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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112年第 3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10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3時 

貳、 地點：行政院第 3會議室 

參、 主持人：陳建仁召集人                紀錄：許雅真 

肆、 出席人員： 

鄭文燦副召集人、薛瑞元執行長(王必勝政務次長代理)、

林萬億政務委員、莊翠雲委員(謝鈴媛常務次長代理)、

潘文忠委員、蔡清祥委員(黃謀信常務次長代理)、王美

花委員、陳駿季委員(杜文珍常務次長代理)、薛富盛委

員、邱太三委員(梁文傑副主任委員代理)、黃明昭委員、

鍾瑞蘭委員、許輔委員、陳明汝委員、杜文苓委員、蔣

恩沛委員、顏國欽委員、姜至剛委員(陳佳煌博士代理)、

高彩華委員、張云綺委員、鄭秀娟委員、廖啓成委員(簡

相堂主任代理) 

伍、 列席人員： 

本院李孟諺秘書長、林子倫發言人、本院院長辦公室簡

吟曲顧問兼主任、吳俊賢科長、本院秘書長辦公室賴宇

恩主任、本院林萬億政委辦公室林美智聘用專委、本院

經濟能源農業處林煌喬副處長、本院交通環境資源處黃

志元副處長、謝育樺科員、本院教育科學文化處徐良鎮

參議、本院消費者保護處王德明簡任消保官、本院新聞

傳播處邱兆平處長、本院食品安全辦公室李凰綺諮議、

財政部關務署劉莉莉副署長、經濟部產業發展署陳佩利

副署長、莊文儀科長、梁嘉晉技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葉信村組長、朱姝瑾科長、法務部白勝文主任檢

察官、農業部畜牧司張經緯司長、農業部漁業署張致盛

署長、鄭淑文簡任技正、農業部農糧署李瓊妮簡任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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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水試所葉信明副所長、環境部化學署陳淑玲副署

長、李長平副組長、謝泊諺代理科長、內政部警政署陳

沛樹督察、林嘉蓉偵查員、國家發展委員會管制考核處

李奇處長、戴純眉視察、核能安全委員會陳東陽主任委

員、王重德主任秘書、張淑君組長、林貞絢簡任技正、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吳秀梅署長、鄭維智副組

長、劉芳銘主任、許雅真研究副技師、蕭伯諺聘用技術

員、張家齊研發替代役研究助理 

陸、 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百忙之中撥冗出席「行政院食品安全

會報 112年第 3次會議」。民眾食安議題向來是政府最

重視的政策，政府除要協助穩定臺灣市場供需，更重要

的是要為國人的食品安全做好把關工作。以最近豬肉標

示錯誤的問題為例，也是經由衛福部主動查察，發現有

數據不正確的地方，與地方衛生主管機關聯合展開相關

稽查行動所發現的。對於錯假不實訊息，更需要相關部

會在第一時間即刻澄清錯誤，並積極回應處理，以安定

民心。 

食安會報著重於食品安全政策的指導及諮詢，感謝

各位委員對此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期望藉由本會議，將

政府因應策略、執行概況、未來策進作為等，向在座委

員清楚地溝通說明與請益，以幫助政府更瞭解民間反應

及推動更符合社會需求與期待的政策，讓各項食安政務

推動更為順暢。在此先感謝各位委員為食品安全貢獻專

長，付出心力，並提出寶貴的意見。 

本次會議二項議案都是政府及社會各界非常關心

的議題。其中，因應今(112)年 8 月日本福島氚廢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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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政府已參照國際標準，以科學專業為基礎進行嚴格

的監測評估。各部會也已完成「跨部會輻射監測整合儀

表板」資訊平臺建置，各界可隨時上網查閱，例如大家

很關注的，我國漁船於西北太平洋公海捕撈返國卸售的

秋刀魚，我們希望能跨部會合作，做好監控工作、強化

檢測量能，為國人健康與海域輻射安全超前部署。 

在今年農曆年節過後，因受到全球高病原性禽流感

疫情擴散以及俄烏戰爭的影響，導致國內雞蛋產量不

足。為避免國內蛋價上升與衍生黑市價格問題，農業部

採限時限地原則，實施專案雞蛋進口政策，這是農業部

第一次嘗試的作法，在維護蛋農收益與不影響國內蛋價

的前提下，來補足國內雞蛋缺口，保障民眾食品安全。 

近來國人關注進口雞蛋事件，我與相關部會虛心檢

討與改進，也即刻對外釐清誤解或錯假訊息，並提出政

府未來在進口雞蛋政策上的精進措施，包括「既有庫存

專案進口殼蛋不再釋出上架，並於確認效期安全無虞

下，以調度加工為主」等。 

為了讓民眾能完全了解政府專案進口雞蛋的相關

作為，目前相關資訊也已公布於「農業部專案進口雞蛋

專區」，我會敦促相關部會積極查察，對於業者不法行

為也絕不寬貸，實查嚴辦。 

如果各位委員沒有特別的問題，以下我們就按照議

程開始會議。 

柒、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決定： 

一、 洽悉。 

二、 歷次會議列管追蹤事項累計 2 案(辦理情形詳如書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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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2案均解除列管；第 2案評估營養師及學校午

餐秘書實名制部分，請教育部下次會議時，針對徵詢

地方政府後之最新辦理情形進行簡要說明。 

捌、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核能安全委員會、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提「我國食品

輻射監測資訊公開」報告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有關各部會是否確實協調合作，落實食品輻射檢驗

及監測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已有追蹤管考機制；

至於食品輻射檢驗如出現異常情形，後續應採取何

等相關因應措施，請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室邀集各

相關部會確實盤點可能發生之樣態，並研商具體因

應作為，即時提出預警及專業分析。 

二、 農業部提「進口雞蛋專案精進作為及強化措施」報告；

張云綺委員提「缺蛋及進口豬肉標示事件建議」臨時

提案 

決定： 

(一) 准予備查。 

(二) 雞蛋為民生必需品，本次進口雞蛋專案政策，確實

已達到調度穩定市場及保障蛋農生計等效益，對於

各界提出的建議，政府會虛心檢討與改進，並持續

輔導業者，確保各類蛋品的來源與品質。目前相關

部會已對進口雞蛋洗選業者及倉儲/物流業者進行

聯合輔導，輔導重點包含正確產地標示、有效日期

標示、文件保存及倉儲管理等，幫助業者落實自主

管理，確保蛋品符合衛生安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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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這次雞蛋專案進口的問題可以成為一個借鑑，因為

禽流感不會消失，未來仍然有需要進口雞蛋的機

會，盡可能以液蛋型態進口供應食品加工業者，如

果市場上有殼蛋的需求，以洗選後的小包裝直接進

口，這樣管理的層次才會清楚，也要有很好的追蹤

追溯系統，透過大數據來分析所有雞蛋進口情況。 

(四) 對於委員所提的各項建議，請行政院食品安全辦公

室邀集相關部會，盤點各種強化措施，確認是否已

經涵蓋足夠層面、是否有疏漏，以及相關管控機制

是否到位，並且一定要落實食安管理機制。 

(五) 對於實質轉型的認定，衛福部責無旁貸，針對食品

實質轉型認定訂定明確規範，同時也要加強宣導，

請提出解決的方法，讓民眾及廠商都能清楚了解。 

(六) 豬肉標示錯誤事件是政府利用追蹤追溯資料主動

查察，才得以快速清查源頭。民眾有知的權利，施

政應秉持公開透明原則，相關部會可透過聯合記者

會等方式，讓民眾能在第一時間了解政府政策或措

施，以及中央與地方政府如何分工協調。為避免錯

假新聞引發民眾食安顧慮，各部會在面對各界疑義

時，應於第一時間即時澄清與妥適溝通，讓民眾安

心、放心。 

玖、散會。(下午 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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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發言及機關回應要點) 

柒、 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 

委員發言要點： 

(一) 蔣恩沛委員 

謝謝教育部的回應。既然教育部國教署目前有定期

與營養師開會，是否可以建請教育部每 3個月或 6個

月回報目前推動營養師以及午餐秘書實名制的狀況

及進展？目前第一線校園營養師以及午餐秘書有分

工不明、勞逸不均情況。營養師除菜單開立、部分縣

市局處亦要求校園營養師參與午餐聯合稽查、訪廠

抽查等，因此部分校園營養師可能已無餘裕協助進

行營養教育。推動校園營養師及午餐秘書實名制，除

公開菜單設計者，更希望的是能夠將營養師及午餐

秘書的工作內容和分工情況更加透明化，如菜單開

立、菜單審查，或是額外配合縣市教育局處之相關稽

查工作等。釐清各校營養師工作內容項目，才有機會

能進一步做較合理的安排與改進，期能將營養師專

業深入校園進行營養教育，建請定期追蹤教育部實

施的狀況。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教育部潘文忠部長 

感謝委員，國教署已就本議題與地方討論過數次，

確實菜單的設計者可能不只一個人，委員更關心的

是整個勞務分工的過程。教育部仍會持續了解及規

劃，也感謝院內支持讓國教署成立午餐科，各地方

政府也成立了午餐的輔導團，應該能更有系統的執

行委員所提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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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報告及討論事項 

一、 核能安全委員會、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提「我國食品

輻射監測資訊公開」報告 

委員發言要點： 

(一) 顏國欽委員 

1. 首先肯定核安會、農業部及衛福部在我國食品輻

射監測上，包括海域監測、檢驗量能的提升、漁

獲監測及輸入食品監測等全面性的規劃與努力，

監測結果也令人放心，無輻射異常且檢驗合格率

100%。目前檢驗資訊都定期公開在官網以及跨部

會輻射監測儀表板，或是透過座談會來宣導，但

個人認為這樣的方式，其效果應該有限，因為一

般民眾應該不會主動上官網查這些監測資訊。為

了要讓民眾消除對食品輻射議題的疑慮，建議監

測資訊公開，除了前述所講的幾個管道外，是否

可以考慮用其他比較有效且直接的宣導或溝通

方式。 

2. 另外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目前有關輻射的議題，

大多關注在日本輸入食品輻射檢驗，但對於由其

他國家或地區輸入的食品，其食品輻射檢驗結果

又是如何？是不是有這些檢測資料可以提供參

考。 

(二) 陳明汝委員 

1. 肯定跨部會做了許多事情，現在檢測結果都是好

的，但是否有演練過異常情況，例如海洋監測變

成紅燈，或是後市場監測檢出時，有辦法追溯

嗎？能夠叫漁民不要捕魚嗎？除了監測之外，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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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生狀況時的處理演練，以及對外溝通非常重

要。如果溝通不好，人民就會對政府沒有信心，

漁民也會來抗議，那麼前面做這麼多努力，一旦

發生事情後，就功虧一簣了！現在有四個單位在

監測，如果其中一個單位發現問題，後續該怎麼

處理。 

2. 對於部會所回應的危機處理，感覺上農業部就是

處理漁民這部分，食藥署則是處理後市場，但是

一旦魚場出問題，應該不只要叫漁民不要捕魚，

後市場的流向、會不會流入做成加工品，應該要

跨部會討論相關流向及法規的問題，才能完整與

消費者溝通，將危機降到最低。 

(三) 杜文苓委員 

我的團隊曾經在 2016年時協助行政院進行輻射的風

險溝通，目前呈現出來的都是比較好的結果，但如果

仔細看內容，民眾可能會問，為什麼要檢測兩千件？

除了生物氚的檢測外，還有檢測哪些其他的核種？

另外，當輻射物質隨海水擴散到其他地方後，可能不

只是在日本海域附近的海產會有影響，對於其他海

域的影響性呢？風險溝通涉及是更全面性的資訊揭

露及檢視，現在國際上非常關注日本輻射廢水的排

放，對於未來政府要怎麼因應、溝通，建議從剛剛提

到的幾個點來思考。 

(四) 高彩華委員 

1. 以目前的資料顯示，國內好像還沒訂定食品中氚

的法規限量，只有針對銫及碘。針對氚的監測目

前都是綠燈，且看起來都小於最小可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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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是否有訂定限量規範的時程表或規劃？ 

2. 剛有提到要提高檢測量能到兩千件，不知道未來

兩千件是否夠用，如果訂定限量後，從邊境或農

業部的採樣量可能就不止現在的數量，未來是否

會鼓勵其他檢驗單位加入，提升後續法規執行後

的量能？ 

3. 在食品抽樣部分，農業部針對漁產，衛福部針對

邊境，不曉得這兩個部會的抽樣對象是否會重

複？或是如何分工？這也牽涉到後續資料的揭

露，以及發生危機後的處理。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農業部漁業署張致盛署長 

1. 對於委員提到兩個單位是否有重複監測漁獲的部

分，其實是分開的，食藥署主要針對進口漁獲部

分，農業部則是針對海洋及沿近海捕撈的漁獲，

一個是進口、一個是國產。 

2. 另外對於監測不合格的後續處理，報告中有提到

整個後續應變的措施，會依據監測的結果做相關

應變，舉例來說，如果發現海水超標，且魚體濃

度也有增加的話，即使監測數值還在安全值範圍

內，仍會加強監測，且整個檢測量能也會再增加。

如果監測結果真的超標，漁民因此不能再捕魚的

話，後續的補償等安排，也已有一套 SOP的作業

流程。目前所有的監測值都小於MDA，所以沒有

特別對外說明，在程序上已規劃不同程度的應變

處理措施。 

3. 針對與漁民及消費者的風險溝通，數據透明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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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即時的揭露資訊，讓漁民及消費者了

解。會持續加強多元化的溝通，針對風評損害也

是評估的重點，目前都已有既定的處理流程。 

(二) 衛福部食藥署吳秀梅署長 

1. 除了日本食品之外，針對其他國家之輸入食品亦

有監測，且會依照抽批比例檢測。近 3年內監測

到不合格的(即超過 100 貝克/公斤)產品共有 6

件，會在邊境加強管制，包含增加抽批比例，或

改為監視查驗(即 100%抽批)，例如藍莓果醬。在

邊境抽驗不合格的，就會退運、銷毀，後市場端

就會追查流向。 

2. 目前檢測的項目，包括碘-131及銫-134、銫-137。

至於訂定食品中氚的限量值建議，現在國際上只

有食品法典委員會有提出氚、碳-14及鎝-99三者

總和的指引值，針對嬰兒食品需小於 1000 貝克/

公斤，其他的食品則為 10000貝克/公斤，目前並

沒有其他國家有提出相關標準，會繼續關注及蒐

集國際間的資訊。檢驗項目並不是越多越好，而

是要具有代表性。 

 

二、 農業部提「進口雞蛋專案精進作為及強化措施」報告

暨張云綺委員提「缺蛋及進口豬肉標示事件建議」臨

時提案 

委員發言要點： 

(一) 張云綺委員 

1. 對於缺蛋的問題，其實加工業者主要缺的是液蛋，

如果可以進口冷凍液蛋，就能將殼蛋的量釋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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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2. 由於氣候變遷，未來可能還會有其他糧食會遇到

短缺而需要進口的狀況，建議農業部未來也能比

照食品業者，針對專案進口的食品能夠登錄追蹤

追溯系統，這樣地方政府監督時就能很快了解這

些蛋的流向、庫存、申報量，稽查時就能很快地

找出問題蛋的流向，對外也能提供清楚的資訊，

相信這對於提高政府公信力部分很有幫助。 

3. 在去年時就已經知道今年應該會缺蛋，所以業者

也已經有跟蛋商洽談採買，建議農業部也應該要

提前因應，清楚掌握蛋的需求量，幫助穩定價格。 

4. 對於豬肉洗產地的案件，各界好像不太清楚中央

與地方的聯繫及分工，建議部會首長要積極對外

說明，如果只有在記者會上跟著記者的提問來澄

清，資訊可能並不完整，可以主動拍攝影片公布

在網路上，將疑慮與假新聞部份完整說明清楚，

提供民眾正確的訊息。 

(二) 陳明汝委員 

1. 對於雞蛋事件建議，其實將來可能還有機會透過

政府專案進口其他糧食的狀況，針對大規模、尤

其是關乎民生消費的產品，應該在規劃進口前就

要先跨部會開會，了解如標示、轉型等等問題，

標示是衛福部管的，轉型是財政部管的。應該先

前溝通好，例如雞蛋到底可以放多久，是否要冷

鏈等，蛋與其他食品不同，很難溯源，每顆都長

的一樣，混在一起根本找不出來。一開始如果跨

部會討論先把法規、標示、限制，還有預計要進



12 
 

的量有多少等，資訊才會比較清楚。 

2. 至於進口液蛋，這反而比較好解決，因為液蛋不

會進入一般消費市場，不會造成恐慌，也較好保

存，可解決不足的量。但是如果要直接進入消費

端販賣的產品，建議應該直接以小包裝進口，不

要進口後再做分包，因為蛋很容易破，破了就要

洗選，否則就會污染到全部的蛋，現在遇到的就

是這個問題。例如鮮奶，直接就是小包裝進口，

不會以大包裝進口，不然進口後又要重新包裝，

也不能叫鮮奶，小包裝進口時就要有完整的合格

標示，衛福部在邊境檢驗時就能很清楚的確認標

示是否合法，來源國是哪裡。 

3. 找誰進口也很重要，中央畜產會並不是買賣單位，

一定要委託別人進口，有哪些國家的蛋可以進來，

委託的業者是否適當等，都是這次的問題，應該

要建立合法的業者或進口國名單，未來有機會進

口食品的國家，都需要做系統性查核，而且是主

動查核，不要等到要進口時才發現不合法。 

4. 每次聽到雞蛋進口的數量都不一樣，好像都說不

清楚，中央畜產會進口那麼多，就像是大盤商，

年底應該還會進口蛋，是否應該趁現在好好模擬

一下，進口後要給誰、溯源能力等，至少流向要

非常清楚，不知道現在能力精進了沒？ 

5. 對於過期雞蛋的處理，其實還有剩食的問題，因

為人民會覺得很浪費，政府花這麼多納稅人的錢

最後又丟掉。例如超市的下架機制，牛奶如果保

存期限剩下三分之一的話就會退還廠商，因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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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掉；如果設定一個比例，例如距離保存期限還

有三分之一時，就趕快拿去做冷凍液蛋、蛋粉，

延長產品的保存期限，釋出給糕餅業者商用。 

6. 至於中央與地方的合作，這次地方好像在扮演抓

中央做錯事情的角色，實際上食安是需要大家一

起合作的，這可能是政府之間的溝通上需要加強

的，不是凸顯誰是英雄。 

7. 第一次聽到有關超思的問題這麼完整的說明，為

何我每天在電視上都看不到，政府有沒有什麼正

確的管道，可以在第一時間讓大家清楚了解。 

(三) 高彩華委員 

1. 有很多標示的問題都是在實質轉型的認定，不要

苛責業者不了解，其實轉型與否是由財政部的稅

則號列來區分，對於食品而言也許有些認定並非

一致，因為食品加工是非常複雜的，單由稅則來

區分時，並無法符合所有食品的加工方式，例如

雞蛋不論殺菌與否，都不算是實質轉型，但果汁

殺菌後就算實質轉型。這次事件中也看到有一些

大廠有小錯誤，這麼大的廠都會有一些小錯誤

了，代表大家的認知不一樣。 

2. 實質轉型這個部分在很多專業團體間討論時，想

法也都不一樣，例如所謂的「添加」，到底加糖、

加鹽算不算，還是說只有加食品添加物才算？產

品種類很多元，如果只以稅則號列來區分，例如

液蛋號列是 0408開頭，只有簡單分為加糖與否，

但其實很多會加鹽，這種到底算不算轉型？也許

跟實質轉型規定有關的部會，至少針對蛋討論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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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實質轉型，因為無論是業者或民眾都不清楚。 

(四) 陳佳煌博士(代理姜至剛委員) 

進口美豬的健康風險，已確立相對低。因此，在開放

美豬進口時，姜委員曾提出一項原則，必須讓消費者

擁有充分的資訊，以保障選擇權。本次產地標示事

件，影響到民眾對豬肉產品購買的知情權與選擇權。

此次事件藉由「非追不可」大數據，主動發現美豬產

地標示的問題所在，顯示大數據追蹤之重要性，應予

以肯認，建議政府進一步應用這些數據以及早發現

問題。食品安全和資訊透明至為重要，公開透明的產

地標示和更加精進的大數據方法，以確保消費者購

買食品的選擇權，並保障民眾的健康和安全。 

(五) 杜文苓委員 

年底還有雞蛋要進口，今天討論到的都是解決進口

雞蛋的方案，但是整個資訊的流通以及背後的故事，

很難轉譯到一般大眾，建議可以加強資訊流通的管

道，包括怎麼與媒體來合作，否則加上選舉因素後，

溝通上一定會更複雜。 

相關機關回應內容： 

(一) 農業部畜牧司張經緯司長 

1. 食品加工業者冷凍液蛋每年陸續進口約有 800

噸左右，目前對於進口殼蛋部分也宣示是以提

供加工為主，現在所有殼蛋轉冷凍液蛋的儲存

量將近 850噸，將會提供加工業者使用；在產

銷、調節上，若缺口達 5%以上，就會優先進口

冷凍液蛋，讓加工業者能充分使用，把殼蛋留

給一般民眾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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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雞蛋專案進口會依照委員建議，在非追不可上

的追蹤系統追溯做相關登錄。 

3. 產銷調節部分，在副院長主持民生物資供應平

臺上，每周會清楚揭露國內生產狀況，若遇到

疫病或極端氣候影響導致糧食短缺問題，就會

提早因應調度缺口，自國外開放進口，也會提

早跟業者溝通說明。 

4. 未來專案進口殼蛋多會以加工用途為主，若民

生消費的實際缺口大到需要補充殼蛋，目前規

劃也是依委員建議，是以國外洗選好的小包裝

方式進口，全程冷鏈販售。 

5. 雞蛋加工保存部分的問題，確實當初預期就是

針對接近效期的雞蛋，規劃製作成加工品，例

如滷蛋、液蛋或蛋粉等，延長保質期。但因為

經驗不夠，沒有估算好民間業者自行進口的數

量，由於國內加工的量能有限，而多數業者會

先加工他們自己的雞蛋原料，多餘的量能才會

協助我們做雞蛋的加工轉型，這未來會更精進，

包含效期及數量的估算。 

6. 中央畜產會溯源資訊公布的部份，會再加強，

因為財政部公告進口量是用公噸算，防檢署登

錄時是用箱數算，調度給民間業者時是用台斤

算，最後公告到網路上時可能又是用顆數來表

達，在單位換算上確實會有落差，例如民代換

算時，可能以 1 顆蛋 50 克計算，但我們是用

60克計算。未來在對外公開說明時，要採用什

麼單位會進行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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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另外，跟地方業者及地方政府溝通的部分，第

一時間會將所有地方政府轄管的業者、倉儲數

量、位置都公告，是否同步揭露其他更詳細、

更公開的資訊，會再檢討。 

8. 針對系統性查核，目前馬來西亞已經提出申請，

其他像是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國家，已主

動發文提出向我系統性查核的申請。也希望東

南亞鄰近國家趕快提出申請，會請外館來協助。 

(二) 衛福部食藥署吳秀梅署長 

1. 有關蛋是否要納入非追不可，我們會積極研議。 

2. 對於標示不實的問題，也會持續對業者進行輔

導，近期已經辦理兩場說明會，參加的人數實

體及線上共有 249人；另外也透過非登不可，

通知業者正確的標示規定。 

3. 中央與地方的分工部分，中央負責訂定政策、

地方負責執行，如有聯合稽查則會共同執行，

對業者輔導部分也會視狀況而有不同的方式。 

4. 對於各項資訊第一時間的回應，以後會更積極

應對及處理。 

5. 針對實質轉型的定義部分，過去食藥署都有一

定的認定方式，這次大家提到的問題，當時也

有找專家討論，專家意見非常分歧，需要多開

一些會來重新做定義。 

6. 豬肉流向追蹤的部份，是依據大數據的分析，

來決定要加強稽查的對象，未來也會利用更多

大數據的應用成果，找出需要加以管理的部份。 

(三) 衛福部王必勝次長 



17 
 

對於財政部、經濟部所說的實質轉型，跟食品經過

加工、加熱後的實質轉型定義上差很多，針對實質

轉型會來研議，以免大家混淆。 

(四) 經濟部王美花部長 

1. 貨品進出口產地認定所提到的實質轉型，是因

為怕有違規轉運的問題，有兩種認定標準，一

個是產品加值的程度，如果輸入 A國轉型後超

過規定的附加價值百分比，就不算違規轉運，

原產地就可以標示 A國。如果加值多少不好判

斷，第二種標準就是經過加工後，稅則六位碼

有無轉變，如果因此轉變了就認定是實質轉型。 

2. 在經濟上實質轉型的認定是為了防堵違規轉

運，這個概念應該跟食品要怎麼認定有實質轉

型不一樣，或者是要怎麼標示，實質差異很大，

建議不要引用這個詞。 

3. 以經濟角度來解釋公司只有資本額 50 萬的事

情，其實國內業者在登記進口商資格時，因為

不清楚登記後生意發展如何，所以資本額都會

寫得很低，但這與該公司實際的背景及貿易往

來花了多少錢沒有關係，外界以為資本額登記

很低就代表沒有錢。 

(五) 農業部杜文珍次長(院長補充) 

在選定委託進口的業者時是有條件的，超思公司

(下稱超思)符合貿易商四要件(有蛋源且報價合理、

可取得檢疫衛生證明文件、有進口雞蛋實績、3月

份可以確認第一筆訂單)，是合格廠商。外界質疑

超思的資本額只有 50萬，但超思存款證明有 5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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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千萬，並提出近 4千萬的本票證明予財團法人中

央畜產會，超思代墊每一批蛋款，到現在超思都還

未向中央畜產會請款，在資金調度上也確實具有執

行能力可證明其營運和清償能力，盡心盡力讓國內

有蛋可以供應。 

(六) 鄭文燦副院長 

1. 農業部當初對於專案委託進口的業者開出四個

條件，要有蛋源且報價合理、有進口雞蛋實績、

要拿到檢疫衛生證明，以及三月底要能確認第

一批訂單，當時有三家報價，超思報價是最低

的，而且當時有壓了兩張本票給中央畜產會，

將近 4千萬，第一批海運的錢要先墊款，我記

得第一批看到的資料是 4千 5百萬，整個案子

執行完畢後，當時爭議期間有 1億多元的貨款

還沒領，所以超思要有一定的財務能力才能沒

有領貨款，加上在海關檢驗不合格，退貨加上

銷毀成本還要扣 9百多萬，所以整個案子執行

半年，能獲得的報酬是很有限的，這部分貿易

商也有針對這次進口做了完整的聯合聲明。 

2. 將來以進口液蛋為優先政策，殼蛋的話，一定

要在產地國洗選完成全程冷鏈，盡量在兩個月

的期限內，避免新鮮度受影響，萬一下一輪禽

流感來臨，會用新的方案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