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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什麼是惡意的食品污染行為？

3. 治理此種犯罪行為的現況暨挑戰

1. 食品供應鏈的實質形貌？



供應鏈的形貌



惡意的食品污染行為

1. 犯罪行為人是食品供應鏈以外的個人或組織

2. 可具有政治、宗教等訴求，但非必要條件

3. 可具有獲取經濟利益之意圖，但未必要有

4. 著手實行破壞食品原有品質之行為(客) 

5. 致不特定多數人健康受損或有損害之虞(主)



(續) 

判斷：哪個階段最脆弱 vs. 哪個階段威脅最大



如何治理？

原則：

(1)後階段的污染行為：

側重懲罰，以收嚇阻之效為目的。

(2) 前階段的污染行為：

側重威脅的評估、風險的預防 & 損害結果的限縮。



個案 1：美國

(1)FDA業務太多，資源太少；

(2)裂解式的行政結構；

(3)行政管轄權不清



個案 2：EU

(1)由上至下；

(2) 分工過細；

(3) 任務執行時權力分散



(1) 普世性的合作深度不足；

(2) 雙邊性的合作發展不均

個案 3：國際社會



分析& 建議

1.以「危害」為軸心的治理，只能處理意外的污染，無
法因應惡意的污染

2. TACCP是可以借鑑參考之治理模式，



結論

• 以「法益」為基礎的區分有益我們掌握惡意污染食品
的行為；

• 惡意污染的行為具有危險犯的本質，而供應鏈中不同
階段面對的威脅程度有別。務實的做法是用個別化的
措施來提升不同階段的安全係數；

• 在上游階段，強化安全係數的方式可以由政府加重業
者責任，或是由政府加強監督與抽查，或是由政府提
供資訊交流的平台與即時通報機制。



Thank You so Very Much
Any Feedback or Question is apprecia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