業管理」

26

破雲宣導，安定民心

擬定全面宣導計畫，結合各部會透過資源通路加
強宣導

素材：短片、單張、插播卡、摺頁、布條

媒介：網路、電視、廣播、海報、跑馬燈、報
紙廣告

參與部會：衛生署、新聞局、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交通部、環保署及相關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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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管理，防患未然

加強對DEHP管理:環保署已修正發布「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及釋放量紀錄管理辦法」有關第四

類毒化物運作紀錄管理相關規定，明定第四類

毒化物應逐日記錄、逐月上網申報運作紀錄，

以加嚴並強化流向管理。

環保署100年6月9日預告：

調整DEHP、DBP、BBP為第一、二類毒性化

學物質、DMP調整第一類毒性化學物質，並

新增DINP、DIDP及DEP為第一類毒性化學物

質，其餘鄰苯二甲酸酯類（列管編號068，序

號07）新增公告為第四類毒性化學物質。

28

結語

從此事件，必須從數個構面來檢討，從速從嚴建

立多元構面之食品安全防護網，結合相關部會力

量，從產業面、道德面、社會面、法制面、教育

面、科技面及管理面著手，並建立資訊平台，全

面性檢討強化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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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添加物管理之現況與
面臨之挑戰面臨之挑戰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蔡淑貞 組長

100.06.21.

2

大綱

 我國食品添加物相關法令規定

使用規範-- 使用規範

-- 管理規範

 國際間食品添加物之規範與管理現況

 我國食品添加物管理現況

食品添加物規範制定及管理面臨之挑戰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食品添加物規範制定及管理面臨之挑戰

 改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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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國食品添加物
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

我國食品添加物相關法令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第 三 條--定義
 第十二條--使用範圍、限量及規格標準

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規範
 第十四條--查驗登記
 第十七條及施行細則第十一條--標示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第十七條及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標示
 第二十條--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第二十二條--衛生管理人員
 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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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定義

法律定義的食品添加物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6

17類，約計771種品項
正面表列正面表列

17類，約計771種品項
正面表列正面表列

食品添加物之分類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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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用
食
品
添添
加
物(

舉
例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例)
8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舉例)

 規格標準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 避免與工業級產品混淆
◇ 食品級

-- 純度規格：用以控制其中所含之量、雜質
純度
不純度

-- 鑑別規格：針對其理化特性之認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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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使用規範

 如何訂出限量標準
 安全性評估 安全性評估

 擬使用食品種類之攝食量、添加量

 使用的必要性

 國際規範

 食品添加物之增修訂可由業者檢具相關資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食品添加物之增修訂可由業者檢具相關資
料提出申請，或由FDA視需要主動增修訂
標準

10

食品添加物之管理規範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十四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單品食品添加物(香料除外)
應辦理查驗登記。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指定之食品添加
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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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主管機關查驗登記
並發給許可證，不
得為之。

食用香料及複方食品添加物
不強制要求查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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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之標示規範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2

食品添加物類別 標示方式 範例

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十一條

食品添加物之標示規範

甜味劑（含化學合
成、天然物萃取及
糖醇）

應同時標示「甜味劑」
及品名或通用名稱。

1.「阿斯巴甜（甜味劑）」
2.「山梨醇(甜味劑)」

防腐劑、抗氧化劑 應同時標示其用途名稱
及品名或通用名稱。

1.「己二烯酸（防腐劑）」

2.「丁基羥基甲氧苯（抗氧

化劑）」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調味劑 ( 不含甜味劑、
咖啡因 )、乳化劑、
膨脹劑、酵素、豆
腐用凝固劑、光澤
劑

得以用途名稱標示之
1.屬香料者，得以「香
料」標示之。

2.屬天然香料者，得以
「天然香料」標示之。

「香料」、「天然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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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業者之管理規範

 食品添加物業者須符合GHP之規定。

 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應設置衛生管理人員。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應設置衛生管理人員

 「化工原料行」有食品添加物買賣行為者，應登
記「食品添加物買賣」之營業項目，分為「食品
添加物零售業」或「食品添加物批發業」。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4

食品添加物使用注意事項

含食品添加物
販售業者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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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規之處罰—罰則違規之處罰 罰則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6

違法使用之處罰
違法行為 產品 業者

未依規定使用食品添
加物

沒入銷毀 罰鍰3萬-15萬

使用從未於國內供作
飲食且未經證明為無
害人體健康之添加物

沒入銷毀 罰鍰3萬-15萬

使用有毒或有害健康
之添加物

沒入銷毀 罰鍰6萬-30萬或
移送法辦
6/10立院三讀通過 :
罰鍰600萬 1000萬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 罰鍰600萬-1000萬
▲刑責1-7年；1000萬以下罰金

違規標示:
1.未標示
2.標示不實

限期回收改
正，屆期未
遵行者，沒
入銷毀之

1.罰鍰3萬-15萬

2.罰鍰4萬-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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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食品添加物之規範
與管理現況與管理現況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8

國際間食品添加物之規範
與管理現況

國家/組織
食品添加
物分類

食品分類
系統

查驗登
記制度

其他管理規範

CAC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

27大類 16大類 --

1.明確定義及准用項目。
2.新增項目須經JECFA之評
估後，依CAC程序增訂之

3.供各國制定相關標準之參
考，以利國際標準調和。

美國 32大類 無 無

1.明訂准用項目、範圍、標
示規定。

2.業者可提出新項目申請。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業者可提出新項目申請
3.進行產品稽查。

歐盟 26大類 無 無

1.明訂准用項目、規格標稕
及標示規定。

2.持續依科學資料評估使用
狀況。

3.進行稽查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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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食品添加物之規範
與管理現況(續)

國家/組織
食品添加
物分類

食品分類
系統

查驗登
記制度

其他管理規範

日本 27大類 無 無
1.業者可提出新項目申請。

2.進行業者及產品稽查。

中國大陸 23大類 16大類 無

1.明確定義及准用項目。
2.依食品添加劑新品種管理
辦法，由業者提出新項目
申請。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各國
採行
管理
重點

1.食品添加物品准用品項之評估。
2.訂定用量及規格標準。
3.業者查核。
4.食品抽驗。

20

我國食品添加物管理現況我國食品添加物管理現況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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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不需許可證者 :

實務上法律定義

我國食品添加物管理現況

 依法不需許可證者 :
 功能上具食品添加物特性，有長期飲食歷史

無安全疑慮者，例如香辛料、糖、鹽等配料
 為各種加工需求而調配之混合型態之半成品，

其各別成分均需符合規定，
例如複方食品添加物、預拌粉等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功能上不符食品添加物定義: 
 非傳統食品原料，需評估安全性，

例如CoQ10、肌酸

22

我國食品添加物管理現況
99年度已稽查60家
100年度預計70家業者

稽查
辦理研習會或

稽查實務訓練班

食品添加物手冊

查核
訓練

查驗
登記食品添加物食品添加物

管理管理
99年度辦理單方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業者法規
說明會

市場
監控

業者
輔導

年度辦理單方
食品添加物1,212筆
累計核發約5,000張

99年抽驗38,014件食品
不符添加物使用規定2,571件
均依法進行後續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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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規範制定及
管理面臨之挑戰管理面臨之挑戰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24

食品添加物規範制定面臨之挑戰

尚未與國際

1.食品及食品添加物之分類及定義欠明確，執法
易生爭議。

法規面

尚未與國際
調和 :  分類
及定義欠明
確

2.多數先進國家之規範皆無營養添加劑之分類。
3.殺菌劑之分類及管理不明
4.香料、溶劑及酵素雖有正面表列之規定，細項
成分仍須參照國際規範，難以遵從，且容易導
致判定標準不一致。

不易與國際
調和之因

各國飲食習慣不同，差異甚大。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調和之因

效率低 人力有限，無法隨時檢討更新，與國際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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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規範制定面臨之挑戰

部分業者

1.食品添加物之種類多、用途廣，化學名稱艱澀
不易懂，具高度專業性。

2 對於食品安全之專業素質及法規認知不足。

管理面

專業不足
2.對於食品安全之專業素質及法規認知不足
3.易經由添加物業者之介紹，使用不必要之添加
物，或違法添加(未依可用項目添加或添加過量)。

業者自主
管理不足

1.未落實良好衛生規範。
2.未依規定詳細標示內容物。

管理制度
1.食品添加物製造工廠並無工廠登記之分類項目。

2 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時 無法掌握產品流向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不完善
2.發生食品安全事件時，無法掌握產品流向。

3.查驗登記制度無法遏止不肖業者。

效率低
1.產品多、業者多，以目前之管理、檢驗及稽查
人力及能力均不足以防範不肖業者。

2.非預期添加物之檢測方法尚須加以開發。

26

改革策略 ~

一、提升自主管理，推動認證制度

From天下雜誌

二、建置登錄制度，加強列管追蹤

三、強化稽查能力

四、健全市場監測，加強列管追蹤

五 整合履歷制度 落實食品追溯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五、整合履歷制度，落實食品追溯

六、研修法令規章，完備製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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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參加下午分組討論
「食品添加物管理之改革方案「食品添加物管理之改革方案」

謝謝您的參與!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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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製造業管理之現況與
面臨之挑戰面臨之挑戰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行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理局
馮潤蘭副組長

100.06.21.

2

我國食品製造業
相關法令規定相關法令規定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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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食品製造業者之法令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
 第二十條
強制所有製造業者須符合食品良好作業衛生規範強制所有製造業者須符合食品良好作業衛生規範
(GHP)
經公告指定之業者須符合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HACCP)

 罰則
第三十一條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第三十一條
違反者，經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6萬至30萬
罰鍰，一年內再次違反者，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
廠登記證照。

4

食品衛生管理人員之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食品衛生管理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食

品製造工廠，應設置衛生管理人

員。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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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設置衛生管理人員之食品製造工廠類別：
 乳品製造業。
 罐頭食品製造業。
 冷凍食品製造業。
 即食餐食業。
 特殊營養食品製造業。
 食品添加物製造業。
 水產食品業。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水產食品業
 肉類加工食品業。
 健康食品製造業。

6

食品技師設置之規定

101年5月8號起實施。凡經公告實施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之食品業別，應設有食品技師

目前已公告之食品業別為：

1.水產食品業

2.肉類加工食品業

3.餐盒食品工廠業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4.乳品加工食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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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業者及稽核人力

之背景資料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食品製造業者數

 工廠登記業食品製造業者：5,231家

8

工廠分類及數量統計表

碾穀業, 892

啤酒製造業, 13

其他酒精飲料製造業, 217

非酒精飲料製造業, 278

屠宰業, 25
肉品製造業, 70

冷凍冷藏肉類製造業, 60

冷凍冷藏水產品製造, 115

冷凍冷藏蔬果製造, 40

磨粉製品製造業, 109

乳品製造業, 89

食用油脂製造業, 158

蔬果製品製造業, 326

水產品製造業, 31

調理食品, 220

未分類其它食品製造業,

1191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衛生局登錄之業者數：45,317家

烘焙炊蒸食品製造業, 442

動物飼料配製業, 244

澱粉及其製品製造業, 50調味品製造業, 295

麵條、粉條類食品製造業,

131

製茶業, 120

糖果製造業, 100

製糖業, 15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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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食品業者(非製造業者)

 商業登記之食品業者： 102,202家

餐館 家 餐館： 72,632家

 飲料： 13,860家

 攤販： 11,559家

 其他： 4,151家

 財政部飲食攤販業者： 161,091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財政部飲食攤販業者 161,091家

 農發條例允許農地加工：農戶數543,000戶

(假設有10%從事製造業，約有54,300個體戶)

10

地方食品衛生行政稽查人力

地方食品衛生行政稽查人力 總計474人

現況分析 99.1統計

 地方食品衛生行政稽查人力：總計474人

 職稱編制

 正式：461人(97.3%)

 約聘僱(含臨時人員)：13人(2.7%)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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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人力背景分析
 學歷
 碩士級以上：69人(14.6%)
 大學：237人(50%)
 專科：168人(35 4%) 專科：168人(35.4%)

 專業背景
 本科系(食品、營養、獸醫、生物科技、水產)：65人

(13.7%)
 非本科系：409人(86.3%)

 年資
 未滿1年；77人(16.3%)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未滿1年；77人(16.3%)
 1-3年：158人(33.3%)
 4-6年：85人(17.9%)
 7-9年：44人(9.3%)
 10年以上：110人(23.2%)

12

製造業者與衛生單位人力比

 製造業者數已登錄45,317家/稽查人員474人
 平均每稽查員負責96家食品製造業者

 如包含商業登記及飲食攤販 263,293家/稽查
人員474人
 平均每稽查員負責555家飲食攤販業者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平均每稽查員至少須負責
651家食品業者

4-6



13

我國食品製造業管理
及認驗證現況及認驗證現況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4

食品製造業現行法規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0條：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所有食品業者均須符合GHP規定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20條：
食品業者製造、加工、調配、包裝、運送、貯存、販賣食
品或食品添加物之作業場所、設施及品保制度，應符合食
品良好衛生規範。

罰則：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31條：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經令其限期改正 屆期不改正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經令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
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一年內再次
違反者，並得廢止其營業或工廠登記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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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現況

業別 公告日期 實施現況業別 公告日期 實施現況

水產食品業 92.12.23.
已於95.12.23.全面實施
(188家分級管理)

肉類加工食品業 96.8.15.
已於98.8.15.全面實施

(總業者數213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乳品加工食品業 99.7.2. 自100.7.1.起分階段實施

16

食品GMP自願性認驗證現況
(經濟部工業局)

食品GMP

1.申請
↓

2.資料審查
↓

3.現場評核
↓

4.產品檢驗 →5.確認
↓

申請程序

Total: 432家，

3632項產品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
6.簽約

↓
7.授證

↓
8.追蹤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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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業者規範制定
及管理面臨之挑戰及管理面臨之挑戰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18

我國食品製造業者管理現況

業者
稽查

99年稽查137877家次
(含餐飲等)

合格106940家次
輔導改善28037家次
限期改善951家次

辦理業者GHP及

查核
訓練

食品製造業者食品製造業者
管理管理

市場
監控

辦理業者GHP及
HACCP講習 99年稽查抽驗824959件

(含餐飲等)
合格816896件
不合格8063件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真空包裝、罐頭等
相關高風險產業輔導

業者
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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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製造業者規範制定面臨之挑戰

管理面
 部分業者專業不足

 食品製造業者多 小型業者缺乏專業訓練及衛生管理人員 食品製造業者多，小型業者缺乏專業訓練及衛生管理人員。

 對於食品安全之專業素質及法規認知不足。

 業者自主管理不足

 未落實自主管理。

 未落實食品法規之遵循(如：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管理制度不完善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小型製造業者進入門檻低

 製造業者無須登錄，無法掌握業者確切資訊。

20

改革策略 ~

一、提升自主管理，強化業者專業知能

二、強化登錄制度，加強列管追蹤

三、強化稽查能力，專才人員錄用及培訓

四、健全市場監測，加強列管追蹤

五 落實食品加工製造追溯及追蹤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五、落實食品加工製造追溯及追蹤

六、適時研修法令規章，強化製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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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參加下午分組討論
「食品製造業者管理之改革方案「食品製造業者管理之改革方案」

謝謝您的參與!

2011全國食品安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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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組 討 論 
 

 

 

（一）食品添加物管理之改革方案 

      主持人：顏國欽 教授 

 

 

 

（二）食品製造業管理之改革方案 

      主持人：陳樹功 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