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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跨部會、跨領域、協力治理

上游管控 下游防火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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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五環 推動目標策略

源頭控管、體系預警

1. 落實食品管理諮議機制
2. 強化食品安全預測機制
3. 食品安全分析與危害鑑別
4. 源頭管控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
5. 落實食品輸入及製造源頭管理
6. 促進跨國邊境食安資訊合作與交流
7. 開發與精進食品相關檢驗技術
8. 導入全球優良農業規範

第
一
環

重建生產管理

1. 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驗證制度
2. 推動植物醫師制度，客製化輔導農友
病蟲害管理及安全用藥

3. 強化食品業者登錄制度
4. 強化上市前查驗登記
5. 落實業者自主管理
6. 增加高風險進口食品安全證明機制
7. 精進食品追溯及追蹤系統

第
二
環

加倍查驗真安心

1. 三級品管-食品業者稽查
2. 精進檢驗設備
3. 厚植中央及民間檢驗能量及資源

第
三
環

惡意黑心廠商
課以更重的法律及賠償責任

1. 善用食安基金(基金運算)
2. 審視食安相關裁罰法令規定
3. 暢通檢警調政風聯繫合作管道

第
四
環

全民監督護食安

1. 加強溝通提升民眾對食品危害認知
2. 強化違規廣告之稽查及健全管理機制
3. 強化安全飲食資訊及民眾諮詢專線服務品質

第
五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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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環

源頭控管 查境外、修法規

擴大境外查核

原
實
施
類
別

近
兩
年
擴
大
實
施
類
別

肉類產品

其他牛來源產品

水產品

乳製品

蛋品

動物來源性油脂

修訂法規標準

接軌國際
 累計修訂的法規標準包括：

 380 種農藥

 142 種動物用藥

 791 種食品添加物

整合標準
 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

 預告修訂食品中微生物衛生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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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環

源頭控管 優化檢驗方法、厚植檢驗資源

研發檢驗技術 厚植檢驗量能

 食品認證檢驗機構成長23.5%，

108年增至100家

 辦理評評審員共識營，提升認證

查核一致性與品質

成立化學局

 專責「食品安全源頭的化學物質管理」

 已公告列管27種具食安風險疑慮化學物質

累計公開160篇檢驗方法
(2863項檢驗品項)

因應事件迅速研發方法

優化同步檢驗技術

開發快速檢驗技術

公
布
檢
驗
方
法

81 87
95 100

105 106 107 108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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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環

重建生產管理 從農產品到食品全面監管

食品

物流業1% 輸入業3%

製造業
7%

餐飲業
41%

販售業
48%

• 102年迄今

已掌握全台47 
萬業者資訊

• 107年
業者主動通報
功能上線

• 108年
納管物流業者

農產品

項目覆蓋率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
(8月)

農糧類
(公頃)

18,675 34,234 45,858 51,848

水產類 (%) 9 14 16 16

國產牛隻(%) 100 100 100 100

國產羊隻(%) 0 21 40 74

國產豬隻(%) 87 86 85 85

國產禽肉(%) 30 42 45 65

國產雞蛋(%) 95 97 99 99

推動溯源QR Code
瞭解農產品第一手生產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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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環

重建生產管理 食品製造業依規模管理

管
理
衛
生
人
員

專
門
職
業
人
員

衛
生
管
理
人
員

人員面 制度面

食
品
業
者
登
錄
、
產
品
責
任
保
險

食
品
良
好
衛
生
規
範
準
則G

H
P

食
品
安
全
監
測
計
畫

設
實
驗
室

產品流向

文件保存

強
制
檢
驗
、
食
品
安
全
管
制
系
統

分
場
分
照
、
食
品
追
溯
追
蹤
系
統

擴大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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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環

加強查驗 邁向值得信任的消費環境

進口食品三重把關 國產食品多管齊下

 輸入前：源頭境外查核

 輸入時：邊境輸入查驗

 輸入後：國內市場監控

 食品鏈全程化稽查監控

 高違規高風險高關注項目

加強查核檢驗

2.4 2.5 3.7 4.3 2.9

95.7%

97.5% 97.2%
98.2%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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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驗
件
數(

千
件)

44.4 45.1 49.7 49.0 36.0

95.2% 95.0% 95.0%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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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抽驗「進口」產品合格率 市售抽驗「國產」產品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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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環

加強查驗 精進稽查量能，抽驗合格率提升

農產品農藥殘留抽驗

96.1 96.6 96.5
97.1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9月

畜牧場、肉品市場及屠宰場藥物殘留監測

水產品衛生安全品質監測 學童團膳食材全面檢驗

99.93 99.79 99.88 99.94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9月

97.94
98.81 99.21 98.95

99.79 99.94 99.96 99.96

105年 106年 107年 108年9月

養殖魚塭未上市水產品 批發魚市場水產品

95.1

93.9

96.1

99.9 99.8 100

106年 107年 108年9月

蔬果食材 畜禽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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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環

加強查驗 跨部會合作稽查

先輔導後稽查，中央地方跨領域一起來

雞蛋產品
聯合稽查專案

國產龍眼蜜產品
供應鏈聯合稽查

專案計畫

兼售食品添加物
之化工原料業者
專案聯合稽查

食添
化工

學校午餐
聯合稽查
專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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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環

加強查驗 108年46項食品專案

 食品容器具暨包裝

 物流運輸倉儲

 肉品、乳品、水產加工品

 盒餐食品工廠

 國際觀光旅館及五星級旅館

 食用油脂、罐頭食品

 校園午餐

 供應校園午餐團膳

 烘焙製品原料販售

業及製造業

 新型販售型態

 多層次傳銷業

 番瀉苷產品製造業

 日本食品放射性核

種檢測

 春節、端午、中秋

 元宵、清明、中元

 夏季飲冰品

 冬季時令食品

• 應核備原料：牛樟芝

• 應辦理查驗登記：健康食品、國

產維生素膠囊錠狀食品、特殊營

養品、食品添加物

• 豆製品製造業

• 蛋製品製造業及標示

(液蛋、皮鹹蛋、市售)

• 醃漬蔬菜市售暨製造

• 金針乾製品

• 釀造食品(醬油)

• 冰塊

• 早餐業、便當業

• 飲品、冰品

• 宴席餐廳暨供應團

客 膳食餐廳

• 人氣美食餐廳

• 美食街餐廳

• 文創園區暨傳統特

色老街
11



第四環

加重黑心廠商責任

列入地方政府考評項目，計有99.7%裁處符合標準

食安罰鍰
加權加重

105. 5. 12 公告訂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4 條

第 1項罰鍰裁罰標準」將違規次數、資力條件、工

廠非法性等納入裁量因素，加權加重罰鍰計算。

106年度起認屬情節重大案件共10件，累計3,390萬元

情節重大
認定原則

106. 12. 21 公告訂定「違反食安法第 15 條第 1 項、

第 4 項及第 16 條情節重大認定原則」 ，違規產品

銷售額達一定金額以上，得命業者停業、歇業、廢

止其公司/工廠 登記或食品業者登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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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環

加重黑心廠商責任
提升衛生與檢警機關
之交流與合作

檢察機關
交流

• 連續三年舉辦「強化查緝食品藥物犯罪」研討會

• 建立「查緝食藥案件聯繫平台」，查獲多起不法

案件，移(函)送 38 件

• 促成訂定「檢察機關查緝食品藥物犯罪案件執行

方案」

警察機關
合作

• 訂定與警政署保七總隊合作聯繫要點（迄今已修訂3次）

• 明確化警察機關協助食安稽查之機制與SOP

• 強化保七合作，給予經費支援

• 104-107年度，食藥署與保七偕同查辦達15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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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環

全民監督食安

1919食安專線
全面強化

 整合食品、農業、消保等
業務之單一服務專線

 104 年啟用至今，已接獲
檢舉及諮詢逾 26.4萬通

 截至108年8月，接聽率
為85.5％

鼓勵檢舉
獎金加碼

 一般事件= 實收罰鍰x 20%

 攙偽假冒、逾期及未核准添加物
等事件= 實收罰鍰x 50-75%

 員工檢舉，另給予最高 400 萬元
吹哨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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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環

全民監督食安

★食藥闢謠專區

媒體報導超過 2,561 則

點閱率超過 2,515 萬

★食藥膨風廣告專區

發布 73 則國外網站疑涉
違規廣告案，點閱率超過
428.1 萬

★「食用玩家」FB粉專

分享時下健康議題，粉絲
人數已達10萬多人

★食藥好文網

專業好文將近430則

網站瀏覽人數達180多萬

★藥物食品安全週報

已發行729期

訂閱戶達42萬人

★TFDA食藥署 Line@

好友數12,31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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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展望
持續檢討食安管理優先改善項目
促進食品安全

降低食品中毒
事件發生

降低
農藥殘留

非法、逾期原料
及逾期食品管理

改善政府
食安資訊
艱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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