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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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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管理政策原則 

近期規劃、預告措施與加強宣導事項 
水產品與乳製品實施系統性查核 

水產品貝類檢附證明文件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管理 

輸入業者管理 
新增應實施追溯追蹤輸入產品類別 

新增應實施強制檢驗與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輸入業者 

逾期食品加強管理 

業者自主通報義務 

資訊科技與網路運用 
五非系統及食品雲 

以非食品用途名義未經食品輸入查驗輸入產品之管理 

國際警訊、邊境查驗不合格資訊、管理法規與措施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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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查驗 
批數 

總淨重 
(萬公噸) 

檢驗 
批數 

檢驗比率
(%) 

檢驗不合
格批數 

檢驗不合
格率(%) 

100 420,602 717.7 29,801 7.09 289 0.97 

101 461,665 754.5 38,793 8.40 467 1.20 

102 514,710 713.3 38,460 7.47 557 1.45 

103 616,286 796.6 48,704 7.90 664 1.36 

104 640,003 900.5 50,149 7.84 953 1.9 

105 675,064 923.5 52,725 7.81 915 1.74 

100-105年度輸入食品查驗統計 



排名 中分類 
報驗 

批數 

檢驗批數
及比例

(%) 

不符合
批數及
比例(%) 

主要不
符合檢
驗項目 

常見品項 國家 

1 
FC11-生鮮冷
藏冷凍蔬菜 

37,836 
3970 

(5.9) 

234 

(5.9) 

殘留農
藥 

白菜、 

洋蔥 

美國、 

日本 

2 
FC21-生鮮冷
藏冷凍水果 

29,634 
3166 

(10.7) 

107 

(3.4) 

殘留農
藥 

蘋果、 

櫻桃 

日本、 

美國 

3 
FE01-食品器
具 

91,947 
2187 

(2.4) 

68 

(3.1) 

耐熱溫
度與標
示不符 

運動水壺、
微波餐盒 

中國大陸、
日本 

4 FC34-香辛料 3,849 
414 

(10.8) 

63 

(15.2) 

殘留農
藥 

辣椒粉、
綠荳蔻 

中國大陸、
泰國 

5 
FC33-藥食兩
用 

2,955 
540 

(18.3) 

52 

(9.6) 

殘留農
藥、漂
白劑 

枸杞、 

薄荷 

中國大陸、
越南 

105年度檢驗不合格產品前五大類別 

及其不合格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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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進口量 

年份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批數 355,455 409,408 420,601 461,665 514,710 616,286 640,011 675,064 

總淨重 

(萬公噸) 
700.7 725.6 717.7 754.5 713.3 796.6 918.6 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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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輸入概況(以批數計)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輸入
國家 

日本 
中國
大陸 

美國 泰國 越南 印尼 法國 菲律賓 韓國 義大利 德國 
紐西
蘭 

馬來
西亞 

澳大
利亞 

印度 加拿大 英國 
西班
牙 

新加
坡 

比利時 
其他
國家 

批數 154133 90924 83455 43383 30849 28344 28225 24090 19048 16914 13999 13908 13191 13071 9687 7970 6274 6055 5663 5256 60625 

占百
分比
(%) 

22.8 13.5 12.4 6.4 4.6 4.2 4.2 3.6 2.8 2.5 2.1 2.1 2.0 1.9 1.4 1.2 0.9 0.9 0.8 0.8 9 

總批數:675,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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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批數前20國，
佔總輸入批數
91%。 
•日本、中國大陸、
美國及泰國的輸入
批數佔55.1%。 
•我國輸入食品來源
國/地區眾多(逾165
個)，但集中在前20
個國家/地區 

日本 

22.8% 

中國大陸 

13.5% 

美國 

12.4% 

泰國 

6.4% 

越南 

4.6% 

印尼 

4.2% 

法國 

4.2% 

菲律賓 

3.6% 

韓國 

2.8% 

義大利 

2.5% 

德國 

2.1% 

紐西蘭 

2.1% 

馬來西亞 

2.0% 

澳大利亞 

1.9% 印度 

1.4% 

加拿大 

1.2% 

英國 

0.9% 

西班牙 

0.9% 

新加坡 

0.8% 
比利時 

0.8% 其他國家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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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輸入概況(以重量計)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輸入
國家 

美國 巴西 
澳大
利亞 

泰國 印尼 
中國
大陸 

越南 
馬來
西亞 

紐西
蘭 

加拿
大 

日本 
瓜地
馬拉 

韓國 印度 智利 
薩爾
瓦多 

俄羅
斯 

法國 
西班
牙 

義大利 
其他
國家 

百分
比 

37.3 13.3 8.2 7.1 6.3 5.2 2.5 2.3 2.3 1.6 1.4 1.2 1.0 1.0 0.9 0.7 0.6 0.6 0.6 0.5 5.2 

總重量:923.5萬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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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批數前20
國，佔總輸入重
量數94.8%。 
•美國、巴西的輸
入重量佔50.5%。 
•我國輸入食品來
源國/地區眾多(逾
165個)，但集中
在前20個國家/地
區 

美國 

37.3% 

巴西 

13.3% 
澳大利亞 

8.2% 

泰國 

7.1% 

印尼 

6.3% 

中國大陸 

5.2% 

越南 

2.5% 

馬來西亞 

2.3% 

紐西蘭 

2.3% 

加拿大 

1.6% 
日本 

1.4% 

瓜地馬拉 

1.2% 

韓國 

1.0% 

印度 

1.0% 

智利 

0.9% 

薩爾瓦多 

0.7% 

俄羅斯 

0.6% 

法國 

0.6% 

西班牙 

0.6% 

義大利 

0.5% 

其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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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輸入管理暨輸入查驗統計年報 

依年度統計分析，規劃次年度查驗計畫。 

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www.fda.gov.tw) > 業務專區 

> 食品 > 食品輸入管理 > 出版品及宣導品專區 > 

100年-104年輸入查驗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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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da.go
v.tw/TC/site.aspx?

sid=3369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369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369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369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3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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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林漁牧(原
產地) 

儲存/運輸 

出口 

國際運輸 

製造廠 

生產製造 

進口 

邊境查驗 

國內運輸/儲存 

終端消費者 

下游食品業者 

輸出國 

我國邊境 

國
內 
市
場 

整個生命週期: 
 產品應符合衛生標準:食安法§15~19 
 業者善盡自主管理(及食品業者強制登錄):食安法§7~8， 

包括確認境外原料/供應商，國際運輸、國內運輸及儲放、加工等 
 紀錄來源及流向資訊食安法§9、 § 32 

國
內
加
工 

開放輸入審查/境外查核: 
食安法§4、35、輸入食品
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 

衛生機
關稽查
(§41、
42、
42-1) 自輸入報驗時起，產品: 

中標(食安法§22、23、24、25、26、27、28)與廣告規定(§25、28) 
食品衛生安全監測、應主動查驗、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施
(§5) 

食品輸入
查驗: 
食安法
§30、
§33、§34) 
重大或突
發性食安
事件-限制
或停止輸
入查驗:食
安法§4、
第5款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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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之三管:管源頭、管邊境、管市場 

 
 
 
 
 

源頭管理 

輸入後 

後市場管理 

輸入時 

邊境查驗 

輸入前 

境外管理 

不符合規定 

不得輸入 

不符合規定 

產品下架銷毀 
加強邊境管理 

國際食品安全
警訊發生 

1.加強邊境管控措施 
2.若已有輸入，則追查流

向、下架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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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食品及相關產品之輸入管理(以產品類別區分) 

其他食品 
塑膠製奶瓶 

瓷製餐具廚具 
免洗筷 

肉品 

GM黃豆，玉米，甜
菜，油菜及棉花 

膠錠食品 
1歲以下嬰兒奶粉 
特殊營養食品 
單方食品添加物 

輸入前查驗
登記 

輸入時查驗 

輸入時查驗 

金屬餐具等 不需輸入查驗 

系統性查核
(輸入前審

查) 
輸入時查驗 

依食安法第35條 

依食安法第30條 

依食安法第30條 

依食安法第30條 

依食安法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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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食品邊境查驗 

法源依據： 
•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30條 
• 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依食安法第33條公
告) 

查驗範圍： 
   經公告應辦理輸入查驗產品 ，計2489號列。 
   (統計至105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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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 
•食品添加物 
•瓷製餐具 
•塑膠奶瓶 
•免洗筷 
•塑膠類重複性使用之微波用餐盒、保鮮盒及環保水杯 
•塑膠類重複性使用運動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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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進口稅則 
輸出入貨品分類表 

貨品分類號列 中文貨名 英文貨名 
第一欄稅

率 
第二欄稅率 

第三欄稅
率 

統計數量
單位 

統計重量
單位 

稽徵規
定 

輸入規定 輸出規定 

01012100003 馬，純種繁殖用 
Live horses, pure-bred 

breeding animal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401 B01  441  

01012900005 其他馬 Other live horse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B01    

01013000002 驢 Live asse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B01    

01019000009 騾及駃騠 live mules and hinnie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B01    

01022100002 牛，純種繁殖用 
Live cattle, pure-bred 

breeding animal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401 B01  441  

01022900004 其他牛 Other live cattle 5%  

0% 

(PA,GT,NI,SV,HN,NZ

,SG)  

10%  HED KGM R  B01 MW0    

01023100000 水牛，純種繁殖用 
Live buffalo, pure-bred 

breeding animal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401 B01  441  

01023900002 其他水牛 Other live  buffalo 5%  

0% 

(PA,GT,NI,SV,HN,NZ

,SG)  

10%  HED KGM R  B01 MW0    

01029010006 其他牛，純種繁殖用 
Other live bovine animals, 

pure-bred breeding animals 
2.5%  

0% 

(PA,GT,NI,SV,HN,NZ

,SG)  

2.5%  HED KGM   401 B01  441  

13 

中華民國 合訂本 



ＣＣＣ
號列 

貨  名 輸入規定 

0203.22.00.

00-9  
冷凍帶骨之豬腿肉、
肩肉及其切割肉 

B01 

F01 

MW0 

0206.21.00.

00-7  
冷凍牛舌 113 

B01 

F01 

MW0 

1901.10.00.

10-4 
嬰兒奶粉（含較大嬰
兒奶粉）、嬰兒奶水，
供零售用 

501 

F01 

2106.90.99.

20-8  
錠劑、膠囊狀食物製
品  

511 

F01 

3204.12.10.

10-0  
酸性食用染料 508 

衛福部(食藥署) 

F01：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
向衛福部食藥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F02：如屬食品、食品器具、食品容器或包裝、食品
用洗潔劑等食品相關用途或含有前述物品者，
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查驗辦法」規定，
向衛福部食藥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防檢局 

B01：應依農委會防檢局檢疫規定辦理輸入檢疫。 

經濟部國貿局 

113：自美國或加拿大進口時，應向經濟部國際貿易
局申請輸入許可證。 

501：應檢附衛生福利部同意文件。 

508：進口食品添加物、香料或複方食品添加物、進
口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依Ｆ０１規定辦
理；進口非供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用途者，於進
口報單填列專用代碼DH999999999508，免依
上述規定辦理。 

511：進口錠劑、膠囊狀食物製品，應檢附衛生福利 

          部許可文件。 

8XX：為複合式輸入規定，依進口產品類別之相關  

            規定辦理。 

MW0：大陸物品不准輸入 

MP1：大陸物品有條件准許輸入 14 

貨品分類號列基於課徵關稅目的，
將貨品分類 

非依食品類別用途等性質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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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產品經檢驗結果不符合規定者，食藥署依食安法
第52條規定，公布不合格產品資訊。 (每週二) 

2.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http://consumer.fda.gov.tw >整合查詢中心>
食品>違規資料查詢>不合格食品資訊查詢 

1.食品藥物管理署http://www.fda.gov.tw 首頁>消費者資訊>不合格食品資
訊>邊境查詢>不合格食品資訊查詢 

不合格產品資訊公布(一) 

20 

http://consumer.fda.gov.tw/
http://www.fda.gov.tw/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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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產品資訊公布於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
網(http://consumer.fda.gov.tw/People.aspx) 

路徑：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整合查詢中心/

食品/違規資料查詢/邊境檢驗不符合食品資訊查詢 

16 

不合格產品資訊公布(二) 

21 

http://consumer.fda.gov.tw/Peopl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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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國際警訊監控(一) 

訊息來源: 

• 各國衛生主管機關網站(美國農業部食品安全檢查署、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紐澳食品標準局等) 

• 本署於「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發布之「消費者
紅綠燈-國際食品警訊」 

疑似已輸入產品查處 

• 本署通知輸入業者及衛生局 

• 業者回報: 
 非屬外國回收產品→回報→結案 

 屬外國回收產品→下架回收→衛生局監督銷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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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警訊監控(二) 

本署於消知網發布
消費者紅綠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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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前之管理—境外源頭管理(一) 

• 輸入檢附出口國官方衛生證明(§33、查驗
辦法§4) 

• 核准輸台工廠清單(§35) 

• 開放輸入前系統性查核(§35) 

• 例行性境外查核(§35) 

• 雙邊協議 

• 國際警訊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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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核准輸台工廠清單、衛
生證明樣張及本署其他
管制措施內容可至官網
(http://www.fda.gov.
tw/TC/index.aspx)/業
務專區/邊境查驗專區
中查詢 

輸入前之管理—境外源頭管理(二) 
核准輸台工廠清單及檢附衛生證明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業務專區/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業務專區/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業務專區/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業務專區/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業務專區/
http://www.fda.gov.tw/TC/index.aspx)/業務專區/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開放輸入系統性查核 

• 食安法第35條(102年6月增訂) 
– 35條第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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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35條第2項訂定輸入食品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 

• 系統性查核制度 
– 審查輸出國之食品衛生安全管理體系與我國法規與
管理之等校性，包括書面審查(必要)與實地查核
(視情況) 
 輸出國管理架構、法規、監測計畫與能力及管理執行情

形 

 工廠依法規自主管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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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前之管理—境外源頭管理(三)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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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系統性查核介紹與規劃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 針對管控安全風險程度較高之食品，於開放輸入前實施
系統 

      性查核(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35I) 

※ 目前實施之產品類別:肉類及相關產品 

     (輸入食品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附表) 

   - 範圍:豬、羊、牛、禽等供食用動物之產品 

      - 排除:兩生類、爬蟲類、靈長類、水生哺乳動物類等其 

                  他非屬禽畜動物類及其產品。 

※ 規劃實施系統性查核之產品類別:其他動物性產品 

   - 乳製品 

   - 水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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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the Systematic Inspection for 

Import Food?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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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ill be systematically inspected? 

輸出國食品安全
衛生主管機關
(中央/地方) 

輸出國生產設施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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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開放
輸入 

申請輸入  

一、輸出國(地)食品衛生安 
    全管理體系或政府機關 
     監督措施有重大變革。 

二、輸出國(地)境內發生重 
    大食品衛生安全事件。 

三、輸出國(地)輸至我國或 
    其他國家之食品及其相 
    關產品，經輸入查驗有 
    嚴重違規情形。 

四、其他經認定輸出國(地) 

        食品及其相關產品有危 
    害食品衛生安全之虞情     
    形。 

When will the Systematic Inspection be 
conducted?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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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e Systematic Inspection 
processed? 

系統性查核 

一般肉品審查程序 
– 書面審查 
– 實地查核 

BSE發生國家牛肉及其產品審查
程序 
 

 
-書面審查 
-風險評估 
-實地查核 

成立專家諮詢會審查 



肉品及肉類產品(牛肉除外)輸入前食藥署審查程序圖 

提出申請 Step 1 
• 有意輸銷肉類及肉類產品至我國之國家(申請國)，應由申請國官方向我國輸入肉品申請案受
理窗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防檢局)提出申請。 

食品安全問卷書面審查 Step 2 
• 申請案經防檢局接受後，申請國主管機關應依食品安全問卷(food safety questionnaire)提送相
關資料，供食藥署進行書面審查。 

• 食藥署將視書面審查結果，請申請國提供補充說明資料。 
 

實地查核 Step 3 
•食藥署配合防檢局之規劃，共同赴申請國執行實地查核工作。 

跨部會溝通 Step 4 
• 食藥署及防檢局說明實地查核結果。 

• 如有必要，食藥署/防檢局將請申請國提供補充說明資料。 

確認開放 Step 5  
• 經由跨會溝通討論決定以下事項： 

• (1)開放之範圍。 

• (2)開放之時間點。 

• (3)開放輸入條件。 

肉類及肉類產品應先經我國公告為相關動物疫病非疫區，
相關申請及審查程序，請逕洽主管機關防檢局.    

備註：涉及牛海綿狀腦病(BSE)發生國家所生產之牛肉相關食品之開放
輸入申請，係由食藥署進行BSE衍生之食品安全部分進行審查及風險評
估，BSE發生國家如有意輸銷該國牛肉至我國，應依食藥署網站所公布
之申請程序，檢附相關資料並向食藥署提出申請。（參考連結網址：

http://www.fda.gov.tw/TC/siteList.aspx?sid=223). 32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食品安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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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七章節，119個問題 

第一章：法令規章 
第二章：組織架構 
第三章：政府管理制度 
第四章：廠場中畜禽肉產品之自主管 
                理計畫 
第五章：化學殘留物、污染物和微生 
                物管理制度 
第六章：實驗室 
第七章：進出口管理 

2014.11.修正實施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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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核准輸入之禽畜肉品 

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www.fda.gov.tw) > 業務
專區 > 邊境查驗專區 > 禽畜肉品管制措施  

29 

 

1.輸入非核准之肉類
產品不會受理報驗。 

2.輸入食品系統性查
核規劃納入「水產
品」及「乳製品」。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強化與落實輸入業者管理及輔導 
食品安全三級品管機制 

政府 

稽查 

第三方驗證機構查核 

食品業者自主管理 一級品管 

二級品管 

三級品管 

103年公告6大類食品業別 
104年將公告大宗物資等

業別 

第三方機構執行驗證 

食安法第7條 食品業者應實施自
主管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 

中央與地方衛生機關加
強稽查 

食安法第8條第5項 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應取得衛
生安全管理系統之驗證 

30 

食安法第41條 

食品業者是食品衛生安全最重要之關鍵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食安五環於輸入業之重點 

食品輸入業者加強
自主管理 

• 阻絕不符合食安
法規定之食品或
非准用物質流入
國內食品產銷體
系。 

• 建立監測計畫。 
• 建立追溯追蹤制

度。 
 

第一環「源頭控管」 第三環「加強查驗」 

加強輸入食品邊境
查驗 

• 針對高風險、高
違規、高關注產
品提高邊境查驗
機率。 

• 不合格產品公布
商號、商品名
稱、違法情節
等。 

強化食品輸入業者教育訓
練及輔導、座談 

36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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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溝通與教育訓練 
食藥署食品組食品輸入管理科主辦 

106年(至6月) 

   座談會4場、教育訓練9場 

105年 

   座談會15場、教育訓練24場 

104年 

   座談會6場、教育訓練 8場。 

103年 

   座談會7場、教育訓練3場。 

102年 

   輸入食品業者座談會6場。 

101年 

   輸入食品業者座談會3場。 

100年 

   輸入食品業者座談會5場。 

32 

102年6月食管法大修正 

100年食藥署接辦食品輸入邊境查驗 

104年起輸入業者全登錄、分階段實施追
溯追蹤及自主檢驗 

105年起要求上傳非追不可 

規劃107年實施輸入業者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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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規劃、預告措施與 

加強宣導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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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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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公告、預告及規劃措施與 

加強宣導事項 

水產品與乳製品實施系統性查核 

水產品貝類檢附證明文件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管理 

預告荷蘭、瑞典、日本牛肉進口規定 

輸入業者管理 
新增應實施追溯追蹤輸入產品類別 

新增應實施強制檢驗與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輸入業者 

逾期食品加強管理 

業者自主通報義務 

其他宣導事項 

 34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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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貝類檢附證明文件 

 

106年7月14日FDA食字第1051304509A號函 

 

函告「輸臺稅則號列0307項下號列之貝類產
品(詳如附件)，應檢附含有捕撈/養殖地資訊
之官方衛生證明文件，始得受理報驗」，預
計於107年1月1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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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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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 

 為強化輸入供食用貝類產品管理，105年4月19日函告「輸
臺稅則號列0307項下61個號列之貝類產品，應檢附含有捕
撈/養殖地資訊之官方衛生證明文件，始得受理報
驗。」。 

 於105年4月15日通報WTO(通知文件編號
G/SPS/N/TPKM/393)，將針對輸臺供食用貝類水產品實施
輸入檢附含捕撈/養殖地資訊之證明文件，並於105年6月
14日評論期滿。 

 對於檢附含有捕撈地資訊之貝類衛生證明，目前已獲多國
同意並提供樣張，故106年7月14日正式函告，訂於107年1

月1日起實施。 

將來發生某國特定水域污染警訊，可以針對該
區域產品進行管制，毋須對整個國家管制。 

41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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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愛知縣貝類警訊 

日本愛知縣政府網頁於106年4月25日公布麻痺性貝毒
檢查結果，其中幡豆海域之蛤蠣經檢出麻痺性貝毒超
標。 

本署處理方式 

查詢報驗系統(IFI)，針對曾自日本愛知縣輸入貝類
產品之輸入業者進行通知，並請輸入業者提供其輸
入產品之捕撈海域相關證明文件及聲明書。 

經相關輸入業者回復查詢結果與聲明書，我國自日
本輸入愛知縣之貝類產品均非來自幡豆海域。 

本署於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發布消費紅綠
燈，燈號為綠燈。  

37 

案例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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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類檢證施行號列-1 

38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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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貝類檢證施行號列-2 

44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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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及乳製品納入系統性查核 

• 水產品及乳製品納入實施系統性查核 

– 105.4.1第一次預告 

– 105.9.10第二次預告 

– 106.5.2第三次預告衛授食字第1061300919號預
告修正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

&id=22089) 

-106.7.○○公告，自於107.01.01起實施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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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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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品及乳製品預計實施範圍 

項目 備註 

水產品 

世界關務組織制定之國際商品統

一分類代碼(HS code)為03、1604、

1605項下之產品。 

 

 

左欄所列產品之輸入規定為

F01或F02者。 

乳製品 

世界關務組織制定之國際商品統

一分類代碼(HS code)為0401、

0402、0403、0404、0405、0406、

9806項下之產品 

 

 

 

 

左欄所列產品之輸入規定為
F01或F02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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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基因改造食品原料輸入管理 

42 

品項 實施日期 

基改及非基改黃豆及玉米食品原料 
等12項專屬號列 

103年11月1日正式實施 

基改及非基改油菜、甜菜及甜玉米食品原料
等16項專屬號列 

105年7月31日正式實施 

 食品業登錄： 
     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業者，應在登錄平台之輸入產品類別勾選基因改造食品原料 

 追溯追蹤： 
  1. 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業者，每月應在非追不可系統上傳進出貨資訊(數量與下游等) 

  2.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之業者，應依公告實施時程使用電子發票 

  3.食品業者應就輸入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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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法第32條) 

 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產品應標示 
  1.使用基因改造食品原料，應明確標示「基因改造」等字樣。 

  2.使用「非」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得標示「非基因改造」等字樣 

     惟非故意攙雜率若超過3%，即視為基因改造食品原料，則須標示「基因改造」等字
樣。 

輸入基改食品原料之業者及其產品之管理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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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改/非基改 檢附證明文件 

 

 

基改 

1. 出口國廠商(或供應商)出具之聲明文件：載明該批貨物(shipment)所含轉殖品系之國
際統一編號(unique identifier)或通用代號 (event)，文件上敘明「This shipment of 

○○○(soybeans, or corn, maize, sweet corn, colza, colza seeds, sugar beet) may contain 

genetically modified events as following……」，或相同意義之說明，文件上亦須載明
可與該批貨物連結之資訊；或 

2. 出口國廠商(或供應商)出具之發票(Invoice)或貨物裝載清單(Packing List)：列出該批
貨物所含轉殖品系之國際統一編號或通用代號。 

 

 

 

非基改 

1. 產品或原料IP(Identify Preservation)證明文件，應註明非基改等字樣或非基改品系；
或 

2. 可證明非基因改造產品之官方證明文件；或 

3. 產品或原料檢驗報告：檢測項目應涵蓋所有已通過查驗登記之基改品系，檢驗報告
如呈現基改攙雜率，且低於我國公告基改食品標示非有意攙入基改食品原料百分比
者，須提供非有意攙入之聲明；或 

4. 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之國家或國際有機認證機構(組織)認證之驗證機構核發之有
機證明文件；或 

5. 其他經食品藥物管理署指定文件。 

輸入基因改造食品原料(黃豆、玉米、油菜、甜菜)應向本署辦理
食品輸入查驗，並應檢附證明文件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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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荷蘭、瑞典、日本牛肉進口規定 

• 106.7.17 衛授食字第1061301743號預告
(http://www.fda.gov.tw/TC/newsContent.aspx?cid=5072&id=
22283) 

• 疑似或證實為牛海綿狀腦病病例牛隻或已證實牛
海綿狀腦病病例之同世代牛隻，其製成之牛肉與
相關產品不得輸入 

• 頭骨、腦、眼睛、脊髓、絞肉、內臟不得輸入，
包括攙雜前述項目之產品及附表三十六個號列項
下產品 

• 進口牛肉應依「進口牛肉檢疫及查驗作業程序」
接受源頭、邊境及市場端之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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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對輸臺牛肉之要求包括： 
– 需為來自通過官方獸醫屠前檢查之健康牛隻，不可以
是來自於罹患或疑似罹患牛海綿狀腦病等疾病之牛隻 

– 必須是來自30個月齡以下的牛隻(荷蘭僅申請12月齡以
下小牛肉輸臺，故荷蘭輸臺牛肉條件要求為12月齡以
下小牛肉) 

– 必須於屠宰時去除「特定風險物質」，並避免污染 

– 必須是合格輸臺工廠所生產 

– 必須每一批產品都在輸出國官方獸醫監督下生產，確
認產品符合輸臺規定 

– 必須每一批產品都檢附輸出國官方獸醫簽發之衛生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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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荷蘭、瑞典、日本牛肉進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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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管理 

新增應實施追溯追蹤輸入產品類別 

新增應實施強制檢驗與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輸入
業者 

逾期食品加強管理 

業者自主通報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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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管理 

新增應實施追溯追蹤輸入產品類別 

47 

 推動食品產業導入追溯追蹤系統已為食安管理趨向，透
過食品原材料供應及產品流向資訊追溯追蹤體系之建
立，以強化食品管理模式。 
 

 依據食安法第9條規定，衛福部近期擬預告修正「應建
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草案，新增具商業、
公司或工廠登記之「農產植物、菇(蕈)類及藻類製品輸
入業者」分階段強制實施追溯追蹤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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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管理 
新增應實施追溯追蹤輸入產品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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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期程: 
• 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自107年1月1日起實施。 
• 電子申報至非追不可系統: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 
• 使用電子發票:自110年1月1日起實施。 
 
 實施範圍: 
由「食品藥物業者登錄平台」之「食品輸入類別之貨品分類號列
對照一覽表」查詢，輸入屬食用花卉及蔬菜類(共148項貨品稅則
號列)或水果類(共181項貨品稅則號列)者外，尚包括157項輸入
貨品之稅則號列，可至「應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系統之食品業者」
QA問答集中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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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管理 
新增應實施強制檢驗與食品安全監測計畫之輸入業者 

49 

 應實施強制檢驗: 
 實施日期:自107年1月1日起實施。 
 新增輸入業別:肉類加工食品、乳品加工食品、水產品食

品、嬰幼兒食品及農產植物、菇(蕈)類、藻類製品等5類。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實施日期:自107年1月1日起實施。 
 新增輸入業別:輸入達一定量之食用油脂（5公噸）、肉類

加工食品（25公噸）、乳品加工食品（15公噸）、水產食
品（15公噸）、黃豆（40公噸）、玉米（150公噸）、麥類
及燕麥（460公噸）、茶葉（10公噸）、澱粉（60公噸）、
麵粉（20公噸）、糖（150公噸）、食鹽（15公噸）、醬油
（700公斤）、農產植物、菇(蕈)類及藻類製品（15公
噸）、嬰幼兒食品（1公噸）等15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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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預告：106年6月7日衛授食字第
1061301141號第二次預告修正「應訂定食品安
全監測計畫與應辦理檢驗之食品業者、最低檢
驗週期及其他相關事項」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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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實施食品安
全監測計畫之
輸入業者 

應實施自主檢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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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預告： 

針對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業別(輸入業)新增
規模之條件 

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輸入業
者，半年內（三個月內）或單一批次輸入達一
定量（含）以上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例如：食用油脂（5公噸）、肉類加工（25公
噸)。 

增列檢驗項目：其他衛生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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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輸入業者，半年內（三個月內）或單一批次輸入達一定量（含）以上者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食用油脂（5公噸）、肉類加工食品（25公噸）、乳品加工食品（15公噸）、水產
品食品（15公噸）、黃豆（40公噸）、玉米（150公噸）、麥類及燕麥（460公噸）、茶葉（10公噸）、澱粉
（60公噸）、麵粉（20公噸）、糖（150公噸）、食鹽（15公噸）、醬油（700公斤）。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實施日期(草案) 

 106年6月7日衛授食字第1061301141號預告 

業別 1食用油脂* 

2肉類加工食品* 
3乳品加工食品* 
4水產品食品* 

5食品 

添加物 

6特殊營
養食品 

7黃豆* 
8玉米* 
9麥類及
燕麥* 

10茶葉* 

11澱粉* 
12麵粉* 
13糖* 
14食鹽* 
15醬油* 

16茶葉 

飲料 

17非屬百貨公
司之綜合商
品零售業者 

輸入 

辦 理商業
登 記、公
司 登記或
工廠登記 

辦理商業登記、
公司登記或工
廠登記 

辦理商業
登記、公
司登記或
工廠登記 

所 有
取 得
查 驗
登 記
業者 

辦理商業登記、
公司登記或工廠
登記 

－ 
達 3家以上
綜合商品零
售業獨立門
市之連鎖品
牌，且資本
額≧3000萬
元 

製造 

工 廠登記 

且 資本額
≧ 3000 萬
元 

工 廠 登 記 且 

實施HACCP 

且資本額
≧3000萬元 

工廠登記 

且資本額
≧3000萬
元 

－ 

工廠登記且 

資本額≧3000萬
元 

實施
日期 

輸入107.1.1 

製造105.7.31 

輸入107.1.1 

製造105.7.31 

輸入
106.7.31 

製造
105.7.31 

106.7.31 107.1.1 

輸入
107.1.1 

製造
105.7.31 

 

105.7.31 
10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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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商業登記、公司登記或工廠登記之輸入業者，三個月內或單一批次輸入達一定量（含）以上者應訂定食品
安全監測計畫：農產植物、菇(蕈)類及藻類製品（15公噸）、嬰幼兒食品（1公噸）。 

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實施日期(草
案) 

 106年6月7日衛授食字第1061301141號預告 

業別 
18農產植物、菇(蕈)
類及藻類製品* 

19麵條、
粉條類
食品 

20食用醋 21蛋製品 

22非屬麵粉、澱粉之
農產植物、菇(蕈)類
及藻類磨粉製品 

23嬰幼兒
食品* 

細分類 

(1)冷凍、冷藏製品 

(2)脫水製品 

(3)醃漬製品 

(4)凝膠製品 

(5)餡料製品 

(6)植物蛋白及其製品 

(7)大豆加工製品 

－ － 

(1)液蛋 

(2)乾燥蛋品 

(3)醃漬蛋品 

(4)其他蛋品 

－ － 

輸入 
辦理商業登記、公
司登記或工廠登記 

－ － － － 

辦理商業
登記、公
司登記或
工廠登記 

製造 工廠登記且資本額≧3000萬元 － 

實施 

日期 

輸入107.1.1 

製造107.7.1 
製造107.7.1 

輸入
1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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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實施日期(草
案) 

 106年6月7日衛授食字第1061301141號預告 

業別 24調味品 
25烘焙炊蒸

食品 

26營養補
充食品 

27膳食
及菜餚 

28非酒精
飲料 

29巧克力
及糖果 

30食用
冰製品 

31餐盒
食品 

32其他
食品 

細分類 

(1)非屬醬油、
食用醋之
其他釀造
調味品 

(2)其他調味
品 

(1)麵包、
饅頭 

(2)其他烘
焙炊蒸
食品 

－ － 

(1)包裝
飲用
水 

(2)碳酸
飲料 

(3)其他
飲料 

－ － － － 

製造 工廠登記且資本額≧3000萬元 

實施 

日期 
108.1.1 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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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於符合食品相關法規規範前提下，依照風
險評估及危害分析與管制精神，就各產業
特性，於來源、製造、儲藏、銷售等各項
重要管制環節均訂有產品品質自主管理基
本要求。 

 

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是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56 

農林漁牧(原
產地) 

儲存/運輸 

出口 

國際運輸 

製造廠 

生產製造 

進口 

邊境查驗 

國內運輸/儲存 

終端消費者 

下游食品業者 

輸出國 

我國邊境 

國
內 
市
場 

整個生命週期: 
 產品應符合衛生標準:食安法§15~19 
 業者善盡自主管理(及食品業者強制登錄):食安法§7~8， 

包括確認境外原料/供應商，國際運輸、國內運輸及儲放、加工等 
 紀錄來源及流向資訊食安法§9、 § 32 

國
內
加
工 

開放輸入審查/境外查核: 
食安法§4、35、輸入食品
系統性查核實施辦法 

衛生機
關稽查
(§41、
42、
42-1) 自輸入報驗時起，產品: 

中標(食安法§22、23、24、25、26、27、28)與廣告規定(§25、28) 
食品衛生安全監測、應主動查驗、發布預警或採行必要管制措施
(§5) 

食品輸入
查驗: 
食安法
§30、
§33、§34) 
重大或突
發性食安
事件-限制
或停止輸
入查驗:食
安法§4、
第5款第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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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輸入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
計畫指引 

食品輸入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引(含自檢表
A、B版)-106年1月25日FDA食字第1051304585號函告
相關進出口同業公會、報關報驗公會 

 106年1月26日透過非登不可平台供之輸入業者 

食品輸入業者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引-A版&B版 

(首頁(www.fda.gov.tw) > 業務專區> 食品> 食品輸入管理) 

 106年針對食品業者實施食品安全監測計畫設有輔導計
畫，委託食品產業策進會執行，有需求者，可申請輔
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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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指引(6)-突發性事
件之因應與準備 

 訂定突發性事件應變程序(SOP)，並透過定期的模擬演
練，以熟悉各種議題(例如:新聞事件、食品安全事件、恐
怖攻擊或者國際疫情等)之應變程序。 

 於啟動突發性事件應變程序(SOP)時宜設置單一窗口進行
責任釐清並說明應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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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4日媒體報導歐洲雞蛋出口大國荷蘭在一批雞蛋驗出高濃度
的有毒殺蟲劑，引起荷蘭、比利時等周邊國家宣布回收數百萬顆雞
蛋，荷蘭當局也暫時查封當地180個農場，並展開刑事調查，據大陸
《中新社》報導，荷蘭每年出產多達110億隻雞蛋，逾半出口往其他
國家，當中以德國為主，荷蘭食物及產品安全委員會(NVWA)日前
警告，在一批雞蛋驗出高濃度的殺蟲劑芬普尼(Fipronil)。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6年8月7日於食品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發布消
費紅綠燈，經查荷蘭及歐洲其他國家雞蛋未有申請食品輸入查驗紀
錄，燈號為綠燈。 

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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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8月15日韓聯社報導，南韓本土產
雞蛋8月14日被檢出殺蟲劑成分芬普尼
（Fipronil），易買得、Homeplus、樂天
瑪特等三家主要大型超市旗下全部門店
以及多家零售商和便利店決定從15日起
暫停銷售雞蛋。 

依據報導，南韓本土產雞蛋昨天被驗出
含有殺蟲劑成分，上述三家大型超市決
定暫停銷售雞蛋，直到政府調查結果出
爐。擁有全南韓2120家分店的農協
Hanaro超市也決定停售雞蛋。 

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6年8月15日於食品
藥物消費者知識服務網發布消費紅綠
燈，經查韓國雞蛋未有申請食品輸入查
驗紀錄，燈號為綠燈。 

南韓本土雞蛋經檢驗含芬普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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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業者如果已自有管理系統及相關程序書，
是否須再撰寫一冊食品安全監測計畫書？ 
  

A：如食品業者現有相關文件已涵蓋食品安全監測計

畫指引內容， 則尚無需另外訂定一本食品安全

監測計畫書，惟應依據指引之 附件「食品安全

監測計畫自檢表(如製造業、輸入業、零售業)」

， 確認符合所有必備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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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64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輸入業者管理 
逾期食品加強管理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
之規定，逾有效日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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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機關依據食安法第41條進行查核，若發現該公司貯存
逾有效日期食品或食品添加物(即屬廢棄物)，未遵守食品
良好衛生規範準則附表二第四點及第六點之規定，詳實記
錄逾期食品之數量、處置方式及流向等，防止逾期食品回
流至食品鏈，除依前述規定處辦外；產品並依同法第52條
第1項第1款應予沒入銷毀。 

依食安法第7條第5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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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違反則依同
法第47條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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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業者管理 
自主通報義務 

食安法第7條 

衛福部公告之業者應訂定食品安全監測計畫、
自主檢驗。 

 上市、上櫃及其他衛福部公告之業者，應設置
實驗室，從事前項自主檢驗。(食安法明文)  

依據食安法第7條第5項規定，食品業者於發現
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時，應主動停止製
造、加工、販賣及辦理回收，並通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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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第7條依同法第47條，違者處新臺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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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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有危害衛生安全之虞 

依據食安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之規定，逾有效日期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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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者依同法第44條第1項第2款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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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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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案例1 

案發經過： 

台中清水區力勤農產公司涉嫌販售過期肉品案由檢舉人於106年4

月21日向衛福部提出檢舉，台中市政府衛生局是在4月26日自其他
管道獲知此一訊息，隨即於當天與次日前往稽查，當場查封「冷
凍去骨豬肉」、「冷凍豬腸」及「冷凍雞腿」三項有疑慮產品共1

萬5608.4公斤。 

台中市衛生局依上月26日查獲現場有3個多月的冷凍雞腿，和剪掉
標籤的過期1年冷凍豬腸，業者在肉品過期後仍販賣，針對兩案依
違反食安法販賣、儲存逾期品，各開罰3百萬，共開出6百萬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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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案例2 

案發經過 

食藥署106年5月9日配合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
並會同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及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
調查處等單位，至「維格餅家股份有限公司」位
於五股的工廠進行搜索稽查，現場查獲該公司塗
銷產品有效日期之工具，經士林地檢署押回該公
司相關人員，其坦承確實有將門市部之即期產品
以酒精塗銷有效日期後，重新打印並販售。 

本案目前持續追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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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案例3 

案發經過 

食藥署南區管理中心106年5月3日配合臺灣高雄
地方法院檢察署並會同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
七總隊、高雄市政府衛生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等單位，至「春橋田股份有限公司」及
「台○有機有限公司」營業處所及製造加工場所
同步進行搜索稽查，現場查獲該公司涉嫌將逾期
食品原料分裝，並重新打印延長有效日期後再行
販售。 

本案目前持續追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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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法案例4 

 案發經過: 

105年5月17日食藥署偕同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與檢警，至「漁
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之工廠及倉儲等5處進行搜索。於該
公司工廠處倉庫冷凍櫃內查獲違規貯存逾期或未標示有效日
期產品總計33項，並於包裝作業區查獲去漬油、抹布等疑似
用於塗改有效日期字樣之證物，現場封存產品總計約250公
斤。 

 違規處分： 

漁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違規產品數量眾多，數量總計已超過174公
噸以上，該公司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第1項第8款規
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依同法第44條規定並參酌衛生福利部於105

年5月12日公告之「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4條第1項罰鍰裁罰標

準」，重處「漁洋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1,548萬元罰
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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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違法竄改有效日期或販售過期食
品原料案件層出不窮，本署已針對相
關案件加強稽查，再次呼籲，調配、
包裝、貯存、販賣逾有效日期之食
品，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

條第1項第8款規定，依同法第52條應
予沒入銷毀；並可復依第44條處新臺
幣6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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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食品有效日期之資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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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有效日期之管理法規 

• 市售包裝食品應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22條第1項第7款及第24條第1項第6

款標示有效日期。 

• 依據「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15條規
定，成品有效日期之訂定，應有合理依
據，必要時，應為保存性試驗。 

• 依據「食品及其相關產品追溯追蹤系統管
理辦法」建立之追溯追蹤系統，有效日期
為其管理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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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有效日期的訂定與考量因子 

• 必須依據食品組成分、製程及運輸、儲存
及販售可能受到環境因素，如溫度、濕度
及光線等之影響與時間變化之關係，研析
出食品劣化曲線，據以推定有效日期，確
保食品食用時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 在食品的有效日期內，一定是安全可食用
的，且維持它的外觀、味道、質地和風
味，以及符合其營養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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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日期之評估 

• 衛生福利部： 

    市售包裝食品有效日期評估指引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畜禽產品有效日期評估及保存性試 

    驗建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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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技與網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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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雲範圍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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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部會食品雲 

泛食品雲 

非追不可 
(追溯追蹤系

統) 

人民關切之施政服務 

非登不可 
(登錄系統) 

食品安全巨量資料分析及資訊科技化建置計畫 
-(衛福部食品雲) 

財政部 
通關資
訊及電
子發票 

非報不可 
(邊境查驗系統) 

非稽不可 
(稽查系統) 

非驗不可 
(檢驗系統) 

食品管理制度 

食品雲ICT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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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登不可 

非報不可 

非追不可 非驗不可 

非稽不可 

衛福部食品雲資訊系統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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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管理 

 

 

流向管理 

 

三級品管 

  原料產
品登錄 

 食安管
理體系 

掌握全國食品業者名單及產品 
登錄廠商211,364家(103.4.1~104.5.12) 

 

掌握食品進口報關資訊 
進口報驗2,227,065  
     (100.1.1~104.5.5) 

掌握食品供應鏈上下游關係 
食用油脂家數 599家 
   (103.10.31~104.5.12) 

掌握全國食品稽查結果 
稽查239,755 件(102.1.1~10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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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食品用途名義未經食品輸入查驗，
輸入後流用於食品之管理(一) 

79 

• 複合用途產品輸入規定內容: 

• F02：本項下商品如屬食品、食品器具、食品
容器或包裝、食品用洗潔劑等食品相關用途或
含有前述物品者，應依照「食品及相關產品輸
入查驗辦法」規定，向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
理署申請辦理輸入查驗。 

• 508：進口食品添加物依F01規定辦理，進口
非食品添加物之食品原料，依F01規定辦理，
進口非供食品或食品添加物用途者，於進口報
單填列專用代碼DH999999999508，免依
上述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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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食品用途名義未經食品輸入查驗，
輸入後流用於食品之管理(二) 

80 

複合輸入規定種類 複合輸入規定內涵 複合輸入規定代號 

複合輸入規定含F01 

分別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管依產品用途管
理，如屬食品依F01

規定辦理。 

821、823、824、
827、828、830、
831、514 

複合輸入規定含508 

分別由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管依產品用途管
理，如屬食品或食品
添加物依508規定辦
理。 

 

509、806、808、
809、820、826、
828、83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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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食品用途名義未經食品輸入查驗，
輸入後流用於食品之管理(三) 

分流管理: 
1. 輸入規定為F02貨品，非供食品用途，應於進口報單

註明「非食品等級」或其他文字顯示。 

2. 輸入食品添加物，應於進口報單「貨品名稱」欄位加
註「食品用」或「食品添加物」，「規格」欄位註明
「批號」。 

3. 輸入所有供食品用途產品，應於進口報單「貨品名
稱」欄位加註「輸入供食品用途」或其他可確認係供
食品用途之字句，並再註明「批號」或可供追溯追踨
之資訊。 

4. 複合式輸入規定:輸入油脂等具多種用途之貨品，依其
輸入用途由權責機關負責邊境之查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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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非食品用途名義未經食品輸入查驗 
輸入後流用於食品之處置 

違反條文: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47條第13款: 

• 對未辦理輸入產品資訊申報，或申報資訊不實行為之
違法業者之處置: 
– 依食安法第47條處以罰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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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依食安法第51條，得暫停受理其或其代理人依第30條第1
項規定所為之查驗申請。 

• 對物之處置: 
– 產品依第41條之查核或檢驗結果，依第52條規定處置。 

– 依51條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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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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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規定F02之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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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名 號列 輸入規定 可能的用途 

紅棗乾（包括
中藥用者） 

0813.40.31.00-2 

513 

F02 

H02 

食品或中藥用 

玉米澱粉 1108.12.00.00-5 F02 食品用或製藥時提供黏著性 

活性碳 3802.10.00.00-2 F02 水處理或氣體淨化 

防沾黏噴粉 3824.99.99.80-5 F02 

紙餐盒印刷後噴灑於表面防
止油墨沾黏或防止一般印刷
品背面受油墨沾粘髒污 

塑膠碗盤 3924.10.00.10-3 F02 盛裝食品碗盤或寵物飼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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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規定508及其他複合輸入規定之
實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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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名 號列 輸入規定 可能的用途 

氯化鈣 2827.20.00.00-3  508 
食品添加物、食品原料、
其他工業用途 

維生素Ａ及其衍生
物 

2936.21.00.00-0  806 

食品添加物、人用藥品、
飼料或飼料添加物等其
他用途 

消毒劑成品 3808.94.20.00-1  820 
食品添加物、環境衛生
用藥品等其他用途 

人類血液；已調製
動物血液供治療、
預防疾病或診斷用；
毒素、微生物培養
體（酵母除外）和
類似品 

3002.90.90.90-5 

824  

 B01  

 MW0  

食品及相關產品、感染
性生物材料、醫療器材
等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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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拋轉資料庫-
電子閘門 

(含各用途輸入產
品資訊) 

以食品用途輸入並
經食藥署查驗 

以非食品用途輸入
未經食藥署查驗 

設定勾稽條件 
 輸入量 
 商品名稱 
 業者食品業登錄身

分 
 業者登記營業事項 
 交易資訊 

輸入規定F02、508號列以非食品用途通關產品之
風險監控與管理 

業經邊境查驗 
風險較低 

未經邊境查驗 
風險較高 

政府間資訊系統勾稽 
(例如食品業登錄系統、時
追溯追蹤系統、經濟部工
商登記系統、財政部電子

發票系統等) 

情報 
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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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宣導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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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食物浪費議題蔚為國際焦點之一 

– 聯合國「2030永續發展議程」目標減少糧食浪費50% 

– APEC 2020糧食安全路徑圖之目標訂為2020年降低10% 

 國內衛生安全法規概況 

– 食品或食品添加物逾有效日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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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15條） 

– 應遵行先進先出之原則，並確實記錄（食品良好衛生

規範[GHP]準則第6、16、17、29條等） 

   避免陳放到逾期而不得供作食用，造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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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磚引玉-各種參與者的對策 

農方 

食品業者 

消費者 社福團體 

產銷調節措施 
多元行銷通路 

衛教宣導 

設立惜食/即期專區予以促銷 
供作其他部門製造加工調理 
其他創新作為 供作社會救助資源 

逾期食品 
還是要報廢

哦！ 

社會局、實(食)物食行、發放站、聯盟站、食材交流平台 
有集散點，也有區域性直接在地服務！歡迎與窗口聯繫了解所在地運作情形！ 

https://ez2o.com/4P5Uh   

90 

https://ez2o.com/4P5Uh


讓我們促進食物有效利用 
將資源分享給有需要的族群 

各地方政府實(食)物銀行聯絡窗口 

https://ez2o.com/4P5Uh   

歡迎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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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宣導事項2 

衛福部於106年6月8日公告修正「食品業者投保
產品責任保險」 

本次公告之修正重點如下： 

1. 統一法規用詞，敘明食品或食品添加物業者
為實施對象。 

2. 敘明委託及受託製造、加工或調配業者，應
以委託者優先投保，但雙方以契約另行約定
者，不再此限。 

3. 新增具有「工廠登記」但未有公司登記或商
業登記之食品業者，應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
年七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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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食品業者投保產品責任保險」常
見問答 

Q12:輸入產品(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供自用，是否應投保產品
責任保險? 

A12:輸入業者若身兼其他業者身分如製造業、餐飲業等，其輸入
之產品(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若自用於自身製造場所(統一編
號相同)加工、調配製造成產品或餐飲用等，非直接於國內市場販
售與一般消費者，該業者應對最終產品依公告規定進行投保，而
輸入之產品得免進行投保。 

 

Q13:輸入或製造產品(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僅販售予食品加工
業者，是否應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A13:製造、加工、調配、輸入之產品(如食品原料、食品添加物)，
其目的為販售，則無論販售對象為消費者抑或是食品、食品添加
物業者，均須對產品投保產品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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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答於106年6月8日更新，以下問答為業者較具疑慮之部分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藥求安全     食在安心 
法令措施預告公告行政程序 

相關法規命令、行政規則預告程序包含 

通函週知相關公協會 

預告內容公布於食品藥物管理署及衛生福利部網站 

刊登行政院公報 

依據WTO/SPS通報SPS 

預告期60天(各界提供意見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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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面資料(正式公文) 

 電子郵件(包含首長信箱) 

預告期各界提供意見方式 

有意見一
定要提出 



安全 

安定 

安產 

安通 

安門 

歡迎至本署網站查詢更多資訊 http://www.fda.gov.tw/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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