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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之食品衛生管理架構

簡希文

衛生署食品衛生處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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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大綱

前言

食品衛生管理組織架構與職掌

食品衛生管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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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管理趨勢食品衛生管理趨勢

具備國際觀的管理者具備國際觀的管理者

建立自主管理的業者建立自主管理的業者

強調健康理性的消費者強調健康理性的消費者



4

食品衛生管理的關鍵食品衛生管理的關鍵

政 府
(監督輔導教育）

食品業者
(自主管理)

消 費 者
(消費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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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組織架構與職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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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管理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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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

農業委員會

財政部

環境保護署

公平會

消保會

經濟部

商業司

工業局

國際貿易局

標準檢驗局

藥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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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局

中醫藥委員會

學術研究單位

民間實驗室

地
方
衛
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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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職掌衛生署食品衛生處職掌

目標：維護飲食安全，保障國民健康

食品衛生政策訂定及推動

食品衛生法規研擬修正

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管理

國民營養政策訂定及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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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政策訂定及推動

食品衛生調查及相關衛生標準之訂定

台灣地區食品中污染物資料庫之建立

食品標示管理

食品衛生教育推廣

食品業者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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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法規研擬修正

食品衛生管理法

健康食品管理法

營養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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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法規研擬修正

食品衛生管理法

食品衛生管理法施行細則

食品中戴奥辛處理規範

食品衛生標準(38類)

食品添加物使用範圍及限量(17類)

殘留農藥安全容許量

非傳統食品原料安全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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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相關法規研擬修訂

食品衛生管理法 (續)

輸入食品查驗辦法

食品良好作業規範

食品工廠之建築及設備之標準

食品製造工廠衛生管理人員設置辦法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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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管理

辦理農畜水產品衛生安全管理

推動食品業者自主衛生管理

推動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制度(HACCP)
推動食品安全監控系統

強化餐飲衛生管理

推展優良食品標誌制度

強化輸入食品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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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管理

辦理上市前查驗登記

健康食品

特殊營養食品

輸入膠囊錠狀食品

食品添加物

基因改造(GMO)食品
強化不法廣告及標示稽查

低酸性罐頭食品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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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營養政策訂定及推動

國民營養調查及相關營養標準之訂定

台灣地區食品營養成份資料庫之建立

營養標示管理

國民營養教育推廣

瘦身美容業者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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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衛生局職掌縣市政府衛生局職掌 (1)(1)

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管理食品衛生安全及品質管理

建立轄區食品業者資料庫

協助食品業者建立自主管理制度

市售食品稽查、抽檢及追蹤管理

管理轄區食品中毒資訊及通報

提供轄區民眾食品衛生資訊及教育宣導

協助轄區學校校內食品衛生管理制度之建立

處理民眾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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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衛生局職掌縣市政府衛生局職掌 (2)(2)

國民營養政策之執行國民營養政策之執行

國民營養調查之實施

市售特殊營養品稽查管理

轄區民眾國民營養宣導教育

瘦身美容業者輔導及民眾宣導

轄區營養師執業管理

受理民眾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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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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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品邊境管理 (1)
管理原則：依照食品可能造成的危害程度

及產品過往的安全紀錄進行風

險評估、分級查驗

法源依據：輸入食品查驗辦法

查驗機關：衛生署委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

查驗範圍：衛生署公告之產品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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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查驗方式

一般抽批查驗
2~5%

加強抽批查驗
20~50% 逐批查驗

衛生項目

不合格

衛生項目

不合格

逐批查核
經連續5批查核合格後，
則恢復原查驗方式

未抽中，曾經
標示不合格

連續5批3倍
量檢驗合格

連續5批3倍
量檢驗合格

檢附檢驗報告
留置檢驗
自付檢驗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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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地風險管理

一般查驗方式：以抽批查驗為原則

加強管制措施：

依據查驗結果針對產地進行風險評
估，採取加強抽批查驗(20~50%)或
逐批查驗

國際食品安全訊息：專人上網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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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食品安全事件之處理

查證事件之始末，儘速取得最正確資訊。

查證嫌疑食品之進口相關紀錄。

如嫌疑食品已進入國內市場，立即要求暫
停販售，依資訊情節，下架、回收或檢驗
再判。

發布新聞，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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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衛生檢驗項目

防腐劑

漂白劑

人工著色劑

人工甘味劑

其他

(環境污染物 )

動物用藥殘留

農藥殘留

重金屬

病原菌

黃麴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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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查驗不合格食品之處理

改善

退運

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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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國源頭管理

♣ 同產地之相同產品，自發現不符合規

定之紀錄起六個月內，檢驗不符合規

定達三次，衛生署得請輸出方官方說

明不合格原因、改善計畫及預防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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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計畫

原因分析及改善措施

輸出國法規及輸出管理制度

製程管控及產品監視之官方管制措
施及檢驗報告

合格廠商名單

逐批檢附衛生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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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場至餐桌全程控管從農場至餐桌全程控管

農作物

施用農藥 採收

批發市場

零售市場消費者

農
業
機
關

衛
生
機
關

農業機關通知批發
市場拒絕交易

衛生機關依法沒入

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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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性產品之管理動物性產品之管理

農委會(養殖、屠宰)

動物疾病管理

屠宰衛生管理

飼料管理

動物用藥品管理

衛生署(加工、販售)

動物用藥殘留管理
工廠良好作業規範
食品添加物管理

衛生署(加工、販售)

動物用藥殘留管理
工廠良好作業規範
食品添加物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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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實源頭管理合作機制

成立衛生署、農委會、環保署三機
關副首長會報之機制，提昇跨部會
協調工作效率。

三機關業務資源互相流通、共享。

共同研訂「環境保護與食品安全通

報及應變處理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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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市面流通食品管理
總目標 執行策略及方法

1.落實食品安全
源頭管理制度

1.落實食品安全
源頭管理制度

推動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推動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推動食品追溯系統推動食品追溯系統

農委會推動產銷履歷制度農委會推動產銷履歷制度

加強市售產品抽驗機制
輔導業者自主管理
發現新興問題

加強市售產品抽驗機制
輔導業者自主管理
發現新興問題

2.健全市售產品之
監測機制

2.健全市售產品之
監測機制

3.整合國際食品安
全通報系統功能

3.整合國際食品安
全通報系統功能

國內外不合格食品資訊通報系統
建立預警及緊急處理能力

國內外不合格食品資訊通報系統
建立預警及緊急處理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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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衛生食品衛生vs.vs.公平交易公平交易

食品衛生管理法

p立法宗旨：

管理食品衛生安全
及品質，維護國民
健康

公平交易法

p立法宗旨：

維護交易秩序與消
費者利益，確保公
平競爭，促進經濟
之安定與繁榮

案例：果汁濃度不足、假魚翅

商品包裝或外觀抄襲其他品版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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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消費者教育加強消費者教育

加強食品衛生及國民營養教育

建立理性認知、聰明消費概念

提供多元食品衛生、國民營資訊及相關諮

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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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結語

源頭管理

許給民眾安心安全的飲食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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