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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行政院管制「食安新秩序-食安網絡計畫」 

(106 年至 109 年)查證報告 

摘要 

本計畫係為落實總統政見食安五環改革方案，以「管理

體系增預警」、「源頭監控嚴把關」、「生產管理重建立」、「十

倍查驗真安心」及「全民監督護食安」等目標為計畫執行架

構，建立民眾安心之食品消費環境。惟 107 年及 108 年仍

有劣質蛋品及逾期食品及改標等食安事件，在加工食品業

者管理與高風險禽畜、蔬果產品等檢驗尚需與農委會及環

保署檢討修正執行策略；另近 2 年食安議題漸從食品廠之

管理，擴增到食物源頭的防疫與污染問題，必須導入大數據

及 AI(人工智慧)等科技管理，方能提高邊境及後市場查驗

效能。本會為深入瞭解本計畫在於落實跨專業、跨領域、跨

部會及中央與地方合作之相關機制，俾作為後續推動下一

期計畫審議之參考，爰辦理實地查證。，本次查證主要發現

及建議事項摘陳如下： 

一、 主要發現： 

(一) 食安預算分散於各部會計畫，政策整合性不足，不

利掌握整體之推動策略與規劃。 

(二) 食品雲資料庫雖完成跨部會系統介接，巨量資料分

析成果尚待強化實務面之運用。 

(三) 貨櫃場臨場食品查驗流程及設備尚須優化，以提高

邊境查驗效率。 

(四) 檢驗合格率逐年提升，惟尚乏逐年從風險管理調整

查驗品項之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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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已透過官網及社群媒體提供更多元化之食安資訊，

尚須結合民眾生活，以達到全民參與。 

二、  建議事項： 

(一) 結合跨部會及單位資源，以擬訂未來 4 年強化食品安

全之計畫目標及策略。 

(二) 加值運用食品雲大數據分析成果，強化與農政部門之

合作並達到溯源管理目標。 

(三) 檢討精進各港區輸入查驗電子化審查及抽查機制，並

改善貨櫃場查驗環境。 

(四) 為提高檢驗公信力，宜透過食品安全之風險評估訂定

具體指標與檢驗標準。 

(五) 結合民眾生活傳達正確食安消費資訊，以利全民參與

食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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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本計畫係為落實總統政見食安五環改革方案，以「管

理體系增預警」、「源頭監控嚴把關」、「生產管理重建立」、

「十倍查驗真安心」及「全民監督護食安」等目標為計

畫執行架構，建立民眾安心之食品消費環境。 

本計畫截至 108 年 9 月計畫進度與預算執行均符合

預期。惟 107 年及 108 年仍有劣質蛋品及逾期食品及改

標等食安事件，在加工食品業者管理與高風險禽畜、蔬

果產品等檢驗尚需與農委會及環保署檢討修正執行策略；

另近 2 年食安議題漸從食品廠之管理，擴增到食物源頭

的防疫與污染問題，必須導入大數據及 AI(人工智慧)等

科技管理，方能提高邊境及後市場查驗效能。本會為深

入瞭解本計畫在於落實跨專業、跨領域、跨部會及中央

與地方合作之相關機制，俾作為後續推動下一期計畫審

議之參考，爰辦理實地查證。 

貳、 計畫概要 

一、 計畫內容 

(一) 核定日期文號：行政院 105 年 12 月 22 日院臺食安字第

1050048712 號函核定。 

(二) 計畫期程：106 年 1 月至 109 年 12 月。 

(三) 計畫核定經費： 

1. 總經費：本計畫核定經費為 14.8 億元，累計至 108 年

度之編列數為 6.74 億元，總計畫經費為 10.88 億元。 

2. 經費來源：中央公務預算為 14.8 億元，占 100%。 

3. 年度可支用預算數：108 年可支用經費 2.22 億元。 

二、 內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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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概要： 

1. 管理體系增預警(食安五環第一環「源頭控管」)  

2. 源頭監控嚴把關(食安五環第一環「源頭控管」)  

3. 生產管理重建立(食安五環第二環「重建生產管理」)  

4. 十倍查驗真安心(食安五環第三環「十倍查驗」)  

5. 全民監督護食安(食安五環第五環「全民監督食安」)  

6. 加重惡意黑心廠商責任(食安五環第四環「加重惡意黑

心廠商責任」)  

(二) 全期目標：  

加強食品安全把關，促進食品產業發展，建構民眾「買得

安心，吃得放心」優質食品安心消費環境。 

參、 推動情形 

一、 計畫執行進度及經費支用 

 

計畫進度 預定進度(A)(%) 實際進度(B)(%) 進度比較(B-A)百分點 

年累計 65.93 65.88 -0.05 

總累計 71.48 71.47 -0.01 

經費使用
(億元) 

分配數
(C) 

實現數
(D) 

支用比
(%)(D/C) 

已執行
應付未
付數(E) 

節餘數
(F) 

預付
數(G) 

執行數
(H = 

D+E+F+G
) 

分配經費
執行率
(%) 
(H/C) 

年累計 0.87 1.06 122 0 0 0 106 122 

總累計 5.38 5.51 102 0 0.06 0 5.57 103 

經費達成
率(%) 

年計畫經費達成率(H)/(K) (K) 2.22億元；47.88 

總計畫經費達成率(H)/(J) (J) 10.8億元；51.22 

  計畫核定經費達成率(H)/(I) (I) 14.8億元；37.53 

二、 108 年度各工作項目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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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
目名稱 

預算金額 
（千元） 

實際支付數 
（千元） 

預定完成內容 
(108年 12月底) 

完成時間 實際達成情形 
（108年 8月） 

一、管

理體系

增預警 

21,153 13,254 

1. 完成食品添加物

標準檢討項目 10

項。 

2. 完成食品相關趨

勢預測之分析件

數 14 件，報告供

調整管理政策參

考 之 參 採 率 達

80%。 

108/09/30 

1. 目前已有部分項目(如磷酸二氫

鉀、木糖醇、合成番茄紅素)修

正草案預告結束，刻正執行公

告相關作業程序。 

2. 完成食品相關趨勢預測之分析

件數 7 件。 

二、源

頭監控

嚴把關 
43,917 17,868 

1. 公布檢驗方法 30

篇。 

2. 進行食品安全問

卷及其他輸入事

務審查 16 案。 

108/09/30 1. 完成公布檢驗方法(農藥、動物

用藥、添加物/汙染物及原料檢

驗技術)33 篇。 

2. 完成食品安全問卷及其他輸入

事務審查 12 案。 

三、生

產管理

重建立 

70,701 30,000 

1. 擴大食品業者關

鍵業別實施率達

90%。 

2. 輔導 200 家次食

品業者建立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 

3. 食品添加物查驗

登記申請案審查

1500 件。 

4. 輔導業者建立食

品追溯追蹤管理

系統達 200 家次。 

108/09/30 1. 擴大食品業者關鍵業別實施率

達 97.9%(逐年納入 39個業別強

制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管理制

度、36 個業別強制訂定食品安

全監測計畫、40 個業別強制實

施自主檢驗、9 個業別應置衛生

管理人員)。 

2. 完成輔導 140 家次食品業者建

立食品安全管制系統。 

3. 完成食品添加物查驗登記申請

案審查達 1,138 件。 

4. 完成輔導 221 家食品業者建立

追溯追蹤管理系統。 

四、十

倍查驗

真安心 38,508 19,688 

1. 跨部會食品安全

專案稽查限期改

正複查合格率達

98%。 

2. 後市場抽驗高關

注輸入產品之合

格率達 96.5%。 

108/09/30 1. 尚在執行中。 

2. 市售進口產品(蔬果等農產品農

藥殘留、禽畜水產品動物用藥

殘留)抽驗合格率為 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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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年度工作項目及年度目標值與達成情形(至 108 年

9 月)  

工作項目 評估指標 單位 
年度目

標 

執行達

成值 

一、管理體系增預警 管理政策諮議結果之運用情形 % 80.0% 81.8% 

國際食品警訊追查時效 
小時 

≦22小

時 

21.25

小時   

累計完成食品添加物標準檢討項

目數 
項 30 24 

完成食品相關趨勢預測之分析件

數 
件 14 7 

完成食品安全危害分析以供業務

單位調整管理政策參考 
% 80% 100% 

二、源頭監控嚴把關 開發檢驗方法件數 件 30 33 

三、生產管理重建立 擴大食品業者關鍵業別實施率 % 90% 97.9% 

輔導業者建立食品追溯追蹤管理

系統 
 家次 200 221 

輔導食品製造業者完成建立食品

安全管制系統 

家次 200 

家次 
140 

四、十倍查驗真安心 三級品管-食品業者稽查符合率 % 98.0% 執行中 

高關注輸入產品合格率 項 96% 97.9% 

五、全民監督護食安 電臺違規食品廣告比率 % ≤17% 16.9% 

即時回應民眾需求，提供諮詢、

陳情、檢舉等相關服務，提升電

話諮詢服務民眾滿意度 

% 88% 86.75% 

 

肆、 主要發現 

一、 具體績效 

(一) 本計畫扣合食安五環政策，從源頭邊境、生產管理及

五、全

民監督

護食安 
48,672 17,451 

1. 電臺違規食品廣

告比率≦17%。 

2. 電話諮詢服務民

眾滿意度達 88%

以上。 

108/09/30 1. 電臺違規食品廣告比率 16.9%。 

2. 截至 108 年 1-9 月止，電話諮詢

服務民眾滿意度為 86.75％。  

總計 222,951 9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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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後市場販售查驗等嚴格把關，配合對惡意黑心廠商

課以加重之法律及賠償責任，明顯降低發生重大食安

事件之風險，逐步恢復國內食安信心。近年珍珠奶茶

等飲品揚名國際，顯示食安亦獲致國際肯定，有助發

展我國食品產業。 

(二) 在源頭控管方面：擴大實施系統性查核範圍，108年新

增蛋品及動物源性油脂類別。於開放輸入前，實地執

行境外查核工作，統計至 108 年 8 月 31 日 查核 3 個

國家及 3 個品項。邊境查驗批數呈逐年增加，檢驗合

格率提升至 98.6％。 

(三) 在重建生產管理方面：掌握全臺 47 萬家次食品販售

及餐飲業者資訊，利於稽查管理，為民眾飲食衛生把

關。108 年 4 月起將美食外送平臺業者納入食安法規

範之物流業者管理。自 108 年起，資本額 3,000 萬元

以上之食品製造工廠，全面建立食品溯源追蹤制度。 

(四) 跨部會合作方面：與教育部合作辦理校園午餐稽查抽

驗，全面查核國中、小之學校自設廚房及供應學校午

餐之團膳業者(涵蓋率達 100%)；與環保署聯合稽查兼

售食品添加物之化工原料業者，提升毒化物 與食品添

加物管理。  

二、 尚待改進事項 

(一) 食安預算分散於各部會計畫，政策整合性不足，不利掌

握整體之推動策略與規劃。 

食安五環預算除本計畫外，有編列衛福部之「前

瞻基礎建設計畫-食品安全建設計畫(106 年至 110

年)」、「食品安全智慧先導計畫」及「食品安全巨量資

料分析計畫」；農委會「旗艦計畫(因應食安五環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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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午餐之農安監控及供應體系)」及「食品產業多元

化及加值應用研發綱要計畫」；教育部之「校園食材登

錄平臺及管理系統推廣實施計畫(結合食品雲)」；環保

署之「環境污染物檢驗」計畫等。食安管理分散至及

各機關(含單位)執行，我國食安政策缺乏整合，另負

責科技計畫之資訊單位與執行之業務單位，有必要建

立合作平臺或機制，讓食品雲成為食安管理最有利之

輔助工具。 

(二) 食品雲資料庫雖完成跨部會系統介接，巨量資料分析成

果尚待強化實務面之運用。 

透過「食品安全智慧先導計畫」及「食品安全巨

量資料分析計畫」等 2 項科技計畫，已逐步完成食品

雲架構，農委會等相關部會資料庫業與衛福食藥署系

統完成介接，有助發揮該署戰情中心預警功能。惟僅

完成食品相關趨勢預測分析報告供管理政策參考，且

未公開成果，業務面之具體運用成效尚非顯著。  

經查農委會農藥殘留檢驗數據雖已介接完成，然

未實際運用於中央與地方政府蔬果農產品農藥檢驗作

業參考；在強化食品溯源及追蹤制度上，雖已擴大公

告指定類別及規模之食品業者，需建立產品流向資訊

等紀錄，惟在巨量資料分析成果中，尚未看到資料庫

的運用或模擬演練成果，俾平時就能藉由模擬演練找

出相關問題，或在發生食安事件時迅速因應。 

(三) 貨櫃場臨場食品查驗流程及設備尚須優化，以提高邊

境查驗效率。 

經實地訪查台中港區食品查驗區，發現查驗區空

間侷促，作業動線等整體環境欠佳，讓取樣或查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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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顯得事倍功半。由於港區缺乏冷鏈倉儲設施，冷凍

食品或水產品無法及時採樣，必須採取具結放行之作

法，易生管理漏洞。此外，有關查驗會審仍採用書面

文件核對簽名，程序費時，宜檢討推動無紙化之電子

化簽章與查驗。查驗作業之抽查模式仍宜持續滾動調

整，提升不可預測性。 

(四) 檢驗合格率逐年提升，惟尚乏逐年從風險管理調整查

驗品項之作為。 

依據食藥署資料，108年 8月市售進口產品(蔬果

等農產品農藥殘留、禽畜水產品動物用藥殘留)抽驗合

格率達 97.8%，超越年度目標值 96%，且近 3年合格率

逐步提升，惟該數據合理性受到挑戰或質疑，因該數

據係針對高違規及高風險農產品進行查驗，其查驗品

項似每年大同小異。尚乏具體標準及指標，難以參考

依循，且 3 年來的高合格率下代表所抽驗品項不具高

風險性。又查臺中市政府針對高風險或特定污染之食

品後市場抽驗，不合格率即高達 9.5%，顯示中央與地

方標準不一。 

從資料發現抽驗比例雖逐年提升，但中央似未見

針對新疫病或風險物質加強抽檢，有關容易發生食品

中毒之生物性(微生物)之抽查及檢驗結果亦較少著墨，

因此，尚乏以風險為概念之具體指標作為稽查抽驗頻

率或品項之說明，地方政府衛生局亦無標準依循。 

(五) 已透過官網及社群媒體提供更多元化之食安資訊，惟

尚須結合民眾生活，以達到全民參與。 

目前衛福部食藥署已於官網建置食藥闢謠專區、

食藥膨風廣告專區、「食用玩家」FB粉絲團及藥物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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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週報與民眾進行風險溝通、宣導食安管理政策，

惟仍較缺乏以貼近民眾生活之方式進行，應將大型餐

飲業者稽查資料或賣場不合格產品資訊提供民眾選擇

消費參考，俾敦促業者改善缺失，達到全民監督食安

目的。 

伍、 建議事項 

一、 宜結合跨部會及單位資源，以擬訂未來 4 年強化食品

安全之計畫目標及策略。 

本計畫係扣合總統政見所提食安五環改革方案，

至 109 年執行完成，續期計畫應明訂下階段食安工作

重點，並納入各相關機關工作項目，以提升計畫推動

效益。 

二、 加值運用食品雲大數據分析成果，強化與農政部門之

合作並達到溯源管理目標。 

透過系統累積之資訊整合運用，能夠自動勾稽，

交叉分析後比對高風險產品以提高查驗效率，請衛福

部食藥署串連各區管理中心及地方政府衛生局稽查資

料進行大數據分析，有效回溯前端源頭農政單位及環

保單位對於農業用藥或化學物質之追蹤管理。戰情中

心之查驗或預警資訊，可研議適時公開，與民眾溝通

分享，以達到嚇阻業者與資訊公開之施政目標。 

三、 檢討精進各港區輸入查驗電子化審查及抽查機制，並

改善貨櫃場查驗環境。 

使用電子化申報，減少紙張之使用，乃為國際趨

勢，請衛福部規劃運用現有查驗資訊系統，加強自動

檢核功能，依產品風險、產品成分及輸入時應檢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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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衛生證明、產地證明、檢驗報告)之複雜程度，

逐步推動無紙化之報驗及會審，並結合戰情中心之大

數據分析資料提升潛在風險產品或違規業者之檢出比

例。有關改善臺中港貨櫃場查驗環境方面，交通部臺

中港務分公司規劃於臺中港管制區內第 39 號碼頭後

線規劃興建第二期倉儲計畫，請衛福部洽商該部評估

計畫內興建含有冷鏈設備之倉儲，或完成後協助招商

引進民間投資，以減少發生水產品等管理漏洞及減少

民怨。 

四、 為提高檢驗公信力，宜透過食品安全之風險評估訂定

具體指標與檢驗標準。 

為提高檢驗公信力，增強民眾食安信心，查驗作

業宜有更細緻作法，請衛福部依風險食品安全之風險

評估作業指引研擬具體之高違規、高關注及高風險產

品之查驗標準，抽驗頻率及擇選品項之準則，讓稽查

抽驗之行政作為，有一標準可參考依循，並與時俱進，

滾動檢討，有利推廣至各地方政府衛生局。尤其大臺

中地區近年因空污及非法農地工場為數不少，整體環

境品質日益惡化，宜掌握源頭風險點之環境資訊，如

戴奧辛等新興高風險化學物質宜列入食安決策與稽查

考量。另如 Uber Eat 等新型態食品運輸業者之管理稽

查作為應再強化，非僅止於完成登錄。 

五、 結合民眾生活傳達正確食安消費資訊，以利全民參與

食安管理。 

全民監督食安之前題為全民食農教育能優先普

及，並具有事實查核之知能與媒體辨識力。針對食安

複雜訊息之因應對策與傳播多樣化，宜有更多精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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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請衛福部參考臺中市政府為營造友善消費環境、

保障飲食安全，建立「樂活臺中」APP之作法，優化官

網公開透明查驗資訊及查驗成果，強化業者自主管理

及開放諮詢管道查詢，便於民眾取得安全消費訊息，

並獎勵各地方政府依循此模式，運用科技資訊建置相

關系統或資料庫，發展民眾有感的食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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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查證照片 

  
圖 1 於臺中港辦事處會議室進行查證

綜合座談 
圖 2 實地訪查臺中港貨櫃場邊境通關

及查驗情形 

  
圖 3 實地訪查臺中港查驗區現況 圖 4 於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管理處會

議室進行查證綜合座談 

 
 

圖 5 實地訪查臺中市政府食品藥物管

理處實驗室 

圖 6 於食藥署會議室進行查證綜合座

談 
 
 


