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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超市、賣場，貨架上總可見各

種的黑巧克力、白巧克力、牛奶巧克

力、含餡/加工巧克力⋯⋯等，選擇琳琅

滿目。而其原料為可可，最早期出現時

被視為上帝的食物，如何選擇巧克力滿

足心靈，又不對健康造成太大負擔？食

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請到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助理教授王上

達來為民眾說明，如何聰明選擇巧克

力。

王上達指出，坊間常見巧克力產品

外包裝上註明「%」，這個代表總可可

固形物的含量百分比，當數值越高時，

入口的苦澀風味會較明顯。

當「可可」唾手可得時，您該如何選擇巧克力？1
認清巧克力的真實身份

根據衛生福利部公告，要命名為黑

巧克力，必須符合35%以上的總可可固

形物、18%以上可可脂、14%以上非脂

可可固形物；命名為白巧克力，其可可

脂含量必須達20%以上，且牛乳固形物

14%以上；命名為牛奶巧克力，其總可

可固形物含量至少25%、非脂可可固形

物至少2.5%、牛乳固形物至少12%。如

果產品原料及含量符合前述黑巧克力、

白巧克力及牛奶巧克力的要求，可命名

為「巧克力」。若於符合公告規定之巧

克力中添加其他植物油者，其添加量不

得超過該產品總重量5%，且應於品名附

近加標示「添加植物油」或等同之字

義。此外，含餡或加工巧克力也有相關

規範，若使用符合公告之巧克力添加其

他食品原料製成之固體型態產品，並以

巧克力為品名者，其巧克力含量至少

25%，且應於品名前加標示 「含餡」或

「加工」或等同之字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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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知道嗎？為了讓民眾「食在安

心」，食藥署致力於推動我國食品安全

衛生之三級品管機制。第一級品管是業

者自主品管，第二級品管為第三方驗

證，第三級品管則是政府稽查，以此三

級品管機制來全面維護國人的食品衛生

安全。

其中，第二級品管是指「食品衛生

安全管理系統驗證」，屬於系統整體性驗

證，非單一食品的驗證，而且無產品抽

驗。這是透過政府認證的驗證機構，進

一步檢查食品業者在食品衛生安全的管

理系統，以確保食品安全品質。

食藥署說明，食品業者與人員、作

業場所、設施衛生管理及品保制度，都

要符合「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簡稱

GHP）」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特定業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
食藥署來把關！2認清巧克力的真實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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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或規模的業者，還需要符合「食品安

全管制系統準則（HACCP）」的規定。

在驗證的過程中，稽核員會依照GHP及

HACCP條文做為評判的標準，配合現場

實際查核，如有違反條文，即判定為缺

失並記錄；實地評鑑後，業者應針對現

場稽核員所提出的缺失進行有效改善，

並在時限內回覆。食藥署強調，透過驗

證的過程，可以提升工廠的管理與效

能，並強化及提升整體食品控管衛生安

全的能力。

為了讓驗證擁有公正性與一致性，

因此，由食藥署認證的驗證機構執行作

業，驗證機構需具有ISO/TS22003認證

資 格 ， 並 聘 任 專 職 稽 核 員 擔 任 此 一

「食品衛生安全管理系統驗證」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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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食品工廠，
需要取得驗證嗎？3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簡稱

食安法）第8條第5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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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告

應符合驗證的業別包括：具工廠登記之

罐頭食品、食品添加物、乳品加工、特

殊營養食品及資本額三千萬以上食用油

脂、大宗民生物資（麵粉、澱粉、食鹽

、糖、醬油)等。食藥署也鼓勵其他非公

告之業別，可自願申請驗證，讓消費者

更加信賴。

依 「 食 安 法 」 第 8 條 及 第 4 8 條 規

定，若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類別及規模

之食品業者未完成驗證程序與未取得驗

證，經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正而未改正

者，將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

下罰鍰。對於情節重大者，主管機關得

命其歇業、停業一定期間、廢止其公

司、工廠之全部或部分登記事項，若經

廢止登錄，一年內不得再申請重新登

錄。

食品業者申請驗證有什麼好處？
食藥署強調，在驗證的過程中，可

確認食品業者在食品產製過程中，是否

均符合食安法，能確保食品業者有效控

管食品生物性、化學性及物理性安全，

降低食品風險，保障消費者的健康！

經通過驗證之業者，申請衛生證明

時只要持第二級品管第三方驗證證明

書，即可免去衛生主管機關之實地查

核，簡化申請食品外銷流程。另外，通

過驗證的食品業者須持續接受定期及不

定期追蹤查驗，且每3年應重新辦理驗

證。因此，食品業者須不斷精進其製造

流程，嚴格管控原物料與提高食品安全

管理標準，才能持續通過驗證。

工作，機構及其稽核員與食品業者間需

符合利益迴避相關規範，以確保驗證執

行的獨立性。此外，針對專職稽核員之

學經歷與稽核能力有明確規範，食藥署

每年也會對驗證機構及稽核員進行總部

評鑑與見證評鑑，確保驗證品質與效

能。

食藥署提醒，食品業者如為公告應

強制驗證的業別，且還未取得驗證者，

可於食藥署網站的驗證資訊系統(FACS)

提出驗證需求，以免受罰。

▼ 食品安全衛生之三級品管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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