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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美國、歐盟等，為加強食品安全管理，均已陸續建立並辦理食品業者

登錄制度，食品登錄已是國際上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趨勢。英國於 1991年通過強制性

的食物場所註冊辦法，從事食品生產、加工、調配、運輸、販售之業者都應執行登錄

後，始得營業。美國於 2002年根據生物反恐法案，開始執行食品處所登錄制度，所有

國內與國外的食品業者，包含生產製造加工、包裝分裝、儲存運輸業者，都需要登錄，

可讓政府瞭解業者之基本制度及產品資訊，以有效落實業者之輔導管理，對業者而言

可強化食品產業。

我國食品業者登錄制度從 101年開始規劃，陸續舉辦多場產官學研會議，邀集各

行業專家學者與業者對登錄制度提出建言，終於在 102年 12月 3日發布食品業者登錄

辦法，並開始進行自願性食品添加物業登錄，今 (103)年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已正式上線

開放業者進行登錄，並於 4月 24日公告食品添加物相關業者為首波應登錄之業者，實

施食品添加物業者及其產品之強制登錄措施只是第一步；另於今年 10月 16日公告凡

是具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製造、加工、餐飲、輸入及販售業者，應

於今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登錄；近期因食品油脂業者之食安事件發生，因此要求食品

油脂相關業者應於本 (103)年 10月 31日前完成登錄，本署為宣導食品業者完成登錄，

除函知各食品業者外，亦辦理實機登錄操作課程，輔導業者立即取得登錄字號。

另一方面也鼓勵取得食品業者登錄字號之業者，自行列印登錄標籤，張貼於營業

場所或產品外包裝，使民眾看到食品業者全力配合政府政策，目前以有商業、公司、

工廠登記之食品業者為強制對象，未來食品業者將全面性都強制登錄，確實掌握食品

業者資料，應用資訊平台串聯，以保障國人飲食衛生安全及健康。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                                               謹識

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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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國民對食品衛生安全議題的重視與日俱增，政府為因應相關食安事件之管理，

於 102年針對「食品衛生管理法」進行全面性大幅修正，於同年 5月 31日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6月 19日簽署正式公布，並在今 (103)年 2月 5日由總統公告，將「食品衛

生管理法」修正為「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我國食品安全管理有了重大躍進。新法

針對食品安全風險管理食品輸入管理，食品檢驗查核及管制等內容均以專章範圍，賦

予主管機關更多權力與任務加重食品業者之責任及違規行為之罰緩與刑責以期建立完

善之食品安全管理系統，提供國人飲食安全之保障。

有關加強國內食品業者管理之制度，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條文第八條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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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相關業者，均需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的「非登不可」

網頁登錄相關資訊始得營業。

登錄的目的是藉由此制度將所有食品相關業者都納入政府的管理系統，使地下業

者曝光，同時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一條及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六條「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確認登錄內容，得進入食品業者作業場所查核及要求其提供相

關證明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之規定，衛生主管機關為確認登錄

內容，得執行相關查核措施。故政府可執行全面性稽查管理，保障合法的生產與販售，

同時督促業者落實自主管理。

食品業者登錄制度已於今 (103)年 4月 24日公告食品添加物相關業者為首波應登

錄之業者，並須於本年 10月 1日前完成登錄；另於 103年 10月 16日公告，凡是具工

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製造、加工、餐飲、輸入及販售業者，應於今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登錄；此外因應近 期發生食品油脂事件，食品油脂業者應

於本年 10月 31日前完成登錄，以 落實業者自主管理及確保食品安全。

非登不可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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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針對「食品衛生管理法」進行全面性大幅修正於 6月 19日簽署總統正式公

布，另在今 (103)年 2月 5日由總統令修正公布，將「食品衛生管理法」修正為「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條文第八條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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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第八條第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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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登錄之資料不實或未辦理登錄，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條文第四十七條第三項

及第四十八條第二項，得處新台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以下罰鍰。 

 

登錄作業有兩種申請方式，分別為電子登錄及書面登錄方式，食品業者應按中央

主管機關之規定使用電子憑證網路傳輸方式或填具申請表單，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

機關申請登錄、變更登錄、廢止登錄及定期申報確認登錄內容。

一、電子登錄方式 （流程參閱圖一）

1. 食品相關業者有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者，可以使用工商憑證登入食品業者登錄

系統進行登錄，完成後取得登錄字號；若無上述工廠、公司或商業登記者，可以

自然人憑證完成食品業者登錄。

2. 依登錄步驟依序填寫登錄資料，系統會自動跳出登錄提醒視窗，供業者登錄時之參

考。

3. 資料填寫完成後進行上傳。 

4. 系統將於 1 小時內自動寄發登錄字號至填報人電子信箱，登錄字號由系統依登錄

字號編碼原則自動產生。

5. 填報人收件獲取登錄字號同時，依電子信件進行指定網站連結後，即完成登錄作

業。(登錄字號由系統自動產生 )

壹、法令依據

貳、食品業者登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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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電子系統登錄方式流程圖

食品

業者

資料

上傳

系統自動寄發登錄字號

至填報人電子信箱

登錄字號由

系統自動產生

填報人依電子信件進行

指定網站連結

完成登錄申請作業

登入食品業者登錄系統
(https://fadenbook.fda.gov.tw)

以工商憑證、組織憑證或自然人憑證

1小時內

填寫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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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區域係填寫 "公司／商業登記（或自然人）"之整體性資料          ˙打 *號為必填項目。

填寫內容 填寫說明

□ 新申辦     □ 變更登錄資料     ˙ 首次填報之業者請勾選「新申辦」。已完成登錄之業

者欲修改資料請勾選「變更登錄資料」。

□ 工商憑證     □ 自然人憑證 ˙ 使用工商憑證登入，會自動帶出公司基本資料供確認

及修正；若無公司 / 商業登記或無持有工商憑證者，

可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請自備讀卡機。

填報人姓名 *：                             填報人職稱：                 

Email*：                      

公司 / 商業登記電話：                                  分機：         

˙ 填報人之定義為填寫登錄資料的人，可以由公司負責

人親自填報，也可以指派員工做為填報人。建議指派

熟知產品原料及加工方式之人員填寫。

˙【範例】  姓名：溫小凡   職稱：廠長                 

˙Email：123@abc.com.tw                         

˙ 公司 / 商業登記電話：02-12345678  分機：  101             

□ 有公司 / 商業登記，統一編號 *：            

□ 無公司 / 商業登記，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     

˙ 有公司 / 商業登記之業者請填寫統一編號。

   【範例】統編：12345678             

˙ 無公司 / 商業登記之業者請填寫負責人身分證字號共

10 碼。【範例】身份證字號：A123456789 

公司 / 商業登記名稱 *：                         

市招名稱 *：                                   □同公司／商業登記名稱

品牌名稱或店名

負責人 *：                  

公司 / 商業登記地址 *：□□□□□
                                 

實際營業地址 *：□□□□□

                                                          □同公司／商業登記地址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緊急聯絡人 *：                                                       □同填報人

緊急聯絡人職稱：                 

緊急聯絡人 Email*：                     

緊急聯絡人手機 *：                   

營業狀態 *：□ 營業中     □ 停業     □ 歇業

【範例】

˙ 公司 / 商業登記名稱：大仁食品公司  

˙ 市招名稱：大仁鳳梨酥專賣店   

˙ 負責人：李大仁    

˙ 公司 / 商業登記地址：114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xx 號  

 

˙ 電話號碼：02-12345678  傳真號碼：02-12341234  

˙ 緊急聯絡人：程小青／緊急聯絡人職稱：品管主任      

˙ 緊急聯絡人手機：0910-123123    

˙ 緊急聯絡人 Email：456@abc.com.tw   

˙ 停業之定義為公司 / 商業登記暫停營業並已申請停業

登記者。( 暫時性 )

˙ 歇業之定義為公司 / 商業登記終止營業且已申請歇業

登記。( 永久性 )

基本資料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填寫內容 填寫說明

新增緊急聯絡人 2；

緊急聯絡人 *：                             

緊急聯絡人職稱：                 

緊急聯絡人手機 *：                     

緊急聯絡人 Email*：                   

若有 1 個以上之緊急聯絡人，請繼續填寫左列資訊。

新增緊急聯絡人 3；

緊急聯絡人 *：                             

緊急聯絡人職稱：                 

緊急聯絡人手機 *：                     

緊急聯絡人 Email*：                   

若有 2 個以上之緊急聯絡人，請繼續填寫左列資訊。

1. 是否有導入 HACCP 自主管理精神（含強制性及自願

性）：□ 是        □ 否

2. 是否有導入 ISO 22000：□ 是        □ 否

3. 是否建立原材料來源及產品流向管理制度： □ 是   □ 否

    備註：

（黏貼處）

身分證正面影本

（黏貼處）

身分證反面影本

請黏貼負責人的身分證影本

 授權與簽章

本人同意所申報之資料，全權交由填報人填寫，若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於填寫完畢之後，加蓋騎縫章。

負責人簽名：                                                                     蓋章：

二、書面登錄方式 （流程參閱圖二）

1. 食品業者可至各縣市衛生局索取書面登錄申請表單

2. 填寫食品業者登錄書面表單，表單內含填寫說明。

3. 將填寫完成之書面表單併同負責人之身分證影本（身分證正本需當場核對確認）

至主管機關指定單位（如當地衛生單位）進行申辦。

4. 經主管機關指定單位（如當地衛生單位）初步審核表單內容無誤後（表單必填欄

位皆已完成填寫），受理登錄字號申請作業。

5. 書面申請表單由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或當地衛生單位指定特定人員，以特定之帳號

及密碼進入食品業者登錄系統進行資料登打，資料登打完成後，由系統依登錄字

號編碼原則自動產生登錄字號。

6. 1個月內由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或當地衛生單位函知該申請單位，申請填報人須以

工商憑證、組織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登入食品業者登錄系統，確認登打申請資料無

誤後，始可取得登錄字號，並正式完成登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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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書面登錄方式流程圖  

申請

業者

資料

上傳

受理

申請

主管機關指定單位或當地

衛生單位函知該申請單位

登錄字號由

系統自動產生

填報人以工商憑證、組織憑證或自然人憑證

登入食品業者登錄系統確認登打資料無誤

完成登錄申請作業

食品業者登錄申請表單 至各縣市衛生局索取

初步審核表單內容無誤

1.至主管機關指定單位（如當地
衛生單位） 

2.併同負責人之身分證影本（身
分證正本須當場核對確認）

1個月內

填寫登錄資料

進行申辦

登打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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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食品業者登錄字號管理說明

食品業者登錄字號共計 16碼，第 1碼（為英文字母）為各縣市的代碼 (同中華民

國身分證字號英文字首編號規則 )；第 2碼以 1、2區分，1表示統一編號，2表示流水

號碼；第 3~10碼為統一編號或流水號碼；第 11~15碼為工廠或製造場所或連鎖店之流

水號碼，第 16碼則為系統設定之檢查碼。

各縣市代碼如下：

（參照中華民國身分證字號英文字首之編號規則）

字母 縣市

A 臺北市

B 臺中市

C 基隆市

D 臺南市

E 高雄市

F 新北市

G 宜蘭縣

H 桃園縣

I 嘉義市

J 新竹縣

K 苗栗縣

字母 縣市

M 南投縣

N 彰化縣

O 新竹市

P 雲林縣

Q 嘉義縣

T 屏東縣

U 花蓮縣

V 臺東縣

W 金門縣

X 澎湖縣

Z 連江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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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四十一條及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六條之規定，主管機

管為確認業者登錄內容之正確性，得執行相關查核措施，主要目的除使食品業者登錄

辦法得以落實，並確保食品業者登錄資料之完整性及正確性，落實業者自主管理外，

同時讓主管機關能掌握國內食品業相關廠商和產品流向，並能隨時將食品相關資訊即

時提供業者參考，增加產官雙方的溝通管道。

一、查核範圍

 (一 )中央主管機關依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三項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
分別已於本 (103)年 4月 24日及 10月 16日公告：

 1. 食品業者類別如下：
  (1)製造及加工業 - 一般業者。
  (2)製造及加工業 - 食品添加物。
  (3)製造及加工業 - 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
  (4)餐飲業。
  (5)輸入業。
  (6)販售業。
 2. 食品業者規模及施行日期：
  (1)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一日。
  (2)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一日。
  (3)新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自公告日起實施。
  (4)已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實施。惟已辦理工廠登記之食用油脂製造業、加工業，

以及已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用油脂輸入業，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實施。

 (二 )查核類別
  1.食品業者之申請登錄、變更登錄、廢止登錄及定期申報確認登錄內容之

查核。

  2.食品業者後續追蹤管理之查核。
  3.其他查核。

肆、查核目的

伍、查核作業流程與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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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業流程

圖一、查核作業流程圖

三、查核重點

 (一 )業者登錄之基本資料是否如實詳細填寫

  1.基本資料：

  確認填報人資訊、公司 /商業登記情形、公司 /緊急連絡人基本資料、營

業模式等資料是否正確。

  2.各業別延伸資料：

  (1)製造及加工業 -一般食品

  確認登錄類別、製造場所 /工廠登記 /委託代工資訊、營業額最大之產
品類別及名稱、工廠 /製造場所基本資訊、代工資訊等資料是否正確。

  (2)製造及加工業 -食品添加物

  確認登錄類別、製造場所 /工廠登記 /委託代工資訊、營業額最大之產
品類別及名稱、工廠 /製造場所基本資訊、代工資訊等資料是否正確。

 (3)製造及加工業 -塑膠類食品容器具及包裝業

  確認登錄類別、原料 /產品及其供應商資料、添加物及其供應商資料、

產品種類等資料是否正確。

 (4)餐飲業

  確認登錄類別、餐飲場所基本資訊、連鎖店資訊、直營連鎖店基本資

訊、餐飲業態、技術士持證人數、是否供應學校與供應家數等資料是

否正確。

 (5)輸入業 -食品添加物業

  確認登錄類別、原料 /產品及其供應商資料、添加物及其供應商資料、
產品種類、倉儲資訊等資料是否正確。

 (6)輸入業 -一般食品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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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登錄類別、實際辦公地點及電話號碼、倉儲資訊、衛生專責人員

資訊等資料是否正確。

 (7)輸入業 -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

  確認登錄類別、實際辦公地點及電話號碼、原料 /產品及其供應商資
料、產品種類等資料是否正確。

 (8)販售業

  確認登錄類別、衛生管理 (專責 )人員資訊等資料是否正確。
 

 (二 )業者登錄其產品資訊是否如實詳細填寫

  1.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

 (1)製造業：

  單方：確認查驗登記證明文件是否正確。

  複方：中英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產品之成 分資料，及其中
所使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中英文名稱、許可證證號；如有申請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者，登錄其許可證證號 /核備文號、許可證
有效日期。

  香料：中英文商品名稱、產品類別、用途分類、型態；如有申請食品

添加物許可證者，登錄其許可證證號 /核備文號、許可證有效
日期。

 (2)輸入業：

  單方：確認查驗登記證明文件是否正確。

  複方：中英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產品之成分資料，及其中

所使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中英文名稱、許可證證號；如有申請

食品添加物許可證者，登錄其許可證證號 /核備文號、許可證
有效日期。

  香料：中英文商品名稱、產品類別、用途分類、型態；如有申請食品

添加物許可證者，登錄其許可證證號 /核備文號、許可證有效
日期。

 (3)販售業：

  如販售之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
製造及加工業者，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成分。

  如販售之香料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製造及加工業者，應

登錄：中文商品名稱、型態、成分。

  如販售之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
輸入業者，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英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

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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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販售之香料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輸入業者，應登錄：

中文商品名稱、英文商品名稱、型態、成分。

  2.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產品資料：

   原料 /產品及供應商資料、原料 /產品總類。

  3.食用油脂產品資料：

   輸入業：來源製造廠商資料

  (三 )餐飲業業者如有從事中央廚房或團膳製造等營業行為，應確認業者是否有

同時填寫製造業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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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食品添加物產品檢核流程圖

一、檢核重點

 1. 業者若有食品添加物產品未從系統資料庫之成分選取，將由衛生單位人員進行

該成分之檢核。

 2. 若檢核不通過或無法核判，請將原因填寫在「檢核不通過或無法核判原因說明」

欄位。

 3. 衛生單位人員若遇無法判明該成分之檢核內容時，可請食品藥物管理署釋疑，

收到食品藥物管理署回覆後，衛生單位人員需回覆業者待檢核案件以完成檢核

作業。

 4. 業者若有登錄產品其成分為待檢核狀態，則無法成功獲得該產品登錄碼，將於

衛生單位人員完成檢核作業後，系統才會產生該產品登錄碼。

二、注意事項

 (一 )其他查核事項由衛生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規定或視需要依職權辦理。

 (二 )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查核

 1.抽查比例原則 (第一次 )如下：

  (1)產品數量：20項以下，進行全品項核對 (100%)。

  (2)產品數量：21~50項，抽查比例為 50%。

  (3)產品數量：51~100項，抽查比例為 20%。

  (4)產品數量：101~300項，抽查比例為 10%。

  (5)產品數量：301項以上，抽查比例為 5%。

 2.通過第一次查核後以後之抽查比例皆為 2%，未通過則重複進行初次抽查

比例之查核。

	陸、食品添加物產品檢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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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通性問題

Q1： 登錄制度之目的為何？對業者及整體產業的意義為何？

A1： 登錄制度之目的是為了解業者基本資料及產品資訊，以有效落實對業者之輔導與

稽查管理，對業者而言可強化自主管理，對整體產業而言可提升食品衛生安全品

質，進而帶動產業發展。

Q2： 登錄制度是否會強制實施？預計何時實施？

A2： 會，食品業者登錄制度將會強制實施。「食品業者登錄辦法」已於 102年 12月

3日公告，並於 103年 4月 24日公告食品添加物相關業者須依法登錄。第二波

於 10月 16日公告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及工廠登記之製造、加工、餐飲、

輸入及販售業者自 103年 12月 31日實施，其中具工商憑證之食用油脂製造加

工業及具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輸入業者自 103年 10月 31日實施。

Q3： 登錄制度實施時，是否會以書面通知業者？

A3： 登錄制度實施時，主管機關會公告周知並進行宣導工作。

Q4： 如遇登錄問題，應該向那些單位求助詢問？

A4： 可向所在地衛生局諮詢或撥打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專線 0800588106(登錄制度 )

或 0809080209(系統操作 )。

Q5： 登錄制度是否會分業別、分階段實施？

A5： 會，登錄制度將會分業別、分階段陸續公告實施。已於 103年 4月 24日公告食

品添加物相關業者須依法登錄，其中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實施日期

為 103年 5月 1日，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實施日期為 103年 10月 1日。第二波

103年 10月 16日公告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及工廠登記之製造、加工、餐飲、

輸入及販售業者自 103年 12月 31日實施。其中具工廠登記之食用油脂製造、

加工業，及具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輸入業者，應於 103年 10月 31

日前完成登錄，始得營業。

Q6： 資料登錄時，填報人是否必須為公司負責人？

A6： 填報人之定義為上網填寫登錄資料的人，可以由公司負責人親自填報，也可以指

派員工作為填報人。

Q7： 緊急聯絡人欄位，是否須為公司負責人？或另有規定？

伍、食品業者登錄Q&A問答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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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緊急連絡人請填寫當緊急狀況發生時，可立即聯繫上並可做回應處理的人員；若

有兩位以上緊急聯絡人，可新增緊急聯絡人欄位。

Q8： 總公司和分公司在不同縣市，如何登錄？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登錄字號是否一樣？

A8： 若總公司和分公司的統一編號不同，製造及加工業總公司與分公司需分別登錄，

登錄字號也就會不一樣，若為餐飲業或販售業可由總公司統一進行資料登打；統

編相同時，登錄方式是由總公司統一進行資料登打，但登錄字號會依編碼原則給

號。

Q9： 具多重營業行為之身分是否可以只填寫其一身分 ( 例如：具製造加工、輸入等不

同營業行為，只填寫輸入 ) ？

A9： 依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食品業者同時從事不同產業類別之

營業行為者，應分別辦理登錄」。如食品業者同時具有具製造加工、輸入等不同

營業行為，則應依規定確實填寫不同營業行為之登錄事項。舉例說明：輸入食品

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屬輸入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目的為販售，則兼具食品添

加物販售業者身分。製造或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屬製造或加工

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目的為販售，則兼具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身分。製造或加工

複方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不屬製造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目的為販

售，則具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及販售業者身分。

Q10：公司若同時具不同業別，填報人可否登數個 ?

A10：平台上填報人僅能登一個，建議填緊急連絡人資訊。另外若需授權給其他員工登

錄，可利用工商憑證授權自然人憑證，被授權之員工即可利用自然人憑證進行登

錄。

Q11：請問最大營業額的產品類別是否只需登錄一項即可？另營業額計算時間基準為

何？

A11：營業額最大之產品類別至少須填寫一項，但可填寫一個以上；營業額計算期間以

會計年度一年為期，該欄位填寫前一年度最大營業額的產品類別。

Q12：公司若同時具不同業別，是否只有一組登錄字號 ?

A12：是，若公司同時具不同業別，僅擁有一組登錄字號。

Q13：公司與其下工廠之登錄字號是否有別 ?

A13：公司有一個統一編號，該公司本身會有一組登錄字號，若其下有三間工廠，則此

三間工廠將另外取得不同的登錄字號，此三組登錄字號有別於公司於登錄平台登

錄後獲得的登錄字號，所以該公司之統一編號將會對應有四組登錄字號。

Q14：A公司委託 B廠代工製造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而後由 A公司販賣該食品或食品



15

添加物，則 A、B公司應如何辦理登錄 ?

A14：若 A公司委託 B廠代工製造食品或食品添加物，而後由 A公司販賣該食品或食

品添加物，則 A公司應同時登錄製造業及販售業，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委託

B廠代工資訊，另外，B公司亦應辦理製造業者之登錄，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

受託代工資訊，另其又有販售行為，則應登錄販售業。

Q15：是否可參考營業稅報稅機制，開放多元身分識別方式進行食品業者登錄 ?

A15：業者報稅機制冒用風險性較低，較無冒用之問題。然依據食安法第八條規定，經

公告指定之業者必須完成登錄才能合法營業，其法律意義深重。再者，業者基本

資料網路上很容易取得，如使用帳號密碼登錄，等同任何一人即能冒用業者資料

進行登錄。因此，為避免有心人士冒充業者登錄，於 101年度專家會議中討論，

仍希望能請業者使用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方式登錄，以保障業者權益，並確保

登錄資料之正確性。

 工商憑證受到電子簽章法規範，具有身分確認性及不可否認性，可鑑別及確認企

業登記狀態，防止冒名行為；且具有資料隱密性及資料完整性，可確保資料在網

路傳輸過程資料內容不外流，並預防資料在網路傳輸中被偽造竄改。

Q16：如果沒注意到相關公告，以致應辦理登錄卻未辦理，會有罰則嗎 ? 

A16：如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以下簡稱食安法 )第 8條第 3項規定辦理登錄者，

應依轄區衛生局指定之限期內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

元以下罰鍰。

Q17：若非目前公告之業別是否可以先行登錄 ?

A17：非目前公告之業別亦可自願登錄。

Q18：完成登錄作業後，是否會發予證書？

A18：完成登錄作業後，系統會給予業者登錄字號，代表業者已完成登錄作業，但不會

發予證書。

Q19︰民眾要如何確認業者已進行登錄？

A19︰為方便民眾辨識該食品業者是否完成登錄並取得登錄字號，主管機關設計三種

登錄字號套印模板 (19.5 X 13.5公分，13.5 X 9.7公分或 9.5 X 7公分 )，記載食

品業者名稱及食品業者登錄字號，鼓勵食品業者自行購買 A4大小電腦標籤紙套

印，並張貼於營業場所，使民眾也能看得到食品業者配合政府政策，維護食品安

全之決心。

Q20：業者完成登錄後，衛生主管機關是否會派員實地查核？

A20：會，衛生主管機關為確認登錄內容是否真實，得要求進入食品業者作業場所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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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及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Q21：登錄是否有有效期限？是否需定期更新？

A21：沒有，登錄沒有有效期限，但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後，應於每年七月申報確認登錄

內容。

Q22：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是否可隨時登錄 ?

A22：可以，隨時皆可登入平台做資料變更。

Q23：每年七月系統發出提醒確認信件至填報電子信箱，若人員離職該如何更改 ?

A23：業者若有人員離職而與當初系統填報人資料不符時，請記得至登錄平台完成資料

更新，系統發通知信件時才會寄至新填報人的電子信箱，依食品業者登錄辦法規

定，若有登錄資料異動須於 30日內完成登錄變更。

Q24：登錄資料如有變更，應如何處理？

A24：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 7條，登錄內容如有變更，食品業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

起 30日內，申請變更登錄。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後，亦應於每年七月申報確認登

錄內容。

Q25：若業者已無營業事實，是否需變更登錄資料？

A25：食品業者歇業或其應登錄之營業類別經廢止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者，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錄。未申報

經查獲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逕行廢止其登錄。

Q26：業者登錄之資料是否為公開周知之資料？登錄之資訊是否能讓同業進行查詢？公

司機密資料是否會外洩？

A26：目前可供查詢公開之資料為食品添加物業者之「公司名稱」、「公司型態」、「公

司地址」、「產品中文品名」、「產品英文品名」、「產品用途分類」及「產品

型態」。其餘食品業者登錄資料僅公開「公司名稱」、「公司地址」、「食品業

者登錄字號」及「登錄項目」，其他資料僅提供予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之單位蒐集、

處理及利用，不會對外公開，請如實填寫。

Q27：若登錄資料外洩或損失，是否有相關法源依據給予業者進行申訴或求償 ?

A27：如外洩資料涉及營業秘密或個人資料者，於營業秘密法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法規

中有相關求償法律依據。

Q28：政府相關登錄平台如工商登記、食品添加物、產品履歷、進出口登記等，未來是

否會整併，避免擾民？

A28：不會整併但會朝向介接資料方式，例如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將會自動介接工商登記

之業者基本資料，已辦理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業者，只需以工商憑證辦理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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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確認基本資料即可，不需再重複登打。

Q29：可以用哪些電子憑證網路傳輸方式申請登錄？

A29：具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業者，應以工商憑證辦理登錄，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將會自

動介接工商登記之業者基本資料，只需確認基本資料即可，不需再重複登打。農

會及財團法人等申請憑證種類為組織及團體憑證，可以組織及團體憑證登入登錄

平台，惟業者需自行填入基本資料，但仍可進行登錄。未具工廠登記、商業登記

或公司登記之業者，可以自然人憑證登錄。

Q30：若業者沒有電腦，或尚未申請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要如何申請登錄？

A30：若業者沒有電腦，或尚未申請工商憑證及自然人憑證，可用書面方式申請登錄，

由衛生局人員於系統上鍵入資料。惟為確保系統上之資料正確無誤，應於申請工

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後，進入系統確認。

Q31：工商憑證授權之自然人憑證是否可以增列 2位以上 ?

A31：可以，並無限制人數。

Q32：若公司有人員離職，該如何修正授權 ?

A32：業者可於系統中自行修正授權人員狀態。

Q33：工商憑證授權之自然人憑證權限為何 ?

A33：被授權之自然人憑證，其權限在登錄系統中等同於工商憑證。

Q34：平台是否可使用工商憑證附卡登錄 ?

A34：由於平台建置工商憑證登錄是以統一編號資料帶入，因此以附卡登錄是可行的。

Q35：使用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是否需要配合使用讀卡機 ?

A35：是，使用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等電子憑證時，請配合使用讀卡機，部分讀卡機

需於電腦中安裝驅動程式後才可讀卡，業者使用時，若無法讀卡，可先行檢查是

否確實完成安裝程式。

Q36：何處可以購買讀卡機 ?

A36：可於網路上登打關鍵字「讀卡機」，瞭解購買方法，或至實體電子用品門市購買

即可，購買時可向商家詢問如何使用及注意事項，以確保您購買之讀卡機產品可

以正常使用。

Q37：如何申請工商憑證 ?

A37：(一 )線上辦理，並將申請書郵寄或臨櫃辦理，申請程序如下：

 1.開啟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頁，至「憑證申請」專區填寫正卡申請

書資料，並上傳憑證申請資料後，列印申請書並蓋用印鑑。

 2.申請過程中填寫完發票資料後，系統將會提供一組虛擬的臺灣銀行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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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轉帳交易帳號，至 webATM、實體 ATM或銀行臨櫃繳費。 

 3.完成繳費後，至「申請進度查詢」中查詢狀態，需為「繳費完成，已有

申請資料，待送件至申辦機關審驗。」後郵寄或臨櫃遞交申請書，若於

繳費完成 2工作天後未出現前述狀態，請聯絡客服人員處理。 狀態確認

後請將申請書郵寄或親臨公司 /商業所屬登記機關送件，分公司之登記

機關與總公司相同。公司 /商業所屬登記機關之憑證註冊窗口審驗人員

審核申請案件。 

 4.審驗人員審核核准後，由憑證管理中心簽發憑證並印製 IC卡郵寄。郵寄

地址以公司 /商業登記所在地的地址寄送。 

 5.公司 /商業收到工商憑證 IC卡後，連線至管理中心網站，檢查憑證內容，

進行首次使用作業憑證。 

 (二 )參考網址：http://moeaca.nat.gov.tw/moeacaee.html

 服務電話：【工商憑證管理中心】

 當地電話七碼或八碼地區（含金門地區），請撥：412-1166 ；當地電話號

碼六碼地區，請撥：41-1166 ；外島 (如馬祖 ,烏坵 ,東沙 ,綠島 ,蘭嶼等地

區 ) 及國內行動電話，請撥：(02或 04或 07)-412-1166 ；國外地區，請撥：

886-(2或 4或 7)-412-1166 。

 電子郵件信箱：moeaca@ms1.gsn.gov.tw

Q38：如何查詢憑證申請進度？申請工商憑證所需時間 ?如何知道已經申請成功？

A38：(一 )申請憑證的公司、分公司或商業，可於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網站首頁

上方點選『憑證申請』後，左方『申請進度查詢』，輸入申請書上的『案

件流水號』及『用戶代碼』或者是輸入公司、分公司或商業的『統一編號』

及『用戶代碼』即可馬上查詢出申請進度。

 『申請進度查詢』的狀態說明 (以下作業時間為工作天 )：

 1. 繳費確認中：代表尚未繳費完成。

 2. ATM轉帳、至銀行或郵局匯款繳費：ATM轉帳繳費請看 ATM轉帳單上

面的訊息代碼是否正確，匯款方式繳費請洽詢銀行或郵局詢問是否有匯

款成功，因為臺灣銀行提供繳費完成資料時間不一定，若繳費完成且案

件已經送出或寄出，但是仍出現『繳費確認中』，或繳費完成 2天後仍

是出現『繳費確認中』，請來電至工商憑證管理中心客服電話 412-1166

處理。

 3.已有申請資料 ,待送件至申辦機關審驗：代表繳費完成。此狀態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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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貴公司、分公司或商業送件至申辦機關審驗或者貴公司、分公司或商

業已在郵寄或送件至申辦機關審驗中。

 4. 已經審核通過 ,等待發卡 (發卡作業約需 3-6天 )：代表申辦機關已審核

通過，等待發卡中心發卡中。正常發卡作業天數為 3-6天，如超過上述

時間過久，請致電客服中心 412-1166協助處理。

 5. 已經發卡成功 ,等待包裝配送 (包裝配送作業約需 2-4天 )：代表已經由

發卡中心發卡成功。卡片將在 2-4天內以掛號方式郵寄至各公司商業登

記地址、分公司將寄至總公司登記地址。

 (二 )所需時間 =審查時間 (不定 )+發卡時間 (3~6日 )+寄卡時間 (2~4日 )。期

間可上網或撥打專線（客服中心 412-1166）詢問進度。

 (三 )憑證簽發後，系統會主動寄送電子郵件至憑證申請之憑證聯絡人信箱。

 (四 )工商憑證 IC卡將以郵寄方式寄送到各公司商業登記所在地地址。

Q39：若無法申請工商憑證，還可以用何種電子憑證進入平台登錄？

A39： (一 )  無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業者，如為合法登記立案之學校、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行政法人及自由職業事務所等身分，亦可使用「組織及團體憑

證 IC卡」，或使用負責人之「自然人憑證」，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載

相關資料。承辦「組織及團體憑證 IC卡」之單位為國家發展委員會轄下

之 XCA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提供該中心網址及客服電話供參：網

址為 http://xca.nat.gov.tw/，客服電話為 02-2192-7111。

 (二 )無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業者，如為自然人，可使用「自然人憑證」

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載相關資料。承辦「自然人憑證」之窗口為各縣市

政府戶政事務所。

Q40：請問是否可增加上傳檔案的容量大小，因每個檔案大小都不一定，只有 500 kb

容量是容易超過造成無法上傳？

A40：目前系統設定是檔案容量為 500 kb，未來會再斟酌調整上傳容量大小。

Q41：請問未來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是否會結合快速響應矩陣碼 (Quick Response Code, 

QR code)，建議可以結合 QR code讓消費者可查詢得到業者是否登錄資訊。

A41：目前尚未結合 QR code，可納入主管機關後續規劃參考。

Q42：若有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系統錯誤問題，除可撥打諮詢服務電話外，是否可以有提

供其他方式協助處理或回復 ?

A42：業者亦可以將所遇到的系統錯誤問題，截取畫面後連同聯繫人聯絡資訊 (聯繫人

姓名、電話 )與簡易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公司統編 )，以 E-mail方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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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服務信箱 (於登錄平台首頁下方「聯絡我們」)，亦會有專

人處理回復。

Q43：業者於登錄時，系統常當機 ?

A43：業者可以將所遇到的系統錯誤問題，截取畫面後連同聯繫人聯絡資訊 (聯繫人姓

名、電話 )與簡易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公司統編 )，以 E-mail方式提供至

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服務信箱 (於登錄平台首頁下方「聯絡我們」)，亦會有專人

處理回復。撥打免付費電話諮詢服務專線 0809080209。

   二、食品製造及加工業

Q1： 網路等無實體店鋪之食品製造及販售業者，是否會納入登錄對象？

A1： 只要是經公告須強制登錄之食品業者，無論有無實體店鋪都需辦理登錄。

Q2： 有工廠登記的業者，若工廠登記資料有錯誤要到哪裡修改 ?

A2： 登錄系統於每天凌晨 1:00會自動介接經濟部相關資料並隨之更新， 若工廠登記

資料有誤必須回到原申請工廠登記之機關辦理更正，無法於登錄平台直接修改。

Q3： 如果業者具有一種以上營業行為（例如具有自我品牌產品的超商），該如何進行

登錄 ?

A3： 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 4條第 2項規定，食品業者同時從事不同產業類別之

營業行為者，應分別辦理登錄。例如超商具有自我品牌的產品，則應登錄製造及

加工業，另其又有販售行為，則應登錄販售業；請業者以實際營業行為進行登錄。

Q4： 如所製造的產品係半成品，非直接供應消費者，將提供另一食品廠商進一步加

工，是否仍須登錄製造及加工業？

A4： 凡屬公告規模、類別之食品製造、加工業者，不論製造之產品係半成品或成品，

皆應登錄製造及加工業。

Q5： 食品製造及加工業者，所製造的產品如非直接販售予消費者，係販售給其他廠商

進一步加工及販售給公司內部員工，是否仍須登錄販售業 ?

A5： 食品製造及加工業者所製造的產品如非直接販售予消費者，係販售給其他廠商進

一步加工及販售給公司內部員工，仍須登錄販售業。惟如無直接販售予消費者，

於登錄販售業頁面時，無須填寫販售業之「販售場所」欄位。

Q6： 如有多家代工廠，需要全部進行登錄嗎？

A6： 需要，如有多家代工廠則每一家都要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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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 代工廠商的基本資料是否也可以輸入統編即自動帶出 ?

A7： 可以，只要輸入統一編號、工廠登記編號、食品業登錄字號三者其中之一，代工

廠商之基本資料即會自動帶出，不需一一登打。

Q8： 請問代工廠商若為無工廠登記之業者，需要登錄該代工廠商的資料嗎 ?

A8： 需要，只要有製造場所無論是否有工廠登記都須進行登錄。

Q9： 若 A公司委託 B公司製作某項食品產品，B公司另委託 C公司先製作半成品，

B公司再將該半成品自行加工充填完成最終產品，則如此代工關係應如何於系統

上登錄 ?另 A、B及 C公司是否需登錄販售業 ?

A9： 製造及加工業係以具有製造及加工行為之業者為實施登錄對象，以此案例，A公

司（品牌廠商）應登錄製造及加工業，並應勾選「委託他廠代工」及填寫相關資

訊（即 B公司資訊）；B公司應登錄製造及加工業，並應勾選「委託他廠代工」

及填寫相關資訊（即C公司資訊），另應勾選「有受託代工」及填寫相關資訊（即

A公司資訊）；C公司應登錄製造及加工業，並應勾選「有受託代工」及填寫相

關資訊（即 B公司資訊）。另 A、B及 C公司又有販售行為，即應登錄販售業。

Q10：業者產製或受託代工之產品如僅供外銷，是否須登錄製造及加工業？

A10：因實際製造行為係在我國，仍應登錄製造及加工業，另其又有販售行為，則應登

錄販售業。

Q11：委託 /受託代工會有合約期限，如合約到期後，是否即可將登錄系統上的委託代

工廠商 /受託代工業者之資訊移除？

A11：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 7條規定，登錄內容如有變更，食品業者應自事實

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請變更登錄。惟考量雙方委託代工合約期滿後，產品有

可能仍於市面上流通，爰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食品製造業者之相關紀

錄、文件及電子檔案，或資料庫至少應保存五年），仍需將相關委託 /受託代工

廠商資料保存至少五年。

   三、食品添加物業

Q1： 某公司為製造一般食品，於工廠內自行混合調配複方食品添加物 A，目的並非販

售 A產品，是否需要辦理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

A1： 依據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訂定『食品添加物業者

應辦理登錄』」，公告事項第 5點「...製造或加工複方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

自用，不屬製造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目的為販售，則具食品添加物製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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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及販售業者身分。…」，工廠混合調配複方食品添加物 A，其目的為自用 (

製造其他產品 )，未有販售複方食品添加物 A之行為，則不需登錄複方食品添加

物 A之資料。

Q2： 工廠製造、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 A，其目的為進一步製造或加工為複方食品添加

物 B去販賣，如何辦理食品添加物之登錄？

A2： 依據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96號公告「訂定『製造、加工、調

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收載之單方食

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應辦理查驗登記』…」及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訂定『食品添加物業者應辦理登錄』」，公告事項第 5點

「…製造或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屬製造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

者，…」，製造、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 A，其目的雖為自用 (製造其他產品 )，

未有販售行為，該單方食品添加物 A應向衛生福利部辦理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

取得查驗登記許可之單方食品添加物，其產品資料將由衛生福利部資料庫轉入食

品業者登錄平台，業者以電子憑證登入平台，補充部分欄位資料後即完成登錄。

另，應於食品添加物製造及販售頁籤分別登錄複方食品添加物 B之資料。

Q3： 若使用食品添加物製造食品 (例如：膠囊錠狀維生素食品 )，該食品製造業者是

否需登錄為「食品添加物」業者？

A3： 否。僅製造、輸入及販售「食品添加物」業者才須登錄。使用食品添加物製造「食

品」之業者，不屬於強制辦理食品添加物登錄之對象。

Q4： 輸入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應注意事項？

A4： (1)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1條及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96

號公告「製造、加工、調配、改裝、輸入或輸出『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

量暨規格標準』收載之單方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應辦理查驗登記」及「複

方食品添加物…免辦理查驗登記，惟其使用之個別單方食品添加物品項及規

格皆應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之規定」，輸入單方

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需於輸入我國前，申請查驗登記取得許可證。輸入

複方食品添加物，得免辦理查驗登記。

 (2)不論單方或複方食品添加物，自 103年 5月 1日起，應於第一次輸入我國，

到達港埠前 20日內，完成產品登錄，並於報關時，將「登錄字號」及「產

品登錄碼」填入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建置之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

系統之檢附文件相關欄位，以利通關資料之比對。如該公司再次輸入相同產

品時，不必重新登錄，將相同產品先前已完成登錄之「登錄字號」及「產品



23

登錄碼」填入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之檢附文件相關欄位即可。

 (3) 輸入食品添加物時，應依衛生福利部 (前行政院衛生署 )102年 6月 19日署

授食字 1021301656號公告，於進口報單之「貨品名稱」欄位加註「食品用」

或「食品添加物」，以及「規格」欄位註明「批號」，且依「輸入食品及相

關產品查驗辦法」及海關核定之稅則號列相關規定辦理。

Q5： 有關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所指「目的為自用」是什

麼意思 ?

A5： 本公告所稱「自用」，係製造、加工或輸入食品添加物，非以販售予其他業者為

目的，且於相同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所使用。

Q6： 強制登錄之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對象是否包含販售味精之雜貨店及便利商店？

A6： 是。味精為衛生福利部發布之准用食品添加物，列於「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

量暨規格標準」第（十一）類調味劑編號 014「L-麩酸鈉」，故販賣味精之雜貨

店、便利商店、連鎖超市及量販店等通路商，亦屬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自 103

年 10月 1日起，該類業者應辦理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之登錄，始得販售味精。

Q7： 如果沒注意到相關公告，以致應辦理登錄卻未辦理，會有罰則嗎 ?

A7： 如未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8條第 3項規定辦理登錄者，應依轄區衛生局指

定之限期內改正，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百萬元以下罰鍰。

Q8： 食品添加物業者是否僅上游業者登錄即可？

A8： 否。只要是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需登錄之業者皆需依法登錄。

Q9： 食品添加物業者的實施時間是否有分階段時程，或分強制登錄、輔導登錄？

A9： 是。分兩階段強制實施，第一階段之對象為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

自 103年 5月 1日起，應完成登錄，始得製造、加工或輸入食品添加物；第二

階段之對象為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自 103年 10月 1日起，應完成登錄，始得

販售。

Q10：已查驗登記，領有許可證之單、複方食品添加物，是否仍需登錄？

A10：是。但已辦理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者，其查驗登記產品資料會由衛生福利部資料

庫移轉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惟業者仍須使用電子憑證進入登錄平台，補充部分

欄位資料，始能完成登錄。

Q11：曾向衛生福利部申請食品添加物香料核備案，並提供食品添加物複方明細表 (或

香料明細表 )，此類產品資訊是否需要由業者登錄？

A11：是，此類申請「核備」，而非申請「查驗登記」之食品添加物 (含香料 )，未領

有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許可證之產品，皆須由食品添加物業者，於食品業者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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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自行登錄。

Q12：登錄字號與產品登錄碼有何不同？

A12：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於完成登錄之食品業者，發給登錄字號；對於完成

登錄之食品添加物產品，發給產品登錄碼。

Q13：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之販售業頁籤進行產品登錄時，只能

選擇上游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已登錄之產品，那產品品名可以做變更嗎 ?

A13：(1)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之販售業頁籤進行產品登錄，選擇上游製造、加工或輸

入業者已登錄之產品後，不得變更品名。

 (2)如業者向上游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購買已登錄之食品添加物產品後，再進

行包裝「品名」變更，屬改裝之行為，列屬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業者，應

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製造業頁籤」登錄產品資訊。

Q14：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後，系統何時會給予產品登錄碼

呢？

A14：業者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產品資料時，如產品成分皆為登錄平台資料庫可比

對之成分，則系統將會於資料儲存完畢時，立即核發產品登錄碼；如業者自行填

寫之成分不在系統資料庫中，將由轄區主管機關進行檢核，檢核通過才會核發產

品登錄碼，至少約需 2-5個工作日。

Q15：系統中有關「產品規格書」、「檢驗報告」、「檢驗方法」、「產品標籤」及「外

觀照片」是強制要上傳的資料嗎 ?

A15：「產品規格書」、「檢驗報告」、「檢驗方法」、「產品標籤」及「外觀照片」，

將列為下階段強制登錄項目，食品添加物業者於現階段宜儘量上傳該等資料。

Q16：若製造某複方食品添加物，其中所含單方食品添加物 A之供應商有三家，因三

家產品皆有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許可證，則於登錄系統上該如何登錄該複方食品

添加物之單方食品添加物 A成分 ?

A16：製造複方食品添加物時，如會透過多家廠商購買特定單方食品添加物，則登錄該

單方食品添加物成分時，請由平台所建「准用之單方食品添加物」資料庫查詢選

入，無須透過證號查詢，登錄特定查驗許可證之單方食品添加物成分。否則，於

登錄完成後將無法修改產品成分，或必須重新刪除該產品登錄資料，重新登錄。

Q17：「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完成後，還可修改嗎？

A17：食品添加物產品登錄完成後，產品名稱及成分將無法修改，故按下「確認登錄資

料」前，請再三確認。如發現產品名稱或成分登錄有誤，或成分配方變更，可選

擇新增登錄另一筆產品資料，或刪除原登錄產品資料，重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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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8：單方或複方食品添加物，同一製造商，同一品牌，同一產品，若已經有公司於網

站登錄了，其他工廠進口自行使用，是否還要再次登錄？

A18：同一製造廠、同一配方及製程之單、複方食品添加物，倘由不同廠商輸入國內，

個別報驗義務人仍應分別登錄之。

Q19：進口複方食品添加物產品，內容需如何登錄 ?

A19：複方食品添加物需登錄品名、詳細成分等相關資訊，惟成分比例不需登錄。進口

複方食品添加物所含之單方食品添加物，未必領有查驗登記許可證，故其所含之

單方食品添加物得免登打查驗登記許可證字號。

Q20：天然澱粉、天然色素是食品添加物產品嗎 ?需登錄嗎 ?

A20：否。天然澱粉、天然食用色素皆非屬食品添加物，故製造天然澱粉、天然色素之

業者，非屬公告應登錄之食品添加物業者。

Q21：登錄平台提供「產生登錄字號標籤」之功能，所以該標籤一定要張貼嗎？ 

A21：登錄字號標籤係提供業者得以證明公司已完成登錄，可自願性張貼。

Q22：「產品登錄碼」是否需強制標示於產品包裝？

A22：「產品登錄碼」目前可自願性標示於產品外包裝，惟未來可能規劃成強制標示項

目，請密切注意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資訊。

Q23：食品添加物受委託代工之製造或加工廠，是商業委託之機密，登錄平台可以不對

外公布嗎？

A23：可以，考量委託他廠代工之業者商業權益，委託受託之雙方可透過契約達成共識，

於登錄平台中，受委託代工之製造或加工廠，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登錄之產品資

訊，可選擇隱藏不公開。

Q24：A公司委託 B廠代工製造食品添加物，而後由 A公司販賣該食品添加物，則 A、

B公司應如何辦理登錄 ?

A24：若 A公司委託 B廠代工製造食品添加物，而後由 A公司販賣該食品添加物，則

A公司應同時登錄製造業及販售業，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委託 B廠代工資訊，

另外，B公司亦應辦理食品添加物製造業者之登錄，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受託

代工資訊。

Q25：A公司輸入食品添加物，自廠或委託 B廠代工分裝，則 A、B公司應登錄輸入

業或製造業？

A25：(1) 若 A公司輸入食品添加物後，自行改分裝後販售，需登錄輸入業、製造業 (

改分裝行為屬製造行為 )、及販售業。

 (2) 若 A公司輸入食品添加物，委託 B廠進行改分裝後販售，則 A公司應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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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錄輸入業、製造業及販售業，並於製造業頁籤中登錄委託 B廠代工資訊，

另外，B公司具有改分裝食品添加物之行為，已屬食品添加物製造業者，故

B公司亦應辦理食品添加物製造業者之登錄。

Q26：A公司購買食品添加物，改包裝或調配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後提供予 B工廠，

委託 B工廠製造 A公司品牌之食品，請問 A公司是否需辦理食品添加物業者之

登錄？

A26： A公司購買原料、食品添加物、香料，調配成複合調製品，提供予 B工廠進行

加工，如該複合調製品屬複方食品添加物，則 A公司已具有製造食品添加物之

行為，則 A公司應登錄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業者及產品資料。同時登錄食品

添加物販售業者及產品資料。惟該複合調製品性質倘非屬複方食品添加物，則 A

公司不具有食品添加物製造、販售之行為，無須登錄食品添加物製造、販售業者

及產品資料。有關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案例及 Q&A，請參見食品業者登錄

平台 (http://fadenbook.fda.gov.tw)/公告資訊。

Q27：為何由系統帶出之單方食品添加物資料欄位中，「准用字號」為空白？

A27：單方食品添加物「准用字號」係指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所定之

食品添加物分類編號，衛生福利部將於系統中設定，自動將單方食品添加物對應

之「准用字號」帶入系統。

Q28：登錄內容中，如有好幾個倉儲位址，是否填寫一代表倉儲位址即可？

A28：否。如有多個倉儲地點，需據實登錄填報。

Q29：總公司與所屬工廠是否須分別登錄 ?

A29：業者為若製造及加工業總公司與所屬工廠統一編號相同，以總公司進行登錄即可，

若總公司與分公司統一編號不同，應分別進行登錄。

Q30：目前使用食品添加物登錄管理資訊系統是以帳號密碼登入，未來是否需重新申請

憑證登錄 ?

A30：是。103年 4月 1日起，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上線後，業者應以電子憑證進入，非

以帳號密碼登入。業者若曾於自願性登錄系統 (食品添加物登錄管理資訊系統 )

登錄資料，該資料會自動移轉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業者應以電子憑證進入食品

業者登錄平台，確認資料無誤後，始能完成登錄。

Q31：食品添加物業者若在登錄平台中登錄資料，其資料是否只有中央或地方衛生主管

機關可以查看 ?

A31：詳細資料只有中央或地方衛生機關可以查到，但平台首頁所提供之其他業者或消

費者查詢，但只能查詢到「公司名稱」、「公司型態」、「公司地址」、「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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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品名」、「產品英文品名」、「產品用途分類」及「產品型態」。

Q32：若「包裝食品添加物中所含香料成分標示之應遵行事項」生效後，「包裝食品添

加物中所含香料成分得以『香料』標示之，如該成分屬天然香料者，得以『天然

香料』標示之」，則香料產品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仍要展開登錄嗎？ 

A32：(1) 是。依據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84號公告發布「食品添加

物業者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四條其單、複方食品添加物產品應登錄之內

容」，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輸入或販售業者，其產品屬香料產品者，應

登錄所含各項「成分」。

 (2)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已針對香料產品成分建置「香料單體」、「香料單體以外

之食品添加物」、「賦型劑或其他食品原料」及「天然色素」資料庫，業者

可由資料庫選填成分登錄。其中香料單體資料庫共 107品項 (包含 30大類品

項及 77項香料單體 )。

 (3)如業者於先前自願性「食品添加物登錄管理資訊系統」(簡稱舊系統 )登錄香

料產品，因舊系統僅需登錄「香料風味分類」，故業者以電子憑證登錄食品

業者登錄平台後，應就舊系統轉進之香料產品，再補填成分後，始能完成登

錄。

 (4)食品業者登錄平台業者登錄之香料產品詳細成分資訊，僅供衛生機關管理使

用，不對外揭露。

Q33：食品業者是否可以購買食品添加物，改變標示的「品名」再出售？是否涉及「改

裝」？除了登錄為販售業者，還需要登錄為製造業者嗎？

A33：單方食品添加物須依衛生福利部發布之「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

名稱，不得任意更改，複方食品添加物自訂品名者，得更改為符合本質或功能之

品名，惟涉及「改裝」，需同時登錄為製造及販售業者。

   四、輸入業

Q1： 食品輸入時，需在邊境查驗系統填報進口業者基本資料，是否與登錄系統填報業

者資訊重複？

A1： 食品業登錄平台之登錄資料主要為業者基本資料，系統將會自動介接工商登記之

業者基本資料，業者只需確認基本資料即可，不需再重複登打。邊境查驗自動化

資訊管理（IFI）系統則主要為該次輸入產品資料之申報。

Q2： 一般食品輸入業者，若有新增輸入的產品需在產品進口前幾日完成登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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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依食品業者登錄辦法規定，若登錄資訊有變更，需於 30天內完成登錄變更，一

般食品輸入業者需登錄輸入產品之類別，如果輸入的產品非屬已經登錄的產品類

別，則新增輸入的類別需於 30天內上系統完成登錄資訊之更新，如果輸入的產

品屬於已經登錄的產品類別，即使是業者第一次輸入該產品，也無須更新登錄資

訊。

Q3： 業者在辦理登錄時須自行登打登錄字號的流水碼及檢查碼 ?進口業者向食藥署港

埠辦公室申請輸入食品查驗時 (報驗時 )，需要自行登打登錄字號嗎 ?

A3： 業者辦理登錄時，登錄字號係由系統自動產出，業者不須登打也無法自己選號。

若屬強制實施登錄之進口業者，向食藥署港埠辦公室申請輸入食品查驗時 (報驗

時 )，需要登打登錄字號，報驗系統才會受理報驗，並進行登錄字號之檢核。

Q4： 進口水產品是否被納入強制登錄的業者 ?若被納入是否有緩衝期讓業者準備 ?

A4： 目前除了食品添加物以外，食用油脂進口業者應於 103年 10月 31日，而其他

食品 (包括水產品 )進口業者則需於 103年 12月 31日實施食品業者登錄。

Q5： 若一般食品業同時具輸入及販售，是否目前販售業僅限食品添加物販售業才能登

錄 ?

A5： 目前公告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依法登錄之實施日期為 103年 10月 1日，第二波

以公告凡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之食品相關業者，除食用油脂製

造、加工及輸入業者應於 103年 10月 31日外，均須於 103年 12月 31日前完

成登錄。

Q6： 目前食品輸入業等其他業別尚未公告，是否可上線登錄 ?

A6： 本署食品業者登錄平台食品輸入業功能建置業已完成，並已於 103年 10月 16

日公告凡具工廠登記、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之食品輸入業者均須進行上線登錄。

Q7： 酒類屬於食品嗎 ?若原料輸入穀物類須登錄嗎 ?

A7： 酒類非以食品管理，係屬國庫署管轄，若酒精成分為 0.5%以下才得以含酒精飲

料 (食品 )管轄，另外若輸入大宗穀物，穀物屬食品原料，屬於食品輸入業者，

需進行登錄。

Q8： 產品輸入時，產品的品項皆須登錄 ?輸入之產品登錄資訊是否會和邊境查驗資料

勾稽 ?

A8： 登錄僅要求登產品輸入之大類別，品項不用逐一登錄，業者必須先完成輸入食品

業者登錄後，邊境查驗自動化資訊管理（IFI）系統才會受理輸入報驗。若管理

上需要時，食藥署可以互相比對兩個系統之資訊。

Q9： 若登錄類別很多，是否登錄完成後，就不須再登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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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9： 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後，亦應於每年七月申報確認登錄內容。若產品輸入類別有所

變動，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30日內，申請變更登錄。

Q10：公司為食品製造業，有跟國外廠商購買食品添加物，請問這部分需要做輸入登錄

嗎？

A10：依食安法規定將食品業者分為多個類別的營業行為，故要求登錄的原則亦是以營

業的行為模式來區分。貴公司為食品製造業應依食品製造業的登錄規定辦理登

錄，若又有從事輸入食品則亦需依輸入業登錄之規定辦理登錄。若是輸入的產品

為添加物者，則還需在食品輸入業的食品添加物項下進行登錄相關資料。 

Q11：請問輸入產品都會經過邊境管理，並且會有合格證登記在衛生福利部，為何還要

將產品登錄在登錄平台上 ?

A11：目前推動食品業管理是考慮整體性 (包含食品製造業、加工業、輸入業、餐飲業

等等 )，而非單一輸入業，故輸入業無法單獨排除不納入系統。雖然輸入食品需

要報驗，但是對該次輸入食品的資訊作申報，且部分欄位之填報係為自願性的，

故業者不填報驗則依登錄辦法業者應登錄資訊不會出現在 IFI 系統，另依食安法

規定，業者應先登錄才能營業，因此輸入業須先完成登錄才能報驗進口。

Q12：輸入業必須登錄原料 /產品及其供應商資料，此資料在實際面上恐難以提供？

A12： 輸入業共分為 21類別，包括食品添加物類、含塑膠類材質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

類、牛肉產品類、豬肉產品類、家禽產品類、羊肉產品類、其他肉品類、魚產品

類、甲殼類產品類、其他水產品類、食用花卉及蔬菜類、水果類、咖啡及茶類、

大宗穀物類 (不包括玉米及大豆 )、基因改造及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類、其他農

產品類、乳製品類、食用油脂類、錠劑膠囊狀食品製品類、其他加工產品類及其

他類。

 除了食品添加物輸入業者另須登錄產品資訊；含塑膠類材質食品器具容器及包

裝業者與食用油脂類尚須登錄產品原料、供應商資料及產品種類外。其餘 19類

別即為一般食品輸入業者，目前僅需登錄基本資料、輸入產品類別、倉儲資訊、

輸入後是以何狀態販售等。

Q1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選擇產品大類別登錄，但有多個產品品項，需逐一登錄 ?另外，

查核時是針對大類別或是產品品項查核 ?

A13：一般食品輸入業者僅需登錄產品大類別即可。登錄之查核主要針對業者登錄資料

和業者實際的進口類別是否一致。

Q14：輸入容器具業者要登細項 ?一般食品輸入業是否也需登細項 ?

A14：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或包裝及食用油脂輸入業者須登錄輸入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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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產品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一般食品僅須登錄輸入基本資料、產品類

別、基本資料、倉儲資訊、輸入後是以何狀態販售即可。

Q15：倉儲地點如何定義 ?是最終成品的地點或是輸入後經改裝、分裝時的加工廠地點

?

A15：倉儲地點即進口人存放已通關但尚未販售移轉買家之產品存放地點，若輸入後直

接送到進口人所屬之工廠或委託加工之工廠，即登錄工廠地點。通關產品如果已

經販售且移轉於買家，則進口人無須填寫買家之存放地點。惟依自主管理原則與

配合追溯追蹤制度，應保存流向資訊。

Q16：進口之產品在關外，產品無進入國內需登錄嗎 ?

A16：業者之產品皆不會輸入，即不用辦理輸入業者登錄。

Q17：若倉儲地點很多，是否都須登錄 ?

A17：因管理上的需要，請依實際業務情形全部登錄。

Q18：如何知道輸入之產品屬於哪一類別 ?

A18：於本登錄平台之食品輸入業頁建置查詢功能，業者可以輸入食品之貨品分類號列

歸屬之輸入類別定之。

Q19：若輸入食品後再自行加工，是否須登錄 ?輸入業之欄位是否會增加自行加工之欄

位 ?

A19：若有輸入及製造加工行為，2個業別皆須登錄，輸入業目前針對具有商業登記或

公司登記之一般食品輸入業者，無論何種類別皆須強制登錄，未來針對無商業登

記業者是否亦強制登錄，請隨時留意本署之相關公告。若業者同時具有輸入及製

造加工業，僅會有一個登錄字號，目前平台於營業項目中，即可同時勾選「製造、

加工業」及「輸入業」。

Q20：食品添加物以及一般食品輸入業在登錄時，是否要重複登錄 ?

A20：若業者同時輸入食品添加物及一般食品，僅會有一個登錄字號，公司之基本資料

不需重複登錄，在營業項目中，可勾選食品添加物及一般食品分別進行登錄。

Q21：關於輸入產品類別，若業者輸入茶包包含塑膠材質，亦需登錄塑膠類材質類別 ?

A21：輸入產品看整體，若是單純輸入包裝之材質，才須登錄塑膠類材質食品容器及包

裝類別；若是輸入茶包，請登錄「咖啡及茶類」。

Q22：若輸入大包裝食品錠劑，業者工廠自行分裝 30粒一盒，須登錄輸入及製造加工

業嗎 ?

A22：輸入產品之改裝、分裝若涉及食品衛生安全作業程序，則視為製造業行為。

Q23：本身為輸入業者，如輸入之產品係於國內完成包裝需如何登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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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業者有輸入產品之營業行為並在國內進行製造或加工行為，請同時進行輸入業與

製造、加工業之登錄。

   五、餐飲業

Q1： 只要從事餐飲業都需要進行登錄嗎？

A1： 經衛生福利部公告指定之類別及規模之餐飲業者，應依法登錄。

Q2： 醫院或百貨公司、量販店內之餐飲業者需要辦理登錄嗎？ 

A2： 在醫院或百貨公司、量販店等場所，若有「中央廚房」、「美食街」或「員工餐廳」

等經營型態之食品業者，且該食品業者類別及規模經公告須依法登錄時，皆需辦

理登錄。

Q3： 連鎖店業者該如何登錄？直營店或加盟店該如何登錄？

A3： 由總公司負責該公司及其所屬相同統一編號之分店，含直營連鎖店及加盟連鎖店

的資料登錄，系統會判別公司及其不同地址但統一編號相同的餐飲場所，核給

不同的登錄字號，登錄字號是系統自動依編碼原則所產生。若直營店、加盟店

之統一編號不同，可由總公司自行與直營店、加盟店決定，由總公司統一登錄，

或由直營店、加盟店自行登錄。

Q4： 若公司有契約式伙食包行為也需進行登錄 ?

A4： 是，需如實進行登錄。

Q5： 餐飲製造場所有短期契約時 (如短時間、一年兩年等承攬行為 )需如何登錄 ?

A5： 請業者以營業行為做為主要判別，有提供餐飲行為之業者就必須確實登錄。

Q6： 工廠員工餐廳請問是否登錄在餐飲類別？中央廚房僅製作好醬汁，分送到各店做

食材醃醬或料理醬汁，中央廚房製作商品為半成品，請問中央廚房可登錄在餐飲

嗎 ? 餐廳內販售自製品或自製便當，是否也登錄在餐飲類別？

A6：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年 10月 16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1884號公告，具有工廠登

記、商業登記及公司登記，且有製造、加工、餐飲、輸入、販售業等營業行為，

需於 10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登錄。爰此，工廠員工餐廳若與提供顧客之餐飲業，

同為收費之營業行為，應依法登錄。另外，餐飲業之中央廚房係指可在單一用餐

時間裡提供 1000人份以上餐點，或可同時提供不同地點 2處以上餐飲場所之熟

食供應業者。「製作醬汁並分送至各店做食材醃醬或料理醬汁之行為」應屬於製

造加工行為，請依實際營業行為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填報。餐廳內販售自製品，

則業者兼具製造及加工與販售行為，請依實際營業行為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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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Q7： 食品添加物輸入來源是供應商 , 烘焙業者拿來做為產品原料 , 但沒有工廠登記證

, 只有商業公司登記 , 請問也需要做登錄嗎 ? 應屬那個行業 ?

A7：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年 10月 16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1884號公告，具有工廠登

記、商業登記及公司登記之製造、加工、餐飲、輸入、販售業，需於 103年 12

月 31日前完成登錄。前店後廠式的烘焙業屬於餐飲業，應依據實際營業情形，

及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或內容申請登錄。

Q8： 「中央廚房」型態應屬餐飲業或是製造及加工業？

A8： 中央廚房型態若為有工廠登記並製作完整加工製品由工廠送出各地販售，業別選

項為「製造及加工業」；中央廚房型態若為直接烹煮後就地食用，業別選項為「餐

飲業」。若同時從事以上營業行為，須分別填寫。

Q9： 「桶餐業」型態應屬餐飲業或是製造及加工業？

A9： 桶餐業型態若為有工廠登記並製作完整加工製品由工廠送出各地販售，業別選項

為「製造業」；桶餐業型態若有直接銷售店面：業別選項為「餐飲業」。若同時

從事以上營業行為，須分別填寫。

Q10：「烘焙業」型態應屬餐飲業或是製造及加工業？

A10：烘焙業型態若為有工廠登記並製作完整加工製品由工廠送出各地販售，業別選項

為「製造業」；烘焙業型態若為前店後廠：業別選項為「餐飲業」。若同時從事

以上營業行為，須分別填寫。

Q11：請舉例說明「工廠或餐飲場所基本資料」應如何勾選。

A11：共有五種情況可勾選：

 (1)「有餐飲場所且有工廠 /製造場所」係指該餐飲業者提供餐飲場所，並有專門

生產製造於餐飲場所販賣之產品的工廠或製造場所，如：知名中式滷肉飯連

鎖業者，有取得工廠登記證的中央廚房生產製造於餐飲場所販賣之產品。

 (2)「有餐飲場所但無工廠 /製造場所」係指該餐飲業者提供餐飲場所，但無專門

生產製造於餐飲場所販賣之產品的工廠或製造場所。

 (3)「有餐飲場所且委託他廠代工」係指該餐飲業者除提供餐飲場所，且委託特

定工廠代工製造特定產品，如：知名速食連鎖店，委託特定工廠生產於餐飲

場所提供之雞塊及麵包等產品。

 (4)「無餐飲場所」係指該餐飲業者本身無提供餐飲場所，如外燴業者、坐月子

餐業者。

 (5)「無餐飲場所但有其他提供餐飲之地點」係指該餐飲業者本身無提供餐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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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但固定於特定地點提供餐飲服務，如團膳業者於特定民間公司或政府機

關構提供之場所，提供餐飲服務。

Q12：若公司分有連鎖與加盟店家，該如何使用批次匯入 ?

A12：請業者屆時以系統範本為主，下載範本後，依照填寫說明登打資料，在於系統平

台上匯入檔案即可。

Q13：若公司內部有不同餐飲製造部門該如何登錄 ?

A13：目前系統尚不需登打產品或部門資料，僅需於「工廠或餐飲場所基本資料」勾選

餐飲業態與連鎖店或加盟店資訊，目前系統開放填寫一位填報人的資料。

Q14：本公司為月子餐供應業者，母公司負責銷售，子公司負責生產，子公司為餐飲場

所但是有工廠，需如何登錄 ?

A14：此案例母公司為販售業者，母公司與子公司為不同統編之業者，在登錄系統上須

分別登錄，請業者依實際營業行為進行登錄：即子公司有餐飲營業行為，請子公

司需依公告登錄，勾選「無餐飲場所」；而母公司為販售業者。

Q15：本公司為連鎖速食店，並開設烘培工廠製作蛋塔皮以供店面加工使用，另外也辦

理自國外輸入物料之工作，請問本公司是否應登錄三種業別？

A15：是，連鎖速食店本身為餐飲業，而製造蛋塔皮為烘焙工廠應登錄製造及加工業，

從國外進口原料為輸入業。

Q16：團膳業者將食材供應給學校或科技廠，再使用學校或科技廠中央廚房製作餐飲供

給學生或員工，請問是否要登錄學校或科技廠之資料？

A16：因學校或科技廠為實際提供餐飲之場所，故仍需登錄學校或科技廠之地址資料。

請業者勾選「無餐飲場所但有其他提供餐飲之地點」，並填寫學校或科技廠之地

址資料。

Q17：請問團膳業者在最大營業額的產品類別和產品名稱如何填寫？

A17：可填寫大項目，如產品類別為團膳，產品名稱為便當或是某某套餐等之類。

Q18：本公司是將做好的桶餐送至學校，應如何登錄？

A18：有工廠登記之團膳業者製備好之桶餐若是送至學校食用，只須登錄製造及加工業。

若有另送至商店販賣，則才需另加登錄餐飲業，請勾選「無餐飲場所」。

Q19：請問食品製造工廠供應即食熟食給便利商店，是否還要登錄餐飲業？另本工廠有

中央廚房是否也需要登錄餐飲業？

A19：供應即食餐食給便利商店之業者，可直接登錄製造及加工業，並於製造類別勾選

「即食餐食」即可；另中央廚房之登錄，若為已有工廠登記者請登錄為製造及加

工業，如無工廠登記則請登錄於餐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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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0：請舉例說明何種餐飲業者需勾選「工廠或餐飲場所基本資料」。

A20：(1)旅館有一廳以上餐廳；

 (2)機場、車站 (鐵路、捷運、高速鐵路或客運轉運站 )或休息站；可由機場或

車站主管單位與餐飲業者決定，由主管單位統一登錄所有餐飲業者，或由各

餐飲業者自行登錄。

 (3)大賣場、百貨公司或醫院美食街；可由大賣場、百貨公司或醫院與餐飲業者

決定，由主管單位統一登錄所有餐飲業者，或由各餐飲業者自行登錄。

 (4)學校餐飲部；可由學校與餐飲業者決定，由主管單位統一登錄所有餐飲業者，

或由各餐飲業者自行登錄。

 (5)其他同一地址有多個餐飲場所之業者。

   六、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

Q1： 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需登錄之範圍為何？

A1： 登錄對象以食品容器具及包裝之製造及進口者優先登錄，包括「零組件業者」、

「零組件之組裝業者」及「將塑膠粒製成產品之業者」。上游源頭供應商 ( 如：

塑膠粒業者 ) 可列為下階段登錄之對象。

Q2： 品牌商是否也需要進行登錄呢？

A2： 品牌是一個商標、商譽的標記，更是對品質的承諾。因此品牌商有責任與義務了

解自家產品資訊，因此也需進行登錄。若品牌商並無製造行為，由於上游廠商應

已進行登錄，因此登錄項目可簡化。

Q3： 如產品為國外進口，是否可簡化登錄？

A3： 不論採進口或國內製造，登錄內容宜一致，不會有差別。

Q4： 公司若為薄膜多層貼合製造，系統登錄時，是否需登錄該產品使用之油墨、溶劑

及膠水等等 ?請說明如何稽查 ?

A4： 目前規劃為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容器器具及包裝，若產品有直接接觸食品面的

塑膠薄膜才需進行登錄。產品登錄時，產品使用之添加物為自願填寫。稽查時，

以必填選項為查核項目，除核對業者系統登錄之資料正確性，亦會現場比對相關

原料規格表、製程內容或檢驗報告等等。

Q5： 食品塑膠容器具業是否一定要聘用食品衛生管理人員？另需於何時完成系統登

錄？

A5： 目前已公告 9種業別與規模之食品業者要聘用食品衛生管理人員，業別大部分



35

為食品製造業，塑膠容器具業部分則無明文規定。另系統登錄部分已於 103年

10月 16日公告已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品業者，須在中華民

國 10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登錄。 

Q6： 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者於登錄系統中之產業別選擇上，應選擇

何種產業呢？

A6： 請依貴公司 / 商業登記之實際營業模式選擇適當之產業別 ( 可選擇「製造」或「輸

入」之業別 )，若同時有兩種營業模式者可以複選。

Q7： 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者於登錄系統中，有關「填寫原料及其供

應商資料與添加物及其供應商資料內容」中，是否所有欄位都必須登錄？且是否

要登錄配方比例？

A7： 不同材質請個別填寫產品類別說明，原料及其供應商資料為必填資料，添加物及

其供應商資料為非必填資料。其中原料之中文名稱、英文名稱及 CAS No.，可

擇一登錄，不需登錄配方比例。

Q8： 如製造廠商由上游源頭供應商購得之原料本身已含添加物成分，是否需要登錄

呢？

A8： 如原料本身已添加物成分，仍以登錄原料即可。惟若添加物有優先管控之類別 ( 

如：塑化劑 )，則需進行登錄，以利管控。

Q9： 公司有製造一般食品與容器具，有兩種以上之業態，填報人是多位或是僅一位 ?

或是授權登錄者可以多位 ?

A9： 業者雖然同一統編下有不同業態，但目前系統上僅開放一位填報人，請業者填報

一位填報人即可 (主要接受通知者 )；若需憑證授權，可由工商憑證授權多位自

然人，被授權人可以以自然人憑證登錄填寫相關業態資料。

Q10：原料來源眾多，若未來需要新增該如何新增 ?原料製成產品，若有多種規格、尺

寸，該如何新增 ?

A10：業者若有同一原料、有數個供應商之情形，目前系統欄位已參考規劃並予以調整，

將來業者可以實際情形登錄即可。若登錄資料變動，請業者留意須於 30日內至

系統更新資料。原料製成產品之登錄內容，目前僅規劃業者勾選「產品種類」，

尚毋須填寫規格尺寸之內容。若業者有需要，可研議新增欄位，以利業者填寫。

Q11：請問進口紙杯與杯蓋業者，是否需登錄系統？於登錄內時該如何填寫原料？

A11：凡含塑膠類材質、並接觸到食品的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之原料，皆應於本系統內

登錄。登錄方式為先填寫「原料種類」，再選擇「產品種類」，如選項內無欲選

擇之產品，請勾選「其他」，並於空白欄位內寫入產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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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2：委託中國製造之自有品牌產品，其材質為美耐皿，美耐皿成分為三聚氰胺 -甲醛

樹酯，請問登錄材質時，該如何登載？另該產品進口後交由其他業者轉售，則登

錄型態應登載為輸入業還是販售業？

A12：登錄材質時，應詳細填寫三聚氰胺 -甲醛樹酯。若進口產品後為授予下游業者販

售，登錄型態須同時填寫輸入業及販售業。

Q13：請問是否是每個原料都有 CAS No.？另原料需追朔至最上游廠商？

A13：本系統已提供「食品器具容器包裝衛生標準」中塑膠材質原料及市面上常見塑膠

材質原料之中文名稱、英文名稱及 CAS No.列表，以方便業者勾選。若業者使

用之材料不在列表中，可再自行填寫。請向最上游廠商索取該項產品原料明細，

並以 PDF檔形式上傳至系統，將新增至列表中。

   七、販售業

Q1： 那些販售業者要登錄？

A1： 經公告指定規模之販售業者，皆需登錄。目前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年 4月 24日

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須於 103年 10月 1日前

登錄。第二波於 10月 16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1884號公告具有商業登記或公司

登記及工廠登記之製造、加工、餐飲、輸入及販售業者自 103年 12月 31日實施。

Q2： 販售業者需登錄哪些項目？

A2： 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 4條第 4款，經公告指定需登錄之販售業者須填具

 (1)填報人基本資料：填報人姓名及職稱、電子郵件、公司 /商業登記電話。

 (2)食品業者基本資料：公司 /商業登記名稱、店名、負責人姓名、公司 /商業

登記地址、郵遞區號、電話號碼、傳真號碼、緊急聯絡人 /職稱、緊急聯絡

人手機、緊急聯絡人電子郵件、營業狀態。

 (3)販售產品基本資料：販售產品類別。

 (4)其他有關販售行為之說明。

   更新之 QA 問答資訊請至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網 (http://www.fda.gov.tw/)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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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屬複方食品添加物之案例

(一 )准用食品添加物混合其他准用食品添加物所製成之調製品，不含「非食品添加物
之食品原料」，供為食品加工使用，非直接供食用。 

序 品項 成分 說明 
1-1 綜合維生素粉末 維生素 A、維生素 B、維生素 C、

維生素 D、維生素 E、維生素 K粉
末 

成分皆由食品添加物組成，供食品製造業者進一步

分裝、充膠、打錠或添加於食品中，強化其營養者。 

1-2 鮮味粉 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成分皆由食品添加物組成，供進一步食品加工使用。 

1-3 豆腐改良劑 葡萄糖酸 -δ-內酯、硫酸鈣 成分皆由食品添加物組成，供進一步食品加工使用。 
1-4 食用葡萄色著色劑 食用紅色六號、食用藍色一號 成分皆由食品添加物組成，供進一步食品加工使用。 
1-5 高湯調味粉 _1 由食品添加物之調味劑及各式香料

組成，不含任何肉類及洋蔥等原料

成分。 

成分皆由食品添加物組成，加水烹調後，可作為火

鍋、湯麵之湯頭。 

(二 ) 准用食品添加物混合「食品添加物以外之食品原料」所製成之調製品，其中「非
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作為輔助食品添加物之加工、貯存、溶解、稀釋、增

量、均勻分布等，整體產品具有食品添加物功能，非直接供食用。

序 品項 成分 說明 
2-1 亞硝酸鈉鹽 亞硝酸鈉 (食品添加物 )、鹽 「鹽」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用於稀

釋亞硝酸鈉或調控亞硝酸鹽使用量。 
2-2 鮮味粉 L-麩酸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成分皆由食品添加物組成，供進一步食品加工使用。 

高鮮味精 L-麩酸鈉 (食品添加物 )、鹽 「鹽」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作為輔

料。產品係作為調味使用，加入其他食品原料經加

工製造或烹調過程，始得供於食用。 
2-3 塔塔粉 酒石酸氫鉀 (食品添加物 )、澱粉 「澱粉」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增量

作用。 
2-4 綜合維生素粉末 維生素 A、維生素 B、維生素 C、

維生素 D、維生素 E、維生素 K粉
末、玉米澱粉、乳糖、葵花油 

「玉米澱粉、乳糖或葵花油」等「非食品添加物之

食品原料」，係作為增量作用。整體混合調製品如

販售予食品製造業者進一步分裝、充膠、打錠或添

加於食品中，強化其營養者。 
2-5 澱粉酶酵素粉末 α-澱粉酶、小麥澱粉、糊精 「小麥澱粉、糊精」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

料」，係作為輔助酵素均勻分布或增量之作用。 
2-6 複方抗氧化劑 混合濃縮生育醇、阿拉伯膠 「阿拉伯膠」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

改變整體產品溶解性之作用。 
2-7 麵包品質改良劑 乳酸硬脂酸鈉、脂肪酸甘油酯、丙

二醇、乳酸、水 
「水」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改變整

體產品溶解性之作用。

2-8 乳化安定劑 脂肪酸甘油酯、酪蛋白酸鈉、磷酸

鈉、糊精 
「糊精」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增量

作用。 
2-9 著色劑溶液 食用紅色四十號、乙醇 著色劑成分具有易飛散或沾粘於其他物品上之特

性，添加乙醇 (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 )調製成液
狀產品，方便使用，以避免其飛散或沾黏。 

捌、「複方食品添加物判定原則」相關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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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0.1%維生素 B12 維生素 B12、乳糖 乳糖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使維生素

B12均勻分散於食品中。產品係供食品加工用。 
2-11 高湯調味粉 _2 香料 (內酯類、硫醇類、脂肪酸類、

芳香族醛類、酯類 )、5’-次黃嘌
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
磷酸二鈉、L-麩酸鈉、鹽、糖 

1.產品提供調味之關鍵原料皆為食品添加物，「鹽
及糖」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雖具有調

味功能，惟其屬於調味產品普遍皆使用之原料，非

屬本產品關鍵原料。 
2.產品係作為調味使用，加入其他食品原料經加工
製造或烹調過程，始得供於食用。 

(三 )香料產品 (用途僅作為香料 )，應用於食品加工過程添加微量即可藉由所含香料
成分達到香氣目的，故關鍵成分為香料化學單體或天然香料，所含「非食品添加

物之食品原料」或「香料以外之食品添加物」作為輔助香料產品加工、貯存、溶

解、稀釋、增量、均勻分布或香氣呈現之功能，產品非直接供食用。

序 品項 成分 說明 
3-1 蟹黃香料 硫醇類、酯類、辣椒抽出物、葵花

油、維生素 E 
「辣椒抽出物」為 Intern- a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Flavor Industry (IOFI)「天然香料清單」之品項，可
作為天然香料。故本產品關鍵成分為「硫醇類」、

「酯類」、「辣椒抽出物」等香料成分。「葵花油」

於本產品作為輔料。 
3-2 蘋果香料 酯類、高級脂肪族醇類、高級脂肪

族醛類、蘋果汁、葡萄糖 
產品之關鍵成分為「酯類」、「高級脂肪族醇類」、

「高級脂肪族醛類」等香料成分。考量香料產品於

實際加工時，添加微量即可藉由所含香料成分達到

香氣目的，所含「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如：
「蘋果汁」) 得作為輔助香氣呈現之輔料。故「蘋果
汁」、「葡萄糖」等成分於本產品得作為輔料。 

3-3 雞肉風味粉 (雞肉
風味香料 ) 

內酯類、硫醇類、脂肪酸類、芳香

族醛類、酯類、酮類、芳香族醇類、

硫醚類 

產品之關鍵成分為「內酯類」、「硫醇類」、「脂

肪酸類」「芳香族醛類」、「酯類」、「酮類」、「芳

香族醇類」、「硫醚類」等香料成分，不含任何雞

肉成分。 
3-4 草莓香料 _1 內酯類、硫醇類、脂肪酸類、芳香

族醛類、食用紅色四十號、阿斯巴

甜 

產品之關鍵成分為「內酯類」、「硫醇類」、「脂

肪酸類」「芳香族醛類」等香料成分。 

3-5 草莓香料 _2 內酯類、硫醇類、脂肪酸類、芳香

族醛類、葵花油 
產品之關鍵成分為「內酯類」、「硫醇類」、「脂

肪酸類」「芳香族醛類」等香料成分。「葵花油」

係輔助香料成分均勻分布之輔料。

3-6 草莓香料 _3 醛類、內酯類、酯類、丙二醇、草

莓汁、糖 
產品之關鍵成分為「酯類」、「醛類」、「內酯類」

等香料成分。考量香料產品於實際加工時，添加微

量即可藉由所含香料成分達到香氣目的，所含「非

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如：「草莓汁」) 得作為
輔助香氣呈現之輔料。故「草莓汁」、「糖」等成

分於本產品得作為輔料。 
3-7 肉精香料 乙基麥芽醇、硫醇類、酯類、芫荽

油、肉桂油、玉米水解蛋白、麥芽

糊精 

「芫荽油」及「肉桂油」為 International Organiza- 
tion of the Flavor Industry (IOFI)「天然香料清單」
之品項，可作為天然香料。故本產品之關鍵成分為

「乙基麥芽醇」、「硫醇類」、「酯類」、「芫荽

油」、「肉桂油」等香料成分。「玉米水解蛋白」、

「麥芽糊精」等成分於本產品得作為輔料。

3-8 芒果醬香料 酯類、醇類、脂肪酸類、芳香族醛

類、檸檬酸、煉乳 (牛奶、蔗糖 )、
麥芽糖 

產品之關鍵成分為「酯類」、「醇類」、「脂肪酸

類」、「芳香族醛類」等香料成分。「煉乳 (牛奶、
蔗糖 )」、「麥芽糖」等成分於本產品得作為輔料。 

2-8 乳化安定劑 脂肪酸甘油酯、酪蛋白酸鈉、磷酸

鈉、糊精 
「糊精」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增量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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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之案例 

(一 ) 可直接供食用 

序 品項 成分 說明 
1-1 調味飲料 調味劑 (如：檸檬酸、酒石酸等 )、

香料、食用黃色四號、水 
供為直接食用飲料。 

1-2 市售營養補充品粉末 麩醯胺酸、乳糖 販售予消費者，可加水直接供為食用。 
1-3 綜合維生素膠囊 維生素 A、維生素 B、維生素 C、

維生素 D、維生素 E、維生素 K粉
末、玉米澱粉、乳糖、明膠、水 

直接供為食用。 

1-4 綜合維生素錠 維生素 A、維生素 B、維生素 C、
維生素 D、維生素 E、維生素 K粉
末、玉米澱粉、乳糖、硬脂酸鎂 

直接供為食用。 

1-5 草莓風味飲料粉 果糖、蔗糖、檸檬酸、蘋果酸、食

用紅色四十號、草莓香料、阿斯巴

甜 

可加水直接供為食用。 

(二 ) 准用食品添加物與「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混合，且至少一種「非食品添加
物之食品原料」作為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序 品項 成分 說明 
2-1 高湯粉 _1 豬肉萃取物、豬大骨萃取物、洋蔥

粉、蒜粉、黑胡椒、鹽、味精等組

成

豬肉萃取物、豬大骨萃取物、洋蔥粉、蒜粉及黑胡

椒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鍵

原料，非作為輔料。

2-2 高湯粉 _2 L-麩酸鈉、鹽、 砂糖、胺基乙酸、 
豬大骨抽出物、洋蔥粉、酵母粉、

薑母粉、 大蒜粉、二氧化矽、 肉
精香料 

豬大骨抽出物、洋蔥粉、酵母粉、薑母粉及大蒜粉

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鍵原

料，非作為輔料。 

2-3 麵包預拌粉 樹薯澱粉 (食品原料 )、脫脂奶粉、
糖、鹽、高筋麵粉、酵母、碳酸氫

鈉及澱粉酵素。 

樹薯澱粉 (食品原料 )、脫脂奶粉、高筋麵粉及酵母
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鍵原

料，非作為輔料。 
2-4 布丁粉 海藻膠抽出物 (食品原料 )、濃縮

蛋黃粉、奶精 (氫化植物油、玉米
糖漿、酪蛋白、香料 )、關華豆膠、
蔗糖、香料、焦糖色素 

海藻膠抽出物 (食品原料 )、濃縮蛋黃粉、奶精、關
華豆膠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

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5 果凍粉 海藻抽出物 (食品原料 )、食用黃
色四號、香料、甜味劑 (如：D-山
梨醇、阿斯巴甜等 ) 

海藻抽出物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

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6 調色冷凍麵團 麵粉 (食品原料 )、著色劑 (如：食
用黃色四號、食用紅色四十號 ) 

麵粉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

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7 柴魚粉 柴魚粉 (食品原料 )、鹽、糖、乳糖、

琥珀酸二鈉、5’-次黃嘌呤核苷磷
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 

柴魚粉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

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8 雞粉 雞肉抽出物 (食品原料 )、鹽、糖、
麥芽糊精、D-山梨醇液、5’-次
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
核苷磷酸二鈉、琥珀酸二鈉、胺基

丙酸及胺基乙酸 

雞肉抽出物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

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9 營養強化麵粉 麵粉、丁烯二酸亞鐵 麵粉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

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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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炸雞粉 低筋麵粉、磷酸二澱粉、地瓜粉、

糯米粉、蛋香粉 (牛奶香料、葡萄
糖、食用黃色四號、食用黃色五號

) 

低筋麵粉、地瓜粉、糯米粉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

品原料」，係產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11 鳳梨餡 鳳梨、冬瓜、鹽、冰糖、奶油、麥

芽糖、檸檬酸、防腐劑 (如：己二
烯酸等 ) 

鳳梨、冬瓜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

品之關鍵原料，產品作為餡料使用。 

2-12 孜然胡椒鹽 胡椒粉、鹽、味精、孜然粉、辣椒

粉、花椒粉 
胡椒粉、孜然粉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

係作為香辛料使用，為產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

料。 
2-13 鬆餅粉 麵粉、糖、蛋粉、鹽、合成膨脹劑

(碳酸氫鈉、酒石酸 )、香草香料 
麵粉、蛋粉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

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14 炸粉 麵粉、玉米碎粒、磷酸澱粉、乙醯

化磷酸二澱粉、鹽 
麵粉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

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15 醬油 /膏 黑豆、鹽、砂糖、糯米、磷酸澱粉、

甘草萃、焦糖色素 
黑豆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係產品之關

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16 肉精膏 酵母萃取物、D-山梨醇液 70%、

肉精香料、豬大骨抽出物、鹽、L-
麩酸鈉、糖、水 

酵母萃取物、豬大骨萃取物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

品原料」，係產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2-17 果凍膠 鹿角菜膠、磷酸二氫鉀、蒟蒻粉、

刺槐豆膠、玉米糖膠、羧甲基纖維

素鈉 

蒟蒻粉、刺槐豆膠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

係產品之關鍵原料，非作為輔料。 

鳳梨餡

鳳梨冬瓜

鹽 冰糖

奶油

麥芽糖檸檬酸

防腐劑

食品添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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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判定複方食品添加物原則Q&A(103.06.30 版 )

Q1：何謂直接食用？ 

A1：(一 ) 直接取食。(例如：調味飲料 ) 

 (二 ) 可經加水溶解或稀釋後食用。(例如：販售予消費者之營養補充品粉末或維 

 生素粉末 ) 

Q2：以食品添加物甲基纖維素鈉製成之素食膠囊殼，其屬性為何？ 

A2：因膠囊充填內容物後，可供直接食用，故素食膠囊殼屬於「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

原料」。 

Q3：何謂關鍵原料？ 

A3：關鍵原料係指提供該產品主要功能之原料，應由產品功能用途 (常會透由產品品

名或標示之用途訴求加以揭露 )加以認定，並非以比例多寡判定。例如：「0.1%

維生素 B12之關鍵原料為維生素 B12」；「營養強化麵粉」之關鍵原料包含提供

營養強化的成分以及麵粉。 

Q4：如複合調製品之關鍵原料同時含食品添加物及「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其

屬性如何判定？ 

A4：(1) 依據複方食品添加物之定義，複方食品添加物所含「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

料」，係作為輔料用途，輔料係指具輔助食品添加物之加工、貯存、溶解、稀

釋、增量、均勻分布等功能之原料。故如複合調製品含有一種以上做為關鍵原

料之「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含有一種以上非作為輔料之「非食品添加

物之食品原料」)，則該複合調製品不屬食品添加物。舉例如下： 

 (2) 某產品「高湯粉 _1」用途作為調味劑，成份含「豬肉萃取物、豬大骨萃取物、

洋蔥粉、蒜粉、黑胡椒、鹽」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及「味精、5’-

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及 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等食品添加物，因高湯

粉係作為湯頭調味之用途，其所含「豬肉萃取物、豬大骨萃取物、洋蔥粉、蒜

粉、黑胡椒」等「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具有調味功能，非作為輔料，故

該「高湯粉 _1」不屬食品添加物。 

 (3) 某產品「高湯調味粉 _2」用途作為調味劑，成份含「鹽及糖」等「非食品添加

物之食品原料」及「香料 (內酯類、硫醇類、脂肪酸類、芳香族醛類、酯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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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次黃嘌呤核苷磷酸二鈉、5’-鳥嘌呤核苷磷酸二鈉、L-麩酸鈉」等食品

添加物，產品提供調味之關鍵原料皆為食品添加物，所含「鹽及糖」等「非

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雖具有調味功能，惟其屬於調味產品普遍皆使用之原

料，得非屬本產品關鍵原料，故「高湯調味粉 _2」屬食品添加物。

Q5：香辛料屬於食品添加物嗎 ? 

A5：香辛料，例如：胡椒、孜然、花椒、茴香、八角等，係屬「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

原料」。 

Q6：「蘋果香料」之成分：酯類、高級脂肪族醇類、高級脂肪族醛類、蘋果汁、葡萄

糖等，其中「酯類」、「高級脂肪族醇類」、「高級脂肪族醛類」等香料化學單

體，提供香氣並作為關鍵成分，所含蘋果汁如作為輔助香氣呈現之功能，則該「蘋

果香料」是否需登錄為食品添加物 (香料 )？ 

A6：如該「蘋果香料」用途僅作為香料，非直接供食用，應用於食品加工過程添加微

量即可藉由所含香料成分達到香氣目的，則關鍵成分為香料化學單體或天然香料，

所含「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如：蘋果汁 )僅作為輔助香料產品香氣呈現之

功能，則可登錄為食品添加物 (香料 )。 

Q7：如以食品添加物及香料調配而成之產品，不含雞肉或大骨成分，是否得以「雞肉

粉」或「大骨粉」為產品品名？

A7：不可以。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8條規定，食品標示、宣傳或廣告，不得有

不實、誇張或易生誤解之情形；且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第 9條，自定食

品名稱應與食品本質相符。如產品以食品添加物及香料調配而成，不含雞肉或大

骨成分，不得命名為「雞肉粉」或「大骨粉」，應以「雞肉風味粉」或「大骨風味粉」

或其他等同意義之名稱為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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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何謂產品規格書？是成分含量表嗎？

A1. 產品規格書係指原廠針對所產製之產品特性，訂定其含量、外觀、物理化學性質、

不純物之含量 (例如：重金屬、砷、鉛 )應符合之標準，並非指成分含量表。

Q2. 於登錄平台上傳之產品規格書有何限制？

A2. 如產品屬單方食品添加物，上傳之產品規格書應符合衛生福利部發布之「食品添加

物使用範圍及限量暨規格標準」，如我國尚未針對該品項訂有規格標準，則上傳之

規格書應與申請查驗登記時所提規格相符 (如當時申請查驗登記所提規格係參考國

際規範，得依最新國際規範版本修正更新規格書標準 )；如產品屬經查驗登記核可

之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則上傳之規格書應與申請查驗登記時所提規格相符 (如

當時申請查驗登記所提規格係參考國際規範，得依最新國際規範版本修正更新規格

書標準 )，如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未辦理查驗登記，則上傳之規格書可依原廠所

訂標準。

Q3. 如何於食品業者登錄平台上傳產品規格書？

A3. 已完成登錄之產品，可就該筆產品資料點選編輯，於「檔案上傳」之下拉式選單選

取「產品規格書」，進行上傳檔案即可。若對登錄平台操作有任何疑義，可撥打免

費諮詢專線 0800-588-106進行洽詢。

Q4. 若非輸入食品添加物業者，是否不需上傳產品規格書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

A4. 為強化食品添加物業者自主管理，登錄於平台之食品添加物產品皆以完成上傳產品

規格書為宜，且業者應對其製造、輸入或販售之產品，以及上傳之資料負完全之責

任。其中輸入之食品添加物，如依所屬貨品分類號列之輸入規定，應向食品藥物管

理署辦理輸入查驗者，食品藥物管理署就抽批查驗之產品進行抽樣檢驗時，需核對

產品規格標準之檢驗結果與業者所提產品規格書是否一致，以確認業者是否依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7條，做好業者自主管理，故輸入之食品添加物於登錄平台上傳

產品規格書，有利於通關之有效處理。

拾、上傳輸入食品添加物產品規格書至食品業者登錄平台相關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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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月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300184621號令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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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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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拾壹、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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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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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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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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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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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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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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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食品業者，辦理衛生安全管理之驗證；必要時得就該

項業務委託相關驗證機構辦理。

 前項驗證之程序、驗證方式、委託驗證之受託者、委託程序及其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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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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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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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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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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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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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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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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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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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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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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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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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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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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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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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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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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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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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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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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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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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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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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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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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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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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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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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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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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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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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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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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為處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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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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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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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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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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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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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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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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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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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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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食品業者登錄辦法

 

衛生福利部 102年 12月 3日部授食字第 1021351280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食品衛生管理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三項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

品業者。

第三條 食品業者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及內容，以書面或使用電子憑證網路傳

輸方式，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申請登錄、變更登錄、廢止登錄及確認

登錄內容之定期申報。

 食品業者應指定人員 (以下簡稱填報人 )，負責前項之登錄及申報事項。

第四條 各產業類別之食品業者應登錄之事項如下：

 一、製造及加工業：

  (一 )填報人基本資料。

  (二 )公司或商業登記資料。

  (三 )工廠登記資料。

  (四 )工廠或製作場所基本資料。

  (五 )委託或受託代工情形。

  (六 )其他有關製造行為之說明。

 二、餐飲業：

  (一 )填報人基本資料。

  (二 )食品業者基本資料。

  (三 )工廠或餐飲場所基本資料。

  (四 )連鎖店資料。 

  (五 )其他有關餐飲行為之說明。

 三、輸入業：

  (一 )填報人基本資料。

  (二 )公司或商業登記資料。

  (三 )輸入類別。

  (四 )分裝及其他有關輸入行為之說明。

 四、販售業：

  (一 )填報人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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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食品業者基本資料。

  (三 )販售產品基本資料。

  (四 )其他有關販售行為之說明。

 食品業者同時從事不同產業類別之營業行為者，應分別辦理登錄。

第五條 食品業者未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格式或內容申請登錄者，直轄市、縣 (市 )

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駁回其申請。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對於完成登錄之食品業者，應給予登錄字號。

第六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為確認登錄內容，依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得進入

食品業者作業場所查核及要求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食品業者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第七條 登錄內容如有變更，食品業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申請變更登錄。

 食品業者完成登錄後，應於每年七月申報確認登錄內容。

第八條 食品業者歇業或其應登錄之營業類別經廢止公司、商業或工廠登記者，應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止其登錄。

未申報經查獲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逕行廢止其登錄。

第九條 非食品業者取得登錄字號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撤銷其登錄。

第十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66

訂定「食品添加物業者應辦理登錄」 

衛生福利部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

主旨：訂定「食品添加物業者應辦理登錄」。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三項

公告事項：

一、訂定「食品添加物業者應辦理登錄」。

二、適用對象：所有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輸入及販售業者。

三、施行日期：

 (一 )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或輸入業者：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五月一日。

 (二 )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月一日。

四、自公告日起，受理製造、加工、輸入或販售食品添加物業者之登錄。

五、輸入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屬輸入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目的為販售，則兼

具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身分；製造或加工單方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屬製

造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者，如目的為販售，則兼具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身分；製

造或加工複方食品添加物，其目的為自用，不屬製造或加工食品添加物業者，如

目的為販售，則具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及販售業者身分。

六、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包含食品添加物輸出業者。

七、食品添加物調配或改裝業者屬食品添加物製造或加工業者。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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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食品添加物業者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四條其單、複方

食品添加物產品應登錄之內容」，並自即日生效。 

衛生福利部 103年 4月 24部授食字第 1031300784號令發布

「食品添加物業者依據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四條其單、複方食品添加物產品應登錄之

內容」

一、 食品添加物製造及加工業者應登錄之內容：

 (一 ) 屬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產品，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

成分。

 (二 ) 屬香料產品，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型態、成分。

二、 食品添加物輸入業者應登錄之內容：

 (一 ) 屬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產品，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英文商品名稱、

用途分類、型態、成分。

 (二 ) 屬香料產品，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英文商品名稱、型態、成分。

三、食品添加物販售業者應登錄之內容：

 (一 ) 如販售之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製造及

加工業者，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成分。

 (二 ) 如販售之香料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製造及加工業者，應登錄：

中文商品名稱、型態、成分。

 (三 ) 如販售之食品添加物 (香料除外 )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輸入業

者，應登錄：中文商品名稱、英文商品名稱、用途分類、型態、成分。

 (四 ) 如販售之香料產品，其上游供應商為食品添加物輸入業者，應登錄：中文商

品名稱、英文商品名稱、型態、成分。

四、輸入食品添加物之業者，應於產品輸入我國，到達港埠前二十日完成產品登錄，

並於報關時將「登錄字號」及「產品登錄碼」填入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

之檢附文件相關欄位，以利通關資料之比對。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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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規模及實施日期」

衛生福利部 103年 10月 16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1884號公告

公告事項：

一、訂定「應申請登錄始得營業之食品業者類別、規模及實施日期」：

 (一 ) 食品業者類別如下：

 1、製造、加工業：食品製造、加工業、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食品容

器或包裝製造、加工業。

 2、餐飲業。

 3、輸入業：食品輸入業、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輸入業。

 4、販售業。

 (二 ) 食品業者規模及施行日期：

 1、新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自公告日起實施。

 2、已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者，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實施。惟已辦理工廠登記之食用油脂製造業、加工業，以及

已辦理工廠登記、商業登記或公司登記之食用油脂輸入業，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實施。

二、食品添加物製造、加工、輸入及販售業者，應依本部 103年 4月 24日部授食字第

1031300763號公告規定登錄。

三、自公告日起，受理食品業者之登錄。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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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登錄查核表 (以下欄位皆為「必填項目」)

( 一 ) 基本資料表單

食品業登錄查核表

查核日期 :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                                                                  登錄字號：

一、查核依據：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八條及第四十七條、食品業者登錄辦法第六條。

二、查核人員：

三、查核內容：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填報人資訊
填報人姓名及職稱 確實填寫 □ □

填報人 Email 確實填寫 □ □

公司 /商業登記
情形

（2擇 1）

有公司 /商業登記 統一編號並查詢相符 □ □

無公司 /商業登記 負責人身分證字號並查
詢相符

□ □

公司 /緊急連絡
人基本資料

公司 /商業登記名稱 與公示查詢相符 □ □

市招名稱 確實填寫 □ □

負責人姓名
確實填寫且申請與公示
查詢相符

□ □

公司 /商業登記地址 確實填寫 (含郵遞區
號 ) □ □

電話號碼 確實填寫 □ □

緊急聯絡人 /職稱 確實填寫 □ □

緊急聯絡人手機 確實填寫 □ □

緊急聯絡人 Email 確實填寫 □ □

營業狀態
填寫確實（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營業模式
（可複選）

公司 /商業登記之實
際營業模式選填

填寫確實（製造及加工
業 /餐飲業 / 輸入業 /
販售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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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各業別延伸表單

 1. 製造及加工業

製造及加工業（共同項目）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製造及加工
業」

□ □

製造場所 /工廠
登記 /委託代工
資訊 (可複選 )

有製造場所且有工廠
登記 確實選填並符合實際狀

況

□ □

有製造場所但無工廠
登記

□ □

委託他廠代工
若有，應填寫代工廠資
訊

□ □

營業額最大之
產品類別及名
稱

公司 /商業登記營業
額最大的產品類別

確實填寫 □ □

公司 /商業登記營業
額最大的產品名稱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
基本資訊

工廠 /製造場所規模 填寫確實 □ □

工廠登記編號 與公示查詢相符 □ □

工廠 /製造場所名稱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地址 確實填寫 (含郵遞區號 ) □ □

電話號碼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聯絡
人 /職稱 /電子信箱 皆須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營業
狀態

填寫確實（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食品製造類別 確實填寫 □ □

原料分類與主要加工
方式

確實填寫 □ □

終產品保存方式 確實填寫 □ □

食用方式 確實填寫 □ □

場所作業型態 確實填寫 □ □

衛生管理人員 /管理
衛生人員 (代表人 ) 資
訊

依公告類別 *1確實填寫 □ □

專技人員 (代表人 )資
訊

依公告類別 *2確實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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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託代工資訊 有無受託代工
若有，應填寫受託代工
資訊

□ □

其他
其他有關製造行為之
說明填寫

確實填寫 □ □

四、現場稽查結果：□合格□不合格□其他

受檢業者代表：                                  
                    

查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具結：本廠 (店 )(人 )接受稽查時並無發生金錢財物短少及其他任何損害情事

*1. 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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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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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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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造及加工業 -食品添加物

製造及加工業（食品添加物）
※食品添加物業別需填寫後附件「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查核表」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製造及加工
業」

□ □

製造場所 /工廠
登記 /委託代工
資訊 (可複選 )

有製造場所且有工廠
登記 確實選填並符合實際狀

況

□ □

有製造場所但無工廠
登記

□ □

委託他廠代工
若有，應填寫代工廠資
訊

□ □

營業額最大之
產品類別及名
稱

公司 /商業登記營業
額最大的產品類別

確實填寫 □ □

公司 /商業登記營業
額最大的產品名稱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
基本資訊

工廠 /製造場所規模 填寫確實 □ □

工廠登記編號 與公示查詢相符 □ □

工廠 /製造場所名稱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地址 確實填寫 (含郵遞區號 ) □ □

電話號碼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聯絡
人 /職稱 /電子信箱 皆須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營業
狀態

填寫確實（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倉儲地址及電話 確實填寫 □ □

衛生管理 (專責 )人員
(代表人 ) 資訊 依公告類別 *1確實填寫 □ □

專技人員 (代表人 )資
訊

依公告類別 *2確實填寫 □ □

產品選填 食品添加物業者
確實填寫，後續須填寫產
品資訊

□ □

受託代工資訊 有無受託代工
若有，應填寫受託代工資
訊

□ □

其他
其他有關製造行為之
說明填寫

確實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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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場稽查結果：□合格□不合格□其他

受檢業者代表：                                  
                    

查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具結：本廠 (店 )(人 )接受稽查時並無發生金錢財物短少及其他任何損害情事

*1. 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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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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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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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製造及加工業 -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

製造及加工業（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含塑膠類材
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
裝業」

□ □

製造場所 /工廠
登記 /委託代工
資訊 (可複選 )

有製造場所且有工廠
登記 確實選填並符合實際狀

況

□ □

有製造場所但無工廠
登記

□ □

委託他廠代工
若有，應填寫代工廠資
訊

□ □

營業額最大之
產品類別及名
稱

公司 /商業登記營業額
最大的產品類別填寫

確實填寫 □ □

公司 /商業登記營業額
最大的產品名稱填寫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
基本資訊

工廠 /製造場所規模 填寫確實 □ □

工廠登記編號
確實填寫且申請與公示
查詢相符

□ □

工廠 /製造場所名稱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地址 確實填寫 (含郵遞區號 ) □ □

電話號碼 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聯絡人
/職稱 /電子信箱 皆須確實填寫 □ □

工廠 /製造場所營業狀
態填寫

填寫確實（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衛生管理 (專責 )人員
(代表人 ) 資訊

依公告類別 *1確實填
寫

□ □

專技人員 (代表人 )資
訊

依公告類別 *2確實填
寫

□ □

原料 /產品及其
供應商資料

原料名稱 中英文名稱或 CAS No擇
一登錄

□ □

原料 /產品供應商名
稱

確實填寫 □ □

原料 /產品廠牌型號 確實填寫 □ □

代工資訊 有無受託代工
若有，應填寫受託代工
資訊

□ □



75

原料 /產品種類 原料 /產品說明種類 確實填寫 □ □

其他
其他有關製造行為之
說明填寫

確實填寫 □ □

四、現場稽查結果：□合格□不合格□其他

受檢業者代表：                                  
                    

查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具結：本廠 (店 )(人 )接受稽查時並無發生金錢財物短少及其他任何損害情事

*1. 依據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1條第 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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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2條第 1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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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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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餐飲業

餐飲業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餐飲業者」 □ □

餐飲製造場所 /
工廠登記 /委託
代工資訊 (可複
選 )

有餐飲場所且有工廠 /
製造場所

確實選填並符合實際狀
況

□ □

有餐飲場所但無工廠 /
製造場所

□ □

有餐飲場所且委託他
廠代工

□ □

無餐飲場所 □ □

無餐飲場所但有其他
提供餐飲之地點

□ □

餐飲場所基本
資料

餐飲場所連鎖型態資
訊

確實填寫 □ □

餐飲場所規模 確實填寫 □ □

餐飲場所地址 確實填寫 (郵遞區號 ) □ □

分店 /餐飲場所名稱 確實填寫 □ □

電話號碼 確實填寫 □ □

餐飲場所聯絡人 /職
稱 /電子郵件 皆須確實填寫 □ □

餐飲場所營業狀態
確實填寫（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餐飲業態 確實填寫 □ □

餐飲相關持證人數 確實填寫 □ □

供應學校與供應家數
資訊

確實填寫 □ □

統一編號資訊
確實填寫，並符合實際
狀況 □ □

連鎖店 /同一地
址有多個餐飲
場所

無連鎖店 /有直營連
鎖店 /有加盟連鎖店 /
同一地址有多個餐飲
場所

確實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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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餐飲場所但
有其他提供餐
飲之地地點資
訊

餐飲地點規模 確實填寫 □ □

餐飲地點地址 確實填寫 (含郵遞區號 ) □ □

電話號碼 確實填寫 □ □

餐飲場所聯絡人 /職
稱 /電子郵件 皆須確實填寫 □ □

餐飲場所營業狀態
填寫確實（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餐飲業態 確實填寫 □ □

餐飲相關持證人數 確實填寫 □ □

供應學校與供應家數
資訊

確實填寫 □ □

統一編號資訊
確實填寫，並符合實際
狀況 □ □

無餐飲場所 確實選擇 □ □

四、現場稽查結果：□合格□不合格□其他

受檢業者代表：                                  
                    

查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具結：本廠 (店 )(人 )接受稽查時並無發生金錢財物短少及其他任何損害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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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業

輸入業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輸入業」 □ □

辦公聯絡資訊
實際辦公地點 確實填寫 □ □

實際辦公地點電話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資料

輸入產品類別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狀態 確實填寫 □ □

輸入用途 確實填寫 □ □

受託輸入情形 確實填寫 □ □

販售產品狀態 確實填寫 □ □

倉儲或存放資
訊

倉儲或存放地點
確實填寫 (有 /無倉儲
或存放地點 ) □ □

倉儲或存放地點型態
確實填寫 (自有 /租用 /
委託進口廠商 ) □ □

非自有倉儲之廠商名
稱

確實填寫 □ □

倉儲 /存放地址及電
話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之國內通路
品牌名稱

確實填寫 □ □

衛生管理 (專
責 )人員 (代表
人 ) 資訊

專責人員姓名 確實填寫 □ □

輸入業 (食品油脂類 )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輸入業」 □ □

辦公聯絡資訊
實際辦公地點 確實填寫 □ □

實際辦公地點電話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資料

輸入產品類別 □ □

輸入產品狀態 □ □

輸入用途 □ □

受託輸入情形 □ □

販售產品狀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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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儲或存放資
訊

倉儲或存放地點
確實填寫 (有 /無倉儲
或存放地點 ) □ □

倉儲或存放地點型態
確實填寫 (自有 /租用 /
委託進口廠商 ) □ □

非自有倉儲之廠商名
稱

確實填寫 □ □

倉儲 /存放地址及電
話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之國內通路
品牌名稱

確實填寫 □ □

來源製造廠商
資料

產品名稱 確實填寫 □ □

製造商名稱 確實填寫 □ □

製造商地址 確實填寫 □ □

來源國別 確實填寫 □ □

衛生管理 (專
責 )人員 (代表
人 ) 資訊

專責人員姓名 確實填寫 □ □

輸入業 (食品添加物 )
※食品添加物業別需填寫後附件「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查核表」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食品輸入業
(食品添加物 )」 □ □

辦公聯絡資訊
實際辦公地點 確實填寫 □ □

實際辦公地點電話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資料 輸入用途 確實選擇 (自用 /販售 ) □ □

倉儲或存放資
訊

倉儲或存放地點
確實選擇 (有 /無倉儲
或存放地點 ) □ □

倉儲或存放地點型態
確實選擇 (自有 /租用 /
委託進口廠商 ) □ □

非自有倉儲之廠商名
稱

確實填寫 □ □

倉儲 /存放地址及電
話

確實填寫 □ □

輸入產品之國內通路
品牌名稱

確實填寫 □ □

產品選填 食品添加物業者
確實填寫，後續須填寫
產品資訊

□ □

衛生管理 (專
責 )人員 (代表
人 ) 資訊

專責人員姓名 確實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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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含塑膠類材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裝業）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含塑膠類材
質之食品器具容器及包
裝業」

□ □

辦公聯絡資訊
實際辦公地點 確實填寫 □ □

實際辦公地點電話 確實填寫 □ □

原料 /產品及其
供應商資料

原料名稱
中英文名稱或 CAS No
擇一登錄

□ □

原料 /產品供應商名稱 確實填寫 □ □

原料 /產品廠牌型號 確實填寫 □ □

產品種類 產品種類填寫

確實填寫下列資訊
1. 食品容器具：水壺
(杯 )/餐盒 (含保鮮盒 )/
奶瓶 /碗類 /盤類 /蝶
類 /刀類 /叉類 /匙類 /
筷子類 /吸管類 /押頭
類 /瓶類 /容器具配件 /
其他
2. 食品包裝：膜類 /袋
類 /其他

□ □

四、現場稽查結果：□合格□不合格□其他

受檢業者代表：                                  
                    

查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具結：本廠 (店 )(人 )接受稽查時並無發生金錢財物短少及其他任何損害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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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販售業

販售業

查核項目 查核重點

查核
結果 不符合事項說明

是 否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販售業」 □ □

販售類別 產品類別 確實填寫 □ □

衛生管理 (專
責 )人員 (代表
人 ) 資訊

專責人員姓名 確實填寫 □ □

販售業 (食品添加物 )
※食品添加物業別需填寫後附件「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查核表」

登錄類別 登錄類別填寫
確實選擇「販售業 (食
品添加物 )」 □ □

倉儲聯絡資訊 倉儲地址及電話 確實填寫 □ □

販售場所資訊

場所類型
確實填寫 (非連鎖 /直
營 /加盟 ) □ □

聯絡地址及電話 填寫確實 □ □

電話號碼 填寫確實 □ □

販售場所聯絡人 /職
稱 /電子信箱 皆須填寫確實 □ □

販售場所營業狀態
填寫確實（營業中 /停
業 /歇業） □ □

統一編號資訊
確實填寫，並符合實際
狀況 □ □

產品選填 食品添加物業者
確實填寫，後續須填寫
產品資訊

□ □

衛生管理 (專
責 )人員 (代表
人 ) 資訊

專責人員姓名 確實填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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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現場稽查結果：□合格□不合格□其他

受檢業者代表：                                  
                    

查核人員： 日期：   
 
                                                 

年          月          日

業者具結：本廠 (店 )(人 )接受稽查時並無發生金錢財物短少及其他任何損害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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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查核表

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查核表

1.業者產品種類：  2.抽查比例： 3.抽查數量：

單方食品添加物：現場查核產品標示與平台資料是否相符。

(「輸」表示衛署添輸字第 000000號；「製」表示衛署添製字第 000000號，請直接圈選。)

許可證號 產品標示符合情形 許可證號 產品標示符合情形

1
輸 □ 符  合

6
輸 □ 符  合

製 □ 不符合 製 □ 不符合

2
輸 □ 符  合

7
輸 □ 符  合

製 □ 不符合 製 □ 不符合

3
輸 □ 符  合

8
輸 □ 符  合

製 □ 不符合 製 □ 不符合

4
輸 □ 符  合

9
輸 □ 符  合

製 □ 不符合 製 □ 不符合

5
輸 □ 符  合

10
輸 □ 符  合

製 □ 不符合 製 □ 不符合

複方食品添加物：

現場查核生產紀錄或進銷存紀錄、產品標示與平台資料是否相符。

產品中文名稱
用途分類登錄
符合情形

型態登錄符合
情形

產品之成分資
料登錄符合情

形

單方食品添加
物登錄符合情
形

產品標示符合
情形

1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2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3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4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5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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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料：

現場查核產品標示、生產紀錄或進銷存紀錄與平台資料是否相符。

產品中文名稱
產品類別分類
登錄符合情形

用途分類登錄
符合情形

型態登錄符合
情形

產品標示符合
情形

1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2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3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4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5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符  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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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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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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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enBookFadenBook))

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

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目錄目錄

4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5.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6. 業者書面申請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電腦瀏覽器電腦瀏覽器))

55

�將本系統網址
加入瀏覽器允許
快顯的網站清單
Fadenbook.fda.
gov.tw

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

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目錄目錄

6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5.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6. 業者書面申請

附件二、食品業者登錄平台-衛生局後台管理操作說明

85



登入後台管理登入後台管理
系統網址為https://fadenbook.fda.gov.tw/adminadmin

77

�請輸入帳號、密碼及驗證碼後，按下【登入】鍵即可

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

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目錄目錄

8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5.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6. 業者書面申請

業者資料查詢業者資料查詢

99

�業者資料查詢程式，提供衛生局查詢轄區內業者登錄資料

工廠工廠//製造場所資料查詢製造場所資料查詢

1010

�業者資料查詢程式，提供衛生局查詢轄區內工廠/製造場所資料

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

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目錄目錄

11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5.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6. 業者書面申請

業者資料查詢業者資料查詢

1212

�業者資料查詢程式，提供衛生局查詢轄區內食品添加物業者登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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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工廠//製造場所資料查詢製造場所資料查詢

1313

�業者資料查詢程式，提供衛生局查詢轄區內食品添加物工廠/製造場所資料

添加物綜合查詢添加物綜合查詢

1414

�添加物綜合查詢程式，提供衛生局查詢轄區內食品添加物產品資料

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

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目錄目錄

15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5.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6. 業者書面申請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11

16

�使用此程式可查看轄區內業者自行填寫的食品添加物成分(沒有使用正面
表列規定的成分名稱)，並進行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程式預設自動帶出「待衛生局檢核」、「FDA回覆通過」、「FDA回覆
不通過」的添加物產品資料。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22

�此時可看到該筆添加
物產品及成分資料，在
成分狀態顯示「待檢核」
表示該筆成分不在正面
表列內，需由衛生局檢

17

表列內，需由衛生局檢
核確認。

�若檢核不通過或無法
核判，請將原因填寫在
「檢核不通過或無法核
判原因說明」欄位。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33

�下方提供五個功能鍵

(1) 暫存：儲存資料。

(2)檢核通過：表示業者
自行填寫的成分經衛生
局檢核確認准用。

(3) 檢核不通過：表示
業者自行填寫的成分經

18

業者自行填寫的成分經
衛生局檢核確認不准用。

(4) 請FDA釋疑：若無
法確認業者自行填寫的
成分是否准用，可請
FDA進行釋疑。

(5) 取消並返回：取消
本次作業並返回前一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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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44

19

�當FDA有回覆釋疑的結果後，在列表的「產品狀態」欄位可查看
回覆結果，分為「FDA回覆通過」或「 FDA回覆不通過」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55

�FDA提供釋疑回覆後，
需由衛生局回覆業者，
因此請按下【檢視】鍵
後，點選【檢核通過】
或【檢核不通過】。

20

壹、系統功能架構

貳、登錄平台操作說明

1. 初次使用系統前設定

2. 登入後台管理

3. 業者及工廠資料查詢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目錄目錄

21

4. 食品添加物資料查詢

5. 食品添加物成分檢核

6. 業者書面申請

業者書面申請業者書面申請--11

2222

�業者書面申請程式，提供衛生局協助轄區內業者進行書面資料登錄，

登錄完成後必須由業者自行使用憑證登入食品業者登錄平台進行資料

內容的確認。

業者書面申請業者書面申請--22

2323

�請至少填寫畫面上紅色星號(*)之必填欄位，填寫完後請按【儲存】鍵。

業者書面申請業者書面申請--33

2424

�儲存成功後畫面上會出現「至前台編輯」的功能鍵，請按下【至前台
編輯】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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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書面申請業者書面申請--44

�此時系統將進入食

品業者登錄平台(前

台業者登錄頁面)，

請按【儲存/下個步

驟】接續填寫營業項

目。

2525

目。

�後續填寫請見「業

者登錄操作說明」簡

報資料。

Q&AQ&A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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