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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

得記載事項」Q&A 問答集 
 

Q1: 何謂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 

A1: 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係指企業經營者以廣播、電視、電

話、傳真、型錄、報紙、雜誌、網際網路、傳單或其他類似之

方法，使消費者未能檢視食品或餐飲服務，而與企業經營者所

為之買賣者，如透過網路或超商型錄訂購年菜、食品等。訂定

本定型化契約之目的係因消費者透過郵購買賣購買食品或餐飲

服務時，未能直接檢視該商品，消費者只能依企業經營者提供

商品的相關資訊，作為締約判斷之依據。為使消費者清楚了解

自身的權益，避免徒增消費糾紛，故明定業者應主動揭露業者

資訊及商品資訊，使食品或餐飲服務郵購買賣市場之資訊透明

化。 

Q2: 「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與不得記載事

項」的主管機關？ 

A2: 本定型化契約之中央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縣市主管機關為各縣市衛生局。 

Q3: 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應載明哪些企業經營者之相關資

訊？ 

A3: 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應清楚載明企業經營者資訊，如企

業經營者名稱、負責人、電話、營業所在地、營業時間及與契

約有關之洽商聯絡資訊及受理消費者申訴之方式(參見應記載

事項第一點)。 

Q4: 企業經營者所提供的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應揭露哪些

商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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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企業經營者應主動揭露之商品資訊，包括品名、內容物名稱及

重量、容量或數量、食品添加物名稱、廠商名稱、電話號碼及

地址、有效期限、商品總價、折扣方式與運費約定等，並應提

供產品責任險證明資訊，及說明揭露委託(任)、監製或薦證廠

商等相關資訊。倘消費者透過網站上的商品圖片或連結等方式

可達到瞭解商品資訊之目的，亦可做為揭露之形式(參見應記載

事項第三點)。 

Q5: 企業經營者所提供的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應如何揭露

其商品之有效日期？ 

A5: 為使消費者知悉其購買之商品距有效日期尚餘多少時間，並利

於業者管理商品，始明定業者應載明商品以消費者收受日起算，

至少距有效日期前___日以上或製造日期後___日內。例如：業

者生產之產品有距有效日期 180 日、200 日及 220 日等多批產

品，於契約中可載明產品至少距有效日期前 150 日以上(參見應

記載事項第三點)。 

Q6: 產品責任險證明等相關資訊須由企業經營者進行投保或由實際

製造廠商投保其產品責任？ 

A6: 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13 條「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險」，

凡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產業，包括製造商、進口商、

委託他廠代工之產品供應者，應事先完成其產品責任之投保。

據此，產品責任險應由實際製造廠商辦理投保作業(參見應記載

事項第三點)。 

Q7: 企業經營者是否須揭露委託(任)廠商、監製廠商或薦證代言人

等相關資訊？ 

A7: 是。係指業者應於郵購買賣主動揭露委託(任)廠商或薦證代言

人等字眼，不應以「本產品係由委託合格廠商製造」含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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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關薦證廣告之規範，可參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薦

證廣告之規範說明」(參見應記載事項第三點)。 

Q8: 企業經營者是否須明確告知郵購買賣商品消費者交付地、日期

及交付方式？ 

A8: 是。企業經營者應載明交付日期及運送方式，並提供交付地點

供消費者選擇(參見應記載事項第六點)。 

Q9: 消費者如不滿意郵購買賣之商品，是否可要求退貨及退款？是

否有時間限制？ 

A9: 是。企業經營者應主動告知消費者，如對所收受之商品不願買

受時，得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 條行使解約權，並於收受商品後

7 日內，退回商品或以書面通知企業經營者解除買賣契約，無

須說明理由及負擔任何費用或價款(參見應記載事項第七點)。 

Q10: 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解約通知後幾日內，辦理價金返還作業？ 

A10: 現金交易者，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解約通知後 14 日內，將價金

返還予消費者；信用卡交易者，企業經營者應於收到解約通知

後 3 個工作日內，辦理信用卡交易取消手續。惟消費者與企業

經營者間得約定互負返還義務，以解決業者擔心消費者不返還

物品之疑慮(參見應記載事項第八點)。 

Q11: 企業經營者對於使用郵購買賣的消費者負有保護個人資料的責

任嗎？ 

A11: 有。企業經營者應善盡保密義務(參見應記載事項第十一點)。 

Q12: 業者是否可擅自變更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定型化契約之

內容？ 

A12: 否。企業經營者不得片面變更契約內容，亦不得片面變更標的

物之份量、數量、重量等商品資訊，及消費者不得異議之條款(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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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得記載事項第三點及第四點)。 

Q13: 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型錄是否可標示「商品廣告(圖片)

僅供參考」等字語？ 

A13: 否。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不得

為不實、誇張，易使消費者產生誤解或涉及醫療效能之食品標

示、宣傳或廣告。且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22 條，企業經營者應確

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

容，故業者應秉持自主管理之精神，確認食品廣告及標示與實

質內容相符，並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消費者保護法及本定

型化契約等相關規定辦理，避免消費者生誤解致消費爭議發生

(參見不得記載事項第五點)。 

Q14: 當刊登之郵購買賣型錄內容不實，企業經營者是否可免除相關

法律責任？ 

A14: 否。為保障消費者權益，明定企業經營者不得免除或減輕依民

法、消費者保護法及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相關法律應負之責

任，並應依所涉之法律規定，負相關責任(參見不得記載事項第

七點)。 

Q15: 當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是否可就自身保存之交易資料或證

據提出主張？ 

A15: 是。消費者於發生消費糾紛時，仍得提出自身所保存之交易資

料與證據有所主張(參見不得記載事項第十點)。 

Q16: 當食品或餐飲服務等郵購買賣發生消費爭議時，應如何處理？ 

A16: 請逕向各縣市衛生局及各縣市政府消費者保護機關投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